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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工智慧-類神經網路

二 •資料庫應用概念

三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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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淡江大學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人工智慧
(類神經網路)



人工智慧發展

人工智慧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3

AI  人工智慧擁有思考能力的科技發展

類神經網路
遺傳演算法
模糊理論

人工
智慧



人工智慧發展

類神經網路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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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一種人工智慧技術
 起源於1943年

心理學家McCulloch和數學家Pitts共同提出類神經網路最早的數學模式

 以電腦模仿人類神經網路的資訊處理系統

具有從過往案例中學習之能力

可處理複雜非線性的數學問題

 應用範圍



人工智慧發展

類神經網路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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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學習(Learning)

 迴想(Recall)

 歸納推演
(Generalization)

神經軸

神經核

神經節
神經樹

大腦神經系統神經元

鍵結

人工網路系統

組成
 包含許多神經元

神經元間彼此含有連結關係，可相互傳遞訊息



人工智慧發展

類神經網路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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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層 隱藏層 輸出層

Ex:倒傳遞類神經網路(BPNN)

架構
 輸入層

為外界輸入訊息的傳遞介面

 隱藏層

可依問題複雜度增加隱藏層數

藉由活化函數轉換求得輸出值

 輸出層

輸出隱藏層處理結果



人工智慧發展

類神經網路之類型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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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傳遞類神經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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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發展

類神經網路之類型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8

動態類神經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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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發展

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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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類神經網路之類型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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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組特徵映射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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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發展

類神經網路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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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複雜、非線性問題時
– 傳統數學物理模式

對於真實環境條件需進行假設、簡化

運算過程複雜且計算量龐大

 類神經網路模式

黑盒分析-建立輸入與輸出之映射關係

無需解複雜之數學方程式

• 使用類神經網路的原因
 聯想速度快

 可解決最佳化與非線性系統問題

 具容錯能力

 可進行平行、分散式的運算

適合使用類神經的問題?

問題及相關條件難以完整定義

需要快速得到問題解答且
只需近似解

複雜或非線性問題，難以由數學
方程式獲得解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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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淡江大學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資料庫
簡介



資料庫簡介

何謂資料庫

「資料庫」是將一群性質相近的資料做整合的
平台，並能夠進行自動查詢和修改的資料集。

資料庫由不同的資料表組成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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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即時入流量

即時雨量檔案

流域地文資料

水庫即時水位

資料庫

資料表



資料庫簡介

資料庫建置流程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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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世界資料

資料正規化

實體關聯圖

優點

資料獨立性
資料完整性
資料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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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淡江大學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研究成果



研究成果

區域淹水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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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說明

北部地區易受洪災之苦

• 佔全年雨量65%，集
中在幾場颱風或氣流
之豪雨

水理模式無法即時預測

• 資料量過於龐大

• 計算時間過於冗長

建置區域型淹水預測模式

• 準確率高

• 演算迅速

建構自動化即時預測程式

• 即時輸出預測淹水深

• 供洪災中心參考

• 爭取搶救之黃金時間



研究成果

區域淹水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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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架構-以北部為例

輸入層

隱藏層

輸出層

模擬潛勢圖

淹水潛勢圖



研究成果

區域淹水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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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流程圖

線性相關雨量時序

地文資訊

坐標 淹水深

K-Means
分類

分群控制點

資料點
篩選

確認各點
所屬控制點

BPNN控制
點預測模式

雨量時序

相關性
分析

線性模式

全區域預測淹水圖

YesNO

BPNN多點預
測模式

控制點預測淹水深



研究成果

資料前處理與相關性分析

訓練階段： 8場降雨事件

測試階段： 6場降雨事件

h24q200：24小時之累積200毫米定量降雨

h24r100：24小時之100年重現期降雨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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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BPNN建構區域型淹水預測模式

訓練階段 測試階段

h24q200
h24q350
h24q600
h24r001
h24r010
h24r025
h24r100
h24r500

h24q450
h24r002
h24r005
h24r020
h24r050
h24r200



研究成果

非淹水區篩選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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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m or 0.3m

各場次30hr最大淹水深

視為非淹水點

20m

淹
水
深
(m)

