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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08 年智慧應答機器人研發」(以下簡稱本計畫)延續 107 年之

開發成果及經驗，以水利防災專業人員為目標使用者，發展智慧應答

機器人，透過輸入文字或點擊按鈕的方式，使用者可取得防災所需的

資料。本計畫執行五大工項的系統研發及專業服務，包含：盤點及更

新、維運及應用探討、精進研發、智慧應答機制研發、及協助辦理教

育訓練。截至 108年 11月 30日本計畫完成工作項目如下所述。 

在智慧應答機器人資料盤點及更新部份，已完成防汛應變資料庫

盤點，包含：氣象、整備、應變、復原、其他、意見回饋等六大類

318項資訊。並於教育訓練及應變期間，訪談 113位應變人員及決策

者，進行資料優化介接。另亦已完成 25筆靜態防災資料與 29張表格

圖片之更新。 

在智慧應答機器人維運及應用探討部份，已定期更新與測試智慧

應答機器人之平台及系統，已確保正常運作。並亦每週提供使用者行

為之資料，做為調整及更新智慧應答機器人系統之參考。亦已於 0520

豪雨等 6場事件應變期間，進駐應變中心及隨時監控系統穩定性，以

確保系統及操作問題能即時解決。 

在智慧應答機器人精進研發部份，已規劃管理後台，包含使用者

權限管理等 8 項功能，並研發分眾通報功能，包含決策者等 15 類權

限，及設計客製化選單原型，包含 3種客製化選單。經實際運作與調

整，讓智慧應答機器人能因應不同需求提供不同防汛應變資訊。 

在智慧應答機器人智慧應答機制研發部份，已研發對話管理模組

進行查找任務進度管控的功能，及具備容錯之功能，並初步建置 432

組防汛應變語料庫之關鍵字，另已依據所有歷史的對話記錄資料，解

析出 622 組關於防汛應變之詞彙，作為擴充資料庫之參考。並建置

318項回應，藉此讓智慧應答機器人成為更有效之高階決策系統。  

在教育訓練部份，已完成協助辦理 7場次教育訓練辦理，並已於

6月 12日交付及側錄影片，及完成問卷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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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2019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Response Robot" continues the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 of 2018, and implements 

system development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for five major topics, 

including: intelligent disaster prevention response robot data inventory 

and update, smart disaster prevention response robot maintenance and 

application explor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disaster 

prevention response robo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response mechanisms for intelligent disaster prevention response robots, 

and assistance in training. By November 30th of 2019, this project has 

completed the following items: 

In the intelligent disaster prevention response robot data inventory 

and update, the inventory of the flood prevention response database has 

been completed, including 318 items of information divided into six 

groups such as weather, prepare, response, recovery, other, and feedback. 

During the training and operation period, 113 interviewers and decision 

makers were interviewed to optimize the data. 25 static images and 29 

tables have also been updated. 

In the smart disaster prevention response robot maintenance and 

application exploration, the platform and system of the smart disaster 

prevention response robot have been regularly updated and tested, and the 

operation normally has been ensured. Information on user behavior is 

also provided weekly as a reference for adjusting and updating the 

response robot system. During the operation period of the 6 events such 

as 0520 heavy rain, engineers stationed in the operation center to monitor 

the stability of the system at any time to ensure that the system and user 

problems can be solved immediately.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disaster prevention 

response robots, we have planned the managed back-end system, Incl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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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functions such as user rights management. Through actual operation 

and adjustment, the robot can actively provide different flood prevention 

response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equirements.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response mechanisms 

for intelligent disaster prevention response robots, the dialogue 

management module has been developed to perform the function of 

finding and controlling the progress of the task, and the module has the 

function of fault tolerance. The module initially established 432 sets of 

flood prevention keywords in the database, and analyzed 622 sets of 

vocabulary about flood prevention based on all historical dialogues as a 

reference for expanding the database. We built 318 responses to make the 

disaster response robot a more efficient high-order decision system. 

In the training, we have completed the assistance of 7 sessions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delivered side recording videos on June 12, and 

completed the questionnaire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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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1.1 緣起及目的 

隨著使用者習慣的改變，通訊軟體的使用率已逐漸超過社群軟體、APP、

網頁等其他平台。而以通訊軟體為平台所建置之對話機器人，伴隨著人工

智慧技術的發展，逐漸在各領域中被廣泛地應用。經濟部水利署於 107 年

完成「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系統原型建置，但因 107 年度完成的「智慧

防災應答機器人」僅為原型概念，並未進行資訊彙綜與介面整合，無法於

汛期間提供水利防災應變需求。 

因此「108年智慧應答機器人研發」(以下簡稱本計畫)之目標係於既有

系統之開發基礎上，進行展示介面之適切統整與水利防災資訊之精進提供。

本計畫從水利防汛應變資料面及功能面應對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進行加值

應用，以決策者及防災專業人員為目標使用者，發展可使用文字或點擊按

鈕的方式互動的智慧應答機器人，讓使用者可取得防災所需的資料。透過

資料管理流程設計與客製功能開發，讓智慧應答機器人讓能更加貼近使用

者業務需求，強化署內防災人員對應變之處置及資訊蒐整判斷能量，進而

提升防汛應變整體之效率。 

另為加強經濟部水利署暨所屬單位防汛應變作業人員專業能力，以因

應全球氣候變遷影響下汛期應變作業，在本計畫中針對經濟部水利署暨所

屬單位應變值勤人員辦理防汛教育訓練，進行防汛經驗交流及應變作業協

調，以強化防汛應變統合能力。 

1.2 計畫工作項目 

本計畫協助水利署執行智慧防災應答機器資料盤點、應用探討、應答

機制研發等工作，其工作項目條列如下： 

一、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資料盤點及更新： 

(一) 防汛應變資料盤點：依本署初步建置之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資料庫內

容，盤點 107年度規劃建置之資料(至少包含 5大類，包含氣象、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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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應變、復原、其他等)，以調整資料分類項目及資料庫結構，加

速效能管理。 

(二) 使用者訪談並優化資料介接：至少針對 10位應變人員進行使用者訪

談(包含署內同仁、所屬單位同仁以及高階長官)，並依使用者實際使

用情況與防汛應變需求，新增及修正動態資料之介接，以提升系統

使用性與實用性。 

(三) 視覺資料更新：依行動裝置及本署需求，設計且即時更新靜態資料(包

含：水災開設條件及相關警戒定義、大型移動式抽水機整備狀況、

滯洪池數量及總容量、抽水站數量及總抽水量、水門數量、水患自

主防災社區等)之視覺展示內容。 

二、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維運及應用探討： 

(一) 通訊軟體平台維運：系統升級後相對應之平台整建，以維持智慧防災

應答機器人正常運作。 

(二) 使用者行為蒐整與分析：定期提供統計報表，針對至少 5位應變人員

進行每週使用者行為分析，並產製流量分析及使用者統計圖表。 

(三) 配合應變監控系統：因颱風或豪雨致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二級以

上開設時，至少配置 1名系統工程人員，隨時遠端監控系統穩定性，

以利突發狀況時能解決系統問題。 

三、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精進研發： 

(一) 規劃管理後台：依實際防汛應變需求，定義各式資料更新頻率及建置

資料更新流程，提供本署即時更新相關整備資料，以建立資料整合

及共享機制。(資料需包括：抽水機、防汛器材、疏濬作業、人工增

雨焰劑、水車、抗旱井、即時警戒、署內單位開設概況等) 

