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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及資訊轉譯災害管理知識 

Diverse and Information Translated Disaster Management Knowledge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體系與社經組 

Policy and Socio-Economics Division,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for Disaster Reduction 

摘要 

計畫目的為將災防科技中心社會經濟面之研發成果，轉譯成多元社會群體可以理解接受的災管知識。

2022 年度工作分為三部分，分別為針對身心障礙者的需求開發、一般民眾的需求及經濟損失資料的

建立。重要成果有將近年身心障礙者災管研發成果數位化、宣傳視障者、肢體障礙者與聽覺機能障礙

者防災手冊、水災的社會調查視覺化成果、「減災動資料」網站撤離與收容評估模組的精進、開發農

作物縣市災害監測模組及災害的經濟損失資料庫更新等等。 

關鍵字：視障者雙視圖書、撤離與收容評估模組、經濟損失資料庫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project is to translate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technology into disaster management knowledge 

that can be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by diverse social groups. The work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namely the 

development of need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he needs of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conomic loss data. Key achievements include digitizing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disaster management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he promotion of the print-and-braille picture book for people with visually 

impairment and disaster preparedness handbooks for people with mobile and hearing disabilities, visualized 

results of social surveys on flooding, improvement of the evacuation and shelter assessment module of the 

"DRRstat" website, development of a crop disaster monitoring module at city level, and updates to the 

economic loss database for disasters. 

Keywords: print-and-braille picture book, evacuation and shelter assessment module, economic loss database 

一、 概述 

本計畫目的為將社會經濟面之研發成果轉譯成多元社會群體可以理解的災管知識。延續 2021年

呼應《2015-2030仙台減災綱領》、《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中重視特定需求者之精神，2022年度於

防災易起來網站建立居家身障者專區，將災防科技中心近年身心障礙者災管研發成果數位化，以利

肢體障礙者與聽覺機能障礙者自主學習災管對策。另外，亦將去年度研發之視障者災管對策製作出

版成雙視圖書，同時宣傳肢障、聽障者防災萬年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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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一般民眾方面，持續視覺化過去社會調查結果，將 2018年 0823水災調查呈現於減災動資料網

站，並開始規劃 2016 年臺南 0206地震與 2018年花蓮 0206地震調查視覺化頁面。同時持續更新與

擴充「減災動資料」網站的數據資料、相關功能及模式精進研究。 

經濟損失資料建立方面，持續更新颱風、地震損失資料庫，並建立產業颱風損失資料、豪雨災損資

料庫。模式研發方面，開發農作物縣市災害監測模組，並試圖建立考量氣象資訊的農作物經損超越

機率模型、家戶致災機率模型。 

二、 專案研究方法 

本專案除了網頁製作、資料數據蒐整與更新外，亦有納入研究的內容，其方法說明如下： 

特定需求者方面，《防災小睛靈：視障者的防災手冊》內容除奠基在國內實務經驗外，亦參考國

外有關視覺障礙者之災害整備、應變、災害管理策略等文獻（Bay of Plenty Civil Defence Emergency 

Management Group, 2017; CID-NY, 2004; Good et al., 2016; Public Safety Canada, 2010; 東京都心身障害

者福祉センター, n.d.），圖像設計則考量色彩通用設計原則（Arditi, 2002; Okabe & Ito, 2008）。開發過

程不僅洽詢愛盲基金會與國立臺灣圖書館（身心障礙專責圖書館）專業意見，並邀請國立臺灣圖書館

視障館員和啟明學校視障職員及學生協助測試（圖 1），圖書設計成一主題、一跨頁之方式呈現（圖

2），利於使用者閱讀。 

一般民眾方面，除了社會調查視覺化、持續更新與擴充「減災動資料」網站的工作外，也進行

模式精進研究：收容所空間及物資配置合理性的在地化評估。本專案自 2021年起透過焦點團體訪談

與收容所空間實測規劃，蒐集收容所管理與空間配置的實例，2022年度共完成三個個案的資料收

集，發現與菲律賓或韓國有類似經驗，學校的適宜性需再商議，且目前規劃多有缺乏工作者休息空

間等問題（Tsioulou et al., 2021; Kim, Kim & Kim, 2021）。 

經濟損失資料與模式建立的工作之一為建立颱風家戶致災機率模型，其步驟包含：A.整合本中

心歷年的颱風災後調查資料，依據每個樣本的災害發生地點與時間，匯入相對應的颱風氣象資料，

建立家戶颱風經濟損失資料庫（鄧傳忠、陳怡臻、李欣輯、李香潔，2022）。B.使用家戶颱風經濟損

失資料庫進行描述統計，量化家戶損失（Li et al., 2008）。C.使用家戶颱風經濟損失資料庫的資料，

以雨量、風速、降雨天數為前置變項，是否受災為後果變項，使用階層線性模型（Bryk & 

Raudenbush，1987），建立颱風家戶致災機率模型。 

三、 專案亮點成果 

1. 視障者防災手冊 

2022年度將 2021 年編撰之視障者災害管理策略內容，印製成雙視圖書《防災小睛靈：視障者

的防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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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視障者點字樣本測試 圖 2 雙視圖書印製成品 

2. 數位化居家身障者災管工具 

本項工作重點為將災防科技中心過往有關居家身心障礙者之研發成果數位化，以利使用者自主

學習建立災害管理策略（圖 3、圖 4）。 

  

圖 3居家身障者專區首頁 圖 4肢體障礙者策略頁面範例 

3. 視覺化 0823水災調查 

2022年度完成 0823水災撤離與收容調查網頁建置（https://drrstat.ncdr.nat.gov.tw/flood/index）並

同步將原始數據公告於災防科技中心資訊服務平臺及中研院 SRDA資料服務平臺。 

4. 農業產業領域之客製化應用與 TLAS 系統維護 

2022年度依據氣象領域慣用的網格格式，套疊各縣市行政區的地理空間分布後，並完成各縣市

監測網格化的工作，可依使用者的需求提供客製化的監測平台。 

四、 結論 

2022年度計畫執行成果，表現於學術、社會效益等面向，具體執行成效，整理條列如下： 

1. 身心障礙者研發成果獲得聯合國支持的 Zero Project Award 2023。 

2. 聽覺機能障礙者防災萬年曆發予 3所啟聰學校、25 所特教學校、30個特教資源中心、13個大

學特殊教育中心、61個聽障者相關團體、39位聽奧代表選手、22縣市災防辦、22縣市社會局

(處)、53處社區資源中心、5個其他團體，並授權國立臺灣圖書館、科教館、科工館使用。 

3. 21縣市皆已開始運用減災動資料評估系統進行減災與整備業務。 

4. 13個鄉鎮使用減災動資料評估模式進行收容所空間、物資及社會脆弱度評估、韌性社區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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