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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颱風應變期間，經濟部水利署除依觀測降雨資料發布即時淹水警戒資訊外，亦加值氣

象局提供之降雨預報資訊，結合水利署已建置完成之全臺「降雨-淹水門檻值」，以研判未

來6小時及7-24小時內可能達淹水警戒之可能性。當研判未來6小時可能有區域達一級淹水

警戒時，便據此資訊進行全臺防汛熱點之判釋作業，倘若該次判釋作業發現可能涵蓋到防

汛熱點時，會由該地河川局即時進行防汛作業調整，並將資訊轉知地方政府，以提前掌握

可能淹水資訊。而相關情資亦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情資研判會議時進行報告。讓中央與

地方同步掌握防災情資，得以即時調度防災資源，降低災害可能造成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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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颱風豪雨應變期間，情資研判組是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的腦，情資研判的重要價值是帶領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掌握防災重點方向。情資研判組由國家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經濟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內政部消防署、內政部營建署、

中央氣象局、交通部公路總局等單位所組成。該小

組負責辦理各項災害潛勢資料分析、預警應變建議

及相關災害空間圖資分析研判等事宜。 

在2013年蘇力颱風應變期間，毛治國(時任行政

院副院長)提點，不同單位間情資傳遞的斷鍊問題依

舊存在，除要求研究改進外，亦期許情資研判作業

可以達「為指而參」之功。 

情資傳遞的斷鍊問題，已透過「調整情資處理

原則」與「調整作業組織與流程調整」進行調整。 

1.「調整情資處理原則」部分，主要調整面向有三

點，(1)詳細描述致災事件的種類(非僅描述颱風)、

影響範圍、衝擊時間等。(2)情資交換需進行跨域溝

通，情資處理應上下游連結。(3)呈現方式應多以地

圖方式呈現。 

2.「調整作業組織與流程調整」部分，將情資研判

工作分為氣象、水象、土象、災情蒐整與綜整建議

五個部分，其中水象災害預警部分包括洪水預警、

都市淹水預警及橋梁安全預警的工作。根據氣象局

所提供之監測與預報的雨量資訊進行推估，由經濟

部水利署統合內政部營建署與交通部公路總局為

之。 

「為指而參」就是參謀作業是要以指揮官決策 

為依據的作業方式，所作出的分析研判與參謀建議

是要提供指揮官可以決策的參考。認為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應該積極建置防災情資系統與建立具「為指

而參（決策支援）」功能的參謀作業系統，另外亦

需要建立防災警報發佈程序。[1] 

 

二、目的 

為解決「情資傳遞的斷鍊」與「情資研判作業

需為指而參」問題，經濟部水利署配合情資研判組

之資料提供規範，將「區域淹水預警」、「河川水

位預警」、「水庫放水預警」與「河口潮位預警」

等四大水情預警資訊，依實際需求將資料以「現

況」、「未來6小時」與「未來7-24小時」等三種時

段進行情資產製作業，所產製資料亦由原本之縣市

邊界圖資轉為鄉鎮市區邊界之圖資，以符合「調整

情資處理原則」與「調整作業組織與流程調整」之

要求。 

現在為更加強化「跨域溝通」與「為指而參」

之作業，經濟部水利署將各河川局轄區內之脆弱區

域進行盤點與分析，針對內水易造成積淹水之地

區，建立「內水防汛熱點資料庫」；而外水亦造成

溢堤或是堤防沖刷等地區，建立「外水防汛熱點資

料庫」。 

而於實際颱風與豪雨應變期間，先自氣象局取

得降雨預報資訊，並經過計算與模擬後，產出「區

域淹水預警」與「河川水位預警」資料，再以「區

域淹水預警」與「河川水位預警」為基礎，搭配已

盤點出之「內水防汛熱點資料庫」與「外水防汛熱

點資料庫」，篩選出各分析時段之「防汛熱點」，

並提供予各級防救災單位參考，以供各級防救災單

位進行防救災資源之調度與調整。 

 



