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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為有效規劃國土利用，兼顧環保與經濟發展，達到國土永續經營、建立

臺灣為「綠色矽島」、「人文科技島」之目標，亟需建構陸域、海域一致的現

代化完整基本控制測量系統，相關工作包括海域基本圖之測繪、重力控制網

之建立、離島高程控制系統之建立以及大地控制網、高程控制網之維護更新

等，內政部爰訂定「國家基本測量發展計畫」，報奉行政院 91 年 7 月 4 日院

臺內字第 0910031672 號函同意辦理，自 92 年度起至 96 年度止分 5 年實施。

嗣又訂定「國家測繪發展計畫」，報奉行政院 96 年 7 月 9 日院臺建字第

0960030668 號函同意，自 97 年度起持續辦理，以維護國家基本控制測量系

統，98 年度起本項工作改由本中心編列預算執行。 

內政部為建立高精度之高程控制系統，於 90 年新設臺灣水準原點，並

分別於 90、92 年度辦理完成一等一級、一等二級水準點測設，完整建構臺

灣新的高程系統，命名為 2001 臺灣高程基準（TaiWan Vertical Datumn 2001，

簡稱 TWVD2001）。另為配合離島建設條例之頒布施行及縮短城鄉差距政策

之推動，各界對澎湖、金門、馬祖等離島地區之高程控制點需求日益殷切，

內政部於 93 年度交由本中心辦理澎湖、金門、馬祖、綠島、蘭嶼與小琉球

等離島的一等水準點測設作業，該工作於 94 年度上半年辦理完成；又為維

持高程控制系統之完整，確保其精度及可用性，於 95 年度交由本中心執行

臺灣本島一等水準點檢測工作，檢測範圍涵蓋 90 年度起設置的一等一級與

一等二級水準點，檢測成果於 98 年 3 月 10 日公布供各界使用；在經歷數年

後，於 103 年度再次交由本中心執行臺灣本島一等水準點檢測工作，並於 104

年度辦竣。 

臺灣地區之新高程系統 TWVD2001 係以臺灣水準原點 K999 為起算點，

該水準原點之建立係參考基隆潮位站長期潮位觀測資料而得。又內政部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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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交通部基隆港務局（現為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以下簡

稱基隆港務分公司）辦理「東岸聯外道路新建工程（北段標）」用地需要，

依國土測繪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同意遷移重建「臺灣水準原點」，並交由

本中心辦理「臺灣水準原點新址埋設檢測工作」，新水準原點於 99 年 12 月

建置完竣，點號為 K997，位於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大客車停車場區。 

為了解高程系統基準是否穩定，確保高程系統之準確性，必須進行高程

基準檢測，而潮位系統與高程系統之結合，除潮位儀本身的準確度外，還須

掌握潮位站之穩定性，以排除潮位站的沉陷因素，故亦須進行潮位站高程檢

測。檢測作業為長期且持續性之工作，92 年度由內政部委託廠商辦理，工作

內容包括水準原點高程基準網及潮位站高程檢測，93 年度交由本中心委託廠

商辦理，自 94 年度起，為建立本中心自主水準測量技術，由本中心運用暨

有設備，調派人力自行辦理，並自 98 年度開始，執行本工作所需經費編列

於本中心「測繪控制點管理維護計畫」項下。 

104 年度水準原點高程基準網檢測部分併於 103 至 104 年度一等水準測

量作業委外辦理，潮位站高程檢測則仍由本中心測量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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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作規劃 

§ 2-1  工作範圍 

高程基準檢測工作主要包含 2 項檢測作業，分別為： 

一、臺灣水準原點高程基準網檢測：包含原臺灣水準原點 K999 高程基

準網及新臺灣水準原點 K997 高程基準網之檢測，其水準測線如表

2-1，位置示意圖則如圖 2-1。 

二、潮位站高程檢測：進行潮位站參考點、潮位站水準點與一等水準點

間之精密水準測量工作。本項作業涵蓋臺灣本島及離島地區，目前

計有臺灣本島 28 個、離島 7 個共 35 個潮位站納入檢測。 

 

上述 2 項檢測作業，配合本中心各年度各項業務之執行而作調整。104

年度臺灣水準原點高程基準網檢測工作係配合本中心「103 年度一等水準測

量工作」委外採購案，由得標廠商執行，該案計執行 2 年，每年執行 2 次高

程基準網檢測工作，最後再進行整體成果之分析。 

104 年度潮位站高程檢測工作計辦理 33 個潮位站（臺灣本島 27 個，離

島 6 個）之檢測工作，各潮位站位置分布如圖 2-2。本工作規劃係依據潮位

站位置所屬測量隊轄區，由該測量隊辦理為原則，104 年度各測量隊辦理潮

位站高程基準檢測工作分配如表 2-2。 

 

表 2-1 臺灣水準原點高程基準網水準測線表 

高程基準網 水準測線 公里數 

水準原點 

K999 

K999-K002-BM6-BM11-2038-T7836-K001-K003-K004-BM10-K

005-K006-K007-K008-K010-BM4-K021-TG01-TG01B 

2037-T7836 

9.4 

新水準原點 

K997 

K999－K011－K012－K013－2041－K014－2042－TG997－

K997－K996－K015－2043 

K999－2039－2040－T0524－K013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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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臺灣水準原點高程基準網位置示意圖 

 

圖 2-2 104 年度辦理檢測之潮位站位置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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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潮位站高程基準檢測之水準測量公里數與測量隊轄區一覽表 

潮位站名 
一等 

水準點 

潮位站 

水準點 公里數 坐落縣市 
辦理 

測量隊 

基隆 K021 TG01 0.01 基隆市 

北區第一測量隊 

龍洞 2053 TG21 0.96 新北市 

福隆 2059 TG36 1.16 新北市 

淡水 2113 TG03 0.87 新北市 

油車口 2114 TG31 0.48 新北市 

麟山鼻 2017 TG02 2.35 新北市 

烏石港 2076 TG35 1.50 宜蘭縣 

蘇澳 X002 TG20 1.19 宜蘭縣 

花蓮 9104 TG19 1.66 花蓮縣 

石梯 A033 TG18 0.91 花蓮縣 

竹圍 X017 TG04 2.11 桃園縣 

北區第二測量隊 
南寮 D037 TG05A 2.33 新竹市 

外埔 D050 TG06 2.46 苗栗縣 

馬祖(南竿) NG01 TG71-1 0.29 連江縣 

臺中港 G003 TG07 0.86 臺中市 
中區測量隊 

金門料羅 KM01 TG72X 0.96 金門縣 

箔仔寮 G046 TG08 2.93 雲林縣 

南區第一測量隊 塭港 X202 TG09 3.82 嘉義縣 

東石 X202 TG10X 4.62 嘉義縣 

將軍 G074 TG32 6.43 臺南市 

南區第二測量隊 
永安 G098 TG11X 6.17 高雄市 

高雄 K700 TG12 1.87 高雄市 

澎湖 PF01 TG73 0.56 澎湖縣 

林邊 G128 TG40 2.45 屏東縣 

東區測量隊 

蟳廣嘴 K800 TG14X 0.46 屏東縣 

東港 G123 TG33 2.98 屏東縣 

後壁湖 Q012A TG34 5.70 屏東縣 

小琉球 LC01 TG74 0.23 屏東縣 

大武 9217 TG15 0.49 臺東縣 

富岡 A087 TG16-1 1.33 臺東縣 

成功 A061 TG17-1 1.25 臺東縣 

蘭嶼 LY01 TG75-1 0.29 臺東縣 

綠島 LD01 TG76 0.20 臺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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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工作項目 

本工作（潮位站高程檢測）主要辦理項目包括： 

一、 點位勘查： 

104 年度係本中心自行辦理之第 11 個年度，作業人員均已熟

悉潮位站水準點及一等水準點位置，故未滅失重建之潮位站水準

點點位勘查工作，於辦理檢測工作時一併辦理。 

二、 儀器校正： 

依據內政部「一等水準點測量作業規範」之規定，於外業測

量前一個月內應辦理水準儀及水準尺校正，儀器校正應由國家度

量衡標準實驗室或簽署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相互承認辦法之認證

機構所認證之實驗室為之，並出具報告。 

三、 精密水準測量： 

外業水準測量前，應採用定樁法進行水準儀之視準軸檢查工

作，並記錄視準軸誤差係數，作為視準軸系統誤差改正之依據。 

本工作之精密要求高於一等水準測量，由於國內尚未訂定相

關測量規範，觀測作業暫依據內政部「一等水準點測量作業規範」

辦理，並於外業測量完成後，立即進行原始觀測資料整理與檢查，

以確定資料品質是否合於作業規範。檢查內容包含原始觀測資料

之前後視距差、最長視距、最低與最高讀數、測站 2 次讀數高差

之差、讀數標準差(σ)、測段中每測站之視距累積誤差、前後視水

準尺之溫差、同一測段中水準尺之溫差等，以及測段之往返閉合

差、測站數是否為偶數、起終點號是否相符等項目。 

四、 資料處理及分析： 

於往返觀測完竣後，應立即檢查往返觀測閉合差是否合乎規

定，且須均符合工作規範及精度要求，方可進行後續視準軸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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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誤差改正、地球曲率改正、水準尺溫度改正等各項系統誤差

改正，以求得最後各測段之高程差，並據以進行點位穩定性之分

析。 

五、 工作報告撰寫： 

就 104 年度工作規劃、工作執行、檢測結果及歷年檢測結果

之分析等項撰寫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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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作業流程 

本高程基準檢測工作係依據內政部「一等水準點測量作業規範」辦理，

作業流程如圖 2-3。 

 

 

 

 

 

 

 

 

 

 

 

 

 

 

 

 

 

 

 

 

 

 

圖 2-2 高程基準檢測作業流程圖 

 

資料檢查 

是 

是 

原始資料檢查 

外業行前訓練 

測量裝備準備 

外業水準測量 

原始資料整理 

水準資料計算 

1. 檢查前後視距離差異是否超過 0.5

公尺 

2. 最長視距是否超過 30公尺 

3. 最高讀數不得超過 270公分,最低

讀數不得低於 30公分 

4. 測站二次高程差之差不得超過

0.4mm 

5. 讀數標準差(σ)不得大於 0.2mm 

6. 同一測段中視距累積較差不得超過

1.5公尺 

1. 往返閉合差不得大於 2mm√k 

2. 測站數是否為偶數 

3. 測段之起終點號是否正確 

系統誤差改正 

各項成果輸出 

1. 視準軸誤差改正 

2. 折射誤差改正 

3. 地球曲率改正 

4. 水準尺溫度改正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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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時程規劃 

本中心依據歷年各潮位站高程基準檢測工作之測段公里數及臺灣水準

原點高程基準網的測段公里數，運用各隊均配置之 1 套精密電子水準儀，估

計各地點各測量隊辦理本工作所需時間。104 年度規劃辦理 33 個潮位站各 1

次檢測工作，作業期程規劃自 104 年 4 月至 10 月，由各隊在規定時間內視

業務狀況辦理本項工作。 

 

