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05 年度科技部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研究計畫徵求課題說明 

課題 說明 

A-01 
地震前兆現象應用

於地震預警之研究 

有鑑於地震可能造成的嚴重破壞，國際間在數十年前相繼投注大量經費人力進行地震前兆預測工作。目前

臺灣地震前兆研究最主要包含下列數項：(1)地震參數研究，(2)地震電離層異常，(3)地震地磁異常，(4)地震地

表變形，(5)地震地下水變化，與(6)地震前放射性元素變化。 

 
本研究計畫書除規劃「地震前兆觀測研究整合式分析」外，另可涵蓋以下內容： 

(1)  地震活動研究。 
(2)  電離層濃度變化及熱紅外溫度異常。 
(3)  地震地表電磁異常。 
(4)  地震地表變形。 
(5)  地震地下水變化。 
(6)  地震前放射性元素變化。 
(7)  其他 

A-02 
地震預警系統整合

研發 

地震預警系統是一套可迅速偵測地震並藉由震災區之災損預估來發布警訊的系統。對一特定地區而言，該

系統能在大地震發生後，地表面強烈振動之前，爭取地震能量傳遞的短短數秒乃至數十秒的時間，以空間換取

時間，對某些重要公共設施(如：捷運系統、高速鐵路等)，發出強震警訊，使其能有所因應，以降低震災。本

項目之主要目的是加強整合並發展新一代的地震預警系統，並規劃如何應用於產業。 

 
本研究計畫書除完整包含以下內容外，另可提出搭配之相關內容，以完備本課題。 

(1)  發展整合地震預警參數分析系統。 
(2)  新一代地震預警系統之整合研發。 
(3)  研究成果應用於相關災防產業之規劃。 

 



課題 說明 

A-03 
新一代大規模崩塌

監測技術 

因極端降雨影響，大規模崩塌事件更易發生。世界上許多飽受災害威脅的國家已利用各項監測技術進行崩

塌、土石流的監測以及發展預警系統。本研究目標係發展新一代大規模崩塌監測技術，以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

全。 
本課題之計畫書除在學理面上需要對於新技術的研發進行詳盡深入的探討與說明外，另可包含以下內容： 

(1)  大規模崩塌長期整體微量變化監測技術。 
(2)  地文與水文等環境因子對大規模崩塌之相關性研究。 
(3)  大規模崩塌的長期減災對策。 
(4)  緩變型大規模崩塌的人員疏散避難對策。 
註：「新一代」是指開發新技術、或者將已有的技術進行應用創新。 

A-04 
飛行載具在防救災

創新科技之應用 

本課題期望能發展出飛行載具的創新技術應用，整合先進輕型遙測技術於飛行載具上，研發成果與應用流

程可提供災防相關業務單位採用，提升防救災能量。 
計畫書之撰寫應充分詳述我國現階段與該計畫相關之飛行載具應用，並進行該飛行載具創新研究之學理分

析，另可包含以下內容： 
(1)  應用飛行載具影像於災害前後事件之比對以及範圍量測。 
(2)  飛行載具配合相關地理定位應用於災害即時監測，以供緊急應變之用。 
註：創新技術是指開發新技術、或者將已有的技術進行應用創新。 

A-05 
災後建物遠端結構

安全檢測方法 

災後結構安全檢測為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重要工作。目前例行性的結構檢測技術已漸發展成熟，惟這

些技術多針對常態性任務，在災害特殊情境限制下，較難以發揮其效能。透過無人或是遠端控制的載具，整合

檢測元件，並發展演算策略，將可突破災害環境限制，提升災後結構安全檢測作業之範圍與效能，並提供相關

單位防、減災各項決策支援之關鍵技術與所需資訊。 
本研究應分析主要災害情境條件，發展先進的載具、檢測技術、作業流程及資料演算策略，並提出實例分

析與效能驗證，以具體落實研發成果。研究計畫書內容可包含： 
(1)  檢測硬體技術研發：感測器元件、載具平台、電源以及通訊等硬體研發、系統整合與強健性設計。 
(2)  作業流程：使用者介面、資料收集步驟、應變處置方案、品質管控方式。 



