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逐字稿開始> 

⚫ 上半段： 

 

接下來請聽生活 In Design，美好早晨，來一段愛智之旅吧！。漫步在社會的街角，開啟我們與自己的

對話。穿梭在文化的迴廊，重拾我們與土地的羈絆，生活 In Design，為理想生活提案，設計所有幸福

的可能，週一到週五，早上九點到十點，我是嘉妮，歡迎收聽，生活 In Design。 

 

【主持人-嘉妮】：各位聽眾朋友早安，歡迎收聽生活 In Design，我是嘉妮，今天呢我們一樣天氣受到

低壓帶的影響，所以早上來電臺的時候就覺得還蠻涼爽的跟上週比起來，那現在呢看向窗外也以經在

下雨了，那我們也知道說最近有一個颱風，它才剛剛離開嘛，當然是對臺灣沒有直接的影響。那夏天

其實就是一個颱風非常容易發生的一個季節，大家還記得以前颱風來的時候，如果是那種直接會登陸

臺灣的，通常呢就會看到政府會立刻的來成立中央的這個應變，災害應變中心，那其實就是為了要來

防止說颱風帶來的這些強烈的陣雨強風會造成很多的災害，那這個跨領域跨部會的災害應變中心，其

中我們的災防中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在裡面呢就擔任了情資研判組召集的工作要來提供最即時

而且最完整的災害情資，到底他們是怎麼來做的呢？今天呢在我們的災防知識補給站當中跟大家談談

精準的防災科技。今日夯話題，我們今天呢最主要來談中央的災害應變中心嘛，那我們就不得不提到

一個很重要的法律，災害防救法在5月今年5月的時候，三讀通過修正災害防救法裡面修正了非常多的

內容。是為了要因應，因為全球的氣候變遷，災害發生的頻率增加，而且規模擴大，那我們要來提升

大家每個人的防救應災的應變能力，然後來強化整體防災的能量，所以呢要來完備，各個各級政府的

分工機制，所以他們就增訂直轄市啊市政府下轄區的那個區公所可以設立專責單位成立應變中心囉。

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就可以視災情來研判情況跟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或適當的地點成立一些協調所，整

合救災資源，那也要求政府結合防衛動員準備體系跟學校醫院等等，讓我們的災害可以整備起來，那

同時為了方便各級機關可以在急需的時候，可以徵用或徵購到救災機具的資訊，修法呢也訂說各級政

府應該要定期的調查說，有哪些的機具有哪些的專業人力建立資料庫，那為了要積極來建立我們大家

每個人的防救災理念，三讀通過的條文也說各級政府機關、公共事業、公私立學校、醫院、團體公司

也要來實施災害防救訓練跟演習，那這個呢是關於我們的災害防救法，當然裡面還有修正其他的像是

災害經費啊、還有一些法律上面的一些保障，其實就是為了提供我們在面對越來越，頻率越來越增加

一些規模越來越大的災害的時候，我們應該要怎麼樣的來應變？減少我們這個財產以及生命上面的損

失，那接下來呢我們在災防知識補給站當中跟大家更詳細來分享說，實際上災害發生，尤其是像颱風

地震這樣子的大規模災害的時候，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到底是要做哪些事情呢？那我們的國家災防中

心又做了哪些情資上面的提供。今天呢就會分享給大家。 

面對氣候變遷，認識災害防救，聽見科技整合，災防知識補給站。 

歡迎回到生活 In Design 災防知識補給站，今天呢我們要用精準防災科技來守護大家的健康跟安全喔，

臺灣呢位於大陸跟大洋的交界，所以其實每年受到梅雨啊、颱風啊帶來的劇烈降雨跟強風，那尤其是

現在7、8月份即將要迎來颱風的季節，那我們的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為了要守護大家的安全，我們

就有最新、最精準的防災科技要來提供給大家，那同時他們也肩負了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情資研判組召

