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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淡水區沙崙海水浴場離岸流的特性與成因。透過專訪了解到 2012 年所發

生的 5 位學生溺水事件中，學生落海的位置與溺水倖存者對當時海流的描述。接著從沙崙海

水浴場海底等深線圖製作立體地形模型，觀察保麗龍球和紅墨水在模型中隨著水波移動與擴

散的情形，再實際踏查並空拍海水浴場海水的流動狀況。我們發現：沙崙海水浴場有離岸流，

這個離岸流區大約在(25°11'25.50"北 121°25'1.66"東)、(25°11'19.91"北 121°24'49.64"東)兩警戒點

之間的海岸線，而其他區域也存在著迴向離岸流區的環流，因此強烈建議在沙崙海水浴場須

嚴禁下水活動。沙崙海水浴場離岸流主要是由填海造陸後形成的巨大岬角地形所產生，若沒

有人工的改變，原來的海流會順著海岸線進出沙崙海水浴場海灣。 

 

 

 

壹、 研究動機 

沙崙海水浴場曾是北台灣的熱門景點，每逢炎炎夏日前往戲水的民眾不少(如圖一○1 )。

但因經營不善、水質汙染嚴重、海域漩渦暗流多，導致多年來發生至少 10 起溺水案，尤其是

在 2012 年暑假期間，發生 8 名學生落水，其中有 5 人溺死的意外，新北市政府後來關閉浴場，

至今仍未開放，於是現在的浴場變得空曠無人，十分冷清(如圖一右○2 )。我們專訪了當時負責

處理溺水事件的學務主任，根據他的描述，當時學生落水以後，感覺自己不斷的被海流往外

海帶出，即使是本身會游泳的學生，也無法游回，而這些落難的學生大部分都是在海水浴場

的偏南海面尋回。於是我們依照主任所說的，上網搜尋相關資料，發現落難學生當時感受到

的那股強勁海流或許是離岸流。究竟在沙崙海水浴場那些捲走無數性命的離岸流藏在何處？

它是如何形成的？在我們內心當中，充滿了疑問，於是我們想要對於沙崙海水浴場的海流流

向能夠有所了解，並藉由這樣的研究結果，提醒人們到海水浴場的時候注意自身的安全。. 

我們曾經到沙崙海水浴場踏查，發現岸上沙子的紋路與風的吹相互垂直，這個現象讓我

們思索著，海底的海沙跟海流或海面波浪之間的關係是否有相同之處？海面下的地形是海水

長時間的的流動所造成的，而地形的變動也會影響著海流的流向，或許我們能由兩者之間的

關係找出隱藏在沙崙海水浴場水面下的離岸流！ 

為了了解水流在遇到不同地形時會產生的流向，於是我們試著做出沙崙海水浴場海底等

深線的立體模型，搭配水波槽製造水波模擬海水的流動，試著解開沙崙海水浴場迂迴曲折的

離岸流流向。由 2015 年「沙崙海水浴場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研究報告指出，沙崙海水浴

場越靠近公司田溪口的河川汙染指數越高，明顯指出公司田溪口排放的汙水影響了沙崙海水

浴場的水質污染的主要來源，再加上洶湧的暗流最終使得沙崙海水浴場面臨關閉的命運。是

什麼原因？讓許多的淡水人有著美麗童年回憶的沙崙海水浴場，在水質汙染、暗流洶湧等種

種幽愁糾結，淪為危險海域，走入歷史、走入塵封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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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圖一、沙崙海水浴場過去與現在景象(○1 為過去、○2 為現在) 

 

貳、研究目的 

一、了解水波流經深淺不同、岬角、凹形及凸形等地形時水波變化的情形。 

二、找出沙崙海水浴場的危險暗流的區域，與可能成因並提供警語。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項目 數量 單位  項目 數量 單位 

水波槽 2 組  珍珠板 25 片 

鹵素燈 2 個  保麗龍球 1 包 

電源供應器 1 台  延長線 1 個 

起波器 2 個  海綿條 8 條 

壓克力水缸 1 座  棉線 4 條 

54*54*20cm    梯形木塊 6 塊 

玻璃片 6 片  雙面膠 2 捆 

保麗龍 6 塊  矽利康 1 瓶 

空拍機 1 台  紅墨汁 1 瓶 

保麗龍膠 1 瓶  手機 1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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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實驗設備 