課題 說明 

(3)  資料演算方法與分析策略：資料篩選與萃取、學理方法與自動化演算技術、成果輸出與視覺化展現、品質

指標估算。 
(4)  決策分析與應用：引入結構工程技術，連結檢測成果與結構安全評估方法，建立科學化決策機制，促進研

發成果於關鍵應用任務之落實。 

A-06 
新一代災害用緊急

輕便橋樑 

颱風洪水或地震常造成橋梁的損毀，導致緊急救災不易與人員物資難以運送。為能在緊急災變發生時提供

快速救援，因此需要開發出新一代可快速建構的輕便橋工程技術，針對在工程施工機具無法進入需要支援之區

域，提供一種短時間內完成組裝的簡易便利橋梁設計，以作為緊急疏散災民及運送救災物資之用。 
本課題所提之新一代輕便橋規範如下：至少可承載 5 噸，橋面寬至少 3 米且可單向通行，長跨距 50m 以

上之輕便橋製作、組裝與測試，且組裝時間 5 小時以內。 

 
本研究計畫書除完整包含以下內容外，另可提出搭配之相關內容，以完備本課題。 

(1)  新一代輕便橋自重、承載能力設計與分析、材料、構件、子結構試驗及系統驗證。 
(2)  建立新一代輕便橋構件製造、儲存、運輸、組合與系統架設標準作業程序。 
(3)  如何與公路橋梁管理單位合作與落實推廣。 
(4)  相關技術移轉至災防產業之規劃與時程。 
註：「新一代」是指開發新技術、或者將已有的技術進行應用創新。 

A-07 
新建降雨雷達應用

於都會防洪之前期

研究 

為配合新設區域防災降雨雷達的布建，推動區域防災預警技術與地方政府應變操作調整等相關研究，方能

達成防災雷達興建的預期效能。區域型防災預警技術研發包括氣象、洪災、應變操作與系統整合等廣泛且複雜

的技術開發。 

 
本課題為推動防災雷達興建前所需技術發展的先期研究，研究計畫書應包含以下內容： 

(1)  新雷達計畫所需之關鍵技術盤點，並嘗試技術引進與測試。 
(2)  提出全面性可推動之提升區域型防災監測與預警技術之科研課題規劃。 
(3)  先期研究成果可作為防災雷達布建後，相關部門應用防災降雨雷達推動防災技術提升之參考與規範。 



課題 說明 

B-01 
災害管理資訊研發

應用平台服務內容

之導入、維護、管理

與營運 

本方案發展之災害管理資訊研發應用平台(http://dmip.tw/)，已建立部分災防相關的資料庫與應用模式。為

了強化災害管理資訊研發應用平台的功能性與應用性，須就平台架構內涵的資料、模式和管理等三個面向之技

術精進持續進行研發。 
請就以下研究項目擇一，並就其內容研提計畫書： 

 
研究項目 1：服務內容之導入 
本研究需就引進平台之內容，從資料、模式與管理等三面向提出解決方案： 
(1) 資料面：以提供可共享之防救災資料之存取、介接與分析技術為主。 
(2) 模式面：以將相關研發所得的模式移植於平台上，並可串接平台中的資料或與平台現有之模式進行串連運

算的整合，相關運算結果也可透過平台進行展現之模組為主。 
(3) 管理面：主要以運用本身模式或平台現有模式，進而研發可提供災害警示相關指標與燈號之管理模組為主。 

 
研究項目 2：維護、管理與營運 
(1) 資料面：包含(a)提供資料轉成資料庫形式的存放，(b)提供資料的基本資訊查詢與下載，(c)提供多元資料的

數值與圖資套疊展示。 
(2) 模式面：包含(a)提供模式所需的輸入與輸出資料格式說明，(b)提供模式所需資料的上傳、查詢與顯示，(c)

提供模式所需輸入資料的存放與轉置平台資料庫，(d)提供模式運算資源的連結，(e)提供運算結果之儲存、

查詢與下載，(f)提供運算結果製成圖片或圖層，(g)提供資料顯示模組(數值資料、圖資套疊)。 
(3) 管理面：包含(a)提供管理指標與燈號的設定模組，(b)提供應變主題圖資之製作、查詢與分享的模組，(c)

提供災害管理情境規劃設定的模組，(d)提供警訊通報模組。 
(4) 營運面：配合本平台現有軟硬體，研發可因應本平台應用需求之營運規劃與機制。 
本計畫研究成果中之資料與模組之開放等級與應用權限設定，將由提供者*或發展者**訂定，並透過災害管理

