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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淹水潛勢圖簡介

為什麼要製作淹水潛勢圖 ?

臺灣四面環海，屬於海洋性氣

候，每年的夏季強烈熱帶性低氣壓

( 颱風 ) 常帶來大量的豪雨及暴風，

主要發生在 5 月至 11 月間，對臺灣

夏季氣候影響甚鉅。因此受颱風、

豪雨侵襲而造成淹水災害，致使人

民生命及財產蒙受損失。

依「災害防救法」第 22 條，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災害潛勢、危險

度、境況模擬與風險評估之調查分析等減災事項及適時公布其結果。因

此依該法所授權訂定之「水災潛勢資料公開辦法」製作「淹水潛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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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淹水潛勢圖 ?

何時開始有淹水潛勢圖 ?

使用之限制有哪些 ?

依「水災潛勢資料公開辦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義之淹水潛勢圖，
為經濟部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淹水潛勢圖製作手冊所繪製，且
經經濟部淹水潛勢圖審議小組審議通過，以模擬不同定量降水情境條件
下可能淹水深度及影響範圍之防災應用參考圖資。由於淹水潛勢分析所
需資料量與電腦運算都相當龐大，無法以即時線上（on-line）模擬分析，
必須事先進行各種預設情境的模擬，再把這些成果提供給相關單位參考
應用。

第一代淹水潛勢圖
係 由 國 家 災 害 防 救 科
技 中 心 (NCDR) 於 民
國 88 年 ~90 年製作完
成，後由經濟部水利署
依「水災潛勢資料公開
辦法」每 5 年檢討一次
之規定辦理更新，其中
第二代已於民國 96 年 ~98 年更新，截至目前已完成第三代（民國 103
年 ~105 年）淹水潛勢圖資製作。

淹水潛勢圖製作係基於設計降水條件、特定地形地貌資料及客觀水
理模式演算模擬，因水文預測具有不確定性，故無法完全模擬未來颱洪
事件之降水歷程及逕流狀況。因此適用於災前整備階段使用，例如地區
災害防救計畫及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災時避難收容安全規劃或
防災地圖等整備作業參考。依據「水災潛勢資料公開辦法」規定，水災
潛勢資料僅供防救災相關業務使用；各項土地管制或土地利用限制及其
他相關措施，應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3

各代差異說明

淹水潛勢圖至民國 105 年已更新演變至第三代，其各代之間主要差異如下 :

淹水潛勢圖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執行單位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
中心 (NCDR) 經濟部水利署 經濟部水利署

水利規劃試驗所
製作時間 民國 88~90 年 民國 96~98 年 民國 103~105 年

數值高程
(DEM)

農 林 航 測 所 : 民 國
70~78 年間測量相
片基本圖

內政部 : 民國 97 年更
新完成之數值高程

內政部 : 民國 103 至 105 年提供之最新 1m X 
1m 及 5m X 5m 數值高程

模擬網格精度
(x,y,z)

20m×200m×1m 40m×40m×0.1m 40m×40m×0.1m
20m×20m×0.1m

模式選定
降雨 - 逕流模式
採同一種模式產製，
無邊界銜接的問題

全臺分區未統一模式
製作，存在邊界銜接
問題 

統一 SOBEK-Rural 二維淹水模式及 SCS 降雨逕
流模組，制訂模式檢定驗證標準，去除邊界銜接
問題

地文條件
僅反映進行漫地流
演算

反映漫地流演算及主
要河川

反映主要河川、區域排水、部分農田排水、建置
水工建造物 ( 橋梁、閘門、抽水站、滯洪池等 )、
雨水下水道系統

水文條件 全區平均降雨 部分雨量站 計畫區內年限 20 年以上雨量站進行頻率分析

模擬情境及
邊界條件

各定量降水採
平均暴潮位

各定量降水、各重現
期降水採平均暴潮位

定量降水：採用歷年 7~10 月大潮平均高低潮位
歷線。
重現期降水：採用各重現期設計潮位歷線。
各重現期降水與海堤越波：採用各重現期設計潮
位歷線。
海堤採用各重現期越波量。

以高雄市 24 小時暴雨 600 毫米為例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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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淹水潛勢圖製作方式

第三代淹水潛勢圖製作依「淹水潛勢圖製作手冊」規定，共分為「資

料蒐集與特性分析、「模式建立與檢定驗證」、「情境模擬與成果製作」

等三階段，圖資完成後由經濟部審議後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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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 資料蒐集與特性分析

1. 資料蒐集

基於淹水模擬之需要向內政部、轄管河川局、縣市政府蒐集地文資

料、水文資料、歷史淹水及其他資料，以利後續淹水數值模型之建立。 

數值高程資料

重要水工建造物

土地利用分類資料雨水下水道系統資料

種類 內容 來源

地文
資料

數值地形高程資料(申請最新之
1m×1m 與 5m×5m DEM 地形高程資料) 內政部、縣市政府

重要水道資料（河川與排水斷面資料）縣市政府、河川局

重要水工建造物(水門、閘門、抽水站、
滯洪池、村落圍堤等) 及操作規定

縣市政府、河川局

雨水下水道系統或資料 縣市政府、內政部

土地利用分類資料 內政部

海岸概況、海堤 縣市政府、河川局

重要灌排系統與埤塘資料 水利會

水文
資料

雨量站、流量站、水位站、潮位站、
波浪站概況(位置、高程、年限)

