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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西南沿海鄉鎮，多位在地勢平坦的感潮

流域內，淹水成因主要和雨量、沿海潮位有關。
本研究透過2001-2021年的雨量、潮位和淹水點
觀測資料，分析臺灣西南沿海淹水事件的統計特
性，並透過聯合風險分析方法，建立淹水風險和
雨量、潮位之間的關係式，我們稱之為動態淹水
警戒值。動態淹水警戒值的參數設定，會因區域
的水文特性差異而有不同。我們以據此差異，將
西南沿海鄉鎮區分成六大區，分別是雲林縣、嘉
義縣、臺南市北段、臺南市南段、高雄市北段和
高雄市南段。同時，考量個集水區匯流時間不同，
我們建置三組不同降雨延時(1h、3h、6h)之動態
淹水警戒值，用來評估區域淹水的警戒效能。

應用結果顯示，使用1h和3h降雨延時的動態
淹水警戒值，能分別掌握1h區域雨量造成的淹水
時間點，以及集水區經過3h匯流後的淹水時間點。
使用6h降雨延時的動態淹水警戒值，雖也能掌握
集水區經過6h匯流後的淹水時間點，但是，誤報
率較高。依據區排水位變化特性分析，我們推測
預報的不確性來源，可能與人為的防洪作為有關。

當動態淹水警戒值完成設定後，本預警系統
即可透過天氣與海象預報系統提供的雨量和潮位
資訊，提供未來48 h內的淹水預警訊息。初步沿
海鄉鎮淹水預警成果已展示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
中心的WATCH網頁。

案例一：雲林縣臺西鄉
此案例顯示不同降雨延時(1h、3h)之動態淹水警戒值
可以掌握到不同淹水機制下的淹水時間點。淹水感測
器觀測到臺西鄉溪頂村和永豐村的淹水歷程，呈現兩
個波段，淹水深度開始增加的時間點(箭頭指示處)，
分別與1h、3h動態淹水警戒值的警戒時間一致。

案例二：雲林縣口湖鄉
口湖鄉區排水位觀測顯示，區域排水能力在漲潮期間較低，區域淹水風險增高，在動態
淹水警戒值門檻降低的情況下，口湖鄉的埔南村、崙東村等村落在2021年8月6日9時皆
發生顯著機淹水情形，與動態淹水警戒值提供的淹水警戒時間一致。

案例三：臺南市北區
臺南市北區的應用結果顯示，1h、3h、6h之動態
淹水警戒值提供的淹水預警，可反映區域淹水時間
點。其中，6h之動態淹水警戒值的應用結果較差，
與防洪操作的介入有關。同時，淹水感測器資料顯
示，臺南都會區排水系統疏洪能力較鄉村地區佳，
因此，淹水時間短，退水速度快。

案例四：高雄市永安區、岡山區
高雄市永安區、岡山區應用結果顯示，1h、3h降雨延時的淹水警戒時間皆與觀測紀錄相符合
(紅色和綠色箭頭指示處)。然而，永安區位在排水系統末端，有排水不易情形，因此，當有第
二波降雨出現時，即使未達警戒標準，永安區仍再次出現基淹水情形(黃色箭頭指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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