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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文災害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是在特定時間與範圍所降下的雨量，經過降雨逕流過程產

生的流量超過該區域可以承受量，導致積淹水或洪水災害事件的發生。因此如何有效了解集

水區降雨時間與空間分布及地文特性與提供完整的水文資訊，為水利單位在工程規劃與防災

預警的重要的工作項目。而在降雨量資料以往水利工程師只能透過雨量站了解降雨量與可能

的空間分布特性；而透過中央氣象局、經濟部水利署、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及美國劇烈風暴實

驗室，自2003年開始發展劇烈天氣監測系統（QPESUMS），在降雨量資料上可以有效提供完

整的時間與空間分布資訊，讓工程師對於集水區降雨有進一步的了解。而時隨著氣象雷達資

料處理技術與雷達設備觀測準確度不斷的提昇，目前QPESUMS提供的雷達降雨資料，已經成

為水利單位重要的水文觀測降雨資料來源之一。 
現階段水利署防災應變過程中，主要應用雷達降雨與預報降雨產品的降雨時間與空間分

布資料，應用降雨逕流模式搭配各集水區內的坡度與土地利用及排水資訊，推估過去48小時

與未來24小時流量資訊，並且進一步搭配不同模式進行河川水位預報、都會區與區域排水淹

水預報、災害損失等項目的計算。而除了在防災應變時期使用外，在平時也充分使用雷達降

雨量完整的時間分布、空間分布特性，應用在水文分析統計過程中。計算流域集水區歷年降

雨量、延時、頻率、強度等統計資訊，進一步推估流域短、中、長期水文流量資料，以作為

相關水文分析應用參考。 
而隨著資料處理技術的不斷提昇與災害型態的轉變，水利單位針對水文災害事件的關注

區域，已由大流域集水區的逐轉換到小流域集水區範圍。面積由原先10~100平方公里，轉換

為1～5平方公里之間。在面對持續增加的資料來源與分析運算需求，水文氣象資料處理流程

採用標準化與作業化的架構，才能在有限時間範圍內將水文氣象資料，提供給不同模式進行

運算分析工作。而在水文氣象資料與運算成果資料共享上，透過REST API界面與應用UCAR
主題式數據目錄服務（THREDDS Data Server），將資料與運算成果透過標準的資料分享機制，

提供給各單位進行成果展示或再分析。並且持續與氣象局合作，透過工作會議討論水文氣象

資料應用需求與對應成果，使後續水文防災預報產品更符合使用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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