經濟部水利署、中
央氣象局、河川局

其他
資料

易淹水區位、歷史淹水紀錄 縣市政府、河川局

歷年完成工程及相關治理規劃報告 縣市政府、河川局

現地補充調查 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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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文分析

利用地理資訊系統依照 (GIS) 數值地

形高程資料與排水系統，將流域劃分成

數個子集水區。

平地集水區依水路切割成渠道左、右

兩集水區。其地文因子及其相對應土地

利用分類狀況列表，以提供 SOBEK 模式

SCS 模組計算之用並將成果展繪於 GIS

上供查詢應用。

2. 特性分析

特性分析主要分為：

(1) 地文分析    (2) 水文分析    (3) 海象分析

子集水區劃設 ( 以彰化縣
安東二排支線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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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文分析

( 一 ) 雨量分析

依分析範圍選擇各年最大暴雨量先

進行個別雨量站之降雨量頻率分析後，

再以徐昇式法計算降雨空間分布。採用

雨量站紀錄年限至少為 20 年。雨型分

析採用 Horner 雨型。

( 二 ) 流量分析

採 SOBEK 模式中 SCS 單位歷線降

雨 - 逕流模組推求而得。

徐昇式法降水空間分佈 ( 以臺北市為例 )

降雨頻率分析

降雨雨型分布

雨量分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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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象分析

本代引用本所民國 103 年「一般性海堤禦潮功能檢討」之成果，作

為河口潮位及海堤越波邊界起算條件採用值，不重新進行海象分析。其

各情境邊界採用值 :

( 一 ) 定量降水：河口潮位重新分析歷年 7~10 月大潮平均高低潮位歷線。
( 二 ) 各重現期降水：河口潮位採用各重現期設計潮位歷線。
( 三 ) 各重現期降水與海堤越波：河口潮位採用各重現期設計潮位歷線，   
        海堤採用各重現期越波量。

本所民國 103 年「一般性海堤禦潮功能檢討」之分析成果
( 以臺北海岸重現期設計潮位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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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 模式建立與檢定驗證

1. 模式建立

第三代淹水潛勢分析統一係

採 用 荷 蘭 發 展 之 SOBEK-Rural 

二維淹水模式之一維渠流、一維

下水道、二維漫地流及降雨逕流

模組，演算機制為一維水流以低

堤溢流後與二維網格耦合，下水

道系統為人孔冒水後與二維網格

耦合，而 SOBEK 淹水模擬採用

先行完成降雨逕流計算，再進行

逐時的水理演算。
SOBEK 模式建立流程

低堤溢流示意圖

一維水流與二維漫地流耦合示意圖 人孔冒水與二維漫地流之耦合機制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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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永和板橋土城集水分區模式建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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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定驗證

模擬前應進行檢定及驗證，比較淹水模擬成果與歷史實際淹水事件

之調查或觀測記錄，藉以修正模式中不當之假設、不當之參數值、地形

及構造物考慮不周之情況，使模式更能符合實際之情況。依製作手冊規

定分別採用準確度與捕捉率達 60% 以上為通過標準。主要淹水區域至少

比較三處淹水水位峰值誤差，且 2/3 以上淹水控制點之淹水水位峰值誤

差不得超過 0.2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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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 - 情境模擬與成果製作

1. 情境模擬

(1) 設定情境一：定量降水

平地定量降水模擬情境如右表，共 27 種情境，其中 10 種為公開之

淹水潛勢圖。山區降水分配則因地區不同，依製作手冊規定之比例進行

計算。

(2) 設定情境二、重現期降水

重現期降水模擬情境如下表，共 32 種情境，可作為河川治理工程成

效評估或洪災保險制度規劃之參考。

定量降水模擬情境

重現期降水模擬情境

單位：mm

* 號為公開之淹水潛勢圖，其餘情境得依製作機關視業務需求自行增減

* 各情境模擬邊界條件： 
( 一 ) 河口潮位： 1. 定量降水：採歷年 7~10 月大潮平均高低潮位歷線
                              2. 重現期降水：分析之各重現期設計潮位歷線。
( 二 ) 以水庫滿水位狀況下進行水庫操作。
( 三 ) 假設水利防洪設施正常操作。
( 四 ) 依據上述原則訂定模擬邊界條件，進行特殊情境淹水潛勢模擬。

平地雨量
(總延時) 情境1 情境2 情境3 情境4 情境5 情境6 情境7 情境8 情境9

6小時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12小時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24小時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650* 800