集的工作，今天呢我們就會邀請到我們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于宜強組長來跟我們分享他們如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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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最即時而且最完整的災害預警情資給大家，那我們就請宜強組長來跟我們打聲招呼。 

【受訪人-于宜強】：大家好，我是災防科技中心氣象組組長于宜強。 

【主持人-嘉妮】：好，組長，我們上次的時候也是您來幫我們做介紹，主要就是介紹說你們有哪些的

服務？哪些產品是關於我們這些氣象天災的災害防救的部分。 

【受訪人-于宜強】：是的。 

【主持人-嘉妮】：那我們今天呢，我們就要來好好的來聊聊這些資料，尤其是這種大數據資料庫如何

把它整理，然後應用，最後呢提供給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來做一個應變，來談談應用的部分，那想要請

問一下我們要來做一個精準的防災科技，過去防災科技跟現在的防災科技是相比之下是越來越精準了

嗎？ 

【受訪人-于宜強】：嗯，是的，過去在應該這樣講，防災這件事情在臺灣其實從古代到現在是持續進

行的。 

【主持人-嘉妮】：是。 

【受訪人-于宜強】：因為臺灣這個地方呢夏天會有颱風，然後我們又在這個火環帶，就是地震比較多

的地方。所以過去的這個居民在這個地方其實都一直在承受颱風或地震這樣的災害，那到了光復以後，

國民政府到了臺灣，然後開始經營臺灣這個地區，而過去我們怎麼面對防災呢？就是災害來的時候，

我們才開始去瞭解到底有多大的影響，然後政府才開始用救災的方式在處理，所以過去的防災其實是

被動式的，那一直到2000年，就是災防法開始通過執行以後，開始引進了一個概念叫做災害預防這樣

的一個概念，所以就開始運用科技的方式去瞭解災害，甚至希望能夠去這個對災害做進行觀測，然後

甚至可以預報，那透過這個方式來提升我們對災害的防災預警，甚至應變的一個能力。 

【主持人-嘉妮】：瞭解。所以其實可以這麼說，因為天災他是自古以來其實就不斷在發生，因為臺灣

我們處在一個非常特別的地理環境嘛，不過我們可以用越來越先進的科技來先，事先做一個瞭解，瞭

解他怎麼發生的以及去判斷說，他有沒有可能在未來的哪些哪幾天發生？那我們要做什麼樣的判斷，

等於是說我們過去是做不到這些，但是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做到這些。所以呢在我們的氣象的歷史資料

是不是就很重要？ 

【受訪人-于宜強】：當然，因為地球是這個1年四季在循環，所以春天會發生什麼事情？夏天會發生

什麼事情？然後甚至冬天會發生什麼事情？其實它是一個輪迴，透過這個輪迴，我們從歷史資料裡面

大概就可以瞭解，在這個時間可能會發生什麼樣的一個天氣事件會影響到我們，那上一次我們講過只

要影響到我們的生命財產安全的這個事件，我們就可以稱為災害事件。所以透過歷史資料的分析其實

我們就瞭解這個地方氣象的影響，可能會造成多少的不便，甚至有多少會造成我們的生命財產損失的

這樣的一個災害事件。所以分析資料就非常的重要。 

【主持人-嘉妮】：是，所以我們才會說氣象它是一個大數據資料庫，就是因為那個大數據裡面包含很

多是過去的歷史的氣象資料。所以裡面提到的氣候監測，是不是就是指比較過去的這些資料的一個監

測。 

【受訪人-于宜強】：在氣象上，其實我們在分析不同的事件，其實是可以用時間尺度來做一個劃分。

那一般來講我們的午後對流我們叫稱為小尺度的天氣是。那颱風啦或者是這個像最近影響我們的高氣

的高溫這樣大概幾天的這種天氣尺度，我們就稱為中觀天氣的尺度這樣，然後更長的可能像旱災啊甚

至聖嬰年這樣的一個長的，我們就稱為氣候尺度的這樣天氣，所以對災害來講，如果一個長時間發生

這個不下雨像我們最近長時間的高溫時間很長，所以我們會用氣候這個名詞來描述這樣的一個時間尺

度的一個災害，所以氣候觀測其實某種程度就是時間很長，那我們要濾除一些小的天氣系統的一個影

響，瞭解這個整個趨勢是什麼樣子呢？因為這個趨勢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時間很長，那我們的容

