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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裂流(rip current)是海岸邊的隱形殺手，流速強，垂直海岸線向外海流去，時常將遊客牽引

流向外海，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若能了解裂流發生的成因，進而從事預警作業，便能大幅降

低意外事件的發生，因此本研究接續先前的研究成果，透過波流偶和數值模式(SCHISM&WWM-

III)模擬近岸海域之流場，探討在不同海氣象條件下裂流發生之情形，該模式模擬結果於水位、

波高及週期驗證，皆與實測資料相當吻合。此外，本研究亦將透過小波轉換邊緣化偵測的技術，

建立一套半自動化裂流影像辨識系統，蒐集完善的裂流資料庫，藉由與鄰近的浮標站比對，探

討裂流發生當下之海氣象特性。目前已完成半自動化裂流影像辨識系統，可從衛星影像中盼釋

出是否有裂流的發生，準確率可達 8成。綜整模式模擬以及遙測分析之結果，顯示裂流發生時，

波高多介於 0.5-1.5公尺間，且在波高大於 1公尺時裂流現象較明顯，流速亦較強，而風速約小

於 4m/s(約三級風) 。上述結果未來可用於臺灣海岸裂流預警之統計經驗模式的基礎。 

關鍵詞：裂流、波流耦合、數值模擬、小波轉換、影像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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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p current is one of the hazard in the coastal area, especially in the beach. They are fast-moving 

flowing and traveling outward at right angles to the shore. To understand, monitoring and warn it is 

necessary. Not like the waves or tides, the occurrence of rip is difficult to be seem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rip currents, this research uses SCHISM&WWM-III wave-current 

coupling model to simulate the flow field in different meteorological and wave condition. The results 

are very closed to the water level, wave height and period.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developed image 

analysis process to collect rip current cases from satellite image or camera by wavelet transform 

technology. A set of semi-automatic image detec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completed, which can 

determine the rip current from satellite images, and the accuracy rate could reach 80.5%. In summary, 

the results of numerical model simulation and remote measurement analysis show that the most of rip 

current cases occur when wave height is between 0.5-1.5 meters and the wind velocity is less than 4m/s. 

The above results can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the rip current warning in Taiwa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Rip current; wave-current coupling; numercial simulation; wavelet transform; Image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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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二十年來，台灣周遭水域裂流(Rip current) 

事件頻傳，導致人員遭海流捲走時有耳聞，造成民 

眾生命威脅並花費大量救災資源。裂流不意察覺， 

常出現在海灘，流速強，將遊客牽引流向外海，時 

常造成海岸邊的漁民、釣客、戲水民眾及海巡人員 

的危害。 

裂流不像波浪高低和潮汐變化都目視可辨別，

加上裂流發生的成因相當複雜，據文獻所述裂流的

發生主要是因為地形不均所引致的淺化和折射效應，

亦或是為平衡波浪造成輻射應力的外力所導致的

(Longuest-Higgins and Stewart, 1964)，隨著不同時間

和營力產生變化，其裂流位置和強度也會產生不同

的變化。而影響裂流發生與否以及裂流強度除了上

述所提及之地形因素外，與海氣象條件亦有所關係。

隨著近年來各國開始注重該海岸災害，裂流監測和

預警系統亦開始發展，然因裂流的特性所致，在模

擬上需要相當高的解析度，導致運算效率過低，若

要能實際作業畫執行將會有所阻礙，故目前國際上

裂流預警系統多根據上述觀測及數值模式分析之結

果，瞭解裂流發生時之海氣象條件 (Lushine, 1991; 

Lascody, 1998)，進而針對各個海氣象參數給定權重

進而評估裂流發生之機率。Liu and Wu (2019)以影

像分析技術蒐集裂流案例，並根據裂流發生時海氣

象資料建立裂流即時預報系統，該研究認為風速、

風向、波高是造成裂流發生的重要海氣象參數。而

Mucerino et al.(2021) 藉由 Xbeach 數值模式模擬裂

流發生時的海氣象條件，並以加權分析的方式提出

裂流風險分級之方法。 

目前國內並未有完善的裂流監測系統，裂流案

例多來自於報章媒體所刊登之意外事件，然而並非

沒有意外事件的發生就無裂流現象的出現，該些案

例並末能完整的描述裂流的特性。有鑑於此，本研

究建置一套半自動化裂流辨識系統，藉此蒐集完善

的裂流資料庫。並藉由前期研究之成果王等(2020)

