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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去年(2015 年)蘇迪勒及杜鵑風災造成新北市公路及市區道路嚴重受損，為因應極端氣候增加道路受

災，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以一年時間將全市曾發生坍方、塌陷等災害的道路，及發生原因、搶救和復建方

法等，透過大數據蒐集如同病歷表逐一登錄，並將建置在「新北市道路災害復建管理系統」中，並從設

計到施工做工程履歷建置，透過業主、監造設計及承商三方面在同一平台同步進行每日進度控管、資源

調度等功能，發揮最大功效如期如質完工。後續再將結合 Open Data 各式資訊進行跨域整合，找出未來在

颱風來襲前即可結合氣象或其他相關資訊，在災害發生前做為預警封路及布建搶救災人力、機具的參考

依據。 

關鍵詞：道路防災、防災系統、搶災復建 

一、前言 

臺灣地理位置於全球歐亞板塊及菲律賓海板塊交接帶，地理環境特殊，有山高、水

急、流短之特性，每當颱風季節或地震天然災害來臨時，往往無法避免遭受天然災害之

影響，加上近年來都市化的密集發展以及極端氣候等因素，使得環境脆弱性愈趨增加，

造成近年來災害頻率與規模均有增大之趨勢。[1]除此之外，政府間氣候變遷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於 2007 年公布氣候變遷第四

次評估報告指出，過去 100年間全球平均溫度上升 0.74℃，並出現快速增溫的現象，海

平面高度升高，熱浪、乾旱級豪大雨等極端氣候發生的強度與頻率增加，造成全球各地

面對各式災害衝擊也相對提高。[2]臺灣屬高風險災害地區，全球氣候變遷的衝擊影響到

臺灣的政府與民眾，是政府急需面對的國土安全問題。 

 

 

1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技正（通訊作者，聯絡地址：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 471 號 3 樓，電話：02-22253299

轉 335，E-mail: styang1230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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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去年(2015年)蘇迪勒及杜鵑風災造成新北市公路及市區道路嚴重受損，大多為坡地

災害為主因，而臺灣地區有 73.6％以上的土地是屬於山坡地與高山林地為主，坡地因地

形地質、植被、水文急開發狀態不同，所造成災害程度、模式亦有所不同。而坡地災害

類型發生頻率依序為崩坍、落石、路基坍方、土石流及地滑[3]，如圖 1所示。 

 

 

 

 

圖 1 坡地災害類型(1997-2008年統計) [3] 

而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根據歷史災害記錄及各鄉鎮土石流潛勢溪流警戒雨量值

（莫拉克颱風（2009年）之前警戒值）等因子，建立臺灣地區山坡地脆弱度分級圖進行

坡地災害脆弱區位分析與風險評估，依據風險概念考量降雨分佈以及自然環境與社經條

件的脆弱度，綜合上述得出脆弱度指標之坡地災害風險地圖，如圖 2 所示[4]，顏色越深

風險越高。 

 

 

 

 

 

 

 

 

圖 2 坡地災害風險地圖[4] 

以圖 2所示，以新北市轄內坡地災害風險地圖中較高風險地區為烏來及石碇地區，

風險達第 3 級，坪林、雙溪、三峽、汐止、中和、鶯歌、樹林、新泰等地區風險達第 2

級，新北市達第 3級部分一般屬山區為多，這些地區凸顯降雨強度高、地文條件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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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社會脆弱度高之特色，尤其是烏來地區在去年（2015年）蘇迪勒與杜鵑風災受創最

為嚴重。另外，風險達第 2級區域如三峽、坪林、雙溪等區域，在蘇迪勒與杜鵑風災造

成嚴重損害，新店區域風險達第 1級也造成嚴重損害，顯示在極端強降雨條件下，風險

低的地區仍無法倖免。 

蘇迪勒與杜鵑風災造成重創烏來交通，根據福山雨量站資料，關鍵致災原因是雨量

太集中，從 8月 8日凌晨 3點到 8點，短短 6 小時就下了 442毫米，破歷史新高，如圖

3所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曾分析 20年來，各地 3小時累積雨量，排行前 20名者，