忍度是不是可以對抗這樣的一個不便，如果不行的話，很可能對我們來講就是一個不可挽回的一種衝

擊。 



【主持人-嘉妮】：瞭解。所以其實這個真的是特別有趣他是跟時間尺度有關係的，如果時間尺度把它

拉長他可能甚至是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這樣子的情況。他是一個長時間的話，我們就用氣候監測的方

式來做一個長期的觀察，然後去作為未來這個我們的災害應變，所以比較短時間的就是單純的每1天

的小尺度的天氣的監測，我們可以這樣說嗎？ 

【受訪人-于宜強】：是的。所以在氣象學裡面，天氣大概就是分成10天以內，每一天的一個天氣變化，

那明天會不會下雨或者是在下個這個禮拜裡面會不會有颱風影響，這就在天氣尺度裡面。那長的時間

就是，我們下個月或者是下一季。我們的雨量是偏少。成為氣候尺度的這個事件。 

【主持人-嘉妮】：是，瞭解。所以這個資料蒐集之後，其他應用的目的也不太一樣。 

【受訪人-于宜強】：是的。 

【主持人-嘉妮】：天氣主要就是我們要現在想要知道的情況，現在要做什麼樣準備所做的情況，不過

氣候監測他長時間他可能就是真的是做一個比較長期的準備，所以天氣監測跟氣候監測其實都是很重

要的一環，那這些都是屬於叫做就是整個全部，它們都是氣象資料嘛，都是我們的資料，這些資料其

實也是需要透過轉譯的方式才能夠應用於我們的災害的這些預警的分析是嗎？ 

【受訪人-于宜強】：是的。一般來講我們一個氣象預報員訓練，過往我們再找早期就像我是從軍中的

這個服役，然後轉轉業到防災來，以前我們在學的時候有點像師徒制，我們要從這個觀測天氣甚至我

們要從抄收電碼甚至要分析天氣圖，然後再到天氣預報，在這一系列的這樣的資料，然後來瞭解目前

影響我們的天氣狀態。那民眾還是看不懂，所以呢我們必須要用民眾瞭解的語言去告訴民眾說，這個

接下來的天氣是怎麼樣影響你？所以以前在不是很精準預報的時候，常常會有明天的天氣是「多雲時

晴午後短暫雷陣雨」好像有晴又有雨。 

【主持人-嘉妮】：對，甚麼都收到。 

【受訪人-于宜強】：對，甚麼都有，那現在呢就開始很比較精準的來描述這樣的事情，他怎麼描述呢？

他可能就要告訴你說明天下午的二點到三點可能有午後大雷雨，然後這個傍晚以後到隔一天的早上可

能天氣是晴朗的，這樣的方式來描述天氣預報，就有點是把我們的複雜天氣資訊做一個轉譯或者是做

一個民眾能瞭解的一個訊息。 

【主持人-嘉妮】：是。 

【受訪人-于宜強】：他能夠瞭解、能夠運用就可以達到所謂的精準的這樣的一個字眼。 

【主持人-嘉妮】：嗯，就會發現說真的氣象預報是真的越來越精準，而且是可以準確地告訴你，那可

能那幾個小時會下雨喔，大家特別的留意這樣子。所以呢在氣象資料當中，其實能夠越來越精準原因

背後也歸功於這些大數據其實資料也是越來越龐大嗎？才能做更好的這個分析跟應變。 

【受訪人-于宜強】：是，我們上一次有稍微提到氣象科技的進步，從觀測資料的一個演進包含我們從

過去的地面觀測到後來衛星雷達觀測，那同時呢在數值方法在科學家的這種演算技術的精進，我們就

會發展數值模式，這個數值模式呢也可以讓我們很針對未來的天氣去做一些演算，數學演算，這些演

算包含了物理流體力學都在這個涵蓋的範圍裡面，透過這樣的演算呢我們就可以很瞭解說，未來這個

天氣在哪一個時間點上可能會出現什麼樣的一個轉變或變化，會不會下雨啊或者是雨會不會停啊，這

個都可以透過這個模式來做計算，所以透過龐大數據觀測，透過這個精細的模式的計算，我們就可以

讓氣象資訊的精準度或者是他的細膩度凸顯出來。 

