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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使用者地理相依性的行動化災防資訊服務 

 

摘要 

科技發展帶動行動化裝置普及，且行動化的服務也逐步成熟，成

為使用者日常的常規活動，同時基於通訊軟體所建立的加值型服務變

成各單位提供企業化服務的主流。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以下簡稱

災防科技中心)運用行動化平台為基礎，開發使用者相依性的資訊加

值服務，結合災防領域的綜整資訊，以科普與生活化的方式，提供民

眾災防加值性的服務，達到防災教育與應用的目標。 

氣候變遷與天氣的議題是當前熱門的話題，影響著民眾的日常生

活，也加深民眾對於防災資訊的需求，透過氣候變遷的推估資訊以及

衛星雷達的即時資訊，結合行動通訊軟體的服務架構，以生活情境上

的模式，災防科技中心在 LINE官方帳號，推出未來明信片與落雨小

幫手兩項服務，讓民眾可以了解自己所在地的氣候變遷情況，也可以

透過落雨小幫手知道所在的降雨情況，提供民眾創新的服務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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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簡介 

科技日新月異，民眾已習慣使用行動化裝置上網，伴隨著行動化

服務逐漸成為當紅的服務管道，也是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形成新

型態的資訊傳遞模式，也創造新人與人之間的社交方式。而行動通訊

軟體的發展，也讓企業或組織能以新的方式與民眾互動，如臺灣普及

的熱門通訊軟體 LINE而言，於臺灣地區市占率高達 9成以上，企業

或組織可以於 LINE的通訊軟體平台上，建立官方帳號，並以加入好

友的方式，提供各種服務，形成企業或組織的社群服務窗口，達到資

訊傳遞與互動的效益。此外，通訊軟體平台提供的簡易 API 開發工

具，以及提供各種類型的資訊傳遞模板，可以提升企業或組織的開發

者的開發速度[5]及高度的資訊整合性，不但成為企業或組織提供加

值服務的重要管道，也成為與民眾互動的重要方法之一。 

基於通訊軟體所建立的加值型服務已成為各單位提供企業化服

務的主流[1, 2]，災防科技中心運用 LINE行動化平台為基礎，開發使

用者相依性的資訊加值服務，結合災防領域的綜整資訊，以科普與生

活化的方式，提供民眾服務，實現災防生活化 [3, 4]，且達到防災教

育與應用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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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災防加值型服務架構 

在通訊軟體上建立企業或組織的一站式的服務入口，逐漸成為主

流，災防科技中心以防災領域的資料整合與知識傳遞為主軸，於 LINE

官方帳號上，建立行動化災防資訊傳遞服務，其架構如下圖 1 所示。 

 

圖 1 LINE官方帳號傳遞服務架構圖 

圖 1 顯示行動化的資訊服務傳遞，使用者可透過熱門的 LINE通

訊軟體，並藉由與災防科技中心 LINE官方帳號的互動方式，使用災

防科技中心提供的各項服務，連結災防科技中心後端提供的服務，創

造一站式的服務模式，提供民眾快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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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災防科技中心 LINE官方帳號服務開發而言，各項服務的皆

可視為獨立的服務機制，而對於民眾而言，可以使用原先安裝的 LINE

通訊軟體，並加入災防科技中心的 LINE官方帳號就可以使用相關的

服務進行互動，如: 對話模式或網頁的操作等。其中對於行動裝置的

使用者而言，地理相依性的服務是一種特殊的服務體驗，災防科技中

心運用地理相依性的特性，提供民眾地理相依性的災防服務，達到更

貼切的服務體驗。 

地理相依性的服務是基於使用者位置的資訊供應服務[6, 7]，可結

合行動裝置的位置資訊(GPS)資訊，或透過地圖取得座標資訊後[8]，

後端伺服器經過運算，可輸出使用者周遭的環境資訊。同時於資訊的

供應上，結合行動裝置的特性與資訊視覺化技術，例如: 相機設備等，

可以讓服務有更多元化，如在相機設備上，使用影像融合技術，實現

虛擬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AR)的應用，打造新的地理相依性服務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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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理相依性之加值型服務應用 