透過 SCHISM&WWWM-III波流耦合模式所建置之

裂流數值模式，模擬不同的海氣象時空條件，探討

近岸波、流特性，找出流發成因，並評析各因子對

裂流發生的影響程度，以及裂流發生時之特性。 

 

二、文獻回顧  

裂流的發生通常位於碎浪區 (surf zone) 內，波

波交互作用或波浪與地形交互作用導致波浪破碎後，

碎波引起的水流以垂直海岸線的方向離開碎波帶，

由於裂流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將泳客帶離海岸，過

去有許多學者致力於找到影響裂流的主要成因

(Castelle et al., 2016)，且歸納裂流好發條件，以作為

預測裂流發生與否的重要參考依據。 

Wright and Short (1984) 根據近岸地形的測量

結果，提出海灘類型參數，並歸納出各種地形型

態以極易發生裂流的地形型態。除了地形外，波浪

破碎後的水體運動亦是影響裂流發生與否的關鍵，

因此許多學者從實驗、觀測討論裂流容易發生時的

波浪條件。在觀測部分， MacMahan et al. (2008)藉

由 ADCP 發現裂流發生當下的波高介於 0.9 至 1.6

公尺間；Austin et al. (2012)發現裂流會隨著波高增

長而增強，然當波高大於 3.0 公尺時，裂流現象則

會開始消失；Leatherman (2017)以 GPS浮球觀測，

發現裂流發生當下波高介於 0.6 至 0.9 公尺時，裂

流現象較不明顯。亦有部份學者以數值模式探討裂

流，其結果與實驗與觀測相近，的如 Bruneau et al. 

(2007)以MARS 2DH進行模擬，發現當波高小於 1.0

公尺時，裂流現象較不明顯；Austin et al. (2012) 以

Xbeach 進行模擬，發現裂流發生當下的波高介於

0.9至 1.2公尺間；Mucerino et al. (2021) 以 Xbeach

進行模擬，找出裂流發生時波高介於 0.5至 1.34公

尺、週期 4.7至 7.0秒，波向約垂直海岸線。 

本研究統整上述相關研究，顯示裂流的發生主

要與波高有關，且多發生於 0.5-1.5 公尺之間(如圖

1)。 

 

圖 1 過去文獻記載裂流發生時的波高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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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裂流具有很大的變動性，監測站的架設範圍將

會有所侷限，以全面設置監測站進行研究易造成資

源過度的浪費，若能以數值模式進行模擬，便能大

幅 降 低 現 場 觀 測 的 成 本 。 本 研 究 將 採 用

SHCIMS&WWM-III 波流耦合數值模式針對不同的

海氣象條件進行模擬。然進行裂流模擬需要精細的

地形水深，因此本研究亦會透過影像偵測的方法，

建置完善的裂流資料庫，並透過與鄰近浮標站比較，

統計裂流號發之波浪條件。 

3.1 裂流數值模式 

裂流主要是因地形不均下所產生的波流交互作

用所導致的，故本研究在進行裂流模擬時，採用美

國VIMS發展的 SCHISM三為跨尺度海洋數值模式

求解二維 Boussinesq以解析淺水方程，耦合第三代

波浪數值模式 WWM-III(Wind Wave Model)，並採

用非結構線性網格進行模擬。 

3.1.1 波浪模式 

本研究分析近岸波場以 WWM-III 模式進行模

擬，求解之波浪作用立平行方程式如下(1): 

( ) ( ) ( ) totN x XN N N S
t

 
 

  
+ + + =

  

 (1) 

式中 ( , ) ( , ) /N E    = 為波浪作用力密度波

譜， ( , )E   為能量密度波譜， 和 分別表示成份

波之頻率與角度。 

totS 表示波浪傳遞時可能發生之波浪能量成長、

消散及非線性交互作用等物理現象支援函數，包含

風引起的能量( inS )、深水和淺水相互作用( 4nlS 和

3nlS )、波浪所產生之白浪或破碎的能量消散( dsS 和

brS )以及底床摩擦立( bfS )，公式如下 

4 3tot in nl ds nl br bf

DN
S S S S S S S

Dt
= = + + + + +  (2) 