縣市 非淹水資料點 淹水資料點 刪除修正後

基隆市 87,261 4,661 4,403

台北市 299,311 127,973 126,476

新北市 308,950 50,714 45,157

桃園縣 424,559 63,330 62,427



研究成果

資料篩選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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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淹水點多分布在河岸旁

暖暖區、安樂區淹水點
極少



研究成果

台北市

淹水資料點於市區較密集

資料篩選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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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新北市

集中於新莊、三重、板
橋、林口、永和、中和
汐止等區

五股、新店、鶯歌、萬
里等區少部份分佈

淡水、三芝、石門以沿
海為主

資料篩選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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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桃園縣

大園鄉、桃園市、中壢
市、蘆竹鄉、平鎮市、
八德市、新屋鄉、觀音
鄉、楊梅鎮沿河岸分佈

龜山鄉、大溪鎮、龍潭
鄉少部份分布

復興鄉無模擬資料點

資料篩選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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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1聚類分析-北部區域(台北市)

20m

TM二度分帶座標
X

TM
二度
分帶
座標

Y
最大
淹水深

平均淹
水深

以K-Means進行第一階段分類

利用各網格點

等4項資訊將各區

以鄰近位置為主、淹水程度為輔分為
二至五大類



研究成果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1聚類分析-北部區域(台北市)

20m

TM二度分帶座標
X

TM
二度
分帶
座標

Y
最大
淹水深

平均淹
水深

以K-Means進行第一階段分類

利用各網格點

等4項資訊將各區

以鄰近位置為主、淹水程度為輔分為
二至五大類

北一區

北二區

北三區



研究成果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2聚類分析-台北市

第二階段分類: 坐標X ,Y 、高程(Z) 、坡度、最大淹水深

、平均淹水深等因子分類



研究成果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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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標X ,Y 、高程(Z) 、坡度、最大淹水深

、平均淹水深等因子分類

聚類分析-台北市

第二階段分類:

分區 第一階段
平均淹水深

(m)
最大

淹水深(m)
點數 第二階段

平均淹水深
(m)

最大
淹水深(m)

點數

北一區

第一大類 0.13 1.82 27827
第1子分群 0.06 0.90 16625

第2子分群 0.22 1.82 11202

第二大類 0.64 4.37 8729
第3子分群 0.04 0.59 2823

第4子分群 0.07 0.38 5906

北二區

第一大類 0.07 1.69 26617

第5子分群 0.04 0.71 12075

第6子分群 0.06 0.78 10720

第7子分群 0.18 1.69 3822

第二大類 0.13 2.64 27901
第8子分群 0.06 1.11 19772

第9子分群 0.28 2.64 8129

第三大類 0.23 2.75 22316
第10子分群 0.14 2.41 9342

第11子分群 0.29 2.75 12974

第四大類 0.76 10.00 8568

第12子分群 0.73 4.81 3750

第13子分群 0.68 5.21 4176

第14子分群 1.47 10.00 642

北三區

第一大類 0.13 2.04 3526

第15子分群 0.14 1.91 1670

第16子分群 0.12 2.04 1856

第二大類 0.68 7.04 992

第17子分群 0.63 5.79 579

第18子分群 0.74 7.04 413



研究成果

22

坐標X ,Y 、高程(Z) 、坡度、最大淹水深

、平均淹水深等因子分類

第二階段分類: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聚類分析-台北市



研究成果

22

分區 第一階段
平均淹水深

(m)
最大

淹水深(m)
點數 第二階段

平均淹水深
(m)

最大
淹水深(m)

點數

北一區

第一大類 0.13 1.82 27827
第1子分群 0.06 0.90 16625

第2子分群 0.22 1.82 11202

第二大類 0.64 4.37 8729
第3子分群 0.04 0.59 2823

第4子分群 0.07 0.38 5906

北二區

第一大類 0.07 1.69 26617

第5子分群 0.04 0.71 12075

第6子分群 0.06 0.78 10720

第7子分群 0.18 1.69 3822

第二大類 0.13 2.64 27901
第8子分群 0.06 1.11 19772

第9子分群 0.28 2.64 8129

第三大類 0.23 2.75 22316
第10子分群 0.14 2.41 9342

第11子分群 0.29 2.75 12974

第四大類 0.76 10.00 8568

第12子分群 0.73 4.81 3750

第13子分群 0.68 5.21 4176

第14子分群 1.47 10.00 642

北三區

第一大類 0.13 2.04 3526

第15子分群 0.14 1.91 1670

第16子分群 0.12 2.04 1856

第二大類 0.68 7.04 992

第17子分群 0.63 5.79 579

第18子分群 0.74 7.04 413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聚類分析-台北市



