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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一、 近年來由於國內外電腦資訊的快速發展，軟

硬體的效率及功能愈來愈強，配合各類資料庫之

建立，利用地理資訊系統搜集、處理、管理、分

析及展示空間資訊者也愈來愈多；地圖的繪製和

應用也隨之起了一連串的轉變，隨著數位化的趨

勢，已逐漸成為相關領域決策參考的重要工具。

目前又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全球與電腦地圖和

GIS 地圖有關的研究與應用都在持續地增加，因

此，在探討地圖應用時，必要加入網路與地理視

覺化等新的課題。 

二、 為能提高圖資正確率，圖資維護制度應採取

下列四個原則，其相關作業說明如後: 

1.現場記錄完整:檢討施工現場需登錄事項，並提供

圖面與登錄表格供現場記載施工項目；且開發離線

版圖資查詢界面，對於有問題圖資可於施工現場即

時查詢。 

2.縮短空間:將數化人員配置於施工單位駐點，使

數化時可與圖資人員溝通，提升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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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即時數化:讓駐點數化人員配合各單位每個工程

階段產生圖資時，即時數化將資料轉入系統資料庫

中。 

4.專業控管:數化品質與數量由施工單位做初步確

認，進度管理及最後確認應集中管控。藉由估驗、決

算的提出，查核數化進度與上傳的現場記錄圖資，確

認資料已完整，正確無誤地轉入圖資系統。 

 

 

貳、 緒論 

一、 研究背景 

   1.不明管線之斷除，為提升小區管網售水率改善之

關鍵；然而，斷除不明管線，對第一線執行任務之監工

及承攬廠商而言，為非常具有挑戰性之任務，一旦導致

合法用戶無水可用，將造成莫大民怨。 

   2.另外，在全面進行老舊管線汰換作業的同時，如

何能挑選管網弱點處並優先汰換，同時又可立即評估改

善成效，確實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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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再者，監視點係將供水管網中各重要位置之水

壓、水量等即時資訊傳達至監控中心，以作為供水系統

管理參考。透過在消防栓內安裝可記錄型水壓計量測水

壓，並計算每一個量測點的平均水壓後，再依據量測點

座標、平均水壓值以繪製調查區域等壓線，可深入細部

瞭解區域水壓分布狀況，並進而檢討改善水壓偏低問

題；另外，透過水壓趨勢圖分析，亦可一併檢討改善加

壓站操作方式。 

 

二、研究目的 

1.利用歷史圖資可準確研判斷除不明管案例可知，

藉由設計時詳察歷史圖資、地形圖、航照圖之變化，研

判建物設置及拆除情形，可較精準研判斷除不明管線，

使漏水改善施工時不致因斷除不明管導致合法用戶無

水可用，減少民怨；且能將有限經費投注於急需改善之

處，有效提升管線漏水改善執行效率。 

2.經實施小區計量後，不但能夠透過抄表計量方式

估算管網改善前後漏水率變化，評估管網改善成果，亦

可利用最小流量方式掌握各階段施工效益。更可藉由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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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各計量區之初始售水率，選擇漏水嚴重之區塊，優先

執行管線汰換，如此可將經費投入管網中最需改善之區

域，進行主動漏水控制與管理，並發揮最大之經濟效益。 

3.建置水壓監視點以滿足加壓站及管網系統操作所

需，以供進一步探討管網弱點及水壓不足地區，並加以

提升用戶用水品質。再進一步探討如何以更科學方式

(GIS圖資系統應用)分析供水轄區之平均水壓，並以達

一定水壓以上之用戶數來表達供水壓力服務績效。 

 

三、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傳統觀念普遍認知管材老舊為漏水之主因，故以

往管線汰換工程著重於老舊管材之全面更新。惟近期執

行漏水改善作業後發現，不明管線之斷除，為提升小區

管網售水率改善之關鍵；然而，斷除不明管，對第一線

執行任務之監工及承攬廠商而言，實為非常具有挑戰性

之任務。其因在於一旦斷除之管線非不明管，而係圖面

資料遺失或錯誤所造成，將導致合法用戶無水可用，監

工將面臨莫大民怨。為準確研判可能不明管線位置，使

監工於現場施工時有所依據可循，參考歷史圖資(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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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有管線圖、地形圖、航照圖)研判建物接水時間、新

