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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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聽眾朋友們早安歡迎收聽生活 In Design，我是嘉妮，今天呢要來跟大家聊聊，

關於在這個禮拜日的時候，有一個非常重大的世界大會，COP27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正式的舉辦，其

實這個大會呢是每年都會舉辦的，討論的無關乎就是氣候變遷越來越頻繁而且規模越來越大的天然災

害，我們到底應該要來怎麼樣的去更加的瞭解它們或者是說我們可以從中去改變些什麼呢？天然災害

包括像哪些，像是颱風、洪水、地震、山崩、海嘯還有熱浪野火，那低溫當然也是以及乾旱或者是森

林大火這麼多的天然災害，其實這些災害呢每一年一再的在全世界各個角落不斷的發生，那隨著氣候

變遷這些天然災害，他只會更加的嚴重，那我們能從過去的經驗當中學習到什麼呢？今天就要跟大家

來介紹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所建立的這一個全球災害事件簿網站，其實呢它就是透過健全跟典藏各

式各樣的歷史天然災害紀錄，展示呢國內外天然災害事件的資料，那很重要的包括我們臺灣最常發生

的颱風或者是地震災害，那國際的重大災害事件呢也有非常多的紀錄在當中，目的是什麼？其實就是

希望說幫助我們更透徹的瞭解，天然災害的各種危險跟可能性下一次再度發生的時候，我們儘可能降

低死傷跟損失，那今天呢我們將會特別邀請到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林又青研究員跟我們介紹這項蠻

困難但是又非常重要的任務。 

今日夯話題：我們今天介紹的全球災害事件簿，它其實呢是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他們有一批的專

家學者們專業的研究員們，他們花很多的時間把這些災難事件的各項資料，從世界各地把它收集回來，

那集結成網站的內容，那包括呢他們也會出很重要的一些書籍報導等等的，那我們接下來呢先跟大家

分享的是他們所做的一個特別的企劃，關於2021年的時候在西歐發生的一個破百年紀錄的降雨，西歐

洪水的災害紀錄，我們來看看他們是怎麼樣的來詳細的紀錄這個天然災害的資料。西歐呢是在去年7

月的時候出現的這樣子一個降雨，萊茵河、默茲河、阿爾河等條河流決堤，造成像比利時、德國、荷

蘭、盧森堡等等地區發生洪水，那土石流、電力、通訊中斷等災害，所以災情其實非常的嚴峻，不過

我們實在是好像比較少，聽到像類似這樣的報導，總共造成了二百多人死亡。那又以德國西部的受損

最為嚴峻，我們就要來探討說，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子的事情，在全球災害事件簿當中，也會提到氣

象分析的部分，它的原因是因為它蠻複雜的，不過簡單來說呢其實就是德國這個地方呢在他們7月的

時候發生了一個低壓的風暴，那這個低壓風暴呢滯留在德國西部地區，持續呢對他們的對流發展所需

提供了上升氣流之外，那同時呢也將地中海比較暖溫暖、潮溼的空氣來帶往德國輸送，所以就造成說

發生持續性的劇烈降雨，那低壓風暴呢速度又非常的緩慢，那加上德國西部有山脈，所以地形呢就把

它擋住了，等於是說有著山擋在德國的西部，那這個低壓呢他就被卡在那邊，所以他就一直在那邊旋

轉，那速度很慢的形況之下呢就在比利時、盧森堡跟德國西部等等降下破紀錄的強降雨，那所以呢就

是造成的原因。那更重要的是關於致災的原因分析為什麼會造成很大的災情？因為跟人為其實也有很

大重大的關係影響喔，跟我們整個地方跟中央的一個處理有關係，中央到地方的警報資訊系統的傳遞

過程。因為德國呢其實他並沒有一個全國統一的防災措施，所以變成說德國跟地方跟中央之間會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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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時間在做聯繫。那過程當然就會耗損一些時間，那就沒有辦法做到一個緊急的介入，那再來是關於