三、防汛熱點評估作業 

為了進行「防汛熱點」評估作業，經濟部水利

署在原有的情資研判簡報作業基礎下，增加了「應

變綜合評估」，係依「區域淹水預警」運算結果結

合「防汛熱點資料庫」後產製，其內容即為該次情

資研判會議中，需要提高警覺之「防汛熱點」。 

 

 (一) 防汛熱點資料庫 

經濟部水利署為增加「區域淹水預警」情資之

細緻度，針對內水易積淹水區域進行「內水防汛熱

點資料庫」，「內水防汛熱點資料庫」會不定時進

行更新，依現行使用資料為2018年汛期所整理。 

「內水防汛熱點資料庫」除所屬河川局、所處

地點與所處座標等基礎資訊外，亦包含分級資訊、

降雨情境、致災原因以及預定緊急對策等資訊。 

1.資料來源 

「內水防汛熱點資料庫」之資料來源為「歷年淹

水潛勢圖」、「歷年淹水調查報告」以及「EMIC

通報資料」。 

2.資料篩選 

(1) 「淹水潛勢圖」：在淹水潛勢圖部分，將易

積淹水地區之條件訂為「都市或村莊淹水潛勢模

擬0.5公尺，且面積達1公頃以上」。 

(2) 「歷年淹水調查報告」：在淹水調查報告部

分，將易積淹水地區之條件訂為「歷年淹水調查

0.3公尺以上」。 

(3) 「EMIC通報資料」：在EMIC通報資料部分，

將易積淹水地區之條件訂為「EMIC通報0.3公尺

以上」。 

3.基礎資訊 

基礎資訊包含：所處河川局、編號、所處縣市、

所處鄉鎮市區、所處道路/村里、所處座標 

4.分級資訊 

內水防汛熱點使用分級制度，共分四級，以0~3

分定義之，0分為第四級防汛熱點，表淹水風險

最低，而3分為第一級防汛熱點，表淹水風險最

高。若依防汛熱點滿足「歷年淹水潛勢圖」、「歷

年淹水調查報告」以及「EMIC通報資料」內之

任一條件即得1分，滿足條件越多則分數越高。 

5.降雨情境 

在不同降雨情境下，內水防汛熱點亦有不同積淹

水風險，因此經濟部水利署針對降雨情境預設了

三種背景，包含200mm/24hr、350mm/24hr以及

500mm/24hr三種。 

6.致災原因 

經盤點與分析後，2018年歸納出三點致災原因： 

(1)地勢低窪(如：地層下陷區、易淹水地區、地

下道) 

(2)排水能力不足(如：斷面不足、淤積嚴重或未

施設排水設施) 

(3)降雨量超出排水系統設計容量 

7.預定緊急對策 

經盤點與分析後，2018年歸納出三點預定緊急對

策： 

(1)洪水預警報及通報處置 

(2)備妥搶險工法(防汛塊、塊石、太空包、砂包、

蛇籠、貨櫃)及進行搶險措施 

(3)備妥移動式抽水機及淹水抽排 

(4)疏散撤離 

(5)通知交通單位應變(封橋封路) 

(6)啟動自主防災社區或安排防汛志工協助監看

及通報 

(7)加強水閘門管控 

(8)其他 

 

(二) 水利署淹水預警資訊 

「水利署淹水預警資訊」係依據經濟部水利署

所開發之「降雨淹水門檻值」與氣象局之降雨格網

預報資料所產製之資訊。[2] 