§ 2-5  儀器設備與人員編組 

本中心目前有 6 套 Zeiss DiNi12 電子水準儀，整套儀器設備主要包含精

密水準儀、銦鋼水準尺及溫度計，每部水準儀均配置固定之 3 米銦鋼水準尺

（Nedo LD13）2 支。又為施測潮位站參考點，另配備 1 米銦鋼尺 4 支，以

搭配電子水準儀使用，及 1 對 2 米尺以因應 3 米尺無法施測之地區使用。 

觀測儀器精度要求係依照「一等水準測量作業規範」規定，其需求規格

如下： 

一、採用之精密水準儀，應符合下列規格： 

(一)每公里往返測標準偏差在 0.4mm 以下。 

(二)圓盒氣泡之靈敏度在 10'/2mm 以內。 

(三)補償器水平設定精度在 0.30"以內。 

(四)最小讀數至少為 0.1mm 以下。 

(五)最小估讀（顯示）讀數至少為 0.01mm 以下。 

二、採用之銦鋼水準尺，應符合下列規格： 

(一)刻劃校準精度在 0.05mm 以內。 

(二)固定於水準尺上之圓盒氣泡靈敏度在 10'/2mm 以內。 

(三)同組施測之前後視水準尺，必須採用原廠檢驗配對之銦鋼水準尺。 

三、採用之溫度計，應符合下列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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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攝氏 0 度至 40 度之量測範圍內，其量測精度在 0.2 度以內。 

(二)最小讀數至少為 0.1 度以下。 

(三)須置於可通風之遮陽罩中，且可使溫度計固定於溫度計架之 0.5

公尺及 2.5 公尺之高度。 

精密水準測量編組一般配置 5 人，配備工程車 1 部，人員為觀測員 1 人，

記錄員 1 人，扶尺員 2 人，引導（司機）1 人，可依實際需要增減之。本次

水準測量作業人員編組為 4 人，於夜間觀測時視地區特性再增加 1 人。104

年度各測量隊工作量之作業時程為 1 至 2 個月不等，各測量隊作業人員均為

兼辦人員，於規劃時程內由測量隊調派人員辦理。 

 

§ 2-6  作業精度與規範要求 

本工作係依照內政部「一等水準測量作業規範」執行精密水準測量作

業，內政部於 64 年 7 月至 69 年 1 月辦理「臺灣地區土地測量工作」中基本

控制點檢測之一等水準測量，對高程基準檢測工作的水準測量之每測段往返

最大閉合差，為 kmm0.2 （K 為單一測段長度之公里數），較一等一級水準測

量的 kmm5.2 為高，92 年度開始辦理潮位站高程基準檢測工作也依循此精度

施測，有關本工作相關施測精度及容許誤差要求如下： 

一、每測段往返最大閉合差（系統誤差改正前）： kmm0.2 （K 為單一測

段長度之公里數）。 

二、最長視距：30 m。 

三、最大前後視距差： 

(一)每一測站：0.5 m。 

(二)同一測段於任一測站上前後視距差累積：2 m。 

四、最大視準軸誤差：10."0 (即 0.05 mm/m)。 

五、潮位站參考點與潮位站水準點間之往返觀測閉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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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潮位站參考點無法擺置銦鋼尺者：1.0 mm。 

(二)潮位站參考點能擺置銦鋼尺者：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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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作執行 

§ 3-1  點位清查 

於外業測量作業前須先清查所有點位，為節省時間及經費，故於外業測

量作業到達現場後，一併清查待測點位是否存在及堪用。 

本次檢測工作中，33 個潮位站相關點位清查結果狀況均為良好，表 3-1

為 104 年度各潮位站之潮位站水準點及一等水準點清查結果。 

 

表 3-1 潮位站水準點、一等水準點之點位清查結果表 

序號 
潮位站

名稱 

一等水

準點 

點位 

狀況 

中間 

點位 

點位 

狀況 

潮位站

水準點 

點位 

狀況 
備註 

1 基隆 K021 良好     TG01 良好   

2 麟山鼻 2017 良好 F017 良好 TG02 良好   

3 淡水 2113 良好     TG03 良好   

4 竹圍 X017 良好     TG04 良好   

5 南寮 D037 良好     TG05A 良好   

6 外埔 D050 良好     TG06 良好   

7 臺中港 G003 良好     TG07 良好   

8 箔仔寮 G046 良好 T8653 良好 TG08 良好   

9 塭港 X202 良好 

WG02 良好 

TG09 良好   
CGSG080 良好 

WG03 良好 

WG01 良好 

10 東石 X202 良好     TG10X 良好   

11 永安 G098 良好 
YA01 良好 

TG11X 良好   
YA02 良好 

12 高雄 K700 良好     TG12 良好   

13 蟳廣嘴 K800 良好     TG14X 良好   

14 大武 9217 良好     TG15 良好   

15 富岡 A087 良好     TG16-1 良好   

16 成功 A061 良好     TG17-1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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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潮位站

名稱 

一等水

準點 

點位 

狀況 

中間 

點位 

點位 

狀況 

潮位站

水準點 

點位 

狀況 
備註 

17 石梯 A033 良好     TG18 良好   

18 花蓮 9104 良好     TG19 良好   

19 蘇澳 X002 良好     TG20 良好   

20 龍洞 2053 良好     TG21 良好   

21 油車口 2114 良好     TG31 良好   

22 將軍 G074 良好 
GNG1 良好 

TG32 良好   
GNG2 良好 

23 東港 G123 良好 TKG1 良好 TG33 良好   

24 後壁湖 Q012A 良好 
G657 良好 

TG34 良好 
Q012A係

103年補建 HBG1 良好 

25 烏石港 2076 良好     TG35 良好   

26 福隆 2059 良好     TG36 良好   

27 林邊 G128 良好     TG40 良好   

28 
馬祖 

(南竿) 
NG01 良好     TG71-1 良好   

29 
金門 

料羅 
KM01 良好     TG72X 良好   

30 澎湖 PF01 良好     TG73 良好   

31 小琉球 LC01 良好     TG74 良好   

32 蘭嶼 LY01 良好     TG75-1 良好   

33 綠島 LD01 良好     TG76 良好   

 

§ 3-2  儀器校正 

依據內政部「一等水準點測量作業規範」之規定，於外業測量前 1 個月

內應辦理水準儀及水準尺校正，儀器校正應由國家度量衡標準實驗室或簽署

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相互承認辦法之認證機構所認證之實驗室為之，並出具

報告。目前國內僅國家度量衡標準實驗室可辦理水準尺校正，惟該室因校正

設備故障，至本工作辦竣時仍無法提供校正服務，故 104 年度檢測工作未辦

理儀器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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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在實際進行水準測量前，為確保水準儀本身之誤差值合於規範，並記

錄所測資料之視準軸誤差係數，作為視準軸誤差改正之依據，均依照內政部

「一等水準測量作業規範」規定之視準軸校準程序，除計算儀器之視準軸誤

差係數外，亦進行水準儀水平設定精度、直立軸誤差計算之檢校，結果均符

合要求。有關水準儀視準軸校準之水準儀與水準尺擺設位置如圖 3-1，視準

軸校準紀錄表如表 3-2。 

 

表 3-2 水準儀視準軸校準紀錄表 

組別: 東區測量隊 檔案名稱： 1040410.DAT 

校準日期： 104 年 4月 10日 校準時間： AM08:37 

水準儀序號： 706316 校準人員： 鍾Ｏ興 

水準尺一序號： 11103 扶尺人員 黃Ｏ福 

水準尺二序號： 11107 扶尺人員 林Ｏ彥、盧Ｏ寶 

量測起始溫度： 23 風速： 1 

時間段： 14 分 日照： 0 

校準前應注意事項： 是 否 

一、校準場地坡度是否小於百分之二？ 是   

二、水準儀及水準尺之圓盒氣泡是否已校正完畢？ 是   

三、電子精密水準儀是否已消除內部視準軸校正功能？ 是   

一、水準儀整置於線段中央處(20公尺處) 

註：前後視距離差若大於 0.4公尺需重新整置儀器 

後視(尺一)讀數 B1 1.49105 後視距離 19.915 後視讀數平均 1.49106 

前視(尺二)讀數 F1 1.51836 前視距離 19.949 前視讀數平均 1.51837 

前視(尺二)讀數 F2 1.51837 前視距離 19.947 後視距離平均 19.915 

後視(尺一)讀數 B2 1.49107 後視距離 19.915 前視距離平均 19.948 

高程差(Δh1) -0.027305 距離差(Δs1) -0.033   

二 .水準儀置於尺一後方 5公尺處 

前視(尺一)讀數 F3 1.47138 後視距離 4.976 後視讀數平均 1.47135 

後視(尺二)讀數 B3 1.49820 前視距離 44.822 前視讀數平均 1.49829 

後視(尺二)讀數 B4 1.49838 前視距離 44.828 後視距離平均 4.976 

前視(尺一)讀數 F4 1.47131 後視距離 4.976 前視距離平均 4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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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差(Δh2) -0.026945 距離差(Δs2) -39.849   

三、計算視準軸誤差值 

-0.011544   

若超過容許值 0.05mm/m (即 10."0) 

C=[Δh1-Δh2-0.1)]/(-Δ

s2) 
設定自動校正功能，並重覆上述步驟 

 
備註：*C中 0.1為 5公尺及 45公尺之折射及曲率誤差修正值之較差，單位為 mm。 

 

尺2 尺1
20公尺 20公尺

α}_

α}_

α}_

尺2 尺140公尺 5公尺

尺2 尺1
20公尺 20公尺

α}_

尺2 尺1
20公尺 20公尺

α}_

α}_

α}_

尺2 尺140公尺 5公尺

 

圖 3-1 水準儀與水準尺之擺設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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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精密水準測量 

§ 3-3-1  外業觀測程序 

每日視準軸校準作業結束後，即可依據「一等水準測量作業規範」進行

精密水準測量，其觀測程序如下： 

一、記錄一等水準點測量相關資料：包括測量日期及時間、水準測量編

組成員姓名、測線編號、測段編號、測站數、儀器及設備之型號及

序號、視準軸修正值、天氣狀況、雲量與風力、起點及終點之點名

及點號、起點及終點之標石種類及號碼等資料。 

二、豎立水準尺：將甲尺置於起點上，乙尺在適當距離置於轉折點的尺

墊上，確定調整水準尺上的氣泡，使其居中。 

三、將水準儀置於 2 根水準尺的中間，儘量使前後視距相等，調整儀器

使氣泡居中，先觀測甲尺，讀取中絲、距離，並記錄之。 

四、將水準儀轉向乙尺，不可轉動踵定螺旋，若氣泡偏離容許範圍，則

儀器須重做檢定。對準乙尺，讀取中絲、距離，並記錄之。 

五、再讀取乙尺之中絲、距離，並記錄。將水準儀轉向甲尺，觀測甲尺，

讀取中絲、距離，並記錄之。儀器會比較 2 次高程差之較差是否在

誤差範圍之內。 

六、若三、四、五項任何差值不符合標準，應捨棄觀測資料，重新依次

讀取讀數。若符合，則讀取 2 支水準尺上下兩溫度計之讀數，並記

錄時間及溫度。 

七、所有觀測量要記錄在適當位置，後視觀測記錄在後視的位置，前視

則記錄在前視的位置，與甲、乙尺或觀測順序無關，以資辨識。 

八、記錄者下指令引導後視尺及儀器往進行方向移動，前視尺則轉動尺

面，並確保尺墊位置不動，此時，前視尺變成後視尺，重複三至六

之步驟，直至甲尺再置於終點的水準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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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調整前後視距離，使每一測段的測站數為偶數，即保證同一支尺（甲