肆、 研究過程與方法 

 

 

 

 

 

 

 

 

 

 

 

 

 

規劃沙崙海水浴場研究區域並發文國家海

洋研究院協助提供海底等深線圖 

文獻探討 

2012 年青少年溺水事件專訪 

沙崙海水浴場踏查 

沙崙海水浴場海底立體模型實驗 水流經不同海岸地形模型的變化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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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實驗流程圖 

 

一、實驗名詞方位定義與說明：  

 

圖四、實驗名詞、方位定義與說明圖 

 

空拍沙崙海水浴場，比對實地踏查、立體模型水流實驗及海底

等深線圖確認海水浴場離岸流區。 

繪製沙崙海水浴場實際相距約為 148 公尺的五個測量點的離岸流

方向圖，再次驗證沙崙海水浴場的離岸流區 

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前、後海岸水流立體模擬實驗 

北側岬角 

南側岬角 

公司田溪出海口 

海岸中間 

N 

東北風 

西南風 

鳥喙地形 

研究範圍 

東北側 

西南側 

Timelapse in Google Earth 的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前、後的面積比較及

北側岬角長度變化，探討離岸流與水質汙染成因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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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實驗名詞、方位定義與說明空拍圖 

 

二、模型定義： 

 沙崙海水浴場海底立體模型：            沙崙海水浴場海岸立體模型： 

   有不同深淺的海底地形                       無海底地形 

   

    圖六、沙崙海水浴場海底立體模型   圖七、沙崙海水浴場海岸立體模型 

三、研究限制與規範： 

(一) 本實驗以夏季西南季風為研究範圍西南方海流及東北季風的東北季風海流。 

(二) 本研究在水波槽中進行的觀察實驗均至少重複三次，取其最穩定代表模式，揭示於  

 報告之中。 

四、 2012 沙崙海水浴場溺水事件專訪：訪問當時負責處理溺水事件的學務主任，了解學生

落海位置、脫困的溺水者當時處境及受難者被尋獲的地點所在。 

五、 規劃沙崙海水浴場研究區域與實體模型製作： 

(一)由學校去函國家海洋研究院，請求協助提供淡水沙崙海水浴場海底等深線圖。 

(二)以珍珠板製作等高線間距 1 公尺，由地面 0.5 公尺開始每下降 1 公尺製作一片海底

模型直至海底下 20.5 公尺，模型共 21 層，組成長寬為 40cm*49cm 的海底立體模

型。 

(三)使用綠色珍珠板切割出三片陸地，黏貼在模型最上面。 

六、 觀察水波流經深淺不同、岬角、凹型、凸形時的變化情形： 

鳥喙地形 

公司田溪出海口 

海岸中間 

南側岬角 

北側岬角 
東北風 

西南風 

東北側 

西南側 

*此圖為廣角拍攝，東北側方位與實際地形的方位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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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合水波槽，並在槽中加水至約 2 公分高，架置好起波器與鹵素燈(如圖八)。 

(二)將高度 1 公分高的長方形玻璃片放入水波槽中，並且啟動起波器，觀察波形變化並

拍照與錄影。 

(三)同步驟(二)，依序將保麗龍切割好的岬角、凹型、凸形地形模型依序分別放入水中且

啟動起波器，觀察水流遇到不同模型時波形的變化並拍照與錄影。 

 

圖八、架置完成的實驗設備 

 