(二) 分眾通報功能研發：開發權限管理及資訊訂閱功能，讓智慧防災應答

機器人能依使用者層級(包含：決策者、本署、所屬、管理者等層級)，

主動提供不同防汛應變資訊，強化即時及全面多元之通報機制，並

藉此建立公、私有資料的保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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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客製化選單原型測試：藉由分析使用者的需求及使用時機，提出 3個

應變人員及不同應變階段之客製化選單的應用建議及原型設計，並

於計畫期間進行客製化選單的應用測試，以了解不同使用情境之需

求，做為未來改善之方向。 

四、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智慧應答機制研發： 

(一) 對話智慧搜尋研發：建置防汛應變語料庫，語料庫必須能正確解析(識

別)至少 80%累積於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資料庫中的對話紀錄，讓使

用者能以對話方式輸入欲查詢之關鍵字，即可提供相關連結或回應

相關資訊。需定期提供語料列表及驗證紀錄供本署核查。 

(二) 人工智慧開發：針對使用者使用特性與防災應變需求，開發防汛應答

演算法，讓使用者向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索取所需資訊時，系統能

以自然語言(人類說話及表達)的方式提供所需之資訊，並結合機器學

習等技術，讓蒐集的使用資料能自主訓練學習，發展用於防災的人

工智慧，以增加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的易用性。 

(三) 定期檢討回饋：藉由每周提供使用者點擊及使用紀錄的統計資料(資料

需包含：使用者查詢人次、使用者人數、全體使用者查詢紀錄、全

體使用者查詢類別圖等)，建立客製化關鍵字及相對應連結資訊，以

強化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資料的完整性。 

五、協助辦理教育訓練： 

(一) 協助彙編教育訓練課程內容。 

(二) 辦理經濟部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值勤人員4場次，每場次4小時，

總計參加人數至少 110人，於本署場地辦理。 

(三) 辦理所屬機關防汛應變值勤人員 3場次，每場次 4小時，總計參加人

數至少 130人，於本署場地辦理。 

(四) 教育訓練期間須全程側錄，及紀錄課程間意見交流，並透過問卷進行

課程滿意度調查。攝影成果以行動儲存裝置方式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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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計畫甘特圖 

本計畫執行期間為 108 年 1 月 30 日至 12 月 25 日。本報告撰寫於 11

月底，故所有工作成果統計至 11 月 30 日，皆符合預期進度。本計畫的甘

特圖表如下所示，本計畫工作項目皆為滾動式進行及修正，故執行成果請

見第貳章至第陸章的各別說明。 

表 1 本計畫工作甘特圖表 

月份 

工作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一、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

資料盤點及更新 

            

(一)防汛應變資料盤點             

(二)使用者訪談並優化資料介

接 
            

(三)視覺化資料更新             

實際進度累計百分比 1%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5% 100%  

二、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

維運及應用探討 

            

(一)通訊軟體平台維運             

(二)使用者行為蒐整與分析             

(三)配合應變監控系統             

實際進度累計百分比 1% 5% 15% 20% 30% 40% 55% 65% 75% 85% 95% 100% 

三、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

精進研發 

            

(一)規劃管理後台             

(二)分眾通報功能研發             

(三)客製化選單原型測試             

實際進度累計百分比 1% 10% 25% 35% 40% 55% 65% 75% 85% 9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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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工作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四、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

智慧應答機制研發 

            

(一)對話智慧搜尋研發             

(二)人工智慧開發             

(三)定期檢討回饋             

實際進度累計百分比 1% 5% 15% 20% 30% 40% 50% 60% 70% 85% 95% 100% 

五、協助辦理教育訓練             

(一)協助彙編教育訓練內容             

(二)辦理經濟部水利署災害緊

急應變小組值勤人員教育訓

練 4場次 

            

(三)辦理所屬機關防汛應變值

勤人員教育訓練 3場次 
            

(四)教育訓練全程側錄及透過

問卷進行課程滿意度調查 
            

實際進度累計百分比 1% 20% 40% 60% 70% 90% 100%      

期中/期末/成果報告             

預計進度累計百分比 1% 10% 25% 35% 43% 51% 60% 70% 80% 85% 93% 100% 

 

  預計進度   實際完成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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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工作人力分配 

本計畫依參與人員及團隊之專業進行分工(如圖 1)，包含：防災科學、

智慧科技、永續服務等三個專業分工。以下分述說明： 

1. 防災科學：由計畫主持人臺科大蔡孟涵教授所帶領，主要進行場域

研究，針對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資料盤點及更新、及維運及應用探

討二大工項。 

2. 智慧科技：由東吳大學蔡芸琤教授、臺科大楊亦東教授及莊子毅教

授，進行人工智慧研發，主要進行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應答機制研

發項目。 

3. 永續服務：以酷必資訊邱睿宏總經理及許倍銘經理帶領團隊，進行

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研發，包含管理後台規劃、分眾通報及客製化

選單等工作項目。 

 

圖 1 專業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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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現況簡述 

本計畫協助經濟部水利署所開發之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截至 11 月 30

日止，總好友人數 29,752人，有效好友數 12,192人。本計畫依據水利署之

需求，設置 15 種使用者層級(如下表所示)，目前有權限可讀取資料的使用

者共有 218人。 

表 2 使用者層級表 

層級 人數 說明 

決策者 6 水利署高階決策者 

防災中心決策者 4 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決策者 

署本部 49 水利署本部 

所屬首長 5 河川局、水資源局等所屬機關首長 

所屬機關 66 含河川局、水資源局等的水利署所屬機關 

研發團隊 10 本計畫團隊成員 

水利署值班 0 規劃為提供水利署應變值勤小組 

防災中心 8 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人員 

防災中心地震承辦 1 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地震業務承辦人 

服務團值班 11 
臺大服務團值班人員(臺大為水利署應變

協力團隊之彙整單位) 

防災中心協力團隊

(值班) 
13 

水利防災中心之需要協助應變的協力團

隊人員 

防災中心協力團隊

(不值班) 
13 

水利防災中心之不需要協助應變的協力

團隊人員 

其他協力團隊 0 水利防災中心以外之協力團隊人員 

其他政府機關 6 水利署外其他政府機關 

替代役 26 水利署替代役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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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智慧應答機器人資料盤點及更新 