尺）放在起點與終點的點位上，如此可避免水準尺零點不在尺底部

的誤差。 

十、施測時應於標尺的底部加設尺環，以使尺的支撐點置於標尺底部的

中央，減少誤差。但當標尺置於水準點上時，務必要移除尺環，避

免造成錯誤。 

十一、使用電子精密水準儀施測時，每一奇數測站以後視、前視、前視、

後視及每一偶數測站以前視、後視、後視、前視之觀測順序讀數，

每一次讀數應設定讀取條碼式銦鋼尺至少 3 次，其讀數標準差（σ）

不得大於 0.2mm，且第 1 次前後視高程差與第 2 次前後視高程差之

較差不得大於 0.4mm。 

 

§ 3-3-2  觀測注意事項 

觀測中應遵守之事項如下： 

一、同一測段之往返觀測，應由同一觀測者使用同一類型之儀器及設

備，沿同一路線進行。 

二、施測外業應儘量於夜間進行。若於日間施測則同一測段之往測與返

測應分別在上午及下午進行，另應配備較長遮陽罩，以減少雜散光

之影響。 

三、水準觀測應在標尺分劃線成像清晰而穩定時進行，下列情況不得進

行觀測： 

(一)日出及日落前後 30 分鐘內。 

(二)太陽中天前後各約 2 小時內，惟於陰天或氣溫低於攝氏 25 度以下

時，不受此限。 

(三)標尺分劃線之影像跳動而難以照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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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測段（二相鄰水準點間）中，每一往（或返）測任意兩測站氣

溫差達攝氏 10 度以上時。 

(五)風力大於風力區分 5 級（含）以上而使水準尺與水準儀不能穩定

時。 

四、觀測前 10 分鐘，應將水準儀、水準尺及溫度計從保護箱取出，置

於露天陰影下，使儀器與外界氣溫趨於一致，若保護箱內之溫度與

外界氣溫差異攝氏 5 度以上，則需提早 20 分鐘；觀測時，需用測

傘遮蔽陽光。 

五、施測時，扶尺員應隨時注意並確保水準尺與尺墊之垂直性及穩定

性，如有必要，應增加監視水準尺傾斜之警示功能。 

六、在連續各測站上安置水準儀之三角架時，應使其中兩腳與水準路線

之方向平行，而第三腳輪換置於路線進行方向之左側與右側。 

七、往測與返測之二水準尺須互換其位置，即往測終點所豎之水準尺為

甲尺，則返測起點所豎之水準尺為乙尺。第二測段起點所豎之水準

尺應與第一測段終點之水準尺相同。 

八、除路線轉彎處外，每一測站儀器與 2 支水準尺之位置，應儘量成一

直線。 

九、施測時，由水準儀測得之所有讀數不得小於 30cm，不得大於 270cm。 

十、每一測段之往測與返測，其測站數均應為偶數。由往測轉向返測時，

兩支水準尺須互換位置，並應重新整置儀器。 

十一、當觀測水準點時，須仔細查對該點之位置、編號及名稱是否與相

符。 

十二、施測時，應儘量避免隨意設置臨時轉點，得依實際需要，於水準

點之間設置一個臨時轉點。但遇長橋樑及隧道，可於水準點間設置

數個臨時轉點，切成數個小測段分組同時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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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觀測資料檢查 

本工作使用電子式水準儀，其配備之銦鋼尺為條碼式，故於水準測量觀

測時，可經由電子水準儀本身之設定，依據觀測數據檢核最長視距、最低與

最高讀數、測站二次讀數高差之差、讀數之標準偏差等檢核；又因可顯示觀

測之後視與前視距離及累積距離和，故於外業測量時，由觀測者判斷是否超

過規定，以避免整個測段觀測完竣後，於電腦上進行資料查核時才發現超出

規定，必須重新觀測之情況。 

於單一測段外業測量完成後，必須對觀測資料予以整理、檢查，以確定

資料是否合乎規範要求；檢查之內容分為二部分： 

一、檢查單一測站之觀測資料：包括前後視距差、最長視距、最低與最

高讀數、測站二次讀數高差之差、讀數之標準偏差等項目；這些檢

查項目中，大部分可直接於儀器內設定，在測量過程中隨時提出警

告訊息，以避免重新測量而浪費時間。為了確定觀測資料之有效

性，本中心利用水準測量資料檢核程式自動進行檢核工作，若有不

符合情形，會於輸出檔內出現相關訊息，執行畫面如圖 3-2。 

二、檢查單一測段之觀測資料：檢查內容包括往返閉合差是否符合要

求、測站數是否為偶數、測段中每測站之視距累積較差、起終點號

是否相符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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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水準測量資料檢核程式執行畫面 

 

 

觀測資料經過上述兩階段的檢查後，必須均符合工作規範，方能進行後

續往返閉合差分析及系統誤差改正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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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處理 

§ 4-1  各項系統誤差改正 

臺灣高程基準網及各個潮位站高程基準之精密水準測量作業檢測資料

業累積歷年觀測成果，而這些觀測成果是由不同的儀器設備，在不同的時間

及環境下施測而得。因此，在分析整個觀測成果之前，每條水準測線的資料

必須標準化或一致化，使所測得的高程差能修正到標準的環境下，以便估計

隨機誤差可能的大小。因此，所有已知的系統誤差，不論是因環境或儀器所

引起的，都必須適當修正，包括視準軸誤差改正、折射誤差改正、地球曲率

改正、正高改正、水準尺溫度改正及水準尺刻劃改正。 

 

§ 4-1-1  視準軸誤差改正 

視準軸誤差值 C 即是代表視準軸偏離水平方向所造成每單位視距長度

偏離的誤差。當前後視距相等，在計算高差時，這項誤差會互相抵消；因此，

一測段所造成的總視準軸誤差和前後視距差總和（Σ△S）成正比。 

視準軸誤差改正＝－C×Σ△S                               （4-1） 

其中：C 為視準軸誤差值，單位：mm∕m。 

    △S 為前後視距差，△S＝SB－SF； BS 為後視視距， FS 為前視視距，

單位：m。 

由上述公式得知影響測段視準軸誤差改正值之因素分別為視準軸誤差

（C）與前後視距差總和（Σ△S），以本作業規範值之視準軸誤差須小於

0.05mm/m，而前後視距差總和（Σ△S）須小於 1.5m，因此，整個視準軸誤

差改正值約在 0.05mm 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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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折射誤差改正 

在水準測量施測中，光線經過不同密度的空氣，會使視準軸產生折射的

現象，而造成水準觀測的誤差。 

依照 Kukkamaki 的折射誤差修正公式，再配合適用於臺灣地區之折射

常數，其折射修正公式如下：（依內政部一等水準網測量成果修正之折射係

數）。 

HTLR   28107.6                                   （4-2） 

其中： 8107.6  為適合臺灣地區之折射係數，單位： Cm 2/ 。 

L 為前後視之平均視距，單位：m。 

△T 為 2.5 m 與 0.5 m 高度之溫度差，單位：℃。 

△H 為測站（setup）高差，單位：m。 

 

 

§ 4-1-3  地球曲率改正 

大地水平面是一個曲面，因此，在每次觀測時，都會引進一個微小的系

統誤差，其大小和視距的平方成正比。由於臺灣地區不大，地球曲率修正的

公式可簡化為： 

地球曲率改正 
 

r
SS FB

2

22

 
                          （4-3） 

其中：S B
為後視視距，S F

為前視視距，單位：m。 

r 為地球之平均半徑；1/2r=7.9x10-5 m，此係數採用內政部 92 年

度「離島潮位站資料蒐集及分析工作」使用之值。 

由上述公式得知影響地球曲率改正值之最大因素前後視距總和平方之

差值  22

  FB 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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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正高改正 

由地球重力場所定義之等位面通常不是平面，且不一定互相平行，因

此，所測得的水準高差將會因路徑之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結果。假如將所測

得的每二水準點間高差轉化成重力位場的差值，即 

重力位差＝g×ΔH；                                      （4-4） 

其中ΔH 為二水準點間高差，g 為二水準點間之平均重力值。如此所得

到的重力位差將代表二點間重力位的差異，與其測量路徑無關。 

對於相鄰二水準點間高程差之正高改正公式為： 

正高改正 B
B

A
A

B

A
H

g

gg
H

g

gg
dH

g

gg

0

0

0

0

0

0 






               （4-5） 

 其中： 

Ag 為Ａ點沿著垂線到 Geoid 路徑上的平均重力，單位：gal（cm/sec2）。 

Bg 為Ｂ點沿著垂線到 Geoid 路徑上的平均重力，單位：gal（cm/sec2）。 

0g 為臺灣地區之平均重力值，其值為 978.808 gal（cm/sec2）。 

AH 與 BH 分別為Ａ與Ｂ點之高程值，單位：cm。 

一般而言， AAA HG
H

gg 












 


4

2

1
 

     

BBB HG
H

gg 












 


4

2

1
 

 

其中：
H


為正常空間梯度，其值為-0.3086 mgal ∕ m。 

G 為重力常數，其值為 
239 sec/107.66   gcm 。 

ρ為岩層密度，其值為 
3/67.2 cmg 。 

 

上述提及之正高改正公式，適合於點位有實測重力值之計算公式，本項

工作中各測段之各點位皆無實施重力測量，故未進行本項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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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水準尺溫度改正 

水準尺是在木頭、金屬上刻蝕精細的標準刻劃，然而在使用時，其環境

溫度與刻蝕時不同，因此每單位刻劃之長度會因而膨脹收縮，若不修正，則

會造成系統性的誤差。一般而言，大地水準測量所用的水準尺都以膨脹係數

較小的銦鋼來製作。銦鋼是在鋼中加入鎳的合金，其膨脹係數大約在 10
-6

（ppm∕℃）左右，本次所使用的銦鋼尺平均膨脹係數以 1.26x10
-6
（ppm∕

℃）計算，而一般水準尺刻劃是在標準溫度（20℃）之環境下製作；因此，

其水準尺溫度改正為： 

水準尺溫度改正   HttK S                              （4-6） 

其中：K 為一對水準尺的平均膨脹係數，單位：ppm ∕℃。 

t 為測站水準尺平均溫度，單位：℃。 

t S 為水準尺長度檢定溫度，單位：℃。 

ΔH 為測站（setup）高差，單位：m。 

由改正公式知，影響改正量大小的因素主要為觀測時的溫度及測站的高

程差，測站的高程差與觀測路線有關，較難變動，故為減少水準尺溫度改正

量，外業測量時間應盡量於夜間時段進行。 

 

 

§ 4-1-6  水準尺刻劃改正 

由於本項工作所使用之銦鋼水準尺為條碼式，雖然每半年送工業技術研

究院量測技術發展中心檢定一次，但該中心無法精確求得每對尺的平均變形

比例，不作本項改正（於內政部辦理一等一級水準網及一等二級水準網測量

時，決議取消對銦鋼條碼尺進行本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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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觀測資料計算 