七、 沙崙海水浴場海底立體模型海流模擬實驗： 

(一)將沙崙海水浴場海底立體模型放入自製壓克力水箱水波槽中，注水至模海平面位置，

放入一顆保麗龍球於海水浴場中央偏南處(如圖十八)，啟動起波器，讓水流由海水

浴場的西南側進入，模擬夏季西南季風，觀察並記錄保麗龍球漂移的情形。 

(二) 用滴管將紅色墨汁滴入在步驟(一)中水流離岸處，啟動起波器，觀察水流波動與紅

色墨汁漂移的情形(如圖二十二)。 

(三)將水流的波動由海水浴場的東北側進入，模擬冬季東北季風，重複步驟(一)、(二)，

觀察並記錄(如圖二十一、二十三)。 

八、 沙崙海水浴場踏查與空拍紀錄： 

(一) 到沙崙海水浴場踏查觀察海水浴場周遭的地形地物(如圖二十五)。 

(二)將沙崙海水浴場由岸邊面海依序分成北、中、南三個區域，利用空拍機在飛行高度

約 120 公尺處，由陸地向海及由海面向陸地分別拍攝相片與影片(如圖二十七、二

十八)。 

(三)將拍攝好的照片及影片與步驟七海岸立體模型的實驗結果進行比對、驗證，找出沙

崙海水浴場的離岸流區。 

九、 沙崙海水浴場五個測量點離岸流方向圖： 

     (一)在比例尺為 1：3700 的等深線圖中，由海水浴場岸邊面向海右側的防波堤處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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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在距離防波堤岸 4 公分處即實際長度約為 148 公尺開始，依序畫出間距約為 4

公分的 5 個測量點，依照折射定律及等深線圖中的海底深度差，繪製離岸流方向圖

至海底深約 4 公尺處。 

     (二)首先在測量點1由平均水深 -1公尺的反射波進入到平均深度為 -1.5公尺的海面時，

畫出法線，量出入射角，再將入射角輸入程式計算出水流波動進入 -1.5 公尺深時所

產生的折射角，接著量出入射角並畫出至水深 -2 公尺處的折射線，再量出水流波動

進入到 -2.5 公尺深的入射角，按照這樣的方式，持續作圖到海底平均深度約為 -4.5

公尺處。 

     (三) 從測量點 2 至 5 依序重複步驟（二），繪製出沙崙海水浴場離岸流方向圖(如圖二十

九)。 

十、沙崙海水浴場 1993 年填海造陸前及 1997 年填海造陸後的沙崙海水浴場的變化情形比 

    較： 

    (一) 透過 Timelapse in Google Earth 找出沙崙海水浴場 1993 年填海造陸前及 1997 年填海

造陸後的空拍圖(如圖三十一、三十二)。 

    (二)利用 Google Earth 的尺規功能，圍出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的陸地面積、北側岬角

到南側岬角處填海造陸前、後的海域面積(如圖三十三~三十五)。 

    (三) 利用 Google Earth 的尺規功能測量出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後北側岬角延伸的長度

(如圖三十六)。 

十一、沙崙海岸填海造陸前、後立體模型海流模擬實驗： 

    (一)透過 Timelapse in Google Earth 找到西元 1993 年填海造陸前的沙崙海水浴場空拍圖，

和西元 1997 年填海造陸後的空拍圖，並進行比較與分析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前後

的地形差異(如圖三十一、三十二)。 

    (二)對照 1993 年、1997 年的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前、後的空拍圖，使用保麗龍切割出

不具有海底地形的沙崙海岸填海造陸前、後立體模型各一座(如圖七)。 

    (三)將填海造陸後的模型放入水波槽中，啟動起波器，讓水流由海水浴場的西南側進入，

模擬夏季西南季風，觀察水流波動的情形，並拍照與錄影(如圖三十七)。 

    (四)同步驟(三)，讓水流由海水浴場的東北側進入，模擬冬季東北季風，觀察水流波動的

情形，並拍照與錄影(如圖三十九)。 

    (五)將填海造陸前的沙崙海岸立體模型放入水波槽，重複上述步驟(三)、(四)拍照並記錄

(如圖三十八、四十)。 

伍、實驗結果與討論 

一、人物專訪訪問當時負責處理溺水事件的學務主任： 

作者：請問主任當時學生落海的位置在哪裡? 

主任：從海水浴場的側門進入往南邊走大約 200 公尺左右的海面上，當時的救難中心就是

設置在他們落海位置的岸上(如下圖九)。 

作者：倖存者所描述當時的情況為何？  

主任：落水後感覺被不斷地被海流往外海帶走，曾試著往岸上游回，但是不論如何用力划

水，都無法游回岸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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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那些罹難者後來是在沙崙海水浴場的何處被尋獲的呢？ 

主任：有一、二位在落海處的南側海面上。 

註：學務主任於專訪後，特地陪我們走訪一趟沙崙海水浴場，確認當時整個事件的相關位置。 

 

 
圖九、2012 年沙崙溺水事件救難中心與溺水位置圖 

 