本計畫藉由與政府水利防災單位合作多年經驗，並依據水利防災作業

手冊、歷年水利防災成果等作業資訊，進行資料庫中的資料盤點及調整更

新，並將各項資料進行分析與整理，定義出資料之階層與類別，以利後續

使用。此外，由於防災應變資料龐雜，為了保有資料庫彈性，因此本計畫

以採用非關聯式技術建置動態資料庫，且在建立資料時仍保有資料基本的

階層屬性，如此可讓資料架庫架構能依照使用者的實際操作需求，進行動

態的調整及擴充，以確保系統隨時符合水利防災決策支援之需求。 

本計畫協助經濟部水利署所開發之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命名為「水利

署 AI robot Diana」，以下即以 Diana稱呼智慧應答機器人。 

一、防汛應變資料盤點：依本署初步建置之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資料庫內

容，盤點 107年度規劃建置資料，以調整資料分類項目及資料庫結構，

加速效能管理。 

本計畫已協助經濟部水利署進行 Diana 之防汛應變資料庫盤點，包

含：氣象、整備、應變、復原、其他、意見回饋等六大類(圖 2)。以水

利防災作業特性，將減災整備、應變處置與復原重建等防救災資訊，

歸類於整備、應變、復原三階段中。另將水利防災常用資訊，分類於

氣象及其他中。 

 

圖 2  防汛應變資料庫 



 

9 

本計畫亦依實際防汛應變需求，定義各式資料更新頻率及建置資

料更新流程，並建立對應之資料庫總表(圖 3)，包含：資料階層、資料

名字、主關鍵字、副關鍵字、資料呈現方式、資料來源、原始資料更

新頻率、資料備援來源、Diana自動擷取資料頻率、使用者查詢頻率、

團隊檢查資料頻率、團隊上次資料更新時間等，目前共有 294項資料(詳

細資訊請參見附件 A)。 

以「1 小時即時雨量」為例，其資料階層為「第 3 層」，資料名稱

為「1小時即時雨量」，資料來源為「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之「即

時雨量 API」與「雨量站基本資料 API」，原始資料更新頻率為「每 10

分鐘 1次」，備援資料來源為「中央氣象局」，Diana自動擷取資料頻率

為「使用者查詢資料當下即時擷取資料」，使用者查詢頻率為「約 10

分鐘一次」，團隊檢查資料頻率為「每季一次」，以確保資源來源及系

統穩定性。 

以 Diana自動推播「中央氣象局特報資訊」為例，資料來源為「中

央氣象局」，原始資料更新頻率為「每 10分鐘 1次」，但由於氣象局並

非在確切時間點更新雨量資料，且 Diana 太密集擷取資料會被視為駭客

攻擊而被氣象局封鎖，因此經過本計畫實際測試後，Diana自動擷取資

料頻率目前設定為「每 3分鐘一次」。 

 

  

圖 3 資料庫總表(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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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者訪談並優化資料介接：至少針對 10位應變人員進行使用者訪談

(包含署內同仁、所屬單位同仁以及高階長官)，並依使用者實際使用情

況與防汛應變需求，新增及修正動態資料之介接，以提升系統使用性

與實用性。 

(一) 訪談規劃 

為讓 Diana能更加符合使用者的需求，本計畫於教育訓練及實務應

變期間，針對實際參與應變的人員進行訪談，大量蒐集使用者之操作

資料及使用者行為，以了解使用者實際進行系統操作時所遭遇問題，

以優化資料介接，並作為後續系統調整之依據，提升系統實用性。並

瞭解本系統於應變期間提供之服務是否符合使用者期待。詢問受訪者

的問題如下所列，並依實際訪談狀況進行延伸討論： 

(1) 您目前常用 Diana哪三種功能？  

(2) 您目前工作較常經辦的業務為何？是否需要即時資料傳送？ 

(3) 您在應變中的業務為何？需要那些資料提供決策或處理？ 

(4) 您希望未來 Diana可提供您何種協助或功能？  

(5) 其他建議事項  

 

(二) 訪談成果 

1. 教育訓練訪談 

本計畫在水利署教育訓練期間及應變期間，針對參與教育訓練及

應變的水利署暨所屬單位的同仁進行訪談。教育訓練訪談共 14 人次，

如表 3。受訪者使用過 Diana的比例不高，因此在試用過 Diana之後，

主要提供建議為：建議 Diana可依據使用者所屬單位，提供轄區內之即

時降雨資訊與相關警戒，而非提供全國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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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教育訓練受訪人員 

姓名 單位 職稱 姓名 單位 職稱 姓名 單位 職稱 

蘇宸禾 北水局 工程員 陳重志 中水局 - 林聖鈞 三河局 工程員 

李威 北水局 工程員 林冠傑 南水局 工程員 陳瀅至 五河局 工程員 

蔡維哲 北水局 工程員 陳宏志 南水局 工程員 陳金鐘 六河局 副工程司 

梁仁軒 北水局 工程員 洪瑞隆 南水局 副工程司 黃彥勳 七河局 - 

溫亭貽 北水局 工程員 陳冠竹 三河局 工程員    

2. 應變訪談內容 

本計畫在 6 月至 8 月間的 0611 豪雨、丹娜絲颱風、利奇馬颱風、

0815 豪雨與白鹿颱風等事件應變期間，亦進行應變人員之訪談，共訪

談 99 人次，包含 7 位高階決策長官及 92 位應變人員。歸納訪談建議

及回饋可分為以下六點，並以應變前及應變中不同階段進行說明，詳

細訪談內容請見附件 B。 

(1) 提供氣象情資查找服務 

 應變前：提供各項颱風圖資與各國官方氣象預報。 

 應變中：提供預估降雨、即時降雨、當下事件累積降雨、颱

風動態、天氣警特報歷程與地震相關資料等圖資。 

(2) 提供防災情資查找服務 

 應變前：提供抽水機預布情形與整備會議等相關資訊。 

 應變中：提供抽水機調度情形、中央防災應變情資、災情資

訊、台水與台電災情、區域淹水警戒、河川水位警戒、水庫

放水警戒、供水濁度警戒、各地即時影像、工作會報影像、

綜合處置資訊、淹水感測歷程與各項輿情等資訊。 

(3) 提供防災行政資訊查找服務 

 應變前：主要希望能提供輪值班表與中央管河川資訊。 

 應變中：提供輪值班表、署內開設情形、地方政府開設情形、

各單位聯絡電話、各編組任務、應變歷程與停班停課等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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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動推播氣象情資服務 

 應變前：推播各項中長期降雨預報資訊、天氣警特報與地震

資訊。 

 應變中：推播颱風動態與風雨預報等資訊。 

(5) 主動推播防災情資服務 

 應變前：推播可能受地震影響的水工構造物所在區域等相關

資訊。 

 應變中：推播抽水機調度情形、災情資訊、區域淹水警戒與

河川水位警戒等資訊。 

(6) 主動推播防災行政資訊服務 

 應變前：提供輪值班表與推播開設通知等資訊。 

 應變中：推播值班資訊、開設狀況與開設撤除等資訊。 

  

  

圖 4 使用者訪談照片(上：教育訓練、下：0611豪雨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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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變訪談滿意度評估 