一等水準測量作業中，每個測段皆進行往返觀測，理論上，往測的高程

差應與返測的高程差相同，但實際上幾乎每一測段的往返觀測高程差並不相

同，兩者之差即所謂的往返閉合差，計算方式如公式 4-7。104 年度各潮位

站高程基準檢測工作之各水準測段高程差、往返測閉合差及系統誤差改正量

與改正後高程差，經計算後詳如附件 1 所示，圖 4-1 為各潮位站高程基準檢

測潮位站水準點與一等水準點間測線往返閉合差圖，部分潮位站測線較長係

由數個測段所組成，圖形結果顯示出往返閉合差偏正，此現象與內政部及本

中心辦理一等水準測量之結果相似，其可能原因為水準測量過程中水準尺鐵

墊下滑或下陷所造成，或另有其他因素所致，目前並無一致的答案，且因測

段數目遠比一等水準測量來得少，故此現象僅能作為參考。 

δH = ΔH 往 + ΔH 返                                      （4-7） 

其中 

δH 為往返測閉合差 

ΔH 往為往測高程差 

ΔH 返為返測高程差 

 

圖 4-1 潮位站高程基準檢測測線往返閉合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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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檢測工作係以一等水準測量方法由一等水準點測量至潮位站水準

點，再由潮位站水準點測量至潮位站參考點；觀測資料經由檢核、處理及系

統誤差改正後，可得到測段系統誤差改正後高程差，將測段往測與返測的系

統誤差改正後高程差相減再取平均值，即為測段高程差平均值。因此，本檢

測工作可經由一等水準點已知高程值，依公式（4-8）推算求得潮位站水準

點及潮位站參考點的高程，各潮位站水準點及潮位站參考點高程計算結果如

表 4-1 所示。 

 

2

1

HHH

HHH

TGTGA

BMTG





                                         （4-8） 

其中 

BMH  為一等水準點高程。 

TGH  為潮位站水準點高程。 

TGAH  為潮位站參考點高程。 

1H  為一等水準點與潮位站水準點之間測段平均高程差。 

2H  為潮位站水準點與潮位站參考點之間測段平均高程差。 

 

表 4-1 104 年度潮位站水準點及潮位站參考點之高程值 

序號 
潮位站 

名  稱 

水準點 潮位站水準點 潮位站參考點 
備註 

高程值(M) 高程值(M) 高程值(M) 

1 基隆 
K021 TG01 TG01B K021高程值由 T7836引測

而來 1.67304  1.56267  1.73995  

2 麟山鼻 
2017 TG02 TG02A 

  
49.11842  2.69559  3.30390  

3 淡水 
2113(DS02) TG03 TG03A 

  
4.70910  2.58769  2.40205  

4 竹圍 
X017 TG04 TG04A 

  
5.27010  2.29062  3.88560  

5 南寮 
D037 82043 TG05A 

  
4.57435  3.45043  3.71013  

6 外埔 
D050 TG06 TG06A 

  
10.63489  3.73448  4.97466  

7 臺中港 
G003 TG07 TG07A 

  
4.71289  1.09141  5.2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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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潮位站 

名  稱 

水準點 潮位站水準點 潮位站參考點 
備註 

高程值(M) 高程值(M) 高程值(M) 

8 箔仔寮 
G046 TG08 TG08A 

  
0.61339  1.09141  4.32322  

9 塭港 
X202 TG09 - 

  
0.38060  5.82614  - 

10 東石 
X202 TG10X TG10C 

101年度潮位站位置搬移 
0.38060  3.04719  4.36291  

11 永安 
G098 TG11X TG11B 

  
4.09968  4.18900  5.73271  

12 高雄 
K700 TG12 TG12A 

  
2.20237  1.52284  3.05391  

13 蟳廣嘴 
K800 TG14X TG14B 

  
12.95151  1.89263  4.84341  

14 大武 
9217  TG15 TG15A 

  
6.73915  3.00395  4.96305  

15 富岡 
A087 TG16-1 TG16B 

  
7.50230  2.32260  4.74780  

16 成功 
A061 TG17-1 TG17A 91 年點位 TG17 毀損，重

新設置 TG17-1 53.31720  2.66935  3.73223  

17 石梯 
A033 TG18 TG18A 

  
25.13112  4.28953  5.85687  

18 花蓮 
9104  TG19 TG19E 

  
8.78029  2.48629  3.52931  

19 蘇澳 
X002 TG20 TG20D 

  
2.80489  2.20700  3.60617  

20 龍洞 
2053  TG21 TG21B 104 年 TG21B 觀測數據有

疑義 19.01640  2.79954  - 

21 油車口 
2114(GA64) TG31 TG31A 

  
2.66942  3.44160  4.75369  

22 將軍 
G074 TG32 TG32A 

  
2.31999  2.45630  3.88421  

23 東港 
G123 TG33 TG33A 

  
1.79751  2.51663  4.03396  

24 後壁湖 
G657 TG34 TG34A 

  
33.86801  1.88971  3.53898  

25 烏石港 
2076  TG35 TG35A 

  
5.77128  2.02503  3.21027  

26 福隆 
2059  TG36 TG36B 101 年施測時水位計變為

音波式，參考點位置改變 10.86861  1.94143  3.17233  

27 林邊 
G128 TG40 TG40A 100 年度起新設，替代嘉

和 5.78588  1.25381  3.2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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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潮位站 

名  稱 

水準點 潮位站水準點 潮位站參考點 
備註 

高程值(M) 高程值(M) 高程值(M) 

28 馬祖 
NG01 TG71-1 TG71A 

  
2.76337  2.44600  4.08699  

29 
金門料

羅 

KM01 TG72X TG72D 
  

5.66948  3.73169  7.18944  

30 澎湖 
PF01 TG73 TG73A 

  
1.92388  1.83890  3.35015  

31 小琉球 
LC01 TG74 TG74A 

  
4.33062  3.40724  4.19566  

32 蘭嶼 
LY01 TG75-1 TG75A 

  
15.13784  2.32717  3.08453  

33 綠島 
LD01 TG76 TG76A 

  
3.84020  2.65664  4.80527  

註： 

1. 本島潮位站之ㄧ等水準點高程係內政部 98 年 3 月 10 日公告之一等水準點檢測成果，

後續相關測量使用前應先檢核。 

2. 離島潮位站之ㄧ等水準點高程係為「93 年度離島一等水準點埋設及其水準、衛星定

位、重力測量工作」成果，內政部尚未公布使用，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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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歷次水準測量結果分析 

臺灣水準原點高程基準網自民國 87 年建立，並自該年起每年辦理臺灣

水準原點基準網檢測工作，至 104 年度已辦理 18 個年度檢測工作。潮位站

高程基準檢測工作，於臺灣本島自 93 至 104 年度已連續辦理 12 年檢測工作。

至於離島潮位站雖於 92 年度建立，惟於 93 年度配合「離島一等水準點之埋

設及其水準、衛星定位、重力測量工作」之執行，發現金門料羅潮位站遭輪

船碰撞無法正常運作，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水利署）改於水頭設立潮位

站（後續亦納入辦理檢測工作）；另於 94 年度發現馬祖與蘭嶼潮位站水準點

因工程施工遭毀損，故重新設立潮位站水準點，並開始辦理檢測工作。因此，

離島潮位站檢測工作統一由 94 年度起算，至 104 年度已連續辦理 11 個年度

檢測工作。 

歷年辦理潮位站高程基準檢測工作過程中，若干潮位站發生損毀、新設

及移設等狀況，包括 98 年度水利署再於金門料羅灣港設立新的潮位站；98

年蟳廣嘴潮位站於遭莫拉克颱風侵襲損毀，水利署於原潮位站附近新設潮位

站； 99 年 10 月水利署將嘉和潮位站移除改設置林邊潮位站（本中心 100

年度起開始辦理林邊潮位站檢測工作）；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因臺北港港埠碼

頭施工因素而將潮位站遷移，本中心 100 年度起亦隨之辦理新潮位站檢測工

作，102 年度檢測時發現潮位站水準點又已滅失，因碼頭施工仍持續中，中

央氣象局表示該站位置可能遷移，目前將暫不規劃辦理檢測；另東石潮位站

原位置較低，101 年度施測時已移設至附近較高處。另因內政部於 98 年 3

月重新公布一等水準點成果，淡水及油車口潮位站的引測一等水準點改由鄰

近點位 2113 及 2114 辦理檢測作業。表 5-1 為歷年潮位站高程基準檢測工作

辦理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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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各年度潮位站高程基準檢測工作辦理情形表 

編號 
    年度 
 
潮位站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備  註 

1 基隆              

2 蘇澳              

3 烏石港              

4 石梯              

5 花蓮              

6 龍洞              

7 福隆              

8 淡水              

9 油車口              

10 麟山鼻              

11 臺北港             
97年度起開始檢測，後因碼頭施工潮位
站遷移，100 年度起為新位置檢測成
果。103年度起又因碼頭施工無法施測。 

12 竹圍              

13 南寮              

14 外埔              

15 臺中港              

16 箔仔寮              

17 溫港              

18 東石             101 年度施測時，已移設至附近較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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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年度 
 
潮位站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備  註 

19 永安              

20 高雄              

21 將軍              

22 嘉和             
99 年 8 月遷移，100 年起改為林邊潮位
站 

23 林邊             100 年新設 

24 蟳廣嘴              

25 東港              

26 後壁湖              

27 小琉球              

28 大武              

29 富岡              

30 成功              

31 蘭嶼              

32 綠島              

33 澎湖              

34 金門料羅              

35 金門水頭             100年度起因碼頭施工無法施測。 

36 馬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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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位站高程基準檢測工作係從鄰近潮位站的一等水準點，以一等水準測

量的方法檢測潮位站水準點，檢測結果表示潮位站水準點相對於一等水準點

的高程差變化情況。104 年度計辦理 33 個潮位站之高程基準檢測，其歷年檢

測結果潮位站水準點相對於一等水準點的高程差變化已繪製成穩定性分析

圖如附件 2，分析結果及其分布位置如圖 5-1，說明如下： 

一、點位穩定者：計有麟山鼻、淡水、竹圍、新竹、臺中港、蟳廣嘴、

富岡、成功、花蓮、蘇澳、油車口、將軍、後壁湖、烏石港、福隆、

澎湖及綠島等 17 個潮位站水準點，主要分布在臺灣北部、南部及

東部，應與潮位站所在地多屬岩岸有關。 

 

圖 5-1 各潮位站水準點相對於一等水準點高程差變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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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點位持續下陷者：計有箔仔寮、塭港、東石、永安及小琉球等 5 個

潮位站水準點，分述如下： 

(一)箔仔寮潮位站：104 年度檢測成果呈現持續下陷，92 至 104 年度

計 19 筆檢測結果如圖 5-2 所示，13 年間約下陷 114mm，年平均

下陷量約為 8.8mm/year。103 年下陷幅度略為超出歷年趨勢，後

續將持續檢測觀察。 

 

圖 5-2 箔仔寮潮位站水準點 TG08 相對一等水準點 G046 之高程差變化圖 

 

(二)塭港潮位站：104 年度檢測成果呈現持續下陷，92 至 104 年度計

19 筆檢測成果如圖 5-3 所示，13 年間約下陷 46mm，年平均下陷

量約為 3.5mm/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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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塭港潮位站水準點 TG09 相對一等水準點 X202 之高程差變化圖 

(三)東石潮位站：東石潮位站於 101 年度辦理檢測時已遷移至鄰近他

處，並新設置潮位站水準點 TG10X，104 年度為遷移後第 4 次檢

測，104 年度檢測成果呈現持續下陷，101 至 104 年度計 4 筆檢測

成果如圖 5-4 所示，4 年間約下陷 28mm，年平均下陷量約為

7.0mm/year，但因數據較少，其年平均下陷量僅供參考。 

 

