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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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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災害風險圖評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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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風險辨識
Ø找到風險來源

Ø風險分析與等級設定
Ø計算風險，排定風險優先順序，優先處理高風險，盡量將風險減輕至可接受的
範圍

Ø風險圖用途
Ø風險圖相對等級利於辨識，且風險辨識為上位與前置工作

Ø高解析度日資料
Ø多模式多情境不確定性低，0.05度網格逐日資料，適用於門檻值設定與分析



修改自IPCC (2012, 2014)

Ø根據國際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評估報告風險定義，評估淹水災害風險圖

氣候變遷下淹水災害風險定義

4

危害度H

脆弱度V

固定暖化情境
1.5℃、2℃、3℃、4℃

淹水潛勢圖

危害-脆弱度
HV

暴露度E

風險R

人口密度

選用資料：
Ø 危害度

→24小時延時年最大降雨量超過650mm
發生之機率

Ø 脆弱度
→淹水潛勢圖定量降雨650mm/24hr

Ø 暴露度
→鄉鎮人口統計



多數決(眾數)2℃情境下淹水風險圖

Ø 以多模式數決各鄉鎮
風險等級

Ø 風險等級的眾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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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CM模式模擬該空間

單元風險等級最多



不同暖化情境下淹水災害風險圖
Ø彰雲嘉與台北等地區在不同情境下都屬高風險區位
Ø台南與高雄地區則是在4℃情境下，有較多高風險區位。

4℃2℃1.5℃

圖例



不同暖化情境下坡地危害-脆弱度圖

坡地致災降雨機率

≒1℃(現今)

Ø 隨著增溫情境，大台北地區、中部與花蓮等山區，坡地致災降雨機率增加
Ø 危害-脆弱度圖，世紀末花東等山區，坡地災害衝擊範圍明顯增加

4℃(世紀末期間)2℃(世紀中期間)



空間尺度
風險圖 危害-脆弱度圖

鄉鎮市區 最小統計區 網格5km 網格40m

不同空間尺度之氣候變遷淹水災害風險圖

新北市

縣市
版本

全台
版本

Ø 各領域可依據需求，應用的不同空間解析尺度風險圖資
Ø 全台版本風險圖，建議以鄉鎮與5km網格尺度，較易辨識差異
Ø 縣市版本尺度，建議以最小統計區與40m網格，呈現空間細緻度的風險變化



淹水風險圖模式一致性呈現

2℃ 等級變化≒1℃(觀測)

Ø 西部地區風險加重，75%鄉鎮區可信度高(243個)
Ø 推估結果高度一致：建議作為優先調適規劃參考



淹水風險圖模式一致性呈現

11ü 模式數量增加80%以上(未來) ü 模式數量增加80%以上(變化量)

Ø 風險等級加重三級，且80%模式變化趨勢的一致性（可信度高）

2℃ 等級變化≒1℃(觀測)



淹水風險圖模式一致性呈現

12ü 模式數量增加80%以上(未來) ü 模式數量增加80%以上(變化量)

Ø 風險等級減輕，但模式並無一致性變化（可信度低）
Ø 推估結果歧異：需著重後續監測與動態調整

2℃ 等級變化≒1℃(觀測)



風險圖應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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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圖不同應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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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疊加 置換暴露指標風險等級萃取

資料來源:營建署



全國鄉鎮淹水災害風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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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地區
世紀中淹水災害風險圖

淹水災害風險圖套用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區圖
• 針對高風險區、人口較密集地區，可積極整備防災據點或針對重大公共設施規劃提早

規劃改善措施，以降低災害風險。

圖例

圖片疊加



全國網格淹水危害-脆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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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中淹水危害脆弱圖套用水稻分布圖

二期作水稻

圖例
一期稻作
二期稻作

一期作水稻圖片疊加

• 套疊全台一期作及二期作水稻範圍，以了解水稻範圍是否位於高危害-脆弱度區。



場址分布與淹水危害-脆弱度圖
Ø 場址坐落於新北、桃園、新竹、彰化、雲林、嘉義、台南地區衝擊加重

≒1℃(期間1995-2014) 2℃(世紀中期間)

