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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台灣位處多重天然災害影響的地理位置，因此防減災工作一直為重要議題，其

中因為台灣環境狹小，其中平地僅占 26%，山坡地及林地占 74%，加上因經濟及人

口發展迅速，土地需求不斷提高，平原地區面積日趨有限，都市與農業發展早已不

敷使用，且沿海地區因過度使用而造成地層下陷；另因平地已過度開發，進而轉向

山坡地進行開發，又台灣地理位置特殊，地質環境破碎，每年除常有異常降雨之梅

雨季外，夏季更有颱風侵襲，所挾帶的強風與豪雨更對台灣環境帶來嚴重的威脅。

而利用 GIS（地理資訊系統）及 RS（遙感）技術可針對地表環境進行即時監控及風

險分析等工作，對於防減災工作提供決策訊息，因此本次參訪及以蒐集珠江三角洲

區域的 GIS 及 RS 技術與研究成果為目的，提供台灣相關都市防減災作業及研究規

劃參考。 

本次參訪包含參訪香港中文大學太空與地球資訊科學研究所、地球信息科學聯

合實驗室、圓玄衛星遥感硏究中心、衛星遙感地面接收站及廣州科學院資源環境研

究中心、環境地質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信息中心及廣東省遙感與地理信息系統應

用重點實驗室等行程，透過上述的行程參訪及交流，實地考察其設施及經驗分享，

交流兩岸都市防災規劃經驗，提供台灣應用衛星遙感及地理資訊系統於都市防減災

規劃之參考。 

 

 

 

 

 

 

 

 

 

 

 I



珠江三角洲衛星遙感與地理資訊系統於城市水災以及地面沈降災害減災應用技術考察報告 

 

 
II 

 
 
 



目次 

目次 
摘要 ....................................................................................................................................... I 
目次 .................................................................................................................................... III 
第一章  緣起與目的 ............................................................................................................ 1 
第二章  參訪過程 ................................................................................................................ 3 
第三章 參訪心得及建議 ..................................................................................................... 7 
附件 .................................................................................................................................... 39 
  
 

 III



珠江三角洲衛星遙感與地理資訊系統於城市水災以及地面沈降災害減災應用技術考察報告 

 IV 
 
 



第一章  緣起與目的 

 

第一章  緣起與目的 

內政部為建築、消防中央主管機關，本所職掌辦理建築及都市防災安全有關研

究，鑑於都市防減災作業對於保障人民生命財產之重要性，99 年度持續執行「都市

及建築防災科技發展中程綱要計畫」，期能達到提昇國內建築及都市防減災技術、

健全國內防災法規制度、培植防減災專業人力及提升國內各階層防災能力等多項目

標。 

而在上述科技計畫項下，為促進我國建築及都市防災技術與國際接軌，蒐集當

前有關 GIS（地理資訊系統）及 RS（遙感）於地層下陷、水患及坡地災害應用等方

面研究成果與經驗，本所於 99 年度擬定赴大陸計畫預算，赴香港及大陸廣州進行

考察，預計人數兩人，天數為 7 天；因此依據大陸計畫需求，擬定參訪香港中文大

學太空與地球資訊科學研究所、地球信息科學聯合實驗室、圓玄衛星遥感硏究中

心、衛星遙感地面接收站及廣州科學院（地理研究所）、資源環境研究中心、環境

地質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信息中心及廣東省遙感與地理信息系統應用重點實驗室

等行程，希望透過本次參訪行程，蒐集有關珠江三角洲區域 RS 與 GIS 於水災及地

層下陷等災害減災等應用技術，除提供本所未來研究規劃參考外，亦可提供台灣防

減災規劃及決策工作做為參考；本計畫因依原先大陸計畫擬定，除日期外並無變

更，因此經簽報本所首長核定後派員進行相關考察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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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參訪過程 