本篇基於使用者地理相依性的服務概念，以當前災防熱門的議題，

並以生活化的方式提供民眾「未來明信片」以及「落雨小幫手」兩項

加值服務，同時新增語音導覽服務，提供視障的民眾也能方便地使用。 

(一) 未來明信片 

當前全球都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造成不同區域的氣候改變，災

防科技中心的氣候變遷組，過去累積許多數據與研究成果，並以最精

簡的方式，透過一張來自 2050 年的未來明信片，提供民眾快速了解

氣候變遷下臺灣各地區的變化情況，包含: 高溫日數、連續不斷高溫

數、淹水風險 3 個主要因子，再結合行動化擴充實境(AR)的技術[9, 

10]，結合使用者的相機，讓民眾能在自己所在地了解並關心所在環境

於 2050 年的變化情況，達到寓教於樂的防災教育特性，圖 2顯示 AR

技術結合下，不同地區的氣候變遷因子數據。 

 

圖 2 未來明信片虛擬擴充實境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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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行動化裝置，民眾除了結合拍照打卡的方式了解臺灣各地氣

候變遷的變化以外，還可以透過災防科技中心的 LINE官方帳號，直

接下載專門製作的未來明信片，自行保存與了解更多細部的資訊(圖

3)。 

 

圖 3 未來明信片虛擬擴充實境圖卡下載資訊 

(二) 落雨小幫手服務 

民眾對於現今氣象的變化，影響最大的就是降雨的情況，也是民

眾最想了解的資訊服務，今年度於 5月 15日在災防科技中心的 LINE

官方帳號，上線災防科技中心氣象組的「落雨小幫手」網頁版服務，

透過擴充性的功能選單(Rich Menu)增加災防科技中心的加值服務數

量(圖 4)，以提供未來更多的行動化加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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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擴充性功能選單(Rich Menu) 

在落雨小幫手的網頁版上(圖 5)，民眾可以直接點選連結開啟該

服務功能，並透過手機的定位功能，了解民眾所在地的衛星雲圖變化，

也能看到當下臺灣上空的雲層概況，並且以時間軸的方式讓民眾知道

過去 20 分鐘到未來 2 小時的降雨趨勢，能夠更加地掌握使用者所在

地的雷達回波與雨量預測情形。 

 

 

圖 5 落雨小幫手加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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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語音導覽服務應用 

災防科技中心 LINE官方帳號的使用者來自不同的層面，也包含

特殊的族群，如:視障的使用者。為因應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對於網頁

型的服務，可運用手機原生的語音導覽功能，結合網頁的標籤

(Labeling)技術(圖 6)，提供視障的使用者在無障礙的行動載具上，可

以運用語音的方式使用災防科技中心的官方帳號功能。同時於 LINE

的原生對話模式上，當使用者點選在地服務後，會先傳遞對話視窗，

該視窗使用彈性資訊框架(Flex Message)實現語音的導覽，以此來各項

在地服務的說明(圖 7)。        

 

圖 6 語音導覽之在地觀測主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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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在地服務語音導覽圖卡 

圖 6 的服務以網頁的方式為主，提供使用者防災的綜合資訊，包

含即時觀測資料: 溫度、體感溫度、濕度、風速、時雨量、空氣品質

等，對於各項數據於網頁的內容上，要透過網頁標籤(<label>)的方式

增加數據的說明文字，讓網頁能被手機的語音導覽功能讀取，以此方

式提供資訊的服務。而圖 7 中顯示，當視障使用者依據操作按下地在

服務時，則是透過對話的方式，運用圖卡的推播與 LINE原生的功能，

可以讀取圖卡上的文字進行語音導覽，達到資訊的服務。 

四、 結論 

科技的發展帶動行動化裝置的普及與服務，民眾也已經習以為常，

企業或組織基於通訊軟體所建立的加值型服務，已變成服務化的主流。

災防科技中心運用行動化平台為基礎，開發使用者相依性的資訊加值

服務，運用災防領域的研發成果，提供科普與生活化災防加值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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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防災教育與應用的目標。 

於氣候變遷的熱門議題下，推出未來明信片服務，並結合 AR的

技術，讓民眾能透寓教於樂。而民眾最關心的天氣資訊，藉由落雨小

幫手，可以快速知道自己所處的位置 2 小時後是否會降雨，提供民眾

生活上的重要服務。而對於視障使用者，透過語音導覽的技術，讓視

障使用者也能使用災防科技中心的官方帳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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