研究成果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2聚類分析-台北市



研究成果

分區 第一階段
平均淹水深

(m)
最大

淹水深(m)
點數 第二階段

平均淹水深
(m)

最大
淹水深(m)

點數

北一區

第一大類 0.13 1.82 27827
第1子分群 0.06 0.90 16625

第2子分群 0.22 1.82 11202

第二大類 0.64 4.37 8729
第3子分群 0.04 0.59 2823

第4子分群 0.07 0.38 5906

北二區

第一大類 0.07 1.69 26617

第5子分群 0.04 0.71 12075

第6子分群 0.06 0.78 10720

第7子分群 0.18 1.69 3822

第二大類 0.13 2.64 27901
第8子分群 0.06 1.11 19772

第9子分群 0.28 2.64 8129

第三大類 0.23 2.75 22316
第10子分群 0.14 2.41 9342

第11子分群 0.29 2.75 12974

第四大類 0.76 10.00 8568

第12子分群 0.73 4.81 3750

第13子分群 0.68 5.21 4176

第14子分群 1.47 10.00 642

北三區

第一大類 0.13 2.04 3526

第15子分群 0.14 1.91 1670

第16子分群 0.12 2.04 1856

第二大類 0.68 7.04 992

第17子分群 0.63 5.79 579

第18子分群 0.74 7.04 413

分為18子分群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2聚類分析-台北市



研究成果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3控制點與代表點選取

經K-Means分群後求得

與該子分群中心點之坐標與淹
水特性最相似的網格點

為該子分群平均淹水趨勢

控制點選取

代表點選取
再次有效減少龐大輸入量

選取規則
依各網格點之淹水歷程的R2評估
選取R2 ≧0.9的個數最多為第一個代表點
修正其餘的網格點R2≧0.9的個數，重複選取
重複選取直到個數等於1為止
選取該子分群平均淹水深最高的5點