一、活動名稱：珠江三角洲衛星遙感與地理資訊系統於城市水災以及地面沈降災害

減災應用技術考察。 

二、活動日期：99 年 11 月 28 至 12 月 4 日止，合計 7 天（行程如下表所示）。 

表 2-1 本次參訪行程表 

日 期 活 動 內 容 備 註

11 月 28 日 
路程 台北—

香港 

香港 11 月 29 日~ 
11 月 30 日 

1. 拜會香港中文大學太空與地球資訊科學研究所

。 
2. 參訪地球信息科學聯合實驗室。 
3. 參訪圓玄衛星遥感硏究中心。 
4. 衛星遙感地面接收站技術參觀。 

12 月 1 日 路程 香港—
廣州 

廣州 12 月 2 日~   
12 月 3 日 

1. 拜會中國科學院（廣州地理研究所）。 
2. 參訪資源環境研究中心及環境地質研究中心。 
3. 參訪資源與環境信息中心。 
4. 參訪廣東省遙感與地理信息系統應用重點實驗

室。 

12 月 4 日 路程 廣州—
香港—
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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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辦（或接待）單位： 

（一）香港中文大學太空與地球資訊科學研究所、地球信息科學聯合實驗室、圓玄

衛星遥感硏究中心及衛星遙感地面接收站等。 

（二）廣州科學院資源環境研究中心、環境地質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信息中心及

廣東省遙感與地理信息系統應用重點實驗室等。 

四、活動性質： 

參訪香港中文大學太空與地球資訊科學研究所、地球信息科學聯合實驗室、

圓玄衛星遥感硏究中心、衛星遙感地面接收站及廣州科學院（地理研究所）、資源

環境研究中心、環境地質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信息中心及廣東省遙感與地理信息

系統應用重點實驗室等行程，透過本次參訪行程，蒐集及交流有關珠江三角洲區域

RS 與 GIS 於水災及地層下陷等災害減災之應用技術。 

五、活動內容： 

（一）99.11.29-99.11.30 拜會香港中文大學太空與地球資訊科學研究所，並參訪地

球信息科學聯合實驗室、圓玄衛星遥感硏究中心及衛星遙感地面接收站

等；由香港中文大學太空與地球資訊科學研究所副所長（中國城市住宅研

究中心主任）鄒經宇教授接待及介紹香港中文大學與遙感有關之各單位、

目前進行研究及各項設備等；由衛星遙感地面接收站站長介紹接受站設備

及相關接受訊息處理作業，專業顧問彭亦彰博士詳盡介紹歷年研究成果，

並針對地表沉陷及水患等災害防制方面，交流衛星影像監控及地理資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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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參訪過程 

 

應用方式，另外並與負責地理資訊系統處理的何捷副研究員等人進行交流

討論。 

（二）99.12.2-99.12.3 拜會廣州地理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由黃光慶副

所長接待並介紹該所之重點研究項目；參訪資源環境研究中心、環境地質

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信息中心及廣東省遙感與地理信息系統應用重點實

驗室等相關單位，分別與資源與環境信息中心鍾凱文主任、地理空間訊息

技術與應用公共實驗室周霞主任及劉凱博士等人交流研究項目，了解廣州

地理研究所歷年於珠江三角洲流域容量及國土規劃、廣州山區土地利用及

調查、廣東省防災減災戰略規劃、遙感與地理資訊系統應用、地質環境與

自然災害預警防制及風險分析等相關研究領域與未來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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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參訪心得及建議 

（一） 參訪香港中文大學太空與地球資訊科學研究所、地球信息科學聯合實

驗室、圓玄衛星遥感硏究中心及衛星遙感地面接收站。 

1. 香港中文大學太空與地球資訊科學研究所及中國城市住宅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於 2005 年成立，其基礎為中國科

