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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自動化道路積淹水影像辨識技術

人員及機具安全監控影像辨識技術

水情影像監視站雲端服務平台

河川水位高度影像辨識

API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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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平台前身為國網防災應變格網系統，109年時建置全新水情影像監視站雲端服務平台，為水利署應變
值勤時之重要系統之一。

2. 目前已廣納接收水利署自建站、縣市政府流域綜合治理計畫及其他外部機關單位等7,497支影像資料，
    提供水利署所屬單位相關作業人員得於短時間內，掌握當地狀況並可即時得知防救災資訊以爭取防救
    災之時效。
3. 平台穩定度高，已協助109~111年度豪雨及颱風等超過200次水利署應變小組開設，順利完成應變
任務；並提供API給其他12個單位/應用系統介接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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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情影像監視站
雲端服務平台

介接7,497支影像 輔助應變輪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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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情影像監視站雲端服務平台

系統功能架構



水情影像監視站雲端服務平台

可由公務雲進入水情影像雲端服務平台

https://fmg.wra.gov.tw/

https://fmgb.wra.gov.tw/



水情影像監視站雲端服務平台

可由公務雲進入水情影像雲端服務平台



水情影像監視站雲端服務平台

①功能選單

1.回首頁

2水情監測

3.地圖展示

4.淹水預測

5.相關網站

②可縮小左

側功能列

可由https://fmg.wra.gov.tw/fmgp，進入水情影像雲端服務平台



水情影像監視站雲端服務平台
綜合水情影像查詢

可篩選有達到河川水位、淹水、
水庫警戒其中之一之影像

篩選條件

1.河川局

2.流域

3.影像來源

4.縣市

5.鄉鎮

6.手動輸入查詢

7.影像狀態(正常/自建站

故障/詳細資料/警戒中)

提供水利署自建站及水利署補助縣市建置影像監視站、重點防汛工程及其他外部單位監視站即時影像查詢。

影像來源
1.水利署自建站
2.縣市單位
3.移動站
4.第四台業者
5.重點防汛工程
6.水土保持局
7.高公局
8.河川監管系統
9.公路總局
10.各縣市交通局
11.滯洪池
12.淹水感測器監測站
13.抽水站



水情影像監視站雲端服務平台
綜合水情影像查詢

• 影像位置展示：可切換到圖台顯示該站影像位置及其即時影像。
• 「詳細資料」可顯示該站時雨量、日雨量、河川水位(堤頂高)、水庫警戒等觀測資訊。

點選 即切換該站點位及其即時影像



水情影像監視站雲端服務平台

自建站水情影像儀表板

• 水利署自建站即時影像透過儀表版方式顯示，並可連結河川水位、淹水、水庫等警戒資訊；
右方結合圖台展示該站位置。

圖台展示

自建站水
情影像查
詢連結

勾選故障於右
側圖台顯示故
障攝影機

警戒資訊

篩選條件



水情影像監視站雲端服務平台

重點防汛工程

• 提供河川重點防汛工程河段影像的查詢。
• 「詳細資料」可顯示該站時雨量、日雨量、河川水位(堤頂高)、水庫警戒等觀測資訊。

可篩選有達到河川水位、淹水、
水庫警戒其中之一之影像

篩選條件
1.流域
2.縣市
3.鄉鎮
4.手動輸入查詢
5.影像狀態(正常/故障/詳細資料/
警戒中)



水情影像監視站雲端服務平台

自建站水情影像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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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影像下載」顯示歷史影像下載頁面

