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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由於土地開發、河川攔砂及海岸堤防的影響，讓離岸沙洲

產生變遷。這未來可能消失的沙洲象徵著台灣消失國土的現象，引起

台灣政府及海洋學者的重視。本專題藉由 Google Earth 的 Timelapse

衛星影像資料取得外傘頂洲1984~2021 年的衛星影像圖，呈現歷年外

傘頂洲變化情況。外傘頂洲是台灣沿岸最大的離岸沙洲，主要由濁水

溪的泥沙沖積而成。此沙洲與台灣島之間形成潟湖，因為海灣被沙洲

所封閉而演變成的湖泊，而沙洲成為潟湖的天然屏障，適合養殖蚵

架，形成具有觀光與漁業價值資源之地。但近年來因為河川興建攔砂

壩，以及麥寮六輕園區，人造填海阻擋沙源下流，沙源減少，導致面

積逐年縮小，嘉義沿海也因此逐漸失去屏障，造成沿海漁民收穫減

少，也造成沙洲間，瀉湖裡的生物被迫驅離，台灣領土領海也因而縮

小。本研究使用 OpenCV 影像處理方法進行邊緣偵測分析沙洲灘線變

化，並藉由灘線變化來探討沙洲的變遷趨勢、原因與影響。此外，本

文亦對外傘頂洲北邊的三條崙洲一併分析其變化。 

 

關鍵字: 衛星影像、OpenCV、邊緣偵測、離岸沙洲、海岸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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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地球70%是海洋，海岸的變化是人們非常關心的問題．研究海岸線的變化是

探知海陸交界行為的重要資訊 (Patrick, 2015)[1]。臺灣是位於亞洲東部、太平洋西

北側的島嶼，海岸線全長約1,200公里，島嶼面積約3.6萬平方公里，為世界第38

大島嶼 (維基百科，2021)[2]。本研究以外傘頂洲及三條崙洲為研究範圍(圖1.1)，

外傘頂洲位於台灣西岸中南部，是台灣沿海最大的沙洲，自然造陸運動形成於

1901年，介於雲林縣與嘉義縣之間，鄰近的出河口有濁水溪與北港溪，在1984年

的資料中，退潮時外傘頂洲面積約1000餘公頃，漲潮時約200餘公頃，南北長10

餘公里，此後不斷縮小，現存面積約100餘公頃(江文山, 2019)[3]；而北方的三條

崙洲較少獲得關注，但因它位於箔仔寮漁港外側，嚴重影響漁民的生計，因而產

生本文一併分析三條崙洲的動機。 

根據前人文獻得知，外傘頂洲的面積逐漸減少，這象徵了國土逐漸消

失的嚴重性，而三條崙洲的變遷與漁民的生計亦息息相關。本研究之動機

係為了能夠更了解外傘頂洲及三條崙洲在近年來的變遷趨勢。  

 

       

 

圖1.1研究範圍:台灣西南海域之沙洲(圖1.1(A):三條崙洲;圖1.1(B);外傘頂

洲;1.1(C)台灣海域) 

 

1.2 研究目的 

透過使用 Google Earth 衛星影像的 Timelapse 功能，可以對外傘頂洲及三條崙

洲進行歷年沙洲變化的觀察及分析。其中，利用邊緣偵測技術，對這些區域進行

偵邊。同時，使用 QGIS 進行區域的面積計算和分析。 

 

在觀察和分析外傘頂洲及三條崙洲的歷年變化時，可能會發現沙洲的消長。

對於這些沙洲的消失或出現，人們會對其造成的影響或帶來的收益而受到關注。

(B) 

(C) 

(A) 

(B) 

箔子寮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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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沙洲的消失可能會對當地的生態環境和自然景觀造成影響，亦或者對當地

漁業產業帶來影響。因此，通過對這些沙洲變化的觀察及分析，可以了解當地自

然環境和經濟發展的變化情況，並且為相關決策分析的參考。 

 

1.3 研究問題 

a、 本研究希望能藉由Google Earth的免費資源，再加以利用OpenCV偵邊技

術分析台灣重要沙洲變遷的最新資訊。 

b、 分析內容包含外傘頂洲及三條崙洲的面積變化、移動趨勢及特性。 

 

