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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計畫積極推動衛星定位技術

應用，相關子計畫成效如下： 

(一) 發展無人行動載具即時動態

精密單點定位服務系統，介接

測繪中心建置的衛星基準站，

即時解算臺灣當地衛星定位

誤差參數。 

(二) 持續解算完成 112 年度國內

GNSS 連續觀測站約 400 站每

日成果，並建立各站每週國際

框架坐標成果，提供臺灣地區

地震、地殼變動及高度變化等

研究使用。 

(三) 完成小琉球島、漯底山及滾水

山等特殊地質區共 48 點基本

控制點監測及地質災害資料

蒐集，了解敏感地質區域內地

質災害種類及型態，分析基本

控制點變形位移情形。 

(四) 加入衛星測高資料及 GNSS 連

續站衛星測量資料分析潮位

站高程變化趨勢，結果顯示平

均海水面持續上升，我國

TWVD2001 高程系統之起算基

準的確已有顯著變化，值得各

界探討此變化對各項高程測

量及經濟建設的影響，並尋求

因應之道。 

(五) 透過未差分的 GPS 相位資料

計算接收儀頻率偏差，開發



GNSS 連續觀測站遠距頻率校

正技術，從解算時間對定位精

度的影響分析，精密單點定位

在解算時間 4 小時以上精度

才大幅提升，而靜態相對定位

在解算時間 2 小時以上精度

即大幅提升。 

(六) 「發展三維測圖技術」細部計

畫則納入「行政院災害防救科

技創新服務方案」計畫之列，

每年配合該計畫辦理相關技

術成果發表及交流。另於緊急

災害應變必要時，配合協助辦

理相關災點航拍作業。 

二、 本計畫執行內容符合原計畫目

標，而主要內容皆如期如質達

成，且執行成效良好。就學術成

就、技術創新、經濟效益、環境

安全永續及其他效益方面而論，

質與量皆已達到原預定之標準。 

三、 未來工作重點除延續總目標達成

外，建議應著重如何擴大成果及

應用效益，包括縱向與橫向間單

位聯繫及合作，發揮相加相乘的

效果，同時配合科技發展脈動，

善用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及 5G

網路等技術，提升測繪效能。另

外，未來應持續強化測繪圖資更

新、共享及服務，俾使測繪圖資

成果發揮最大效益。最後，應適

時將研發所獲得成果，進行推廣

教育及技術轉移，以增強民間企

業能量，實現科技強國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