3.1.2 海洋流體動力模式 

SCHISM 控制方程式主要為求解三維淺水波方

程 (3D shallow-water equations) 、 靜 水 壓 方 程

(Hydrostatic) 和 包 式 近 似 (Boussinesq 

approximations)，: 

( )
Du u

g F
Dt z

 
 

= −  +
 

 (3) 

而SCHISM所使用的控制方程式是在笛卡爾座標系

統下符合靜水壓假設，藉此表示三維雷諾平均

Navier-Stokes 方程，目的為計算流場之渦流現象。

公式(6)中的 F可由下式所得: 

0

1
( ) A sF u fk u p g R  


=    −  −  +  +  (4) 

當中 k是 z軸的單位向上(垂直向上為正)、f為

科氏力參數、 為有效地球彈性因子(=0.69)、 v和

 分別是垂直和水平渦流黏制度， 0 是水密度， Ap

為大氣壓力。假設流體不可壓縮的情況下可表示如

下: 

0
w

u
z


  + =


 (5) 

其中 ( , )u u v= 是水平速度、  為表面高程、

( / , / )x y =     為水平梯度因子、g為重力加速度，

w 為垂直速度。為了求解水位高度，可藉由求解水

深梯度積分之結果所得，公式如下: 

0
h
udz

t


−


+  =

   (6) 

SCHISM 模式在進行波浪耦合數值模式計算以

有限元素法 (Finite-Element methods, FEM)進行數

值解析，會先計算 WWM-III 風浪模式所產生之算

輻射應力，再將波浪引起的表面動量傳遞至流體水

動力模式，進而再次計算流場和水位，確保準確的

考慮到波流交互作用下之情形。 

3.1.3 模式設置 

本研究選址宜蘭縣外澳沙灘進行數值模擬，該

範圍垂直外澳沙灘往外海延伸約 25公里，沿岸方向

由北至南約 30 公里的範圍，模擬時間為 2019 年 7

月 21 至 2019 年 8 月 20 一個月的時間。在往格設

置上考量運算效率以及裂流尺度大小，採用非矩形

槽狀網格，在沿岸區域網格設定為 10 公尺 10 公

尺，採用的地形資料為水產規劃試驗所提供之 10公

尺解析度資料，而外海地區則採用科技部海洋資料

庫 200公尺解析度的水深資料設置為 1.0o (如圖 2)；

而在垂直網格上基於水平網格給定之深度設置 20-

30層之混和 S網格，以及混和曲率為 1 10-6 之 Z

網格。 

在邊界波浪條件使用 WAVEWATCH III(WW 

III)所計算的大網格解析度波浪場以內插方式代入

模式，空間解析度為 0.15o，時間解析度為 1小時；

而潮汐邊界採用 FES(Finite Element Solution)模式於

2014-2016 年計算的 8 個分朝(K1、P1、O1、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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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M2、N2和 K2)，並將分析結果與鄰近潮位站相

比針對平均水位和潮汐相位進行微調；而氣象條件

則採用氣象預測系統第二代  (Climate Forecast 

System Version 2, CFSv2)所計算的全球大氣資料，

包括風速(velocity)、短波輻射(Short radiation)、長波

輻射(Long radiation)、氣壓(pressure)、濕度(Humidity)

和降雨量(precipitaion)。 

 

圖 2 宜蘭外澳海岸 SCHISM模式計算網格 

(左.水平網格、右.垂直網格) 

