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峽谷關懷監測網

提升遊憩安全與品質、迫使急難於無形，乃管理
機關永無止息之職責。

隨著資訊科技及運動科學突飛猛進，本計畫組合
應用新興技術，提供「自然」與「人本」兩個層
面的遊憩安全監測以及建構急難處理模式與軟體
整合系統，期望提供管理機關完善的資訊與工具，
協助提供更高品質服務、大幅減少危難發生機會。

遊憩安全監測

危害遊憩安全的因素多半來自氣候、地理災害、
人為等，可約簡為「自然」與「人本」兩大災害
層面。本計畫將遊憩安全分成“自然”與“人本”
兩層面加以監測，使遊客獲得更多的保障。

•「自然」層面

自然層面的監測可分為「氣象」與「景象」監測；
前者監測園區內重要區域之氣象相關資訊，例如:
溫度、濕度、風速、風向、雨量、日照、氣壓、
土壤濕度等；後者以視覺化的方式監看園區內重
要區段的實際景象。

氣象監測 有助於提前感知異常情形，供管理處
事前做為人員出入管制與防災準備依據；遊客也
能依氣象資訊為行程計畫作適當的變更（圖1）。
獲取氣象資訊的效益，請參見氣象資訊效益關聯
圖（圖2左）。

景象監測 即時錄影監看重要區域，除了可做為
人員安全管制更具體的依據外，也可做為救災、
救難的實地狀況參考。取得實地的景象，未來的
擴增應用可以更為廣泛與加值！請參見景象資訊
效益關連圖（圖2右）。

•「人本」層面

發生山難事件的常見原因之一為人體因素。其中
扣除登山必要的知識、技能外，最重要的就屬體
能水準。

我們利用最新的運動科學知識，多次實驗收集資
料，已初步建立一套登山者可以自我評量的簡單
方便程序（圖5），並開發網站，供公眾使用。爾
後登山人員從事登山活動前，得以先自我評量，
提供結果予領隊據以規劃最舒適、安全、健康的
遊憩行程（圖3）。

摘要 軟體整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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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監測自然與人本層面，管理機關得以掌控環
境與遊客兩大變因以求即時預警與防患未然。針
對急難處理模式採行強化關懷，並訂定完善的服
務與通訊流程，消弭急難發生，掌握救難先機！

為提供整合服務，本計畫開發一套軟體整合系統；
一套互動、友善的平台，方便管理人員登入編輯、
管理監測系統資料，並提供遊客與其家屬高視覺
化的互動介面，易於使用、查詢相關資訊。使得
管理處的整體服務品質更臻於有效與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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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資訊必須加以存儲、處理、呈現、利用，才
能發揮實質效益！我們設計一套系統平台用以儲
存、處理收集之監測資料，並應用Google 
Earth(GE)的三維互動顯示的模式，建構一個互動
式與視覺化的友善人機介面呈現平台。

另外，對於強化關懷、服務與通訊的急難處理模
式，我們的平台也提供完善的遊客與管理處內相
關人員的警示資訊、資料流程之整合服務。

軟體整合系統分成：前端使用者模組、資料處理
模組、資源管理與計算模組等三大部份，各司其
職，詳見圖6。

急難處理模式3

急難發生時，第一時間的精準資訊通報，對急難
事件之救助助益良多。因此，本計畫採行強化關
懷、服務與通訊的急難處理模式；即採用最無通
訊障礙的衛星電話供登山隊伍使用。如此，一則
著眼於預防急難發生，二則於急難發生時，能迅
速通報搶得救難先機！

為確保整體可行性，我們已完成下列項目：

• 評比衛星電話，彙整推薦衛星電話之採購規格

• 研擬租用作業、測試與驗證程序

• 安全訊息主動告知登山隊伍或連繫相關訊息

•衛星手機之應用程式，提供自動回報資訊

• 系統自動化於網頁上視覺化呈現隊伍資訊，供
家屬或相關人員查看（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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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 氣象資訊與景象資訊效益關連圖

圖6 – 軟體整合系統功能模組架構圖

圖1 – (上) 查詢氣象站數據;       
(下) 簡訊發布氣象資訊

圖3 – 「人本」層面，;登山體能評估結果

圖4 – 視覺化呈現登山隊伍所在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