圖片疊加



供應商
家數

氣體 化學品 晶圓 包裝/包材

以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淹水危害─脆弱度圖資，套疊
關鍵供應商的位置，推估世紀中淹水風險程度。

– 針對第四、五級風險的供應商(79 家)，檢視氣候災害的持續

營運計畫

產業應用風險圖的範例

風險等級萃取



淹水風險圖套疊省道分布

Ø 省道平面路段與淹水危

害脆弱度圖套疊

Ø 路段多數集中在西南沿

海段

Ø 世紀中極端降雨機率增

加，故宜蘭、新竹市、

彰化、雲林、台南地區

危害脆弱度增加。

等級一

等級三
等級二

等級四

圖例

等級五

H-V等級

省道經過淹水危害脆弱度圖之路段

基期
(套疊淹水風險圖)

世紀中
(套疊淹水風險圖)

世紀中
(高風險路段萃取)風險等級萃取



坡地危害-脆弱度圖套疊聚落分部

聚落風險等級萃取圖片疊加



原民部落範圍套疊坡地危害－脆弱圖

原民部落範圍 原民部落位之
危害-脆弱圖

風險等級萃取



新竹縣於原民範圍與道路
Ø 桃山村、大隘村、嘉樂村、新樂村道路受影響

桃山村

大隘村

嘉樂村

新樂村

Ø 秀巒村高危害-脆弱(等級4)

原民部落範圍

原民部落範圍
坡地危害-脆弱

道路坡地危害-脆弱

風險等級萃取



營建署-圖資套疊應用範例(1/2)

資料來源:營建署「因應氣候變遷之國土空間規劃策略建議」計畫

置換暴露指標



營建署-圖資套疊應用範例(2/2)
Ø 國土計畫研擬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之操作流程

資料來源:營建署「因應氣候變遷之國土空間規劃策略建議」計畫

置換暴露指標



災害風險圖 危害-脆弱度圖
鄉鎮市區 最小統計區 網格5km 網格40m

•適用於全國國土計畫、大
方向評估擬定策略
•行政區較易推動應用

•適用於縣市層級區域空間
規劃、都市規劃開發應用、
以人口為討論對象的政策
規劃
•資料易讀性高

•適用全國層級之圖資
•不同領域套疊之應用
•氣候資料的空間尺度不
確定較低

• 適用於縣市層級之圖資，
如小區域之農業、工業
區等土地利用

• 淹水潛勢圖的空間尺度
• 氣候資料不確定性高

縣市版淹水災害風險圖應用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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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極端降雨發生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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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降雨機率:以日雨量超過650mm的機率

Ø 世紀中台北市極端降雨機率大約從70~90頻率年(發生機率大約0.01多)，增加到10幾年頻率年

(發生機率大約0.1多)



台北市淹水災害風險圖與危害脆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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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淹水災害風險圖 臺北市淹水危害-脆弱度圖



台北市最小統計區淹水災害風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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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
平原

洲美
平原

Ø 全國國土計畫「縣市國土計畫應依農地資源條件，針對都市計畫農業區，提出發展定位。」

Ø 關渡平原區發展方向及定位：短期應維持農業現況使用，長期作為提供下世代發展之保留區。

人口較少
低風險區

臺北市淹水災害風險圖

社子島



台北市40m網格危害脆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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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
平原

洲美
平原

Ø 高危害-脆弱度區主要為淹水脆弱度較高的區域
Ø 未來可利用(土地規劃逕流分攤方式減災，針對高風險區位，進行逕流分攤前期研究

臺北市淹水危害-脆弱度圖

社子島



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調適平台(D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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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a.ncdr.nat.gov.tw/



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調適平台(Dr. A)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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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災害風險概念與方法
Ø 淹水災害

Ø 坡地災害

Ø 乾旱災害

Ø災害風險圖歷程

災害風險介紹 風險圖查詢

Ø 鄉鎮市
區

Ø 網格5公里

Ø 最小統計區

Ø 網格40公尺

ＴＧＯＳ圖台

100英里
100公里

MapBox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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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氣候變遷災害風險圖台



圖台風險圖各圖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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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版風險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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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關鍵指標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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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分析-疊加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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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分析-鄉鎮區風險個別指標等級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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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分析-風險等級可信度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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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https://dra.ncdr.nat.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