二、規劃沙崙海水浴場研究區域與實體模型製作： 

(一)國家海洋研究院提供 2022 年 5 月沙崙海水浴場等深線圖 

 

圖十、沙崙海水浴場海底等深線圖 

救難中心 

落水位置 

指揮中心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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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訂定研究範圍： 

 

圖十一、沙崙海水浴場的研究範圍 

A(25.182183  121.414075) 

B(25.187523  121.405186) 

C(25.199234  121.413596) 

D(25.193751  121.422649) 

 

(三)由地面 0.5 公尺開始，製作長寬為 40cm*49cm、等高線間距 1 公尺的海底模型，即每

下降 1 公尺製作一片海底模型至直海底下–20.5 公尺的立體模型。 

 

圖十二、沙崙海水浴場海底等深線圖立體模型 

 

0.5cm 

-0.5cm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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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察水波流經深淺不同、岬角、凹形及凸形的模型時水波的變化情形： 

(一)依序將厚約 1 公分的長方形玻璃片、岬角、凹形及凸形等四種形狀的立體模型分別 

放入水波槽內，啟動起波器觀察水流流經時的波動變化情形，並與海面空拍圖相互

比對： 

圖十三、水波流經不同深度(○1 、○2 )及由深到淺的海岸(○3 )波形圖 

圖十四、水波流經岬角地形模型(○1 、○2 )及海岸岬角(○3 )波形圖 

 

 
○1  

 

○2  

 

○3  

圖十五、水波流經凹形地形模型(○1 、○2 )及凹形海岸(○3 )波形圖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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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水波流經凸形地形模型(○1 、○2 )及凸形海岸(○3 )波形圖 

 

 

 

 

 

 

 

 

 

 

 

○1  
 

○2  

 

○3  

結果：水波在行經長方形玻璃片時，因為水深變淺，所以波長變短、波速變慢(如

圖十三)。波遇到岬角則是會產生圓形波(如圖十四)折射後會沿著岬角的邊緣繞射前

進。圓形波進入凹形模型時， (如圖十五)，會產生平行於凹形模型的水波。水流

流經凸形模型時會產生類似岬角的圓形波(如圖十六)。 

討論： 

1. 水波波長會因水深變淺而變短，波速變慢，反之若水深變深，則波長變長，波

速變快。當波遇到岬角會產生圓形波，如同手指碰到水面產生的漣漪，這個情

形跟凸形地形所產生的反射波類似。當地形是凹形海岸時，海流的波前會平行

於海岸線，即波前進的方向會和海岸線垂直。 

2. 我們會做長方形玻璃在水中造成水深深淺不一、岬角、凸形及凹形等實驗，主

要是在我們一般常見的海岸地形中，我們碰到的地形幾乎都是由深淺不一、岬

角、凸形及凹形等地形所組合而成的，所以當我們了解到水波在遇到這幾種地

形時所產生的情形，便能掌握海流在海岸附近流動時會發生的所有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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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沙崙海水浴場海底立體模型海流模擬實驗： 

(一)利用珍珠板與水波槽組合出沙崙海水浴場的立體水流觀測模型。 

 

 

圖十七、沙崙海水浴場水流觀測實驗立體模型 

 

(二) 將水流由海水浴場模型的西南側進入，放置保麗龍球於海水浴場南側海灣處(如 

圖十八)觀察保麗龍球在模型水面上的移動路徑。 

 

 

○1  

 

○2  

 

○3  

 

○4  

圖十八、保麗龍球離岸流實驗圖(海流由西南方向進入) 

〇 

〇 〇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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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保麗龍球在沙崙海水浴場海底立體模型中隨著西南方進入的水流移動路徑 

 

(三) 將水波由海水浴場的東北側進入，並放置保麗龍球於海水浴場南側海灣處(如圖二 

十)，觀察保麗龍球在模型中水面的移動路徑。 

 

 

 

 

 

 

 

 

 

 

 

 

 

 

 

 

 

圖二十、水流從東北方進入時保麗龍球的離岸流實驗圖 

 

○1  

 

○2  

 

○3  

 

○4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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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保麗龍球在沙崙海水浴場海底立體模型中隨著東北方進入的水流移動的路徑 

 

 

 

 

 

 

 

 

 

 