警報資訊系統的普及性，他們的警報系統不像我們，他們是會只發送給同意的收發戶就變成說他們的

普及性是比較少的。所以這樣子輕忽預警以及缺乏明確的避難指示情況之下就造成的災難的原因。不

過呢他們還是有做一些救援跟復原行動的，那包括了臨時供餐點啊、或者是救難避容收容所等等的各

種方式，所以呢這個例子呢就告訴我們說，其實在我們的全球災害事件簿當中呢就會告訴我們像這樣

子一個一個的天然災害怎麼樣去紀錄他的資訊那們等一下呢就來好好的聽關於災害事件典藏紀錄更

多，他們是怎麼樣的來做蒐集的這樣子的一個訊息，我們接下來呢就來到災防知識補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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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嘉妮。今天呢我們要來帶大家聊聊歷史，不過我們不

是聊一般的歷史喔，大家都說以歷史為借鏡可以幫助我們做更好的決策嘛，但是其實呢歷史它跟天然

災害的各種事件也是息息相關的，所以呢認識歷史其實從天然災害的角度，或者是說瞭解天然災害的

歷史紀錄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呢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其實長期以來也不斷的在紀錄的，

紀錄著全臺灣，甚至是全世界的各式各樣很重要的重大的災害事件，把它收藏在一個網站上面，那究

竟怎麼樣算是天然災害？那這個網站的用途又是什麼呢？我們今天呢將會來邀請到國家災害防救科

技中心林又青研究員來跟我們做更多的分享，那我們先請又青來跟我們打聲招呼，早安。 

【受訪人-林又青】：嘉妮早安，大家早安。 

【主持人-嘉妮】：好，我們想要先來聊聊，因為我們是要講天然災害歷史上面的天然災害，我們可不

可以先請又青幫我定義一下到底怎麼樣算是天然災害？ 

【受訪人-林又青】：好喔，就是在過去發生來說，像我們以臺灣的話就是我們颱風、豪雨造成的像是

淹水啊崩塌、土石流，這些都算是歷史的天然災害，那如果是國外的話，類別的話就比較多，像你有

聽到一些什麼美國的森林大火啊或是像去年的寒害、乾旱、火山爆發，這些等等都算是。 

【主持人-嘉妮】：所以其實它包含的範圍還蠻多的。是只要是天然發生的就是自然的影響所造成的災

害，他都算是天然災害，那所以像是比如說最近的那個很重大的韓國的梨泰院那就不算比較對不對？ 

【受訪人-林又青】：對，它比較屬於人為災害的部分，不在我們網站的紀錄範疇。 

【主持人-嘉妮】：是，瞭解，所以我們就先區分開來說，我們這個網站主要記錄的是跟天然災害有關

係的，主要受到天然災害而影響的一些災害的事件的紀錄，就會把它放在這個裡面，那我們下一個問

題就要問說為什麼要特別的把這些歷史上發生的很重大天然災害把它記錄起來，而且甚至把它很規模

化的或者是說很仔細地把這個每個細節都講得很清楚的原因是什麼呢？ 

【受訪人-林又青】：就是那時候就在想說凡是走過你都會留下痕跡，有可能現在再問你像我們剛剛提

到921你可能問我我都忘記那些事情，然後我們就想說，如果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甚至可以就是瞭