有 16個集中在 2000年之後，近年這種「短延時強降雨」有增加趨勢。發生蘇迪勒與杜

鵑風災前，根據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公告，烏來只要雨量累積 550毫米，就有土石流發生

潛勢;在蘇迪勒與杜鵑風災後，烏來土石流警戒值有向下修正，信賢及忠治區修正為

350mm、福山區修正為 450mm，受災地區坡地仍為不穩定狀態，再發生土石流機率相對偏

高。另外，三峽竹崙路每小時雨量也到達 100 毫米，導致山洪暴發，沖走兩人[5]。這

樣降雨模式對於山區道路受創機率大增，對都市型道路常會造成路面排水不及、容量不

足而造成積淹水，這種災害特性是反應時間不夠，這對防災工作是極為不利。 

 

 

 

 

 

 

 

        

  圖 3 蘇迪勒颱風降雨分布特性[5]           圖 4 省道災點分佈圖[2] 

山區道路開發是造成坡地災害最主要原因之一，大量挖掘或影響坡腳穩定，及容易

有發生崩坍等坡地災害，開發後會來交通的便利及人潮，增加坡地災害曝露量，以圖 4

所示[2]，說明主要山區道路的開發與歷年道路災點之關係。以該圖顯示，新北市省道

系統常發生災害區域為北海岸台 2線沿線、台九甲線及台九線為主，北海岸道路災害主

因為落石居多，因海岸邊受風化侵蝕影響所致;台九線及支線以岩屑崩滑型為主，新北

市道路發生災害風險以東北向、南向及東南向居高，以防災角度而言是要特別留意之區

域。 

綜上，以道路防災觀點出發，短延時強降雨已經是目前極端氣候下正在發生的趨

勢，由蘇迪勒風災對烏來區降雨數據顯示，短時降下驚人的雨量對於山區道路上下邊坡

脆弱面就會造成極大損害，山區道路防災上有縮短應變的時間，而颱風災害可事前參考

氣象局或各國預測降雨資料顯得相當重要，套用災害風險較高之路段，災害時進行預警

性封路管制，或是採用相當監控設備，以隨時注意道路狀況，減少民眾意外發生。而這

波極端氣候的影響已經不是短暫的，而是陷入長期抗戰階段，民眾必須面對的，國土較

為脆弱的區域是否適合居住、大規模開發山坡地、發展觀光旅遊等，都必須重新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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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山區道路防災工作更刻不容緩進行，民眾自身安為也應該要有自我防護意識，遠離災

害減少曝險機會，政府與民眾共同面對居住安全問題。 

三、新北市道路災害應變作為 

新北市於颱風豪雨期間，道路經評估有發生災害危險之虞時，依循「新北市政府各

區公所颱風、豪雨期間封路標準作業」[6]之標準程序即時封閉道路，保障用路人生命財

產安全，並使公路運輸功能所遭受損害減至最低程度。針對颱風、豪雨期間封路標準作

業流程可分為：警戒階段、封路階段及開放階段等三階段，如圖 5所示。 

 

 

 

 

 

 

 

 

 

 

 

 

 

 

 

 

 

 

 

 

圖 5 新北市政府各區公所颱風、豪雨期間封路標準作業流程圖[6] 

3.1  警戒階段 

依封路標準作業流程在警戒階段共分為六項步驟，相關作業內容敍明如下： 

(一)颱風及豪雨特報發布： 

中央氣象局發布陸上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時，辦理確認動作(何時發佈及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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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針對下列原因列入警戒範圍之路段進行勘查： 