學院暨香港中文大學地球信息科學聯合實驗室，研究所主要是由研究、教育培

訓及技術開發三部分所組成。其主要工作為多雲多雨地區的遙感研究，並推動

虛擬地理環境研究，並以地球信息科學技術為橋樑，將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

學結合，建設以人為本的信息社會服務等。該所亦為海峽兩岸城市地理信息系

統學術交流中心，並結合產官學界，建立符合當地特色的城市規劃與地理資訊

管理系統。 

香港中文大學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主要研究領域包括： 

1、多雲多雨地區遙感。 

2.、虛擬地理環境。 

3、災害與突發事件監測和管理。 

4、城市與城市群地理信息系統。 

5、城市人居環境分析與模擬。 

6、公共健康地理信息系統。 

7、智能交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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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空間綜合人文學與社會科學。 

中國城市住宅研究中心於 1998 年在中國國家建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的支持

下於香港中文大學設立，長期致力於以科學技術為手段對中國人居環境永續發

展與節約型住宅作多學科多領域的研究，在結合先進的信息科技與科學可視化

模擬技術於城市住宅設計和規劃上處於國際領先地位。城市住宅研究中心在國

家建設部及各相關機構的支持與協作之下，多年來就環境模擬、永續發展及綠

色建築等研究主題，在兩岸三地展開了大量科研、學術交流和教育活動，曾主

持和參與居住區及其環境規劃設計、城市生態、土地和水資源管理、城市公共

安全、規劃的環境風險評價、永續發展的城市規劃中大氣環境支撐技術、城市

智能交通系統發展、城市規劃數字化標準規範及技術支撐等研究和諮詢項目；

同時，對於節能的策略性規劃、住宅性能技術標準、以及如風道、電梯等住宅

設備與居住區環境設計與規範發展等均有所貢獻。較具影響的研究項目包括香

港淘大花園非典型肺炎傳播途徑研究、與香港房屋署合作的環境設計及評估策

略夥伴計劃、可快速組合隔離醫院設計研究和北京通州新城生態環境規劃等。

另外還負責組織「中國城市住宅研討會」，是為國際上本領域中重要學術活

動，迄今已成功舉辦 6 屆。同時，城市住宅研究中心也與研究所其它部門協

作，承擔地理信息及遙感技術針對中小尺度的城市與環境研究，並與研究所共

同設計與營建第一、二期衛星遙感地面接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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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香港中文大學外觀 

 

 

 

 

 

 

 

圖 3-2  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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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球信息科學聯合實驗室及圓玄衛星遙感研究中心 

地球信息科學聯合實驗室則是早在 1997 年就由中國科學院與香港中文大學

聯合成立，亦為太空與地球資訊科學研究所的基礎，建立中國科學院與香港中

文大學官方及學界之科技合作模式，進行學術交流和人才培養等工作。 

圓玄衛星遙感研究中心則是於 2004 年 3 月正式成立其工作主要是推廣遙感

之研究及應用，在研究方面，則主要著重於香港和中國南方地區的農業遙感應

用、自然資源管理、海岸和海洋環境、緊急反應和自然災害監視和協調、人類

健康和環境等多方面的研究。 

3. 衛星遙感地面接收站 

衛星遙感地面接收站，該接收站由中國國家科學技術部 863 高技術研究發

展計劃及香港創新科技署撥款補助，第一期工程於 2005 年 10 月完成，於 2006

年 1 月 1 日正式開始運作，接收以香港為中心約半徑超過 2,500 公里範圍的衛

星圖片，東至太平洋， 南至印度尼西亞，西至孟加拉，北至北京以北。可以紀

錄及處理大量從遙感衛星接收的雷達數據（一分鐘能接收和採集 750MB 原始數

據），為香港、華南及周邊地區的政府與私人機構及其他用戶提供各項有用資

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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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衛星遙感地面接收站 

 

 

 

 

 

 

 

圖 3-4  衛星遙感地面接收站內部天線 

 11



珠江三角洲衛星遙感與地理資訊系統於城市水災以及地面沈降災害減災應用技術考察報告 

 