【主持人-嘉妮】：瞭解。原來他背後還有這麼多的理論，而且還有很多的各式各樣的專業的人才，物

理方面、數學方面、還有科技技術方面等等，各式各樣的人，然後呢來背後形成這樣子強大的運作的

組織，他才有辦法來做這麼精準的一個預警，跟這個我們把資料轉譯成為可以應用的一個資料，那接

下來我們就來談談另外一個，這些資料其實轉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其實是為了要提供中央的政

府能夠面對災害的時候能夠有所應變，我們就來好好的來聊聊這塊。關於我們災防科技中心對於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所所提供的幫助究竟是哪些呢？ 



【受訪人-于宜強】：根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的作業規定，這個規定裡面，災防科技中心呢是負責情資

研判組的召集，那這個小組呢其實含含括了氣象局、水利署、水保局甚至公路總局，還有農委會的這

個林務局甚至內政部消防署和營建署都在這個裡面，那我們把這些資訊大概可以囊括分成氣象諮詢、

水相的諮詢、土相的諮詢跟災情，把這些資訊和在一起之後，我們就會瞭解一個事件，在氣象上的一

個影響的的原因是什麼？然後他這個雨下到陸地上來之後呢，是不是會造成淹水？是不是有土石流可

能會發生？甚至他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交通，然後有沒有人在裡面受到影響？這些所有的資訊就會作

為我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在做人力、物資的調度，甚至呢政府的一些行動的一個參考重要的依據。 

【主持人-嘉妮】：比如說跟這個明天決定停班停課也是很重要的，也是會參考你們的情資作判斷。 

【受訪人-于宜強】：那當然，因為停班停課的標準大概就是風力有多少？這個下雨下多少？有沒有災

情發生？所以都在這些資訊裡面，所以一般來講地方政府透過中央應變中心發佈的這些資訊，他就可

以決定明天要不要停班停課。 

【主持人-嘉妮】：哇！所以這個這個責任真的是非常重大，而且尤其在除了停班停課之外，它牽涉到

的真的就是整個災害啟動應變措施的時候的一個很關鍵的基本最基本的判斷，要不要做這件事情，所

以作為情資研判組召集的工作，所以主要是就是要統合這些部會所提供的資料嗎？ 

【受訪人-于宜強】：是的。其實在這些資料裡面就是來自於不同的部會，像氣象是來自交通部氣象局，

然後這個淹水或者是這個河川的水位高低是從經濟部水利署，然後在土石流崩塌，坡地崩塌，這件事

情是來自於農委會的水保局，然後道路的這個通阻有沒有影響是來自交通部公路總局，所以這些資料

呢其實是這個散佈在不同的部會裡面，那今天中央應變中心的指揮官如果要得到這些資訊，他同時要

跟四個五個單位需要這些資訊的這個狀態，他沒有辦法統整所有的資訊的結果，所以當時在這個這個

規劃整個中央應變中心的這個作業的時候，就希望說用科技的方式去看待這些資訊，所以就就指派了

災防科技中心來協助用科技的方式，來協助把這些資訊做統整，同時呢去研判會不會對我們的民眾或

者是生命財產有什麼樣的一個衝擊或影響，作為整個中央應變中心在操作應變，甚至救援甚至防減災

的一個參考依據，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精神，然後我們就被指派作為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情資研判組的