解一些災害的規模、點位提供給一些相關後續的研究單位作參考，或者是你記住一個歷史的教訓，然

後提升你的整體防災意識這樣子。 

【主持人-嘉妮】：嗯~瞭解。哇所以其實就是因為我們自己記憶力很不好，人類的記憶力很差，我們

常常說要以歷史為借鏡，但其實我們在常常再重蹈覆轍，但天然災害這件事情要跟實際上人為的這些

災害不太一樣的是我們好像比較難去預測說，他到底什麼時候會發生對不對？ 

【受訪人-林又青】：而且他有個特質，就是再發性比較強。就可能同一個地點比較容易淹水崩塌地方，

你看像透過我們的紀錄把它紀錄下來，你就可以記得曾經發生過，那以後再遇到時候你的防災意識就

會再高一點。 

【主持人-嘉妮】：嗯~對，真的像我們臺灣真的就是從921開始之後，大家整個對地震的那個資訊知識

量又往上升了一步，那最近今年的這些大地震也是又讓我們又再次去複習說，地震來的時候應該要怎

麼辦？所以真的都是透過每次發生之後，如果我們能夠記取更多教訓，他是能夠去避免說下一次發生

的時候還會一樣的重大的這些災害發生。 



【受訪人-林又青】：或者是說會減少一些傷亡跟損失這樣子。 

【主持人-嘉妮】：是。所以這也是你們之所以想要來把這個網站建置起來的原因。 

【受訪人-林又青】：對。 

【主持人-嘉妮】：這個網站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去做的？ 

【受訪人-林又青】：我們這個網站大概是從2013年就開始做建置，那其中就開始增加擴充一些功能，

而且是為了讓民眾更好使用的話，有一些進行改版這樣子。 

【主持人-嘉妮】：喔~2013年，所以其實也是很久的一段時間。 

【受訪人-林又青】：所以現在像臺灣的災害就收集了快五百多場，颱風跟豪雨，那國外的災害大概已

經就是上千筆以上了。 

【主持人-嘉妮】：嗯~瞭解，所以裡面的資料它就是慢慢的1年1年的不斷的新增。 

【受訪人-林又青】：對。 

【主持人-嘉妮】：然後呢用比較清楚而且比較讓民眾瞭解方式，所以這個網站主要它的目標的對象是

我們一般的民眾 

【受訪人-林又青】：包含一般大眾還有學研機構也有。 

【主持人-嘉妮】：喔，是，學研機構也可以拿來做利用。 

【受訪人-林又青】：對。 

【主持人-嘉妮】：是。所以呢我們的全球災害事件簿呢他從2013年開始，那裡面主要可不可以跟我們

介紹，首先它是一個怎麼樣的網站。是怎麼樣的要來可以來使用它呢？ 

【受訪人-林又青】：我們一開始的目標其實是想要做線上的那個災害博物館，就是把歷史災害曾經發

生的事情都蒐集到我們的網站裡面，那希望就把整個事件講清楚說明白，而且會希望民眾啊，或是說

相關的學研機構可以從中學到一些新知這樣子。一開始是蒐集臺灣的事件，然後近幾年陸續納入了國

外的天然災害紀錄這樣子。 

【主持人-嘉妮】：所以一開始是紀錄臺灣為主 

【受訪人-林又青】：對。 

【主持人-嘉妮】：然後後面是因為什麼原因覺得說應該要把國外的也放進來。 

【受訪人-林又青】：那時候就發生一些比較大的國外災害事件，像你去年如果有聽到它是西歐洪水，

像這種大範圍影響多的，那我們想說如果我們把國外的一些災損或者是他的防災新知識，我們也可以

做一個相關紀錄，都是可以提供後續作為國內防災一個很好借鏡的參考。 

【主持人-嘉妮】：就是可能他是在國外發生，但也許也有可能有一天在臺灣會發生。而且國外它發生

的時候，他有一些作為或是他有些措施，你們覺得說還是還不錯，是可以值得紀錄下來，就會放進在

裡面。 

【受訪人-林又青】：對。 

【主持人-嘉妮】：喔，瞭解。所以我們裡面呢是除了有臺灣的之外，臺灣的非常多，那國外的一些這

些天然災害的紀錄也有，尤其是最近因為我們常常在講這個極端氣候、極端的天氣，然後好像不知道

是我的錯覺，極端氣候真的是造成的天然災害越來越多嗎？或者說越來越頻繁嗎？ 

【受訪人-林又青】：我覺得是造成就是比較嚴重的災害規模變大變多，因為就是雨越來越多，然後可

能越下越長，而且是在你沒有預期的時間下的。那就很容易擴大那個災損的範圍。 

【主持人-嘉妮】：瞭解。就是每一次發生災害的這個影響的範圍更大或是更嚴重。 

【受訪人-林又青】：對。 

【主持人-嘉妮】：像最近，這也是今年巴基斯坦洪災就是也讓大家覺得很驚訝說天哪居然他們那邊會

發生這麼嚴重的水災，是很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像這樣子的事件其實越來越多，或者是說也越來越