雨量
(總延時) 情境1 情境2 情境3 情境4 情境5 情境6 情境7 情境8 備註

6小時 2年 5年 10年 25年 50年 100年 200年 500年

各重現期模擬12小時 2年 5年 10年 25年 50年 100年 200年 500年

24小時 2年 5年 10年 25年 50年 100年 200年 500年

24小時 2年 5年 10年 25年 50年 100年 200年 500年
連續降水、越波及暴潮

同時發生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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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方座談會 - 溝通分享，化解疑慮，增進互信

為確認模型建置之正確性與完整性，在潛勢圖產製前邀請當地主管

機關、防救災單位及鄉鎮區公所進行座談及訪談，說明淹水潛勢圖用途

及定義，確認模式分析之淹水潛勢是否與地方之淹水經驗 ( 淹水範圍、深

度及時間 ) 相符，以檢視或修正模型相關設定參數與條件，進而完成後續

情境模擬及產出淹水潛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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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果製作

淹水潛勢圖資分為電子圖資及圖冊兩種。

(1) 電子圖資格式如下 :

(2) 電子圖資格式如下 :

以 A0 尺 寸 (841mm×1189mm 或 1189mm×841mm) 設 計 版

面， 解 析 度 至 少 應 為 300dpi， 並 以 A3 尺 寸 (297mm×420mm 或

420mm×297mm) 紙張格式適當分幅或全幅方式印製，以縣市為單位出

圖。範例如下 :

電子圖資格式 特性 用途

shp 地理資訊系統領域標準格式 專業學術研究圖資修改

tif或jpg檔 電腦標準圖檔 檔案交換流通列印出版

kml檔 適用於Google Earth、Google Maps 應用 一般民眾研究網路應用

展示圖檔 支援多頁圖面(.gif)或動態展示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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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淹水潛勢圖成果說明

以雲林縣 24 小時延時 500 毫米定量降水為例說明 :

此情境下，雲林西部低窪地區及主要區排的收集水路溢淹，淹水深

度約 0.3 至 2.0 公尺，如牛挑灣大排等，另如椬梧等滯洪池保護地區，也

發生深度約 0.3 至 1.0 公尺之淹水。多處鄉鎮市區因降雨強度超過雨水下

水道設計標準，積淹水深度約 0.3 至 1.0 公尺，林內鄉市區旁山區野溪溢

淹，造成林內鄉公所附近有積淹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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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用方式

防災計畫研擬

供地方政府作為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及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等

防救災計畫研擬之參考依據。

事先掌握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及相對應保全對象、避難場所、避難路

線及移動式抽水機、砂包蛇籠等預佈地點。

水災危險潛勢地區避難疏散地圖與弱勢安置機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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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前整備階段

地方政府可應用淹水潛勢圖作為災時避難收容所安全規劃之參考，

且可進一步加值為鄉鎮市層級之淹水潛勢圖或防災地圖，以提供離災與

減災之重要資訊，並據以加強警戒河段巡防清淤、救災機具維修預佈、

排水設施安檢疏通等整備作業。

鼎塊、砂包、蛇籠及太空包 小型移動式抽水機 中型移動式抽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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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值應用

橫向延伸應用

縱向加值應用

全臺區域淹水 SOBEK 數值模型加值應用

淹水潛勢圖可提供各機關開發之防救災資訊系統與應用服務平台進

行防災業務相關之介接應用，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災害管理資訊

研發應用平台 (DMIP) 及內政部之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 (TGOS) 等。

淹水潛勢圖所呈現者，為設計降水條件下之可能淹水範圍及其影響

程度；如引入災害風險概念，復考量社會經濟條件所評估量化之脆弱度

因子，則可進一步加值繪製為水災風險地圖，以具體展現該地區易受災

害影響之程度，並可提供防救災資源配置及應變調度之重要決策支援。

藉由本代淹水潛勢圖，本所完成全國首次採 SOBEK 淹水模式建置全

臺區域淹水數值模型，以提供政府機關加值應用，並產出客製化淹水模

擬圖及工程成效評估等加值應用。

橫向延伸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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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展望

發展即時淹水模擬

動態災情調查技術發展精進模擬驗證

定期更新基本資料及模型維護

淹水潛勢圖為事先進行各種預設情境的模擬，與實際降雨及災害不

同，隨著模式演算法則精進，以及電腦運算速度不斷提升，具有穩定排

程作業能力與快速平行計算架構的高效能計算整合平台，或可縮短大量

的資料準備時間與數值模擬計算時間，本所目前正發展即時二維淹水模

擬研究，希望能提供下一代防災使用。

可利用經濟部水利署發展的自動化調查技術，例如 CCTV 研判淹水

深度、中華電信電箱通報水深、7-11 電話查通報等等，並應用至區里公

所或是地方社區，將能提高災情資料的可信度，亦精進於下一代淹水淹

水潛勢模型。

基本資料掌握應更準確並定期更新模式所需資料，以利下一代淹水

潛勢圖製作時能更快速及精確。

定期更新基本資料及模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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