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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緣起 

由於臺灣受地理位置影響，每到夏天就會頻繁遭受颱風侵襲，使許多與我們日常息息

相關的水庫泥沙嚴重淤積，蓄水量銳減，如民國98年的莫拉克颱風。除水庫之外，豪

雨挾帶的大量泥沙也經常造成土石流、河口及海岸沖淤變遷甚至山崩等環境問題，因

此，為確保水資源永續經營，改善、穩固水利工程建設便是十分重要的課題。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副教授李政賢長期進行數值模式發展研究，「基於關心民眾的

安全，以及臺灣未來的環境發展，一直期許能夠研究出精準度更高、適用範圍更廣的

泥沙傳輸模式，也希望能獲得肯定以及經費的投注，進而繼續解決問題。」 

李政賢於成功大學水利暨海洋工程系博士畢業後，曾前往新加坡國立大學及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學擔任研究員，在當地認識了許多不同國家、相同領域的學者，相互討論與

指教，了解到「泥沙傳輸」一領域對於防災工程的必要性，進而不斷深入探討，開啟

長達10年孜孜不倦的研究生涯，如今，累積起來的研究實力，獲得科技部哥倫布計畫

的肯定，「研究工作是不斷前進，不斷探索新的物理現象，改善現有方法。」表現出

務實卻進取的研究態度。 

研究領域與歷程 

李政賢的研究主要深耕於泥沙傳輸、多相流體力學、計算流體力學、實驗流體力學等

領域，他的辦公室貼了許多寫著方程式的紙條，一台桌上型電腦與一台筆記型電腦

，畫面顯示方程式與數據圖，交互比對、模擬泥沙的流動。對他來說，坐在電腦前面

寫程式是他的興趣及日常，每天早上6點起床，一直到晚上10點，他都埋頭於研究當

中，尤其是前段時間撰寫「從沙粒看世界：建立新世代多相流泥沙傳輸模式與應用」

計畫的時候，經常不眠不休，耗費須多精力與時間。值得高興的是，此項計畫成功獲

得108年度科技部「哥倫布計畫」補助1,000萬元，李政賢表示，「雖然辛苦，但這是

我喜歡做的事。」 

李政賢最早於臺灣大學水工所擔任博士後研究員，主要研究洪水預報的數值觀測，談

及當時的研究過程，他笑說：「當時睡覺的時候，只要一下雨就會醒來，一面需要電

腦程式測量，另一面還得出去測量水位寫成報告書，做完之後就再也不接觸洪水研究

了。」 

完成兵役後，李政賢前往新加坡國立大學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擔任研究員，「博士

生時論文研究主要為顆粒，但當時研究經驗不足，對我來說有難度，考量實際應用層

面，在新加坡轉而開始針對泥沙傳輸進行數值模式研究，也在那裡認識了很多相關領

域的研究員。」 

李政賢擁有超過10年的數值模式發展經驗，研究興趣主要為固液多相流，尤其是自然

界含沙水流。為解決河海治理和水利工程建設中的泥沙問題，泥沙與水體間的互制作

用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和手段，也就是「泥沙傳輸」，主要探討泥沙在水體中沖刷、