1.根據歷史災害紀錄新北市政府將轄內烏來北 107 線、北 107-1 線及三峽北 114 線，列為

重點警戒監控之路段。 

2.接獲用路人、當地居民、警政單位通報或發布為土石流警戒區，經養路單位勘查、認定

需要者。 

3.養路單位巡查或網路監看該路段雨量站資料、氣象局雨量站等資料，經認定有需要時。 

(三)由區長或指定代理人認定警戒範圍： 

公所人員經勘察警戒範圍，並提報專業意見予區長或指定代理人認定警戒範圍。  

(四)由各單位針對警戒路段進行警戒： 

警戒路段之轄區公所進行雨量監控並不定時派員巡查。 

1.公所人員編組及待命。 

(1)公所立即建立封路任務編組人員，其相關人員待命。 

(2)依封路任務編組表內，警戒及封路管制組 24小時輪班警戒。 

(3)公所聯絡所屬搶災廠商，及監造設計單位同步進行待命。 

2.監控及巡查。持續監看該路段附近雨量站即時資料及不定時派員巡查，每 2 小時填報表

格報陳區長或代理人。 

3.通知警察單位同步警戒待命。公所經警戒範圍勘查後報請區長或代理人認定後，應請警

察單位同步待命。 

4.持續警戒。依本作業流程四步驟內容說明持續辦理。 

(五)依據下列標準確認是否到達封路標準： 

1.列為重點監控之路段(如烏來北 107線、三峽北 114線等)時雨量已達下列情形者： 

(1)附近測站雨量達 40 mm/hr且 200 mm/24hr 

(2)附近測站雨量達 80 mm/hr 

(3)附近測站雨量達 150 mm/2hr 

2.其他單位通知道路路基附近流水流異常或有異常河床變動時，且現場道路下邊坡已有明

顯掏空、沖刷或道路鋪面已產生裂縫時，經養路單位認定有危及道路安全之虞時。 

3.各路段（含重點監控之路段）如有下列情形者，經養路單位認定有危及道路安全之虞時

仍需辦理封路： 

4.道路鋪面已有明顯張力裂縫、道路附屬設施（側溝、人行道等）已有明顯變形、破壞或

路基有傾斜、下陷等跡象 

5.道路上、下邊坡土（岩）層已有滑動、掏空、湧水，或相關擋土牆、岩錨、土釘等邊坡

保護工已有明顯裂縫、位移、滑動、變位等，邊坡具有潛在破壞勢能者。 

6.道路已有零星土石崩落，經養路單位認定仍有持續坍落之虞。 

(六)由區長或指定代理人下達封路命令： 

公所人員依本作業流程五判斷認定需封路時，應立即陳報區長或其指定代理人，進行整體

評估後下達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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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封路階段 