 

 

 

 

 

 

圖 3-5  衛星遙感地面接收站儀器設備 

 

 

 

 

 

 

 

 

圖 3-6  衛星遙感地面接收站即時監控設備 

 12 



第三章 參訪心得及建議 

地面站主體部分為一座高 9 米，直徑 7.5 米，重 4 噸，X 頻段的衛星接收天

綫，接收來自衛星的微波信號，其中包含兩大系統，一為天綫控制和實時處理

系統，可控制天綫同步追蹤衛星，將微波信號放大和調解換頻，採集成數字信

號存進電腦，並進行圖像處理；另一為圖像數據儲存及備份系統：將大量數字

圖像數據存檔備份及同步線上發放。 

地面站外觀為直徑 12 米的球狀天線罩保護天線，控制室實施全天候線上遠

端控制。主要運作過程先由地面接收站工作人員先會計劃每次接收的圖像數

量，類型及時間；再於歐洲空間局（European Space Agency）向 ENVISAT 遙

感衛星傳感器安排發放任務；當衛星進入預定軌道，將在預定時間向地面接收

站發放微波信號；地面接收站系統將自動追蹤，解調及採集信號並實時進行圖

像數據分級處理；處理後圖像將儲存，備份並透過網站預覽和發放。  

 

 

 

 

 

 

 

 

 

圖 3-7  2005 年 10 月份到 2010 年 2 月份的 ENVISAT ASAR 存檔數據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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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衛星遙感地面接收站接收範圍 

該接受站站接收的是來自 ENVISAT 遙感衛星的雷達圖像數據，ENVISAT

衛星是歐洲空間局的對地觀察衛星系列之一，於 02 年發射升空。ENVISAT 軌

道每天約有四到五次飛越地面站可接收的範圍，約有 3 分鐘到 15 分鐘可接收時

間（取決於當時軌道位置）。圖像解析度有 25 米和 150 米兩種。ENVISAT 衛

星可針對常年多雲多雨的香港、以至華南地區及周邊國家與區域進行全天候的

環境監測，如：山泥傾瀉、地陷、地震、海嘯、洪水及颱風等自然災害，減少

人命和經濟損失。其相關的於防災及其他個領域的重要應用如下： 

（1）發放廣東省水災雷達遙感圖像： 

2006 年由熱帶風暴碧利斯引發中國南部出現嚴重水災及山泥傾瀉，直至 7

月 19 日已導致超過 200 人死亡。7 月 17 日晚上 10 點 22 分香港中文大學衛星遙

感地面站接收了一幅覆蓋廣東省的雷達圖像，該圖像有效反應出韶關、樂昌一

帶的洪水受災情況。本次洪災發生的重災區位於粵北樂昌至韶關以及英德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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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武江、南水和北江沿岸。在 7 月 17 日的雷達圖像中，黑色代表河道和洪水淹

沒區域，灰色為陸地，白色表示城鎮和居民點。為了判斷洪水災情分佈情況，

從存檔圖像資料庫中挑選了一幅 2006 年 6 月 23 日地面站接收的覆蓋粵北地區

的雷達圖像，作為洪災發生前的圖像，與 7 月 17 日的圖像進行對比分析（如圖

3-9 所示）。此資料已送給廣東省國土資源資訊中心，為防汛單位提供了對確定

受災範圍十分重要的決策依據。 

 

 

 

 

 

 

 

 

 

 

 

 

 

 

 

 

 

圖 3-9  廣東省水災雷達遙感圖像 

 15

http://www.cuhk.edu.hk/ipro/images/060719SatellitePhoto.jpg�


珠江三角洲衛星遙感與地理資訊系統於城市水災以及地面沈降災害減災應用技術考察報告 

 