另，為探討不同海氣象條件下裂流發生之情形，

本研究採用 JONSWAP 能譜代入不同波高條件

(0.5m、1.0m、1.5m、2.0m、2.5m和 3.0m)和風速(3

級風、5 級風和 7 級風)作為初始邊界條件進行

WWM-III數值波浪場的模擬，潮汐邊界和風速已外

的氣象條件同上述採用 FES 模式和 CFSv2 模式全

球模式運算之結果。每組條件的模擬時間均設定為

一個禮拜，最後每一小時輸出一筆資料，探討在不

同波高和風速條件下裂流發生的情形，藉以評估裂

流發生時之海氣象條件。 

3.2 影像邊緣化偵測 

現有衛星與攝影機影像量過於龐大，為此本研

究建置一套人工半自動化系統進行判讀判讀，將衛

星影像進行數位處理，量化為可用的資訊，該系統

以「小波轉化邊緣化偵測法」作為核心，再搭配多

種影像處理，包含影像灰階、影像強化、中值濾波

等技術，概略挑選出疑似裂流之影像案例，再經人

為檢視判定是否有裂流的發生。 

本研究為增加裂流影像判定之可信度，參考

Maryan(2013)所提出之原則，以及 Wright and 

Short(1984)認為之裂流成因，以碎波帶斷裂處作為

裂流判定之基礎上，再額外提出兩項原則 

1. 裂流發生位置彼此間須大於 40公尺 

2. 若無顯著的氣象災害(颱風，海嘯)造成嚴

重的地形變遷，短時間內裂流應有復發之情形 

本研究透過小波轉換邊緣化偵測進行碎波帶範

圍辨識該技術是將灰階影像視為一個二維訊號矩陣

( , )f x y ，利用快速傅立葉轉換 (FFT) 和逆二維快

速傅立葉轉換演算法計算其 ( , )F   的傅立葉轉

換和小波轉換 ( , )Wf s ，其二維小波轉換定義為 

*
W ( , ) ( ), ( )

,

*
 ( ) ( )

,

1 *
 W ( , , ) ( ) ( )

f s f x x
s

f x x dxdy
s

x
f s f x dxdy

s s

 






  

=

 
=  
− −

  −
= =  

− −

 (7) 

並利用二維迴旋定理可將影像的二維小波轉換

表示為與二維迴旋積分，並由共軛複數性可得到，

並從中取出逆二維傅立葉轉換，將去除係數等於 0

之結果便可獲得邊緣偵測之結果，表示為 

( , )
,

1 1
 { [ ( , )]}

1 2 *
 ( ) ( ) ( ) exp( ) exp( )

2

s

F F F F Wf sx y

F s s i i d d

 


 

     




− −
=

 
=  

− −

 (8)  

利用上述所提及之理論，針對衛星航拍影像進

行五次影像邊緣畫偵測，於第二次疊代結果可準確

的辨識出碎波帶的範圍，同時可以初步辨識出碎波

帶是否有斷裂。最後，本研究挑選 30筆以人工辨識

之裂流影像資料，將裂流出現位置附近影像進行分

群並計算其特徵值，置三種不同大小之「裂流影像

遮罩視窗」(30 30、40 40和 50 50)，將裂流影

像遮罩以每 15度選轉一圈，針對邊緣化偵測影像比

對，若比對結果程度大於 0.8 時，將該位置記錄且

視為裂流發生之區域，本研究所建立之半自動化裂

流影像辨識系統過程如圖 3。 

 

圖 3 半自動化裂流影像判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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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討論  

4.1 數值模式結果 

4.1.1 模式驗證 

本研究已於去年(2020 年)完成裂流模式模擬建

置，今年僅更改邊界條件帶入之方式，從原先以龜

山島風場資料作為整個面的造波風場，改以帶入

CFSv2全球模式預測風場資料內插帶入，故同先前

研究，本研究採用龜山島資料浮標量測之波浪資料

進行驗證。 

由圖 4結果顯示，其波高和週期模擬結果與時

測資料趨勢相當一致，僅在颱風期間 8 月 8 日至 9

日模式有低估之情形，主要是由於輸入的為預測風

場與實際風場有異所導致的，而週期的 RMSE分別

為 0.1315 和 0.2649。故表示該 SCHISM-WWM III

波流耦合模式可應用於外澳附近海域，重現近岸流

場之演變。 

 

 

圖 4 SCHISM模式模擬波浪參數與龜山島資料

浮標實測之比對圖 

 