當接獲封路指示時，公所同仁立即至現場辦理第一階段簡易封路並電洽搶災廠商進場。 

(一)公所同仁立即至現場進行第一階段簡易封路： 

1.經區長或指定代理人下達封路命令後，公所同仁立即至現場，於道路兩端同時佈設，警

示帶、交通錐、警示燈、蜂鳴器辦理第一階段簡易封路。 

2.公所人員聯絡所屬搶災廠商攜帶必要阻絕措施或所需救災機具，趕赴現場。 

3.公所人員視現場需要聯繫所屬搶災監造、設計單位進場，進行搶災工作評估及專業建議。 

4.同時通知警察單位配合交通維持及第一階段交維。經區長或指定代理人下達封路命令

後，應立即通知轄區警察局單位至現場，協助維持交通及封路前已進入該路段人員安全

確認。 

5.橫向聯繫如台電公司、自來水公司、各里辦公室、醫療單位及警察單位等相關機關，並

通知本府災害應變中心。 

(二)由搶災廠商進場辦理第二階段簡易封路，並視情形進行搶災作業： 

1.搶災廠商接獲公所通知，應立即趕赴現場，以充水式或 RC護欄、拒馬、交通錐、警示燈

等設施進行第二階段完全阻絶，必要時設置封路告示牌、替代路線告示牌。 

2.現場如有災害（損壞）發生，搶災廠商相關人員、機具進駐現場進行災修。 

3.公所人員現場檢核相關項目，並陳報區長及代理人。 

(三)每 3小時檢查現場搶災進度及現場雨量及狀況： 

封路作業完成後，公所人員觀查雨勢變化及現場搶災情況，每 3 小時填報（表四）檢核災

修進度，相關道路是否可開放通行。 

(四)檢查現場確認安全無虞： 

公所人員依流程九檢核後，應須綜合研判雨勢及現場情形，確認安全無虞報請區長或指定

代理人。 

3.3  開放階段 

(一)區長下達開放通行： 

區長或指定代理人經公所人員依流程九、十檢核後，確認安全無虞報，經區長或指定代理

人審視後下達開放通行。 

(二)恢復通行： 

針對之前設置的安全警戒設施進行撤除，並通知橫向機關，恢復警戒路段之通行，惟現場

持續觀察警戒，特別注意路基沖刷或其他邊坡坍滑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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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害復建管理系統應用實例 

4.1  管理系統簡介 

本節將介紹新北市政府災害復建管理系統功能，本系統使用介面如圖 6，透過帳號及密碼

登入系統後，主要分為二部分，其一為案件管理模組，內部分為災害案件上傳、災害案件查詢

及 Excel 表格上傳三部分；其二為其他管理模組，也就是使用者管理介面，本系統將使用者分

為四部分，依序為訪客、一般使用者、單位主管及管理者，其中管理者權限為最大，訪客權限

僅止於瀏覽災害復建狀況，並不可以更改，另外一般使用者為各復建單位承辦同仁，管理者為

各復建工程單位主管同仁，依不同權限進行分工操作，協同參加紀錄。 

 

 

 

 

 

 

 

 

 

 

圖 6 新北市政府災害復建管理系統使用者介面 

案件管理模組第一部分功能為災害案件上傳，除了採用過去以座標方式登入方式，還增加

以拖曳方式登入災點位置，讓災害位置之登入增加彈性修正，點入之後為案件查報功能，其登

入內容分為案件發生日期、地點、座標、復建工程案名、災損情況及說明、破壞模式與可能致

災原因分析與檢討、工程進度與其他項目、復建工程總金額、復建計畫、預計及實際進度、工

期等項目，讓復建工程履歷得以完整呈現。接下來案件登入後即可以進行每日列管及更新工作，

案件由災害案件查詢子模組查詢與更新，透過區域與復建單位來進行搜尋可得出想要查詢案

件，以表列方式呈現，或是改以地圖方式呈現，如圖 7。案件更新功能可選擇「維護」鍵即可

做定期更新作業，系統也需要使用者更新災害時之照片、施工中的照片及竣工照片，有完成內

容方可解除列管，未完工解列案件在地圖上為紅色標籤所示，已完工解列案件以綠色標籤所示，

讓使用一目了然目前施工狀況。 

最後是 Excel 表格上傳，主要上監造單位必須進行每日進度更新報表功能，讓案件進度得

以控管，不論出工數量、機具使用及材料調度均呈先在報表中，讓業主及監造單位掌握復建進

度，並適時調整做出適當決策，讓案件做出最快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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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系統案件查尋模組使用者介面 