研究成果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4

縣市 分群 點數 總點數
代表點比例

%

基隆市

第1子分群 39 337 11.57%

第2子分群 11 167 6.59%

第3子分群 6 30 20.00%

第4子分群 8 105 7.62%

第5子分群 306 1087 28.15%

第6子分群 123 402 30.60%

第7子分群 56 187 29.95%

第8子分群 23 69 33.33%



研究成果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縣市 分群 點數 總點數 代表點比例%

台北市

第1子分群 465 11609 4.01%

第2子分群 160 9913 1.61%

第3子分群 78 887 8.79%

第4子分群 43 668 6.44%

第5子分群 92 3397 2.71%

第6子分群 285 7637 3.73%

第7子分群 92 2756 3.34%

第8子分群 432 17840 2.42%

第9子分群 205 5645 3.63%

第10子分群 289 6683 4.32%

第11子分群 223 3900 5.72%

第12子分群 66 402 16.42%

第13子分群 221 3281 6.74%

第14子分群 38 411 9.25%

第15子分群 203 1620 12.53%

第16子分群 233 1608 14.49%

第17子分群 81 378 21.43%

第18子分群 56 300 18.67%

24



研究成果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縣市 分群 點數 總點數 代表點比例%

新北市

第1子分群 30 156 19.23%

第2子分群 80 786 10.18%

第3子分群 86 479 17.95%

第4子分群 15 170 8.82%

第5子分群 16 164 9.76%

第6子分群 9 12 75.00%

第7子分群 158 2447 6.46%

第8子分群 69 735 9.39%

第9子分群 18 224 8.04%

第10子分群 66 916 7.21%

第11子分群 44 1735 2.54%

第12子分群 20 468 4.27%

第13子分群 136 3300 4.12%

第14子分群 37 1369 2.70%

第15子分群 11 99 11.11%

第16子分群 9 164 5.49%

第17子分群 10 89 11.24%

第18子分群 19 260 7.31%

第19子分群 54 567 9.52%

第20子分群 42 1692 2.48%

第21子分群 12 668 1.80%

第22子分群 9 1412 0.64%

第23子分群 91 716 12.71%

第24子分群 9 97 9.28%

第25子分群 174 1865 9.33%

第26子分群 22 110 20.00%

第27子分群 92 1307 7.04%

第28子分群 21 161 13.04%

第29子分群 135 1523 8.86%

第30子分群 11 221 4.98%

第31子分群 117 621 18.84%

第32子分群 39 400 9.75%

第33子分群 39 974 4.00%

24



研究成果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縣市 分群 點數 總點數 代表點比例%

桃園縣

第1子分群 140 3084 4.54%

第2子分群 50 3493 1.43%

第3子分群 205 5821 3.52%

第4子分群 37 581 6.37%

第5子分群 137 3803 3.60%

第6子分群 118 3220 3.66%

第7子分群 32 902 3.55%

第8子分群 159 2856 5.57%

第9子分群 106 1991 5.32%

第10子分群 40 528 7.58%

第11子分群 62 3157 1.96%

第12子分群 127 3423 3.71%

第13子分群 49 1176 4.17%

第14子分群 293 4165 7.03%

第15子分群 122 2723 4.48%

第16子分群 90 1924 4.68%

第17子分群 43 473 9.09%

第18子分群 24 255 9.41%

第19子分群 33 582 5.67%

第20子分群 49 588 8.33%

第21子分群 7 19 36.84%

減少訓練階段資
料量!

24



研究成果

綜合表現最佳之組
合為代表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5區域淹水
控制點預測模式:未來1~3小時淹水深

不同預測時距有相異的輸入因子組合
t+1時刻:6種組合(模式C1-1~6)

t+2時刻:3種組合(模式C2-1~3)

t+3時刻:4種組合(模式C3-1~4)

輸入因子
雨量資訊、模式回饋預測淹水深、 (前一時刻模式預測值)

輸入項
模式

雨量站降雨資訊 模式回饋預測淹水深

t時刻 t-1時刻 t-2時刻 t時刻 t-1時刻 t-2時刻

模式C1-1 ○ ○

模式C1-2 ○ ○ ○

模式C1-3 ○ ○ ○ ○

模式C1-4 ○ ○ ○ ○

模式C1-5 ○ ○ ○ ○ ○

模式C1-6 ○ ○ ○ ○ ○ ○

控制點t+1時刻類神經網路架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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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控制點網路架構-以t+1時刻為例

1

2
1

23

4

預測點
t+1時刻淹水深

3

L

t 時刻雨量

t-2預測淹水深

t-1時刻雨量

t-1預測淹水深

t 預測水深

5

6

1t-2 時刻雨量

…
.

t-2、t-1、t時刻預測淹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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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全域點預測模式:未來1~3小時淹水深
不同預測時距有相異的輸入因子組合

t+1時刻:6種組合；t+2時刻:3種組合；t+3時刻:6種組合

輸入因子

雨量資訊、模式回饋預測淹水深、(前一時刻模式預測值)、地文資訊

、相同時刻控制點預測淹水深

地文資訊包含:控制點距離倒數、TM二度分帶坐標X及Y、高程(Z)、曼

寧係數、平均坡度、代表坡度

代表點t+2時刻類神經網路架構表

輸入項
模式

雨量站降雨資訊
模式回饋
預測淹水深

t+1模式
預測值

控制點預
測淹水深 4個維度

地文條件
輸入因子同前預測

模式架構
同時刻預
測結果

模式M2-1 ○ ○ ○ ○

模式M2-2 ○ ○ ○ ○

模式M2-3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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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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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點網路架構-以t+2時刻為例

預測點
t+2時刻淹水深

1

1

2

1

2

3

L

t 時刻雨量

地文因子

單點 t+2時刻
預測淹水深

t +1預測淹水深

3

4

…
.

t+1時刻預測淹水深



研究成果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9區域淹水預測模式-基隆市(2001.9.17)



研究成果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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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區域淹水預測模式-台北市(200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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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區域淹水預測模式-新北市(2001.9.17)



研究成果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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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區域淹水預測模式-桃園縣(2001.9.17)



研究成果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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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預測模式與調查資料比較

實際調查 模式預測

基
隆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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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預測模式與調查資料比較

實際調查 模式預測

台
北
市



研究成果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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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預測模式與調查資料比較