一個召集的一個動作一個角色。 

【主持人-嘉妮】：嗯，是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角色，這就是讓我會非常的好奇，比如說在颱風天來

的時候，是不是就是你們最忙碌的時候，你們要花很多的時間，而且那個速度因為颱風就走可能一個

禮拜或者1、2天的時間，那個時間會不會很緊很急迫。 

【受訪人-于宜強】：嗯，我稍微介紹一下我們在颱風期間整個作業的一個這個概念或架構，大概會瞭

解說到底它的時間變化或者是他的急迫感是什麼？在颱風來以前，其實我們要知道颱風什麼時候會影

響，所以氣象局一定會提供我們很多的資料這樣。那這個影響假設確定他會進到了陸地上，那氣象局

就會針對我們的陸地發佈所謂的陸上颱風警報，這個警報一發佈之後，他就告訴你說臺灣很多地方這

個民眾要小心颱風一定會影響到我們。好，當這個資訊來了之後呢，我們就必須要配合水利署、水保

局去瞭解這個淹水的情形，河川水位會不會高漲，甚至會不會有這個溢堤或者洪水的情形，那甚至雨

很大的時候，那個山坡地會不會有崩塌，或者土石流發的情形。當這些資訊都有了之後呢，我們就會

在颱風影響前，去提供地方政府告訴他說未來的幾個小時或者未來的明天你這個地方會不會發生類似

這樣的災害情形的可能，如果有的話，地方政府他就必須要對民眾去做宣導，甚至要做強制的疏散撤

離，把這些民眾移到安全的地方。 

【主持人-嘉妮】：好，那我們先到這邊就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呢廣告及創意教學花路米回來之後，我

們繼續來請于宜強組長跟我們分享發佈陸上颱風警報之後，要如何把民眾移置到安全的地方，之後又

要做些什麼事情呢？ 

 

 



⚫ 下半段： 

【主持人-嘉妮】：歡迎回到生活 In Design 災防知識補給站，我們今天呢要繼續的來介紹精準防災科

技，如何來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獲得最完整的情資，來處理各地的災情呢？今天呢繼續的來邀請國家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于宜強組長跟我們分享。那剛剛組長已經跟我們談到了，在颱風來臨的時候，其

實呢我們就會來開始準備說要來發佈陸上颱風警報，那也要來觀察說有哪些地方需要疏散撤離。那之

後還有要做些什麼事情呢？ 

【受訪人-于宜強】：在災害正在影響的同時，民眾可能在家裡或者是在這個避難的地方，受到了這個

災情的一個衝擊的時候，他就需要救援，所以透過救援的這個動作的及時性，我們其實有一些工作在

進行，就包含我們透過這個社群資料的攀爬，就把大家在臉書上或是在一些社群媒體上面的一些訊息，

把他攀爬回來之後去分析是不是有地方、有民眾發佈了這個「我受災」這樣的一個訊息。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會想辦法去定位找到他的位置，提供給這個救災的一個單位，然後他們能夠主動去協助，然後

這樣就會節省了他報案，或者是他求救的這樣一個時間。所以在整個過程當中從開始的災害的預防，

甚至災害的一個準備，然後一直到災害發生的同時的一個這個應變的這個緊急的救援，都是透過這樣

的一個訊息提供產生這樣的行動。 

【主持人-嘉妮】：哇，真的是，那個急迫感真的是可以想像得出來，在那個颱風的當下，萬一真的發

生了什麼嚴重災害過去沒有這樣子的科技，其實這要等到這些救難隊員來可能也都是好幾天的事情，

我覺得那個差異真的很大，能不能夠及時地找到那個需要救援的民眾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你們在

