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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動及執行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發、整合事宜

2. 運用災害防救相關技術，協助災害防救工作

3. 推動災害防救科技研發成果之落實及應用

4. 促進災害防救科技之國際合作及交流

5. 協助大專院校、研究機構參與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究發展及其應用

6. 其他與災害防救科技相關之業務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設置條例 ||  103.01.22

研發推動。技術支援。落實應用

|任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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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定位與任務工作 (1)



多災害、跨專業領域

|組織架構| 行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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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定位與任務工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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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體系|

組織定位與任務工作 (4)

平時共同
推動應科方案

委員含部會首長

平時減災
幕僚工作

科技
研發

行政院災害防救
專家諮詢委員會

召集人為科技部長，委員含部會首長

科技部

行政院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副院長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院長

中央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災時進駐

災時進駐

災時進駐

部會署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擔任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及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幕僚，提供行政院有關災害防救工作

之相關諮詢，加速災害防救科技研發及落實，強化災害防救政策及措施

（災害防救法第七條）



防災需求導向研發；技術支援政府防災業務|研發領域架構|

整體研發領域架構及規劃(中、長期)

組織定位與任務工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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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極端氣候災害情境推估與調適路徑評估方法

3.1 支援災害應變情資研判作業

2.4 災防數據與機器學習整合應用開發

2.3 韌性社會之分析模式研發

3.2 全球重大災害事件簿開發與異常災害特性分析分支計畫3
防災科技之

落實與服務平台

分支計畫2
災害應用技術之
推動與決策支援

3.3 推動公私部門防災合作計畫

3.4 國際合作

2.2 防災避難圈空間系統之震災複合性衝擊分析方法研究

1.1 智慧化颱洪災害氣象預警技術研發

1.2 洪災減災模式發展與應用策略研擬

分支計畫1
智慧化颱風洪水技術研究

3.5 災防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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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營運計畫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民生公共物聯網

分項五：
災害情資產業建置

分項六：

災害情資大眾及決
策共同圖台開發



◼ 依行政院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規定辦理

◼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組織架構：依實務運作

為參謀、訊息、作業及行政等四個群組及

前進協調所，下轄二十個功能分組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組織架構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行政院農委會
（水保局 林務局）

經濟部水利署

交通部公路總局

內政部營建署

內政部消防署

情資研判組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召集

原住民族委員會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指導

行政院新聞傳播處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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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規定成立後的運作包括：功能分組會議、工作會報及記者會

• 各單位分析研
判作業

依氣象資料變化，
隨時作業掌握情資

提供資訊

• 情資研判

配合工作會議召開
每日至少三次

情資綜整

• 工作會報

每日早午晚至少召開
三次

整體檢視

• 記者會

每日早午各針對防
災準備與救災情形

策略說明

科技研判 策略形成 策略協調 策略說明

各部會署 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

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

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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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地震應變作業

總統視導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院長視導颱風應變工作會議

指揮官主持颱風應變工作會議 院長視導地震應變情資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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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應加強注意風浪重點區域

颱風接近(27日下午)：宜蘭、花蓮、

台東外海浪高預估約9-14公尺

颱風通過(27日晚間)：澎湖外海浪高

預估約8-10公尺

波高(公尺)

蘇澳
16:37

27日下午漲潮時間

花蓮
16:38

台東
16:32

澎湖
21:14

台東外海已監測到5.1公尺浪高

花蓮外海已監測到9.3公尺浪高

蘇澳外海已監測到8.8公尺浪高

台東外海已監測到11公尺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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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10)日東北部及北部沿海應嚴防強風之影響

◼ 瑪莉亞颱風外圍環流已影響台灣東北部及北部海域，北部沿海受颱風影響，

風速預估將超過25m/s(相當於10級)，北海岸重要設施如風力發電機組等
需加強防風措施，海面航行船隻須及早返航避難

風機分布

船舶分布

2018/7/10,6:30

風速m/s

07月10日05時

13級風10級風

07月10日17時

07月11日0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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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沖刷河道模擬分析