（2）衛星遙感技術開展珠江三角洲地區城市環境綜合調查 

珠江三角洲地區近二十餘年來，經歷了舉世矚目的快速的城市化過程。城

市擴展、人口劇增以及工業企業快速增長，使到這一地區面臨著一系列的生態

環境和地質環境問題，包括水資源狀況惡化、土地資源退化、不透水層增加與

城市熱島效應、洪澇災害、鹹潮、以及地面沉降等，已經成為該地區可持續發

展的制約因素。其中，城市不透水層與地面沉降問題日益突出。 

不透水層 (impervious surfaces) 定義為諸如屋頂、瀝青、水泥道路以及停車

場等具有不透水性的地表面。近年來，不透水層是城市化的重要特徵，並且認

為是衡量城市環境品質的關鍵指數。已有研究成果表明，城市不透水層的增

加，一方面將提高同樣降雨條件下的地表徑流量和河川徑流量，造成城市排水

和防洪壓力加大；同時，嚴重阻隔地表水迴圈過程，削弱降雨下滲對地下水的

補給，導致城市地表下沉和水源污染等系列問題。另一方面，由於不透水地面

取代了原來的農田和森林植被，地面通過植物蒸騰作用散發的熱量減少，使得

城市熱島現象更為普遍。因此，識別和繪製不透水層空間分佈並分析其時空變

化過程，不僅對城市環境管理（水質評估）還是水利（防洪）或規劃（城市擴

展）等相關部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地面沉降是城市化進程中普遍存在而不容忽視的地質環境問題。這種連續

的、漸進的、累積式的地質災害，其過程緩慢且不可逆，一旦行成便難以恢

復，給城市發展帶來巨大的危害並威脅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由於過量開採地下

水資源和填海造地等人為活動，迄今為止，中國已有 17 個省、市、自治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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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個城市和地區發生了不同程度的地面沉降，沉降總面積達 5 萬多平方公里，

而其中約 80％分佈在東部沿海地區。尤其在長江三角地區和環渤海地區等現代

三角洲平原已形成超巨型沉降漏斗，地面沉降在整個區域呈擴展之勢令世界矚

目。 

為此，香港中文大學太空與地球資訊科學研究所充分利用設立在中文大學

的衛星遙感地面站等設施，建立以衛星遙感、城市與城市群地理資訊系統和都

市人居環境分析與模擬等方面的研究隊伍，利用多源衛星遙感資料，在珠江三

角洲地區開展城市環境綜合調查與災害監測等研究，包括城市不透水層現狀調

查、城市擴展監測、近海油污和水質監測、城市水災以及地面沉降災害監測

等。這些遙感資料結合城市其他基礎訊息，可以提取城市生態環境參數，為城

市環境評估和減災防災提供重要的訊息。  

珠江三角洲地區自改革開放以來到上世紀末三個時期的城市擴展情況，分

別由 1979 年、1990 年和 2000 年的 Landsat TM/ETM+衛星遙感圖像監測得到。

結果表明，1979-2000 年這段時間，該地區土地利用和土地覆蓋發生了劇烈的變

化，以東莞市為例，城鎮面積增長了近三倍，城市化比例由 1979 年的 13%增長

到 2000 年的 51%，城鎮迅速擴展，給城市自然生態環境和人居環境帶來巨大壓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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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珠江三角地區城市擴展衛星遙感監測 (1979 年-2000 年) 

利用 2003 年 10 月 18 日 SPOT 5 衛星遙感圖像，獲取的香港維多利亞港兩

岸城區不透水層百分比 (impervious surfaces percentage, ISP) 資料，位於九龍和

港島的大部分城區具有很高的不透水層百分比，基本在 60％以上，而位於圖像

底部和右上角的郊野區域則低於 40％。那些具有高 ISP 的城市地區，人居環境

品質、城市排污以及防洪洩洪將受到嚴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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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香港九龍港島地區不透水層衛星遙感監測 