4.1.2 裂流模擬 

從過往對裂流文獻中，裂流的發生主要是由於

波浪於近岸所產生之輻射應力所引致的，而風則是

會影響到波浪的消散與成長，甚至在特定的時空環

境下風更是可以牽引流場的變化。因此，本研究透

過 SCHISM&WWM-III模擬不同的波高與風速條件

下，裂流的發生情形，並根據流速較大的範圍判斷

其流向，若流向為遠離海岸則將其視為裂流。 

從結果表 1顯示，裂流的發生並非波浪愈大或

釋風速愈大就會發生，而是有規則性的在一個區間

內。從波高方面進行探討可發現，裂流發生時波高

多屆於在 1.0公尺-2.5公尺間，在波高較小時(約小

於 0.5 公尺時)，近岸流場仍由潮流所主導，反之，

當波高較大時(約 3.0公尺時)，由於近岸波浪能量過

大，使得近岸流場整體呈現相當混亂的情況，以無

法明顯辨識出流場大致的方向(如圖 5)。而從風速結

果進行探討，近岸流場受風趨流的影響並不大，風

的作用主要是在於波浪成長上的影響，當波高較小

時(約 0.5公尺時)，在風速較大為 7級風的情形下仍

有短暫的裂流發生，而在波高為 2.5 公尺時，風速

為 7級風也會導致波浪能量過大，因而導致流場混

亂情形。 

表 1 不同海氣象條件裂流發生與否 

 0.5m 1.0m 1.5m 2.0m 2.5m 3.0m 

3級風 X X O O O O 

5級風 X O O O O X 

7級風 O O O O X X 

 

圖 5 不同海氣象條件近岸流場分布情形 

(左.波高=3m7級風、右.波高=0.5公尺 3級風) 

4.2 影像辨識結果 

4.2.1 結果驗證 

本研究透過計算準確率和精確率，藉以檢視該

系統是否能精準的判別是否有疑似裂流影像。結果

如表 2所示，由人工判釋 100筆疑似裂流影像中，

系統判釋有裂流的影像有91筆，無裂流影像有9筆；

而人工判釋為平時影像，經系統判釋後有 22筆是有

裂流的影像，而 78筆是沒有裂流的影像，故該系統

之準確率為 84.5%，精確率則為 80.5%。 

表 2 半自動化裂流影像辨識結果 

 

該系統可大致將裂流影像擷取出來，然而精確

率有較低的情形，顯示該系統在判定裂流上有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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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況。另，本研究挑選 20個裂流影像案例進行分

析，由圖 6顯示該系統僅能針對較明顯之碎波帶區

域進行辨識。然上述兩不足處均可藉由半自動化分

析後，由人工方式檢視進行補足，故本研究認為該

系統已可達到作業化程度，大幅降低影像分析所需

之時間和人力。 

 

圖 6 半自動化裂流影像判釋結果 

4.2.2 裂流發生時之海氣象特性 

目前本研究以從現有影像資料庫中分析五年

以上(2016年至2018年)的影像裂流案例，主要探勘

範圍為台灣東北角海域和西南部海域，資料來源為

中央大學太遙中心和Google Earth衛星航拍影像，

共計432筆資料、34處海灘，包含外澳沙灘、蜜月

灣、福隆沙灘、黃金海岸等著名遊憩景點。為了解

該些裂流影像案例發生當下之海氣象條件，本研究

參考Cavaleri et al.(2012)的研究成果，以浮標位置

25公里內之海氣象特徵，均以該浮標資料作為代表，

經統計結果顯示，示性波高和週期較有明顯的規則

性，當波高介於0.5m-1.5m的案例有131件佔約86%，

裂流案例發生時之示性波高整體平均約為

0.96m(如圖10)，而平均週期則位於4.5秒至7.5秒間，

尖峰周期則位於6秒至10秒(如圖7)。 

此外，本研究亦分析風向波向差，發現有 5成

以上的案例兩方向差達 140度，該現象本研究認為

是由於風浪關係和風趨流成長關係有所牴觸

所造成的，風會造成波能的增加使得輻射應力

更加明顯，然風亦會產生風趨流，使得原本應

向外海流的流廠受到阻礙，因而使得離岸流的

現象減弱。 

 

圖 7 裂流發生時波高與週期分布圖(左.波高分布

圖、右.週期分布圖)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利用 SCHISM&WWM-III波流耦合模式

模擬不同海氣象條件近岸流場分布情形，以及建置

一套半自動化裂流影像辨識系統，蒐集完善的裂流

影像資料庫，透過上述兩方法分析裂流發生時之海

氣象特性。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在有裂流潛勢的

地形下，波高、週期和風速是主要發生裂流的原因，

當波高介於 0.5m-1.5m 和週期介於 4.5 秒-7.5 秒間

是最容易發生裂流的條件，且當波高越大裂流的現

象會愈加明顯，然在波高大於 3公尺時會因為近岸

流場的混亂使得裂流現象的消失，而風速在適當增

加波能的情況下亦會造成裂流的發生，若風速過大

則會導致使得海流獸風趨流所主導，則亦可能造成

裂流的現象消失。 

謝誌 

本論文係中央氣象局研究計畫「海岸裂流監

測與預警技術研究(1/3)」之研究成果，承蒙中央氣

象局經費之補助使本研究得以順利完成，謹致謝

忱。 

參考文獻 

1. Longuet-Higgins, M.S., and Stewart, R.W. 1964. 

Radiation Stresses in Water Waves; A Physical 

Discussion, with Applications[J]. Deep Sea 

Research and Oceanographic Abstracts, 11(4): 

529-562. 