實際調查 模式預測

新
北
市



人工智慧發展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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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區域淹水預測模式-與納莉颱風調查資料比較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納莉調查資料(90年9/13~9/19) 模式預測

縣市 區域
淹水時間

(hr)
淹水深

(m)
淹水面積

(ha)
淹水深度

(m)
淹水面積

(ha)

基隆市
七堵區

3~8 0.3~7.5 323
0.3~10.6 222

(131)暖暖區 0.3~6.21

台北市

內湖區

5~8 0.3~4.6 3770

0.3~10.6

1449
(625)

南港區 0.3~11.4
松山區 0.3~2.4
信義區 0.3~2.2
大安區 0.3~2.5
中山區 0.3~9.3
中正區 0.3~3.5

新北市

汐止區 5~8 0.3~8.5 617 0.3~9.8 227
瑞芳區 5~8 0.3~7.0 96 － －
中和區 3~8 0.3~1.6

516
0.3~4.2

302
(243)

永和區 3~8 0.3~1.6 0.3~2.5
新店區 3~8 0.3~1.6 0.3 ~3.9
板橋區 5~12 0.3~4.8

383
0.3 ~4.7 302

(207)土城區 5~12 0.3~4.8 0.3~5.0
三重區 5~8 0.3~1.3

118
0.3~4.0 440

(284)蘆洲區 5~8 0.3~1.3 0.3~1.7
五股區 5~36 0.3~1.6

817
0.3~4.4

1231
(459)

新莊區 5~36 0.3~1.6 0.3~4.6
樹林區 5~36 0.3~1.6 0.3~4.5

相當符合

調查資料

(1)淹水面積些
微低估

(2)淹水深相當
符合

淹水面積低估
但淹水深相當
符合

※括號數值為淹水超過3至5小時以上之淹水面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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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區域淹水預測模式-與納莉颱風調查資料比較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納莉調查資料(90年9/13~9/19) 模式預測

縣市 區域
淹水時間

(hr)
淹水深

(m)
淹水面積

(ha)
淹水深度

(m)
淹水面積

(ha)

基隆市
七堵區

3~8 0.3~7.5 323
0.3~10.6 222

(131)暖暖區 0.3~6.21

台北市

內湖區

5~8 0.3~4.6 3770

0.3~10.6

1449
(625)

南港區 0.3~11.4
松山區 0.3~2.4
信義區 0.3~2.2
大安區 0.3~2.5
中山區 0.3~9.3
中正區 0.3~3.5

新北市

汐止區 5~8 0.3~8.5 617 0.3~9.8 227
瑞芳區 5~8 0.3~7.0 96 － －
中和區 3~8 0.3~1.6

516
0.3~4.2

302
(243)

永和區 3~8 0.3~1.6 0.3~2.5
新店區 3~8 0.3~1.6 0.3 ~3.9
板橋區 5~12 0.3~4.8

383
0.3 ~4.7 302

(207)土城區 5~12 0.3~4.8 0.3~5.0
三重區 5~8 0.3~1.3

118
0.3~4.0 440

(284)蘆洲區 5~8 0.3~1.3 0.3~1.7
五股區 5~36 0.3~1.6

817
0.3~4.4

1231
(459)

新莊區 5~36 0.3~1.6 0.3~4.6
樹林區 5~36 0.3~1.6 0.3~4.5

相當符合

調查資料

(1)淹水面積些
微低估

(2)淹水深相當
符合

瑞芳無淹水
模擬資料

較大高估但
多屬低淹水
級距※括號數值為淹水超過3至5小時以上之淹水面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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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媒體報章資料(90年9/13~9/19) 模式預測

縣市 區域
淹水時間

(hr)
淹水深

(m)
淹水面積

(ha)
淹水深度

(m)
淹水面積

(ha)

桃園縣

中壢市 － 0.5~1.0 龍崗地區 0.3~9.3 561

大溪鎮 － 0.5~0.7
楊梅環南路
236巷積水

0.5 ~9.8 181

八德市 － 0.5~1.0
高城二街、龍
潭三坑村、中
興路積水

0.5 ~7.9 465

新屋鄉 － 0~0.5 － 0.1~2.0 819

平鎮市 － 0~0.3
金陵路二段、
中豐路積水

0.1~7.7 500

桃園市 － 0.7~1.5
龍華街、上海
街、國際路積
水

1.0~5.1 145

大園鄉 － 一層樓 － 0.3~9.1 262

1.與新聞媒體等調查資料做比對

2. 以大園鄉淹水最嚴重

3.模式預估淹水深有一定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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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伺服器
-- 水利署降雨量資料