點選 消除影像雨滴功能

• 雨滴消除功能(僅限自建站影像)：按下雨滴消除功能時，系統另開視窗
顯示雨滴消除前、後之影像。

• 「詳細資料」可顯示該站時雨量、日雨量、河川水位(堤頂高)、水庫警
戒等觀測資訊。

• 「影像下載」可切換至歷史水情影像下載頁面。



自動化道路積淹水影像辨識技術

概述

1. 未經篩選的情況下，人工檢視約需耗時５分鐘才可看完600張影像畫面；若透過AI辨識篩選輔助疑似淹
水地區影像，則可降低影像監看數量，降低監控人員負擔。

2.「快速自動化道路積淹水影像辨識」以「篩選疑似淹水地區影像，輔助應變人員影像監控作業負擔」
為研究目標，將疑似淹水地區影像通報到Line群組。

1使用深度類神經網路 AI技術
快速自動判別道路積淹水

輔助應變輪值2 3 淹水辨識通報

DeepLabv3+ 模型 依據影像辨識啟動條件，
進行道路積淹水影像辨識

積淹水影像辨識通報至
LINE群組



自動化道路積淹水影像辨識技術

項目 預警規則

啟動機制
當10分鐘累積雨量大於10mm時，或
1小時累積雨量大於30 mm，隨即啟
動影像辨識機制。

通報時機
如辨識出有道路積淹水之影像，即進
行通報。

通報頻率 一小時通報一次為原則。

通報內容
發生道路積淹水之影像、影像位置(縣
市、鄉鎮)、攝影機名稱、通報事件查
詢連結等。

通報對象及方
式

淹水事件通報至「道路積淹水影像辨
識」LINE群組。

影像辨識啟動機制及預警機制



自動化道路積淹水影像辨識技術

臺中市大安區-福興里大安幼兒園

桃園市八德區-建國路1051號

新竹市東區-全中興地下道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400巷

• 針對有設置淹水感測器並觸發淹水
之地點，亦可透過快速自動化道路
積淹水影像辨識出淹水範圍，輔助
驗證研究成果

具淹水感測器地點

後續可進一步透過偵測車輛輪胎開過淹水路面，輔助積淹水偵測



自動化道路積淹水影像辨識技術

桃園市中壢區崁頂路、崁頂路1507巷口 桃園市楊梅區三元街273巷

新北市土城區-土城和平路(移動站)彰化縣彰化市-寶部路涵洞(移動站)

• 檢測出淹水地點（未設置淹水感測
器），可做為輔助應變輪值人員監控
作業之利器，減低人員負擔，對於防災
應變工作將更有幫助。

未具淹水感測器地點

後續可進一步透過偵測車輛輪胎開過淹水路面，輔助積淹水偵測



自動化道路積淹水影像辨識技術

日間影像效果較佳 夜間影像效果較不佳

1 111年度辨識統計

112年度透過分別產製日間及夜間影像辨識模型，提升道路積
淹水辨識效能

精進作為2

積淹水事件成功捕捉率

✓ 111年經歷水利署緊急應變小組開設豪雨及

颱風事件共計53筆，其中發生積淹水事件

共計44筆，已成功辨識並發送39筆。

✓ 以發生積淹水事件總數(44)除以成功辨識

並發送總數(39)，可計算出積淹水事件辨

識通報補捉率為88.6%。



人員及機具安全監控影像辨識技術

概述

1.針對水利署轄下進行中工程、或重要設施、高風險工程案件使用攝影機監控，於豪大雨通報時提前通知
撤離，保護在颱風或豪雨應變期間人員與機具安全。

2.人員、機具等特徵顯著的標的物，其AI辨識技術已較為成熟，利用Faste R-CNN技術，蒐集各種不同
車型、人員的訓練樣本，使辨識樣本具多樣性，以提高影像辨識精準度。