2. Wright, L.D., and A.D. Short. 1984. 

Morphodynamic variability of surfzone and 

beaches : a synthesis. Marine Geology, 56, 93-118. 

3. 林雪美、黃翊翔、沈淑敏，2009，台灣東北部

福隆海灘類型和裂流分布之長期變動研究，第

十期地理研究，第 47-65頁。 

4. 王敘民、邱啟敏、梁立翰、董東璟(2020) 應用

SCHISM模式模擬裂流時空分布，第 42屆海洋

工程研討會，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354-


	A(標題+論文).pdf
	A(標題).pdf
	A1_001以數值模式探討颱風期間淡水河流量對水位影響
	A1_003 Observation of wind influences on near-surface turbulence in the coastal area
	A2_001以PIV技術探討浮式翼板結構物引起的渦流能量特性之研究
	A2_002平滑底床上受潰壩作用下之擬海嘯石運移
	A2_003波浪通過固定型乾式人工植生浮島之波減衰效應試驗研究
	A2_004圓柱底床瞬間抬升之遠場波研究
	A2_005以平滑粒子水動力法模擬潰壩式湧波於光滑斜坡之溯升
	A2_006潰壩式湧波於粗糙斜坡溯升之試驗研究
	A2_007孤立波於泥質海床上過直立式圓柱之數值研究
	A3_001臺北港資料浮標監測剖面流場特徵之初探
	A3_002波束成型演算法應用於流場解析之研究
	A3_003數值模式應用於峽谷異重流之探討
	A3_004孤立波於1_3斜坡上溯升過程之自由表面運動特性探討
	A3_006南沙水文浮標觀測系統建置
	A3_007異常波浪與群波現象關聯性之研究
	A3_008海灘沖刷帶的波浪溯升與溯降之 UAV影像分析
	A3_009(更新)應用深度學習自動識別光學影片中離岸流
	A3_010太平島海域波浪模擬與分析
	A3_011GNSS浮標應用於離岸與近岸觀測之最新發展
	A3_012相位陣列海洋雷達合成海流之初步探討
	A3_013近岸海域水質連續監測與異常警報設計
	A3_014以波流耦合數值模式探討臺灣的異常巨浪案例
	A3_015應用數據插值經驗正交函數重構臺灣周圍海域向日葵衛星海溫資料
	A3_016大堀溪及觀音溪之感潮河段特性研究
	A3_017MUSIC與BF演算法應用於高頻陣列雷達之比較
	A3_018異常海象引致船難事件之研究
	A3_019東吉嶼海域海表溫度驟降成因探討
	A3_020應用改良型參數化颱風及倒傳遞類神經網路系統進行長前置時間暴潮預測
	A3_021離岸風場季風及颱風下之極端
	A4_001以Telemac-Mascaret數值模式模擬南澳漁港漂砂問題改善研究
	A4_003 Variability of Suspended Sediment in the Intertidal Zone with the Presence of Bottom Algal Reef
	A4_004三條崙沙洲海域地形受人工迂迴供砂之短期影響
	A5_001離岸風機建置之臺中港鄰近海域地形變化分析
	A5_002寬幅潮間帶內與港口毗鄰海灘之沖淤
	A5_003近景攝影測量於實驗室地形量測之應用
	A5_004雲嘉海域長期海岸變遷趨勢探討
	A5_005外傘頂洲長期變遷趨勢模擬之水動力影響機制分析
	A5_006林口電廠鄰近海岸侵淤成因探討
	A5_007以漂沙潛勢變化探討臺北港興建對鄰近海域之影響
	A6_001海上船舶事故風險評估及分析
	A6_002微波雷達觀測海流資料分析流程
	A6_003潮汐作用下高美濕地水質變化特性研究
	A6_004以臺灣海域三維海流作業化預報模式探討表層通量對表層溫鹽之影響