圖 5-4 東石潮位站水準點 TG10X 相對一等水準點 X202 之高程差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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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永安潮位站：104 年度檢測成果呈現持續下陷，94 至 104 年度計

14 筆檢測成果如圖 5-5 所示，11 年間約下陷 39mm，年平均下陷

量約為 3.5mm/year。 

 

圖 5-5 永安潮位站水準點 TG11X 相對一等水準點 G098 之高程差變化圖 

 (五)小琉球潮位站：104 年度檢測成果呈現持續下陷，94 至 104 年度

計 16 筆檢測成果如圖 5-6 所示，11 年間約下陷 20mm，年平均下

陷量約為 1.8mm/year。 

 

圖 5-6 小琉球潮位站水準點 TG74 相對一等水準點 LC01 之高程差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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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點位有上升趨勢者：計有外埔、龍洞、東港、林邊、馬祖及蘭嶼等

6 個潮位站，分述如下： 

(一)外埔潮位站：104 年度檢測成果呈現持續上升，92 至 104 年度計

17 筆檢測成果如圖 5-7 所示，13 年間約上升 17mm，年平均上升

量約為 1.3mm/year。 

 

圖 5-7 外埔潮位站水準點 TG06 相對一等水準點 D050 之高程差變化圖 

 

(二)龍洞潮位站：104 年度檢測成果呈現持續上升，92 至 104 年度計

14 筆檢測成果如圖 5-8 所示，13 年間約上升 12mm，年平均上升

量約為 0.9mm/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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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龍洞潮位站水準點 TG21 相對一等水準點 2053 之高程差變化圖 

(三)東港潮位站：104 年度檢測成果呈現持續上升，97 至 104 年度計

10 筆檢測成果如圖 5-9 所示，8 年間約上升 44mm，年平均上升

量約為 5.5mm/year。 

 

圖 5-9 東港潮位站水準點 TG33 相對一等水準點 G123 之高程差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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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林邊潮位站：104 年度檢測成果呈現持續上升，100 至 104 年度計

4 筆檢測成果如圖 5-10 所示，5 年間約上升 27mm，年平均上升

量約為 5.4mm/year，但因數據較少，其年平均上升量僅供參考。 

 

圖 5-10 林邊潮位站水準點 TG40 相對一等水準點 G128 之高程差變化圖 

(五)馬祖潮位站：104 年度檢測成果呈現持續上升，94 至 104 年度計

16 筆檢測成果如圖 5-11 所示，11 年間約上升 20mm，年平均上升

量約為 1.8mm/year。 

 

圖 5-11 馬祖潮位站水準點 TG71-1 相對一等水準點 NG01 之高程差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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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蘭嶼潮位站：104 年度檢測成果與 96 年度起之檢測成果變動趨勢

大致相符，除 95 至 96 年度期間可能點位週遭環境變動，造成約

有 15mm 的變化量較大之外，檢測成果呈現逐年緩升趨勢。94 至

104 年度計 15 筆檢測成果如圖 5-12 所示，若自 96 年度起算，至

104 年度計 9 年間約上升 12mm，年平均上升量約為 1.3mm/year。 

 

圖 5-12 蘭嶼潮位站水準點 TG75-1 相對一等水準點 LY01 之高程差變化圖 

四、其他情形者：指歷年檢測成果高程差變化區間不大，尚難以分析變

化趨勢者，計有基隆、高雄、大武、石梯及金門料羅等 5 個潮位站，

分述如下： 

(一)基隆潮位站： 92 至 104 年度計 20 筆檢測成果如圖 5-13 所示， 13

年間約下降 5mm，且略有緩降趨勢，但考量其變化量較小，年平

均下陷量僅約 0.4mm/year，故未列入持續下陷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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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基隆潮位站水準點 TG01 相對水準點 K021 之高程差變化圖 

(二)高雄潮位站： 92至 104年度計 17筆檢測成果如圖 5-14所示， 101

年度以前檢測成果相當穩定，高程變化量在±3mm 左右，104 年度

檢測成果高程變化量增加為 37mm，主要是因潮位站水準點 TG12

因港區施工重新埋設（如圖 5-15），故 104 年檢測成果與歷年差異

較大，後續將持續檢測新設潮位站水準點之變動情形。 

 

圖 5-14 高雄潮位站水準點 TG12 相對一等水準點 K700 之高程差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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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 TG12 現況 104 年 TG12 現況 

圖 5-15 高雄潮位站水準點 TG12 歷年現況照片 

(三)大武潮位站： 92 至 104 年度計 17 筆檢測成果如圖 5-16 所示， 17

筆檢測成果中，高程變化量在 0mm 至 8mm 範圍內，整體變化情

形無顯著趨勢。 

 

圖 5-16 大武潮位站水準點 TG15 相對一等水準點 9215 之高程差變化圖 

(四)石梯潮位站： 92 至 104 年度計 16 筆檢測成果如圖 5-17 所示， 16

筆檢測成果中，高程變化量在-1mm 至 9mm 範圍內，整體變化情

形為緩升，後續將持續檢測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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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7 石梯潮位站水準點 TG18 相對一等水準點 A033 之高程差變化圖 

(五)金門料羅潮位站： 97 至 104 年度計 8 筆檢測成果如圖 5-18 所示， 

8 筆檢測成果中，高程變化量在-9mm 至 0mm 範圍內，整體變化

情形略為緩降，後續將持續檢測觀察。 

 

圖 5-18 料羅潮位站水準點 TG72X 相對一等水準點 KM01 之高程差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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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語 

潮位站高程基準檢測工作是一項作業單純，但對精度要求較高的重要工

作，潮位站的潮汐資料可提供國家高程基準建立之參考，於潮位站附近設立

高程參考點（稱為潮位站水準點），與該站潮位觀測的參考點聯繫，可求出

潮位站水準點相對於平均海水面的高程。為了確定潮位站水準點所設立處的

位置是否穩定，內政部每年採用精密水準測量檢測臺灣本島及離島各潮位站

之潮位站水準點與一等水準點間之高程差，以分析點位穩定性。 

現行臺灣本島高程系統 TWVD2001 係以基隆潮位站的平均海水面作為

全島高程之起算面，其高程基準的穩定與否深切影響國家高程系統之建立。

內政部於基隆港區內建立臺灣水準原點高程基準網，並自民國 87 年度逐年

辦理檢測工作，至 104 年度，已有 18 年度之觀測資料（104 年度委外辦理 2

次觀測），實為非常重要之工作，亦應持續辦理。潮位站高程基準檢測工作

自 92 年度建立潮位站水準點與一等水準點間高程差，並每年度持續辦理檢

測以來，至 104 年度部份潮位站已有 13 年度之觀測資料，距訂定平均海水

面所需 18.6 年還有段時間，仍應持續辦理相關檢測工作。經由 104 年度本中

心辦理高程基準檢測工作結果及相關之工作，提出下列意見作為後續工作參

考： 

一、103 年內政部已於新水準原點 K997 鄰近位置（海洋科技博物館）

建置完成新的潮位站，本中心於同年 12 月配合辦理埋設潮位站水

準點 TG997 完竣，該潮位站已納入高程基準，長期且定期辦理檢測

工作，有助於檢核監測臺灣高程基準。 

二、新水準原點 K997 於 99 年建立完竣，當時新的潮位站尚未建置，本

中心建議內政部將高程基準網檢測範圍擴大為從基隆潮位站至新

水準原點 K997，建立新水準原點與基隆潮位站的相互關係，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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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潮位資料與高程系統之連續及完整的關連，獲內政部 100 年 11

月 23 日台內地字第 1000227980 號函同意。目前新的潮位站雖已建

置完成，惟須經過多年的潮位資料收集後，方能精準計算平均海水

面，因資料收集尚少，新水準原點 K997 高程現階段仍須以基隆潮

位站起算。實務作法則是直接聯測 K999 得到 K997 高程，並且為

求精準，應增加聯測次數，並應持續進行檢測工作。新水準原點基

準網至 104 年計完成 7 次聯測，本中心規劃於 105 至 107 年度每年

委外辦理 1 次聯測，並由本中心自行辦理 1 次聯測，後續將整合歷

次聯測成果進行分析。 

三、由潮位站高程基準檢測分析潮位站水準點穩定性，可看出潮位站水

準點高程變化有較大者，主要位於雲林及嘉義地區，這些地區亦為

臺灣西南沿海主要的地層下陷區。然而，高程差的變化，僅表示潮

位站水準點與一等水準點間相對的穩定性，實際上潮位站所聯測之

一等水準點亦可能有下陷或上升情形。 

四、102 及 103 年度本中心因配合各項業務執行，受限經費及人力因素，

分別僅辦理 13 及 15 個潮位站之高程基準檢測工作，約有 20 個潮

位站已連續 2 年未辦理檢測，104 年度檢測工作已將其納入辦理，

並已規劃於 105 年度持續檢測，以掌握各潮位站水準點位及水準測

量路線（含中間點位）現況及潮位站水準點之穩定性。 

 



 ～45～ 

參考文獻 

1、內政部，2001。一等水準測量作業規範，內政部，台北。 

2、內政部，2001。一等一級水準網工作總報告書，內政部，台北。 

3、內政部，2003。一等二級水準網測量督導查核工作總報告書，內政部，

台北。 

4、內政部，2003。離島潮位站資料蒐集及分析工作報告書，內政部，台北。 

5、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2005。「九十三年度潮位站高程基準檢測工作」工

作報告書，內政部土地測量局，台中。 

6、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2010。「臺灣水準原點新址埋設檢測工作」工作報

告，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台中。 

7、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2013。「101 年度正高聯測工作」報告書，內政部

國土測繪中心，台中。 

8、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2013。「101 年度高程基準檢測工作」報告書，內

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台中。 

9、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2014。「102 年度高程基準檢測工作」報告書，內

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台中。 

10、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2015。「103年度高程基準檢測工作」報告書，內

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台中。 

 



 ～46～ 

 
104年度潮位站高程基檢測測段往返閉合差及系統誤差改正表 

潮位站 

名稱 
測站 測站 

距離 

(km) 

系統誤差 

改正前 

高程差(m) 

往返測 

閉合差 

(mm) 

系統誤差改正 系統誤差 

改正後 

高程差(m) 

高程差 

平均值 

(m) 

觀測 

日期 
溫度

(mm) 

視準軸 

(mm) 

曲率 

(mm) 

折射 

(mm) 

