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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坡地災害管理一直是臺北市政府努力的目標之一，為此，市府蒐集了多種資

料，並對坡地風險做出評估及分類。為了落實此課題，除公務部門之努力之外，

尚須民眾之瞭解及配合，故建立網路平台供民眾瀏覽坡地災害與潛勢區分佈；而

於本年度又積極推行智慧型手機程式，並計劃於資訊系統中增加了回饋機制，使

得民眾之角色由單向的資訊接收者進階成為閱讀與資訊提供者，期望能增加民眾

之參與感，進而增進民眾對於坡地防災之概念與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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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臺北市因過去都市計劃發展快速，使得山坡地開發興盛，有鑒於地質環境複

雜及坡地災害層出不窮，為有效管理山坡地開發利用及防治坡地災害的發生，臺

北市政府自民國 88 年 9 月份起展開長期山坡地安全管理計畫，辦理本市環境地

質資料建置工作。 

檢討國內近年來接踵發生的坡地災變，其中大部分雖可歸咎於先天環境不

良，但不當之開發行為確是觸發災害之禍首，此正反映出民眾對自然環境的輕

忽。然地質環境雖然複雜，只要能了解並順著地質地理特性進行合理之開發利

用，要遠離地質災害並非難事。爰此，臺北市政府為了有效管理山坡地開發利用

及防治坡地災害發生，乃自民國 88 年 9 月召開「加強山坡地安全管理方案」會

議，訂定長期山坡地安全管理計畫，全面整頓山坡地，以積極管理山坡地，兼顧

坡地開發與保育平衡為目標。 

冀望能透過資料調查更新及系統建置，提供公務部門在山坡地防災、開發審

議及都市計畫規劃上判斷參考。並使提供市民或山坡地開發單位能瞭解臺北市山



坡地地質環境，避開地質敏感地區之開發利用，以減輕或預防臺北市山坡地地質

災害發生，進而達到提供市民安全及永續坡地居住環境之目標。 

二、 環地資訊系統架構 

臺北市政府配合環境地質圖調查工作，於民國 92 年創全國之先開發「山坡

地環境地質資訊系統」，由環境地質調查所得地質敏感區資料與蒐集之基礎圖資

資料，(如數值地形圖、土地使用分區圖、行政區里界圖、地籍地段圖、數值門

牌、地標圖及航空正射影像圖等)數化整合建置而成。經由資訊化運用，減少人

工作業時間，以數值化地理資訊系統資料整合儲存，提供套疊圖層加值利用。本

系統之建置目前可達到以下重點需求： 

 

1、 透視居家環境地質災害潛勢：透過環境地質圖(圖 1)可了解居家周遭是否具

有淺層崩塌、河岸侵蝕…等地質災害發生之可能性。 

 

圖1 環境地質災害潛勢分布圖 

 

2、 查詢坡地開發風險：將坡地因岩石強度、地形坡度、災害歷史等因子分類出

四種等級製作出山崩潛感圖(圖 2)，可將此等級作為於該坡地活動之風險指

標。 

 

圖2 山崩潛感圖 



 

 

3、 索引坡地歷史事件：臺北市政府已建置地質災害資料庫，其中收錄民眾通報

案件中歸屬於地質災害之項目(如圖 3)，透過此資料庫將可索引特定位置曾

發生之地質災害。 

 

圖3 歷史災害位置圖 

為建置本系統，於資料收集方面執行流程如圖 4，並將各流程說明如下： 

1、 潛勢地區圖資收集：收集各單位所製作環境地質相關之圖資，將之數位與化

GIS化，並整合存放於倉儲系統。 

2、 環境地質調查：對於已收集之圖資進行確認，進行現地調查，以確認目前狀

況，並對資料進行更新。 

3、 即時通報調查：遇有新通報之地質災害則前往了解並將資料整合進資料庫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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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資料維護及更新流程 

而系統則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1、 GIS與環地事件倉儲系統：負責儲存各環境地質災害資料。 

2、 資料展示平台：將環境災害資料透過網路發布，並可依不同使用者需求提供

不同資料。 



3、 智慧型手機程式(App):安裝於民眾之個人 iOS或 Android系統行動裝置上，

將可提供在地化訊息、發布提醒資訊、並可回傳使用者回饋。Android版本

主要功能與介面如圖 5。 

  
圖5 行動裝置 App功能 

 