建及拆除等狀況，可以歸納及判斷舊有管線位置，以及

是否仍在使用等狀況。 

由下圖一可查詢相關位置點；再由下下圖，則可任意查

詢所要的管線、閥栓或是人手孔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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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將轄區小區規劃建置之圖檔，以掃瞄方式上傳雲

端，現場人員如需查詢小區資料，只要透過本公司圖資

服務平台查詢得知小區名稱，即可下載小區規劃圖面資

料。如此一來，現場人員於管網改善施工時，能夠輕易

並隨時掌握小區原有管線資訊，並準確研判小區管線及

閥栓現況、區域水壓及停水範圍，減低監工人員現場壓

力。此外，若遇到修漏、挖損等需緊急關水案件，不必

回返辦公室調閱圖資，只要透過行動裝置下載小區圖，

即可參考原先小區封閉邊界閥栓進行關水作業，大幅提

升搶修時效。  

如下圖所示:框出橘色欲查詢範圍，點選滑數左鍵 2 下

結束。可透過每則屬性中點選定位至該位置，或點選匯

出 EXCEL 匯出資訊，屬性分為管線、閥類、消防栓、人

手孔、修漏點、場站、工程財產、地址門牌、用戶水表

等。 

如下下圖所示:點選查詢功能表中的修漏資訊，即會開

啟修漏資訊的子畫面，可使用關鍵字查詢修漏系統資料

庫中的修漏點，輸入正確案號後，圖面即會立即定位並

顯示到該修漏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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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於量測點現況調查後，依據相關成果擬訂作業計

畫，計畫內容涵蓋現場安裝作業程序、量測資料處理格

式、等壓線繪圖軟體購置評估以及 GIS圖資系統應用作

業的執行方式，最後並提出預定進度表以作為後續執行

之管控依據。完成前述作業後，本案將量測點水壓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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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壓線繪製成果匯入 GIS 管線圖資系統，以提供使用者

查詢。展示的方式可選擇平均、最大或最小水壓進行，

亦可將等壓線圖與量測點水壓同時或分開展示。 

 

 

如上圖，可進入圖資系統，框出查詢範圍。再由上上圖

點選圖層，自行勾選圖層進行圖層開關控制及分析。 



 10 

 

四、研究結果   

(一)改善漏水的關鍵，在於不明管線須徹底斷管；

至於斷除不明管線過程是否處理得當，關鍵在於歷

史圖資的收集是否完善。歷史圖資乃為可資參採的

利器，可協助準確研判，成功解決不明管線漏水問

題，以達成售水率之改善。 

(二)小區雲端管理的優點: 

1.關水更簡便:手機圖資查詢常因作業系統版本無

法開啟，且目前因座標轉換無法使用，遇緊急關水

情形，監工同仁透過本查詢系統即可得知閥栓現

況、區域水壓及停水範圍。 

2.操作更便利:無須使用其他軟體，透過Google地址

查詢即可得知所屬小區名稱，並可查詢雲端硬碟內

小區建置圖、閥栓調查及水壓量測資料，充分利用

現有資源。 

3.日常維護:平日區域水壓變動可立即得知主要進

水點並進行閥栓開關檢查，提升處理時效，減低民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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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另外，將等壓線匯入GIS管線圖資系統，並應用

相關圍籬統計功能後，確實可依各水壓級距分別計

算用戶數，亦即可用一定水壓以上之用戶數來表達

績效，以瞭解該區域供水壓力服務水準，最後並可

依用戶數為權值求得該區域平均水壓。相較過去直

接以有限監視點個數加總平均所求得之平均水壓，

更能合理反映用戶水壓服務水準且更有學理依據。       

    

 

參、結論與建議 

一、 隨著電腦系統軟硬體的大幅進步，造就空間

資訊科學(Geospatial Information Science)

