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ʪǏ(ȩ�

JțŹAƶēßǱʁi�

(Ȩƍ�

�

�

�

ȣȕâÄŻ�
�

�

�

�

�

�

�

�

�

òɥËiˮ�aʪǏ(ȩ�

ǭRËiˮÒǽQîëöíǺ±ʤƻǭǹQ9

QɅƣÒ 
	�  
� ž �� q



QũUɘ	

	 ƶēÙ§W~ɹÿǦǚŁǙæȼŸɟʁƾ「ǝmƶēÙ§ǦǙæ

�~˦#dŀ<ȼȷĬ<「HȘǮè˃ˎaÏ8é「UŽʝCǙæK

ǦTüEƃƍf½Ǖ~ƶēʁƾSǫʽʤƻʁiȼ�ƅâÄ「¤ÂƬ

ƶȢęê ƁƟ¹ɑt3}Dɏa˂Ò×rȳćƍĊȔƩɴS 13 Ɍ

ƶēqƷǎ˩�ƅ「a±Ò×ƻȥQ9òʒÒ×�ǜǨƻf½ɢǠQ

ɪʒǂʻĜȇÓȃǫʽʁi「ĆCƆaY¡)Ȝ˕Ġ¸ʙʡƚˁ�Ȑ

Đǳm�ʪȼʺšȜʆEƝéƃƍʠǜǋ]ˢ、ȾǺÍȌȗ(UAS)I

ş 6ɌLùƶē§Ý「aȾI3}ʟɏJțgwÙɒƕÛ(Ȩ「żȓ

ĆJțƕÛȼƜąʷĕ3}ïǣmĠ¸ÙÕ「aƕŝĐǳǢÙǕƭE	

ƃƍFɧɢSȌȗĠ¸ȵɸlǜȯØËHf½˕˒Kƈʼǫʽƶē

ʁƾPʠǜÕđïǣǦl)ǫYƢʋEƃƍ˃VĆʁi/f「ɸlǜ

ȯĻʜVɠȻǈǩ�ƶēǓƭ「P(ɴ4ȦmƶēʺǥFˑ�zSŸ

ɟ3˔ɨe「Ĉmɟƻƶēɷʧa±ƦȦǥĐ~ʟHƞǦğ E	

	
	
	

ʽʴôˮƶēʁƾD&�$DȌȗĠ¸DƜą3}ʷĕÕDJțƕÛ



�aʪǏ(ȩ� JțŹAƶēßǱʁi(Ȩƍ� ȣȕâÄŻ�

I 

 ǩʳ�

Ȃ 
 ǿ� ȴŸ����������������������������������������������������������������������������������������������������������������������������������������
�


�
� ɢǠȟʂȼǩǦ����������������������������������������������������������������������������������������������������������������������
�


��� ɢǠÖˆ�����������������������������������������������������������������������������������������������������������������������������������
�

Ȃ � ǿ� ĖkǩƔ����������������������������������������������������������������������������������������������������������������������������������

��
 Ėk˖ǩ��������������������������������������������������������������������������������������������������������������������������������������

���� ĖkƴǶ������������������������������������������������������������������������������������������������������������������������������������

Ȃ � ǿ� ĖklƮ����������������������������������������������������������������������������������������������������������������������������������

��
 ɑtʁiɆˌ±fǗ�����������������������������������������������������������������������������������������������������������������

��
�
� ɑt3}�����������������������������������������������������������������������������������������������������������������������������

��
��� ¨JɌƶēqƷǎ˩±ƶēȞ�ƅ������������������������������������������������������������������������������

��
��� �ȻǂʻĜȇÓ�ɧCƆĐǳ���������������������������������������������������������������������������������������

���� aǋ]ˢ、ȾǺÍȌȗ˪&�$˫ɆˌLùƶēÙ§ßǱʁi����������������������������������������

����
� ĐǳȌȗ^˒ɗk��������������������������������������������������������������������������������������������������������
��

����� ĐǳȌȗɛ�ɧɢ���������������������������������������������������������������������������������������������������������
��

Ȃ  ǿ� CƆĐǳ�������������������������������������������������������������������������������������������������������������������������������	�

�
� ¼Ȣęɑt3}���������������������������������������������������������������������������������������������������������������������	�

��� ¨JɌqƷǎ˩�����������������������������������������������������������������������������������������������������������������������

���&�$ JțƕÛ(Ȩ�������������������������������������������������������������������������������������������������������������������

���
�&�$ Iş±3}ɌǗ�������������������������������������������������������������������������������������������������������

�����&�$ JțƕÛ(Ȩ������������������������������������������������������������������������������������������������������������

� �ȻǂʻĜȇÓ�ɧCƆĐǳ�����������������������������������������������������������������������������������������������

��� ʁɣĐǳ����������������������������������������������������������������������������������������������������������������������������������	�

���&�$ BǜS�˥(ɴ�������������������������������������������������������������������������������������������������������������
�

Ȃ � ǿ� ȣȕȼ(ɴ�����������������������������������������������������������������������������������������������������������������������������

��
� ȣȕ��������������������������������������������������������������������������������������������������������������������������������������������

���� �`(ɴ������������������������������������������������������������������������������������������������������������������������������������

Ȃ � ǿ� Ėkʟ#±¼˖âÄŻRâ�����������������������������������������������������������������������������������������������

Ȃ � ǿ� ĖkÖˆ��������������������������������������������������������������������������������������������������������������������������������

l ʿʳ�D¼˖Žɴȍʳ�

l ʿʳ �DāƈȍʳĿɚ±Ïə�

l ʿʳ �DʒǗW˖ƙƊɒ�



�aʪǏ(ȩ� JțŹAƶēßǱʁi(Ȩƍ� ȣȕâÄŻ�

II 

Õǩʳ�
Õ 
DɢǠĖkƴǶÕ���������������������������������������������������������������������������������������������������������

Õ �DǏ(ȩ 
� ɌƶēqƷǎ˩ƶēɷ¥�ƅƍnȼÃǕƖ)��������������������������������

Õ �Dj¦ęǘɂ§ƸǃĒƶēIşȇÓÕ����������������������������������������������������������������
	�

Õ Dj¦ęǬʹ§ȭƎƶēIşȇÓÕ��������������������������������������������������������������������
	�

Õ �DúɋǊǬƼÅʩƶēƠIşȇÓÕ��������������������������������������������������������������������

�

Õ �D˦ˋėǏʈƼƶēƠIşȇÓÕ������������������������������������������������������������������������

�

Õ �DƌÔɟäĖƑ§IşȇÓÕ���������������������������������������������������������������������������������
��

Õ �Dj¦Ǵ˅ƶƥƵãIşȇÓÕ�����������������������������������������������������������������������������
��

Õ �DƜą3}ʷĕȇnCȚĔƶē�����������������������������������������������������������������������������
�

Õ 
	Dƃƍɛ�ɗkSȜ˕^˒ȼĐǳl)ǳĿÕ�������������������������������������������������
��

Õ 

DȌȗĠ¸�ȵƇƓÕ��������������������������������������������������������������������������������������������
��

Õ 
�D¼ȢęƟ¹3}ĐǳǳĿÕ˪aj¦ęǉn˫����������������������������������������������	�

Õ 
�D¼Ȣęɑt3}Lʌ˕˒˪a �	
�  j¦ęǉn˫������������������������������������
�

Õ 
DIɌʫʵƟ¹3}ĐǳǳĿÕ˪aj¦Ǭʹǉn˫�������������������������������������
�

Õ 
�D
� ɌqƷǎ˩Đǳ˪aȻ¦Ƽǉn˫����������������������������������������������������������������

Õ 
�Dj¦ęǬʹ§ȭƎƶēƜą3}������������������������������������������������������������������������

Õ 
�DƌÔɟäĖƑ§Ɯą3}�������������������������������������������������������������������������������������

Õ 
�Dj¦ęǘɂ§ƸǃĒƶēƜą3}���������������������������������������������������������������������

Õ 
�Dj¦Ǵ˅ƶƥƵãƜą3}����������������������������������������������������������������������������������

Õ �	DúɋǊǬƼ«yƶēƠ������������������������������������������������������������������������������������������

Õ �
D˦ˋėǏʈƼƶēƠ�����������������������������������������������������������������������������������������������

Õ ��D&�$ JțĐǳǳĿÕ˪aj¦ƸǃĒǉn˫����������������������������������������������������

Õ ��D&�$ Ɯą3}ĐǳǳĿÕ˪aƌÔëǁǉn˫�����������������������������������������������

Õ �DǂʻĜĐǳǳĿÕ���������������������������������������������������������������������������������������������������

Õ ��DƶēÙ§ȇÓ�����������������������������������������������������������������������������������������������������������

Õ ��DǀØrɵ§ĐǳǳĿÕ����������������������������������������������������������������������������������������	�

Õ ��DƶēʁƾĐǳl)˪aʽƺǅÙǉn˫�����������������������������������������������������������	�

Õ ��DɢǠÞɏʟ#��������������������������������������������������������������������������������������������������������	�



�aʪǏ(ȩ� JțŹAƶēßǱʁi(Ȩƍ� ȣȕâÄŻ�

III 

ɒǩʳ�
ɒ 
D�
  Ⱥ 
	�  ȻǈƃĔɑt3}ʁiɒ���������������������������������������������������������������

ɒ �D�öɑtȌȗɛƋ������������������������������������������������������������������������������������������������������

ɒ �DHȿ &�$ ȌȗɛƋ������������������������������������������������������������������������������������������������
�

ɒ D&�$ Işvʻ±ǫʽʁɣ����������������������������������������������������������������������������������������

ɒ �D3}ɌǗFˑSʉǯ˥Cƃ������������������������������������������������������������������������������������

ɒ �DêǷʉ˥±ĐǳĠ¸Ǧ�ȧ˩Ƣʋ����������������������������������������������������������������������

ɒ �D
 Ɍ &�$ JțƕÛFˑvǶ±Șʀeȅ��������������������������������������������������������������

ɒ �DʺǥƍzāƕÛSǫʽɛƋ±~Ƌeȅ���������������������������������������������������������������

ɒ �DRɘ°ȼ]�ʬȨɒ������������������������������������������������������������������������������������������������



�aʪǏ(ȩ� JțŹAƶēßǱʁi(Ȩƍ� ȣȕâÄŻ�

1 

Ȃ 
ǿ� ȴŸ�


�
� ɢǠȟʂȼǩǦ�

ȻǈiØ�ǖżëǦƄƶë˄Ɛʩȟ「a±�OǟƶƱǚǑżɹ

ÿǦƄ¬#ȪĔ¦ȟ「W~ƶēȞʸʣH©ê�ʮ「�~êƖǦƶē

Ù0ȼǚŁǙæEǌȰƶēÙ§FɊɉɹÿSǚǑȼŸɟʁƾ�~˦

#dŀ<ȼȷĬ<「HȘǮè「˃ ˎaÏ8é「UʝCǙæKǦTüE

�aʪq��hFƶēȆǗƮGȼFf˥ƶēȆǗɢǠG「ʲĈƶēÙ

§�ùɛ�ȆǗ¯�「ǉÐB4Ȧȗȉɛ�ƶēÙ§「¤ÂŸɟțɵD

ɷǡǨƻȼʺǥɨe「bˑ(ȨHʁiȌȗf½Ġ¸ʍ ȆǗEɫȌ

ȗaʁiĦ0)�õȻǈƶēǦǚŁǙæa±ɷʧȃǫʽʁɣ「Ɉa

ʍ Ǚæ3˔ɨeDƶērɵ§ȆǗDÒ×ƻȥ×Ù�ǜ±ʺǥʁi

ȆǗ「Pf½Ǐ(ȩƟ ʁiaʣ�~cʠǜE�

�


��� ɢǠÖˆ�

ƃÖˆǝÒǽQîëöíǺ±ʤƻǭǹQ9Sɑtƻʰ±ĉȾ

Ā。ûȼÙǗʁɣȌȗĀ。ûȔC「ƃÖˆuHu~Ɵ¹D~{GD

~ɿcȼlÆǦćƑ]ÈȔȤ「RɘÞɏƑ¢¤Âş3ƻʰDʤŀN

ƻȃɲê˒ÀǦǺʻʁɣ�ƅHɐǥĐE



�aʪǏ(ȩ� JțŹAƶēßǱʁi(Ȩƍ� ȣȕâÄŻ�

2 

Ȃ �ǿ� ĖkǩƔ�

ƃòʒɢǠRɘʙʡ(ȨȜ˕)Ġ¸「~cǦɜɝ¥ƶēÙ§Ɵ

¹ɷʧ「¤ÂǨƻǂʻĜÙ0ɷ¥「�ɧ°ȮĠÚǂiȞ「Pʙʡǋ

]ˢ、ȾǺÍȌȗ˪&�$˫ǦƶēÙ§JțÙ0(ƕ「mȞKǇɞż

jǕÙƒƭ「aƁʍ ȆǗǚŁǙæP(ǽ~cǦʾɵƗ�E�

�

��
 Ėk˖ǩ�

HDĆƃʪFÒ×�ǜǨƻɢǠGòʒɢǠF(ǽƟ ƶēÙ§ɑt

3}「aF·ƈɩGSl)˪P�ǉ 27=/;7/= ȼ 27=;+7/= 「˫ȏ�ƃ

ȩĘ´ƍ(ȨSFƶēÙ§ȆǗʁɣȜG「RoƃʪŒ¡ǫʽƑ

¢°Ŝ「Pʇɏʁɣ�ʺaȄˮ�

˪H˫ơ 
,¼ȢęƶēÙ§ȇÓɑt3}ÕƘ�


�Ro �
  ȼ �	  ± �	  Ɲ �  #¼Ǫʐę±Ȣ�ę�ƶēÙ

§ȇÓɑt3}ÕƘ�$"!% Ȍ�D �+7.<+= Ȍ�3}ɗkǉ

R�E�

��Ro �	  �Â�a4ơ ¼Ǫʐę±Ȣ�ę�SƶēÙ§ȇÓɑ

t3}ÕƘ¯��ǴɑXɍD $"!% Ȍ�3}ɗkǉR�E�

˪X˫ɏa˂Ò×rȳćƍĊȔƩɴS 
� ɌƶēqƷǎ˩Ù§「�



�aʪǏ(ȩ� JțŹAƶēßǱʁi(Ȩƍ� ȣȕâÄŻ�

3 

ƅ�ƶēȞɷ¥ľ0E�

˪J˫ʒǗ�ȻǂʻĜȇÓ�ɧCƆE�

XDaǋ]ˢ、ȾǺÍȌȗ˪&�$˫ʟɏ¼ȢęƶēÙ§ßǱʁiɆ

ˌ「ȏ�FƶēÙ§ȆǗʁɣȜG「tŞëƶēȆǗ°ȼđ˒S

Ƹ#±Ĩ#「x�ƶēȆǗƗ�E�

˪H˫ʲĈƶērɵDqƷǎ˩±ǒù§iǦȃM¾˜Û「¼Xù �

ɌƶēƠ˪½ɢ � Ɍ˫ʒǗˮ˪ ĀˇÙ˩·mĖkŽɴɤɱs

Ɯ˫�


�ƶērɵˮj¦ęǘɂ§ƸǃĒƶēDj¦ęǬʹ§ȭƎƶ

ē�

��qƷǎ˩ˮúɋǊǬƼÅʩƶēƠDȻ¦ƼÅʩƶēƠ�

��ǒù§iˮƌÔɟäĖƑ§DɃƉȁ«ˍē˝Ɨ�

˪X˫ơɌƶēƠSȇÓaMʃʡ �Ġl�ʮǉ¯�E�

˪J˫ǺIǍǐ3}SÙ˒ɠƅ#˘�m�Â��	-6E�

˪Î˫[ɾ˖ǩˮ�


�ǺICƆSơ,1ɀǍǐ3}gwƘ「3}Ƌ)˘ǉ �i�

�Â�aKS �"� Ƌ)D %��� Ƌ)Ǧ3}E�

��gwɒ˒ƕÛ��$���

��Ɯą3}ʷĕÕ�



�aʪǏ(ȩ� JțŹAƶēßǱʁi(Ȩƍ� ȣȕâÄŻ�

4 

�ȜƋƕÛ�!��D��)D"�* ± �)���

��(�$� ĥƔȌȗ�

˪Z˫ǋ]ˢ、ȾǺÍȌȗ˪&�$˫mª ʒǗƶēȆǗǫʽƑ¢「

¤J 
�ƶērɵ§�ɧȼɢǠŝùD��qƷǎ˩Ǩƻ± ��ǒù

§iāɴƍbȃ「�Bǜđ˒NɤDHɐˑƧDȘʀȠ�ȃS

�˥(ɴE�

JDʬ½ƃȩŽɴvʻùƁ¶ʺĖkŽɴ˪Ⱥċ � ƛǉ¯� 「˫Pf

ǗŽɴȍʳE�

ÎDʬ½ƃʪƶēȆǗāɴŽŽɴvʻ「âÄƃƍǭǹCƆE�

���� ĖkƴǶ�

�

�

�

�

�

�

�

�

�

�

�

�

Õ 
DɢǠĖkƴǶÕ



�aʪǏ(ȩ� JțŹAƶēßǱʁi(Ȩƍ� ȣȕâÄŻ�

5 

Ȃ �ǿ� ĖklƮ�

��
 ɑtʁiɆˌ±fǗ�

��
�
� ɑt3}�

ƃƍĆʬ½Ro �
  D�	  ± �	  ȃ � #¼Ǫʐę±Ȣ˪ ę˫

ƶēÙ§ȇÓɑt3}ÕƘ˪$"!% Ȍ�D �+7.<+= Ȍ�3}ɗkǉ

R E˫g �	  a�ǦƶēÙ§ȇÓɑt3}ÕƘ「|~ �+7.<+= Ȍ�

ʤƻʁi·alǜ「ǝmɫŀƻÍʲĈȻǈÙ§ǦIşƛgMê「�

�KìƤȃÐȑ「ǫʽʁi_ˑêvĢǦŌOkƑ˯a±Ro �	  

˪Â˫a4「ơ ¼Ǫʐę±Ȣ˪ę˫SƶēÙ§ȇÓɑt3}ÕƘ

˪aǴɑXɍD $"!% Ȍ�3}ɗkǉR E˫˙ɢRoSȻǈƃĔɑ

t3}ʁiðɒ 
Fǳ「�ɑtȌȗɛƋðɒ �E�

ɒ 
D�
  Ⱥ 
	�  ȻǈƃĔɑt3}ʁiɒ�

 d� ŀƻÍ� ɠƅ#�ȋ��

�
� �+7.<+=�
� �	�

�	� �+7.<+=����� �	�

�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aʪǏ(ȩ� JțŹAƶēßǱʁi(Ȩƍ� ȣȕâÄŻ�

6 

��� $"!%��� ����

��� ǴɑXɍ� ��

��� $"!%��� ����

��� ǴɑXɍ� ��


		� ǴɑXɍ� ��


	
� ǴɑXɍ� ��


	�� $"!%��� ����


	�� $"!%��� 
���


	� $"!%��� 
���


	�� $"!%��� 
���


	�� $"!%� Ȍ�� 
���

�

ɒ �D�öɑtȌȗɛƋ�

ɑt� ƯƠ���,+7.<��
ƯƠȇÓ�B

6��
ɠƅ#�6�� }Ğă�46�� ʞƁ�.+@<��

�+7.<+=
C�� ȚDȎDʖȎé�� ƯƠ�� 	��	A	��	� �	� 
��� 
��

�+7.<+=C�� ·ɚ�ɳDʖȎé�� ƯƠ�� 	��A	���� 
�D�	� 
��� 
��

ǴɑXɍ� ·ɚ�ɳDʖȎé�� ƯƠ�� 	��A	���� �D�� �� 
�

$"!%��D�� ·ɚ�ɳDʖȎé�� ƯƠ�� 	��A	���� 
��D�� �	� �A��

�

��
��� ¨JɌƶēqƷǎ˩±ƶēȞ�ƅ�

ǉȵ~ VɠÐƤvɷʧȼ]ǉ(ǑFʝCǦ�T3˔「¤Âá

ʾȽ(4ĈƬēƶƴǦçƹDƫ³Ð-ˀˏʝCƫʢƪ�ǦàǸ「a

±Ðëč#Ʊƴȼǂƨ�ŠɷFʝCƬēqɎǦǕɺȃ「pɏa˂Ò

×rȳćƍĊȔƩɴS 
� ɌqƷǎ˩ǉƶēǨƻ�ƅʯ˩E
� Ɍq

Ʒǎ˩��ǉˮ�


� ǊǬƼÅʩƶēƠ�

�� Ȼ¦ƼÅʩƶēƠ�



�aʪǏ(ȩ� JțŹAƶēßǱʁi(Ȩƍ� ȣȕâÄŻ�

7 

�� ƌÔɟ˓DjďÅʩƶēƠ�

� jȁjɹ±˚�ƿÅʩƶēƠ�

�� ȻQƼ±2ǆÅʩƶēƠ�

�� Ǆƥƿ³ÅʩƶēƠ�

�� ÌμĚɓÅʩƶēƠ�

�� Ȼ«IȲÅʩƶēƠ�

�� Ȼ«˨ʱƶēƠ�


	� ˦ ˋȽʣƼÅʩƶēƠ�



� ˦ ˋėǏ±pƲƶēƠ�


�� ȻƄȢ«ʘ�ʆƠƶēƠ�


�� Ɂɇƿ³ÅʩƶēƠ�

Ɲ˖kƑʯ˩Øm�ƅ]ĖƓʝǑ「�kuÁ~ÐǻácBFʝ

CǦqɎȼƷǸ「aǫĈ˦ǂȞɢȅqɎ±ƷǸS˒Ǹ「P��aF~

ɧnG±FǋɧnGȠɍ§�ƶēɷ¥ľ0Eż4aɑt3}ÕƢĈ

ĀˇqƷľ0「ɗɒ�ƅ¾HqƷǎ˩�Ơ�ȐSqƷľƭE�Đǳ

l)ðÕ �「PĆ�ĕȼȜ˕^˒QE�

�

�

�



�aʪǏ(ȩ� JțŹAƶēßǱʁi(Ȩƍ� ȣȕâÄŻ�

8 

Õ 2DǏ(ȩ 13ɌƶēqƷǎ˩ƶēɷ¥�ƅƍnȼÃǕƖ)�



�aʪǏ(ȩ� JțŹAƶēßǱʁi(Ȩƍ� ȣȕâÄŻ�

9 

��
��� �ȻǂʻĜȇÓ�ɧCƆĐǳ�

ƃƍĆǂʻĜĐǳSǜĿØmƂmǂʻĜȇÓɯfƙɤvS�

ɧ°Ȯǫʽɮr「�QĠ¸FĐǳǦǂʻĜȇÓ¤ÂˮÒ×ƻȥQ9

òʒÒ×�ǜǨƻf½ɢǠQǦɪʒCƆa±m 
	�  

 ž 	� qǏ

(ȩF�ÄSǂʻĜȇÓEʚ�ȯȕƆS�ɧ¯ǗMǧǫ¾「Ǐ(ȩ

F�ÄSǂʻĜȇÓp�aʪÙa»SƶÝßƃÕʁi「ɫʁiǝȱ

ȏNƻƶģÙ0kǉßǱF(Ȩ「ȰÒ×ƻȥQ9òʒÒ×�ǜǨƻ

f½ɢǠQǦɪʒCƆǉʠǜê,Ɵ¹3}±ǂƨƕÛɢȅƶēÙ

0gw˦ǶƕÛ�����EƃƍĆ�ȯF�ɧ�¸ǂʻĜȇÓa �� 3

}l)ÃǕ「PaY¡)^˒ÃǕP�ĕmȜ˕Q「N·ʠǜǣÕǦ

l)ǫYƢĈEƝé「ƃĐǳĠ¸\RoɪʒCƆS˄y 
�ʮ�g

w˦ǶƕÛ��	 �č $#%�D 	 �čʓȾF ���ǉR�「PȼǂʻĜ

���f½E�

�

���� aǋ]ˢ、ȾǺÍȌȗ˪ &�$ Ɇ˫ˌLùƶēÙ§ßǱʁ

i�

ƃɢǠĆʲĈƶērɵDqƷǎ˩±ǒù§iǦȃM¾˜Û「¼

Xù � ɌƶēƠ˪½ɢ � Ɍ 「˫aǋ]ˢ、ȾǺÍȌȗ˪&�$˫ʒǗ

Ɇˌ¼ȢęƶēÙ§ßǱʁi「ĀˇkƑÙ˩ĘmȂHƛĖkŽɴ

�
	�  � ž �� q�QɤɱsƜ「Ć�ƞɧùǦ¸¦ƼÅʩƶēƠsŠ



�aʪǏ(ȩ� JțŹAƶēßǱʁi(Ȩƍ� ȣȕâÄŻ�

10 

ǉ˦ˋėǏʈƼƶēƠ「ɃƉȁ«ˍē˝ƗŠǉj¦Ǵ˅ƶƥƵãE

¼˜ÛƶēƠa±Fɛ�Ǧ˞ɏʆȞðLÕ �ȺÕ �ˮ�

�� ƶērɵˮj¦ęǘɂ§ƸǃĒƶēDj¦ęǬʹ§ȭƎƶē�


� j¦ęǘɂ§ƸǃĒƶē�

�

Õ �Dj¦ęǘɂ§ƸǃĒƶēIşȇÓÕ 

�� j¦ęǬʹ§ȭƎƶē�

�

Õ Dj¦ęǬʹ§ȭƎƶēIşȇÓÕ�



�aʪǏ(ȩ� JțŹAƶēßǱʁi(Ȩƍ� ȣȕâÄŻ�

11 

��� qƷǎ˩ˮúɋǊǬƼ«yƶēƠD˦ˋėǏʈƼƶēƠ�


� úɋǊǬƼÅʩƶēƠ�

�

Õ �DúɋǊǬƼÅʩƶēƠIşȇÓÕ�

�� ˦ˋėǏʈƼƶēƠ�

�

Õ �D˦ˋėǏʈƼƶēƠIşȇÓÕ�

���� ǒù§iˮƌÔɟäĖƑ§Dj¦Ǵ˅ƶƥƵã�



�aʪǏ(ȩ� JțŹAƶēßǱʁi(Ȩƍ� ȣȕâÄŻ�

12 


� ƌÔɟäĖƑ§�

�

Õ �DƌÔɟäĖƑ§IşȇÓÕ�

�� j¦Ǵ˅ƶƥƵã�

�

Õ �Dj¦Ǵ˅ƶƥƵãIşȇÓÕ�

�



�aʪǏ(ȩ� JțŹAƶēßǱʁi(Ȩƍ� ȣȕâÄŻ�

13 

�QơɌƶēƠSȇÓaMʃʡ �Ġl�ʮǉ¯�「ǺIǍǐ3

}SÙ˒ɠƅ#˘�m�Â��	-6「PRoǺICƆS1ɀǍǐ3}g

wƘ「�3}Ƌ)˘ǉ � i��Â�aKS �"� Ƌ)D %��� Ƌ)Ǧ3

}˯gwɒ˒ƕÛ��$��DƜą3}ʷĕÕDȜƋƕÛ˪Ƌ)ˑ¤Â

!��D��)D"�* ± �)�˫±(�$� ĥƔȌȗȃCƆʁiE�

ż4ʲĈaǋ]ˢ、ȾǺÍȌȗ˪&�$˫ª ʒǗƶēȆǗǫʽ

Ƒ¢「¤J 
�ƶērɵ§�ɧȼɢǠŝùD��qƷǎ˩Ǩƻ± ��ǒù

§iāɴƍbȃ「�Bǜđ˒NɤDHɐˑƧDȘʀȠ�ȃR��˥

(ɴE�

ǋ]ˢ、ȾǺÍȌȗ˪&�$˫�~Ɨ¡�-D®vʕʜD˦ɠƅ

3}Dvc<ĻDȘʀʋħDʋă˧ìƤƏb±ˉv·ʂˀǦ�˩「

ǢȾ˦ʋjv˪ ð �		� �čȾ˦ 「˫�Ù˒ɠƅ#·Ø �	 ��a�E

ǩ�ĝɚSÉǜ &�$ ȌȗɛƋðɒ �Fǳ「Ȱǝ &�$ FɗkSƜą

ʷĕ3}ĆðÕ �ÃǕmÙÕQE�

�



�aʪǏ(ȩ� JțŹAƶēßǱʁi(Ȩƍ� ȣȕâÄŻ�

14 

�

Õ �DƜą3}ʷĕȇnCȚĔƶē� �

�

ɒ �DHȿ &�$ ȌȗɛƋ�

˖ǩ� oȬ� ÑùȬ�

éɟ�

� �

ʭʌʯʰ� �
�		1� �
			1�

ʂ˞ʯʰ� ���		1� �
��	1�

ȦȾvʻ� �
� �ʶ� ��� �ʶ�

c¢Ǫ5� ��		6� ��		46�

˞ɏ˦#� �		6� �		6�

P�ƕ)�
Ⱦːȹ¡P��

]ǉʤP�

Ⱦːȹ¡P��

]ǉʤP�

īś� ǋ�ˡʣ� ǋ�ˡʣ�

Yk]g� � ]� � ]�



�aʪǏ(ȩ� JțŹAƶēßǱʁi(Ȩƍ� ȣȕâÄŻ�

15 

ƃɢǠÞɏʦ7ƮɛpŜ˪ ˘ÀƣȾĎǞɰǺÝ 「˫ǋ]ˢ、ȾǺ

ÍȌȗ˞ɏ˦#ż˦·ʣ 
��		 �čėº「ʛĝ˞ɏ˦#ǉ �		 �č

aL「Ĉǋ]ˢ、ȾǺÍȌȗǦ˞ɏ˦#±ʤPȇÓ「ˑpƣȾĎȾ

Ǻ�â�����	��	
��ɛùʒǗ「PØ�ǥ��ɛ�ʥǢǦʂʔ˩a±

˞ȾʆȞ「ƝéØYk &�$ ˘aFMóȶʌ]ȾǺÍ˞ȾkƑ「M

üÙ˒]ÈǚÆDɼǛ÷�「M3˔Ǖɏ˞Ⱦƀ¢��˗ĢGǉȮ

ʰ「Ǟɰ &�$�#"�$ kƑ「BÊǧ÷�ȆǗSɿ「pŜȾǺ�âȂ �

ƏFˁ�W˖Gɛ�kƑȇÓE�

ƃɢǠFlǜSǋ]ˢ、ȾǺÍȌȗ「˞ɏvˑʨXǺyãÙ「

Ù˒YP]È�¿「HiɻɿYPǋ]ˢ、ȾǺÍȌȗ˞ɏʂˀ「´

Hi�ɻɿ�kǋ]ˢ、ȾǺÍȌȗǦ˞ɏȇÓ�uÁ~ˈǲǑD

ˊ「P®vÏâȖYPȯEɄkƑƁʻðǥǚMƜĝDȝļȃbˈ

」Wbv「˃B�ʜʛâɫƛƳ¡S˞ȾȆ�ªɯËi�ðʥǜ�é「

PBmǥǚbˈDWb � Ċv�åĂP{âF˞Ⱦ÷�ǫʽWbâ

ÄɒGȺƣȾĎE�

ʲĈ4ȦƶēȆǗǫʽƑ¢「ƃƍmÞɏʡǶQĆɬȒɦʳ &�$

mƶē˞ɏnkS�ȧ˩「Č�ʲĈǒù˩iɗk˞ɏưĿW˖「ð

¼˜dŀÙ§�ƗdɧnD˝ƗÅÓ�SkƑƴǶȼȾIɛ�「P(ǽ

qƷǎ˩ɟƻlƮ�ɟƻ˛ǔDǂƨvƗ�EʲĈ�Ɍǎ˩ǨƻǛÇɗ



�aʪǏ(ȩ� JțŹAƶēßǱʁi(Ȩƍ� ȣȕâÄŻ�

16 

køC4ĆpŜ˞ɏvgD]ÈʬȨD4ɌǗvgDǛÇɛƋȃș½

LƔ「(ɴ4ȦnkSȘʀɛ�ȼ·ÞɏãÝȃ�˥(ɴE�

�

����
� ĐǳȌȗ^˒ɗk�

� ƃƍĆa�aʪǏ(ȩĘ´ƍøCSFƶēÙ§ȆǗʁɣȜGǉ

ßǱ「PafƀÍȀlǜ 78./�3< ʺš¯ñǰDʅĠ¸ �+?+$-;29= Þɏ

ǙæFVĂ「ǜEȀlǜ �%�� ȼ �+?+$-;29= (ƓȰC「Ɉǝ 5/+05/=

ʺƾÙÕʁiĦQǕ~Ǧïb「ÃǕȻǈM¾ƢnčǦÙÕÕđȼȽ

ʄ˩�"827=� 80� �7=/;/<=�� "!��ȃʁɣE� 74ȀʁiĦɶ²Ɵ¹3}ȼÀ

ʰƋ)ǦʁiĥƔ4ʏ�CʎʰȐǦ �$! ʁi[Sɭɡ「¾Ɩ�ǜ

5/+05/= ǦʁiĦĆ �$! ʁiʑSCÙÕKǦƔȊ「¾vÐǉlǜ

3:>/;@ Ǧ�)Ħ「ƃȜǾ\·ɸlǜȯØǵ¡ƽƔǦ¾v「ǛǚðȘ

ȡ#ȼ.�)ɜǼȃY¡˥。EƝĐǳȌȗȘǝKʗƇƓɧɢ「·ʙ

ʡêgː–ȼɏ¡ɕȨʟɏǇɞȼõ²EPpFƶēÙ§ȆǗʁɣȜG

F(ƓSƚˁ�Ȑ�#「Ø�³�ǜěɍþǰ§��Ȝ�27=;+7/=�ȼé

Ȝ�27=/;7/=�ǦǇɞ�ýEĐǳȌȗǦȜ˕ȠMȼßƃƇƓðÕ 
	 FǳE�

�



�aʪǏ(ȩ� JțŹAƶēßǱʁi(Ȩƍ� ȣȕâÄŻ�

17 

�

Õ 
	Dƃƍɛ�ɗkSȜ˕^˒ȼĐǳl)ǳĿÕ�

�

����� ĐǳȌȗɛ�ɧɢ�

� ƃƍȌȗĠ¸�ȵƇƓÕ˪ðÕ 

˫±ȈsƒʗðL「ȌȗĠ¸

ǉĆʪ��ȵʟɏƚˁˁ�「ÐƝØˠ˕Ǧʪ�ŽaM¾l)Ǥ�a

PȆ�Ȝ±éȜEǤ�4˕˒ʿ~�ȵɒDȘȡ#Dʍ Ė�DYk

ɮrDǇɞ]gȃĖ�「�ȵɒQ6aʨ²Kʗȏ�ȌȗSÕʁȼ�

ƅʁi「a£ʨǦl)ĐǳmÙÕQE�Q¼ȢęƶēǦƟ¹3}a

vʻʊǦl)øf˙ɞmĠ¸^˒K「PØLù§ÝĆ¼Ȣęɔ�C

ĊȇÓʫʵƶē3}「ƃƍ�a�Ɍ &�$ FØIɌʫʵ˪ ¤ÂǬʹD

ǘɂDɽĄD˚ÜDɟ˓DjďDėǏ˫ĐǕmÙÕK「Ɲéʚ�Ɍ

ʠǜ &�' Işʡ4ǦʁiȘ3}ɌǗ「��RoƜą3}a±Jț



�aʪǏ(ȩ� JțŹAƶēßǱʁi(Ȩƍ� ȣȕâÄŻ�

18 

ƕÛš� &�$ JțÙ0ƔȊQEØ 
� ɌqƷǎ˩Ǧʪ�ŽĆfu§

ÝǦQ9ĥƔƔǳØÙÕK「Pʠǜ˩ʨǦl)ĆâɒĐǕmĠ¸「

�Q¤ÂǦ dǉ 
	 Ⱥ 
	�  Pʠǜ�˕Ǧl)m�SM¾ dE

ƝéØƶēʁƾ±ǀØrɵ§Qa�aʪ 
	�  � ž�ÄǦFf˥ƶ

ēȆǗɢǠGɖFeʗǦƶēʁƾ±ǀØrɵ§「ĆFR±S˩iĥ

Ɣ±ǫʽ�ýÃǕmĠ¸QEKʗ�ȵméȜƚˁµ�ʺƟ Ɵ¹3

}D¨JɌqƷǎ˩a± &�$ ĐǳS�ȵ「�˟øf�ȵ�Đǳm

�ȜQE



��#�� � ������
�"����� ������

19 

�

�

	 �������!��	�

�?9�U;�E#�

D\ *5�E )�GB

Q�D\  OD\
V

�


IK%

bE
D�-[

SPOT 7�X
3%S0

��

Y.

F`M

U1

 O

GB

��2

�U

7�(�

�L�8$
P4(�

��N�
:@c

>_!
UAS�J
�'

=��
T�

9�U; Zc�T

<�C&
�E+Y

�J6�
�aY.
�E$%

�N�]8
$P4(�

>_!H�
	^A*5

>_!H�
RWA*5

Shapefile
��

>_!�'

/��
",



�Łʇƪďȏ� KȁUğƎāÙǗɜFďȎi� ȊǽÚ¿Y�

20 

Ǫ ǧ� ĢcýǙ�

�
� ·ȇćȰPĔ|�

Ż�șɽ··ȇćżĊS &$#'�ǛȰWȭȰPĔ|�19=522 ªçs

ɯsȶh˄ƹJªçĔ|ɀbČʽOsiɨã˄ȦǊ/åǁJÓÏL

OɹĢƢȽ¬ɖ®ɜFSɸČɗĞ˄ ÊŻaÐʡoƨ·ȇćʆƻȳ�

ĢƦÓƲɜɃ�319/90583�SȉÏ�$"� ģ �$� gĐ˄ǵ�
		����nȂʮ

QęɸƢȽ˄Pɽ·Rʕɧ(�IĐóżĊĔ|ȉÏ¾ưJĉ³L

˂æÏ 
� F˃ȦwMɩƦÓƲɜɃSȂʮ²ƢȽĔ|�$"� ģ �$� g

Đ˄ǵ��	�!��˄±ʫʿʃȉÏ©2nĒ�ĐMɩ�ʮ˄dMɩ�ș

{ʛJ�ʇƫ˂ æÏ 
� F˃Żáó�Ȭ (�& )<ǯÍĥƏȩJsʈʐ

¤×Sż´Ĕ|^ǋ¹IĐýǙJĉ³L˂æÏ 
 F˃�

	

Ï 
�E·ȇćż´Ĕ|ýǙǙĜÏ˂^ŉ¢ćƤm˃�



�Łʇƪďȏ� KȁUğƎāÙǗɜFďȎi� ȊǽÚ¿Y�

21 

�

Ï 
�E·ȇćȰPĔ|Mɩʮʬ˂^ �	
� Ċŉ¢ćƤm˃�

	

Ï 
EJȬʈʐż´Ĕ|ýǙǙĜÏ˂^ŉ¢ǐʓƤm˃�

�

�

�



�Łʇƪďȏ� KȁUğƎāÙǗɜFďȎi� ȊǽÚ¿Y�

22 

��� ¥KȬpƐƩʿ�

aÐʡóȮŁʜÌÑrȘôi÷ǼƅɔS¥KȬpƐƩʿfȎ

oɆJÓÏL˄Pɽ·ƜɧIĐó 
	E
	�E
	� ĊëńÚȲ¾ưJ

ĉ³L˄ƹJªçÚȲƤsiǞãǅ '�� s˂�
�˃˄ Ƥʄ�ĔʭƢȽ

ɸČ˄ÒNĔʭȾǌ�îǅ�2Mósiã÷àȉĢ �$� gĐ˂��

�!�˃˄ Oɵɾ�ʮIĐʃ6ĥʫȾǌǅĊa˂æÏ 
� F˃�

�

	

Ï 
�E
� ȬpƐƩʿýǙ˂^Ȟ¢ƖƤm˃�

�

���(�& KȁpÖďȎ�

aiȊ�Ş�ȬÓ¤ʫɼȮ)<˄ƹJʇ�¤×Ê)<ʬǡ÷J

�ĉI�ʊ˄��Lʫ–zG<Ĕ^2nǺǮďp˂ æəˀÿ˃˄ ÊŻ



�Łʇƪďȏ� KȁUğƎāÙǗɜFďȎi� ȊǽÚ¿Y�

23 

aiŞYȬ)<Óʿʃ6ãǀ˂ ��� Ǵ˃�Q �8<:5;1�� Á $4-8=97��$;9

�ǟLȒĐƦ\rƤR˄�rÖJ 
�	 �úȡʽ)<ěƈMÓʬɀb

Čǵ �–
	 ��F°áIȬƤĄƪɥƖ˄Ê)<ʬǡɨã˂ǵƤ ��� ĉ

I�ʊ˃˄ �Œɽ·ÕǊɞʚĐǅËìȒƦ\ɩ�Ǵǿ˄ɩȵ &98B�

��%���		 ȨƽǹǋrɼȮ)<FÒ)<ɾǝQʫȔĠ)<\Ãǅê

�Ě^¬Ʀ\rǅǢìĚ˄õʹɸǅʛ�ʫƭ�ɓĝȔʌ˄¼�rɤ

ŜƷƶÈʋzGöȝĔ|ƦƉk·˄ƵȜÒɞʚRŞȑȹǅ²șĚ˄

ÊŻ)<ƿMʹɸʲ÷J ǸF)<ëĢĖŜóĔ|ɼȮȬƲPė�

ɌǯÍǅyòĔ|^¬KȁďpF�

�

���
�(�& )<¬Ĕ|ȬƲ�

Ȳ E(�& )<Rʕ¬ǋʗɜɃ�

)<Óʿ� )<MŠ� )<ʬǡ� pÖýǙĉ³�

ŉ¢ćǐʓ¤ȓūƎā� 
	� Ċ � ŝ �� M� 
�
�67�� �/>=1���

hÎȾÜăŭ¤� 
	� Ċ � ŝ �� M� ��67�� �/>=1���

ŉ¢ćƳȥ¤ƑƠĀƎā� 
	� Ċ 
	 ŝ 
� M� 
�67�� �/>=1���

ŉ¢ǛʠƎƂƍÛ� 
	� Ċ 
	 ŝ �� M� ���67�� &61=/42-.�

íȫƥǐƖ¨wƎāŽ� 
	� Ċ 
	 ŝ �� M� ���67�� $5A��

ʽʥĄƪɥƖƎāŽ� 
	� Ċ 

 ŝ 
� M� ���67�� �/>=1���



�Łʇƪďȏ� KȁUğƎāÙǗɜFďȎi� ȊǽÚ¿Y�

24 

aÐʡĆëĢ �ȬīìÓʿ)<�˄æȲ QBɳĥ)<MŠE)

<ʬǡE^¬ ��pÖýǙĉ³˄MÏ 
� ȜÏ �
 Ƥ � ȬyòĔ|F�

	

�

Ï 16Eŉ¢ćǐʓ¤ȓūƎāyòĔ| 

	 �

Ï 17EhÎȾÜăŭ¤yòĔ| 



�Łʇƪďȏ� KȁUğƎāÙǗɜFďȎi� ȊǽÚ¿Y�

25 

	 	

Ï 
�Eŉ¢ćƳȥ¤ƑƠĀƎāyòĔ|�

	

Ï 
�Eŉ¢ǛʠƎƂƍÛyòĔ|�



�Łʇƪďȏ� KȁUğƎāÙǗɜFďȎi� ȊǽÚ¿Y�

26 

	