同時提供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他們的情資的時候，其實你們同時也在做這件事情，你們是主動的出擊。 

【受訪人-于宜強】：是的。因為這個氣象資料是這個隨時都在變化。 

【主持人-嘉妮】：對。 

【受訪人-于宜強】：水相就是包含河川水位的高低，甚至淹水的這樣的一個變化也都有，透過監測其

實最近民生公共物聯網的計畫裡面，他也佈建了非常多的淹水感測器。所以淹水這件事情過去是透過

民眾查報，現在其實不需要，現在我們透過感測器監測，我就會知道說哪個地方淹水，有了淹水的基

礎資料之後呢我們透過模式模擬他有高層資料我們就可以很快地知道說，這個淹水面積大概有多廣，

那在水利署他們在這個做淹水防災的計畫裡面，其實他會劃定一些比較容易淹水的區域，這些區域裡

面的民眾大概有多少，甚至他們細到已經把民眾的名字都已經造冊。那所以當這個地方淹水，我們大

概就知道說這裡面大概有多少的居民需要我們協助他們，然後呢找到這些居民把他安置在安全的地

方，甚至讓他們離開到他們的親戚朋友家去做一個避難的這樣的一個動作。對他們來講生命的保障就

做到了，這也是我們在做災害應變或是在這個災害這個就拯救這件事情的一個重要的目的。 

【主持人-嘉妮】：其實我們的災害應變的時候，除了被動的接收各式各樣的天氣上面的資訊，我們也

可以主動得先去先把這些科技的設施先架構好，整個系統都把它架構好，然後預先的去能夠做判斷。

然後預先的先去疏散民眾來防止我們的生命跟財產受到威脅，這件事情真的是越做越好，然後呢也真

的是說希望在這個災害應變當中，我們真的是可以透過科技的方式來解決很多過去我們可能永遠沒有

辦法避開的一些困難，所以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在颱風天來的時候就會做這樣子的事情嗎？還會做其它

一些我們可能想不到的，但是也是很重要的工作。 

【受訪人-于宜強】：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的在颱風期間開設就是完全是這個跟著氣象局發佈的警報來做

這件事情。那海上警報發佈的時候，一般還不會影響到陸地的這個時間，其實我們中央應變中心就已

經開始啟動了，所謂的二級開設，所有部會就進駐了。然後去瞭解說，未來的路徑，它的暴風圈會不

會影響到陸地，然後呢去提升它的這個作為，所以當陸上警報發的時候，我們應變中心就會從二級提

升到一級，進駐的單位就更多了，然後呢要做準備的這些事情就更急迫，那當颱風開始這個接近，然

後開始影響的時候，這段時間就會變成是我們要去監測災情掌控災情發生的一個時間。那如果災情很

多的時候，那應變中心呢他必須要去把資源從沒有災情的地方調到災情比較嚴重的地方，因為有些災



害很嚴重，就像莫拉克88風災的時候，很可能高屏地區他們的災害嚴重，那臺北可能沒有什麼樣的災

情，所以專中央應變中心就協調臺北市或新北市把他們準備好的這種人力物資就往南部送，送到南部

來支援南部的災民，希望他們可以早日的去渡過這樣的一個災害，當颱風開始逐漸遠離的時候，我們

還要預防二次災害，所謂二次災害就是當這個地方呢可能已經有土石流崩塌了，那很可能土壤含水量

很高，那接下來呢他還會有更大的規模的崩塌，當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必須要去研判這個事情會不

