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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重點產出
圖資產製與應用
資料應用測試
調適示範操作
經驗與測試總結
未來規劃方向

報告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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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重點產出

危害衝擊圖資
 風速危害圖
 颱風風浪衝擊圖
 颱風暴潮衝擊圖
 海平面上升衝擊圖

不同資料於海岸領域
應用之測試
 世紀末颱風增強情境
 海平面上升情境
 PGW颱風資料
 CFSR降尺度風場資料

調適操作示範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議題納入

調適案例蒐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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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領域計畫內部連結圖

氣候變遷
推估資料庫

AR5颱風增強情境(8%)
AR6海平面上升情境
PGW颱風資料

Team1 資料
Team3 推廣

跨小組合作

各領域執行

資料使用回饋
MMIS

• 資料後處理工具
• 重現期計算工具

衝擊工具
• 天文潮-暴潮-風浪

全耦合模式
• 海平面上升模式

衝擊圖(70幅)
• 颱風風浪衝擊圖
• 颱風暴潮衝擊圖
• 海平面上升衝擊圖

調適示範操作
•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修訂建議

危害圖(2幅)
• 海岸風速危害圖

調適知識
理論/案例

TCCIP平台
調適百寶箱

危害衝擊圖資
調適示範操作案例

資料申請
服務機制

Team2 危害與衝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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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產製與應用

AR6海平面上升情境

海平面上升衝擊圖
• 現況/2度/4度
• 大臺北/臺南
• 共10幅

Team1
提供資料

MMIS
工具

AR5颱風增強情境(8%)

颱風風速危害圖
• 現況/RCP8.5世紀末
• 全臺
• 共2幅

颱風風浪衝擊圖
• 現況/RCP8.5世紀末
• 全臺/縣市
• 共30幅

颱風暴潮衝擊圖
• 現況/RCP8.5世紀末
• 全臺/縣市
• 共30幅

AR5颱風增強情境(8%)

AR5颱風增強情境(8%)

資料後處理工具

資料後處理工具 危害與衝擊圖資應用
• 未來高風險區域判別
• 波浪侵蝕與暴潮溢淹分析
• 颱風暴潮及風浪高度變化
• 海平面上升溢淹範圍分析
• 關鍵設施、文化資產衝擊
• 邊界資料提供(水利署)
• 示範區選取依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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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應用-風力發電機組的危害與衝擊

 將現有或已規劃的陸上以及離岸
的風力發電機組位置，套疊風速
危害圖與颱風風浪衝擊圖，評估
未來氣候變遷情境下，可能造成
的衝擊程度

 在未來氣候變遷情境下，以目前
新式風力發電機組之風浪耐受度
標準，仍在可承受的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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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應用測試
Team1
提供資料

PGW颱風資料

CFSR降尺度風場資料

現況波能空間分布
• 1991年-2010年/平均

擬暖化颱風個案風浪模擬
• 現況/2度/4度
• 艾勒士颱風

資料應用測試
• 測試不同資料進行風浪、暴潮等

模擬的適宜性
• 推估資料於海岸領域的應用
• 資料應用的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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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示範操作

先行構面

界定範疇

藉由文獻回顧、調適案例及利
害關係人訪談，將海岸關鍵議
題聚焦於海岸侵蝕、海平面上
升、暴潮危害與風浪危害。

工程手段 觀測紀錄 法律規範

檢視現況

評
估
風
險

資料來源：九河局

資料來源：營建署

藉由颱風風浪與颱風暴潮衝擊圖，以及海岸聚落的
基本資料(如高程、距海遠近等)，加上實際的現地
調查，評估聚落整體未來風險。

(現地踏勘與案例彙整)

結合衝擊圖資

彙整調適案例

與ARK連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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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示範操作

決策構面
綜整決策 推動執行

• 海岸地區災害與海岸防護
效益關係密切

• 現況與氣候變遷情境下皆
具颱風暴潮與颱風風浪高
衝擊地區

• 法律規範需要長時間的規
劃與溝通協調，具強制力
及深化影響

示範議題選定為：擬定現行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中，海岸
防護部分所需增減的項目或
考量情境。

對策：
• 擬(設)定可參照的海岸區氣候變遷情境參數，並定期修正。
• 評估氣候變遷情境下，海岸災害風險變化趨勢。
• 評估海岸防護設施在世紀中、世紀末的防護能力。

議題：因應氣候變遷情境，海岸防護能力的評估

議題：高風險海岸聚落調適策略擬定
對策：
• 經評估為高風險的海岸聚落，應針對氣候變遷情境分析所遭遇
的衝擊面向。

• 跟在地民眾充分溝通，了解需求，擬定適宜的短期、中期、長
期調適策略，並滾動修正。

臺東海岸聚落
現況暴潮：0.66m
現況風浪：11.66m
高程：4-9m
距海：38m

台九線旁防護設施

呈現調適示範操作
與ARK連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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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減少颱風路徑不一致所引起的模擬差異，採用固定颱風路徑，提高颱風強度
(風速)，較適合評估暖化下颱風風浪、暴潮對海岸的衝擊

 擬暖化情境下的颱風，雖可消彌路徑不同的差異，但需要有足夠長的模擬時間
(~7-10天)，以避免低估颱風風浪的衝擊

 建置海平面上升溢淹模擬的地形資料時，應考慮水利設施(例如海堤等)在模式
中的呈現狀況

 透過現地勘查，有助於評估可能造成的實際衝擊程度

 調適案例屬因地制宜，各地的適用性、建置意涵(目標)與實際效果可能不同，
無法一概而論

經驗與測試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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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推動議題
 擬暖化資料測試

– 由PGW模擬颱風中，選用數個風力明顯增強的颱風，評估未來以擬暖化資料產製新版颱風
風浪及暴潮衝擊圖之可行性

 海平面上升衝擊
– 完成全臺各縣市溢淹衝擊圖，並評估其經濟影響

新議題規劃
 海平面上升的衝擊與調適

– 彰雲嘉海岸地區海平面上升與地層下陷後，協同效應對溢淹規模影響評估
– 藉由海平面上升及地層下陷等綜合影響評估，探討適合海岸高衝擊地區的調適規劃與實際
執行之可能性

– 藉由海平面上升及地層下陷等綜合衝擊模擬，結合漁業領域的魚塭先行區評估，建議適宜
推行漁電共生的區域

未來規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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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期刊2篇、國際期刊16篇、國內研討會論文2篇、國際研討會
論文3篇

具體文章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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