1.4 研究限制 

a、 因免費衛星影像之限制，此研究並不考慮漲退潮因素。  

b、 基於Google Earth 提供之衛星影像，有部分年份受到雲朵遮蔽而視為無

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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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回顧與探討 

本章節介紹本文有關的外傘頂洲、三條崙洲、Google Earth及邊緣偵測相關

文獻回顧。 

 

2.1. 外傘頂洲 

外傘頂洲有"傘"字，因為形狀像傘而得名。行政劃分上屬雲林縣，不過如今

絕大部份位於嘉義縣。早期濁水溪主流及支流北港溪注入海中，大量泥沙沈積在

河口附近海域，經過長年累月的波浪和海流作用，外傘頂洲因此形成。1960年

代，外傘頂洲曾住居逾千人，用茅草、竹子搭建的上百戶簡易房舍自成聚落，連

雜貨店、藥鋪俱全，居民普遍仰賴捕魚、養蚵維生，自給自足，曾經人丁興盛。

當時居民的水源主要依賴強勁的風飛沙造出一座座約2、3層樓高的小山丘蓄水提

供了淡水資源；後來沙丘經數次颱風侵襲，與沙洲流失、漂移作用，已無淡水飲

用，居民陸續遷離(外傘頂洲, 維基百科，2021)[2]。 

 

外傘頂洲位於雲林、嘉義外海約 10 多公里處，主要組成來自濁水溪注入海

中 的泥沙，由於受到波浪、沿岸流及東北季風等影響，導致沙洲逐年往陸側移

動。外傘頂洲因潮汐的變化會產生不同樣貌，具有豐富的生態環境，此外也是雲

林、嘉義沿岸的自然防護屏障。但隨著濁水溪注入海中的泥沙減少以及其他自然

與人為因素，導致面積逐年縮減 (彭新雅等人，2019[4])。 

 

吳億鈴(2015)[5]分析影響外傘頂洲的因素:河川輸沙量是單位時間通過某河道

斷面的泥沙量，以公噸/日表示。影響河川輸沙量的原因有:逕流量、降雨強度(颱

風豪雨)、地震、人為開發(水庫及攔沙壩)等。濁水溪及北港溪的輸沙量極大，是

外傘頂洲的主要沙源來源，加上外傘頂洲位於南端，受到由北往南的沿岸流將河

沙往南邊輸送，對外傘頂洲的位置和面積影響均大。 

 

雲嘉海岸受自然環境條件及人為設施等交錯複因素影響，造成沙源短缺及輸

沙型態改變，導致雲嘉海岸地區之天然屏障外傘頂洲有逐年縮減的現象，向陸側

後退，不僅產生國土流失問題，更連帶影響產業現況、環境生態、災防等問題。 

 

外傘頂洲是台灣最大的沙洲，從雲林的湖口村往西南方延伸到嘉義網寮村外

海呈現東北西南走向。雲林與嘉義沿海之天然屏障在日據時代由於濁水溪整治截

斷北港溪等支流，改以主流西螺溪入海後，北港溪輸沙量也因此銳減，加上麥寮

工業區和離島工業區的海岸開發事業造成影響，沙源更明顯減少，長期下來，沙

洲產生漂移且面積範圍也逐漸縮小。(劉勁成等人，2021[6]) 

 

2.2三條崙洲 

三條崙洲位於雲林外海，橫跨台西鄉、四湖鄉、口湖鄉，三條崙是雲林縣四

湖鄉的小村莊，四湖鄉是全省吳姓子孫的大本營，早期在湖西村至四湖村之間，

有二大湖、二小湖，於是命名為四湖。而三條崙的地名和沙丘地形有關，「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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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平原上較高之小山、小丘、或高台，祖先(福建泉州人)來台時，當時本地