4.2  管理系統實際操作 

由於去年蘇迪勒及杜鵑風災造成新北市公路及市區道路嚴重受損，搶災及復建的時效影響

民眾甚鉅，以工務局復建工程為例，共需執行 103 處災害復建工程，採用 104 年災害救災及復

建工程開口契約進行復建，然而有部分開口契約廠商無法負荷，協調以跨區支援方式辦理復建，

以三峽地區為例，災點數就高達 60 處，就分為二的復建開口契約進行施工，以分擔工作量及時

效管理，也縮短災害勘災時間加快設計時程，施工時能量也得以提升。勘災後的資料登入管理

系統進行管理，後續案件可提供養護單位承辦同仁、技師進行使用，若在同區域附近路段後續

有發生災害時均可作為設計依據及參考，所以施工工項、復建計畫及圖說可以導入系統中作為

後續使用。搶災後之照片及作為也一併同步紀錄，也是有相同作用。 

操作上主要是監造單位為填報單位，當然在填報時必須同步與業主與承商確認後得出需填

報資料，有問題也及時提出進行討論及修正，其中工程進度與相關資源調度是在復建工程中很

重要的一環，當系統紀錄需要復建工程災點，很清楚在圖上表達時按路線承商安排施工進度及

工班調度，每日回報施工能量表報均有呈現目前施工狀況，但是工程施工時有天候因素、復建

規模影響、出工能量、材料出貨、成本考量等因素，導致施工速率下降不按先期所規劃目標完

工，這時業主及監造單位就必須積極主動協助解決進度下滑問題，透過系統圖資檢視未完工案

件如圖 8，檢視工區單點進度、各工班施工位置、施工能量等，進行復建工程資源調配，讓落

後或是未進場施工工程不致於閒置太久，持續積極施工。在管理系統下施工決策讓三方有所依

循，減少介面問題。 

 

 

 

 

 

 

 

圖 8 系統整合資源與平台溝通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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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復建管理系統紀錄災害復建過程施工履歷的留存，可以讓機關內部人員作為後續災害

設計參考，並可以讓機關內部新進人員提供訓練與查閱，讓復建工程作業可以進行知識傳承，

也就是做為機關內部知識管理的重要工具。另外，當系統資訊依年度累積復建資訊，將可以比

對發生有紀錄災害位置與復建工程資料及照片紀錄於系統內，比對當初所設計與日後災害損害

情況，可減少爾後設計錯誤及預防的空間。 

歷經去年蘇迪勒與杜鵑風災過後，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累積相當搶救災及復建工程經驗，誰

也不希望災害發生，但是極端氣候下道路災害損害機率增大是不爭的事實，除了做好充足準備

外，復建工作做好協調與整合工作，這樣讓道路可以快速恢復原有服務水準。 

五、防災資訊支援決策應用探討 

以新北市災害復建管理系統為資料收集工具，再將各式圖資作跨域整合，作為新北市政府

工務局進行災害管理的重要工具。道路防救災是有節奏的，交通部公路總局防災中心執行秘書

陳進發在「防救災之節奏」提出[7]，防災節奏分為災前、災中及災後三部曲，如下圖 9 所示。 

 

 

 

 

 

 

圖 9 交通部公路總局防救災之節奏[7] 

根據上圖所示，本研究針對防救災節奏提出建議與調整，新北市可在災前預判及部署、災

中的預警及應變、災後的搶通及復建工作，可做為新北市政府工務局防救災步驟參考，以下本

研究提出防災步驟「災前、災中、災後」因應作為，可做為日後新北市在道路防災做決策支援

之參考。 

5.1  災前預判及部署作為 

在災前必須收集相關圖資進行分析整合，包括天氣資訊、地質資訊、道路基本圖資、過去

歷史災點、衛星影像、橫向聯繫等，以做為防救災資訊決策基礎工具。相關天氣資訊可參考單

位有氣象局、水利署、水保局、天氣氣象公司、世界各國資訊(如日本 JAXA、MTSAT、美國

NOAA、NASA、CIMSS 等單位)、交通部公路總局 Safe Taiwan 平台等資訊，這些已經是公開資

訊、本研究建議利用 Google Earth 進行資訊串流，即可得到即時天氣圖資訊息，各養護單位不

用再進行系統開發與建置即可使用，如圖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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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各種天氣圖資套疊使用 

利用述上資訊可以預判風災及水情資訊，讓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可以提早知道雨量大小，並