採用先進的衛星雷達遙感干涉測量技術獲取的 2005 年至 2006 年期間香港

城市部分地區地面沉降監測結果。所用的遙感資料全部來自於香港中文大學衛

星遙感地面站接收的 ENVISAT 遙感衛星高解析度雷達圖像。初步監測結果表

明，香港城區大部分比較穩定。與此同時，中文大學也挑選某些特定區域，利

用衛星遙感技術開展長期的地面沉降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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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香港城市部分地區地面沉降衛星遙感監測 (2005 年-2006 年) 

 

（3）利用衛星遙感監測香港水域海面油污 

香港是由水域環繞的城市，周圍水域的環境品質直接影響香港的經濟發展

與生活素質。香港與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造就了港口碼頭的增加與水路運輸的

發展，然而，我們需要面對由此而來的海面油污等環境問題。目前，全球 90%

的天然石油及油產品，由油輪運送到世界各地的沿海煉油廠，大量的石油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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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無可避免地引起海洋污染問題。48%海洋污染是由燃油產生，其餘 29%是

由非法的油輪清洗或艙底清污引起，油輪意外所引起的污染只佔海洋油污的

5%。據估計，每年全球溢出海洋的原油多達四百五十萬公噸，相等於每星期都

發生一次巨型油輪意外。香港是世上最繁忙的海港之一，每天有數以千計的船

隻進出本港水域。當局必須在本港及鄰近水域有效地監察各種引致海洋油污的

事件（如油輪清洗及艙底清污）。 

香港中文大學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最近利用衛星遙感成功監察及發

現在香港沿岸水域出現的油污事件，遙感地面接收站於 2007 年 6 月 5 日接收了

一幅 ASAR 衛星圖像，圖像經處理後顯示香港附近水域的海面油污，包括整體

海面油污及「疑似」油污的分佈情況（圖 3-13）。當中兩處經進一步分析後，

確定為海面浮污（圖 3-14）。 

本次分析顯示衛星遙感能有效地監察各種引致海洋油污的事件，將繼續利

用 ASAR 衛星圖像進行偵察海面油污的研究，當油污偵察的計算法及研究方法

開發完成後，協助政府有關部門維護香港及周邊水域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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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衛星遙感地面站 2007 年 6 月 5 日接收到的香港附近水域油污分佈圖像 

 
 
 
 
 
 
 
 

 

圖 3-14 左圖為海面油污圖，右圖為船隻引起的海面油污 

 

 

 

 22 

http://www.cuhk.edu.hk/cpr/images/070731_1.jpg�


第三章 參訪心得及建議 

（4）利用衛星分析森林火災損失 

在 2007 年 11 月 26 至 27 日，香港大嶼山牛牯塱一帶發生了嚴重的山火。

香港中文大學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與北京宇視藍圖資訊技術有限公司合

作，利用該公司提供的中國北京一號衛星遙感圖像分析是次山火燒毀林木的範

圍。該衛星圖像是於 11 月 28 日 10 時 53 分拍下的 32 米分辨率的多光譜遙感圖

像，與同年 11 月 13 日相同衛星圖像（火災前）進行對比分析比較，明顯分辨

出被山火燒毀林木的範圍（見圖 3-15 及 3-16，紅色代表山坡上的植物，而黑色

代表被山火燒毀的範圍）。經電腦初步分析，被燒毀植被面積大約有 300 公

頃。根據 28 日同一天獲取的衛星圖像，還可以發現深圳大亞灣北部正在燃燒的

森林火災（見圖 3-17）。 

 

 

 

 

 

 

 

 

 

 

 

圖 3-15  北京一號衛星圖像（黑色顯示被大火燒毀的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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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北京一號衛星圖像（顯示山火之前的植被狀況） 

 

 

 

 

 

 

 

 

 

 

 

 

 

圖 3-17  北京一號衛星遙感圖像顯示大亞灣北面的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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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利用高級合成孔徑雷達提高颱風預報精確度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衛星遙感接收站於 2008 年 4 月 18 日早上 10 時 31

