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床裸露目標物工程現況與行為分析
田文敏

應用掃描式聲納系統針對西子灣外海地區進行的海床探測，共
計辨識30座水泥質裸露目標物。分布區域為 25 x 9m，呈東北-西南
走向。目標物突出海床的高度以超過40cm者為主，部分僅10~20cm
。上述目標物類型為5噸型林克消波塊，高度為1.9m。本區目標物貫
入海床沉積物的機制，包含由沉積物承載力與浪流沖刷造成的下陷
作用，以及由沉積物堆積所造成的掩埋作用。目標物因下陷作用貫
入海床的深度以90cm為主，最大可達130cm的規模。由抽砂養灘以
及沉積物堆積所造成的掩埋深度，對於所有目標物而言，均為50cm
。下陷作用的影響是掩埋作用的二倍。離岸消波塊係於海堤補強與
修復工程中吊裝完成，目的在以建構離岸潛堤的方式，消減波浪能
量，達到保護海堤的目的。

西子灣外海水下靜態裸露目標物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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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空難水下失蹤人員搜尋作業探討
田文敏

復興航空GE 235班機基隆河內溝溪段墜機事件中（南港空難），國立中山大學水下搜尋團隊，以底床固定型掃描式聲納系統，針對南湖大
橋區域，進行以底床細部探測作業為主體的失蹤人員搜尋作業，協助釐清最後三名失蹤人員與此區域的關連性。根據探測結果顯示，基隆河
南湖大橋區段水下環境與底床地貌特徵，可分為六類，按上游至下游的順序分別為：流道區、上游區、潛堤區、堆積區、侵蝕區以及下游區
。其中流道區、潛堤區與侵蝕區之外觀特徵，以裸露之混凝土質塊體為主體，地形崎嶇。而上游區、堆積區與下游區之外觀則以平坦的沉積
物為主要特徵，未完全掩埋之混凝土質立方體則以散點狀的方式，分布於局部區域。在結合水下環境與底床地貌特徵資訊的程序下，針對失
蹤人員進行的聲納影像判讀，共計標定出25組疑似目標物。漂流或懸浮物體在通過南湖大橋河段時，最易遭到欄阻而停留的區域，包括潛堤
區以及侵蝕區中獨立樁至群樁之間的區域。在水下搜尋作業過程中，建議將上述二區域列為優先執行區域。本案中最後3名失蹤人員與南湖大
橋區域的關連性，經水下聲學探測與潛水人員完整的驗證作業，得以證實。其中2名失蹤人員於潛堤區尋獲，第3名失蹤人員則經證實不存在
於探測區域以內。事實上，最後一名失蹤人員最終於成功橋上游區域（墜機地點下游3,000m處）尋獲。失蹤人員的尋獲時間，在統計分析上
，呈現二個獨立群組的現象。其中於第三日與第四日尋獲之失蹤人員（第一群組、9名），以位於平坦底床區域為主（僅1名例外）。第八日與
第九日尋獲者（第二群組、3名），則位於崎嶇底床區域。因此，以潛水人員觸覺為主體的水下搜尋作業模式，對於平坦區域而言，在短時間
內即能夠有效完成目標物之搜尋與確認。然而此種搜尋作業模式，對於崎嶇底床區域而言，具有限制性與執行過程中無法有效確認的障礙，
對整體搜救的時效性易造成不利的影響。

基隆河墜機地點與南湖大橋間河道狀況。包含九位失蹤人員的發現位置，
白色圓點為第三日搜尋成果(4名)，紅色圓點為第四日搜尋成果(5名)

20張聲學影像魚長與魚速關係線

魚速機率密度分布長條圖目標物編號與位置座標 視長度與魚速關係圖

南湖大橋區段水下環境與地貌特徵以及疑似目標物位置（紅色圓點）圖。其中：(A)流道區、(B)上游區、
(C)潛堤區、(D)堆積區以及(E)侵蝕區，白色圓點為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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