Ï �	EíȫƥǐƖ¨wƎāŽ�

C	

Ï �
EʽʥĄƪɥƖƎāŽ�

�

�����(�& KȁpÖďȎ�

KȁÓēSďȎɾǝʫÒžIȬ>ʦɟɾ 
			 đʋǁƯ �	�^

LĔ|˄Pó)<Ĕ|ö� $5A���/>=1�� ɦʼɼȮɂǬ¬ďpFp

ÖȶhëĢĖƷ� #�� ȟ ��+ gĐ˄ ½ďnpÖSâʆēȟȲʬ

ǶƲ˄Pɽ· &61=/42-.E�/>=1��E$5A� KǟN¹ȃLÏ³¾ưâŲ



�Łʇƪďȏ� KȁUğƎāÙǗɜFďȎi� ȊǽÚ¿Y�

27 

¡ȺgǅKȁÓēnĖȌ«Ȕʃ6FaǴǿĉ³ó�Ȭ^N¹Ȃɢş

�Ĕ|lýǙKȁÓēP�ĂJĉ³Q˄ ɘKȁÓē²Ǌ/Òĉ³X

�Ⱦǌ˂æÏ ��˃˄ ŻáóyòĔ|ǽcɽ·ÏǖÖĐǊ/åǁÒÓ

ÏL˂æÏ �� F˃�

	

Ï ��E(�& KȁýǙǙĜÏ˂^ŉ¢ƑƠĀƤm˃�

�

Ï ��E(�& yòĔ|ýǙǙĜÏ˂^hÎãƞƤm˃�



�Łʇƪďȏ� KȁUğƎāÙǗɜFďȎi� ȊǽÚ¿Y�

28 

� �ȞƟʕĈǯÍ�ɇĢcýǙ�

	 aɂƽQR–ýǙǅƟʕĈǯÍƤÌÑƕȋQĘèɰÌÑ�·

ǈƕń¸ɂƽQǅɋɰĢc˄ Ƥʄ�ȟƪďȏ�eSƉìƫaƷƶȱ

ǤȟǂȐ˄Żʰ�șuʛ{2nJ�ȂɼȮk·˄Póƪďȏĥ�¿

SƟʕĈǯÍIj^ shapefilegĐýǙJĉ³L˄ Ş�J�ʇ¹Rſ

ɨ�ǟƫaǅąƾFæÏ 24ýǙUƟʕĈ�¿ǯÍ˂Ǆȃ E˃ɋɰĢ

c˂Ȫȃ˃^¬ɋɰĢcĥƷȶǅ BILgĐƟʕĈÓē˄P^·ȇć

ǅIĐåǁJÓÏLF	

	

	

Ï �EƟʕĈýǙǙĜÏ�

�

Ï 24QƟʕĈÓēƤ 10�úɀbČȂgƮɜF˄ P^ǋõĉÔƎƂ

fS�úʽǝhƤȣǕ˄ŻȬʩǲĉÔƂfƤ DTU10 ƟƄpÖ�·



�Łʇƪďȏ� KȁUğƎāÙǗɜFďȎi� ȊǽÚ¿Y�

29 

19 Ċ^LȰPƕʽɜFɂǬĉÔuFȖʞwDuʽǝpÖƹ SRTM 

30�úɀbČ�ƱÓēƷÂ�3Ȝ 10�ú˄Pļ®Ǝāȃĕ�ʞĎ

c��ʊǯÍFÒʞÓȟƟʕĈ/¸Ȭ^ SRTM~�˄ PÒ SRTMƎ

ʬƦɜFȬ^ƟʕĈÓēÝȴ˄śǻýǙIƦȈƎʞZƻÓēpÖF

Żáaióƪďȏĥ�¿ǅƎāÓ¤ǯÍßɇIÏþJ�șȲL˂ æ

Ï 25 F˃ 

 

 

Ï 25EƎāÓ¤ǯÍ



�Łʇƪďȏ� KȁUğƎāÙǗɜFďȎi� ȊǽÚ¿Y�

30 

��� ɜɃýǙ�

ƎāɜƘÏþƤ�Łʇ 
	� Ċ � ŝ�¿SGńʼƎāǭƲɂƽH

QGƎāɜƘHǋʗɜɃ˄ ŻáaǴǿ[Ƿ�¹ɂƽQGƝÒrɕ¤H

�ȠSʿf˄^ǱɳǅIĐoɆJÓÏQ˂æÏ ��EÏ �� F˃�

	

Ï ��EƝÒrɕ¤ýǙǙĜÏ�

	

Ï ��EƎāɜƘýǙIĐ˂^ʗƔơÓƤm˃�

ŻÏþƢȽSIĐƤƿƗoƚɾÏǙRó�ưIĒ�ĐȻǥoNĥ

ÒfȎºǠ˄ PÒʿʃɌÏǙĖJȻǥµwʸǙɌʿfǅǋʗ\ņÓ

ƲɜɃF	



�Łʇƪďȏ� KȁUğƎāÙǗɜFďȎi� ȊǽÚ¿Y�

31 

���(�&  ·S�ʼďɔ�

Ò�· $5A� ȶhKȁpÖɾǝQ˄²ʃ6N¹ɀbČǅȬƲI

Đ˄ƧȖʎõN¹ƢȽʫƃȟǉǅ ɇɂ¸ʁǅɮ�Ģc˄ùpÖǺ

Ǯȟsiã÷�80ƌVČ�Sʕv®ĬFƹJëńǺǮSʽɀbČp

Ösiĕĕ¥�ˁã�ãJ �����˄ÊŻÒȉ?ELɯEĉǜǫX�ɾ

ǝQʪȚ Rʕɨʒ˄Tʫ–ɨʒRʕɖ®FŻá˄ɵɾȂɢýǙ

ǅIĐTŜ¯�ȂɢǅyɮɸČEƢȽɇxǅɦǑʼȺg¬pÖsi

ã÷ǫʛ�Êǹ˄ȖŞĥN¹F^M�� (�&  ·þʬ.ɄEĨȯ

ʫƃEȀɛȄ�ǫS�ʼďɔ˅�

ńʼďɔ�


� aiĥ)<ǅ�Ȭ (�) QŞYȬƤLȒ)<˄IȬƤËìȒ

)<˄ďɔšl²ù)<ʬǡǅã÷^¬)<ȿČǅʛ�ǫ˄

lʃ6k·ǅˈˇˉǟʷFmæƿ)<ʬǡ� ���67� R˄²Ȕ

Ġk·ËìȒ˄ʧƧÆ}ɨʽ˄dƹJ�ʺȮʽČʽEƏȩʬ

ǡãEƛǣRʕɨʒ˄²ÒgƟfǅD÷R¤ʕQëĢ)<F

tȦ)<ʬǡɨ÷˄Oʫ–âzȿɼȮ)<R˄�ďɔ²k·

LȒɼȮ)<`�˄ dʫȔʌLȒǅǢìČɨîO¯�ʹɸĔ

ʭ˄OƛǣRʕɨǏF�

�� Ò)<ƎāÓēģŒƟʕĈÓēR˄ ʫƊĜ)<ƿäǅƟfR



�Łʇƪďȏ� KȁUğƎāÙǗɜFďȎi� ȊǽÚ¿Y�

32 

ʕ˄ʫǩ¸ÒgƟfON²ãJ Ǹʹɸǅê�ěƈMʺȮ˄

ÊŻďɔȞƣƇƎâDÓ¤)<RʕƤL§ � ʿȜ 

 ʿF)

<�ʫ�ɼȮʺȮɢȃȺ�˄ OÒʺȮ�ʲ»ƀȡûƺɑǣ×

Ɉ²�ɼȮʺȮ˄ǋʗƺɑ²«ȔƀȡûGrÛÉÀǚxK?

Şǘʺȡê�Ƭʼ�½ǣ)r¬ʀ0Ʀ\r�HǋʗȺì

4==:���@@@�/--�39?�=@������/98=18=�5801A�-<:�<89���� F˃ǣ×ƺɑ

ʫÝñǣ×ǯÍƺɑȲ˄�îBNèɅÆfEħɰ\ÃEhŭ

RʕEǣ×ǯÍÉȿčoEhŭƌǝmɳ˄Pʎõĥk·Ʀ\

ȡǣÇ1ɳĚșȺgEɞʺʀ0IĐEyɮʳƯ^¬á-ȵx

ǫF�

�� Ò8hɾǝQʫʤRǈȻʀ0Ʀ\rSʺȡ¬�ÀʂƮƈO

 ʘxʀ0Ʀ\rȟ�]ȡǣÇEďǰƬģʣǘƬ/ɱģǓ5F�

� aiĆŞǋʗɦǑʼɇx˄²ƷȶǋʗpÖĢcFtȦʫțȮ

ɼȮďpȶh˄ĥʫǅɦǑʼĢa²«ȔȲ 5F 

Ȳ 5EĔ|ȬƲĥʫSɦǑʼĢa 

� Ȃɢƫ� Ærƫ�

Ⱥg�

IȢʪȚ�

�5� ȬƲÇ������%�!��

Ȃɢɺǽ $5A��&61=/42-. ş

��

ʽȺgrÖ�

�5� ȬƲÇ��
����%�!��

�/>=1�� ɦʼ�

~ʿ�
OJȃLâ\ƢȽ�

gɀbČ��	 ���pÖ�

²ƢȽʽɀbČ�

²ɮ�N¹ʽɀbpǼ�

²Ȅɭʿʨ�



�Łʇƪďȏ� KȁUğƎāÙǗɜFďȎi� ȊǽÚ¿Y�

33 

�� ���pÖ�

ȍʿ�

Ŝ¯�ȂɢɸČEk·ȕʪ

ȚǫǸ^¬ȃLĉ³siã

÷ǅʛ�˂ǋõJǅɀbČ

ʚg˃�

}gɨʽOÆrǅIqĚg�

pÖsiã÷�
�	�!� ^M�

�ǣʕƏȩǯÍ÷��

ãJ �����

�ǣʕƏȩǯÍã��

ʍʵ�

�½ɦǑʼ��
�	 Ȩ^�� ǵ �	 Ȩ�

�

�� IȢďpɦʼJƎLǅ£ʉɨNƙǔ˄ ÊŻƎLʽǝîOƷƶ

Èʋʽą˄ďɔ²ÒĖȶɾǝQǜʝƎLʿʨ˄dŻɾǝʫ^

\ă%�ǜʝOʫʋȷďpȜø �Ȝ � v˄ȤɛRʕʫſIȢ

ďpĎʒ 
Ȝ � ÀF°IsIƉƤ²ɵɾȂɢýǙĉ³LóÈ

ʋʽąǅÓIǜʝ˄ dŻIƉ{ʛJɀbČɨąǅ&61=/42-.ĉ

³FÊŻȦ–ǜʝ£ʉʏɎǅƎLʿʨ˄Is¤×ǅďpRʕ

ǵƤ Ȝ � À˂ǵ �Ȝ � ĉI�ʊ˄oďpǯÍȖì F˃�

�� ÒĔ|ȬƲIʬʫȔĠȻȼLǅǳȆČ˄ ƿȬƲɦʼN¹RŜ

ƷƶNIŲǅǺȆĢc˄ŻáʅʫȔĠȂɢĉ³ǅýǙAcF

ai^$5A�^¬�/>=1��ɶ�ʰȬƲɦʼ^¬âǟýǙĉ³

ǅſɨ˂ æȲ �˃˄ ƹɌȲ²ėǎÆrƫȬƲAc^ �/>=1�� ǅ



�Łʇƪďȏ� KȁUğƎāÙǗɜFďȎi� ȊǽÚ¿Y�

34 

ǶƲɨƤǺȆ˄dȬƲRʕɨʒˆȖ $5A� ǅǺȆČʧƧƆŞ

�/>=1�� ʽ˄dyòȬƲǅʇaſ �/>=1�� i˄OÆ}ɨgF

ȂɢýǙĉ³ ½U $5A�E�/>=1��E&61=/42-. Kǟĉ³˄^

8hƌVČ¬ýǙǺȆČȖɁ �/>=1����$5A����&61=/42-.˄d

Ȧ¹RȔʌ�ʙ��ș¬pÖǅĖȶĒĚ˄� &61=/42-.� ��

$5A�����/>=1��F�

Ȳ 6Eâǟɦʼ¬ýǙĉ³ǅ~ȍʿſɨ 

 Pix4D Acute3D Sketchfab 

Ærƫ 

~ʿ :yòĔ|Ac
ɨiF 

~ʿ:ďpɨƤǺȆ 

Ʀ 
ȍʿ :yòĔ|ȟď
pʫ¹RɼȮF 

ȍʿ:yòĔ|ǅAcN
iEȬƲRʕɨʒOÆ}

ɨʽF 

Ȃɢƫ 

~ʿ:²ʨǨɂǬF 
 

~ʿ : 8hIʬǱOO
ƌVOÒȮ�ȵȎLT

șɫʾ8hF 

~ʿ:șÒpÖLßƒ�]�
ș˂mæ˅Ɵfp:˃ 

ȍʿ: Ȯ�ȵȎƦƉ
Ǌ/8hF 

ȍʿ: Æ}ɨʽF 
ȍʿ:ÊýǙĉ³ŞLysi
ǅʛ�˄ÊŻɀbČNiF 

�

�� ^aiȀʻƤm˄Ȳ 7ƤëĢ 1Ȭ UASKȁpÖĥʫRǝ¬

ȀɛɏNF 

 
 
 
 
 
 