分接收到正位於海南島東南面海上的颱風“浣熊”的 ENVISAT 衛星高分辨率

ASAR（高級合成孔徑雷達）傳感器微波圖像（見圖 3-18）。該圖像能清楚看

到颱風的風眼和周圍海面上的動態。該颱風可能是有史以來最早在 4 月中旬就

接近香港的颱風。從圖像中可以看出，在 10 時 31 分，颱風中心位置大概位於

北緯 18.1 度、東經 111.3 度。 

 

 

 

 

 

 

 

 

圖 3-18  2008 年 4 月 18 日早上 10 時 31 分 ENVISAT ASAR 圖像快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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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太空與地球資訊科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根據此圖像計算，繪製出颱風

風場圖像（見圖 3-19）。傳統的可見光或紅外衛星圖像雖然可以捕捉到颱風位

置（見圖 3-20），但是無法獲得颱風的風速和風向信息；衛星散射計數據可以

獲得風速和風向信息（見圖 3-21），但是由於其解析度較低，無法捕捉到颱風

的細微結構。因此，ASAR 圖像具有其特有的優勢，可以直接計算出高分辨率

颱風的風速和風向，從而可以結合颱風預報模式，提高颱風預報精度。 

 

 

 

 

 

 

 

 

 

 

 

 

 

圖 3-19  根據 ASAR 圖像繪製的颱風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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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  2008 年 4 月 18 日早上 11 時 FY2C 衛星紅外圖像 

 

 

 

 

 

 

 

 

 

 

圖 3-21  QuikSCAT 散射計計算出來的 2008 年 4 月 17 日颱風風場 

 

 

 27

http://www.cuhk.edu.hk/cpr/images/20080418-3_jpg.jpg�
http://www.cuhk.edu.hk/cpr/images/20080418-6_jpg.jpg�


珠江三角洲衛星遙感與地理資訊系統於城市水災以及地面沈降災害減災應用技術考察報告 

4. 心得及建議 

本次參訪由香港中文大學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鄒經宇教授接

待及介紹，由衛星遙感地面接收站站長介紹接受站設備及相關接受訊息處理作

業，專業顧問彭亦彰博士詳盡介紹歷年研究成果，並針對地表沉陷及水患等災

害防制方面，交流衛星影像監控及地理資訊的應用方式，另外並與負責地理資

訊系統處理的何捷副研究員等人進行交流討論。 

 

 

 

 

 

 

 

 

 

圖 3-22  本次參訪由鄒經宇教授陪同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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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地面接收站站長詳細解說相關設備 

 

 

 

 

 

 

 

圖 3-24  由彭亦彰博士介紹及交流歷年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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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歷年對於遙感及地理資訊系統在設備上投入超過 9 千萬港幣

（約台幣 5 億元左右），接收站可以接受第一手資料並即時監控，對於研究或

應用上有相當大的助益。台灣目前在遙感及地理資訊系統相關業務則散佈於個

機關，對於圖資及即時資訊的取得及後續應用均需透過跨機關的申請或購置，

對於圖資的應用範圍及即時性均受限制，因此未來可考量將前端調查跟後端應

用的業務結合，使圖資的取得及應用可達到一貫性及即時性：或是可以透過共

通資訊平台的建立，利用雲端處理的概念進行原始圖資及應用成果的分享，亦

可達到相同的效用。 

 

 

（二） 拜會廣州地理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參訪資源環境研究中

心、環境地質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信息中心及廣東省遙感與地理信

息系統應用重點實驗室等相關單位。 

1.廣州地理研究所 

廣州地理研究所最早成立於 1958 年，原屬中國科學院，現隸屬於廣東省科

學院，是華南地區唯一的綜合性專業地理科學研究機構。在廣東省區域發展戰

略規劃、區域發展研究、資源環境基礎和應用基礎研究等方面完成和累積大量

研究成果，完成各類科研項目近 500 項， 1995 年評為廣東省十大優秀研究開發

機構。該所內設有廣東省遙感與地理信息系統應用重點實驗室，擁有世界級的

遙感與地理信息系統應用的設施和設備，著重開展中國南方生態環境動態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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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農業環境與災害監測應用、公益性資源環境信息處理及交換技術等方向的

