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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說明 About the Cover 

圖為利用 Sentinel-1 SAR 影像判釋 2018 年 6 月與 9 月雨季前後曾文水庫水體變化，並與 Sentinel-2 光學影

像分析的水體變化比對之結果。方法 A 利用不同時期的 SAR 影像所辨識的水體區域判定水體變異的範圍，而

方法 B 使用兩期 SAR 影像差異，並根據門檻判定水體變異的範圍。辨識正確性都有 79 %以上，而方法 B 的

正確性較高，達到約 82%。辨識成功區為藍色，紅色與綠色為辨識失敗區域，部分原因是 SAR 與光學兩者取

像時間的差異與光學影像中雲層干擾所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