境 內沿海有三條南北向的沙丘，所以 稱此地為「三條崙」。海岸長期屬於侵蝕

狀態，加上受到東北季風影響，以及六輕突堤效應阻攔濁水溪砂源，造成海岸倒

退，台西海岸正以每年40~50尺的速度在倒退，至今已經有200多公頃蚵田流失，

養殖環境逐漸縮小，也造成箔子寮漁港泥沙淤積，導致當地漁筏無法直接從港口

出海，須繞行沙洲南側約7公里，才能到海上進行捕撈(圖2.1)(陳佳珣，2011)[7]。

箔子寮漁港航道淤積嚴重影響漁船進出(圖2.2)，雲林縣政府經現場勘查，發現漁

港港嘴為淤積的熱點。因為港口嘴淤積，當地漁民須候潮並繞道進出漁港，徒增

油料還有時間成本。(雲林縣政府水利處，2020)[8]。 

 

圖2.1 漁民繞行沙洲南側示意圖 

 

圖2.2 箔子寮漁港港嘴 

 

六輕工業區興建之後，北部海岸變動較為輕微，南部因為河川輸沙量減少，

加上北部的堤防、工業區攔阻漂沙，因此呈現較為嚴重的侵蝕現象(圖2.3)，雲林

縣政府及當地漁民質疑養殖漁業有影響，是跟雲林抽沙地點還有地形變化有關，

突堤效應造成北側淤積，影響濁水溪排洪能力，南岸沙洲則逐年萎縮，對雲林縣

海岸地形變化造成極大影響，另外，潮間帶變化太大，影響沿岸生態，也減少沿

近海魚撈產量。(劉力仁，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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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六輕工業區 

 

2.3 Google Earth及邊緣偵測 

本研究使用的衛星影像是 Google Earth (GE)提供之衛星影像圖。GE是一套以

3D 方式呈現地表全貌之地圖軟體。GE 之基礎技術來自於 Keyhole 衛星圖像公司

發展之 Keyhole 軟體與衛星影像資料庫為 GE 之前身。2004年 Google 宣佈收購

Keyhole 公司，並於2005年6月推出了 Google Earth 系列軟體。大概在 2012 年底

時，GE開始利用衛星照片製作全球地貌的縮時攝影（Google Earth Timelapse）。

使用者可搜尋 GE 上任一個地點，觀察該地從 1984 年迄今的所有變化(Google 

Earth, 維基百科)[10]。 

隨著衛星科技的發展，GE 提供了基本的衛星影像給大眾使用，也成為研究

人員可善加利用的資源。何永寶(2019)[11]應用 GE 探討旗津海岸變遷的研究，這

與本研究的主題類似，但本研究期望用不同的偵邊技術進行不同地域的分析。本

文利用偵邊技術所偵測之結果做為灘線描繪判斷輔助使用，因而可以清楚了解沙

洲歷年來的面積變化及移動方向，更進一步分析其近年趨勢。本研究和何永寶的

高雄旗津海岸變遷研究計畫，有不同之處在於研究地點不相同，以及邊緣偵測使

用的程式，何永寶使用的是 Maltab，使用 C++、Java 撰寫；本研究使用的是

Colaboratory，使用 Python 進行撰寫及測試。蕭國鑫(2007)[12]曾用多時影像與空

載光達資料應用於外傘頂洲變遷研究。國外文獻如 Prasita (2015)[13] 利用 Landsat 

與 Google Earth圖分析 Pamurbaya海岸線的變化;以 Python程式發展一套免費的海

岸偵測工具名叫 CoastSat，可以自動擷取衛星影像海岸線.隨著科技的發展衛星影

像提供了大範圍的地貌資訊且精度也將日益提高。 

 

當有了影像圖，接下來就可以利用邊緣偵測的技術找出沙洲的輪廓有許多用

於邊緣偵測的方法，Canny (1986) 和 Lindeberg (1998) [14]認為大致可分為兩類：

基於搜索和基於零交叉（search-based and zero-crossing based）。在本研究中主要

採用 Canny邊緣偵測方式作為偵邊技術，可參考 Rosebrock(2021)[15]。 

 

Canny演算法的主要步驟包括以下幾個部分： 

一、高斯模糊：Canny 演算法首先對輸入圖像進行高斯模糊處理，以減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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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的噪聲，使得後續處理過程更加穩定。 

 