大安溪流域

大甲溪流域

台中

象鼻

雙崎

卓蘭

義里

水位站WASH1D模式

SFM2D模式

2017年6月豪雨水尾堤防106年6月破壞(水利署)

研究
示範區



Bed elevation (m)

Shuiwei Embankment

scour gauging

water stage gauging

Flow direction

卓蘭

義里

沖刷研究範圍 10km
採枯水期無人機系統建置三維河床數值地形

Bed elevation (m)

Shuiwei Embankment

scour gauging

water stage gauging

Flow direction

發展動態沖刷模擬技術

結合水利署彎道堤基沖刷經驗式與河道SFM2D模式

水尾堤防段

河道流水模擬 48Km
採水利署河道斷面測量



底床高(m)

2017年尼莎颱風之流速等值分布

• 高解析河床數值高程資料

• 模式可掌握辮狀河川流路

水尾堤防

Flow direction

卓蘭大橋

義里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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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蘭大橋

義里大橋

高解析河床數值高程差異分析

河道斷面內差的河床模型 三維河床地形數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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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洪溢淹示範區選定(烏來)

烏來老街

• UAS無人機建立三維河
床數值地形

• RTK即時動態定位

桂山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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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區降雨逕流模式開發與建置

集水區降雨

3D水動力模式

雨量轉置

逕流校驗

山洪分析

逕
流
估
算



山區洪水溢淹模式建立

一級警戒

二級警戒

紅線: 模擬
藍線: 量測使用觀測流量

2009莫拉克颱風

烏來
街道

• 高解析度山區河道地形建置

• 烏來山區山洪暴發淹水示範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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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河岸
溢淹

蜿蜒
流況

流況
模擬

運算速度

一維 否 否 否 快

平面二維 可 可 可 稍慢(24h/4min)

三維 可 可 佳 慢(24h/10.8min)



梅山

阿其巴
拉芙蘭

復興

東莊
四社

桃源

樟山

勤和

明霸克露橋

高雄市(台20線)山區聚落

➢ 台20線明霸克露橋遭沖毀，影響沿線復興、梅山、樟山、阿其巴、拉芙蘭等

聚落，造成聯外不便

8/7 14:41 高雄市桃源區往拉芙蘭里的「明霸克露橋」遭沖
毀 (來源:公民回報)

2021/8/8 
05:53



光華崩塌地現況

受彩雲颱風及梅雨影響，光華累積雨量145mm(6/4-6/10)，近期有位移加速的情況，將持續觀察

2021/02/17~2021/06/11 正射影像位移分析 20



應用無人機影像建置山區地形



Zone2: FS=0.92
崩塌平均深度:24.13公尺
崩塌面積:105904平方公尺

崩塌體積:2,554,963立方公尺

Zone1:
FS=1.37
崩塌平均深度:13.86公尺
崩塌面積:26314平方公尺

崩塌體積:364,616立方公尺

A
A’

潛在大規模崩塌量體估算

採用Scoops3D(USGS)軟體分析

https://www.usgs.gov/software/scoops3d



中央與地方災害情資整合

106~109年度配合科技部規劃

與22縣市策略合作

✓ 災防科研於地方政府防災決策應用

➢與地方政府縣市首長分享

- 中央/地方情資研判

- 地方版災害情資網

- 災害示警資訊推播

- 災害情資攀爬蒐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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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中央與地方災害情資整合計畫

臺北市-臺灣大學

基隆市-海洋大學

新北市-臺灣大學

宜蘭縣-銘傳大學

臺東縣-臺東大學

南投縣-暨南大學

花蓮縣-東華大學

屏東縣-屏東科技大學

連江縣-臺灣大學

金門縣-銘傳大學

澎湖縣-銘傳大學

桃園市-中央大學

新竹縣-中央大學

彰化縣-中興大學

臺中市-逢甲大學

苗栗縣-聯合大學

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
雲林科技大學

新竹市-交通大學

臺南市-成功大學

高雄市-高雄大學

●

●

●

●

●

●

●●

●

●

中央與地方學研機構的協助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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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應用-災害示警平台 (Google為例)