1 使用深度類神經網路 AI技術自
動判別人員及機具安全監控影像

輔助應變輪值2 3 淹水辨識通報

依據影像辨識啟動條件，
進行人員及機具影像辨識Faste R-CNN 模型

人員及機具影像辨識通報
至LINE群組



項目 預警規則

啟動機制 颱風或豪雨應變期間。

通報時機 氣象局對特定縣市發布豪雨以上等級警戒
時，將偵測到人員及機具影像進行通報。

通報頻率 一小時通報一次為原則。

通報內容 人員及機具之影像、影像位置(縣市、鄉
鎮)、攝影機名稱、通報事件查詢連結等。

通報對象及方式 人員及機具事件通報至「人員及機具影像
辨識」LINE群組。

影像辨識啟動機制及預警機制

人員及機具安全監控影像辨識技術



人員及機具安全監控影像辨識技術

標記特徵物件

遠距離辨識效果
人員及機具安全監控影像辨識輪播群組



人員及機具安全監控影像辨識技術

0514豪雨臺南市仁德區-三爺溪中下游(後壁厝
排水口至文賢排水出口)(二工區)-田厝抽水站_河

道-出水口

0514豪雨南投縣草屯鎮-鳥嘴潭人工湖引水設施
工程-出水口

0514豪雨臺南市仁德區-三爺溪中下游(後壁排
水出口至文賢排水出口)六工區-五空橋上游

0514豪雨臺南市仁德區-三爺溪中下游(後壁排
水出口至文賢排水出口)六工區-五空橋上游

111年度成果



人員及機具安全監控影像辨識技術

111年度成果

人員影像辨識畫面



河川水位高度影像辨識

概述

1. 近年強降雨頻率越發頻繁，需監控地方有無積淹水災情，又需觀測河道水位深度，可藉由AI輔助監控
水位變化，透過AI示警通知，取代人力長時間觀察，使應變輪值人員能更專注於積淹水防救災上

2. 經人員現場確認水尺、河道高程，透過DeepLabV3模型技術，設定影像上虛擬水尺位置及水尺高度進
行辨識。

1 使用深度類神經網路 AI技術自
動判別河川水位高度影像

輔助應變輪值2

DeepLabv3+ 模型

海山橋

AI辨識
水位高度

虛擬
水尺

111年9月4日因軒嵐諾颱風外圍環流降下豪大雨:
海山橋目測實際水位高與虛擬水尺辨識高度均約為：34m



河川水位高度影像辨識

24

烏來福德宮

AI辨識
水位高度

虛擬
水尺

覽勝橋 

AI辨識
水位高度

虛擬
水尺



雨滴消除影像辨識

概述

1. 水情影像監視站多為戶外攝影機，雨天不可避免發生影像出現雨滴的情形，在迎風面遇到階段性強降雨
時，即使有雨刷也無法完全去除鏡頭雨滴，造成影像辨識能力下降，間接影響防災應變期間影像觀測。

2. 111年度針對「水利署自建站」的影像進行雨滴消除研究，利用Derain Net模型，濾除雨滴以提高影像
辨識度。

實際降雨畫面 雨滴濾除畫面

小雨情境



雨滴消除影像辨識

大雨情境

實際降雨畫面 雨滴濾除畫面實際降雨畫面 雨滴濾除畫面

無雨畫面



API介接

網頁Json格式範例

Swagger UI文件呈現模組介面-影像介接API 採用Swagger UI文件呈現模組，支援
Open API Specification，產生供使用者
容易閱讀的網頁Json格式採金鑰驗證機
制，提供其他應用系統介接，提升資料傳
遞安全性，並掌握資料使用績效

為了擴展影像辨識成果應用範圍及加值性，提供API介接供其他單位使用



API介接 API申請流程

開
始

提
出
申
請

核
發
金
鑰

影
像
介
接

結
束

填
妥
申
請
資
料

影像辨識成果API

API申請表範例

申請方式：向防災中心提出申請影像介接，
審核通過後，將由本系統窗口提供介接表格
申請表填寫內容：單位、窗口、職稱、電話、
信箱、系統名稱、介接IP、影像辨識成果API



API介接

◆影像辨識通報後即時透過API共享
◆影像辨識通報地點資訊
◆取得辨識前與辨識後畫面

原始影像 辨識成果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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