基隆 

K021 TG01 0.01  -0.11095  
0.05 

-0.0006  -0.0045  0.0001  0.0000  -0.11095  
-0.11097  

104.10.01 

TG01 K021 0.01  0.11099  0.0006  0.0006  0.0000  0.0000  0.11099  104.10.01 

TG01 TG01B 0.01  0.17808  
-0.18 

0.0010  0.0051  -0.0001  0.0001  0.17809  
0.17818  

104.10.01 

TG01B TG01 0.01  -0.17826  -0.0010  -0.0053  0.0001  -0.0001  -0.17827  104.10.01 

蘇澳 

X002 TG20 1.19  -0.59879  
-1.85 

-0.0046  -0.0002  0.0000  -0.0115  -0.59881  
-0.59789  

104.05.13 

TG20 X002 1.19  0.59695  0.0031  0.0083  -0.0018  0.0110  0.59697  104.05.13 

TG20 TG20B 0.04  -0.21752  
0.06 

-0.0017  -0.0002  0.0000  -0.0013  -0.21752  
-0.21755  

104.05.13 

TG20B TG20 0.04  0.21758  0.0012  0.0002  0.0000  0.0009  0.21758  104.05.13 

TG20 TG20C 0.05  -0.28235  
-0.37 

-0.0020  -0.0029  0.0002  -0.0028  -0.28236  
-0.28218  

104.05.13 

TG20C TG20 0.05  0.28199  0.0015  0.0002  0.0000  0.0050  0.28199  104.05.13 

TG20 TG20D 0.03  1.39890  
-0.50 

0.0089  0.0002  0.0000  0.0029  1.39891  
1.39916  

104.05.13 

TG20D TG20 0.03  -1.39940  -0.0081  -0.0022  0.0001  -0.0035  -1.39941  104.05.13 

烏石港 

2076 TG35 1.50  -3.74517  
2.09 

-0.0165  -0.0078  -0.0004  -0.0100  -3.74521  
-3.74625  

104.05.12 

TG35 2076 1.49  3.74726  0.0213  0.0090  -0.0020  0.0143  3.74730  104.05.12 

TG35 TG35A 0.02  1.18548  
0.47 

0.0062  -0.0080  0.0002  0.0001  1.18548  
1.18524  

104.05.11 

TG35A TG35 0.02  -1.18501  -0.0068  0.0080  -0.0002  -0.0001  -1.18501  104.05.11 

石梯 

A033 TG18 0.91  -20.84090  
1.06 

-0.1590  -0.0118  0.0021  -0.0423  -20.84111  
-20.84159  

104.07.13 

TG18 A033 0.91  20.84197  0.0879  -0.0204  0.0002  0.0390  20.84207  104.07.14 

TG18 TG18A 0.06  1.56728  
-0.08 

0.0111  0.0042  -0.0004  0.0041  1.56730  
1.56734  

104.07.13 

TG18A TG18 0.06  -1.56736  -0.0072  -0.0042  0.0004  -0.0061  -1.56738  104.07.14 

附件 1  水準測量測段往返閉合差及系統誤差改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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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位站 

名稱 
測站 測站 

距離 

(km) 

系統誤差 

改正前 

高程差(m) 

往返測 

閉合差 

(mm) 

系統誤差改正 系統誤差 

改正後 

高程差(m) 

高程差 

平均值 

(m) 

觀測 

日期 
溫度

(mm) 

視準軸 

(mm) 

曲率 

(mm) 

折射 

(mm) 

花蓮 

9104 TG19 1.66  -6.29378  
0.28 

-0.0534  0.0150  -0.0023  -0.0075  -6.29383  
-6.29400  

104.07.15 

TG19 9104 1.66  6.29406  0.0925  0.0105  -0.0013  0.0076  6.29417  104.07.15 

TG19 N990 0.02  0.10453  
-0.01 

0.0010  0.0037  -0.0002  0.0000  0.10453  
0.10454  

104.07.16 

N990 TG19 0.02  -0.10454  -0.0010  -0.0039  0.0002  0.0000  -0.10455  104.07.16 

TG19 M238 0.02  0.10358  
-0.02 

0.0010  0.0018  -0.0001  0.0000  0.10358  
0.10359  

104.07.16 

M238 TG19 0.02  -0.10360  -0.0010  -0.0016  0.0001  0.0000  -0.10360  104.07.16 

TG19 TG19F 0.02  -0.06193  
-0.04 

-0.0006  0.0002  0.0000  0.0000  -0.06193  
-0.06191  

104.07.16 

TG19F TG19 0.02  0.06189  0.0006  -0.0010  0.0000  0.0000  0.06189  104.07.16 

TG19 TG19D 0.02  0.28345  
-0.02 

0.0026  0.0027  -0.0001  0.0001  0.28346  
0.28347  

104.07.16 

TG19D TG19 0.02  -0.28347  -0.0026  -0.0027  0.0001  -0.0001  -0.28348  104.07.16 

TG19 TG19E 0.02  1.04268  
-0.67 

0.0094  -0.0037  0.0002  0.0003  1.04269  
1.04302  

104.07.16 

TG19E TG19 0.02  -1.04335  -0.0094  0.0055  -0.0003  -0.0003  -1.04335  104.07.16 

龍洞 

2053 TG21 0.96  -16.21569  
1.95 

-0.1072  -0.0033  -0.0005  -0.1017  -16.21590  
-16.21687  

104.08.20 

TG21 2053 0.96  16.21764  0.1072  -0.0146  0.0009  0.0987  16.21783  104.08.20 

TG21 TG21A 0.01  -1.43219  
-0.01 

-0.0080  0.0923  -0.0005  -0.0001  -1.43210  
-1.43210  

104.08.20 

TG21A TG21 0.01  1.43218  0.0080  -0.0923  0.0005  0.0001  1.43209  104.08.20 

TG21 TG21B 0.01  -1.26857  
-0.05 

-0.0071  0.0870  -0.0004  0.0000  -1.26849  
-1.26847  

104.08.20 

TG21B TG21 0.01  1.26852  0.0071  -0.0878  0.0004  0.0000  1.26844  104.08.20 

TG21 TG21C 0.01  0.76433  
-0.21 

0.0042  0.0037  0.0000  0.0001  0.76433  
0.76444  

104.08.20 

TG21C TG21 0.01  -0.76454  -0.0042  -0.0037  0.0000  -0.0001  -0.76454  104.08.20 

TG21 TG21D 0.01  0.49504  
-0.01 

0.0027  -0.0049  0.0000  0.0000  0.49503  
0.49504  

104.08.20 

TG21D TG21 0.01  -0.49505  -0.0027  0.0053  0.0000  -0.0001  -0.49504  104.08.20 



 ～48～ 

潮位站 

名稱 
測站 測站 

距離 

(km) 

系統誤差 

改正前 

高程差(m) 

往返測 

閉合差 

(mm) 

系統誤差改正 系統誤差 

改正後 

高程差(m) 

高程差 

平均值 

(m) 

觀測 

日期 
溫度

(mm) 

視準軸 

(mm) 

曲率 

(mm) 

折射 

(mm) 

福隆 

2059 TG36 1.16  -8.92595  
2.16 

-0.0484  -0.0019  0.0003  -0.0909  -8.92609  
-8.92718  

104.09.03 

TG36 2059 1.16  8.92811  0.0496  -0.0019  0.0001  0.1156  8.92827  104.09.03 

TG36 TG36B 0.02  1.23085  
-0.11 

0.0068  -0.0131  0.0002  0.0008  1.23085  
1.23090  

104.09.03 

TG36B TG36 0.02  -1.23096  -0.0068  0.0122  -0.0002  -0.0009  -1.23096  104.09.03 

淡水 

DS02 TG03 0.87  -2.12109  
0.58 

-0.0142  0.0102  -0.0009  -0.0264  -2.12112  
-2.12141  

104.09.09 

TG03 DS02 0.87  2.12167  0.0142  -0.0025  0.0003  0.0326  2.12171  104.09.09 

TG03 TG03A 0.02  -3.39728  
-0.11 

-0.0229  -0.0090  0.0001  -0.0008  -3.39731  
-3.39726  

104.09.09 

TG03A TG03 0.02  3.39717  0.0229  0.0074  -0.0001  0.0008  3.39720  104.09.09 

油車口 

GA64(2114) DS03 0.31  2.27558  
0.97 

0.0153  -0.0045  0.0005  0.0385  2.27563  
2.27516  

104.10.07 

DS03 GA64(2114) 0.31  -2.27462  -0.0154  -0.0028  0.0001  -0.0478  -2.27468  104.10.07 

DS03 TG31 0.17  -1.50258  
0.79 

-0.0101  0.0003  0.0000  0.0034  -1.50259  
-1.50298  

104.10.07 

TG31 DS03 0.17  1.50337  0.0101  0.0056  -0.0007  -0.0051  1.50338  104.10.07 

TG31 TG31A 0.01  0.57041  
-0.31 

0.0038  0.0031  0.0000  0.0000  0.57041  
0.57057  

104.10.07 

TG31A TG31 0.01  -0.57072  -0.0038  -0.0042  0.0000  0.0000  -0.57072  104.10.07 

TG31 TG31B 0.01  1.31205  
-0.07 

0.0088  -0.0003  0.0000  0.0001  1.31206  
1.31209  

104.10.07 

TG31B TG31 0.01  -1.31212  -0.0088  0.0003  0.0000  -0.0001  -1.31213  104.10.07 

麟山鼻 

2017 F017 1.24  -32.89428  
0.90 

-0.2211  0.0005  -0.0001  -0.2989  -32.89480  
-32.89525  

104.09.23 

F017 2017 1.24  32.89518  0.2213  0.0063  -0.0011  0.3000  32.89570  104.09.23 

F017 TG02 1.11  -13.52678  
1.41 

-0.0569  0.0084  -0.0010  -0.0387  -13.52687  
-13.52758  

104.09.14 

TG02 F017 1.11  13.52819  0.0565  -0.0010  0.0000  0.0402  13.52829  104.09.14 

TG02 TG02A 0.02  0.60827  
-0.07 

0.0025  0.0000  0.0000  0.0002  0.60827  
0.60830  

104.09.14 

TG02A TG02 0.02  -0.60834  -0.0025  0.0003  0.0000  -0.0001  -0.60834  104.09.14 



 ～49～ 

潮位站 

名稱 
測站 測站 

距離 

(km) 

系統誤差 

改正前 

高程差(m) 

往返測 

閉合差 

(mm) 

系統誤差改正 系統誤差 

改正後 

高程差(m) 

高程差 

平均值 

(m) 

觀測 

日期 
溫度

(mm) 

視準軸 

(mm) 

曲率 

(mm) 

折射 

(mm) 

