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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公路防災預警機制導入資通訊的服務 
              交通部公路總局防災中心幫工程司 范斯豪 

壹、 前言 

根據世界銀行2005年的評估，臺灣因地理與地質的特性，有90％的人口需面臨

2種以上的天然災害，更有75%的人口需面臨3種以上。當然，這些災害發生的地點，

同樣可能在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公路上。 

在大自然無情且極巨大力量的侵襲下，平坦堅固的橋會斷、山路會塌、平路會

淹，回家的路可能變成危險重重。因此，為降低用路人罹難發生的機率，公路總

局在歷經多次天災之後思考將被動化為主動，面對巨大且難以捉摸的風雨唯有讓

其先行通過才是尊重大自然，並得以保障生命財產安全最佳的方式。公路總局自

100年「梅姬」颱風後開始推動「公路防災預警機制」，以「防災重於救災、預防勝

於治療」概念，在公路橋梁因溪水暴漲導致斷橋或公路邊坡土石崩塌發生前，即

先行封閉避免人車通行而罹難。 

掌握封路時機及其決策是「公路防災預警機制」的關鍵，過早封路將造成民眾

不方便易導致民怨，太晚封路則難保用路人安全，公路總局為了爭取封閉公路、

橋梁預警作業時間，考量橋梁及山區道路屬性的不同，發展出「橋梁流域管理」

及「山區道路風險管理」兩大預警性封路操作方法。 

「橋梁流域管理」是利用水從河川上游集水區，流至下游的橋梁還有一段時

間，所以藉由掌握上游的雨量，當其將大於下游橋梁可承受的能力時，即執行預

警應變並採保全方式管理。另外針對瞬間強降雨導致山區公路崩塌，則採用以雨

量大小分級管理預警封路作業的「山區道路風險管理」方法。 

貳、 資通訊在公路防災預警機制中的角色 

為確保公路防災預警機制執行過程各項防救災情資之即時交換及傳遞，需要良

善的系統工具，以有效輔助預警封路作業之決策，因此，公路總局發展「公路防

救災資訊系統」及「公路防救災GIS決策支援系統」，前者係屬前端資料庫資料，

後者則徧重於圖形（含GIS）展示，亦可將前者之資訊以GIS圖形化顯示，因此兩

者雖扮演不同角色，卻可將資訊以GIS單層或疊層方式共展，如此可運用於相關防

災警戒點判釋及防災預警之研判。 

一、 公路防救災資訊系統（Bobe） 

公路防救災資訊系統（網址：bobe168.tw；此系統以下稱 Bobe）係由交通

部運研所於 96 年起整合「公路救災管理系統」及公路總局的「災害快報登錄系

統」發展而成，此後於 101 年起交由公路總局持續維護及擴充該系統。該系統

主要做為公路防救災資料庫建立，包含應變小組動員整備資訊、災情及預警性

封路訊息通報及統計資訊，其中網路通報部分亦包含災情照片及替代路線圖等

資訊。另該系統亦建置預警性燈號警示功能及基本資料維護功能。 

http://bobe168.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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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與時俱進由原來著重於災害發生後的災情填報，強化防災預警的功