的蓬勃發展，為了達到作業流程全面數位

化，需對於過去製作及收集之數量龐大紙張

地圖及航照遙測影像進行數位化工作，因此

需要研議一套高效率的數位化流程與數位地

圖及航照影像管理系統。 

二、 圖資數位化過程亦即為知識獲取(knowledge 

acquisition)與記錄程序。圖資數位化非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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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於建立符號資料庫，更須瞭解繪製時的背

景與原理，並予以適當忠實的還原記載，以

完整記錄歷史的真實內涵。製圖程序亦不限

只為知識的表現(物件如何符號化)結果，更

涉及深入的知識抽象化程序。開放式的圖資

管理機制首重規格、介面、物件與處理程序

之標準化，以達成圖資典藏、圖資整合與交

換，及時產生最新版本地圖等為主要目的。 

三、 至於應用地理圖資 GIS雲端查詢及管理，是

一系列藉由基礎圖資整合建置改善之最佳化

的技術與方法的運用，從資訊整合的角度來

看，是「商業流程整合」、「應用系統整合」、

「資料整合」、「資料格式協定整合」及「平

臺整合」之一環。可分三項重點工作:  

(一)持續辦理圖資數位化工作: 

     1.短期內(2~5年內)持續進行「駐點即時數

化」制度，配合各工程單位施工，將每日工作現

場紀錄轉換為竣工圖與數值圖面，持續編列預

算，辦理委外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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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長期(5 年以上)數化工作，應考量無限

網路環境之設置成功與否，進行更直接且即時的

數化工作，以減低繪圖界面為主，讓現場施工同

時完成數化工作。 

(二)整合建置及調整資料結構: 

     1.建立資料生命週期欄位或分類，並能與工

程生命週期進行結合，確認資料的重要性，以利

進行後端資料備份複製工作。 

     2.調整圖面 CAD的架構、圖層及圖檔規劃，

建立點、線、面的格式及資料庫，以發展 WebGIS。 

     3.檢討圖面管線設備包含管線、制水閥、消

防栓及水表設備建置情形，將監控點、配水池、

加壓站及淨水場…等自來水設備完整結合於管線

圖資中，以利發展自來水管網分析。 

    4.提升管線資料庫應用:檢討透過 GPS 導航

設備與 PDA或平板電腦結合。 

(三)加強機關內橫向連繫:管線設備為本公司重

要財產，應整合全公司財務管理，秉持永續經營

方向，建立橫向溝通管道，協調圖資建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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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便捷、正確的稽核方式，共創全公司雙贏局

面。 

 

  建議事項: 

    (一)推動強化「正確的回報圖資是工程人員             

的使命」之理念 : 

    1.建議工程人員應強化「正確的回報圖資」的理

念，施工第一時間蒐集現場施工資料，詳實的建立現場

紀錄。 

    2.除了主辦工程之新設管線資料應建立正確圖資

外，對於施工現場相關地形、地貌的差異，原有閥栓位

置、埋設管線不符情形，應將所見以科學方式記載下

來，提供圖資人員進行圖面修繪。 

    3.建議定期對經常正確回報圖資人員給予適當實

質鼓勵，以鼓舞工程人員士氣，激勵以圖資正確為使命

的決心。 

    (二)建議座標系統持續轉換更新，以提升成效: 

圖資於GPS應用可大幅提升，且更新道路挖掘系統圖資

時，將減少座標轉換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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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建立管線設備之絕對座標，配合GPS應用: 

現今圖資供應分享盛行，亦為GIS發展之重要指標。管

線設備如未能建立正確座標，在套疊使用時，將產生錯

誤的判斷與決策;尤其在系統功能日新月異的情形下，

將會有更多的圖資弊病產生。 

    (四)建議發展全方位系統管理，以提升管理效率: 

自來水輸送時具有壓力，常是較易配合管遷的單位，管

線埋設時的狀況或管網內水壓調配、不明原因的排除，

實有賴於圖資建置的完整性與正確性。 

    (五)建議充分運用網際複合應用: 

透過手機傳輸或無線網路應用，加上串流技術發展漸趨

成熟，在施工現場，圖資被使用的機會將大幅提升，需

求增加將使工程人員更有意願回饋現場圖資，帶動圖資

正確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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