竹圍 

X017 TG04 2.11  -2.97859  
1.70 

-0.0242  -0.0002  0.0002  -0.0230  -2.97863  
-2.97948  

104.05.12 

TG04 X017 2.11  2.98029  0.0223  0.0009  -0.0003  0.0271  2.98034  104.05.11 

TG04 TG04A 0.02  1.59497  
0.00 

0.0137  -0.0048  0.0003  0.0008  1.59498  
1.59498  

104.05.12 

TG04A TG04 0.02  -1.59497  -0.0137  0.0043  -0.0002  -0.0008  -1.59498  104.05.12 

TG04A TG04X 0.02  -1.59564  
0.60 

-0.0137  -0.0009  0.0000  -0.0007  -1.59565  
-1.59595  

104.05.12 

TG04X TG04A 0.02  1.59624  0.0139  0.0010  -0.0001  0.0007  1.59625  104.05.12 

南寮 

D037 82043 2.31  -1.12523  
-2.70 

-0.0075  0.0048  -0.0063  -0.0369  -1.12528  
-1.12392  

104.04.01 

82043 D037 2.31  1.12253  0.0134  -0.0027  0.0034  0.0237  1.12257  104.03.31 

82043 TG5A 0.02  0.25960  
-0.20 

0.0028  -0.0001  0.0000  0.0001  0.25960  
0.25970  

104.05.19 

TG5A 82043 0.02  -0.25980  -0.0028  -0.0003  0.0001  -0.0001  -0.25980  104.05.19 

82043 TG5C 0.02  0.32415  
-0.18 

0.0035  -0.0009  0.0002  0.0002  0.32415  
0.32424  

104.05.19 

TG5C 82043 0.02  -0.32433  -0.0035  0.0010  -0.0002  -0.0002  -0.32433  104.05.19 

外埔 
D050 TG06 2.46  -6.89978  

1.07 
-0.1008  -0.0001  0.0005  0.0000  -6.89988  

-6.90041  
104.08.13 

TG06 D050 2.46  6.90085  0.1043  -0.0009  0.0000  0.0000  6.90095  104.08.12 

臺中港 

G003 TG07 0.86  -1.20260  
-0.21 

-0.0162  -0.0021  0.0016  -0.0128  -1.20263  
-1.20252  

104.06.29 

TG07 G003 0.86  1.20239  0.0156  0.0001  -0.0003  0.0106  1.20242  104.06.29 

TG07 TG07A 0.02  1.72920  
0.02 

0.0280  0.0012  -0.0001  0.0005  1.72923  
1.72922  

104.06.29 

TG07A TG07 0.02  -1.72918  -0.0276  -0.0012  0.0001  -0.0002  -1.72921  104.06.29 

TG07 TG07C 0.02  1.02802  
-0.11 

0.0164  -0.0016  0.0002  0.0001  1.02804  
1.02809  

104.06.29 

TG07C TG07 0.02  -1.02813  -0.0164  0.0016  -0.0002  -0.0001  -1.02815  104.06.29 

TG07 TG07D 0.02  0.18202  
-0.08 

0.0029  -0.0004  0.0000  0.0000  0.18202  
0.18206  

104.06.29 

TG07D TG07 0.02  -0.18210  -0.0029  0.0004  0.0000  0.0000  -0.18210  104.06.29 



 ～50～ 

潮位站 

名稱 
測站 測站 

距離 

(km) 

系統誤差 

改正前 

高程差(m) 

往返測 

閉合差 

(mm) 

系統誤差改正 系統誤差 

改正後 

高程差(m) 

高程差 

平均值 

(m) 

觀測 

日期 
溫度

(mm) 

視準軸 

(mm) 

曲率 

(mm) 

折射 

(mm) 

箔仔寮 

G046 T8653 0.03  0.48562  
0.05 

0.0053  0.0006  0.0000  0.0000  0.48563  
0.48560  

104.09.02 

T8653 G046 0.03  -0.48557  -0.0053  0.0009  0.0000  -0.0002  -0.48557  104.09.02 

T8653 TG08 2.91  -0.00687  
1.42 

-0.0006  0.0006  -0.0008  -0.0053  -0.00688  
-0.00758  

104.09.16 

TG08 T8653 2.91  0.00829  0.0008  0.0012  -0.0007  -0.0097  0.00828  104.09.10 

TG08 TG08A 0.07  3.23176  
-0.05 

0.0265  0.0012  -0.0002  0.0000  3.23179  
3.23181  

104.09.02 

TG08A TG08 0.07  -3.23181  -0.0261  -0.0033  0.0004  -0.0015  -3.23184  104.09.02 

塭港 

X202 WG02 2.10  -0.06035  
-0.07 

-0.0007  0.0006  -0.0001  -0.0034  -0.06035  
-0.06032  

104.08.27 

WG02 X202 2.10  0.06028  0.0007  -0.0026  0.0003  0.0088  0.06028  104.08.27 

WG02 CGSG080 0.10  -0.44050  
-0.03 

-0.0074  -0.0051  0.0005  -0.0012  -0.44051  
-0.44049  

104.08.20 

CGSG080 WG02 0.10  0.44047  0.0073  0.0044  -0.0004  0.0008  0.44048  104.08.20 

CGSG080 WG03 1.09  1.85852  
0.76 

0.0278  -0.0087  0.0001  0.0286  1.85856  
1.85818  

104.08.20 

WG03 CGSG080 1.09  -1.85775  -0.0229  0.0025  0.0000  -0.0206  -1.85779  104.08.20 

WG03 TG09 0.53  4.08816  
0.07 

0.0365  0.0020  0.0009  0.0166  4.08822  
4.08818  

104.08.26 

TG09 WG03 0.53  -4.08809  -0.0423  0.0004  -0.0006  -0.0078  -4.08814  104.08.26 

TG09 WG01 1.05  -1.17959  
0.90 

-0.0120  -0.0019  0.0010  -0.0062  -1.17960  
-1.18006  

104.08.26 

WG01 TG09 1.05  1.18049  0.0120  -0.0007  0.0003  0.0142  1.18052  104.08.26 

東石 

WG03 TG10X 1.33  1.30975  
1.11 

0.0163  -0.0091  0.0011  0.0297  1.30979  
1.30923  

104.08.20 

TG10X WG03 1.33  -1.30864  -0.0157  -0.0011  0.0001  -0.0145  -1.30867  104.08.20 

TG10X TG10C 0.03  1.31559  
-0.22 

0.0181  -0.0018  0.0001  0.0000  1.31561  
1.31572  

104.08.20 

TG10C TG10X 0.03  -1.31582  -0.0177  0.0018  -0.0001  -0.0003  -1.31583  104.08.20 

永安 
G098 YA01 1.71  -1.33065  

0.42 
-0.0108  -0.0015  -0.0004  -0.0391  -1.33070  

-1.33094  
104.10.15 

YA01 G098 1.71  1.33108  0.0179  -0.0001  -0.0001  0.0777  1.33117  104.10.15 



 ～51～ 

潮位站 

名稱 
測站 測站 

距離 

(km) 

系統誤差 

改正前 

高程差(m) 

往返測 

閉合差 

(mm) 

系統誤差改正 系統誤差 

改正後 

高程差(m) 

高程差 

平均值 

(m) 

觀測 

日期 
溫度

(mm) 

視準軸 

(mm) 

曲率 

(mm) 

折射 

(mm) 

YA01 YA02 1.85  0.77721  
-0.48 

0.0090  -0.0017  -0.0006  0.0094  0.77722  
0.77746  

104.10.13 

YA02 YA01 1.85  -0.77769  -0.0081  -0.0001  -0.0003  -0.0114  -0.77771  104.10.13 

YA02 TG11X 2.61  0.64254  
-0.40 

0.0068  -0.0001  -0.0007  0.0611  0.64260  
0.64280  

104.10.07 

TG11X YA02 2.61  -0.64293  -0.0070  0.0001  0.0001  -0.0551  -0.64299  104.10.07 

TG11X TG11B 0.04  1.54379  
0.21 

0.0199  0.0001  0.0001  0.0023  1.54381  
1.54371  

104.10.07 

TG11B TG11X 0.04  -1.54358  -0.0197  -0.0001  -0.0001  -0.0021  -1.54360  104.10.07 

高雄 

K700 KS01 0.78  -0.27157  
0.46 

-0.0036  0.0030  0.0006  0.0003  -0.27157  
-0.27180  

104.08.27 

KS01 K700 0.78  0.27203  0.0045  -0.0006  -0.0002  -0.0013  0.27203  104.08.26 

KS01 TG12 1.09  -0.40740  
0.63 

-0.0060  0.0068  0.0020  -0.0134  -0.40741  
-0.40773  

104.08.27 

TG12 KS01 1.09  0.40804  0.0072  0.0019  0.0008  0.0066  0.40805  104.08.26 

TG12 TG12A 0.03  1.53116  
0.23 

0.0232  0.0023  0.0001  0.0013  1.53118  
1.53107  

104.08.27 

TG12A TG12 0.03  -1.53092  -0.0232  -0.0054  -0.0003  -0.0010  -1.53095  104.08.27 

TG12 N049 0.01  -0.06390  
-0.12 

-0.0010  -0.0016  0.0000  0.0000  -0.06390  
-0.06384  

104.08.27 

N049 TG12 0.01  0.06378  0.0010  0.0012  0.0000  0.0000  0.06378  104.08.27 

TG12 BM02 0.03  0.09295  
0.30 

0.0014  -0.0009  -0.0002  0.0004  0.09295  
0.09280  

104.08.27 

BM02 TG12 0.03  -0.09265  -0.0014  0.0009  0.0002  -0.0004  -0.09265  104.08.27 

TG12 K011 0.03  0.03213  
0.00 

0.0005  0.0047  0.0002  0.0002  0.03214  
0.03214  

104.08.27 

K011 TG12 0.03  -0.03214  -0.0005  -0.0035  -0.0002  -0.0003  -0.03214  104.08.27 

TG12 K011A 0.03  0.54801  
0.46 

0.0082  -0.0019  0.0000  0.0007  0.54801  
0.54778  

104.08.27 

K011A TG12 0.03  -0.54755  -0.0083  0.0012  0.0000  -0.0007  -0.54755  104.08.27 

將軍 
G074 GNG1 1.75  -0.73208  

0.69 
-0.0128  0.0016  0.0007  -0.0565  -0.73215  

-0.73249  
104.09.09 

GNG1 G074 1.75  0.73277  0.0131  0.0029  0.0002  0.0494  0.73283  104.09.08 



 ～52～ 

潮位站 

名稱 
測站 測站 

距離 

(km) 

系統誤差 

改正前 

高程差(m) 

往返測 

閉合差 

(mm) 

系統誤差改正 系統誤差 

改正後 

高程差(m) 

高程差 

平均值 

(m) 

觀測 

日期 
溫度

(mm) 

視準軸 

(mm) 

曲率 

(mm) 

折射 

(mm) 

GNG1 GNG2 2.22  0.69432  
0.80 

0.0083  -0.0011  0.0003  0.0183  0.69435  
0.69396  

104.09.10 

GNG2 GNG1 2.22  -0.69352  -0.0123  -0.0026  -0.0005  -0.0305  -0.69357  104.09.09 

GNG2 TG32 2.46  0.17569  
1.65 

0.0008  0.0005  0.0002  0.0014  0.17569  
0.17485  

104.09.16 

TG32 GNG2 2.46  -0.17404  -0.0012  0.0019  0.0010  0.0260  -0.17401  104.09.15 

TG32 TG32A 0.02  1.42812  
0.48 

0.0237  -0.0014  -0.0001  0.0036  1.42814  
1.42790  

104.09.15 

TG32A TG32 0.02  -1.42764  -0.0237  0.0014  0.0001  -0.0025  -1.42766  104.09.15 

TG32 TG32B 0.04  -0.04455  
0.04 

-0.0008  -0.0001  0.0000  -0.0004  -0.04455  
-0.04456  

104.09.15 

TG32B TG32 0.04  0.04458  0.0008  -0.0003  -0.0001  0.0003  0.04458  104.09.15 

林邊 

G128 TG40 2.45  -4.53159  
0.74 

-0.0603  0.0019  -0.0011  -0.0425  -4.53169  
-4.53207  

104.05.13 

TG40 G128 2.45  4.53233  0.0613  -0.0024  -0.0008  0.0596  4.53245  104.05.14 

TG40 TG40A 0.03  1.94870  
-0.72 

0.0200  0.0009  -0.0001  0.0030  1.94872  
1.94908  

104.05.13 

TG40A TG40 0.03  -1.94942  -0.0199  -0.0010  0.0001  -0.0036  -1.94944  104.05.13 

蟳廣嘴 

K800 TG14X 0.46  -11.05819  
0.97 

-0.1567  -0.0019  0.0003  -0.0656  -11.05841  
-11.05888  

104.05.14 

TG14X K800 0.46  11.05916  0.1458  -0.0016  -0.0021  0.0481  11.05935  104.05.15 

TG14X TG14Y 0.01  -0.01510  
-0.03 

-0.0002  -0.0007  0.0000  0.0000  -0.01510  
-0.01509  

104.05.14 

TG14Y TG14X 0.01  0.01507  0.0002  0.0004  0.0000  0.0000  0.01507  104.05.14 

TG14X TG14A 0.02  2.95096  
0.44 

0.0394  -0.0007  -0.0001  0.0038  2.95100  
2.95078  

104.05.14 

TG14A TG14X 0.02  -2.95052  -0.0390  0.0013  0.0001  -0.0038  -2.95056  104.05.14 

東港 

G123 TKG1 1.30  -0.00330  
-0.89 

-0.0001  -0.0005  0.0005  0.0118  -0.00329  
-0.00285  

104.04.23 

TKG1 G123 1.30  0.00242  0.0000  -0.0001  0.0001  -0.0091  0.00241  104.04.23 

TKG1 TG33 1.68  0.72245  
1.05 

0.0081  -0.0004  -0.0001  0.0318  0.72249  
0.72197  

104.04.24 

TG33 TKG1 1.68  -0.72141  -0.0100  0.0003  -0.0001  -0.0266  -0.72144  104.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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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位站 