系統間之交互關系如圖 6，使用者可透過網站伺服器向資料庫要求資料，並

於 PC瀏覽器與行動裝置閱讀，亦可透過行動裝置向資料庫提供資料。 

 

圖6 資訊系統架構圖 

 

 



三、 於災害管理各階段提供之功能 

本系統包括了資料倉儲、客製化展示、以及資料回饋等三大功能，對於災害

管理之四個階段，各自肩負了不同之責任。本節將闡明系統各部功能於災害管理

提供幫助。 

1、 平時減災 

平時減災的做法是讓民眾了解環地災害發生之原因、觸發之條件、各種

災害發生之行為，以期降低災害發生時造成的恐慌，使民眾得以更冷靜的態

度應變，減低災害造成之損傷。透過資料展示平台進行宣導教育(如圖 7)，

可讓民眾更加了解生活環境內脆弱地形所在之位置，亦可避免因不當開發而

導致提高坡地風險。 

 

圖7 規劃中之教育平台 

 

2、 災前整備 

災前整備之目的為在災害尚未來臨時，預想災害發生時可能遭遇之狀

況，對各種狀況擬定救災資源與應變方式；利用本資訊系統所收之環境地質

災害潛勢圖，可瞭解居家附近是否有易致災坡面及災害類型，透過套疊道路

圖可擬定疏散路線，並選擇較不具災害風險之處所做為避難場所。 

3、 災中應變 

透過圖 8中 App內事件上傳功能，可第一時間將災害狀況向政府單位通

報。由於事件上傳有固定格式，除災害簡述外尚包含災害所在坐標、現況照

片、災害類型…等。對救災單位而言，因對各案件提供更為明確之資訊，諸

如災害規模、對道路阻斷之影響，救災資源之分配將可更即時、更切合實際、

且更有彈性。 



 

圖8 利用行動裝置 App進行事件通報 

 

4、 災後復建 

以 APP為個人與公務部門之間的橋梁，蒐集地方災害情報與資料，於災

害發生時可作為第一手資料已部署救災資源之外，在災後更可利用事件分布

之密集程度決定是否對該區域做出強化整治(如圖 9)。 

 

圖9 透過 App檢視資料倉儲中儲存之事件發生位置 

 



本系統三大部份於災害管理四階段中所扮演之角色如表 1： 

表 1. 環地資訊系統於災害管理中所扮演之角色 

 平時減災 災前整備 災中應變 災後復建 

GIS與環地 

事件倉儲系統 

瞭解環地災害潛

勢區現況 

持續觀察 

高風險坡面 
收集災情 

提供復建決策輔

助資訊 

資料展示平台 防災觀念宣導  即時災情展示  

智慧型手機

App 

查詢使用者周邊

坡地風險程度 
災害提示訊息 上傳即時災情 

協助定位災害發

生位置 

 

 

四、 結論 

全球氣候變遷，造成極端降雨的機率越趨頻繁，民國 98 年 8 月的莫拉克風

災帶來近百年來最嚴重的坡地災害，隔年 4月國道三號基隆段發生走山崩塌事件

震驚國人，再次突顯「環境地質」對於人類生活環境的重要，成為近年來民眾重

視市政建設的指標名詞之一。為減緩坡地環境惡化，避免不當開發使用，且本於

防災、減災及避災原則，持續推動環境地質調查工作，確實有其重要性及必要性。

而不斷地更新與維護環境地質資訊系統，以維護資料的正確性與完整性，亦是當

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山坡地環境地質資訊系統為提供使用者規劃參考使用，未

來除持續執行環境地質調查工作外，更需加強資訊系統之穩定性、安全性，提高

系統操作效能，使資料庫發揮更大的效益，以提供更完善的圖資平台、更多元的

查詢功能、更完整的即時訊息及更豐富的資訊服務。讓民眾及山坡地開發規劃單

位能瞭解本市及居家鄰近地區山坡地環境地質狀況，避開地質敏感地區開發利

用，以減輕或預防本市山坡地地質災害發生，進而達到提供市民安全及坡地環境

永續居住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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