資訊研發應用平台之管理工具模組進行設定與控管。 
註：* 提供者是指資料或模組(式)的供應者，**發展者是指資料或模組(式)的開發者 



課題 說明 

B-02 
災害歷史資料之建

立及經驗傳承之研

究 

「從災害中學習」是防災研究與業務推動過程中的重要途徑，透過災害資料蒐集、彙整、建立典藏使用之制度，

可保災害歷史資料的永續典藏與未來使用，並能作為後續科學研究及決策支援的功用。 
本研究應發展有效的方法流程及資訊手段，科學化且系統化地整理災害相關資料。研究計畫書應完整包含以下

內容： 
(1)  資料蒐集：數值資料、災情資料、處置方式、災後檢討等蒐集彙整方式。 
(2)  資料儲存：針對數值、文字、影音等資料型態，發展永續運作的儲存方式。 
(3)  資料分析：發展有彈性的方式，分享介接資料給不同的分析工具。以利後續科學決策使用。 
(4)  資料使用：發展視覺化的工具，讓使用者得以藉用視覺化的方式，理解且使用歷史防災資料。 

B-03 
透過網路社群傳遞

與蒐集災防資訊之

研究 

網路社群近年在災害事件中(例如 2009 年莫拉克颱風)匯集了許多重要之資訊，但也包含了許多不確定與不

準確之資訊，如何有效透過網路社群來蒐集、傳遞與應用有價值的災防資訊是重要研發課題。研究計畫書除包

含以下內容外，另可提出搭配之相關內容，以完備本課題。 
(1)  網路社群在災防資訊傳遞之案例分析。 
(2)  利用網路社群提供之資訊進行蒐集、正確性確認及發佈之研究。 
(3)  網路社群在災防資訊提供及傳遞的運作規範與架構。 
(4)  災害網路社群資料彙整系統。 

 

B-04 
災害防救績效評估

機制與效益分析研

究 

災害防救工作因與其他業務之性質不同，除了一般例行工作或計畫推動之執行所須呈現之執行效率外(即
「投入」) ，也應該重視各種防災工作是否落實於工作推動(即「產出」)，因此有必要建立一套客觀且合理的

評估模式。 
本研究計畫書內容應完整包含以下項目： 

(1)  國外對於災害防救工作績效評估之歷史發展與案例分析。 
(2)  災防績效的研析基礎探討，包含(a)方法論、(b)適用性、(c)個案研究。 
(3)  災防績效評估方法之建立，包含「投入」與「產出」的效益分析。 

 



課題 說明 

B-05 
防救災動態追蹤資

訊整合應用 

本研究之目的在整合政府與民間相關單位對人員、機具或車輛之動態追蹤資訊並配合災害管理資訊研發應

用平台所彙整之資料，在平時(災害發生前)對於可能曝險的人員、機具或車輛提供預警與災前整備之建議。在

災害發生時，協助管理單位掌握進入災區(或臨近災區)之人員、機具或車輛以供調度之參考。 

 
本研究計畫書可包含以下內容： 

(1)  救災資源動態追蹤資訊之整合。 
(2)  交通事業車輛、從業人員或乘客動態追蹤資訊之整合。 
(3)  利用行動通訊技術掌握人員動態與警示訊息之發送技術。 
(4)  救災物資動態掌握與集散調度之相關技術。 

B-06 
多期多尺度測繪資

料之產製與在天然

災害防治之加值運

用 

近年來衛星影像、航空攝影等多項現地測量與測繪工具的進步，已可針對特定災害事件地點進行多期多尺

度測繪與產製，政府各相關部門也陸續完成單期高解析度數值地形資料，本計畫之目的在彙整這些不同時間與

空間尺度的測繪資料，並加值運用於災害之防救。 

 
本研究計畫書涵蓋以下重點內容： 

(1)  多期多尺度測繪資料同化與品質(含解析度與精度)之評析研究。 
(2)  政府已產製之數值地形資料加值應用於天然災害防治與建立其災防應用流程。 
(3)  國外之多期多尺度測繪資料應用於重大天然災害調查與防治案例研究。 