執行天氣監控作業，對於預判風雨較為強勢地區進行機具與人力部署，以今年度來說，由於新

北市烏來區及三峽區是蘇迪勒及杜鵑風災受創最為嚴重的區域，如今年有颱風進來之時就會預

先部署機具在北 107 線 8.5 k 及北 107-1 線 3k 的位置上，增加部署能量、強化機具動員、結合

國軍應變，讓防災能量提升。 

遇到颱風類型的災害，是有時間進行相關標準作業流程的檢視，檢視機具能量、清點裝備

數量、檢視相關道路排水機能、道路附屬設備功能正常運作，不過地震災害及無預警災害是沒

辦法事先準備妥適等待災害來臨。 

5.2  災中預警及應變作為 

 依據「新北市政府封路標準作業程序」[6]，當列為重點監控之路段烏來北 107 線及三峽

區北 114 線封路雨量達附近測站雨量達 40 mm/hr 且 200 mm/24hr、附近測站雨量達 80 mm/hr、

附近測站雨量達 150 mm/2hr 之情況，符合上述列狀況之一者執行封路作業。所以目前這二條路

線是有關規定封路標準，其他路段按指揮官視狀況需要封路處理。所以災中監控雨量以作為封

路依據，並通知當地區公所進行封路作業，參考氣象圖資預警約何時進行封路管制，雨量達到

行動值時進行封路，強化預警功能。 

另外，台灣地區常發生地震與強降雨，針對地震達一定級數時，可能又要面對強降雨發生

時，本研究建議採用圖資套疊方式找出較有可能致災區域與路段，當發生地後氣象局提供地震

圖資，以圖 11(左)所示，氣象預報另提供定量降雨預報時，將二者套疊後可發現地震級數高的

區域與定量降雨預報越深的區域重疊時，如圖 11(右)，表示該區域可能發生落石或地滑等災害，

假設在套疊易致災路段或較為敏感區域地質圖資，亦可找出最有可能發生災害路段，可在較為

安全區域部署機具，如有災害可快速增加應變能力，預先警示用路人及早避開，減少意外發生。 

對於國內氣象局或國外預測氣候單位，提供預警之資料，可做為在地防救災單位做為參考

依據[8]。災中透過氣象圖資監控雨量及風災情況，及早做好準備，讓意外事故發生降低，後續

再持續強化通報用路人工具，讓用路人避免前往或提早改道，減少意外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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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地震級數與定量降雨圖資結合找出可能致災區域 

5.3  災後搶通與復建作為 

災後因強降雨造成道路上下邊坡損害，這時道路養護機關必須進行搶通及復建工作，而山

區道路破壞模式分為主要四大項[9]，(一)沖蝕（刷）型：漫地流路基流失、地表沖蝕、向源侵

蝕、凹岸沖刷、（二）滑動型：淺層滑動、深層滑動、順向滑動、（三）土石流、（四）墜落型：

落石，以去年蘇迪勒及杜鵑風災為例，上述破壞模式在新北市道路均有發生，在烏來區北 107

線及北 107-1 線更需復建點數為 19 件，均屬較大規模道路災害，最為名景點烏來台車也造成路

基掏空，鐵道懸空的情況，如圖 12(左)，本件也在第一時間建構人行棧橋供民眾通行；另三峽

區北 114 線 6.2k 也發生道路側下邊坡基樁被大豹溪沖蝕倒塌，道路下邊坡掏空，如圖 12(右)，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在 10 天內搭設鋼便橋搶通完成。也就是成為孤島地區必須在災後盡速恢復通

行，孤島地區已有受損道路亦即須進行修復，所以第一時間必須完成搶通工作，以利物資與病

患後送的工作可持續進行。 

 

 

 

 

 

 

 

圖 12 烏來區北 107 線 1.15 及三峽區北 114 線 6.2k 道路受損情況 

對道路主管機關而言，面對未來災害的挑戰，必須要新的應變作為，找出較易致災道路，

讓道路主管機關可以及早進行預防與管制，去年蘇迪勒與杜鵑風災造成新北市管轄公路系統及

市區道路共計 237處需復建災點，透過災害復建管理系統將災點 kml檔以 QGIS 轉出為 qgs檔之

後如圖 13(左)，受災行政區共計 13 區域，主要偏向山區型城鎮為主;再以 QGIS 功能表列選擇

「影像」、「熱區圖」，統計半徑為 1000 公尺所得出重疊範圍有顏色層次圖，其中災害發生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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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其顏色越深之災害熱區圖，如圖 13(右)， 可以得出各區受損較為嚴重的路段。 

 