本計畫在 8月份以後的訪談中，將滿意度評估納入訪談項目之一，

包含利奇馬颱風與 0815 豪雨二起事件，共針對 62 位應變同仁進行訪

談，有效訪談樣本為 47位應變同仁，其中 2位應變同仁給予 3分，10

位應變同仁給予 4 分，35 位應變同仁給予 5 分，平均滿意度約為 4.7

分，滿意度訪談成果如圖 5所示。 

 

圖 5  滿意度調查統計成果 

 

應變同仁的滿意度回饋意見，節錄以下三點： 

 好用，覺得應變選單比上次訪談後改善/完整很多 

 有看到功能依上次訪談做新增訂閱功能很好 

 實用(推播與新的功能比之前訪談時好很多) 

應變同仁的改善建議，節錄以下三點： 

 想要顯示即時值班的人的狀態 

 需要台水台電即時狀況 (停水停電) 

 單次事件前十大雨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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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視覺資料更新：依行動裝置及本署需求，設計且即時更新靜態資料(包

含：水災開設條件及相關警戒定義、大型移動式抽水機整備狀況、滯

洪池數量及總容量、抽水站數量及總抽水量、水門數量、水患自主防

災社區等)之視覺展示內容。 

為增加 Diana其所涵蓋資料之易讀性，並讓使用者能快速地將該資

訊透過通訊軟體發送給相關人員，提升應變期間資料傳遞與溝通之效

率。本計畫 108 年已更新 25 筆靜態防災資料與 29 張表格圖片，詳細

內容請參見附件 C。靜態防災資料更新依不同更新頻率(每月、每季及

每年)定期更新，更新內容包含資料文字與數字的更新，並統一加上水

利署 LOGO及標明更新日期，以利識別及使用。 

 

圖 6 靜態資料之視覺化設計(節錄) 

另亦針對水利署需求，客製化設計與水利防汛應變相關的視覺化

資訊(圖 7)，以增加 Diana的擬人性，及達到以視覺資料輔以文字提供

直覺且易懂的資訊的目的。 

   

圖 7 汛期來臨推播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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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智慧應答機器人維運及應用探討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Diana的開發平台與開發所使用的相關軟體會不

定期發布更新版本，故本計畫亦不定期更新與測試 Diana之程式，以相容更

新版本後之系統。此外，為了讓 Diana更容易使用，本計畫亦蒐整與分析使

用者之行為，做為調整及更新 Diana系統之參考。另有鑑於應變具有及時性

及不確定性，因此維持 Diana正常運作相當重要，故本計畫在二級以上之應

變期間，會指派系統工程人員，隨時遠端監控系統穩定性，以利發生突發

狀況時，能即時解決問題。 

一、通訊軟體平台維運：系統升級後相對應之平台整建，以維持智慧防災

應答機器人正常運作。 

本計畫為因應資訊科技發展，並讓 Diana的功能可以配合相關更新

版本進行相對應升級，因此本計畫定期維運相關系統，以避免在升級

過程中發生版本不相容的問題，以維持 Diana能保持運作及提供服務。

另因應 Line「官方帳號 2.0」之政策，本計畫已於 10 月完成 Diana 帳

號及資料轉移。以下就系統維運遭運問題、硬體系統架構、備援機制

及系統測試進行說明。 

(一) 系統維運所遭遇問題 

本計畫在維運 Diana平台時，所遇到的問題可大致分為外部資料故

障、系統故障、既有功能調整與新功能開發等四項，本計畫共記錄 96

起問題事件與問題，處理進度包含已完成、討論中、開發中與測試中

等四階段，詳細內容請參見附件 D。 

(1) 外部資料連結故障 

此問題常發生在未即時收到主動推播，或是查找資料無法順利顯

示時。發生主因為資料來源更動資料接口、資料來源更動資料格式、

資料來源未即時更新資料、資料來源更新速度慢與資料來源機器故障

等。本計畫主要處理方式為更新資料來源的連結、調整資料對接格式、

電洽資料來源單位請對方修正或排除故障等。本計畫共記錄 27起外部

資料故障事件，已排除 25 起事件，2 起事件在討論中。在討論中之項

目與中央氣象局和水利署之資料維護系統有關，已經與二單位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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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通報，並獲得解決，但仍待未來再次發布警特報或警戒訊息時確

認是否確實修復，因此標註為討論中。 

(2) 系統故障 

此問題發生時常導致系統當機或運作速度變慢。發生主因為機房

停電、伺服器容量不足、即時訊息量太大與 HTTPS憑證過期等。本計

畫主要處理方式為更換伺服器、重啟機器與更新 HTTPS憑證等。本計

畫共記錄 8起系統故障事件，已排除 8起事件。 

(3) 既有功能調整 

此問題常來自應變期間訪談時的使用者回饋與意見。主要回饋與

意見為調整資訊呈現方式、加速資料呈現速度、註明資料呈現時間與

調整資料呈現條件等。本計畫主要處理方式除配合調整外，針對「雨

量趨勢」資訊呈現速度過慢的問題，本計畫增加多執行緒，以同步十

個雨量站資訊。本計畫共記錄 14起既有功能調整事件，已處理完成 12

起事件，2起事件在討論中。在討論中之項目，其中一項為淹水警戒發

送規則客製化，須待水利署方面確認其需求規則；另一項為儲存 NCDR 

之歷史地震查詢網頁圖資（https://satis.ncdr.nat.gov.tw/eqsms/index.html），

由於歷史地震查詢網頁與中央氣象局對於地震事件之編號方式不同，

編號規則尚待釐清。 

(4) 新功能開發 

此問題常來自應變期間訪談時的使用者回饋與意見。主要回饋與

意見為新增主動推播項目、增加選單查找內容與新增關鍵字於模糊搜

尋系統內。本計畫主要處理方式為先確認所對應的資料是否易於行動

裝置上呈現，後再決定是以外開網頁方式處理還是提供視覺化資訊。

本計畫共記錄 47 起新功能開發事件，已處理完成 23 起事件，14 起事

件在討論中，3起事件在開發中，7起事件在測試中。其中測試中項目

可視為已完成開發，惟尚待水利署決策者實際使用時，確認是否符合

其需求；3 項開發中項目，其中 2 項與淹水警戒需新增警戒區域分佈

圖有關，這部分牽涉到視覺化，仍在設計地圖模板中，剩餘 1 項為研

發圖層套疊技術，此項目無法單以對話機器人研發技術解決，牽涉到

網頁技術，仍在開發中；其餘討論中項目皆為本團隊在執行本計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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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發覺之使用者潛在需求，具體需求與實作方法將在未來與水利署方

面持續溝通討論。 

(二) 硬體系統架構： 

本系統建置於 GCP(Google Cloud Platform)雲端機房，2台主機提

供系統服務，主機架構如圖 8所示。 

 

圖 8 主機架構 

本系統架構區分 Gateway Server、WEB/AP Server、DB Server及

Test / Backup Server，主機系統及軟體部分。使用者可使用帳號密碼進

入後台管理平台。WEB/AP Server將透過 API接口，向主機存放/取得

各功能所需資料。作業系統與主機功能如表 4及表 5所列。 

(1) 作業系統為 Linux CentOS，版本序號 7以上，並依新版本的推

出穩定度，採每年更新一次。 

(2) 資料庫格式為 MySQL，版本序號為 5.5以上。 

(3) 管理/監控/維運...等管理功能，則是以 PHP版本序號 5.6以上進

行開發。 

(4) WEB Server 為 Apache，版本序號為 2.4.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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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主機功能 