�Łʇƪďȏ� KȁUğƎāÙǗɜFďȎi� ȊǽÚ¿Y�

35 

Ȳ 7E1Ȭ UASKȁpÖĥʫRǝ¬ȀɛbǬ 

ɛ·ʰǉ� ¤×ã÷� Rʕ� ʍʵ� xɉ�

ǣ×ƺɑ� �� � Ȝ � À� �� �

)<ɾǝ�
÷J 
67��


 Ȝ � ä�


�			 �� ǆ^ 
67�ɂǬ�

ãJ 
67�� 
��			 ��67�� �

áŭƕʌ� �� )<ƿä� 

�			 ��s� ȜưÓƕʌ0�ʿ�

yòĔ|ȬƲ�
÷J �67�� 
 Ȝ � À�


��			 ��67��
�

ãJ �67�� � Ȝ � À� �

�� ďp� �� ȟyò¹R� � ȨȜ �Ȩ��67�� oN¹k·ɦʼȖì�

ƎL£ʉȬƲ� �� 
 Ȝ � À� �� �


 ȬńʼĥʫRʕǵƤ Ȝ �À�

Ǝārɕ¤�ɇȟɂƽ:ì�


� JƎāÓ¤)<rEʘɕ¤fRďɔk·LȒĐʺȮÇ˄ʉ¸

zG<ĔõJƎāÓēÓƬɼȮǺʇ)<˄ 2¦ĖȌďpǶƲ

ǅǺȆČF�

�� ƤréƎāÓ¤ëńŲɚȟÓȲʶȣEǶƲ˄ďɔJʟ��ɠ

R)<^rƼpÖȲʬǍïȣɐ˄Ä)<RʫƊĜĔ|Âɝ˄

ʄ�ʟ�ɲɬģĔ|ɾWěēF�

�� ƎāÓ¤Êʹɸã˄ďɔÒƟfɈ²k_Mʃ6L§ �D
	 ʿ

ãƁǋõǢìk_MKƕ˄ ʄ�ÊS�ɹĢĔ|ÂɝMʚģì

fɎąß�ěēF�



�Łʇƪďȏ� KȁUğƎāÙǗɜFďȎi� ȊǽÚ¿Y�

36 

ƭì¤fðɔi_�


� ÒȡȃȺ�R�ǣʕǯÍʫƏȩʁČȅȱ¤˄ Ȝø 
D��ʊ˄

^�ďpRõJÀʂƴÞSTȾȱ7ĔʭɊbF�

�� IȢÓ¤ǣ×ƺɑȗRǵʫIsŝ˄ OÒ)<ëĢĖģʫte

ǋʗƷÂPvʵáĖȶ˄ ńʼďpŠǝóɨIȢIȜ�ɻĎʒ

ȜKɻ^LF�

�� šlJʔǃiðɔR˄ ɑƺɑ\2nɨƤǺȆǶƲpÖ˄P

½ʙɀbČgJ 
	�/7 ǅyòĔ|¬Ïǖ�ș˄^hƤɪ�ð

dS·FɌpÖʫ2nɡ ��& ĉ³=4gĐS �� Ȃg�71<4�

pÖ˄æ ��+ ȟ #�� gĐ˄^�JĖȌɜFǿI�é^¬ý

ǙF�

� õJTȾ�bǅȀɛê,LʫȔĠSʰǉ ½˅ȡ)}gEď

p}g^¬šlp:pÖďȎ}gFȦ^ȡ)ǯÍ �	 �ʯ˂ ǵ

	�� ĉI�ʊ˃˄ ^ 
 ĉI�ʊɂ}˄yòĔ|ʫƃƤÓʬɀb

Č 	�
 �ú˄OƤɿ 	�� �úǳČ–ƃ˄ǣQKȿƕʌĥk·S

0�ʿóȜưÓɼȮƕʌF)<ĖʫɼȮ ��ďp˄²k·ćʬ

Lǅďpɦʼæ $5A�E�/>=1��˄ �ǟǋʗ~ȍʿ²«ƨȲ �F

ŻáõJšlp:ďpǅĢa²�Ƥ  #�
 ¬  #�� �ǟ˄ĥ

ʫĢaǵƤ �ȨȜ �	 Ȩ�FĖȌʔǃðɔi_Ȧʫ�xDfp



�Łʇƪďȏ� KȁUğƎāÙǗɜFďȎi� ȊǽÚ¿Y�

37 

ÖǅTȾȱ7Ɋb˄�ɍǺĢaɂǬIĐ²«ȔȲ �F�

Ȳ 8EʔǃixðpÖSǋʗȺg¬}gbǬ 

ɛ·ʰǉ� Æf� Æ}� Dʌ� Ȋ}���� xɉ�

ȡ)hŭ� žĉI�ʊ� 

�			� 
� 

�			� LȒÖ�

Ĕ|ȬƲ� žĉI�ʊ� 
��			� 
� 
��			� yòĔ|�

áŭƕʌ� žĉI�ʊ� 
	�			� 
� 
	�			�
ȜưÓƕʌ0

�ʿ�

�� ďp�
$5A�� žĉI�ʊ� �	�			� 
� �	�			� �

�/>=1��� žĉI�ʊ� �	�			� 
� �	�			� ďpɨǺȆ�

 #�
�

Ĥüďp� �ʯ� ���� �	� 
��	�	� N½ǶƲ�

\�ăR� 	���� �R��ʯ��A��	���ʯ��A��		����			 ��
ăR²oƨ·

�¶Ȗì�

 #���

Ĥüďp� �ʯ� ���� �	� ���

	� N½ǶƲ�

\�ăR� ���R��ʯ��A��	���ʯ��A��		���
��			 ��
ăR²oƨ·

�¶Ȗì�

ǶƲȬƲ� ��R��ʯ��A��	���ʯ��A��		����	�			 �� k·ɷ·ǶƲ�

¸ɂ� ǵƤ �ȨȜ �	 Ȩ��

�

�� ȦʫďǦ (�& KȁpÖSǋʗƉȺ˄²oƨM�k_¬Ⱥg

��ǋʗ�î˅(�& KȁpÖďȎ˄ʲ�^ (�))<ɀbČ

ʽJ 
	 ��SĔ|˄O)<ɾǝQʲoƉȺo9»ƀȡûƺ

ɑǣ×˄Żá)<Rʫ–ƃžđĔ|ʋǁƯɿ� �	�^L˄O

)<RʕƤi_¯Ʋ�sŝ�SưƈFďǦpÖĖ˄Ⱥgʲǩ

¸˅Ĕ|gĐʲƤ � f��½�^LS �$� gĐģ '��� gĐǅ

Ĕ|EDuȲʬpÖ��&!�EɀbČƤ 
	 ��^MSyòĔ|

ʑĂÏEȂgpÖ� ½U #��E��+E$ , ¬ �+��˄PóL

ɳsiSčoǴǿǿIƤ*�&� ^�ɡĉ³ýǙF�



�Łʇƪďȏ� KȁUğƎāÙǗɜFďȎi� ȊǽÚ¿Y�

38 

Ǫ �ǧ� Ȋǽȟďɔ�

��
� Ȋǽ�

� aÐʡĥďǦSǴǿĉ³ǿń·ʰƎāÙǗɜF˄�QaiS�

Ȭ (�& KȁďpŞ�JęɸUɀưÓƮƈ˄OõJĖȌ ·²^�

^Ďc˄æʔǃiQʫɄɒTȾȱ7SÅʴR˄²�·ɱŠ)<Ėĥ

ďȎSKȁpÖ^¬šlȺ�p:ɼȮǽ¸ǫĖȌ ·FŻá˄Ɵʕ

ĈÓē²ýǙ�ƟʕĈǾõǯÍ˄ õJĖȌʔǃi²ęɸėǎŒ¼f

Jrɕ¤�FaǴǿóâǟ�șýǙJ¹Iĉ³Q˄ʝóãǯÍSư

ƈȟż´Ĕ|ɼȮſõ˄Xșɘk·ȕęɸƢȽ¬dʖ˄õJšlƎ

āʔǃȟrEʘɕʫƃĈlȧã�ǇF�

���� �]ďɔ�


� ÒǴǿĉ³ʫ^ęɸƢȽɜFS�2M˄Nʁ¸ýǙʙŞÓƲč

oǴǿǅʽɀbČĔ|˄ʧƧ²åǁÒÓÏL˄dȂɢɸČ^¬

ʪȚȺgǆŜĔ|ƢȽǅęĞFtȦNȔĠ^LÅʴ˄óĔ|å

ǁJÓÏLSAcșX�2¦F�

�� (�& KȁpÖș^ʽɀbČS �� ȻȼIĐlęɸUɀEréư

ÓƮƈ˄dʽɀbČSĔ|ȬƲǅɾǝʫ–ãʌRʕ˄ÊŻďɔ

ďpʬǡș÷J �ĉI�ʊlȉǏďpRʕ˄O?JȂɢş�ĉ

³RɨNO¯�siã÷Sʛ�F



�Łʇƪďȏ� KȁUğƎāÙǗɜFďȎi� ȊǽÚ¿Y�

39 

Ǫ �ǧ� ăhɼČ¬·ʰÚ¿Y2Ú�

aihŭŠʛƤƅovMɞ� 
	� Ċ 
� ŝ �
 ȭ˄o9aiǉo

·�ìȐ�·ʰăhʰǉǅǃýŠʕ˄P9^bǬ·ǋʗƋ�ƌǝE

ʱċEŠǝEɜƘʫƃȟRǝʛ�k_ǫ˄JɂƽØȮR˄ƤqJɴ

ɣ¬ǭ�·ʢŽǅRǝÙƙ˄f9ai2�ǅʋ–V_ʿ˄�ìʊǝ

ǒƓÆ˄æÏ �� ĥǙ˄^ǔrɂƽRǝǅïȮ˄ė^ɿĢɂƽǉoF



�� ���� ����
�������� ��	���

40 

�

� 28������� 


�����	
�� 9 10 11 12
�� W3 W4 W1 W2 W3 W4 W1 W2 W3 W4 W1 W2 W3 W4

�PZ M��

1.	 ��GDC;
1.1	T�C;��P�?B"0=R
2.			Y'&^
2.1	�=�-��
;�@$��
2.2	��?-��.3L-�<�'
2.3	�1G�;��B

3.			�UAS!J�=�-��
�8E"

3.1	:�5C
3.2 �(��<N896�
3.3 �(�>[L16�
3.4	(�A��)

3.5	�>27/
3.6	#	�9H-+,�
3.7	KI�4F/
4.			�@EG�_S�
4.1 ��J�5�Q)!�
4.2 ���O6��7:`6�I	/
4.3	�1G�;��B
4.4	-�E0
4.5 ��H3��@
4.6 ���EGHX�4
5.			&D���% $�

5.1	��&D
� 6�*� 6�*(%) 10% 15% 20% 30% 35% 40% 50% 60% 75% 80% 90% 95% 100%

�������������������������������������������2VU��������������������������������������������������������������S� ��+W �P*A �]�P*A

KF��

1

T�\�

(09.20.2017)
T�F.

(12.31.2017)

:	#%!� :!�O;

,
�� ,-��

1

T�\�

(09.20.2017)
T�F.

(12.31.2017)

:	#%!� :!�O;

,
�� KF��

1

T�\�

(09.20.2017)
T�F.

(12.31.2017)

:	#%!� :!�O;

,
�� ,-��

1

T�\�

(09.20.2017)
T�F.

(12.31.2017)

:	#%!� :!�O;

,
��



�yë¡cÉ� �Ã�l�YE²å|cÈ�� ÄÂF8��

41 

��òí32[�ú¬Æ�ðm�IĀ
í3Æ�2úF8�

å|M	ā�

��õ�hm�ā�

þ�ÿ�#F8 �� �þ��2[�ú¬D×»©Ï®¶��ÿ��

þ�ÿ��F8 �� �þ��2[�ú¬®¶m�ÿ��

��ÄÂm�ā�

þ�ÿÄÂF8Rµ�0�¯¢2 �� �þ�T6uÚĀ¾]� �

ù�.&Ā
+6�#U��ä���U��äÏ��Ù

jÛ0/ÕieX Ùÿ��

þ�ÿ��þ6�#����aâ��[��ä0U��äÿ¿

Få|÷Î���¯ 2��



�yë¡cÉ� �Ã�l�YE²å|cÈ�� ÄÂF8��

42 

º 7¹ [�?ô 

�Ýª[�ÁÅÏ�(íÈ��xÝªø�Ā�[�hæ0

[�?ô�9Wï��ê«áíÏ"[Ā2�9ð"í[�

MÙ 9���Ýª,4�p�óÇÓzq��Ýª��oØû;C

dĀ��t��ÝªnøW�oØãß�*Ā�$ÝªD×� 

Ù 9��Ú/Ï�(íÈÙ 

_Ö N5 �ýP� 
W�

^å 
[��T 

A�Ýª�w� ü

[�hæ�ú¬0½= 
¤Í 

1 �<� 
���Z¸J

PB¥³PÀ

-H 
7 Ýª�p� 

ÝªÄÜ'�[�"

��,áĀ±à1M�

MæQm 

<¸�LJPK·

0é�®¶�g)

¦zq 

2 óÇÓ 
Ê<O}b~

JP@�§G

[´-H 
27 

Ýª,4 
�p� 

t�ÝªD×oØĀ


,)Ýª�p�ÝªD

×�è`s% 

<¸�LJPK·

0é�®¶�gz

q 

3 :Ð� 
SÔJP 
@�[´ 
®¶n°H 

6 !�)¦ 
vVF8å|�{£0

ð>åå|Õ¦� 

�Ò�<Ñ·�î

0ékr�P�[

´\ 

4 7�Ý 
�.JP 
åÞ¼¦PÀ

PH 
8 !�)¦ 

vVF8å|�{£0

ð>åå|Õ¦� 

�Ò�<Ñ·�î

0ékr�P�[

´\ 

5 ìË´ 
<¸�LJP

çÞ[´n 
°H 

13 !�)¦ 
vVF8å|�{£0

ð>åå|Õ¦� 

<¸�LJPK·

0é�®¶�gW

�)¦ 

6 f~ö 
<¸Ì3JP 
@�Ïñ�[

´PÀPH 
 !�)¦ 

vVF8å|�{£0

ð>åå|Õ¦� 
<¸�LJP@�

[´PÀ®¶¨ 



 

 

 
 
 
 
 
 
附錄 A、各項會議紀錄



內政部營建署 三維智慧海岸基礎資料建置案 附錄 A 

附錄 A-1 

「三維智慧海岸基礎資料建置案」 
第一次工作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年 9月 26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貳、地點：本組會議室 

參、主席：林組長秉勳                           記錄：莊主民 

肆、出席人員：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中心）曾助理教授國欣、唐工程

師興正、郭專任助理耀程、彭研究生新雅、本組林副組長世

民、廖科長文弘、李幫工程司維芹、李工務員冠德 

伍、工作報告摘要與結論： 

一、工作報告摘要 

（一）將歷年提供本署各縣市海岸地區範圍衛星影像圖檔作整合，本案

係以無人飛行載具（UAV）針對新北市瑞芳區深澳岬海岸、石門區

老梅海岸、宜蘭烏石港周邊海岸段、臺北港周邊海岸段、桃園觀塘

工業區及苗栗竹南離岸風機等 6 處執行海岸地區基礎資料蒐集，

並將該 6處之三維模型成果展示於本案系統平台為本案主軸。 

（二）系統平台之設計 

1. 系統分有內網（intranet）及外網（internet），以是否需輸入帳號

密碼做區分，內網（intranet）帳號密碼均為「guest」。 

2. 功能表依本署及其他相關之公開資料，已先建置各縣市衛星影像、

13 處侵淤熱點、潮間帶地形、UAS 三維地形、重點保育區、海岸

資源等選項；另有設計簡易的圖資繪製功能供使用。 

3. 選項為「各縣市衛星影像圖檔」之尺寸有原檔、網頁版及縮圖版等

3種，考量圖檔開啟之讀取速度等因素，本選項之圖檔尺寸是網頁

版及縮圖版，縮圖版是採時序排列之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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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項為「13處侵淤熱點」之呈現是配合報告書格式採內嵌方式。 