-- 水利署流量資料
-- 中央氣象局降雨量資料

模組伺服器
-- Model 模組
使用模組資料庫管理
不同的水文模式

--資料管理模組
資料提供可透過各種的
資料表做查詢

使用者介面
-- 展示

-- 使用者輸入

展示模組
-- Google Maps 伺服器模組

Google Maps API 整合
Google Maps 嵌入任何網頁

-- 網頁伺服器模組
最新的web技術

智慧型水文資訊整合平台
Intelligent Hydroinformatics

Integration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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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架構-資料流程圖

檔案伺服器預報系統

預報結果檔

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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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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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系統架構-資料流程圖

檔案伺服器預報系統

預報結果檔

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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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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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系統架構-資料流程圖

檔案伺服器預報系統

預報結果檔

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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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架構-預報系統

資料庫
(SQLServer)

雨量資料
擷取模組

(C#)

預報結果檔
(Kml)

雨量
資訊

雨量
淹水深

輸出
淹水深

淹水
預報模式

(C#,BP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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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架構-資料庫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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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網頁線上展示介面

網頁線上展示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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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網頁線上展示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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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網頁線上展示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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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全球氣候變遷 :極端水文現象頻繁

地形位置特殊 :平均全年遭受
3~4個颱風侵襲

狹長型島嶼:
河川坡陡流急，
逕流停滯時間短暫，
上游洪水在短時間內抵達下游

水庫洩洪:相關決策單位會提前數小時
告知媒體及警告下游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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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區域

石門水庫

德基水庫

曾文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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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架構-以石門水庫為例

1

2

1

2

3

4

F(t+k)

L

RIII(t-4)

F(t)

RII(t-3)

1RI(t-2)

…
.

t+k時刻
入流量

集水區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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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架構圖

各水庫即時資料來源
（水利署）

定時資料下載程式

預報程式網頁伺服器網頁展示介面
（使用者）

資料擷取主控台

結果發布主控台 即時預報主控台

QPESUMS資料來源
（氣象局）

關聯式資料庫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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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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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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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式資料庫
系統



研究成果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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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介面

集水區入流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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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展示介面

測站資訊縮圖
(點選後將展示
於右方圖表)



研究成果

水庫防洪支援決策系統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48

背景說明

防洪
安全

穩定
供水

減淤
延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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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建立決策支援系統 智慧型水庫操作模式

防洪
安全

穩定
供水

減淤
延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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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站

颱風路徑

氣象雷達

雨量站

石門水庫資訊展示
入流量預報

路徑分類
流量推估

智慧型水庫操作策略

類神經網路

Input layer Hidden layer Output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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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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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路徑分類
為石門水庫客製化之網格

SOM分類模式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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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歷程套配

1. 輸入氣象局颱風警報單預報路徑

2. 使用訓練完成之SOM分類模式進行路徑分類

3. 從該類別累積流量百分比曲線分析目前流量所占比例

4. 以颱風離開時間(事件時間)推估總流量及流量歷程



研究成果

水庫防洪支援決策系統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53

系統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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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介面



研究成果

水庫防洪支援決策系統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53

系統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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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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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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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論

結論 55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Water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自動化即時淹水預報系統在執行上的穩定性與效能皆有良
好表現，透過資料庫維護，可提高作業效率；透過數位化
地理資訊與淹水預報結果的搭配呈現，可輔助使用者對於
淹水範圍、災害程度的掌控。

1

類神經網路解決傳統水文預測之複雜關係式，且提高入流量
的預測精準度；入流量預報模式結合資料庫於線上即時預報
系統，可輔助決策者快速掌握水庫之動向。

2

水庫防洪支援決策系統具備視窗化互動式介面，可快速提供
水庫操作人員於防洪、排砂防淤及穩定供水等多目標之參考
資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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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預測模式在4個縣市進行24小時降雨歷程之未來1~3
小時各網格點之淹水深歷程所需時間約24~122秒，大
幅提升淹水預測的時效性及可行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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