二、梯度計算：演算法對模糊後的圖像進行梯度計算，以找出圖像中的邊緣

區域。Canny 演算法通常使用 Sobel 算子來計算梯度值，並利用其方向

信息來判斷邊緣的方向。 

 

三、非極大值抑制：在找到邊緣區域後，Canny 演算法會對其進行非極大值

抑制處理，以去除梯度值較小的區域，從而得到更加清晰和明確的邊

緣。 

 

四、雙閾值處理：Canny 演算法使用雙閾值處理來進一步過濾邊緣。具體來

說，演算法會將邊緣區域分為強邊緣、弱邊緣和非邊緣三種區域，並將

強邊緣作為最終的邊緣結果。弱邊緣和非邊緣區域則可能會進一步處

理，以消除偽邊緣。 

 

五、Canny 演算法的主要優點是能夠提取出高質量和清晰的邊緣資訊，並且

能夠避免產生過多的偽邊緣。因此，Canny 演算法常常被廣泛應用於圖

像處理、計算機視覺等領域。 

 

 



-7- 

第參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流程 

 

圖3.1 研究流程圖 

 

 

本研究流程如圖3.1所示共分為五大項目，茲說明如下： 

一、規劃：決定研究方向 

二、分析：探討相關文獻，蒐集文獻包括國內外專著、期刊論文。 

三、影像處理：利用Google Earth 擷取歷年沙洲之變化圖片。 

四、偵測：使用偵邊技術取得的灘線邊界並用Google Earth描繪沙洲區域的

kml檔。 

五、計算：將kml檔轉換成shp檔，並匯入QGIS，藉以計算出不同年份的面積，

並將資料以Excel分析繪圖。 

 

3.2  人力配置  

本研究工作項目分為七項，分別為資料蒐集、文書撰寫、表格製作、資料流

程圖、剪報製做、Google Earth 應用及 QGIS 計算，三位組員之工作分配如表

3.1。 

 

規劃 
• 確立研究主題 

• 蒐集相關資料及文獻 

分析 

• 研讀相關文獻與探討 

• 軟硬體需求分析 

• 管理者分析 

影像處理 

• Google Earth 圖片擷取 

• Photoshop 對圖片進行色彩調整 

偵測 • OpenCV 進行邊緣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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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工作分配表 

 
 

3.3 軟硬體介紹 

本研究使用軟硬體如表3.2所列。 

表3.2 軟硬體簡介及用途說明 

軟體名稱 簡介 用途 

Google Earth 

是一款 Google 公司開發

的虛擬地球儀軟體，它

將衛星圖、航空照相和

GIS 資料疊加在地球的三

維模型上。 可以通過鍵

盤或滑鼠控制地球儀來

探索整個地球，也可以

通過位址和經緯坐標來

定位。 

使用 Google Earth 擷取外傘頂

洲及三條崙洲的衛星地圖 

OpenCV 

可用於開發即時的圖像

處理、電腦視覺以及圖

型識別程式。 

進行沙洲邊緣偵測 

Photoshop 

主要處理以像素所構成

的數位影像。 使用其眾

多的編修與繪圖工具，

可以更有效的進行圖片

編輯工作。 獨特的歷史

紀錄浮動視窗和可編輯

的圖層效果功能使使用

者可以方便的測試效

果。 對各種濾鏡的支援

更令使使用者能夠輕鬆

創造出各種奇幻的效

果。 

將圖片進行增揚以及圖片彩色

轉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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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GIS 

是一套免費的地圖資料

管理系統，使用者可透

過蒐集、處理、分析及

整合地理空間資料，以

繪製主題式地圖，呈現

地理現象 和資訊型態的

分佈。 

計算沙洲之面積 

 

3.4 甘特圖 

本研究根據工作內容分為七大項，如圖3.2所示，工作期程從111年1月至112

年4月，圖中橘色為預期進度，綠色為實際進度。 

 
圖3.2 甘特圖 

 