搬運和沉積的規律，李政賢說明，「假設今天用湯匙去攪拌茶壺裡的茶葉，那麼茶葉

會跑到哪裡去？是中間。」推斷沙子在河海的沖刷、渦動中如何運動，並在實驗室進

行模擬，利用多媒體網路平台參考國內外的數據與實例，藉以寫下方程式，讓電腦運

算出最終的數值模擬結果，這就是他長期以來的研究模式。 

隨著電腦科技進步，數值模式發展完善，且計算硬體設備演化快速，對於複雜的模式

計算可以更有效率，更能夠排除實地水工試驗的場地、經費、人力、實驗規模、實驗

配置或量測方式限制，因此以數值模擬流況及流場已成為趨勢。 

李政賢所研究的主題涵蓋有河海、水庫環境中，沈積物與泥沙移運、掏刷模擬與預測



的基礎核心，「一套數值模式開發出來後，可以用來評估新式海洋能源裝設時，樁打

進海底地基的穩定度。」如果海底因水流沖刷而有許多坑洞，結構容易被破壞，此時

，就需要導入數值模式進行運算，預測海底日後可能產生的災害規模。 

「過去成功的經驗，帶給我挑戰更艱難題目的自信。」李政賢過去曾開發過許多數值

模式，將程式碼提供給成功大學、新加坡大學從事相同領域的朋友使用在他們的研究

中，如「多維度泥沙多相流傳輸模式」，過去泥沙多相流模式大多侷限在一維現象

，他將研究範圍加深、加廣，探討二維或三維等多維度現象。儘管不是每一次數值模

擬都很順利，必須不斷重新修改方程式，「保持平和的心境，就如同「研究」的英文

單字是Research，search 是尋找，Re- 是反覆，合起來就是反覆尋找。所以，過程

辛苦、挫折是一定的，現在已經習慣這些過程了。」起初還對沙子與水的交互作用不

太清楚而無法準確模擬的他，透過經驗的累積，逐漸提高實驗的精準度，並且能在現

有的研究架構下持續修正或擴充。 

「做研究是為未來做準備，即便現在的科技發展可能還無法預測非常複雜的現象，但

5年、10年後就有機會更加精進。」李政賢認為自己做為一個研究學者，一路以來就

是秉持著一步步往前走的信念，「就好像棒球球員王建民投球的時候，只想著下一球

一樣。」他目前將研究方向鎖定在泥沙顆粒與水體互制的微觀物理過程，據此發展新

世代泥沙輸送數值模式，提出「從沙粒看世界：建立新世代多相流泥沙傳輸模式與應

用」一項計畫，預計將過去發展的泥沙傳輸模式大幅創新，納入顆粒微觀結構、水沙

交互作用的效應，提升多相流泥沙傳輸模式的精度與適用範圍，應用此模式模擬水下

崩塌與海嘯、海工結構物沖刷等環境災害問題。 

研究展望 

泥沙傳輸過程可能釀成災害，傳輸結果會改變地形。為了有效防止環境災害，李政賢

將與臺灣、美國及新加坡學者合作，探討泥沙傳輸核心問題「顆粒與紊流互制作用」

，並共同開發新世代多相流泥沙傳輸模式。近五年內，李政賢首先要與學校積極討論

實驗場域招標、施工進程，「水流實驗的模擬需要十分穩定，因此模型的佔地範圍很

大，長度約3、40公尺才足夠。」接著與廠商聯絡、估價，向國外購置相關設備儀器

，製作模型。一項研究從起初的天馬行空，到產生雛形，再至能夠實際應用、作業化

操作，是需要經過很多階段的，李政賢期待經過數年的努力後，此模式未來可以應用

至山崩海嘯、海岸保護、水庫淤積等相關議題。等到模式完整測試後，將公開程式碼

，供國內、外學者下載使用。 

自研究中積累實力 主導跨國團隊 

我和一般大學生一樣，高中時期對各種專業領域並不熟悉，只是考試成績剛好落於成

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系，誤打誤撞開啟了海洋工程領域的研究生涯。一開始雖然感



到陌生，但數年的專業課程下來，逐漸對這領域產生興趣，自然而然念到博士畢業

，至今仍從事相關研究。 

身為一個研究學者，必須與世界各地學者交流，藉此了解世界最新發現，最尖端科技

，如此可以更加了解自己的學術貢獻。因此，國外工作經驗或定期參加國際研討會都

是必須的。在新加坡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擔任研究員時，我發現新加坡對目標達成十

分重視且渴望，學校會極力配合學者，除了經費支援外，還擁有高效率行政團隊，解

決所有行政問題，甚至擁有律師團隊，保護學者進行產學計畫，我認為這是國內研究

環境需要學習的地方。 

對我來說，研究是一件令人喜悅的事，是日常生活，也是身為教授重要的一環。我每

天早上6點多到學校，一直到晚上9點才結束工作，除了上課，幾乎整天坐在電腦前做

研究，寫文章。撰寫「從沙粒看世界：建立新世代多相流泥沙傳輸模式與應用」一項

計畫時，更是一整個月不眠不休的與國、內外學者洽談合作事宜，聯絡過去在新加坡

、夏威夷工作與研討會上認識的研究員，能夠從眾多不同領域的年輕學者中脫穎而出

，獲得科技部「哥倫布計畫」的補助，受評委肯定，我覺得很開心。感謝一直以來在

我身邊的同事、朋友們，尤其是張麗秋老師與李奇旺老師，在我缺乏研究經費時，總

是慷慨解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