討論： 

1. 當水流的方向由西南側進入沙崙海水浴場地形模型中時，流向形成的離岸流，帶

動保麗龍球沿著藍色箭頭移動(如圖十九)，經由離岸流區流至外海。這個現象和水

流由東北方進入沙崙海水浴場地形模型地形時，保麗龍移動的情形相類似(如圖二

十一)。 

2. 由模擬實驗的觀察可知在夏季和冬季時，沙崙海水浴場的離岸流區大致相同，但

是冬季的離岸流會有向北偏移的現象，可知離岸流區的位置會隨著風向與季節的

不同而改變。 

結果： 

1. 當水波由沙崙海水浴場的西南方進入時，保麗龍球在沙崙海水浴場模型中隨著水流

沿著圖十九中的藍色路徑移動至模型的深水處。 

2. 當水波由沙崙海水浴場的東北方進入時，保麗龍球在沙崙海水浴場模型中隨著水流

沿著圖二十一中的綠色路徑移動至模型的深水處。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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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將紅色墨汁滴入模型中的離岸流區，紅墨水擴散流散情形。 

 

 

 

 

 

 

 

 

 

 

 

 

 

 

 

 

 

 圖二十二、紅墨水離岸流實驗圖組(海流由西南方進入) 

 

 

○1  

 

○2  

 

○3  
 

○4  

圖二十三、紅墨水離岸流實驗圖組(海流由東北方進入) 

 

○1  

 

○2  

 

○3  

 

○4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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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沙崙海水浴場踏查與空拍紀錄： 

(一) 沙崙海水浴場踏查觀察海水浴場周遭的地形地物，及海沙紋路與風向的關係。 

   

圖二十五、沙崙海水浴場的地形地物及海沙紋路與海風風向夾角圖 

結果： 

1. 當水流的方向由沙崙海水浴場的西南方進入時，紅色墨汁會在沙崙海水浴

場模型中隨著水流向離岸流區飄移至外海的深水處(如圖二十二之○4 )藍圈

處)。 

2.當水流的方向由沙崙海水浴場的東北方進入時，紅色墨汁會在沙崙海水浴 

場模型中隨著水流向離岸流區偏北側飄移至外海的深水處(如圖二十三之○4

藍圈處)。 

討論：紅墨汁的擴散與流動情形和保麗龍球漂移的路徑是相似的，而且從西南

方和東北方進入的水流所產生的離岸流現象也大致相同，證實我們推測的離岸

流區如下圖中的水下灘尖處向外擴張延伸的區域，此區域至水深 -4.5 公尺

處，會有急遽變化的地形，此區域會使得紅墨汁迅速紊亂的擴散，可能是一個

亂流區(如下圖二十四黃圈處)，由此可知海底地形會影響海流的流向。 

 

圖二十四、紅墨汁擴散圖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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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1. 沙崙海水浴場因為禁止進入活動，所以平時人煙稀少。 

2. 探查時間吹的是東北風，由圖二十五，可知岸邊矽沙的排列方向與海風吹拂

的方向垂直，岸邊矽沙的排列為西北至東南向。 

討論： 

1. 由圖二十五沙崙海水浴場海沙紋路與海風風向圖中，可以發現海沙紋路與海風

吹像是相互垂直的，因此海底下柔軟的泥沙排列方向與海水的流向應與陸沙排列

及陸風吹拂方向的關聯性相似，即兩者大約相互垂直的關係，利用此現象我們可

以大約判斷出海流的流向。如下圖二十六國家海洋研究院提供的海底等深線圖，

由海底海沙排列畫出的等深線圖，白色線所描繪出的路徑圖，即為海流方向，而

此流向與本實驗所做的觀察結果相符。 

2. 由下圖二十六國家海洋等深線圖紅圈處的離岸流區向外海延伸至等深線 -3 公

尺處之後有一不規則的地形，此處應極有可能是產生亂流的地方(如下圖二十六的

黃圈處)。 

 

圖二十六、沙崙海水浴場離岸流與亂流區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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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沙崙海水浴場海岸空拍： 

   

   

   

   

   

   

圖二十七、沙崙海水浴場北側岬角、海岸中間、南側岬角由陸地面海連續空拍圖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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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沙崙海水浴場北側岬角、海岸中間、南側岬角由海面向陸地連續空拍圖 

 