會發生，所以呢要把這些民眾安置安置在更安全的地方，甚至有些遷村，或者是有一些這更這個急迫

或者這個強度更強的這些防災的行為，就會在這時候去做研判，那一直等到確保他的居住地是安全的，

應變中心才會同意地方政府把民眾這個讓他回到他的居住地，所以這個工作其實是很複雜很繁瑣的，

然後呢他不是我們想像中都要把人救出來就好，他甚至呢要去做安置，所以在我們災害管理學裡面有

四個階段，包含了平時的防災避災、災前的整備、災中的應變，甚至災後我們必須要去做一個復原的

這樣的一個動作，所以這樣的一個這個循環就是我們在做防災應變，甚至支援這個中央或地方面對災

害的這樣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流程。 

【主持人-嘉妮】：嗯，瞭解，原來是這樣子。所以並不是說颱風走了事情就結束了，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在颱風來臨之前，我們就做非常多的準備，那颱風正在當中的時候，其實我們就是做剛剛組長跟

我們分享的那些科技上面的運用人力的調度啊等等的。那道到了後面颱風走了之後還是要注意說會不

會可能還是會有這種土石流或山崩的事情發生，因為真的還是誰也說不準嘛，這個可能還是可能性還

是有的。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還是要隨時做監測跟我們的預警的動作，所以在這過程當中，其實這

就是非常呢我覺得除了依靠資訊科技的力量之外，我覺得人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怎麼樣的去做一

個部會之間的溝通？還有怎麼樣跟民眾溝通？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因為像是剛剛組長講的要要把

民眾撤離出來也是要花很多時間去跟民眾溝通的。 

【受訪人-于宜強】：是，講一個小故事。過去在莫拉克前，屏東有一個地方叫做好茶村，這個地方呢

常常受到坡地災害的一個影響。那有一個小故事，這個小故事呢就是因為他們很瞭解災害發生，他們

平常做撤離，有一個阿婆一個阿婆，這個地方他會這個道路中斷，它變成孤島，所以飛機就會飛進去

把這個民眾先載出來，那飛機到的時候有一個阿婆呢就咚咚咚跑回家了，他們沒辦法等，所以就把其

他人就帶走了。然後他們就說，有一個阿婆在山上沒有要下來的意思，那在強制撤離的規定裡面，是

不能，不允許有這種事情發生的，所以隔1天他們又進去了，希望把阿婆這個勸離，去的時候阿婆已

經在那個停機的停機坪的地方等直升機下來，然後他們她就很難過地在哭說你們昨天為什麼不等我，

她做了什麼事情呢？她很清楚知道說這個災害來的時候她要撤離，所以呢這個阿婆就回去把他的狗跟

雞，儲備了7天的糧食，然後讓牠們可以安然度過這個7天阿婆不在的時間這樣，那像這樣的事情其實

就是我們防災裡面必須要要去這個常常去做的事情，民眾呢他瞭解他就會配合你去做這件事情。 

【主持人-嘉妮】：對。 

【受訪人-于宜強】：所以在災害的經驗或者是災害的教育就會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溝通的方式這

樣。 

【主持人-嘉妮】：對，真的溝通跟事前的這些防災的教育真的是很重要，那所以從這個故事我們就會

知道說，其實大家也不是不願意配合，可能是他有一些什麼一定要先去做事情或者是彼此雙方可能需

要先事先做好溝通。 

【受訪人-于宜強】：因為她瞭解，所以她會去做災害整備準備的時間。 

【主持人-嘉妮】：對呀，是。 

【受訪人-于宜強】：那我們在應變中心其實為了要更讓民眾更具體地瞭解災害，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小

