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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本計畫為四年期計畫，配合108~111年「行政院災害防救科技創新
服務方案」研發課題、108~111年地調所「山崩活動性評估與防災
應用」計畫，不僅延續前期計畫(104~107年「山崩潛勢評估與觀
測技術防災應用」)執行成果，並於計畫執行期間，持續進行全臺環
境地質資料及山崩潛勢更新，精進降雨引致山崩潛勢分析模式、光
達地貌之岩體滑動區判釋、潛在山崩活動性觀測。針對具活動性的
潛在山崩地區，進行詳細調查及活動性觀測及評估等工作，並進行
多尺度遙測技術應用於潛在山崩地區地表變形探討研究、潛在山崩
地區地中活動性觀測及物聯網技術之研發及應用、山崩活動性觀測
成果智慧應用推廣及國內外技術交流，進而落實危險坡地聚落的地
質災害防、減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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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旨

研究成果

二、環境地質圖資料庫產製

三、降雨山崩即時系統(RiLRS)功能精進

110年度山崩活動性評估與防災應用(3/4)

四、潛在山崩地區新增地中調查：壽亭地區

1)進行地質鑽探及孔內試驗，並裝設測傾管，進行觀測作業。

2)綜合調查及觀測成果，回饋潛在山崩機制研判。

五、多尺度遙測技術應用於潛在山崩地區
地表變形探討研究

六、前瞻地中調查觀測與物聯網之技術研發防災應用

• 與公路總局第一工程處推廣交流
降雨山崩即時系統

 地質平面圖

 岩屑層：層厚約3~30 m 

 岩層：廬山層(Ls)，板岩及變質砂岩與板

岩薄互層，可再分為A~D四層：

• A岩層(SSL-SS)1：灰色砂質板岩間夾灰白色砂岩

• B岩層(SSL/SS)：灰色砂質板岩偶夾灰白色砂岩

• C岩層(SSL-SS)2：灰色砂質板岩間夾灰白色砂岩

• D岩層(SL)：深灰色板岩

地質模式

 板岩順向坡

由地質鑽探岩芯及孔內攝影取得地下不連續面位態，

研判調查區大致為板岩順向坡：

• 下邊坡鑽孔，ST-B2：81~120m，可見劈理傾向

朝東南傾(順向)，傾角約20~40度。

• 上邊坡鑽孔，ST-B3：整孔劈理傾向均大致朝東

南或東傾(順向)，傾角約10~40度。

 地質剖面圖

具山體變形特徵(劈理位態變化)

 下邊坡鑽孔，ST-B2

(a) 深度約46~59 m：具傾角變化(從20度至70度)。

(b) 深度約70~87 m：具傾向變化(從西北到東南)、
劈理急折。

(c) 深度約97~108 m：具傾角變化(15~55度)。

 上邊坡鑽孔，ST-B3

(a) 深度約42~44m：岩芯斷面具擦痕。

(b) 深度約55~66 m：具傾向變化(從東南到東) 。

(c) 深度約95~106 m：傾角、傾向均變化(傾角從
20到50度、傾向從東南到東) 。

順向坡與老山崩分布圖 山崩災害潛勢圖山崩分布圖

研究成果

 潛在山崩區域微地形特徵調查精進：無人飛行系統UAS光達掃瞄及分析
 地表In-SAR、地中測傾管觀測結果：

均顯示具活動，是否存在潛在山崩地

形特徵

 UAS LiDAR應用研究：應用UAS技

術，提高點雲密度、產製精細DEM，

輔助判釋

取得更細緻之地形地貌 有利判釋潛在滑動塊體範圍

研究場址：廬山聚落附近之潛在滑動塊體

 研究場址地質模式精進

七、成果應用推廣與國內外技術交流

• 忠治籃球場新增地質鑽探：CHJ-B7(40m)

• 回饋岩屑層厚度調查：厚度達36m

• 滑動深度確認：約地表下9m

 物聯網通訊技術探討 4G、LoRa、NB-IoT 可行性研究

 地電阻探測精進應用
時間序列分析(電阻率差異比對)

試驗1：鑽孔注水前後 (CHJ-B1孔注入鹽水)

試驗2：降雨前後 (前4日累積降雨189 mm)

地電阻探測結果(初始值)

透過時間序列分析，更有助調查可能含水層分佈

反映可能滑動深度

完成全島202幅1/25000比例尺範圍之山崩分布圖、順向坡與老山崩分布圖、山崩災害潛勢圖之編修出圖

 全臺即時山崩發生度斜坡單元首頁

點擊More，出現
該地點所屬斜坡單
元之雨量蛇線圖

或直接將紅色點移
到想要的位置錨點

輸入座標

24小時累積雨量(mm)

3

小

時

平

均

降

雨

強

度

8月7日 00:00 – 8月7日 23:00
(當日)

0th hour
23th hour

展示天數

8月6日 00:00 – 8月7日 23:00
(日期前推1日)

0th hour

47th hour

8月5日 00:00 – 8月7日 23:00
(日期前推2日)

0th hour

71th hour

降雨山崩即時系統功能更新：
1. 可直接移動紅色錨點至預想位置。
2. 雨量蛇線圖最多可往前延伸兩天，觀察前期降雨的可能影響。

• 第五屆國際
山崩論壇成
果發表

• 孔內伸縮計
原理展示解
說模型製作

鋼索

動層

剪動帶

不動層

邊坡滑動模擬尚未滑動 孔內伸縮計變形同步呈現(可視化)

隨邊坡滑動，孔內伸縮計產生變形
可供預警參考

壽亭地區

• 山崩活動性觀測平台觀
測頁面擴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