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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驟發型淹水之特徵為短時間之強降雨情境下，雖河川未達到警戒水位，但區域排水系統已
無法負荷此短時間之降雨量，從而造成此主要發生於都會區之積淹。近年來台灣地區驟發
型淹水的事件有增加愈烈之趨勢。此類驟發型淹水之發生和降雨型態以及區域之排水特性
有直接關聯，本研究經由分析此類驟發型暴雨致災之水文及地文關聯特性，試圖建立一指
標型之水文地文因子，作為機器學習模式之訓練值。

雨量、雨型及淹水驗證資料

使用氣象局之2006年1月至2019年1月全台10分鐘雨量資料（原始總資料站數為1171站，去
除外島及無法使用資料，有效站數為1118站），經初步資料清洗處理後，進行所有雨量站
資料年限內之10分鐘最大雨量於不同地形高程區間，及將台灣本島分為北、中、南及東等
四個不同地理區間進行分析。
各雨量站記錄中最大10分鐘雨量經內插處理後之空間分布圖。由圖中可看出10分鐘最大雨
量出現最多之空間區位為中部及北部，其次為南部及東部。而100公尺以下之平原地區較
100公尺以上之地區之頻率為高。

全台雨量站10分鐘最大雨量與高程
之K-means群聚分析

各雨量站記錄中最大10分鐘雨
量經內插處理後之空間分布圖

一小時降雨量與其延時內最大10 

分鐘降雨量散佈圖

研究中試以研究區域之相對高程指數作為支持向量機（SVM）之模式訓練用特徵。特徵值
為區域內之高程、地形相對高程指數、地表利用、點位空間位置、颱風淹水範圍以及最大10

分鐘雨量。下圖為使用線性核函數之不同10分鐘雨量之預測結果。

示範區暴雨與地形高程及致災門檻值分析

使用線性核函數之不同10 分鐘降雨量之預測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