遙感與地理信息系統應用研究。 

 

 

 

 

 

 

 

圖 3-25  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 

 

 

 

 

 

 

 

 

 

圖 3-26  廣州地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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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  廣州地理研究所在珠江三角洲有關都市規劃之研究 

 

 

 

 

 

 

 

 

 

 

圖 3-28  廣州地理研究所針對廣東省天然災害劃設之區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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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9  針對廣州之地質災害發展風險評估模式並劃設分析圖 

 

2.資源環境研究中心及環境地質研究中心 

資源環境研究中心主要則著重於華南地區自然（水土）資源綜合開發利

用、區域可持續發展、國土資源優化配置、區域生態環境安全綜合評價與恢復

治理研究等研究方向；環境地質研究中心則對於熱帶亞熱帶環境演變研究、工

程地質建設條件評估、地質災害綜合防制與預警系統、水文地質勘查與評估等

面項，曾經進行海平面上升對廣東沿海經濟發展的影響及對策研究、國道 324

線廣東雲浮段邊坡穩定性研究、珠江口海相層乾化殼及其對近海工程影響研究

及人地災害信息化防治技術等研究。 

 

 33



珠江三角洲衛星遙感與地理資訊系統於城市水災以及地面沈降災害減災應用技術考察報告 

 

 

 

 

 

 

 

圖 3-30  珠江河口鹹潮之遙感監控圖 

3.資源與環境信息中心 

資源與環境信息中心則基於遙感、地理信息系統、全球定位系統（3S 技

術），著重於華南生態環境動態監測、農業環境與災害監測應用、空間管理信

息系統應用開發、資源環境基礎地理信息庫建設集成、數位城市研究開發及圖

文處理等，相關研究包含廣東省金科網絡資源與環境信息系統及應用研究及城

市人防綜合信息系統研究與應用示範等。 

 

 

 

 

 

圖 3-31  流溪河流域地質災害孕災環境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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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心得及建議 

本次參訪由黃光慶副所長接待並介紹該所之重點研究項目，並分別與資源

與環境信息中心鍾凱文主任、地理空間訊息技術與應用公共實驗室周霞主任及

劉凱博士等人交流，對於派塘、花都、廣北地區及湛江地淤地表沈陷及淹水問

題進行瞭解，同時並交流在地理資訊系統於都市內之應用（管線分佈及都市規

劃等），分享與廣東地震局及廣州城市規劃設計研究所相互合作在都市防災規

劃（防災公園及避難路徑等）之經驗。 

 

 

 

 

 

 

 

 

 

 

圖 3-32  參訪之接待人員 

（中為黃光慶副所長，右一為鍾凱文主任，左一為劉凱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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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資源與環境信息中心鍾凱文主任介紹歷年研究成果及未來重點 

 

 

 

 

 

 

 

 

圖 3-34  廣東省遙感與地理信息系統應用重點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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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地理研究所在編制及研究方向上，與本所定位較為接近，有別於香港

中文大學可以取得第一手資料，對於圖資的取得亦需透過其他途徑取得，再進

行相關研究項目。但廣州地理研究所在遙感及地理資訊系統的應用廣度非常

廣，包含珠江三角洲流域演變、廣東山區土地利用、國土資源開發利用、經濟

特區地理研究、區域發展與規劃研究、水資源生態保護與利用、地質環境與自

然災害防制及城鄉規劃等面項，甚至亦涉及農業及旅遊等相關應用，若干新穎

的科技研究項目可做為本所未來研究發展方向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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