伺服器 功能說明 

LINE GW Server 
串接 LINE OA Server 的通道。 

接收 LINE 訊息與向 LINE進行訊息推播。 

AP/WEB Server 
Web 主機，為儲存圖檔、圖片、影音、聲音之檔案。 

本計畫開發的後台管理應用功能，與對接 API 及後續資料處理。 

DB Server 
儲存後台設定參數及操作軌跡紀錄。 

作業系統為 Linux，資料庫為 MySQL，版本序號為 5.5 以上。 

Test / Backup 

Server 
測試兼備援主機。 

表 5 作業系統與資料 

伺服器功能

描述 
OS 核心數 硬體規格 硬碟容量 機房位置 

LINE GW 

Server 
CentOS 7.2 4c 

Ram:32G 

/100G 

/var 100G 

/export 300G 

0.5T DMZ 

AP/WEB 

Server 
CentOS 7.2 2c 

Ram:32G 

/150G 

/var 150G 

/export 700G 

1T DMZ 

DB Server CentOS 7.2 4c 

Ram:32G 

/100G 

/var 100G 

/export 300G 

0.5T Intranet 

Test / 

Backup 

Server 

CentOS 7.2 4c 

Ram:32G 

/150G 

/var 150G 

/export 700G 

1T Intr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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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統備援機制 

GCP(Google Cloud Platform)環境可在全世界設置多個服務據點來

實現主機備援性。資料會自動鏡像儲存到多個位置。透過同步設定程

序，主要執行個體的資料和使用者資料表的所有變更，全都會複製至

容錯移轉備用資源。當執行個體或區域發生故障時，此項設定可縮短

停機時間，讓應用程式能夠繼續正常及穩定(High Availability, HA)的運

作使用。系統備援計畫請見附件 E。 

 

圖 9 GCP備援 HA機制 

(四) 系統測試 

本計畫針對此系統進行之測試包含壓力測試、回應時間、與系統

監測。 

壓力測試是通過不斷向被測系統施加「壓力」，測試系統在壓力情

況下的性能表現，考察當前軟硬體環境下系統所能承受的最大負荷並

幫助找出系統瓶頸所在，也就是我們可以模擬巨大的工作負荷以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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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在峰值使用情況下如何執行操作。壓力測試之結果，此系統

平均每秒可處理 402.9筆資料，與平均每秒可處理 146.77KB 資料。 

回應時間指的是頗析伺服器在連線情況下，處理請求（Request）

的速度及效能。回應時間之測試結果，此系統平均每毫秒可處理 1.473

筆資料。 

在系統監測部份，透過 Zabbix 監視各種網絡參數(Cpu、Ram、硬

碟空間、網路流量、資料庫等)，保證伺服器系統的安全營運；是一套

基於 WEB介面的提供分布式系統監視以及網絡監視功能的軟體；同時

在緊急情況時，透過 LINE Notify通知相關人員。 

二、使用者行為蒐整與分析：定期提供統計報表，針對至少5位應變人員進

行每週使用者行為分析，並產製流量分析及使用者統計圖表。 

為讓 Diana更符合使用者中心設計(人性化)，本計畫蒐整所有使用

者的使用行為，並進行分析。由於 Diana主要服務的對象為水利署的高

階決策長官，因此本計畫每週提供使用者紀錄匯整表，表中至少針對 5

位高階決策長官或應變人員提供行為分析，包含常用的功能及對話紀

錄等。本計畫並產製 Diana 的流量分析及使用者統計圖表(如圖 10 所

示)上傳雲端並寄送至相關承辦與長官電子信箱，以利滾動式調整需求

資訊。每週圖表及寄送紀錄請參見附件 F。 

 

圖 10 流量分析及使用者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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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每週統計報表寄出信件(節錄) 

三、配合應變監控系統：因颱風或豪雨致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二級以

上開設時，至少配置1名系統工程人員，隨時遠端監控系統穩定性，以

利突發狀況時能解決系統問題。 

Diana的使用者，平常主要查詢內容為氣象相關資訊，但在應變期

間由於應變需要，使用者查詢次數會大幅增加。由於 Diana為應變期間

重要的資訊查找管道，且應變期間有資訊傳遞的急迫性，因此為了維

持系統在應變中能正常運作，本計畫在颱風或豪雨導致水利署災害緊

急應變小組二級以上開設時，至少配置 1 名系統技術人員，隨時遠端

監控系統穩定性，以利突發狀況時能解決系統問題。 

今年度在 0520豪雨、0611豪雨、丹娜絲颱風、利奇馬颱風、0815

豪雨與白鹿颱風應變期間，本計畫皆有技術人員實際至水利署北辦 9

樓應變小組協助應變人員操作 Diana，並於事件應變期間訪談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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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了解應變人員對於應變資料所需查詢項目、應變選單編排、應變選

單切換時機等相關使用性需求，共計訪談 99人次。本計畫訪談概況如

下表所示。 

表 6  今年度協助操作 Diana事件與進行訪談日期 

事件 訪談日期 訪談人數 

0611豪雨 6/12 6 

丹娜絲颱風 7/17、7/18 23 

利奇馬颱風 8/7、8/8、8/9 53 

0815豪雨 8/15、8/16 9 

白鹿颱風 8/23 8 

  

圖 12 協助應變人員操作 D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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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精進研發 

本計畫依實際應變需求，進行資料更新及建置流程，並針對不同權限

人員提供不同的需求資訊。因此本計畫規劃管理後台，以建立資料整合及

共享機制，並依照不同權限主動提供不同防汛應變資訊，強化即時及全面

多元之通報機制。另亦根據不同災害事件類型及開設層級，建置客製化選

單，以了解不同使用情境之需求，做為未來持續精進目標。 

一、規劃管理後台：依實際防汛應變需求，定義各式資料更新頻率及建置

資料更新流程，提供本署即時更新相關整備資料，以建立資料整合及

共享機制。(資料需包括：抽水機、防汛器材、疏濬作業、人工增雨焰

劑、水車、抗旱井、即時警戒、署內單位開設概況等) 

為了提升 Diana的管理效率，本計畫規劃開發一個視覺化且直覺之

管理後台，此管理後台包含：使用者權限管理、儲存資料分類管理、

推播管理、文字自動化回應管理、圖文自動化回應管理(圖 13)、影像

地圖自動化回應管理(圖 14)、外部資料介接與統計分析等功能。藉此

管理後台的規劃，讓定義各式資料更新頻率及建置資料更新流程可更

加便捷，並進一步建立完善的資料整合及共享機制。 

 

圖 13 圖文自動化回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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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影像地圖自動化回應管理 

 

圖 15 旋轉圖文自動回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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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眾通報功能研發：開發權限管理及資訊訂閱功能，讓智慧防災應答