	B(標題+論文)
	B(標題).pdf
	B1_001應用模糊層級分析法確立臺灣智慧港發展評估因素
	B1_002海域遊憩環境風險評估
	B4_001近體校正法應用於空拍熱顯像精度之初探
	B4_002臺灣船舶事故與油污染管制策略探討
	B4_003應用衛星與航空偵測油污技術滾動式預測海域油污擴散
	B4_004港區船舶能源使用及空氣污染排放偵測技術評估之研究
	B4_005海岸廢棄物快篩技術與應用
	B4_006UAV攝影測量應用於表面水質辨識之初探
	B5_001智慧港口之海氣象及應變即時系統
	B5_002七股潟湖內牡蠣礁成長研究
	B5_003海難漂流搜索之海流數據選用指南芻議
	B5_004Detection of bottle marine debris on Dayuan beaches using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and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s
	B5_005微生物誘導碳酸鈣沉澱(MICP)技術應用於抑制海岸侵蝕試驗研究
	B5_007對稱及非對稱參數化風場模式評估
	B5_008無人飛行載具於近岸觀測應用初步探討
	B5_009人工智慧演算法在瘋狗浪機率預警系統建置之研究
	B6_001氣候變遷下之海岸地區複合型災害風險評估與調適策略研究
	B6_002以單位海嘯法建置屏東外海機率式海嘯波高之研究
	B6_003裂流模擬與影響因子之評析
	B7_001臺灣海域作業化水質模式建置

	C(標題+論文)
	C(標題).pdf
	C1_001運用視覺化電子地圖整合港灣環境資訊之輔助決策模式(II)
	C1_002應用自動化無人機巡檢測繪技術於海港環境監測評估
	C1_003可調式張力腿浮動平台之運動分析
	C1_004台灣港區海氣象資料品管檢核之研究
	C1_005海洋大數據之整合加值-全國海域風波潮流統計年報製作(以 2019 年為例)
	C1_006應用無人機檢測海堤消波塊之研究
	C1_007花蓮港颱風波浪之數值模擬
	C1_008以水工模型試驗暨數值模式探討臺中港外港區擴建變化研究
	C1_009以By-passing港型改善漁港淤沙案例初探
	C2_001氣候變遷條件下海岸結構物防護標準檢討之初探
	C2_002轉爐石及氣冷高爐石應用為填料時對混凝土工程性質比較研究
	C3_001層析成像分析法於水下單側震測法資料之可行性評估
	C3_002離岸基礎在互層非均質黏性土壤之極限承載力
	C4_001海域救助人員職能之發展與探討
	C4_002離岸風電水上支撐結構檢修人員之職能分析
	C4_003基於CDIO之教育框架在新工程教育方法實驗與建構計畫來建立海洋工程教育
	C5_001應用有限元素法分析矩形聲納陣列效能與結構
	C5_002三模式無人海洋載具之系統架構概念設計
	C5_003可加壓充水阻抗管的開發與應用
	C5_004衛星影像灘線AI辨識技術研發
	C5_005投放式溫深儀-XBT終端速度之模擬探討
	C5_006基於視覺智能感知架構應用於自主水下載具之實現與驗證
	C5_007運用多角度反射係數進行實海域海底沉積物性質分析初探
	C5_008離岸風電場生態保育環境之水下噪音分析
	C5_009自製水下電聲換能器陣列特性探討及合成孔徑法之應用
	C5_010水下聲學偵測浮標設計與建置
	C5_011超短基線輔助之感測資料融合於AUV定位估算
	C5_012應用基於深度學習與顏色特徵之潛水員偵測於AUV潛水員追隨控制
	C5_013自主巡航水下滑翔機實海域實驗
	C6_001以數值模式探討感潮河段半鹹水淡化
	C6_002應用聲牆法反向導引誤入港區鯨豚出海之方案探討
	C6_003高雄港船舶進出港機率探討
	C6_004臺北港港區航線波浪展示系統建立
	C6_005台灣湧升流預報系統發展建置與系統較驗
	C6_006提升海岸地區工程結構耐久性的策略與技術-以許厝港自行車景觀大橋為例
	C6_007海域金屬材料腐蝕因子調查研究
	空白

