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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的研發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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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理條件特殊、地質狀況複雜與氣象天候多

變，境內民眾生命財產與重要基礎建設，無可避免地須

面對地震、颱風、洪水等多重天然災害所造成的威脅。

上世紀下半葉以來，地殼運動趨於活躍，地震規模超乎

預期、氣候變遷異於往常，降雨頻幅屢創新高、山崩地

裂屋毀橋斷的災情屢見不鮮，以往「人定勝天」的工程

建設信念已淪為華而不實的口號。天然災害既然無法克

服，取而代之的，防災與減災已成為當代基礎建設的主

流思潮。

本期聚焦於防災，以技術研發為經，產業應用為

緯，邀請國內多位在此議題上多有研究的學者與專家發

表文章，以饗讀者。

張荻薇理事長撰寫「天災環境下 ─ 防災意識的覺

醒與防災新思維」一文，論述台灣的天災環境及工程建

設所需面對的天災風險，並對防災的新思維與防災策

略的發展趨勢等課題提出具體看法：提升「災後復元

力」，須先將「災害最小化」，並從「基礎建設強韌化」

及「減災技術高度化」著手，這也是因應氣候變遷減災

的根本方法。

張國鎮教授發表「應用先進科技 降低震害衝擊 ─ 

國震中心研究發展與挑戰」，闡述其所主政國家地震工

程研究中心七年來在「震前準備」、「震時應變」與「震

後復建」等方面的研發成果，尤其南部實驗設施預計於

106年 8月正式啟用營運，未來將可進行近斷層地震、

高樓層地震模擬等相關研究，建構世界級地震工程研究

重鎮，期能從創造在地價值，邁向全球卓越。

彭振聲局長等人撰文「臺北都會區防減災害探討 ─ 

以土壤液化潛勢區分析評估為例」，報導臺北市政府更新

臺北市轄區土壤液化潛勢資訊及建置臺北市區土壤液化

潛勢查詢系統，公開臺北市之中級精度土壤液化潛勢圖

之最新發展，作為後續臺北市都市規劃與防災之應用參

考，對於市政建設與都會防災之推動當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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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安副局長闡談「從全球氣候變遷 ─ 談新北市減

災調適策略」，文中報導新北市政府目前針對氣候變遷衝

擊所採取之減災調適策略，包括：調查繪製災害潛勢圖資

及防災避難地圖、建構智慧防災監測系統、強化各區公

所防救災能力、建置及管理防災公園暨戶外避難處所與製

作防災手冊，落實全民防災教育等方面均有具體作為。

宋裕祺教授等人藉由「橋梁生命週期防災管理

系統建置技術研發現況與探討」一文，詳述國家地震

工程研究中心近年來在橋梁防災管理系統的研究與發

展，內容涵蓋橋梁檢監測、地震災損評估、洪水沖刷

與材料老劣化等多重災害之評估與管理，可供為橋梁

管理單位執行防災管理之參考。

張國楨教授等人著述「應用無人飛行載具於山崩及

河道變遷之量測分析 ─ 以來社溪為例」一文，透過無

人飛行載具空拍模型的比對，研判來社溪的河道變遷，

定量計算崩塌區量體、土砂淤積量與高程變化量等，呈

現無人飛行載具於防救災應用之可能性及優勢。

張哲豪教授等人撰著「洪災曝險街區之即時動態

演算架構」一文，以第三代更新的淹水模式為基礎，

採用氣象局提供的 QPESUMS即時降雨資料與預報

降水產品，取代設計雨量，並以平行化與作業化的方

式，在 1小時之內計算未來 3小時淹水模擬結果，製

作淹水潛勢圖，並採用即時作業化計算方式，持續不

停運作，達到即時洪災曝險街區估算的可能性，對於

都會區淹水防範提供行的預測模式。

長期以來，政府投資在基礎建設的經費相對偏

少，在防災領域的投入更顯不足。欣聞行政院即將推

動《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編列 8年 8,800億元

的預算從事軌道、水環境與綠能等建設工作。在此呼

籲，政府應更加重視防減災工程，逐年編列預算推動

防災科技，以減少天然災害引致的人命傷亡與財經損

失。同時也期待產官學研各界，深耕防災研發，提升

防災技術，發展防災產業，作為政府施政的後盾，共

同為營造一個災害最小化的台灣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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