機器人能依使用者層級(包含：決策者、本署、所屬、管理者等層級)，

主動提供不同防汛應變資訊，強化即時及全面多元之通報機制，並藉

此建立公、私有資料的保護機制。 

由於不同層級的使用者所需要查找的資料也不同，因此本計畫研

發分眾通報功能，系統會依照使用者的層級，主動提供不同防汛應變

資訊，強化即時及全面多元之通報機制。本計畫將使用者層級分為：

決策者、防災中心決策者、署本部、所屬首長、所屬機關、防災中心、

防災中心地震承辦、水利署值班、服務團值班、防災中心協力團隊(值

班) 、防災中心協力團隊(不值班)、其他協力團隊、其他政府機關、研

發團隊、應變群組、水利署群組與替代役等 17類，使用者權限管理介

面示意圖如圖 16所示，其中「會員管理」頁面負責設定各會員之權限，

「會員等級管理」頁面可增刪使用者層級，「任職單位管理」頁面負責

使用者任職單位之初始選項。 

 

 圖 16 使用者權限管理介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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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使用者層級之後，系統可進一步對各類資料進行資安設定，

讓機敏資料只提供給特定層級的使用者查找，以維持資料安全性，並

藉此建立公、私有資料的保護機制。例如「整備會議」為機敏資料，

因此權限為「一般民眾」的使用者進行查詢時，會得到「權限不足」

的回應，如果為「決策者」等權限足夠的使用者查詢時，則可以存取

相關機敏資料，如圖 17所示。此外，Diana也可以依據使用者權限，

主動推播使用者所需之訊息，例如當雨量持續上升時，能主動提供即

時警戒資訊給應變值班人員。 

   

圖 17 機敏資料設定權限 

(左：查詢畫面；中：權限不足之回應；右：權限足夠之回應) 

本計畫已完成「分眾通報使用者權限管理介面」規劃，包含使用

者任職單位之管理介面、使用者權限之管理介面等。如果使用者進行

身份認證之後，在使用者權限之管理介面中會儲存使用者之姓名、任

職單位、職稱等相關資訊，以做為使用者權限之認證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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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分眾通報之權限管理介面 

(左：使用者任職單位之管理介面；右：使用者權限之管理介面) 

三、客製化選單原型測試：藉由分析使用者的需求及使用時機，提出 3個

應變人員及不同應變階段之客製化選單的應用建議及原型設計，並於

計畫期間進行客製化選單的應用測試，以了解不同使用情境之需求，

做為未來改善之方向。 

為因應不同使用者與不同作業環境的防災需求，本計畫針對決策

者與不同應變時期設計客製化選單，包含防災中心決策者、經濟部災

害緊急應變小組風災開設與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水災開設共三種

客製化選單。 

(一) 防災中心決策者選單 

決策者在防災決策上的需求有別於一般防災資訊，其所需的資訊

主要以災害影響時程、災害影響影響規模、以及應變啟動時機有關，

此現象反應會充分反映於決策者在 Diana上的使用紀錄。 

本計畫針對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主任設計客製化選單。本計畫依

照水利防災中心主任於 106 年 6 月至 108 年 8 月間在 Diana 的 1,174

筆使用紀錄進行分析，以整理出水利防災中心主任最常查找的 10項資

料，並依照這 10項資料特性加以分類出觀測、預報與應變三大層，在

加上回原選單的功能，即為水利防災中心主任的客製化主選單，如圖 

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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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水利防災中心主任客製化主選單 

本計畫在 9月 17日與水利防災中心訪談中取得水利防災中心的意

見回饋，將最常查找的 10項資料調整為 13項，再依照這 10項資料特

性加以分類出觀測、預報與應變三大層，如圖 20所示，再加上回原選

單的功能，即為本年度水利防災中心主任的客製化主選單。 

 

圖 20  水利防災中心主任客製化選單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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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風災開設與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水災

開設 

在防災應變期間，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的值班同仁所需資訊

以應變相關動態情資為主，因此本計畫針對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的應變同仁設計風災應變期間與水災應變期間的客製化選單。 

1. 藍芽發射器 

在客製化選單測試階段，本計畫自行研發之藍芽發射器(Beacon)，

在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應變成立後開起藍芽裝置，當應變人員進

駐時，手機會收到藍芽訊號，Diana的主要選單將會自動從「常時選單」

改為「應變選單」，而應變選單會把應變所需功能提升到最上層，以方

便應變人員查找資料(應變選單測試階段使用情境示意圖如圖 21 所

示)。 

 

圖 21 客製化選單測試階段使用情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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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自行研發之 Beacon 發射器，已在教育訓練期間以及 0611

豪雨應變實際運用，並測試過經濟部應變小組之空間，確認空間都在

傳輸範圍內。下圖為 0611豪雨應變期間實際在北辦 9樓應變中心，以

Beacon發射器實作應變選單。 

  

圖 22 0611豪雨事件之 Beacon發送射器 

2. 應變期間全面切換客製化選單 

在經過 6月份豪雨事件測試後，經水利防災中心同意，本計畫於 6

月份後，當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成立後，便將使用者之主選單全

面換為應變期間之客製化選單。選單內容經向各應變人員訪談後，本

計畫將應變期間之客製化選單調整如圖 23所示。 

  

圖 23  應變期間客製化主選單(左：風災、右：水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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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智慧應答機制研發 

Diana以水利防災應變人員為目標使用者，使用者可以輸入文字或點擊

按鈕的形式，與系統互動。系統互動是以文字及語意為主，不包含語音的

研發。系統由「語意理解」、「對話管理」、「回應產生」、「防災資料庫」與

「自動化學習」等五個模組構成，系統架構如圖 24所示。此系統技術是以

本團隊 107 年之科技部成果「對話式防災決策輔助系統」中所研發之「環

境資訊問答系統與方法」(中華民國發明專利申請案號第 108100803號)進行

客製化應用。 

「語意理解」、「對話管理」組成「對話智慧搜尋」之技術，提供智慧

型搜尋的功能；「回應產生」與「自動化學習」組成「人工智慧開發」之技

術；「防災資料庫」即是經資料盤點後所建置的資料庫。 

「語意理解」用於解析使用者輸入內容的語意與目標；「對話管理」用

於掌握使用者權限、對話與任務完成進度；「回應產生」用於以適當方式產

生回應給使用者；「防災資料庫」基於預先指定的防汛應變資料庫盤點資料，

蒐羅或介接各項防災所需之資料，供使用者查找；「自動化學習」使用對話

管理所累積的對話紀錄與使用者回饋，對使用者行為進行分析，同時修正

其他模組之功能。各模組與技術之研發方式，於下列分別進行詳細說明。 

 

圖 24 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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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話智慧搜尋研發：建置防汛應變語料庫，語料庫必須能正確解析(識