3.5  研究內容 

3.5.1 資料收集 

本研究在1984-2021年間，依清晰度選擇了八張不同的年份，如圖3.3所示分

別為1985、1990、1995、2000、2005、2010、2015、2020擷取的外傘頂洲衛星影

像。其過程為開啟 Google Earth，輸入關鍵字"外傘頂洲"搜尋，把地圖上的圖標及

地名取消顯示，再將地圖大小縮放至固定大小，選擇顯示歷史圖像，移動

Timelapse 時間滑桿(如圖3.4)，可以顯示歷年地圖並擷取下來，最後點擊儲存將檔

案存為 kml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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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不同年份之外傘頂洲影像擷取圖 

 

 

圖3.4 Timelapes時間滑桿 

 

 

 

(A)1985年 (B)1990年 

(C)1995年 (D)2000年 

(E)2005年 (F)2010年 

(G)2015年 (H)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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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圖3.5所示分別為2007年、2012年、2013年、2015年、2016、2021年擷

取三條崙洲的衛星影像 

 

 

圖3.5 不同年份之三條崙洲影像擷取圖 

 

3.5.2 Google Earth 擷取衛星影像 

本研究主要是關於影像辨識，藉由衛星影像上顯示之水陸交界線，根據

網站資料的敘述，使用輪廓檢測技術可以萃取邊界，並在圖像中定位。 因

此，本研究使用 OpenCV 處理影像進行灰階、模糊及偵邊，再將輪廓套疊至

Google Earth，輔助沙洲輪廓的描繪。 

 

3.5.3 Canny 邊緣偵測法 

Canny 邊緣偵測是從不同視覺對像中提取有用的結構資訊並大大減少要

處理的數據量的一種技術，目前已廣泛應用於各種計算機視覺系統。Canny

演算法是一種常用於圖像處理的邊緣檢測演算法，其主要目的是從圖像中提

取出最重要的邊緣資訊。如圖3.6為本研究的偵邊測試之主要程式碼，在

Python 使 用 OpenCV ： import cv2 、 import numpy as np 、 import 

IPython.display as dp、from google.colab.patches、import cv2_imshow、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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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 import ImageFont, ImageDraw, Image、import time, base64, codecs，「cv2」

是 OpenCV 函式庫的 Python 介面，用於圖像和視頻處理。「numpy」是一個

矩陣與數學運算的函式庫，「IPython.display」用於在互動式環境中顯示多媒

體內容的庫。「google.colab.patches」指在 Google Colab環境中進行圖像顯示

的庫。「PIL」Python Imaging Library，用於影像處理和操作。 

 

〈I〉圖檔讀取用法 

讀取檔案用法： cv2.imread(path, flag)，亦即 cv2.imread("圖片路徑", 

讀取方式)是將圖像"test.jpg"讀入，讀取方式的參數依需求可分成三種：

參數是指定要以「彩色」、「黑白」、「Alpha合成」，其值分別以1, 0, 

-1來指定，在此以0(黑白 )(圖3.6)。 

 

 
圖3.6  OpenCV之Canny程式碼 

 

〈II〉 Canny 門檻值測試 

Canny語法：Canny (圖像變數，門檻值1，門檻值2)。本研究先使用

一張外傘頂洲的照片為例(圖3.7)，基於上述之門檻值參數需經過測試，

在此將門檻1、門檻2分別命名為 T1與 T2。 

以外傘頂洲為例 T1 固定100的情況下，T2範圍在10到50之間偵測出

來的影像較為雜碎(圖3.8a、3.8b)，T2範圍在150到200較為清楚(圖3.8c、

3.8d)，反之 T2固定150，T1範圍在10到80偵測出來的影像則越雜碎(圖

3.8e、3.8f)，T1範圍200到250之間旁邊的鰲鼓溼地輪廓會破碎(圖3.8i、

3.8j)，最終調整這些參數發現 T1 值在100~150，T2值在150~200的結果大

致上能完整地呈現主要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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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外傘頂洲測試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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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OpenCV Canny邊緣偵測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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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Canny 成果 