多被紀錄下來，所以像這樣子類似的大的全球性的災害事件，也會把它放在我們的災害事件簿裡面，



那我們裡面呢其實真的是災害種類很多，我比較好奇的另外一個問題是他到底會是多大的規模的才會

被記在裡面，因為災害的類型這麼的多，而且這麼的大大小小都有怎麼樣才會被你們選出來說覺得應

該是要放在裡面的呢？ 

【受訪人-林又青】：嗯~有分二種，一個是國內的災情，那我們只要我們有開設應變的颱風豪雨或是

地震我們都會紀錄，然後甚至也是相比較大的事件的話，我們也會把它詳實的記錄下來，這是國內的

部分。然後國外的話，我們組上每個禮拜其實都會收集四到五則每週發生的比較嚴重的災害把它寫下

來，然後也會收錄在網站，然後另外也會在我們的那個 FB 粉絲頁「災害事件簿」上面推播，那這四

到五則裡面可能會死傷會超過十人，然後或是百人以上的，那甚至是可能是今年排序它的災損在前十

名的話我們才會把它寫成詳細的電子報。 

【主持人-嘉妮】：是。 

【受訪人-林又青】：那以今年來說的話，我們7月底就是在美國發生那個肯塔基州比較意外的那個國

家災難就納入今年的收錄。 

【主持人-嘉妮】：是。所以會去做一個挑選，並不是說所有的每一個災害都會放進去，主要是規模影

響比較多人的，死傷人數可能比較嚴重的。會被挑選挑進去。 

【受訪人-林又青】：前十名是會寫比較詳細的電子報。 

【主持人-嘉妮】：是。不過每一週你們是會挑四到五個，那真的很多，而且每天都要這樣子。是很多

人會分工合作去做這件事情。 

【受訪人-林又青】：是。我們組上就輪流，一人負責一週，像值週這樣子。 

【主持人-嘉妮】：瞭解。 

【受訪人-林又青】：把它紀錄下來。 

【主持人-嘉妮】：那他當週最重要工作就是要去蒐集。 

【受訪人-林又青】：對最重要工作之一。 

【主持人-嘉妮】：我覺得這個過程會不會蠻困難的？去收集全世界的災害資訊的話。 

【受訪人-林又青】：一開始會比較沒那麼熟悉，通常就是先 Google 嘛，那可是你收集到一陣子之後，

你對每個國家的那個防災的單位的體系或是他用什麼網站你都會知道在哪裡，那以日本來說他如果發

生了災害，你就知道氣象資訊的話去找他們的氣象廳，那或者是說以坡地災害來說，你就去他們的那

個國土交通省之類的地方，然後災損會去找他的內政部之類的地方去找，所以其實蒐集久了，我們不

只收集災情，也會把各個國家常用的網站，然後體制收集下來，那這樣就會很好找。 

【主持人-嘉妮】：瞭解。就是你們先有建立的一個你們知道說，哪邊會可以比較容易受到這些資訊的

一個體系，你們就按照這個體系去做搜尋，這樣子的話其實是速度會比較快。所以每週才能都拿到四

到五則這樣子的訊息，然後再去做整理。 

【受訪人-林又青】：對。 

【主持人-嘉妮】：是，瞭解。所以呢其實分成規模的大小，會被不同程度地被紀錄在我們的災害事件

當中，所以我們在這個災害事件典藏紀錄的網站上面，如果有發現說，它記得特別的詳細，而且又是

電子報會有這樣電子報的形式代表說他真的是一個還蠻重大的，值得我們去好好研究的一些歷史災害

事件，那我們就想要來好好的聊聊，關於在這樣子的，比如說以電子報來說好了，你們會記載哪些的

內容，你們會記載多詳細。 

【受訪人-林又青】：以臺灣的話，像去年不是有嚴重的盧碧颱風跟0806的豪雨嗎？ 

【主持人-嘉妮】：是。 

【受訪人-林又青】：我們會紀錄他的氣象分析啊、颱風跟豪雨影響時間，然後下雨下在哪裡下最大，

去年超過一千五百吧，南部屏東最大，然後接著降雨的之後就會告訴你說哪裡發生淹水的災點，可能

是西南部啊然後南部發生的重大的坡地災害點位，然後其中一定會有一些在更嚴重的災害，我們可能



就會去現勘，像是高雄的明霸克露橋，然後甚至去年的話，我們有去到連江的那個芹壁村去看他的一

個國中的邊坡，這些記錄完之後，我們也會針對農損的災害損失去做一個敘述，這是國內的部分。那

國外的話其實也是差不多，以今年7月的美國洪災來說，首先是先紀錄一下它的影響範圍，從密蘇里

影響到肯塔基州東部，然後他是一個什麼線狀對流胞的影響，氣象分析完之後，我們就會把每一洲的

重點災情寫下來，影響東部啊、然後他的交通運輸、哪裡受損、死亡人數這樣子，然後做一個簡短的

災因探討，然後甚至去看美國政府，他們會做一些什麼樣相對應的救援跟復原行動這樣子。 

【主持人-嘉妮】：瞭解，所以裡面其實紀錄了非常多，而且是從最最表面上面的紀錄他的一些基本資

料，比如說它的大小、它的降雨量啊、規模啊或者是說他是在那個地點發生實際上影響的地點，然後

我剛剛有提到，我剛剛聽到非常特別是如果有需要的話，你們會去做現勘現場勘查，你們直接到那個

地方。 

【受訪人-林又青】：對。 

【主持人-嘉妮】：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受訪人-林又青】：就是把現場一些規模啊，因為你可能只有看過新聞，或者是說別人轉述。那你現