別)至少 80%累積於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資料庫中的對話紀錄，讓使用

者能以對話方式輸入欲查詢之關鍵字，即可提供相關連結或回應相關

資訊。需定期提供語料列表及驗證紀錄供本署核查。 

對話智慧搜尋技術，由「語意理解」模組與「對話管理」模組構

成。首先，藉由「語意理解」模組，分析使用者輸入之查詢需求，將

使用者的提問，轉換為機器可讀的格式。接著，透過「對話管理」模

組，基於轉換後的使用者提問，並參考該使用者之權限高低，於「防

災資料庫」中進行資料檢索。「對話管理」模組可持續蒐集使用者之對

話紀錄與回饋，作為後續「自動化學習」模組的分析基礎。「對話管理」

模組自先前建置的「防災資料庫」取得使用者所需資訊後，後續交由

「回應產生」模組依據資料特性，以適當形式產生文字或圖像回應。 

在此技術的開發流程如圖 25 所示，需先依據「防汛應變資料庫」

所能提供之資訊，將資料庫中涵蓋的知識的概念，轉換成模型。完成

模型設計後，依據實體內容彙整為初步的「防汛應變語料庫」，以此作

為標記語料中詞彙屬性的依據。標記後的語料，將用於以機器學習技

術訓練「語意理解」模組，之後用於「語意理解」模組於解析使用者

輸入文字的依據。由於水利防汛應變用語和詞彙具高複雜度，使用者

在輸入查找文字時，可能會碰到需求闡述不夠完整，或是部份用詞錯

誤的情況。為了解決上述問題，「對話管理」模組具備查找任務進度管

控的功能，當系統偵測到使用者的需求闡述不夠完整時，使用模糊搜

尋技術，能猜測出使用者的意向，並做出回應；或是提供數個使用者

的「可能意向」，供使用者進一步選擇，使此技術具備容錯之功能。例

如，使用者輸入「氣象廳地面天氣圖」，系統無法從「防汛應變資料庫」

中取得完全符合使用者需求的資訊，但能從「防汛應變語料庫」所列

之關鍵字中比對出「氣象局地面天氣圖」與「日本氣象廳地面天氣圖」

等二組與使用者請求相似的關鍵字；系統將二組關鍵字回應給使用者，

供使用者從中選擇符合其意圖的關鍵字，系統再依據使用者選擇的文

字來給予回應。完成研發後，使用者輸入的文字將可透過「語意理解」

模組解析成機器可讀格式，由「對話管理」模組進行查找與回應。使

用者輸入的文字與系統輸出之結果，可用於驗證正確率，以評估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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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答機制表現。 

                                                                                                                                                                                                                                                                                                                                                                                                                                                                                                                                                                                                                                                                      

 

圖 25 對話智慧搜尋研發流程 

「語意理解」方面，本計畫參照防汛應變資料庫之資料，依據水

利防災專業，已建置 432 組防汛應變語料庫之關鍵字。表 7 列出最常

使用之關鍵字前五名；關鍵字完整列表如附件 G所示。 

表 7 最常使用之防汛應變關鍵字前五名 

防汛應變關鍵字 使用次數 

氣象 22,496 

即時雨量 8,929 

應變 8,043 

其他 5,153 

整備 4,391 

此外，本計畫從 2019 年 1 月 31 日前的對話記錄資料中，篩選出

出現次數超過二次之句子共 723 種(涵蓋 37,926 筆對話紀錄)，進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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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後，解析出 622 組關於防汛應變之詞彙，作為擴充「防汛應變語料

庫」關鍵字之依據。解析過程如圖 26所呈現，從對話記錄資料中「我

需要：颱風消息」為例，首先「我需要」與「：」分別為系統查找前

綴詞與標點符號，所以在前處理時先被移除，剩餘「颱風消息」進入

正式處理階段。「颱風消息」經人工解析，可拆解成「颱風」與「消息」

兩個詞彙，這兩個詞彙都被納入詞彙清單。「防汛應變語料庫」中詞彙

清單由參照防汛應變資料庫所建置的關鍵字及由對話解析的詞彙構成，

共有 956組，完整詞彙列表如附件 H所示。 

 

圖 26 資料解析過程 

此技術使用本團隊於 107 年之科技部成果「對話式防災決策輔助

系統」中所研發之方法，解析上述 723 種句子，取得各句子的模式

(pattern)，輔以上述 956組詞彙，作為訓練資料，並使用本團隊提出之

模型(Chan, et.al., 2018; Chan & Tsai, 2019)為基礎開發語意理解功能。以

圖 26 為例，解析出「颱風」與「消息」兩個詞彙，「颱風」是一種屬

於「災害」此一知識概念的詞彙，「消息」則是一種屬於「資料」此一

知識概念的詞彙，而「災害－資料」可構成此一語句的模式(pattern)。 

本計畫將於完成語意理解功能之開發後，依照下表所示之標準，

評估對話智慧搜尋研發之成果： 

(1) 使用 108年 2月 1日至 9月 30日的歷史對話記錄中，「出現次

數超過二次」做為測試資料，並排除明顯與防災無關的對話記

錄，以及與本團隊因特殊原因暫時設置關鍵字相同的對話記錄

(例如：因應中央應變中心演練所設置的『中央演練選單「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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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原先規劃為功能但後來移除的「關閉訂閱-豪大雨特

報」)。 

(2) 以人工方式，將測試資料分別對應到系統提供之解答，作為標

準答案。 

(3) 使用系統，自動化解析測試資料，將系統回應之結果，與人工

對應之標準答案進行比較。 

(4) 分數計算如表 8所示，分數加總除以測試資料總數乘以 5，為

系統表現評分。 

例如：使用者輸入「防汛平台」，若系統直接回應「防汛資訊整合

平台」之資料，則得 5分；若系統列出四個關鍵字，「防汛資訊整合平

台」排在四個關鍵字中的首位，則得 4 分；若系統列出之關鍵字不包

含「防汛資訊整合平台」，則得 0分。 

表 8 智慧應答機制表現評估方式 

項目 說明 給分方式 

直接回應標準答

案 

系統可直接回應與標

準答案相同的答案 
5分 

列出建議使用的

四個關鍵字，其

中包含標準答案 

系統回應建議關鍵

字，包含符合標準答

案的關鍵字 

若標準答案在四個關鍵字中

排名第一，得 4分；排名第

二，得 3分；排名第三，得 2

分；排名第四，得 1分 

無法給出涵蓋標

準答案的關鍵字 

系統回應的建議關鍵

字不包含符合標準答

案的關鍵字 

0分 

「對話管理」應用本團隊已研發的「模糊比對技術」(Tsai, et.al., 

2019)，並已經完成系統實作。當使用者輸入錯別字，或提問不夠精確

時，可與系統現有「防汛應變語料庫」關鍵字比對，建議數個可能與

使用者之需求有關的關鍵字，並以按鈕方式呈現，供使用者直接點選

其需要的資訊。如圖 27及圖 28所示，當使用者輸入「防汛平台」時，

「防汛應變語料庫」關鍵字中並沒有完全匹配的關鍵字，因此系統使

用模糊比對技術，建議使用者可選擇「防汛應變語料庫」關鍵字中有

納入的「防汛資訊整合平台」或「防汛應變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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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模糊比對技術應用範例：防汛平台 