進入 photoshop 從「圖層」面板中選取影像圖層，繪製選取範圍。

選擇「濾鏡 > 銳利化 > 更銳利化」。讓圖片更加銳利化，銳利化可以強

化影像中邊緣的可見度，讓圖片邊緣偵測能更清楚，偵測完後再將圖片

多出的雜訊進入 PhotoShop清除。 

將圖片匯入 Google Colab 輸入程式碼並調整較為適合的參數，以外

傘頂洲1985年和2020年(圖3.9)為例，其(T1,T2)=(100,150)而三條崙洲2007

年及2020年進行偵邊的(T1,T2)=(100,150) 如圖3.10所示。 

      
圖3.9外傘頂洲偵邊結果(左圖:1985年;右圖2020年) 

 

                
 

圖3.10 三條崙洲偵邊結果(左圖:2007年;右圖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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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Qgis 計算沙洲面積 

本研究主要是關於影像辨識，藉由衛星影像上顯示之水陸交界線，根據

網站資料的敘述，使用輪廓檢測技術可以萃取邊界，並在圖像中定位。 因此，

本研究使用 OpenCV 處理影像進行灰階、模糊及偵邊等過程，再將輪廓套疊

至 Google Earth 描繪沙洲的輪廓，建立 kml 檔。以下說明以外傘頂洲2020的

圖檔為例。 

 
首先點開瀏覽器尋找 kml 轉為 shp 檔工具，再將 shp 檔匯入 QGIS 中(圖

3.12)；打開圖層的屬性表 Open Attribute table，選擇 Field Calculator(圖

3.13)；開啟計算欄位(圖3.14)；建立一個 area 屬性欄輸入幾何函數($area) (圖

3.15)，即得所需要的面積資料(圖3.16)。 

 
圖3.11 匯入 Google Earth描繪外傘頂洲區域的 shp檔 

 

   
圖3.12 匯入需要計算之 shp檔(以2020的外傘頂洲圖檔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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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3 右鍵開啟圖層屬性表 

 
圖3.14 開啟計算欄位 

 
圖3.15 新增欄位在頁籤下輸入幾何函數($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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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6 QGIS 面積計算結果(以2020的外傘頂洲圖檔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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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討論與結果 

本研究成果將把外傘頂洲及三條崙洲的型態變遷及面積變化趨勢。 

4.1 外傘頂洲的型態變遷 

由於本研究之衛星影像來源為 Google Earth 圖檔，此衛星影像有可能受到潮

汐因素會影響灘線的呈現，而本研究並不考慮潮汐因素，因此僅藉由現有的影像

分析整體的趨勢。本研究利用 OpenCV 之 Canny 方法將圖片進行影像偵邊，以外

傘頂洲2020年的圖為例，圖4.1(A)為使用 Photoshop 提升銳利度増揚之效果，再將

此圖進行影像辨識處理，形成圖4.1(B)。影像辨識之程序包含將圖片轉為灰階→

模糊→偵邊→套疊(圖4.2(A)-(D))，用以後續之灘線檢視。 

 

為了瞭解沙洲的空間移動，本研究從選取的八個年份中，運用 Google Earth 

Timelapse 探討沙洲在時序上的變化，從衛星雲圖(圖4.3)清楚看出輪廓變化，發現

沙洲面積逐年縮小並向台灣本島靠近。 將各年份之輪廓圖找出最北端及最南端線

之西側兩點坐標，取得直線並進行繪製(圖4.4)。本研究發現西側灘線的北端有往

南移的趨勢，在1985年至2020年往南移動了3.06公里，亦即每年的移動平均速度

約為0.20km；南端有往東移的趨勢，在1985年至2020年往東移動了5.41公里，每

年的移動平均速度約為0.36km。以此趨勢而言，灘線有往本島靠近之情形，這將

影響外傘頂洲與本島之間的潟湖養殖漁業的發展。 

 

    
 

圖4.1 OpenCV偵測結果(以外傘頂洲為例) 

 

(A) (B) 



-20- 

 

圖4.2 使用 Google Earth 衛星地圖擷取外傘頂洲影像處理(2020年為例) 

(A)灰階 (B)模糊 (C)偵邊 (D)套疊 

 

圖4.3 外傘頂洲灘線輪廓的變化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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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外傘頂洲西側灘線移動趨勢 

