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計畫之目標為因應水利署防汛時期水情預警決策支援需求，提供氣象水情資訊介接、彙整、展示之服務，並以蒐集資訊為基礎進行加值，研發自動化模組
與智慧化系統協助預警研判，以評估未來水情與災情發展趨勢，作為擬定防災整備與應變調度方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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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颱洪時期本計畫彙整各河川局提供之洪水預報資訊，並依水利署應變小組需求製作簡報。本年度共綜整2場豪雨事件及5場颱風事件之各河川局水位站定性及定量預報資訊，提供防汛人員
決策使用。降雨資料供應服務係配合氣象局降雨預報產品之供應狀況，接收及解析氣象局最新降雨預報產品(RWRF)及QPESUMS逐十分鐘預報降雨資料，並將調整後預報降雨產品(mWRA)上
線供應；維護降雨伺服器、雙偏極化降雨雷達主機及兩者備援主機之正常運作，以確保防汛期間資料供應無虞。建置降雨預報產品自動化檢視流程，確認資料供應情形，即時透過LINE推播資
料狀況，並回測分析109年度資料建置降雨預報產品檢視流程。水利防災水情預警資訊系統除更新基礎資料外，亦依據使用者需求進行版面配置調整及子網頁維護精進，網頁擴充功能包括：多
來源淹水預警增加警戒數值展示、空間累積雨量網頁調整預警呈現方式、降雨預報成效評估網頁呈現產品及資訊精進。蒐集水利署提供之雨量站及歷史雨量資料，針對各測站之有效歷史紀錄
統計各延時最大降雨量，並以響應式網頁技術開發建置頻率分析查詢系統網頁，建置於「水利防災中心水情預警資訊網」。介接QPESUMS十分鐘降雨資料，擬訂與其他降雨預報產品整合應用
規劃，並建立以QPESUMS十分鐘頻率之觀測及預報進行淹水雨量警戒值模式預警機制。針對QPESUMS第一小時預報的高估情況，分析歷史資料建置合理值判斷門檻，並建立即時資料異常檢
查與通知機制。各淹水預警模式之表現狀況以去年度及本年度事件進行案例比較，評估指標顯示降雨淹水警戒值表現最佳，各模式領先時間依個案而言約可達2小時。除維謢各淹水預警模式正
常介接外，本計畫NeSIM演算模式精進調整為常時計算機制，演算範圍擴充五個行政區，並新增介接FEWS模式四個行政區淹水預警資訊。署內與十河局及氣象局協調確認之預報降雨資料備援
提供方式，是由十河局建立VM空間，提供氣象局以專線方式傳送預報降雨檔案資料，本計畫於降雨資料供應伺服器建置降雨預報資料介接備援機制，確保預報降雨資料穩定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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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降雨預報資料介接備援機制

備援機制測試成果

VM空間提供之資料內容

備援機制建立完成(自動切換來源)

維持預報降雨介接解析正常
提供防災單位使用

 降雨資料供應伺服器建立備援機制
 水利署源頭資料連結失敗時，自動切換連結至十河局資料供應端，

並進行解析

降雨預報資料供應服務

降雨資料介接流程 降雨資料解析流程

降雨資料下載網頁

目前共
22個機關
28個計畫
申請介接

 跨年度後運作是否正常
 RWRF,mWRA及QPESUMS十分鐘頻率資料上線測試及提供
 伺服器資料備份及硬碟空間重整
 汛期前(4月中旬)，檢視資料及運作情況
 氣象局啟動大規模劇烈豪雨作業，修正QPF3H資料介接來源和測試
 本年度豪雨及颱風事件，確認各降雨伺服器運作正常
 確認署內降雨資料來源、更新程式備援機制及降雨產品更新。
 確認十河局降雨資料備援完整性及傳輸機制

共維護15次

解析供應、介接控管、異地備援、中斷處理

淹水預警成效分析

 高屏地區：以降雨淹
水警戒值及NeSIM
模式表現最佳，命中
率35%～65%

 台南市：智慧城市表
現最佳(命中率30%
以上 )； FEWS次之
(命中率20%)

 其他縣市：降雨淹水
警戒值及NeSIM表
現較佳

 降雨預報準確度具顯著影響

 較大事件命中率佳；零星事件，命中率低，較難掌握

 命中率以降雨淹水警戒值有最佳表現

 命中率高的個案，宜配合檢視準確率(是否有誤報/漏報過高)

 領先時間依個案約可達2小時

 評估比較方式，建議未來訂定統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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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防災水情預警資訊系統維護更新

水位站警戒水位：更新8筆
雨量站基礎資料：新增63筆、移除15筆
淹水雨量警戒值：新增103筆、移除8筆、更新408筆
內水防汛熱點：建立105筆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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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河川局彙整時間

• 提供降雨產品
本計畫

進行洪水預報
並上傳成果

河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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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信件內容
本計畫 接收水情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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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洪時期協助彙整洪水預報資訊

現行河川水情研判簡報版面

本年度共彙整3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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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報資料觀測資料
頻率:1小時

QPESUMS
觀測+預報
頻率:10分鐘

提升淹水預警頻率

大直站

預警成果未來可提供查詢及使用

預警查詢結果

視目的決定適合之預報產品組合：
• QPESUMS:十分鐘介接頻率
• 其他降雨預報產品:小時介接頻率

初始時間11:20
第一小時: QPESUMS(11:20~12:20)
第二小時: FCST(12:20~13:00)0 .67倍
與FCST (13:00~13:20) 0.33倍加總

研擬時長比例機制，未來可整合
十分鐘QPESUMS第一小時預報
及小時頻率之原始預報產品

QPESUMS十分鐘更新之降雨預報資料應用

資料合理性及異常判斷機制，發送警示：

• 時雨量過大(觀測過大、預報過大)異常

• 比例值過大可能不合理

已於本年度
9/1上線

時雨量上限門檻值為220 mm/hr

相鄰時間降雨差異大且超過設定之比例值(倍率)

檢覈最大預報降雨是否過度高估

增加每日回報機制，確保檢查流程正常運作

每日回報機制

即時掌握
預報降雨合理性

異
常
情
形
通
知

所有颱風、豪雨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