5. 選項為「潮間帶地形」之呈現有 2D影像及 3D影像等 2種。 

6. 選項為「UAS三維地形」之採上傳至可演示 3D模型之網站，本規劃

單位會購買商用版，該網站之功能可產製能應用於虛擬實境（VR）

之影像效果，未來有機會亦可加值應用於本案；另一功能是該網

站有模擬水位高低起伏之動畫，未來可應用於模擬本案海岸模型

之漲退潮。 

（三）6處執行無人飛行載具（UAV）之工作規劃進度 

1. 本規劃單位日前已先至本案指定 6 處中之「新北市石門區老梅海

岸」執行資料蒐集，並於本次工作會議上展示無人飛行載具（UAV）

拍攝成果及說明實際執行過程之細節。 

2. 其中「臺北港周邊海岸段」該處因部分範圍與禁航區重疊有空域

申請困難之虞，請另提供備案地點或逕換選地點較佳。 

3. 又「宜蘭烏石港周邊海岸段」拍攝範圍為 10平方公里，已超出界

定之 5平方公里，如該處仍為選定地點，應討論實際取像範圍。 

4. 因本案所選部分地點需向權管單位申請執行飛行拍攝之許可有不

確定性，考量申請作業需時一個月左右，建請增加備選地點之數

量同時向權管單位申請，可節省申請作業時間及申請提高許可之

機率，俾利計畫執行之可行性。 

 

二、結論 

（一）系統平台之設計 

1. 本系統之資料成果將以「超連接」方式納入本署「海岸地區管理

資訊網」，至系統內網或外網要呈現哪些資料依後續實際資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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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做討論；13 處侵淤熱點在期初報告時先採配合報告格式，以

內嵌方式呈現。 

2. 請規劃單位就本案最終確定以無人飛行載具（UAV）執行資料蒐

集之 6處地點，將其歷年圖磚建置在「各縣市衛星影像圖檔」之

選項內。 

3. 本案目前以將工作項目之圖檔建入本系統平台為主，至圖檔讀

取如何在日後有效且迅速之應用，後續可再討論。 

4. 請規劃單位將各縣市海岸地區範圍衛星影像圖檔、13 處侵淤熱

點之坐標及依本署提供之一級、二級海岸防護區位示意圖之檔

案等圖資建入本系統平台，並於下次工作會議展示。 

（二）6處執行無人飛行載具（UAV）之工作規劃 

1.  6處拍攝地點之選址係經考量及評估，分從海岸保護、侵淤熱點、

特定區位等 3 類型各擇定 2 處海岸段辦理；其中因「臺北港周邊

海岸段」部分範圍與禁航區重疊，有空域申請之困難，另因「苗栗

竹南離岸風機」囿於拍攝範圍皆在海面，拍攝資料結果可能較無

實質之意義，因此將該 2處地點換選。 

2. 本案計畫執行無人飛行載具（UAV）之 6處已確認執行之地點為新

北市瑞芳區深澳岬海岸、石門區老梅海岸、宜蘭烏石港周邊海岸

段及桃園觀塘工業區等 4 處，其中「宜蘭烏石港周邊海岸段」之

取像範圍可參考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新橫太平洋海纜（NCP）申

請案之位置（鄰近宜蘭縣頭城海水浴場）作調整，本地點之選擇主

要是瞭解該海岸段歷年侵蝕現象，相關歷史資料請規劃單位逕向

日前已提供之中華電信聯絡人索取，並評估執行無人飛行載具

（UAV）及拍攝範圍之可行性，後續發展訂於下次工作會議討論。 

3. 至「臺北港周邊海岸段」及「苗栗竹南離岸風機」換選地點以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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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保護區、13處侵淤熱點或重點保育區等狀況者為優先換選條件。

經評估換選地點有「高雄左營及旗津海岸段」、「福隆鹽寮沙丘」、

「新竹縣頭前溪出海口以南至香山區海岸段」及「粉鳥林漁港至

烏石鼻漁港之海岸段」等 4處。 

（1）其中「高雄左營及旗津海岸段」因範圍所涵蓋之左營軍港，現

涉本部海審會受理審查國防部N-WH計畫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

之申請案，且其範圍設有離岸堤設施；另「福隆鹽寮沙丘」雖

有依都市計畫法劃定之保護區，惟其劃定範圍對現況之保護

尚有不足，因此計劃依海岸管理法第 13條擬定海岸保護計畫

做加強，該地點現有委辦案在執行資源調查及資料庫建立，

是由本署委託綠野生態保育協會辦理。因該 2 處地點均具有

可優先列為換選地點之條件，故首列「臺北港周邊海岸段」及

「苗栗竹南離岸風機」之換選。 

（2）另「新竹縣頭前溪出海口以南至香山區海岸段」及「烏石鼻漁

港至粉鳥林漁港之海岸段」等 2 處地點為備選，請規劃單位

先初步蒐集相關資料及評估，倘前第（1）項之地點無法執行

時，再於後續工作會議上討論該 2處地點之相關執行計畫。 

4. 請規劃單位就選擇執行拍攝地點之條件原因提出建議（如地點位屬長期依

法劃設之保護區、有潛在必須規劃及劃設為保護區之必要性，或具 13處

侵淤熱點狀況等）；另請列出無人飛行載具（UAV）可加值應用之層面（如

規劃、審議、管理等），訂於下次工作會議時先提供初步內容，並將該 2議

題歷次在工作會議之討論內容彙整於本計畫之總結成果，作為日後相關議

題之探討。 

（三）其他補充 

1. 因本案計畫期限較短（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為順利於期限內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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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請製作能詳細列出工作項目及內容等應辦事項之進度表（甘特圖）

作計畫期程管控，俾利計畫之執行進度。 

2. 本案訂有「配合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會議時間，報告本案研究成果」等協
助海岸管理相關業務之工作項目，並計劃未來能將執行過程及成果應用在

相關開發案件審查之輔助，或於受理申請開發案時，請申請單位提供以無

人飛行載具（UAV）拍攝之開發區位圖像作為審查資料。綜前述需求及運用，

期望能將本案發展為具延續性的常態執行計畫，如規劃單位另有與本案相

關之想法及建議，亦可於後續之工作會議提出討論。 

 

伍、散會：中午 12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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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智慧海岸基礎資料建置案」 

第二次工作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年 11月 22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貳、地點：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會議室 

參、主席：林組長秉勳(林副組長世民代)          記錄：李維芹 

肆、出席人員：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曾助理教授國

欣、陳教授繼藩、唐工程師興正、郭專任助理耀程、

彭研究生新雅、張簡任技正順勝、廖簡任技正代科長

文弘 

伍、結論： 

一、報告案: 

議題一:「106年度三維智慧海岸基礎資料建置」案工作進度檢

核及後續預定工作時程安排 

（一）請規劃單位於「計畫甘特圖」上，以不同線段表現「計

畫進度」與「實際進度」的差異。 

（二）請規劃單位於附件 2、「期初審查會議紀錄及意見回覆」

中，針對各委員或機關意見，屬本計畫後續會補充說明

者，詳述補充說明於何處(計畫書章節或頁數)；屬本計

畫經考量後不予採納之意見，詳述不予採納之原因。 

（三）請規劃單位於期末報告補充有關無人飛行載具（UAV）於

協助辦理海岸管理相關業務，其應用層面探討、技術需

求、經費編列等之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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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案: 

議題一:系統平台內、外部版權限設定。 

為便利民眾瀏覽，系統平台將以免登入帳密之方式直接公

開予一般民眾(internet)；另考量部分資料屬供業務單位參考

性質，非屬法定圖資，建議將「潮間帶地形」、「潛在保護區」、

「海岸資源」3項目設為需有內部帳密(intranet)才可登錄瀏

覽之項目。另需請規劃單位提供瀏覽人數統計之功能。 

議題二:潮間帶的法定資料標準。 

本計畫所展示之潮間帶以本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利用監

測整合計畫」中潮間帶劃設試辦成果為資料來源，至本部 106

年 11 月 6 日所公告潮間帶範圍資料來源為本部地政司，是以

兩者在資料來源與劃設方法皆有不同。而本計畫所展示之潮間

帶係供業務單位參考，並可與本部公告之潮間帶作比較分析，

作為後續潮間帶檢討調整之依據。為避免與本部公告的潮間帶

產生疑義，本圖層僅納入內部瀏覽權限，暫不開放給一般民眾

瀏覽。而有關詮釋資料的資料格式係由本部國土測繪中心訂定，

由該中心邀請專家學者討論制定，並須辦理公告等程序。 

議題三:設備環境的選擇。 

本案中將6處拍攝區之正射及三維模型運用不同軟體進行

資料處理，展示於本案所建置的平台上，一方面能比較各種軟

體資料處理之優缺點，另一方面能提供往後制定審議資料之參

考。例如 Acute3D 難以加入其他建模功能，但視覺效果較為細

緻，若使用 sketchfab 可以運用於開發後模擬呈現，但視覺效

果較為粗糙。因此進行比較後，可提供未來申請審議所需提出

資料的參考（例如：規格設定需繳交圖磚、正射影像解析度低

於 5 cm等）。請規劃單位將前述相關論述說明補充於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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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內。 

議題四: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會議時間。 

考量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屬不定期召開，規劃單位將配合

該會召開日期，將本計畫成果於會上展示。請規劃單位預為準

備適合於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展示之成果內容。 

伍、散會：中午 12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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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智慧海岸基礎資料建置案」 

第三次工作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年 12月 20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貳、地點：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會議室 

參、主席：林組長秉勳         記錄：李維芹 

肆、出席人員：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曾助

理教授國欣、劉工程師育甫、彭研究生新雅、

廖簡任技正文弘、望科長熙娟 

伍、結論： 

一、報告案 

議題一：「106年度三維智慧海岸基礎資料建置案」功能

展示及新增功能。 

（一）本案所建置的「三維智慧海岸基礎資料平台」上，

各式圖資原始資料的版權問題(例如:哪些資料

可無償或使用者付費提供給民眾或機關，哪些

資料僅能於平台上供使用者瀏覽，無法提供

等) ，請規劃單位釐清。 

（二）請規劃單位將本部 106年 11月 6日公告之潮間

帶範圍及 104 年 8 月 4 日公告之海岸地區範圍

圖資，新增至「三維智慧海岸基礎資料平台」，

並成為該平台左側選單常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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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規劃單位將本案 6 處 UAS 三維模型，因海上

高程產生嚴重高差，配合移除海上點雲，避免使

用者操作時視覺受過高的海浪影響。 

二、討論案 

議題ㄧ：本案之 UAS 數值地形模型成果是否需依國土

測繪相關法令進行登錄。 

本計畫之測量規模依規劃單位分析，屬國土測繪

法第 18條所指情形，亦屬國土測繪法施行細則第 8條

所稱之一定規模；惟本計畫實質內容是否屬國土測繪

法第 18條所謂之「測量計畫」尚有疑義，會後請業務

單位洽國土測繪中心釐清。並請業務單位一併了解前

開國土測繪法立法原意及蒐集相關圖資運用之目的。 

議題二：系統平台後續遷移至署內方式。 

（一）請業務單位洽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將本案

所建置的「三維智慧海岸基礎資料平台」以超連

結方式新增至本署「海岸地區管理資訊網」。 

（二）有關系統平台遷移至署內之具體方式，需洽本署

資訊室研議，考量本案履約期限至 106年 12月

31 日止，於履約期限內建議將平台存置於規劃

單位(國立中央大學)內部網路，後續請業務單

位洽本署資訊室了解系統平台及主機遷移至署

內之細節，必要時請規劃單位配合出席相關討

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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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本計畫總結報告書(初稿)相關建議內容，提請

討論。 

（一）有關總結報告書(初稿)相關建議內容，請規劃單

位增修以下內容於總結報告書(定稿): 

1.因目前的建模軟體在海上高程易產生嚴重高

差，尚需人工後製移除海上點雲，實為 UAS三

維模型的操作限制，請規劃單位將後製所需時

程或成本納入建議事項提醒有意進行 UAS 三

維建模的使用者。  

2.請規劃單位考量空域申請時程、UAS拍攝時程、

UAS 三維模型建模時程，或以本案經驗為例，

提出完成 1處 UAS三維模型所需時程及經費說

明，供後續其他使用者時程評估參考。 

3.若參考本計畫之經驗，後續應用於海岸相關案

件審議，請申請人提供各開發基地所建置之

UAS三維模型資料，應以何種方式統一儲存或

展示，請規劃單位提出建議內容。 

4.本案係一示範性計畫，後續擬將 UAS三維模型

資料，納入本部海岸相關案件審議，申請人應

備資料之一環，後續將本案成果提至本部海岸

管理審議會報告，並於取得該會政策同意後，

修正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

辦法相關規定。又為利修法作業，請規劃單位

提出適合納入法規內容之通案性 UAS 三維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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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資料格式或需求內容。 

（二）議程資料第 20頁，「表 7、開發案之相關規格及

價格估算」部分，請規劃單位增加景觀分析的價

格估算說明。 

（三）請規劃單位於修正 UAS 三維模型海上點雲的情

形後，選取 1 至 2 張代表性圖面，將 UAS 三維

模型以平面海報方式輸出，供本署展示相關成

果。 

陸、散會：中午 12時 10分。 

 
  



內政部營建署 三維智慧海岸基礎資料建置案 附錄 A 

附錄 A-13 

 

「三維智慧海岸基礎資料建置案」 

期初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6年 11月 10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營建署 601會議室 

參、會議主持人：林組長秉勳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記錄：李維芹 

伍、結論： 

一、本案期初報告內容原則同意，請規劃單位依契約書規定辦理

後續事宜。 

二、各出席委員及各單位代表意見（詳附錄發言要點），請規劃單

位納入參考，並將意見處理情形對照表納入期末報告書；必

要時，列為議題納入工作會議討論。 

三、本案為計畫期程較短，時程緊迫，請規劃單位對於尚未完成之

工作項目加速趕辦，以利後續工作如期完成，俾符契約規定。 

陸、散會：上午 1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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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發言要點（依發言順序） 

一、 誠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徐總經理守道： 

(一)有關執行團隊簡介，建議納入後續報告書。 

(二)本案執行試辦作業之 UAS 及拍攝鏡頭規格及效益評估(如拍攝

使用的設備、天候、經費等)說明，建議納入後續報告。 

(三)系統之衛星影像為僅提供下載或是可在圖台上套疊，請補充說

明。 

(四)本案工作項目「一、（三）辦理全臺潮間帶範圍劃設成果」之原

意，是否係指本案需劃設潮間帶或僅將現有成果納入平台？現

有海岸管理資訊網圖台已有「潮間帶」圖層，而 98 年營建署

「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潮間帶劃設及其土地利用現況調查

與分類」計畫亦已完成潮間帶範圍劃設，與本案劃設潮間帶有

無關連？請補充此項工作說明。 

(五)期初報告書第 19頁，「第 4章工作進度展示 4.1各縣市衛星影

像」部分，其中歷年影像下載目前規劃提供無坐標影像，建議

可增加提供坐標檔。如.jpg.aux.xml 以方便使用者可套疊於

GIS軟體應用。 

(六)期初報告書第 23頁，「第 4章工作進度展示 4.3.2UAS三維模

型建置」部分，Sketchfab係類似 youtube之線上內容分享平

台，無 3D GIS功能，請嘗試將 3D模型成果轉為具坐標之 kmz

檔，以方便使用者在 google earth或 ArcGIS Earth中套疊

應用。 

(七)本案系統分內部版、外部版，對外可提供之功能與圖資為何？

如有限制功能及圖層者，應先行規劃以利系統開發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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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議系統上線前應規劃教育訓練課程，系統平台上提供簡要操