場的一些實際的資料我們來去做一些空拍把它做回來，然後提供組內做更詳細用模，就是用透過拍回

來只要去做模式分析，然後透過模式分析可能可以知道他的當時發生雨量，或者說現在的崩塌情形，

那你明年假設降雨又降在這邊的話這個東西就可以再應用。 

【主持人-嘉妮】：是。哇所以他是實際上真的很好去做利用的，就是它的幫助量是很大的，尤其是做

現場勘查的話，你們是等於說是第一手拿到正確的資料，然後就可以用這些資料去做，為未來做準備，

所以這個是在我們的事件當中會紀錄到的一些資訊，那除了這些基本資料之外呢，剛剛又青，還跟我

們提到說還會有探討的部分，探討它背後的原因。我覺得這是就是第二層更深入的去瞭解說，他之所

以發生的整個過程。我們的生活 In Design 災防知識補給站要到這邊先告個段落，等一下呢我們廣告

以及雙語教學花路米回來之後繼續帶大家瞭解全球災害事件，他的背後有哪些是可以用來警惕我們自

己，在未來的時候可以做更好、更萬全的準備，在節目的下一段繼續跟大家做分享。 

 

⚫ 下半段： 

【主持人-嘉妮】：歡迎回到教育電臺生活 In Design 災防知識補給站，我是嘉妮，我們接下來呢在節

目的下半段要帶大家繼續探討關於全球災害事件典藏紀錄，在全球災害事件簿這個網站當中呢，國家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長年的把各式各樣全球的天然災害的事件，紀錄在這個當中讓這些紀錄能夠留下來

作為後面的人來運用以及參考的。那接下來呢我們要繼續的來請到參與這個網站建置非常重要的推手

林又青研究員來跟我們分享，災害典藏紀錄更多的故事，那我們剛剛講到了全球災害事件簿，其實主

要是針對天然災害來做一個紀錄，但是我比較好奇的是天然災害跟人為災害其實我們常常會覺得它並

不是那麼絕對的劃分。因為通常天然災害，它其實除了是天然可能大自然本身有一些比較大規模的，

譬如說颱風或是地震來臨等等，但是很多時候也都是加上人為的因素在裡面嘛，對不對？所以你們會

去探討這樣子二個二者之間的關係？ 

【受訪人-林又青】：會，不會像去年那個西歐洪災，我就收到它可能是因為它的那個警戒資訊發佈的

速度是不夠普及，或者是說中央跟地方沒有接上，他可能是政府發佈洪水警戒。可是他那個德國那邊

就是比較 local 地方沒有收到，所以造成他們沒有即時疏散撤離，對，就是你剛剛提到可能是人為的

方面。 

【主持人-嘉妮】：是。對，所有人為其實因為我覺得可以很很很直接的為未來很有幫助的，其實很大

一塊是在人為這部分，就比如說我們可以事先先撤離啊或是我們發警報速度夠不夠快啊，這些是可以

改變，這是我們可以改變的地方。所以從這個地方著手我覺得是還蠻重要的一環，除了瞭解天然災害

發生之外，人為我們可以怎麼樣去補救，補救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受訪人-林又青】：但疏散撤離這個部分其實臺灣做得很好，我們速度發都很快。 