Google Crisis Map

◼ 2013年啟用，利用 Google Crisis Map 

Public Alerts觀看災害示警平台資料量

◆ 蘇力颱風(7/10-14) 約130萬次

Google Public Alerts◼ 民眾透過Google台灣災害應變資
訊平台觀看災害示警平台資料量

◆ 2014年約1,200萬次

◆ 2015年約1,600萬次

◆ 2016年約2,100萬次

聚落:桐林社區
聚落規模:60戶以上

地層滑動:否
緊鄰危險邊坡:是

期望有效減輕災害事件之危害，形成低災害、低風險的社會
25

▍資料面-示警格式標準化

目前967會員申請，84個企業單位介接，包括Google、東森電視、三立電視、

台灣大哥大、互動國際、台灣房屋、美亞產物保險等加值應用



類別: 4 種 項目: 33 個

加入

官網搜尋 ID

(@NCDR)

訂閱人數> 118萬人

氣象、水文
交通、民生

隨時接收預警訊息

國家害防救科技中心LINE官方帳號

濃霧 颱風警報 豪大雨特報 臺鐵營運 傳染病

高雄開放
路邊停車

臺北開放
路邊停車

疏散避難

淹水警訊 強風 國際旅遊疫情 停班停課訊息 臺水停水

北水停水

高鐵營運異常 高溫

海嘯資訊 空氣品質不良 河川水位警戒 防空警報 低溫地震報告

臺電電力中斷水庫洩洪警戒

臺北水門資訊 新北水門資訊 台中水位警戒 公路封閉警戒 大雷雨即時訊息

土石流警戒

輻射災害警報

火山警報

國家公園



其他重要成果-NCDR LINE@資訊服務

• 口罩互動式查詢服務

➢ 整合健保署開放資料(健保特約藥
局、口罩即時數量、口罩發放與
營業時間等)

➢ 結合Google導航及地理定位技術
提供鄰近口罩購買資訊

➢ 口罩查詢服務使用率：109年共計
576萬人/次使用

• 即時觀測服務

➢ 提供鄉鎮綜合示警查詢與高溫警報服
務主題：109年已有15萬人/次使用

➢ 全台服務已達30萬人次使用；點擊前
三名分別為雨量、地震、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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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應用-災害示警細胞廣播

政府來源端 訊息統整與派送 訊息傳送管道 應用端

細胞廣播服務

APP開發者

自動化防災系統

災害訊息廣播平台
(CBE)

基礎網路

行動寬頻業者(CBC)

Alert Gateway

CMSP Gateway

Internet 
Gateway

中央部會/地方政府

手動圈選發布

防救災訊息服務平台

自動化系統發布

地震速報、土石流警
戒、公路災害、預警
封閉、停班停課資訊、

水庫洩洪等等

CMAC (※2)

CAP-TWP

CAP-TWP(※1)

103年 ～ 104年 104年 ～ 1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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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C (※2)

災害示警細胞廣播傳遞流程

政府來源端 訊息統整與派送 訊息傳送管道 應用端

中央部會/地方政府

2016年5月12日地震訊息傳送時序

地震發生：11:17:14.8
源頭訊息：11:17:32.34

11:17:32.5000

11:17:32.7006

3G, 4G手機 ?

手機端

災害訊息廣播平台
(CBE)

基礎網路
行動寬頻業者(CBC)

Alert Gateway
CMSP Gateway

大雷雨即時訊息
地震速報
地震報告

(+0.16)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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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應用-結合社群網路於災情蒐整

社群網民資訊分享

資訊散佈

資訊回饋

災情空間分佈

輿情分析

資料攀爬

社群網路

EMIC、
災害情資網

社群經營
資訊導正

社群合作（如G0V、O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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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要成果- 外界肯定與獲獎

105年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獎 連續第5度榮獲
TGOS流通服務獎

2015資訊月 -「百大創新金質獎」

坡洪組專案計畫榮獲
2016年專案管理標竿企業獎

張志新組長榮獲
十大傑出專案經理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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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文瑞專案組長榮獲
106傑出資訊人才獎



簡 報 完 畢
敬 請 指 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