結果：利用連續空拍圖可以發現沙崙海水浴場的離岸流皆出現在連續空拍圖中的

紅圈處，圖中看似風平浪靜、水流平緩的海面。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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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表一、沙崙海水浴場五個測量點折射線入射角與折射角一覽表： 

折射點名稱 入、折射角(度) 測量點 1 測量點 2 測量點 3 測量點 4 測量點 5 

折射點 A 入射角 19 7 4 8 10 

折射角 23 9 5 10 12 

折射點 B 入射角 25 11 0 11 4 

折射角 29 13 0 13 5 

折射點 C 入射角 29 21 3 9 0 

折射角 33 24 3 10 0 

折射點 D 入射角 42 6 57 9 26 

折射角 47 7 67 10 29 

折射點 E 入射角 54 43 33 3 34 

折射角 54 47 36 3 37 

折射點 F 入射角 29 51 14 10 33 

折射角 32 56 15 11 36 

折射點 G 入射角 23 37 29 8 40 

折射角 25 40 31 8 43 

*此點作圖的是反射角，故在此點折射時，折射波會反向向陸地折射，所以取此點的反射波作 

 圖。 

討論： 

一、離岸流的成因主要是當海浪沖擊向海岸時，因為遇到阻礙（陸地）而潰散。由於受

到後續海浪的推擠，這些海水初期會沿著與沙灘平行的方向移動，最後匯集成數道

的強大水流退回海中，以上的過程循環發生形成離岸流。 

二、離岸流表面看似風平浪靜，實際上是暗潮洶湧，主要是因為匯集後的強勁水流退回

海中時會與外海進入海岸的海流相互抵銷。因此，許多在海灘嬉戲的民眾，容易認

為平靜的海面是安全的，所以喜歡在這些危險區域活動，因而發生意外。 

三、經比對連拍相片中的紅圈處與本實驗設計的沙崙海水浴場立體模型實驗所呈現的離

岸流處，及海底等深線圖所呈現的離岸流區(如圖二十六紅圈處)，發現沙崙海水浴場

確實存在著表面平靜但水下卻暗潮洶湧的可怕離岸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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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九、沙崙海水浴場五個測量點離岸流方向圖 

 

圖三十、沙崙海水浴場五個測量點離岸流方向空拍實景圖 

 

 

 

 

 
討論：藉由折射路線的偏移方向再次驗證離岸流存在的區域，與模型實驗及空拍

圖的離岸流區相符(如圖二十九、三十)。 

結果：發現 5 個測量點所產生海流折射線的偏移方向均朝著本實驗所觀測出來

的離岸流區集中流至外海(如圖二十九、三十)。 

北側 

南側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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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沙崙海水浴場 1993 年填海造陸前即 1997 年填海造陸後的沙崙海水浴場的 

變化情形比較： 

(一) Timelapse in Google Earth 沙崙海水浴場 1993 年填海造陸前及 1997 年填海造陸後的空

拍圖： 

 

圖三十一、Timelapse in Google Earth 的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前空拍圖 

 
圖三十二、Timelapse in Google Earth 的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後空拍圖 

(二) 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的陸地面積、北側岬角到南側岬角處填海造陸前、後的海域

面積： 

 

圖三十三、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的陸地面積 

填海造陸區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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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四、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後北側岬角到南側岬角處的海域範圍 

 

圖三十五、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前北側岬角到南側岬角處的海域範圍 

 

 

(三) 利用 Google Earth 的尺規功能測量出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後北側岬角延伸 

    的長度。 

 

圖三十六、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後北側岬角延伸的長度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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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前、後海岸立體模型海流模擬實驗： 

 

 

圖三十七、水流由西南側進入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後的海岸立體模型水波圖 

結果： 

1. 由圖三十一、圖三十二可明顯看出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前、後的陸地面

積與形狀改變。 

2. 由圖三十三可知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的陸地面積約 334892m²。 

3. 由圖三十四、圖三十五可知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後北側岬角到南側岬角

處的海域範圍約 316925 m²，而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前北側岬角到南側

岬角處的海域範圍則約 153570 m²。 

4. 由圖三十六可知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後北側岬角延伸的長度約 353 m。 