作說明。結案前亦請交付原始程式碼，以利後續維護管理。 

二、 內政部資訊中心： 

(一)請營建署綜整本案相關圖資清單及詮釋資料，以利後續與本部

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TGOS)整合運用。 

(二)潮間帶係營建署依職權所劃設之範圍，有相關法律定義跟規範，

本案工作項目潮間帶之資料，應依照署內法定資料的標準製作。 

(三)俟本案完成後，請提供相關成果圖資 1份予本部國土測繪中心，

該中心係本部相關圖資綜整單位，可由該中心統一彙整管理相

關圖資，以利資訊整合交流。 

(四)期初報告書第 24頁，「網路與單機三維模型展示比較表」部分，

建議從需求面作思考，若需求屬需至署外單位對外展示成果使

用，建議採網路版；若需求屬在單位內部各審查會議作細緻性

討論使用，建議採用單機版。 

(五)建議規劃單位增加系統及網站之軟硬體架構圖展示於報告書

內容。 

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一)建議就新竹漁港南北側海岸段以及雲林縣箔子寮漁港周遭沙

洲移動資料作長年之建置。 

(二)歷史影像為何是轉成 JPG的格式，而不是套疊在平台上或是可

在 GIS系統中直接開啟的的檔案類型？ 

(三)潮間帶資料後續是否可在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上提供下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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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一)因目前「海岸地區管理資訊網」僅提供查詢保(防)護區、海域

用地區位許可等範圍，為使後續審查單位、開發申請單位細部

釐清開發區位是否位於海岸保護區、特定區位、潛在保護區等

範圍中，爰建請評估是否有相關平台管道可提供開發單位上傳

開發範圍圖，或下載鄰近開發區位之保(防)護區、特定區位局

部圖資，俾事前比對及規劃因應。 

(二)期初報告書第 4頁，「第 2章工作目標 2.1工作項目(四)交貨

項目 5.WGS84座標系統」部分，考量工程建設開發計畫多以二

維、TWD97座標系統繪製工程圖說，且「海岸地區管理資訊網

-空間定位」中，亦有提供 TWD67、TWD97座標系統查詢或上傳

座標檔案等功能，爰建請評估是否可提供 WGS84、TWD97 兩座

標系統，俾後續審查機關或申請開發單位能有基本圖資作相對

性比照，亦可降低不同座標系統轉換間所造成之誤差。 

(三)因資訊網中未見基隆、臺北、蘇澳、高雄商港之港區範圍線外

錨地範圍，考量商港管理單位前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

規定，提供前述商港航道及錨地既有依法同意使用之海域用地

區位許可申請書、相關座標及圖件，爰建請後續更新於資訊網

中。 

(四)資訊網中之高雄港港區範圍線似有偏移，建請後續再調整更新。 

五、 交通部觀光局： 

本案臨時系統平台位置 http://140.115.204.193 是否已可操作

使用？ 

六、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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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整合之圖資應來自本部國土監測計畫，如本案另有索取相

關圖資需求，可洽本中心可協助提供。 

(二)目前本案之成果已於臨時系統平台展示，後續若有成果需至本

中心平台展示需求，可洽本中心提出說明。 

(三)本案後續是否會加入近岸海域水深 30公尺水下地形的資料？  

七、 臺南市政府： 

有關 13 處侵淤熱點部分，本案是否會就觀測結果作分析，說明

發生侵淤的原因？ 

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書面意見) 

(一)查民國 73 年內政部曾委託本局農林航空測量所配合辦理「保

護臺灣地區沿海景觀資源措施」，測製比例尺一千分之一「臺

灣地區海岸地形圖」，全案共計約 3224幅，相關圖資本局農林

航空測量所保有複製底本，目前與中研院合作進行數位典藏保

存作業，預計於 106年 12月份中旬完成掃描建檔作業。 

(二)前開海岸地形圖係屬密類圖資，若有圖資使用需求，建議洽內

政部地政司。 

九、 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唐執行長家慶(書面意見) 

(一)因本案工作項目繁多，且執行期間短，請執行團隊務必注意各

項工作項目時程及成果，避免延宕。 

(二)因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越來越普及，各種ＡＰＰ的功能也越來越

多，且本案有展示系統供內外部使用，是否有可能開發ＡＰ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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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智慧海岸基礎資料建置案」 

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6年 12月 05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營建署 B1第 3會議室 

參、會議主持人：林組長秉勳(林副組長世民代)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記錄：李維芹 

伍、結論： 

一、 本案期末報告內容原則同意，請規劃單位依契約書規定辦理

後續事宜。 

二、 各出席委員及各單位代表意見（詳附錄發言要點），請規劃

單位納入參考，並將意見處理情形對照表納入總結報告書；

必要時，列為議題納入工作會議討論。 

陸、散會：下午 4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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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發言要點（依發言順序） 

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倘本計畫對於歷史變遷之航照圖有需求，可洽本會農林航空測

量所申請相關圖資。 

(二)本計畫系統之衛星影像為能否提供下載，或是否可在圖台上套

疊，請補充說明。  

(三)UAV應用於海岸線是最好的，因為 UAV的尺度較小，而海岸線

又是線性的，所以觀測起來相對有效率。本會漁業署亦有應用

UAV技術進行西南漁場的監測，後續相關資料建議可與本計畫

辦理成果互通有無或進行疊圖分析等。 

二、 臺南市政府： 

(一)本計畫所建置之平台，其內網權限可否開放於其他單位(如地

方政府)使用？ 

(二)建議增加 6處 UAV的拍攝時間(時/分/秒)及潮位資料。 

三、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依國土測繪法第 18 條規定，機關辦理應用測量達一定規模或

條件者，其測量計畫應送該管主管機關備查。倘本案之 UAS數

值地形模型成果符合國土測繪相關法令，則需將圖資登記於地

政司系統中，讓成果資料流通供享。 

四、 本署城鄉發展分署： 

建議在未來方向，運用 UAV拍攝藻礁及紅樹林區域，且利用低

潮時間或是偵測植被等方式來判釋分布範圍，對於後續可以進

而了解生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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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希望營建署能將潮間帶相關圖資開放給各單位於公務使用。 

六、 朱委員子豪(書面意見) 

(一)臺灣海岸的變遷偵測十分重要，由過去的 2D變遷轉為建立 3D

的資料庫，是正確的方向。 

(二)由於臺灣海岸是動態地形，不只地形會快速變遷，還有動態的

海潮才是最大的干擾。海潮的潮位高低會影響海岸線的位置，

而影響海岸線進退的判釋。尤其是西海岸的海埔地坡地很緩，

潮位更嚴重的影響海岸線的位置。所以用 2D 的遙測影像判釋

會有很多的海岸線誤判的狀態，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判釋影像時

間的潮位無法標準化。 

(三)若要準確判定海岸線的侵蝕或堆積，則需要影像配合海埔地的

地形測量，真正海岸線的變化，需要先律定海岸線的定義，如

潮位為 0米的海岸線為標準海岸線。問題是我們沒有不同年代

的海岸潮間帶地形測量資料(或 DEM)，故無法準確的劃定 0米

濱線，或是比對不同年代的 DEM，才可以知道真正海岸地形的

侵蝕與堆積。 

(四)目前計畫中的衛星影像，與 UAV要配合攝影時間與其對應的潮

位，找出相似潮位的影像，才能比較。否則會有極大的誤差出

現(尤其西海岸)。否則就需要每年都要有海埔地的地形測量

(或 DEM)而不能只有最近的 DEM。 

(五)近年的 DEM有助於了解現地的狀態，與視覺上的判釋。但若要

精準的比對變化，則還是需要對應年份的立體航空照片，來進

行立體測量(需要較完整的海埔地立體航照，才能進行較細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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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測量)。 

(六)衛星影像可能無法提供完整精確的 DEM資料，也就只是 2D的

影像，若可以有立體航照，則可以建立對應年的 DEM，可以提

供精確的數值比對，或是提供 3D視覺的展示。 

(七)建議先建立對應年份可用航照立體向對(需要有海埔地露出的

航照)、進行 DEM 的生產，才可建立真正有用的海岸變遷資料

庫 

七、 唐委員家慶(書面意見) 

(一)期末報告中呈現不同規格的三維模型，是否皆能提供下載編輯?

且在模型中對於海面的呈現似乎與陸地區域有所差異，請規劃

單位進一步說明差異原因及解決辦法。 

(二)目前系統平台於影像資料的展示方式各有不同，如衛星影像係

以縮圖排列的方式呈現，而 UAS拍攝的正攝成果則以疊圖方式

處理，建議應統一一種呈現方式。 

(三)目前在系統中，就潮間帶地形的展示方式是以各縣市分別呈現，

建議增加切換展示全台的潮間帶地形功能選項。 

八、 經濟部水利署(書面意見) 

本計畫辦理 13 處海岸侵淤熱點及海岸線分析，建議後續成果

提供本署辦理海岸防護計畫相關擬訂工作。 

九、 本署綜合計畫組： 

(一)期末審查會議後需提送總結報告書，建議內容需增加空域申請

的相關資訊、潮間帶基本資料說明、內外網之差異等的詳細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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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計畫所建置之平台，是否能提供資料上傳功能，以利個別開

發案件能夠上傳相關資料。 

(三)有關本計畫所建置之平台，後續主機是否移至署內，及是否辦

理教育訓練等相關細節，會後於工作會議討論。 

(四)目前期末報告書內容中，有關後續建議事項尚無深入討論，請

規劃單位就後續 UAV技術應用層面所需經費或規格等資料，進

行彙整性分析，並補充於總結報告書內。 

 



 

 

 
 
 
 
 
 
附錄 B、審查紀錄意見及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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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106年 11月 10日期初審查會議記錄意見及回覆 

建議及提問 回覆 

誠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徐總經理守道： 

1. 有關執行團隊簡介，建議納入後續報告書。 
謝謝建議，已納入總結報告書 P.43。 

2. 本案執行試辦作業之 UAS及拍攝鏡頭規格及效益評估(如

拍攝使用的設備、天候、經費等)說明，建議納入後續報

告。 

謝謝建議，已納入總結報告書 P.31-P37。 

3. 系統之衛星影像為僅提供下載或是可在圖台上套疊，請補
充說明。 

由於原始影像為 2m 高解析度的 Tiff 檔，考量網路傳輸效

能，故目前系統平台僅以 jpg 圖檔作為展示，並未設計套

疊在圖台上的功能。 

4. 本案工作項目「一、（三）辦理全臺潮間帶範圍劃設成
果」之原意，是否係指本案需劃設潮間帶或僅將現有成果

納入平台？現有海岸管理資訊網圖台已有「潮間帶」圖

層，而 98年營建署「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潮間帶劃設

及其土地利用現況調查與分類」計畫亦已完成潮間帶範圍

劃設，與本案劃設潮間帶有無關連？請補充此項工作說

明。 

本案所展示潮間帶為國土測繪中心國土利用監測整合計畫

中的試辦成果，與 11月初公告之潮間帶不同，此外為避免

與內政部公告的潮間帶產生疑義，因此將此功能納入內部

權限。 

5. 期初報告書第 19頁，「第 4章工作進度展示 4.1各縣市衛

星影像」部分，其中歷年影像下載目前規劃提供無坐標影

像，建議可增加提供坐標檔。如.jpg.aux.xml以方便使

用者可套疊於 GIS軟體應用。 

謝謝建議，但本案暫不考慮高解析度影像套疊地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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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初報告書第 23頁，「第 4章工作進度展示 4.3.2UAS三

維模型建置」部分，Sketchfab係類似 youtube之線上內

容分享平台，無 3D GIS功能，請嘗試將 3D模型成果轉為

具坐標之 kmz檔，以方便使用者在 google earth或 

ArcGIS Earth中套疊應用。 

由於 UAS 三維模型的細緻度高，故檔案相當龐大，因此不

建議於 Google earth或 ArcGIS Earth使用。 

7. 本案系統分內部版、外部版，對外可提供之功能與圖資為
何？如有限制功能及圖層者，應先行規劃以利系統開發進

程。 

目前權限將潮間帶、海岸資源、潛在保護區納入內部網路控

管，且提供瀏覽人數的功能。 

8. 建議系統上線前應規劃教育訓練課程，系統平台上提供簡
要操作說明。結案前亦請交付原始程式碼，以利後續維護

管理。 

謝謝建議，已將操作說明電子檔放入平台中，並提供程式

碼。 

 

內政部資訊中心： 

1. 請營建署綜整本案相關圖資清單及詮釋資料，以利後續與
本部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TGOS)整合運用。 

謝謝建議，由於 TGOS要求公開資訊必須遵照一系列的資料

規範，同時需召開徵求多方單位的審議會議，本平台主要為

提供與海岸管理相關的測試及展示功能，現階段尚未有資

訊共享之需求，故暫無此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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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潮間帶係營建署依職權所劃設之範圍，有相關法律定義跟
規範，本案工作項目潮間帶之資料，應依照署內法定資料

的標準製作。 

本案所展示之潮間帶以國土測繪中心國土利用監測整合計

畫中的試辦成果，與 11月初所公告的不同，且資料標準應

由主管機關協同專家學者討論制定，且公告潮間帶的法定

詮釋資料標準尚未完備，現階段不放入本案潮間帶的法定

資料。 

3. 俟本案完成後，請提供相關成果圖資 1份予本部國土測繪

中心，該中心係本部相關圖資綜整單位，可由該中心統一

彙整管理相關圖資，以利資訊整合交流。 

本團隊已將全部的資料複製到署內，若署內同意則資料可

介接予其他單位。 

4. 期初報告書第 24頁，「網路與單機三維模型展示比較表」

部分，建議從需求面作思考，若需求屬需至署外單位對外

展示成果使用，建議採網路版；若需求屬在單位內部各審

查會議作細緻性討論使用，建議採用單機版。 

謝謝建議，詳細的規格與建議已納入報告書中 P.31-P.37。 

5. 建議規劃單位增加系統及網站之軟硬體架構圖展示於報告
書內容。 

謝謝建議，已納入總結報告書 P.1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 建議就新竹漁港南北側海岸段以及雲林縣箔子寮漁港周遭
沙洲移動資料作長年之建置。 