【主持人-嘉妮】：真的。 

【受訪人-林又青】：撤離的也還蠻早的這樣。 

【主持人-嘉妮】：對。就是跟其他國家比起來我們是優等生。 

【受訪人-林又青】：我們算是優等生。 

【主持人-嘉妮】：對，真的就是之前好像也是聽到蠻多來得來我們節目的研究員就是也有提到這塊，

就是我們怎麼樣的在颱風來臨之前，就已經趕快去做好溝通，從就是去跟現場的居民溝通說要趕快先

撤離喔，真的而且很棒的一點是，臺灣的居民也其實都滿配合的，我覺得這點是真的很棒，而且很重

要的事，是真的關乎到大家生命安全的事情，希望說大家可以一起來協助配合，所以在這塊呢我們把

它紀錄在我們的災害事件當中，那最後一塊最重要的就是去檢討這些發生的結果，我們可以怎麼樣做

得更好，這一塊也會放進去在我們的比較詳細的… 

【受訪人-林又青】：一些有收錄到的話就會把它寫在上面這樣。 

【主持人-嘉妮】：是。所以呢我們的災害事件當中就會紀錄到這些資訊。我很好奇的是，紀錄這些資

訊之後，你們會後續的去去追蹤或者是去再去做更進一步的去調查嘛，比如說因為有些災害像是的天

災降雨降雨量太大，他可能當時候颱風來的時候天災發生了，但是後面它後續可能還是會有一些比如

說土石掉落啊或者是崩塌等等。就是它的時間拉得很長的話，你們還是會去做追蹤嗎？ 

【受訪人-林又青】：如果以應變來說，像我們組上在汛期之前的話，就會針對一些去年的明星就是已

經發生在地方，做一個環境的踏勘，就是因為畢竟已經經過了半年，接下來今年的颱風豪雨又來了，

我們就再去檢視一下當時的環境恢復狀況，然後提供給我們當下今年度的應變來參考這樣子。 

【主持人-嘉妮】：是，瞭解，所以其實真的都是還是會去了解現在的狀況，然後再去做定期的追蹤，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過程其實真的就是幫助我們去更加瞭解說，這個災害怎麼樣發生怎麼樣的去做更好