 

 

 

 

 

圖 13以 QGIS分析災害熱區圖 

然而，要預判坡地災害發生位置與時間在技術相當困難，必須有相當預算經費、人力、物

力及充裕時間來進行調查，針對自然邊坡及人工邊坡進行列管觀察，所以在預判工作顯得困難

重重，然本研究藉由圖資套疊方式相將高危險易發生災害坡地進行調查，將地質災害潛示圖套

疊於災害熱區圖，將岩屑崩滑高潛勢區與熱區顏色較深找出，表示這些路段上發生自然邊坡坡

地災害相較比其他路段來得高，是值得道路管理機關加強檢視路段，如圖 14 所示，黃色虛線所

框的路段是相較易致災路段，找出路段後針對黃色虛線所框路段進行調查及追蹤，請專業人員

進行研判，發現有立即危害時可進行快速補強工作，以達事先預防工作。 

 

 

 

 

 

 

 

圖 14以套疊方式找出易致災路段 

坡地災害預測是相對困難，以這樣方式可以籍由環境及歷史資料在眾多路段找出相較危險

路段，對防災工作是可以提早因應與面對，預判可能致災區域路段，事前佈署機具人力增加應

變時間與空間，預先警示用路人及早避開災害之發生，未來道路主管機關必須加速去面對的部

分。在易致災路段或是較敏感路段應該建立自動化監測及 CCTV應用、建立部分路段 CMS資訊可

變標誌、提供 LBS適地性災害簡訊緊急廣播系統功能、建立道路災害管理系統並加值應用等等，

建立自動化監測及 CCTV應用，建議仍部設在仍有疑慮之路段，並以 CCTV應用作前後路段監控，

有狀況透過監視系統進行比對查閱，進行管制與封路作業，減少外車進入;在易致災路段附近路

段建立 CMS 資訊可變標誌，提早告知用路人前方路段狀況，做改道及遠離災區，另以 LBS 適地

性災害簡訊緊急廣播系統通知用路人，減少意外傷亡發生。人們面對極端氣候下，強化道路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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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應變與作為，讓民眾通行安全得以保障，是目前政府部門首要工作。 

六、結論 

去年新北市招受蘇迪勒及杜鵑風災影響，道路上下邊坡損害嚴重，今年(2016)6 月 6 日已

將大部分道路修復完成，僅剩烏來北 107 線 8.5k 上下邊坡損害進行中期防災能力提升復建工

程，將在年底完成。在面對極端氣候下本研究對於目前政府部門提供一個災害應變的新做法，

以收集災害點位、建立災害熱區圖、套疊地質災害潛示圖等，期盼找出較為敏感道路進行巡查

檢視，發現問題盡早預防處理，減少意外發生。另外也透過地震即時圖資與定量降雨圖資套疊，

找區域內易發生災害路段，提前部署機具人力，如有災害可快速增進應變能力，讓防災工作更

為有效率。敏感路段採用自動化監測及 CCTV應用、建立部分路段 CMS資訊可變標誌、提供 LBS

適地性災害簡訊緊急廣播系統功能等，以增加敏感路段監控能力，有災害提早告知用路人避免

前往。未來也建議道路管理單位進行各年度災害資料收集，透過大數據分析相關災害熱區，讓

數據分析更為貼近現況。 

地方政府面對極端氣候下道路維護是更具挑戰，地方政府之 EOC(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防災體系於災害發生時應發揮通報 (Report)、聯繫 (Communication)、動員

(Mobilization)、調度(Dispatch)、協調(Coordination)及整合(Integration)等功能，以便執

行、指揮、督導相關救災措施，本研究建議 EOC 仍必須提供相對充分資訊給道路主管機關，以

做出最有利之決策判斷。雖然新科技有無限可能，但必須結合專業人士的經驗與決策判斷，政

府部門通力合作讓災害復元更為快速。最後，加強民眾防災應變教育訓練，容易成為孤島需要

提早撤離疏散，改變思維，在災害發生前讓民眾遠離災害，方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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