感謝建議，唯本案僅呈現現有成果，未將侵淤分析列為工

作重點，未來將視需求利用潮間帶地形時序分析進行局部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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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歷史影像為何是轉成 JPG的格式，而不是套疊在平台上或

是可在 GIS系統中直接開啟的的檔案類型？ 

由於原始影像為 2m高解析度的 Tiff檔，若想要即時套疊

在線上圖台會因電腦因素或是網路速度等等的問題影響瀏

覽體驗，因此目前系統平台僅以 jpg圖檔作為展示，並未

設計套疊在圖台上的功能。 

3. 潮間帶資料後續是否可在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上提供
下載？ 

由於 TGOS要求公開資訊必須遵照一系列的資料規範，同時

需召開徵求多方單位的審議會議，本平台主要為提供與海

岸管理相關的測試及展示功能，現階段尚未有資訊共享之

需求，故暫無此考量。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1. 因目前「海岸地區管理資訊網」僅提供查詢保(防)護區、

海域用地區位許可等範圍，為使後續審查單位、開發申請

單位細部釐清開發區位是否位於海岸保護區、特定區位、

潛在保護區等範圍中，爰建請評估是否有相關平台管道可

提供開發單位上傳開發範圍圖，或下載鄰近開發區位之保

(防)護區、特定區位局部圖資，俾事前比對及規劃因應。 

感謝建議，本平台已加入上傳 shp檔案功能，以便比對相

關圖資重疊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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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初報告書第 4頁，「第 2章工作目標 2.1工作項目(四)

交貨項目 5.WGS84座標系統」部分，考量工程建設開發計

畫多以二維、TWD97座標系統繪製工程圖說，且「海岸地

區管理資訊網-空間定位」中，亦有提供 TWD67、TWD97座

標系統查詢或上傳座標檔案等功能，爰建請評估是否可提

供 WGS84、TWD97兩座標系統，俾後續審查機關或申請開

發單位能有基本圖資作相對性比照，亦可降低不同座標系

統轉換間所造成之誤差。 

感謝建議，但本案暫時先不考慮。未來將視署內的實際作

業需求情況，研擬是否納入。 

3. 因資訊網中未見基隆、臺北、蘇澳、高雄商港之港區範圍
線外錨地範圍，考量商港管理單位前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之規定，提供前述商港航道及錨地既有依法同意使

用之海域用地區位許可申請書、相關座標及圖件，爰建請

後續更新於資訊網中。 

感謝建議，但本案暫時先不考慮。未來將視署內的實際作

業需求情況，研擬是否納入。 

4. 資訊網中之高雄港港區範圍線似有偏移，建請後續再調整
更新。 將請署內協助確認圖資後，並予以修正。 

 

交通部觀光局： 

1. 本案臨時系統平台位置 http://140.115.204.193是否已

可操作使用？ 

經測試的結果，已確定目前的臨時 IP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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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 本案整合之圖資應來自本部國土監測計畫，如本案另有索
取相關圖資需求，可洽本中心可協助提供。 

謝謝協助。 

2. 目前本案之成果已於臨時系統平台展示，後續若有成果需
至本中心平台展示需求，可洽本中心提出說明。 謝謝協助。 

3. 本案後續是否會加入近岸海域水深 30公尺水下地形的資

料？ 

此非本案工作項目之目的，本案僅為署內就現有之圖資建

置於系統平台中。 

 

臺南市政府： 

1. 有關 13處侵淤熱點部分，本案是否會就觀測結果作分

析，說明發生侵淤的原因？ 

13處侵淤熱點為國土利用監測計畫中的工作項目，此結果

以衛星影像前後期作為判釋，因此並沒有探討侵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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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書面意見)： 

1. 查民國 73年內政部曾委託本局農林航空測量所配合辦理「保

護臺灣地區沿海景觀資源措施」，測製比例尺一千分之一「臺

灣地區海岸地形圖」，全案共計約 3224幅，相關圖資本局農

林航空測量所保有複製底本，目前與中研院合作進行數位典

藏保存作業，預計於 106年 12月份中旬完成掃描建檔作業。 

謝謝建議，但由於資料時間較為久遠，與本平台著重之

現況呈現具有差異，此項目還需再評估，暫時先不考

慮。 

2. 前開海岸地形圖係屬密類圖資，若有圖資使用需求，建議洽
內政部地政司。 

謝謝協助。 

 

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唐執行長家慶(書面意

見)： 

1. 因本案工作項目繁多，且執行期間短，請執行團隊務必注意
各項工作項目時程及成果，避免延宕。 

謝謝建議。 

2. 因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越來越普及，各種 APP的功能也越來越

多，且本案有展示系統供內外部使用，是否有可能開發 APP？ 

感謝建議，但本案暫時先不考慮。未來將視署內的實際

作業需求情況，研擬是否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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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106年 12月 05日期末審查會議記錄意見及回覆 

建議及提問 回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 倘本計畫對於歷史變遷之航照圖有需求，可洽本會農林航
空測量所申請相關圖資。 

謝謝協助。 

2. 本計畫系統之衛星影像為能否提供下載，或是否可在圖台
上套疊，請補充說明。 

由於原始影像為 2m 高解析度的 Tiff 檔，若想要即時套疊

在線上圖台會因電腦因素或是網路速度等等的問題影響瀏

覽體驗，因此目前系統平台僅以 jpg 圖檔作為展示，並未

設計套疊在圖台上的功能。 

3. UAV 應用於海岸線是最好的，因為 UAV 的尺度較小，而海

岸線又是線性的，所以觀測起來相對有效率。本會漁業署

亦有應用 UAV技術進行西南漁場的監測，後續相關資料建

議可與本計畫辦理成果互通有無或進行疊圖分析等。 

本團隊會將全部的資料複製到署內，若署內同意則資料可

分享或介接給其他單位。 

 

臺南市政府： 

1. 本計畫所建置之平台，其內網權限可否開放於其他單位
(如地方政府)使用？ 

本團隊會將全部的資料複製到署內，若署內同意則資料可

分享或介接給其他單位。 

2. 建議增加 6處 UAV的拍攝時間(時/分/秒)及潮位資料。 謝謝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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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 依國土測繪法第 18條規定，機關辦理應用測量達一定規模

或條件者，其測量計畫應送該管主管機關備查。倘本案之

UAS 數值地形模型成果符合國土測繪相關法令，則需將圖

資登記於地政司系統中，讓成果資料流通供享。 

與營建署研究法規因細部規格不符故毋須納入地政司登錄

系統。 

 

本署城鄉發展分署： 

1. 建議在未來方向，運用 UAV拍攝藻礁及紅樹林區域，且利

用低潮時間或是偵測植被等方式來判釋分布範圍，對於後

續可以進而了解生態發展。 

此方法對於大範圍粗略判釋與面積分布較為可行，倘若要

進行細部種物分類，UAS成果較難達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 希望署內能將潮間帶相關圖資開放給各單位於公務使用。 

本團隊會將全部的資料複製到署內，若署內同意則資料可

分享或介接給其他單位。 

 

朱子豪教授 (書面意見) 

1. 台灣海岸的變遷偵測十分重要，由過去的 2D變遷轉為建立

3D的資料庫，是正確的方向。若要準確判定海岸線的侵蝕

或堆積，則需要影像配合海埔地的地形測量，真正海岸線

的變化，需要先律定海岸線的超定義，如潮位為 0米的海

岸線為標準海岸線。問題是我們沒有不同年代的海岸潮間

帶地形測量資料(或 DEM)，故無法準確的劃定 0 米濱線，

由國土測繪中心試辦案中製作潮間帶產品可利用時序分析

計算侵淤程度，本委辦僅呈現目前分析成果，0米線需經分

析海平面基準後以利轉換，並經由不同時間分析 0 米線變

化，以得更精準侵淤量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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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比對不同年代的 DEM，才可以知道真正海岸地形的侵

蝕與堆積。 

2. 目前計畫中的衛星影像，與 UAV要配合攝影時間與其對應

的潮位，找出相似潮位的影像，才能比較。否則會有極大

的誤差出現(尤其西海岸)。否則就需要每年都要有海埔地

的地形測量(或 DEM)而不能只有最近的 DEM。近年的 DEM有

助於了解現地的狀態，與視覺上的判釋。但若要精準的比

對變化，則還是需要對應年份的立體航空照片，來進行立

體測量(需要較完整的海埔地立體航照，才能進行較細緻的

測量)。 

因前期地形無航照資料或缺乏重疊影像，故無法製作時序

地形分析，若需探討歷史變遷必須依賴衛星影像分析重建

過去變遷樣態。 

3. 衛星影像可能無法提供完整精確的 DEM資料，也就只是 2D

的影像，若可以有立體航照，則可以建立對應年的 DEM，可

以提供精確的數值比對，或是提供 3D視覺的展示。 

同上，全台之立體航照難以取得，故本研究案僅呈現現今海

岸地形成果。 

4. 建議先建立對應年份可用航照立體向對(需要有海埔地露

出的航照)、進行 DEM生產，才可建立真正有用的海岸變遷

資料庫。 

感謝建議，但本案暫時先不考慮。 

 

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唐執行長家慶(書面意見) 

1. 期末報告中呈現不同規格的三維模型，是否皆能提供下載
編輯?且在模型中對於海面的呈現似乎與路面區域有所差

異，請執行團隊進一步說明差異原因及解決辦法。 

目前三維模型有部分網路平台附有下載功能，下載後可進

行簡易編輯。此外海上高程有極大的差異，目前本團隊嘗試

將海上點雲移除後的影像，並再次重複建模可降低海上不

匹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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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系統平台於影像資料的展示方式各有不同，如衛星影
像係以縮圖排列的方式呈現，而 UAS拍攝的正攝成果則以

疊圖方式處理，建議應統一一種呈現方式。 

由於 UAS之正射影像，在處理過程中有將 google tile產出，

且運用圖磚的方式，可將影像之解析度提高。因此才會有不

同種的呈現方式 

3. 目前在系統中，就潮間帶地形的展示方式是以各縣市分別
呈現，建議增加切換展示全台的潮間帶地形功能選項。 

由於全台潮間帶地形的檔案較大，倘若考慮到瀏覽平台的

速度，較不考慮這一部分的建議。 

 

經濟部水利署(書面意見) 

1. 本計畫辦理 13處海岸侵淤熱點及海岸線分析，建議後續

成果提供本署辦理海岸防護計畫相關擬訂工作。 

謝謝建議。 

 

本署綜合計畫組： 

1. 期末審查會議後需提送總結報告書，建議內容需增加空域
申請的相關資訊、潮間帶基本資料說明、內外網之差異等

的詳細說明。 

已加入報告書中之第三章節。 

2. 本計畫所建置之平台，是否能提供資料上傳功能，以利個
別開發案件能夠上傳相關資料。 

已新增可上傳 Shapefile檔案之功能於系統平台上。 

3. 有關本計畫所建置之平台，後續主機是否移至署內，及是
否辦理教育訓練等相關細節，會後於工作會議討論。 

本團隊會將所有資料移至署內，確切時間尚未定案，另外對

於操作方面並無需要教育訓練。 

4. 目前期末報告書內容中，有關後續建議事項尚無深入討論，
請規劃單位就後續 UAV技術應用層面所需經費或規格等資

料，進行彙整性分析，並補充於總結報告書內。 

已加入於報告書 P.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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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事項檢核表 
工作計畫內容 辦理情形 備註 

一、將本部「國土利用監測計畫」委

辦計畫所建立歷年海岸地區衛

星影像，以「可查詢」之方式（並

分為 internet與 intranet），納

入本署已另案建置之「海岸地區

管理資訊網」，提供本部推動相

關業務參據，並踐行資訊公開政

策。 

(一) 每年 1張各縣市海岸地區範圍衛星影像圖檔： 

1. 提供 61年與 70年及 80年此 3年度各直轄市及縣(市)海岸地區

範圍衛星影像圖檔(SPOT系列或 Landsat系列影像製作為主)。 

□未辦理 

□辦理中 

□已有部分成果 

5已完成 

已建置於平台 

2. 提供 90年(含)以後每年各直轄市及縣(市)之海岸地區範圍衛星

影像圖檔原則(福衛二號或 SPOT系列影像製作為主)。 

□未辦理 

□辦理中 

□已有部分成果 

5已完成 

已建置於平台 

(二) 行政院國土保育專案小組決議之 13處海岸侵淤熱點地區，分析其

海岸線變化情形。 

□未辦理 

□辦理中 

□已有部分成果 

5已完成 

已建置於平台 

 

(三) 辦理全臺潮間帶範圍劃設成果。 

□未辦理 

□辦理中 

□已有部分成果 

5已完成 

已建置於平台 

二、以無人駕駛航空器系統（UAS）進

行各縣市海岸地區基礎資料蒐

集，納入「海岸地區管理資訊

網」，俾擴大海岸管理參與層面

之深度及廣度，健全海岸管理機

制。 

(一)每針對海岸保護、侵淤熱點及特定區位的等不同類型，各擇定 2處

海岸段（合計 6處）拍攝： 

1. 海岸保護：新北市瑞芳區深澳岬海岸、新北市石門區老梅海
岸。 

□未辦理 

□辦理中 

□已有部分成果 

5已完成 

已建置於平台 

2. 侵淤熱點：宜蘭烏石港周邊海岸段、高雄左營軍港海岸段。 

□未辦理 

□辦理中 

□已有部分成果 

5已完成 

已建置於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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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內容 辦理情形 備註 

3. 特定區位：桃園觀塘工業區、新北福隆海水浴場。 

□未辦理 

□辦理中 

□已有部分成果 

5已完成 

已建置於平台 

 

(二)正射及建模處理： 

1. 海岸保護：新北市瑞芳區深澳岬海岸、新北市石門區老梅海
岸。 

□未辦理 

□辦理中 

□已有部分成果 

5已完成 

已建置於平台 

2. 侵淤熱點：宜蘭烏石港周邊海岸段、高雄左營軍港海岸段。 

□未辦理 

□辦理中 

□已有部分成果 

5已完成 

已建置於平台 

3. 特定區位：桃園觀塘工業區、新北福隆海水浴場。 

□未辦理 

□辦理中 

□已有部分成果 

5已完成 

已建置於平台 

三、配合本署會議時間定期召開工作會議（至少 3次為原則），並整理會議紀錄。 

□未辦理 

□辦理中 

□已有部分成果 

5已完成 

106.09.26 、

106.11.22 、

106.12.20 

共召開 3 次工

作會議 

四、配合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會議時間，報告本案研究成果。 

5未辦理 

□辦理中 

□已有部分成果 

□已完成 

依第 2 次工作

會議決議，將 

配合海審會開

會日期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