組這個小組叫做空間情報小組，這是在莫拉克以後所成立的單位，那空間情報小組他的工作就是希望

透過空間的情資包含了衛星、包含了無人機、甚至包含了這個飛機，進去災災區去針對災害的這樣的

規模或影響的程度去做一個仔細的瞭解。那透過這些瞭解呢這個包含中央應變中心的指揮官才能夠知



道說，我們現在面對這個災害的這個嚴重性有多少，舉個例子，在這個蘇迪勒颱風的時候，我們知道

蘇迪勒颱風來的時候，烏來呢失聯過好一陣子，當烏來失聯的那個晚上其實我很緊張，因為我們擔心

烏來會不會是下一個小林村，小林村那時候有六百多個民眾因為大規模的這個掩埋過世了，那烏來裡

面其實有上千人在裡面，那個晚上其實我們這個沒辦法跟他們做聯繫，然後隔1天呢我們的主任就覺

得說我們應該進去看一下，所以我們主任就帶著這個我們的同仁帶著攝影機就坐著直升機，空勤總隊

直升機就飛進去，飛進去之後，他才知道說原來在什麼地方的路斷，然後一路進去到了信賢或是到了

福山這裡面去看的時候才知道說原來烏來很多地方的路都斷了，那但是呢好像那個沒有造成像小林村

這種大規模掩埋的情形，所以在這個救災整備上我們就有一個心裡面有個譜，就有一個依據，該知道

怎麼去做這件事情，所以為了要讓他們即早這個通聯。所以最早進去了，其實不是我們消防的這個救

難隊，反而是中華電信的載著發電機載著這個基地臺先進去了，把通訊設備先架通，當通了之後呢他

們開始跟外面去做聯繫的時候，在外面的家人甚至外面的這個要救他們的人，其實心裡面就安心。 

【主持人-嘉妮】：對，真的。 

【受訪人-于宜強】：瞭解他們的狀態，也知道他們的需求，所以我們就可以送糧食，送水到他們目前

安置的地方，然後很精準讓他們得到這些救援。 

【主持人-嘉妮】：對。哇，所以這些人我覺得真的都非常偉大，然後通訊設備這件事情才發現，說真

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有通訊有通訊這個系統才知道說，他們的需求是什麼？然後也透過我們整個

實際到現場，透過直升機或是無人機的方式去查看那個環境才會知道說真的要趕快先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什麼，所以原來在颱風發生的時候需要做這麼多的事情，而且需要這麼多的人來一起協助，才能渡

過這樣子的災害喔，所以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在發生災害的當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單位也是我們的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在這個當中擔任我們情資研判組的召集，其實也是提供了非常多很關鍵性的一

些資料給我們大家，所以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除了颱風之外，什麼樣情況可能會組成這樣子的一個臨

時的小組。 

【受訪人-于宜強】：是，其實根據災防法規定的災害可以有這個天然災害跟人為災害，那只要一場災

害發生，它的影響人數達到十人以上個人以上的傷亡，這樣的一個一個規模，其實按照規定就必須要

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所以它包含了這個颱風、土石流、淹水，那甚至車禍、空難，然後最近有一

個新興的這個防災議題叫做懸浮微粒，就是所謂的 pm2.5空氣污染，他都會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主持人-嘉妮】：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你們也會在裡面當中去擔任很重要的一個資料情報提供者。哇，

真的是太棒了。真的是說希望可以有越來越多這樣子的一個專業、科技都能夠投入到這個應變災害應

變當中去幫助我們面對災害我們有更多可以的選擇，所以未來還是會繼續的來做這件事情。 

【受訪人-于宜強】：那當然，這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的工作。所以我們會持續下去。 

【主持人-嘉妮】：我也覺得這件事情是一個非常值得去做。而且可能在這之中也會得到還蠻多的成就

感。 

【受訪人-于宜強】：是、是。 

【主持人-嘉妮】：而且更多是會覺得說透過這次做這件事情可以免於讓大家遭受這些生命或是財產上

面威脅，真的是非常的值得，也希望我們大家可以一起努力的來守護我們每個人的安全，那今天呢真

的非常非常感謝我們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于宜強組長到這邊來跟大家做分享。謝謝組長。 

【受訪人-于宜強】：謝謝大家。謝謝！ 

【主持人-嘉妮】：生活 in design 災防知識補給站到這邊告一段落。感謝各位聽眾朋友收聽我是嘉妮，

下次見囉，掰掰。 

 

  <逐字稿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