4.2 外傘頂洲的面積變化 

本研究目的在於檢視外傘頂洲變遷的情形，利用偵邊技術取得的灘線邊界並

用 Google earth描繪沙洲區域的 kml 檔，再將 kml 檔轉換成 shp檔，然後將 shp檔

匯入 QGIS，藉以計算出不同年份的面積。圖4.5為1985年至2021年之外傘頂洲面

積變遷趨勢圖，圖中紅色的曲線為迴歸的乘冪曲線，顯示外傘頂洲的面積從1985

年呈現急遽下降，由58.6平方公里降至11.4平方公里，降幅多達80.5%，雖然後期

如2015年至2021年維持在11平方公里左右，呈現面積萎縮程度變緩的趨勢，但整

體而言已萎縮嚴重，須正視其未來變化的情形，以保育國土。 

 
圖4.5 外傘頂洲面積變遷趨勢圖(198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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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三條崙洲的型態變遷 

由 Google Earth 擷取衛星影像，並藉由偵邊技術輔助觀察箔子寮港南方沙洲

(三條崙洲)的變化情形。繪製了2007年~2021年沙洲的變化(圖4.6)，發現此沙洲慢

慢由北往南移，導致箔子寮漁港泥沙淤積，漁民出海捕魚困難，須繞行沙洲南側，

並行駛約7公里才能出海進行捕魚，如此大費周章，既浪費時間也相當耗油。 

  
圖4.6 三條崙洲灘線輪廓的變化(2007-2021) 

 

4.4 三條崙洲的面積變化 

如同4.2節的作法，計算出不同年份三條崙洲的面積。(圖4.7)為2007年至2021

年之箔子寮港南方沙洲面積變遷趨勢圖，圖中紅色的曲線為迴歸的線性曲線。可

以發現2013年至2015年沙洲面積有變小趨勢，這些年當地政府可能有進行較積極

清理淤積泥沙的工程，才使沙洲面積變小，但2016年開始沙洲面積又逐漸增加，

由圖的面積變化之線性趨勢來看，顯示近年來三條崙洲的面積有微遞增的趨勢，

這恐將造成箔子寮港口又再次淤積，所以又需要再定期清理淤積，相當勞民傷

財。 

 

箔子寮漁港 



-23- 

 
圖4.7 三條崙洲面積變遷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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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藉由 Google Earth 的衛星影像資料取得外傘頂洲及三條崙洲

1985~2022年的衛星影像圖，利用邊緣偵測技術分析灘線變化，藉由灘線變

化來探討沙洲的變化趨勢與影響。外傘頂洲是本國最大的沙洲，布袋、東石

沿海漁民之生計與其息息相關，而三條崙洲關係著箔子寮漁民的生計。本研

究發現外傘頂洲面積在30多年間減少80%，此狹長型沙洲地形的北端點以每

年往南移0.2km，往南移0.36km。此趨勢可讓大眾知道外傘頂洲即將消失的

重要性及嚴重性；三條崙洲有往南移的現象，且近年來沙洲面積有微增趨勢，

一旦沙洲淤積阻斷箔子寮漁港出口海域，將對漁民的捕魚活動產生限縮。由

於本研究之衛星影像來源為 Google Earth 圖檔，此衛星影像有可能受到潮汐

因素會影響灘線的呈現，因此本研究並不考慮潮汐因素，而僅藉由現有的影

像分析整體的趨勢。 

 

本研究在未來期望能讓邊緣偵測的結果能定位經緯度座標，並讓算出來

的面積更加精準。本研究以消失的國土做為研究也是希望大家能更重視台灣

的國土，若政府沒有作為，而面積縮小趨勢不變的話，外傘頂洲將逐漸消失，

淪為潛沒沙洲，三條崙洲影響的箔子寮漁港也可能荒廢。 

 

本研究部分成果，已於2022/12/3日在龍華科技大學發表於「2022年全國

資訊管理前瞻技術研討會」之海報競賽(如圖5.1)。本組全員參加競賽活動(如

圖5.2-圖5.3)，雖沒得名但也體驗了如何投稿及參加研討會的過程，組員們獲

益良多。 



-25- 

 
圖5.1 2022年全國資訊管理前瞻技術研討會之海報競賽發表證明書 

 

 
圖5.2 參賽照片-競賽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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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 參賽照片-研討會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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