討論： 

1. 由圖三十一、圖三十二發現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後地形與地貌發生了巨

大的改變，原本平順的海岸線巨變成有一凸出巨大岬角的海岸地形。 

2. 由圖三十三至圖三十五發現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的陸地面積比原先海水

浴場北側岬角到南側岬角處的海域面積大了約一倍左右，甚至比現今的海

域面積更大。 

3. 由圖三十六可知填海造陸後的陸地使得沙崙海水浴場北側岬角延伸了約

353m 遠，甚至超出了沙崙海水浴場原有的戲水範圍，形成了一個巨大的

岬角，這岬角影響了海流的流向與公司田溪溪水的排放。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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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八、水流由西南側進入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前的立體模型水波圖 

 

 

圖三十九、水流由東北側進入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後的立體模型水波圖 

 

 

圖四十、水流由東北側進入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前立體模型水波圖 

 

 

 

 

 

 

填海造陸區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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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1. 我們會設計這個實驗，排除海底地形不同深淺的變化純粹考慮地面海岸地形所形成的

海流影響，主要是想觀察與了解沙崙海水浴場的離岸流和陸地海岸地形的關係，並了

解是否因為填海造陸的關係，造成了現在沙崙海水浴場的離岸流。從實驗結果可知，

當西南側的海流進入填海造陸後的沙崙海水浴場的海灣時，在公司田溪口延伸的約

353m 的防波堤與海岸線形成的鳥喙地形及明顯的岬角繞射使得到達此處的海水會產

生迴流並倒灌與進入公司田溪，再繞射回在本實驗發現的離岸流區，再由離岸流區附

近流出外海，此結果與有海底不同深淺變化的立體模型實驗所產生的結果相似。當水

流由西南側進入沙崙海水浴場時，在填海造陸前模型北測海岸的岬角效應不明顯，大

部分的海流沿著海岸向東北側流出外海。 

2. 當海流由東北側進入填海造陸後的沙崙海水浴場模型時，北側凸出的人造陸地會形成

明顯的岬角繞射波，使得水流繞射進入公司田溪口，再流出外海。反之，當水流進入

尚未填海造陸的海岸模型時，因為北側的岬角較狹小，使得進入海灣的水流繞射進入

公司田溪口不明顯，而是整個進入海灣的水流會沿著海岸地形順流而下至南側岬角時

反射出海。 

 

 

 

N 
N 

結果： 

1. 水流由西南側進入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後的立體模型時，水流遇到南側岬角會轉彎

繞射倒灌進入公司田溪出海口，再反射出海(如圖三十七)。 

2. 水流由西南側進入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前的立體模型時，水流遇到南側岬角會轉彎

繞射順著海岸線至北側岬角處流出外海 (如圖三十八)。 

3. 水流由東北側進入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後的立體模型時，水流遇到北側岬角會轉彎

繞射倒灌進入公司田溪出海口，再反射出海(如圖三十九)。 

4. 水流由東北側進入沙崙海水浴場填海造陸前的立體模型時，水流遇到北側岬角繞射

後，順著海岸線沿岸南下直至南側岬角時再折射出海 (如圖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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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一、波長會因水深變淺而變短、波速變慢，水深變深則變長，而波速變快。當地形是凹形時，

圓形的水波前進的方向會和海岸線相互垂直。遇到岬角會產生圓形波，這個情形跟凸形

地形所產生的反射波類似。岬角的圓形波繞射對於沙崙海水浴場離岸流的產生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 