的避免，就避免再次的發生。那我們談到了蒐集資料，這部分我們來聊聊臺灣這個部分好了，因為臺

灣其實還蠻還蠻多的局處或是蠻多政府機關單位都有很多資訊嘛，對不對？你們是怎麼樣的跟他們來

做資料的蒐集。 

【受訪人-林又青】：像其實我們都有簽一些 MOU，那氣象資料啊有些資料介接我們自己中心就可以

畫一些雨量累積圖，水保局他們的其實資料也都是蠻公開透明，你上網都可以收得到，那如果是公路

總局那個交通通阻的話，我們是有介接一些 API，可以馬上取得。 

【主持人-嘉妮】：瞭解。所以已經是長期合作的關係，所以呢拿到資料事情並不困難，但是怎麼樣把

它統整起來，怎麼樣把它說好一個故事比較比較難的一塊嗎？ 

【受訪人-林又青】：還好，其實大家寫久也就知道怎麼去呈現是比較好的方式？ 

【主持人-嘉妮】：對，沒錯，大家都是專家，所以這些災害事件的資料收集上面，我也會很好奇的。

是。除了政府資料你們會用一些比如說民間資料或是研究單位資料，會蒐集到這一塊嗎？ 

【受訪人-林又青】：新聞有時候會用到。然後我們也向新聞的話就去買一些歷史災害的資料庫，像聯

合報之類的。尤其是我們災害事件簿的話，其實是要從歷史寫到現在嘛，有時候歷史的災情照片，我

就去從新聞資料庫去找。 

【主持人-嘉妮】：對，沒錯。有些是比較久遠以前的，所以很久以前的災害你們會把寫進？ 

【受訪人-林又青】：對，會挑選20年重大優先寫，然後再慢慢回去這樣。 

【主持人-嘉妮】：對，沒錯。所以過去的話就要從報紙上面比較多照片、圖片或者是他的一些資訊，

所以就會從新聞上面去著手，那資料的正確性，你們是怎麼把關？ 

【受訪人-林又青】：如果是災損人員傷亡話，我們主要還是參考那個主要局處，像水保局農委會是公

路總局還有防災應變中心的資料，正確性主要是參考官方。 

【主持人-嘉妮】：是，就是比較關鍵的這些數字實際上的資料具體資料會用官方的為主，瞭解，所以



正確性也是會把它確保下來的。那這些紀錄在之後會怎麼樣的來做應用？因為最重要的其實就是還是

要去防患未然要去作為未來我們可以去應用的，你們怎麼把它應用到之後的災害防救當中呢？ 

【受訪人-林又青】：像剛提到，提到一個就是我們如果是今年發生的災害，那我們做類似重點災情整

備讓明年度應變用嘛，就是其中一個，然後另外一個是我們這些災害紀錄可能也可以回饋到各個縣市

的地區在災害防救計畫跟災害潛勢地圖裡面他們可以在撰寫的時候可以參考瞭解他們地區哪裡比較

容易發生災害，然後在汛期前做好盤點做準備。 

【主持人-嘉妮】：是。所以最主要是也是給政府來做使用，尤其地方政府它可以是應該是說他可以比

較全臺灣各個地區，他是針對他自己不同的災害的情況來做調整的。 

【受訪人-林又青】：對。 

【主持人-嘉妮】：是。所以在這個當中最重要的是讓政府在因應下一次的災害來臨之前來做一個準備，

那在這一塊除了政府的應用我們在民眾上面或者是研究單位上面也會來做應用嗎？ 

【受訪人-林又青】：偶爾也會有。對，就是讓學生寫報告的時候，老師寫報告的時候。 

【主持人-嘉妮】：是。對。 

【受訪人-林又青】：然後像我們就在收集的部分，發現大家其實需求部分會比較想要看到的是。那些

現場調查照片，那我們就是今年有做一個那個影像資料庫之後也是會把分享出來這樣子。 

【主持人-嘉妮】：對。這個好棒喔 

【受訪人-林又青】：除了文字之外，你就可以看到更多豐富的災害照片、調查照片這樣。 

【主持人-嘉妮】：對，真的現在真的是越來越多都是這種比較用圖像的方式來表達，用圖像方式來說

話。對啊就想想起以前自己在大學的時候也是有唸地理系，然後呢老師就是很愛出這種作業要去找這

些資料這些歷史的環境的資料啊、災害的資料，我覺得有這樣子的一個網站，其實真的是也可以幫助

學生來學習的。所以呢在這個網站上面，我們如果一般民眾要使用的話，我們可以怎麼樣的來上面有

哪些的比如說搜尋連結啊，是可以我們來使用的呢？ 

【受訪人-林又青】：最容易搜尋的方式，就是我們會有分年跟地區，年份就是假設你知道2009年可能

發生的2004年可能發生的名字獨立災害拉到那個時間軸2004，然後找尋颱風分類就可以找到那個事件

的詳細敘述，這個是從時間軸拉。那如果是地區的話，假設我是像我是臺中人，那我想知道臺中有哪

些地方比較容易發生災害，我就選地區，然後選到臺中市，然後這邊就會詳列它的地理環境啊、水系

阿、歷史災情這樣子。那如果剛提的都是國內嘛，那國外的話我們就是也一樣分成地區、國家去尋找

這樣子。那如果我們寫最詳細地就會在最前面優先選擇。 

【主持人-嘉妮】：是。所以它是有優先訊順序去去排放。去排列的。就是比較詳細的比較多資訊就把

它放在比較前面。 

【受訪人-林又青】：還有，除了網頁我們還有出電子書喔。像每年我們都會做一個那個災害紀實，把

國內外的比較重大再做一個濃縮，然後除了放在我們的網站上面，我們有在「讀墨」上面分享，都可

以下載 

【主持人-嘉妮】：所以就是免費下載。 

