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水土保持學報, 34(4): 353-368 (2003) 
Journal of Chines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34 (4)：353-368 (2003) 

遙測及景觀分析技術於崩塌地判釋與變遷之研究 

周天穎[1]  雷祖強[2]  陳駿賢[3] 

摘  要 近幾年來，因崩塌地而引起的災害時有所聞，如山崩、土石流、洪水等問題。而欲

調查上述問題等情況，人們經常利用遙測技術來達此目的，但由於衛星影像對於崩塌地與河谷

裸露地之光譜特性幾乎相近，導致在分類上極易產生混淆。故本研究利用其他的輔助資訊（坡

度門檻值）進行衛星影像有效分類，並將結果導入地景生態之概念予以分析探討，以作為未來

集水區保育與規劃管理之用。 
研究中以陳有蘭溪流域為研究範圍，收集 1998 年、1999 年及 2002 年之 SPOT 衛星影

像，利用監督式分類法分類後取得地表覆蓋資訊，然後再藉由數值地表模型（Digital Surface 
Model, DSM）探討坡度與面積的變化，最後選取坡度因子 21 度，作為區隔崩塌地與河谷裸

露地之門檻值，進而達成區分隔離之效果。另外，運用景觀生態學原理，將”崩塌地”以嵌塊體

的概念導入景觀生態分析程式 FRAGSTATS 當中，進行各類型形狀指數之運算與分析。研究

結果發現：運用景觀生態指數中嵌塊體指標、邊緣指標、形狀指標之分析，至 2002 年為止整

個研究區內崩塌地在面積上是呈現先增後減的狀態，而且形狀有越來越不規則且破碎程度越來

越嚴重之趨勢，這顯示集水區內因崩塌地而破壞的植生環境，目前有逐漸回復之情形。 

關鍵詞：崩塌地判釋、景觀生態學、數值地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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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aiwan has suffered numerous natural disasters 
involving landslides, debris flows, floods, and so on. To reduce such disasters, re-
mote sensing technology has been used to detect geological changes in land-
slide-prone areas. Nevertheless, the optical spectrum characteristic of satellite im-
ages has provided confusing information about landslide area and dry riverbeds. 
Therefor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gradient threshold) is very important for classifi-
cation of satellite images. This study also used ecology landscape and statistical 
methods to measure and describe landslide changes in the study area.  

The study site is located in the Chen-Yu-Lan Watershed of Nan-Tou country. 
Earth cover information from SPOT images in 1998, 1999 and 2002 was obtained 
and the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method (Maximum Likelihood Classification, MLC) 
was used to classify satellite images. In addition, variation in the gradient an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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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was analyzed using the Digital Surface Model (DSM) data, and gradient 21 
degree of assistant information was us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landslide area and 
dry riverbed.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the ecology landscape theory, the concept 
of “Patch” (means landslide) was used to calculate many ecology landscape indexes 
using the FRAGSTATA software. This investigation showed that when using the 
ecology landscape measurement indices of patch, edge and shape for landslide area 
of each sub-watershed, the amount of landslide area in the study area has in-
creased in recent years, while the area of the sub-watershed increased in 1999 
(because of the Chi-Chi earthquake) but decreased in 2002 (because of 
eco-restoration). This work showed that remote sensing and ecology landscape 
technology could detect effectively landslide destruction and recovery of the eco-
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sub-watershed. 
Key Words: landslide recognition, landscape ecology, digital surface model. 

 

一、前  言 
台灣位處菲律賓海板塊和歐亞大陸板塊的交界

處，地質構造脆弱而且板塊碰撞頻繁，岩體受擠壓後

所呈現的斷層、褶皺、破裂面等構造現象極為發達，

進而造成台灣地區的地形特徵為山高水急。另一方面

大部分的平地土地利用已漸趨飽和，所以山坡地乃成

為國民生活、產業活動及農牧發展的重要土地資源。

由於山坡地的大量開發，破壞了原有之水土保持，因

此這樣的水文及地質環境，每逢颱風、暴雨，甚至是

遇到雨量偏多的季節，就經常傳出如「崩塌」、「地

滑」、「土石流」、「淹水」等天然災害，進而危及

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因此如何做好集水區內水土保持

的工作，就成為當前重要的研究課題。 
西元 1999 年 9 月 21 日凌晨一點四十七分，台灣

中部地區發生芮氏規模 7.3 級的強烈地震，造成人員

傷亡、房屋倒塌、橋樑斷裂、土壤液化、坡地崩滑與

地層下陷等，使得台灣中部交通、水利與維生系統等

民生設施幾近癱瘓，可稱是台灣百年來之大浩劫，尤

以震央附近的南投縣、台中縣市等地區的災情損害最

為嚴重。這些災害當中，對於南投縣山區的破壞，最

直接而且明顯的影響就是崩塌地數量的大幅增加。根

據賴建信等人（2001）的研究中指出，濁水溪上游集

水區地質破碎、斷層構造發達，土壤平均沖蝕深度原

本就高於其他流域，集集大地震撼動地表，惡化了膠

結鬆散之土層，土石鬆動將造成了更多的破碎帶及崩

塌地。所以在這些區域當中，原本附著於土地上的植

被產生了嚴重流失與破壞，再加上颱風、暴雨與逕流

沖刷，也會加劇自然之沖蝕作用，擴大原本集集地震

後新生崩塌地，上述的情形不僅會使崩塌地週遭產生

了許多生態環境的改變，鬆動的土石隨時有再崩落的

危險，並且引發洪災及土石流災害發生的可能性，因

此在災害的掌控及預防上，空間與時間特性的分析就

顯的相當重要，如此方能有效達成災害管理之目的。 
景觀生態學（Landscape Ecology）是景觀學與

生態學間的交叉學科。它以地景為對象，通過能量流、

物質流、物種流及訊息流在地球表層的交換，並且研

究地景的空間結構、內部功能、時間與空間的相互關

係及時空模型等各項問題（Forman & Gordon, 
1986; Farina, 1998）。通常地景問題存在三大基本

結構，即是由嵌塊體（Patch）、廊道（Corridor）和

背景基質（Matrix）所組成（Forman & Gordon, 
1986）。這三種結構當中，「嵌塊體」是地景空間比

例尺上所能見到的最小均質單元，而「廊道」是呈帶

狀或線狀分布的嵌塊體，最典型的是河流與道路，「基

質」是相對面積高於景觀中任何嵌塊體類型中的要

素，它是景觀中最具連續性的部分，往往形成景觀的

背景。此外景觀生態學著眼於景觀的三大特徵：結構、

功能、變遷。這三大特徵中「結構」所指為不同生態

系或景觀元素所呈現的空間關係，特別是能量、物質、

物種之層級、型態、數目、類型及構造間的關係，「功

能」則是空間元素間的交互作用，如生態系組成中之

能量流、物質循環及物種交流等，「變遷」則是生態

鑲嵌體隨著時間經過而產生結構及功能的轉變。因此

景觀生態分析是利用質化或量化的方法分析景觀之結

構、功能及變遷，及三者間之交互影響，釐清環境作

用力的改變（自然、人文因子）對於景觀的影響，最

後這樣的成果將有助於景觀規劃及土地管理策略的擬

定。 
另一方面台灣地區目前已大量使用 SPOT 衛星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