B-07 
流域水資源調度模

式研究 

近年臺灣旱澇現象日益分明，對於水資源的保護與管理，實是我國重要之課題。本研究須擇一水資源示範

區進行基本資料蒐集與整理，進行水資源管理相關技術之研發， 

 
本研究計畫書涵蓋以下內容： 

(1)  示範區水資源之調查、監測之評估方法。 
(2)  示範區之降雨-逕流分析、暴雨造成崩塌地之流出水濁度分析與評估、水庫入流量與需水量分析、水庫淤

積模擬與排砂操作、地下水位監測、水資源調配最佳化等技術之研發與應用。 



課題 說明 

B-08 
水砂運移機制分析

模擬及監測 

本課題期望就流域的上、中、下游及出海口地區進行流量與泥砂濃度的定期監測，分析長期水砂運移資料，

並建立水砂運移機制，提供模式模擬土砂從崩塌到水砂運移及對水資源之衝擊，期能改善洪水預警系統、研擬

河川整治對策等後端應用，藉由全面掌握集水區上、中、下游水砂環境變化，以降低水、旱災害衝擊。 

 
請擇臺灣一主要流域之上、中、下游進行全流域研究，並須涵蓋以下內容研提計畫書： 

(1)  水砂監測現況調查，及該流域以往水砂運移研究資料收整。 
(2)  流域水砂監測網之規劃與建置。 
(3)  崩塌土方推估、水砂運移模式之建立、流域水砂運移量分析。 

C-01 
大 規 模 災 害 衝 擊

下，維生系統或重要

設施之風險評估模

型開發 

重要設施為人民生活、社會運作、經濟發展的重要環節，一旦遭受大規模災害衝擊而無法運作，將造成人

民、企業與政府的損失。重要設施的運作，除建築結構體外，尚由許多使用性與功能性的設備和周邊元件，彼

此透過串並聯的型式構成一個運行系統。為有效與合理評估重要設施受到災害衝擊時，實際可發揮之功能與運

作能力，開發重要設施之災害風險評估模型為本項研究目標。本研究課題所指之設施可包括： 
(1)  維生系統之重要設施。 
(2)  消防系統之重要設施。 
(3)  高科技廠房等工商業之重要設施。 
(4)  電信系統之重要設施。 

C-02 
防災產業調查及趨

勢評估 

防救災產業是以維護社會大眾之生命、財產為目標，此與研製、產銷安全產品或提供相關服務等所形成之

產業有關。由於我國面臨災害的嚴重威脅從未消失，對於災害防治科技之需求殷切，推動防救災產業實有其必

要性，因此需對於我國現階段防災領域之產業現況進行通盤性研究。 

 
本研究計畫書涵蓋以下內容：  

(1)  國內外防災產業之發展現況。 
(2)  依產業類別特性分析及建立國內防災產業趨勢評估。 
(3)  防災產業涵蓋之相關軟硬體產品的開發與行銷。 



課題 說明 

C-03 
巨災財務(保險)風險

分擔措施評估 

目前政府部門積極投入資源進行各項減災措施，但無法完全防止災害的發生，而災後的重建復原是極耗時

與花費金錢的工作，故除了減災措施外，應妥善利用財務規劃的手段移轉災害發生時導致之生命財產與經濟損

失風險。透過災害保險與巨災財務規劃的方法，可以提供可行的風險移轉管道。 

 
本研究計畫書涵蓋以下內容： 

(1)  國外災害保險與巨災財務案例分析。 
(2)  就財務機制分攤災害損失及設立之法規原則，針對我國災害保險實施之可行性進行探討。 

C-04 
地區災害因應能力

之評估與強化 

為提升未來災害防救因應能力的重點，從現階段的災害防救省思，仍有進步空間，如何評估、瞭解、進而

提出地區災害因應能力的強化作法，應屬地方永續發展的重要課題之一。 

 
本研究計畫書涵蓋以下內容： 

(1)  地區防救災能力評估方法之建立。 
(2)  地區災害因應之能力建構方法。 
(3)  地區之災害復原重建策略研擬。 

C-05 
公私部門的防救災

協力模式 

災害防救是需要政府與民間共同參與，如何達成防災的「自助、互助、公助」精神，充分發揮民間防救災

能量是本課題的目的。 

 
本研究計畫書涵蓋以下內容： 

(1)  國外公私部門防救災協力模式的案例蒐集與可行性評析。 
(2)  相關法規檢討與建議。 
(3)  私部門(企業經營)防救災資訊與資源的需求規格調查。 
(4)  公私部門防救災協定(協議)平台之規劃。 
(5)  公私部門防救災共同操作的輔導與演練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