【受訪人-林又青】：對。 

【主持人-嘉妮】：哇！好棒喔，這個大家一定要知道，這個很重要，因為電子書的方式等於是說在精

華再把它濃縮成更精華的，然後直接讓大家去瀏覽。 

【受訪人-林又青】：很精美。 

【主持人-嘉妮】：喔是。所以呢裡面我們的網站上面其實我有上去稍微看一下他有用整個地圖的方式

來做呈現嗎？你可以用地圖的方式去搜尋去點選。他就是一個地圖上面，然後就很多數字，那個數字

其實就代表說那個地方的你們收錄的災害的事件… 

【受訪人-林又青】：數目數目。 



【主持人-嘉妮】：所以可以直接點選，當然就看到說，臺灣真的很多，因為臺灣的紀錄，我們是最詳

細的，那除了除此之外其實全世界也是有非常多的點位，我們都可以去點選看看，那或者是呢就剛剛

又青跟我們提到的，你可以用時間這個發生的事情的時間來做搜尋或者是用地點來做搜尋，跟我家旁

邊有關係的地點的事件有哪些呢也可以來做搜尋，所以它搜尋的方式其實是非常的方便。那如果大家

可能也不是要拿來做什麼研究啊或者是不是要拿來做什麼也可以上去看看，就看看說最近幾年發生什

麼事情嗎？因為我常常覺得說大家臺灣，尤其是臺灣我們對於國外的的天然災害的報導，其實並沒有

很多，我自己感覺上是這樣子啦，不知道又青的感覺是什麼？ 

【受訪人-林又青】：就可以來看看我們的網站，或者去看電子書，我們每年都有做非常詳細地收集喔。 

【主持人-嘉妮】：對啊，真的，因為我們覺得我覺得說關心臺灣也是很重要，但是關心國外發生什麼

事情其實也真的是蠻重要。而且可以幫助我們去未雨綢繆去瞭解說，原來全世界真的是也正在發生這

些事情當中並不是只有臺灣而已，那其實就會促進大家去思考整個氣候變遷對全世界的影響，然後再

去進而去思考說，我們可以做些什麼行動來改變，所以一步一步的，那這些我覺得是很知識性的東西

是很根本的去做理解，我們才會去後面的那一些更深層的思考。所以如果爸爸媽媽想要帶孩子來瞭解

現在世界上發生什麼事情也是可以來到我們的全球災害事件簿，來去做點選蒐集的。 

【受訪人-林又青】：可以。 

【主持人-嘉妮】：是。那在未來啊因為其實你們還是會繼續地把這個全球世界災害事件簿做下去嗎？

未來還會希望說他可以持續地發揮哪些功能或者是說擴及更多需要的人呢？ 

【受訪人-林又青】：像我們有發現，現在大量的閱讀習慣比較多是用手機跟影像。那我們會希望說在

未來的話，我們要加增加手機的那個使用方便度跟閱讀度，那影片的部分的話也會想要再做比較吸引

人一點這樣子，像我們現在都是文字跟圖片嘛。然後想說可不可以單一個事件就是用影像來呈現就變

成一個影像災害事件簿這樣子，然後而且加上我們其實多年已經蒐集很多類似的案例，比如說什麼大

規模崩塌或是大範圍的淹水，我們會規劃一個主題館把這類似的就一起展覽出來，希望這樣可以增加

就是可看性，然後吸引大家來點閱這樣子。 

【主持人-嘉妮】：是。所以真的最後就是希望走向一個博物館就真的變成一個博物館，而且是線上博

物館、影像博物館這裡面增加了更多影音的部分。哇，就是這個很棒，但是感覺是一件還蠻困難的事

情，因為影像他的處理就跟文字完全不一樣，他應該要耗費更多的人力或者是耗費更多的素材來做這

件事情。 

【受訪人-林又青】：所以我們現在大概出去現勘的時候，也會做一些攝影的紀錄這樣子。 

【主持人-嘉妮】：是。就在現勘的時候，一邊把這些東西紀錄下來。 

【受訪人-林又青】：總是要有一些創新，試試看。 

【主持人-嘉妮】：真的。哇！好棒喔，所以你們也有非常多這些攝影的人才也要加入你們的團隊，或

者說你們這裡是一起… 

【受訪人-林又青】：我們就是邊做邊學這樣。 

【主持人-嘉妮】：對。真的我覺得現在大家都越來越往影像跟這些文字或是這些聲音同時並齊的這樣

子一個時代，所以呢我們的全球災害事件簿，其實呢也是希望說在未來能夠幫助大家在影音上面也有

更多的，我們可以參考的地方，那在未來還會幫大家做這種整個主題的，算是策展嗎？ 

【受訪人-林又青】：對。 

【主持人-嘉妮】：就是用這樣策展的方式來幫大家去回顧說，歷史上到底發生了哪些重大天然災害紀

錄，那我們可以從中學習到什麼？那我們但我覺得永遠都要對這些東西有感覺，就是你有感覺的時候，

你才不會覺得說好像每天都要發生這些天然災害啊沒什麼。但是有一天真的就是會影響到我們自己

嘛，對不對？所以這一塊呢我覺得是可以歡迎大家一起來我們的全球災害事件簿當中來做瞭解的。那

我們今天呢非常開心能夠邀請到我們林又青研究員來跟我們做關於全球災害事件簿的介紹，謝謝您。



【受訪人-林又青】：謝謝。謝謝大家。 

【主持人-嘉妮】：今天的生活 In Design 災防知識補給站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感謝各位聽眾朋友收

聽，我是嘉妮，我們下次見囉！掰掰 

 

<逐字稿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