名稱 
測站 測站 

距離 

(km) 

系統誤差 

改正前 

高程差(m) 

往返測 

閉合差 

(mm) 

系統誤差改正 系統誤差 

改正後 

高程差(m) 

高程差 

平均值 

(m) 

觀測 

日期 
溫度

(mm) 

視準軸 

(mm) 

曲率 

(mm) 

折射 

(mm) 

TG33 TG33A 0.01  1.51695  
-0.74 

0.0182  -0.0010  -0.0001  0.0004  1.51696  
1.51733  

104.04.24 

TG33A TG33 0.01  -1.51769  -0.0182  0.0007  0.0001  -0.0004  -1.51770  104.04.24 

TG33 NO.82045 0.02  0.29615  
-0.11 

0.0035  -0.0004  -0.0001  0.0013  0.29615  
0.29620  

104.04.24 

NO.82045 TG33 0.02  -0.29625  -0.0034  0.0005  0.0001  -0.0010  -0.29625  104.04.24 

後壁湖 

Q012A G657 1.71  10.41937  
0.89 

0.1684  0.0000  -0.0005  0.0797  10.41962  
10.41921  

104.06.08 

G657 Q012A 1.71  -10.41848  -0.1318  -0.0009  0.0002  -0.1867  -10.41879  104.06.09 

G657 HBG1 1.60  9.04203  
1.07 

0.1637  0.0013  -0.0010  0.1233  9.04232  
9.04175  

104.06.09 

HBG1 G657 1.60  -9.04096  -0.1499  -0.0028  0.0010  -0.0717  -9.04118  104.06.11 

HBG1 TG34 2.39  -41.01756  
2.74 

-0.6174  -0.0020  -0.0009  -0.5411  -41.01872  
-41.02005  

104.06.10 

TG34 HBG1 2.40  41.02029  0.6704  0.0025  0.0014  0.4202  41.02139  104.06.10 

TG34 TG34A 0.02  1.64955  
0.64 

0.0295  0.0007  0.0002  0.0028  1.64958  
1.64927  

104.06.10 

TG34A TG34 0.02  -1.64892  -0.0294  -0.0005  -0.0001  -0.0032  -1.64895  104.06.10 

小琉球 

LC01 TG74 0.23  -0.92309  
0.56 

-0.0072  0.0004  -0.0003  -0.0071  -0.92310  
-0.92338  

104.04.22 

TG74 LC01 0.22  0.92365  0.0099  0.0010  -0.0005  0.0072  0.92366  104.04.22 

TG74 TG74A 0.02  0.78847  
0.12 

0.0070  0.0001  0.0000  0.0005  0.78848  
0.78842  

104.04.22 

TG74A TG74 0.02  -0.78835  -0.0074  0.0000  0.0000  -0.0004  -0.78836  104.04.22 

大武 

9217 TG15 0.49  -3.73484  
0.54 

-0.0604  -0.0001  0.0002  -0.0339  -3.73493  
-3.73520  

104.06.15 

TG15 9217 0.49  3.73538  0.0531  -0.0001  -0.0009  0.0369  3.73546  104.06.15 

TG15 TG15A 0.02  1.95890  
-0.33 

0.0306  0.0006  0.0000  0.0011  1.95893  
1.95909  

104.06.15 

TG15A TG15 0.02  -1.95923  -0.0305  -0.0006  0.0000  -0.0014  -1.95926  104.06.15 

富岡 
A087 TG16-1 1.33  -5.17878  

1.59 
-0.0750  -0.0005  -0.0001  -0.0499  -5.17891  

-5.17970  
104.07.23 

TG16-1 A087 1.33  5.18037  0.0640  0.0006  0.0003  0.0656  5.18050  104.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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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位站 

名稱 
測站 測站 

距離 

(km) 

系統誤差 

改正前 

高程差(m) 

往返測 

閉合差 

(mm) 

系統誤差改正 系統誤差 

改正後 

高程差(m) 

高程差 

平均值 

(m) 

觀測 

日期 
溫度

(mm) 

視準軸 

(mm) 

曲率 

(mm) 

折射 

(mm) 

TG16-1 TG16X 0.06  -0.05222  
0.10 

-0.0008  0.0000  0.0000  -0.0004  -0.05222  
-0.05227  

104.07.23 

TG16X TG16-1 0.06  0.05232  0.0007  -0.0001  -0.0001  0.0002  0.05232  104.07.23 

TG16-1 TG16A 0.06  1.12428  
0.01 

0.0166  0.0003  -0.0002  0.0002  1.12430  
1.12429  

104.08.03 

TG16A TG16-1 0.06  -1.12427  -0.0165  -0.0009  -0.0002  -0.0003  -1.12429  104.08.03 

TG16-1 TG16B 0.06  2.42524  
0.12 

0.0341  -0.0026  -0.0005  0.0008  2.42527  
2.42520  

104.08.03 

TG16B TG16-1 0.06  -2.42511  -0.0342  0.0027  0.0005  -0.0007  -2.42514  104.08.03 

成功 

A061 TG17-1 1.25  -50.64603  
1.40 

-0.5039  0.0002  -0.0004  -0.6519  -50.64718  
-50.64785  

104.07.22 

TG17-1 A061 1.25  50.64743  0.6077  0.0001  -0.0014  0.4892  50.64852  104.07.22 

TG17-1 TG17A 0.06  1.06306  
0.40 

0.0136  -0.0003  -0.0002  0.0088  1.06308  
1.06288  

104.07.23 

TG17A TG17-1 0.06  -1.06266  -0.0134  -0.0001  -0.0001  -0.0068  -1.06268  104.07.23 

蘭嶼 

LY01 TG75-1 0.29  -12.81030  
0.37 

-0.1212  0.0002  0.0010  -0.0727  -12.81049  
-12.81067  

104.08.04 

TG75-1 LY01 0.29  12.81067  0.1243  -0.0004  -0.0002  0.0567  12.81085  104.08.05 

TG75-1 TG75 0.05  0.75694  
-0.82 

0.0067  0.0000  0.0000  0.0056  0.75695  
0.75736  

104.08.04 

TG75 TG75-1 0.05  -0.75776  -0.0065  -0.0001  0.0001  -0.0047  -0.75777  104.08.04 

綠島 

LD01 TG76 0.20  -1.18358  
-0.14 

-0.0182  -0.0031  -0.0007  -0.0208  -1.18362  
-1.18356  

104.06.16 

TG76 LD01 0.20  1.18344  0.0183  -0.0003  -0.0005  0.0439  1.18350  104.06.17 

TG76 TG76A 0.02  2.14857  
-0.06 

0.0313  -0.0007  0.0000  0.0008  2.14860  
2.14862  

104.06.16 

TG76A TG76 0.02  -2.14862  -0.0304  0.0009  0.0000  -0.0012  -2.14865  104.06.16 

澎湖 

PF01 TG73 0.56  -0.08451  
0.92 

-0.0009  -0.0067  -0.0013  -0.0035  -0.08452  
-0.08498  

104.06.08 

TG73 PF01 0.56  0.08543  0.0012  -0.0067  -0.0012  0.0062  0.08543  104.06.08 

TG73 TG73A 0.01  1.51124  
0.04 

0.0239  0.0010  0.0000  0.0001  1.51126  
1.51124  

104.06.08 

TG73A TG73 0.01  -1.51120  -0.0210  -0.0017  0.0000  -0.0001  -1.51122  104.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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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位站 

名稱 
測站 測站 

距離 

(km) 

系統誤差 

改正前 

高程差(m) 

往返測 

閉合差 

(mm) 

系統誤差改正 系統誤差 

改正後 

高程差(m) 

高程差 

平均值 

(m) 

觀測 

日期 
溫度

(mm) 

視準軸 

(mm) 

曲率 

(mm) 

折射 

(mm) 

金門 

料羅 

KM01 TG72X 0.96  -1.93714  
1.23 

-0.0157  0.0010  0.0010  -0.0268  -1.93718  
-1.93779  

104.07.06 

TG72X KM01 0.96  1.93838  0.0162  0.0002  0.0001  0.0109  1.93840  104.07.06 

TG72X TG72XA 0.02  3.45784  
0.26 

0.0370  -0.0005  -0.0001  0.0004  3.45788  
3.45775  

104.07.06 

TG72XA TG72X 0.02  -3.45759  -0.0366  0.0006  0.0001  -0.0004  -3.45762  104.07.06 

馬祖 

NG01 TG71-2 0.26  -0.28494  
0.01 

0.0009  -0.0024  -0.0006  -0.0086  -0.28495  
-0.28495  

104.04.22 

TG71-2 NG01 0.26  0.28495  -0.0018  -0.0019  -0.0002  0.0091  0.28496  104.04.21 

TG71-2 TG71-1 0.03  -0.03278  
-0.72 

0.0001  -0.0001  0.0000  0.0000  -0.03278  
-0.03242  

104.04.22 

TG71-1 TG71-2 0.03  0.03206  -0.0002  0.0008  0.0001  0.0001  0.03206  104.04.21 

TG71-1 TG71-A 0.01  0.53148  
0.20 

-0.0037  0.0000  0.0000  0.0002  0.53148  
0.53137  

104.04.21 

TG71-A TG71-1 0.01  -0.53128  0.0017  0.0009  0.0001  -0.0002  -0.53127  104.04.22 

TG71-1 TG71-B 0.02  1.64103  
0.06 

-0.0119  0.0004  0.0000  0.0008  1.64102  
1.64099  

104.04.21 

TG71-B TG71-1 0.02  -1.64097  0.0051  0.0001  0.0000  -0.0008  -1.64097  104.04.22 

TG71-1 TG71-C 0.03  0.16770  
0.43 

-0.0012  0.0005  0.0001  0.0005  0.16770  
0.16748  

104.04.21 

TG71-C TG71-1 0.03  -0.16727  0.0005  0.0005  0.0001  -0.0005  -0.16726  104.04.22 

TG71-1 TG71-D 0.03  0.14211  
0.12 

-0.0011  0.0008  0.0001  0.0006  0.14211  
0.14205  

104.04.21 

TG71-D TG71-1 0.03  -0.14199  0.0004  0.0001  0.0000  -0.0005  -0.14199  104.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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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點位穩定性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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