二、綜合本實驗結果、空拍圖、海底等深線圖、與五測量點離岸流方向圖的結果，我們訂出 

    了沙崙海水浴場的離岸流區域為(25°11'25.50"北 121°25'1.66"東)、(25°11'19.91"北 121° 

    24'49.64"東) 兩警戒點之間海岸(如圖四十一)，除了離岸流區外，周圍的海域也會有強勁 

    的回流將戲水的人們帶至離岸流區在外流出海，因此整個沙崙海域如現今公告的是一危 

    險海域，在此區域內千萬不可下水嬉戲，以免發生危險。 

三、填海造陸的陸地在沙崙海水浴場形成巨大的岬角地形，改變海流流向，形成的離岸流與 

    亂流。 

3. 海岸與海底的地形、風向等因素均會影響海流的流向。所以本實驗除了有海底地形的

立體模型實驗外，我們也進行了無海底地形變化的海岸立體模型實驗。主要是因為沙崙填

海造陸區域對於海水浴場是一巨大岬角的地形，這巨大的岬角由實驗證實它不僅改變了沙

崙海水浴場的水流方向，形成了離岸流與亂流而被公告為危險區域。另一方面填海造陸形

成的凸堤阻礙了公司田溪溪水外流入海的流向，使得溪水迂迴在海水浴場的北岸附近，進

而汙染了整個沙崙海水浴場的水質。改變了海底生物的生態與人們遊憩場所的減少與限

制。文化部台灣社區通「維護自然環境的社區案例－淡水海口沙崙地區之展望」的文章中

有提到：「民國 65 年，政府的力量首次改變了沙崙社區原本的空間生活型態，在這裡開設

了『沙崙海水浴場』......沙崙海水浴場沙灘平廣，三面沙丘環抱，海水清澈，沙灘與深水

區有相當的距離，在其間游泳及戲水安全無虞，當時每到夏季，海水浴場人潮洶湧......然

而政府的力量正再度影響社區的轉變，垃圾掩埋場、污水處理廠以及新市鎮的開發......現

代化的開發使得海水逐漸被嚴重的汙染，水質含銅量級生菌數變高，海岸新生地的填築更

造成珊瑚礁海岸被毀、綠蠵龜被困，最後連最原始的漁業資源也破壞殆盡。導致沙崙海水

浴場漸漸經營不善，原本平和的海域也開始出現暗流與激流，被列為危險水域後於民國

87 年關閉，淡海新市鎮也未如預期的成功，再也找不回的是原本美麗的貝殼沙海岸線及

漁業經濟與社區。」沙崙海水浴場從過往美麗的海岸，變成幽愁種種的危險海灘，令人扼

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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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一、沙崙海水浴場離岸流警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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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沙崙海水浴場之發展變遷 

時間 事件 原因 結果 

民國 13 年

(日治時期) 

開闢為海水浴場 日治時期休閒娛樂之發展  

民國 34 年 中華民國接管 中華民國接管台灣  

民國 55 年 發生鯊魚噬人 當時未裝設攔鯊網 停止開放 

民國 65 年 鎮公所申請浴場重新開

放 

淡水鎮公所向台灣省政府

申請經營 

吸引許多人潮 

民國 80 年 開始傳出收入不佳 浴場設備老舊、公司田溪

汙水排放、交通較其他北

海岸浴場不便 

面臨不同類型景點

競爭、前往民眾變少 

民國 85 年 浴場第一次停止開放 水質不符標準、國有財產

局的租金追討 

沙崙海水浴場發展

仍不如預期 

民國 86 年 填海造陸(建立垃圾掩埋

場、汙水處理廠) 

為新市鎮建設 水質汙染、生態遭破

壞，平和海域開始出

現暗流、激流 

民國 86、87

年 

重新開放 恢復正常經營 觀光效益仍不如預

期 

民國 88 年 浴場再度停止開放 經營不善、水質問題、海域

暗藏激流 

淡水鎮公所漸漸放

棄沙崙海水浴場的

經營 

民國 93 年 淡水鎮公所撤銷浴場經

營權 

經營不善所苦 將發展希望轉向台

北縣政府 

民國 94 年 轉由台北縣政府統籌規

劃 

淡水鎮公所撤銷浴場經營

權 

計畫將當地轉為文

化創意園區 

民國 95 年 被列為台灣十大危險水

域(民 87 就已被列為) 

溺斃事件頻傳 仍有不少人前往戲

水 

民國 97 年 通過將其轉變為文化創

意園區 

台北縣政府都市計畫委員

會同意 

至今還未動工 

民國 101 年 5 國中生於此溺斃 其前往戲水 政府下達禁泳令，並

關閉沙崙海水浴場 

民國 112 年 市議員建議逐步開放水

域 

市府經濟發展局進行海象

調查，結果顯示，每年五月

至九月海域屬於低度風險 

觀光旅遊局回應，已

經會議討論，研議開

放的可能性 

 

 

 

 



【評語】030502 

波的折射跟流場本身的關係可以再深入探討。實驗結果做的不錯，參

展者自身對於主題了解度很不錯。 

模型大小與實際的比例尺要列出來，及探討所產生的誤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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