	D(標題+論文)
	D(標題).pdf
	D1_001離岸風電機在地震下的動態反應
	D1_002生物附著於海上箱網繫纜及網袋之 繫纜疲勞分析
	D1_003模型箱網斷纜試驗
	D1_004海上通訊浮筒研發
	D1_005駁船式浮動平台於波流作用下繫纜失效後運動行為響應
	D1_006The Influence of Breaking Wave Locations to The Slamming Wave Load on The Offshore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in Shallow Water.docx
	D1_007The Simulation of a DeepCwind Semi-Submersible Floating Offshore Wind Turbine with Mooring Systems in a Dynamic Wind Condition
	D1_008非線性波浪作用下洋流發電機組受力之試驗分析
	D1_009震盪水柱波能轉換系統結合離岸風機套筒式基礎發電效益評估試驗研究
	D1_010波流作用下海洋結構物保護工之試驗研究
	D3_001大水深海域離岸風場開發優先次序空間分析
	D4_001Lidar observation of the wind speed profiles for the northeast monsoon
	D4_002基隆海檻測試場址潮流能資源調查
	D6_001以AI技術輔助進行水下地貌辨識與潛在危害分析之可行性研究
	D6_003Aerodynamic Modeling of the NREL 5MW Wind Turbine Using CFD Simulation
	D6_004風洞實驗量測紊流邊界層流作用下前後排列之風力機群尾跡流特性
	空白

	E(標題+論文)
	E(標題).pdf
	E_001桃園市河川出海口之生態調查及環境教育推廣
	E_002草漯沙丘季節性地形變化監測與分析
	E_003桃園海岸跨域平台運作機制
	E_004桃園海岸治理策略及經驗分享
	E_005海岸巡護隊志工制度提升海岸清理工作績效之探討
	E_006新屋濱海自然生態環境APP推廣之經驗分享
	E_007許厝港濕地復育成效之探討
	E_008開放性模式預報與現場觀測資料之比較—新竹風浪特性的探討
	E_009桃園海岸垃圾密度調查之探討
	E_011桃園新屋石滬無人空拍機調查分析
	E_012以非結構性網格模式探討三接港於桃園海岸之影響
	E_013海域水質監測網建構之探討
	E_014桃園海岸地區水域微塑膠調查之探討
	E_015應用無人機空拍技術於桃園海岸帶的調查
	E_016桃園海岸潮間帶礁體棲地的監測無人機影像的應用
	E_017應用全潮測量於感潮濕地管理之探討-以許厝港濕地為例
	E_018應用生態工法於濕地復育營造之探討 -以許厝港濕地為例
	E_019桃園市海岸場館活化轉型為里海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地方實踐-以桃園海岸五大環境教育場域為例
	E_020探討海洋文化景觀傳承與永續經營之策略-以新屋石滬為例
	E_021近十年來桃園河川與海岸水體品質探討
	空白

	F(標題+論文)
	F(標題).pdf
	F_001長衝程造波機應用於連續孤立波生成、 演化及溯升之試驗研究
	F_002山崩海嘯半解析解生成模型及其於1998年巴布亞紐幾內亞海嘯之應用
	F_005-Long Abstract-Ignacio Barranco
	F_006-Long Abstract-Higuera
	F_007-Long Abstract-Jie Yang
	F_008-Long Abstract-Hu Jie
	F_009-Long Abstract-童林龍
	F_010-Long Abstract-In Mei
	F_011-Long Abstract-Dong Wang
	F_012-Long Abstract-Zhengtong Yang
	F_013-Long Abstract-Yufei Wang
	F_014以波潮耦合模式探討輻射應力對臺灣東北岸風暴潮之影響：以 2015 年蘇迪勒颱風為例
	F_015-Long Abstract-Jinghua
	F_016-Long Abstract-Asim
	F_017-Long Abstract-Che-Wei Chang
	F_018-Long Abstract-Zhao Kuifeng
	F_019-Long Abstract-李琳琳
	F_021以影響強度法分析與重建1845雲林口湖風暴潮事件
	F_022Developing a Three-Dimensional Discontinuous Bi-viscous model to study Landslide Tsunamis
	F_023Numerical Simulation of Landslide Tsunamis using Bingham Model
	F_024三維流固耦合模式開發：空拋浮標入水及隨波模擬
	空白

	
	01-04全.pdf
	01內頁第一頁.pdf
	空白
	02主辦單位
	空白
	03第43屆海洋工程研討會籌備委員會
	空白
	04學術出版委員會
	空白

	05目錄

	
	07作者索引.pdf
	作者索引(標題).pdf
	07作者索引

	08關鍵詞索引
	關鍵詞索引(標題).pdf
	08關鍵詞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