1.降雨格網預報資料 

依情資研判組分工，氣象局須提供予各防災單位

氣象資料以進行後續加值運用，經濟部水利署係

負責水象情資研判作業，主要需使用降雨資料。

因此使用氣象局所提供之3公里*3公里之降雨格

網預報資料，進行後續水象情資研判作業。 

2.降雨淹水門檻值 

「降雨淹水門檻值」係經濟部水利署現行使用

「淹水警戒系統」之作業依據，係以標的雨量站

之1、3、6小時三種延時之降雨值為淹水警戒依

據。警戒對象係以鄉鎮市區為單位，並註記易淹

水之村里及道路。警戒級別分為一級淹水警戒與

二級淹水警戒，一級淹水警戒之定義為「發布淹

水警戒之鄉(鎮、市、區)如持續降雨，其轄內易

淹水村里及道路可能已經開始積淹水」，二級淹

水警戒之定義為「發布淹水警戒之鄉(鎮、市、

區)如持續降雨，其轄內易淹水村里及道路可能

三小時內開始積淹水」。[3] 

以中正橋雨量站為例，其降雨淹水門檻值如表1

所示。 

表1 中正區(中正橋)降雨淹水門檻值 

 二級淹水警戒 二級淹水警戒 

1小時降雨 60mm 70mm 

3小時降雨 120mm 130mm 

6小時降雨 150mm 180mm 



(三) 模組計算方式 

本模組之計算流程如圖1所示，配合氣象局所提

供之降雨預報資料為格網資料，先依據水利署降雨

淹水門檻值總表，擷取出淹水警戒標靶雨量站座

標，後將標靶雨量站座標依據與格網之關係參數與

權重值擷取出淹水警戒標靶格網座標。在取得氣象

局之降雨預報格網資料，針對淹水警戒標靶格網座

標之降雨預報值進行汲取，再逐一計算個小時之各

延時累積降雨數值，後分別與各延時淹水警戒數值

進行比對，以產製「水利署淹水預警資訊」。 

後以「水利署淹水預警資訊」內，未來6小時可

能達到一級淹水警戒之鄉鎮市區為依據，於「內水

防汛熱點資料庫」進行遴選，以選出此次須警戒之

防汛熱點。 

 

(四) 產出結果 

此作業所產出結果如圖2所示，係以2017年1011

豪雨期間之預報降雨資料進行模擬，依當時預報降

雨資料所示，降雨主要集中於東半部地區，而該次

模擬所產製之「水利署淹水預警資訊」包含宜蘭縣、

花蓮縣與臺東縣內共28個鄉鎮市區，可能達一級淹

水警戒者有18個鄉鎮市區。此次內水防汛熱點作業

便依此遴選出花蓮縣光復鄉、臺東縣關山鎮與臺東

縣太麻里鄉等3鄉鎮內共6處防汛熱點。 

 

 

圖2 防汛熱點圖資 

 

圖1 模組之計算流程 



四、實際應用 

在2018年上半年度之防汛應變期間，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曾於六月份與七月份因颱風或豪雨事件成

立，包含六月份之0613豪雨與七月份之瑪莉亞颱

風。在0613豪雨應變期間，於6月14日14時30分召開

之第二次情資研判會議中，經濟部水利署依當時產

製之「水利署淹水預警資訊」進行防汛熱點之評估，

評估成果亦製作成簡報內容，於會議中進行報告，

如圖3所示。 

 

五、結論 

颱風豪雨應變時，經濟部水利署已依其所發開

之「降雨淹水門檻值」與氣象局之降雨格網預報資

料產製「水利署淹水預警資訊」。現依「水利署淹

水預警資訊」內資訊，取出未來6小時可能達到一級

淹水警戒之鄉鎮市區，於「內水防汛熱點資料庫」

進行遴選，以選出此次作業下須警戒之防汛熱點。 

防汛熱點之產製，可提供予決策者未來6小時內

易受災區域之資訊，以進行防救災資源調度，可解

決「情資研判作業需為指而參」問題。另將降雨資

訊自「氣象情資」轉為「水利署淹水預警資訊」之

「水象情資」後，再將此資訊轉為防汛熱點後，透

過各項管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河川局等)將資訊傳

予地方政府，則可解決「情資傳遞的斷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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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模組之計算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