能，新增更多防災通報功能、預警性封路資料查詢、警戒燈示模組及通報便利

性之功能。透過「Bobe」預先建立簡訊通報群組，利於災中緊急應變小組作業，

不但便捷彙整災情及傳遞，並可迅速向各類災害之主管機關以及地方政府通

報，確保訊息即時與正確性，同步強化與警政署、消防署之橫向聯防機制機建

立。另外，「Bobe」更是全國第一套整合「適地性簡訊服務」（LBS）的防災資訊

系統，使用者可將預警封路或相關訊息，以簡訊通知位於警示區範圍不特定用

路人或民眾。 

「Bobe」也整合各工程處垂直災害訊息通報，並跨機關整合各道路主管機

關災害訊息，同步與地方政府建立災害訊息通報機制，系統建置各類型災害通

報頁箋便於使用者操作，除了利於防救災人員搶災部署作業，亦使得災害訊息

傳遞更為暢通，此系統的公路災情通阻及預警性封閉資訊，皆同步分享於交通

部 e 網通、內政部 EMIS（應變管理資訊系統）、7-11 便利商店收銀機（氣象局

發布劇烈天候特報下）及 Google 臺灣災害應變資訊平臺等相關公路及災情查詢

系統內。當然，民眾也可直接的於「Bobe」系統首頁獲得即時且正確的道路通

阻訊息。 

二、 公路防救災 GIS 決策支援系統 

為了整合國內各政府機關提供的空間資訊服務，並介接國外不同機構的氣

象觀測及預報與災情警示系統，並於「單一整合空間資訊查詢服務窗口」提供

各項地理資訊。公路總局 99 年 6 月以 Google Earth 平臺開發建置公路防救災 GIS

決策支援系統（以下稱 thb-GIS），將防災圖資區分為「山、水、路、橋、人、

災」6 類，分別納入各政府部門防救災圖資，使防災單位「災前、災中、災後」

可透過系統做為輔助預判、決策防災規劃，以及道路規劃整建等之工具，同時

共享防救災圖資的概念更節省開發圖資的時間與成本。 

該系統為了提供更多人員的服務，以「thb-GIS」為基礎並透過 WikiGIS 服

務平臺之概念，於 101 年開發建置 SafeTaiwan 系統(網址：www.safetaiwan.tw)，

以全球災害災害警示的觀點出發，透過 Google Earth 一站式展示，將政府資訊公

開予民眾。目前整合 18 個國內單位（14 個政府單位、2 個非政府組織與 2 個工

程顧問公司）以及國外相關單位的網路開放資源，結合不同單位提供的地質、

水情、路況及災害預警等空間資訊服務，整合近 1,700 層圖層數，其中開放給一

般民眾使用的圖層約為 1,200 層，公開比例達 71%以上，並朝「產、官、學、研、

民」5 個面向拓展空間資訊服務，達成全民防災與自我風險管理，以確保用路安

全與提升公路服務品質。 

參、 成果 

一、 適地性簡訊廣播服務（LBS） 

著名觀光旅遊軸線常為地質敏感區域，颱風、豪雨期間常有公路災害事件，

公路總局為確保用路人行車安全，除了和警廣及電視臺合作以廣播及電視跑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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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提供警示訊息外，第一線人員可由 SafeTaiwan 提供之圖像化資訊預判災情災

點，透過 Bobe 將緊急應變訊息傳至中華電信公司災害緊急應變通報系統，以適

地性簡訊廣播服務（以下簡稱 LBS）通知位於警示區範圍不特定用路人或民眾。 

 

 

 

 

 

 

 

 

 

 

 

 

 

圖 1 公路適地性簡訊(LBS)與市話推播服務示意圖 

公路總局透過跨部會協調合作，自 100 年與中華電信合辦 LBS 服務，首先

在台 9 線蘇花公路、南迴公路、台 18 線阿里山公路等山區易致災路段，劃設帶

狀警示區域，颱風、豪大雨期間或發生重大公路災害時，透過 LBS 服務通知區

域內民眾，無論是居民或開車經過，都會收到公路總局主動傳送的手機簡訊，3

年來簡訊花費金額約 369 萬元，惟節省民眾油耗達 3,900 萬元，節省用路人封路

等待的時間以及生命財產安全更是無法計數。 

 

 

 

 

 

 

 

 

 

 

 

 

 

 

圖 2  100～102 年 LBS 經費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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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3 年來公路總局推動 LBS 的成效，行政院將其落實為國家防災政策，

服務民眾的範圍也從原來 1 家中華電信客戶擴大至 5 大電信業者。 

二、 監控系統自動化 

公路總局透過資料跨系統傳輸、資訊圖形化及統計報表個人化三方面將整

體防災系統自動化。 

1、 資料跨系統傳輸 

在完成重點監控路段、橋梁特徵雨量值警戒條件律定後，導入「監控預

警系統自動化」使得防救災人員執行更便利。跨領域整合道路養護「Bobe」

與氣象資訊-劇烈天候監測系統（QPESUMS）等，防救災人員可直接在「Bobe」

中設定重點監控路段、橋梁特徵雨量值警戒條件及警戒簡訊發送對象。另外，

為因應不定時強降雨來襲，透過「公路防救災資訊系統」及「公路防救災 GIS

決策支援系統」的自動化系統服務整合，由降雨分布區域自動比對邊坡分級，

即時發送警示簡訊予第一線人員，取代原本人工 24小時耗力費時的監控作業。 

 

       圖 3 全天候強降雨自動偵測預警系統 

2、 資訊圖形化 

將圖形化呈現整合的資訊，透過燈號於 SafeTaiwan 同步顯示重點監控路

段、橋梁之警戒狀態。除機關內垂直單位外，同時聯繫橫向聯防機關，促進

各單位間災情及救災資源整合。另外，由中央氣象局客製化之劇烈天候監測

系統-公路總局（QPESUMS-THB），可以掌握各重點監控路段、橋梁之警戒狀

態，做為水情監控小組依據，落實災害通報及預警機制，達到多重防護自動

監控預警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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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統計報表個人化 

為便利使用者資料查詢及節省統計時間，公路總局導入了統計報表個人

化的概念，「Bobe」可依據不同需求分別查詢並產製各類報表，同仁可依據專

案需求查詢統計資料進而進行分析，節省統計報表時間並避免人為疏失造成

之錯誤。 

肆、 結語 

公路防災預警機制提出創新服務解決方式，以橋梁流域管理及公路風險管理之

思維為基礎，兼顧4階段防災作為、善用公路防災資訊及客製化雨情監控系統等防

災應變作為，透過「救災」、「防災」，到「離災」下中上位3個層次，平時透過「防

災宣導」建立民眾「知災、避災、離災」相關知識，於劇烈天候下藉橋梁流域管

理、山區道路風險管理以及各項預警系統做「預警決策」，並整合第一線防救災服

務人員以「避險警示」疏導民眾，於災害發生前先將道路封閉，以達成「人命保

全」，提供給民眾更安全的道路，達到「人車平安行」防災願景，期望公路總局成

為民眾美好生活的連結者，築夢里程，不斷前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