 

 

圖 28 模糊比對技術應用範例：抽水機(錯別字) 

對話解析正確率可達 86.9%，分數統計如表 9 所示，完整測試資

料與內容可參考附件 I。解析結果可得5分者占所有測試資料的61.0%，

可涵蓋所有對話記錄的 94.4%。不重複對話資料共 779組，包含 80,465

筆對話資料。2019年 2月 1日至 11月 30日期間共 91,369筆資料，本

計畫使用之測試 80,465筆資料(出現次數超過二次(含)以上的對話)佔這

段期間對話資料量的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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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正確率分數統計 

分數 
不重複對話記

錄數量(組) 

佔不重複對話記

錄百分比(%) 

測試對話記錄

覆蓋量(筆) 

佔測試對話記錄

百分比(%) 

5 475 60.98 75,959 94.40 

4 243 31.19 4,139 5.14 

3 10 1.28 42 0.05 

2 1 0.13 6 0.01 

1 4 0.51 16 0.02 

0 46 5.91 303 0.38 

總計 779 100.0 80,465 100.0 

 

得分為 1分與 0分的對話記錄，有不重複對話記錄 50筆，涵蓋共

319 筆測試對話記錄，原因可歸類為：「使用者需求不明」、「待開發功

能」、「關鍵字缺漏」、「演算法失誤」、「非系統支援功能」等五類，數

量如表 10所示。其中以「非系統支援功能」為最大宗。「關鍵字缺漏」

部分，本計畫已完成關鍵字補充；「演算法失誤」部份經檢視後，將在

未來精進演算法使其符合需求；「待開發功能」已規劃為新開發項目。

「非系統支援功能」及「使用者需求不明」二部份，建議可於未來計

畫中進行訪談及評估，以釐清使用者需求，再決定是否列入新增功能。 

表 10 對話記錄解析錯誤原因統計 

原因 不重複對話記錄數量 測試對話記錄覆蓋量 

非系統支援功能 15 31 

關鍵字缺漏 11 102 

使用者需求不明 11 73 

演算法失誤 8 36 

待開發功能 5 77 

總計 50 319 

 

截至 11月 30日，Diana(水利署 AI robot Diana)總好友人數 29,752

人、有效好友數 12,192人。本計畫依據水利署之需求，設置 15種使用

者層級(如表 11 所示)，目前有權限可讀取資料的使用者共有 218 人，

使用者並依照不同層級的需求，設定資料讀取權限，系統可因應使用

者之權限層級，予以符合其權限的回覆，確保敏感資料不被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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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使用者層級表 

層級 人數 說明 

決策者 6 水利署高階決策者 

防災中心決策者 4 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決策者 

署本部 49 水利署本部 

所屬首長 5 河川局、水資源局等所屬機關首長 

所屬機關 66 含河川局、水資源局等的水利署所屬機關 

研發團隊 10 本計畫團隊成員 

水利署值班 0 規劃為提供水利署應變值勤小組 

防災中心 8 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人員 

防災中心地震承辦 1 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地震業務承辦人 

服務團值班 11 
臺大服務團值班人員(臺大為水利署應變

協力團隊之彙整單位) 

防災中心協力團隊

(值班) 
13 

水利防災中心之需要協助應變的協力團

隊人員 

防災中心協力團隊

(不值班) 
13 

水利防災中心之不需要協助應變的協力

團隊人員 

其他協力團隊 0 水利防災中心以外之協力團隊人員 

其他政府機關 6 水利署外其他政府機關 

替代役 26 水利署替代役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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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工智慧開發：針對使用者使用特性與防災應變需求，開發防汛應答

演算法，讓使用者向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索取所需資訊時，系統能以

自然語言(人類說話及表達)的方式提供所需之資訊，並結合機器學習等

技術，讓蒐集的使用資料能自主訓練學習，發展用於防災的人工智慧，

以增加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的易用性。 

人工智慧之技術，由「回應產生」模組與「自動化學習」模組構

成。在災害應變時，決策者需要快速地掌握許多複雜且多元之資訊，

方可做出高效率且高品質的決策，因此，本計畫針對各式的防災資訊

進行對話式的應答設計，藉此讓 Diana成為更有效之高階決策系統。同

時，Diana將具備自我學習、更新的能力，以持續精進其對使用者需求

正確理解與精準回應的表現。 

「回應產生」模組使回應可依據應答的形式，分為文字應答與圖

像應答兩個方式。在此技術的開發中，具備兩大功能：自然語言文字

應答及視覺化圖像應答。 

1. 自然語言文字應答：在此功能中，需針對資料的特性以及決策者的

需求，設計符合自然語言的應答腳本，透過腳本的擬定來取代傳統

對話機器人機械化的回應，以對話式的回應有效的呈現文字資訊，

並以擬人化的應答優化使用者體驗，進而增加使用者的操作意願。

詳細項目、方法與範例如表 12所示，透過介接外部系統 API或解

析網頁的方式取得資訊後，依照各項目的特性，對資訊進行排序、

歸類或統計，產製文字訊息，並在訊息末端加註外部網站，供使用

者做進一步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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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自然語言文字應答項目、方法與範例 

項目 方法 範例 

不同時間區間之

即時雨量排名 

介接資拓 API，依照使用者

指定的時間區間，進行雨量

站即時雨量排序，取前十

名，產生說明文字。 

前 10 名 10分鐘即時雨量(mm)： 

 

1. 內獅國小 (屏東縣獅子鄉): 2.0 

2. 東港工作 (屏東縣東港鎮): 0.5 

(中間省略) 

 

資料時間：2019/10/01 23:20 

不同水庫各別現

況 

介接資拓 API，依照使用者

指定的水庫名稱，取得該水

庫各項數值，產生說明文

字。 

水庫名稱: 石門水庫 

水情時間: 2019/09/30 21:00 

本日集水區累積降雨量 (mm): 87.70 

進流量 (cms): 393.54 

出流量小計 (cms): 271.34 

水位 (公尺): 243.29 

滿水位 (公尺): 245.00 

有效蓄水量 (萬立方公尺): 18,295.50 

蓄水百分比 (%): 92.68 

濁度 (NTU): 224.00 

區域淹水警戒現

況 

介接資拓 API，取得區域淹

水警戒區域資料，依照警戒

級別分類，產生說明文字。 

區域淹水警戒區域 

 

【一級警戒】 

- 宜蘭縣五結鄉 

- 宜蘭縣壯圍鄉 

- 宜蘭縣宜蘭市 

- 宜蘭縣員山鄉 

- 宜蘭縣羅東鎮 

 

【二級警戒】 

- 宜蘭縣冬山鄉 

- 基隆市七堵區 

 

資料時間：2019/10/4 14:00 

詳細資料請見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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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方法 範例 

https://fhy.wra.gov.tw/fhy/Alert/Rain 

河川水位警戒現

況 

介接資拓 API，取得河川水

位警戒區域資料，依照警戒

級別分類，產生說明文字。 

河川水位警戒區域 

 

【一級警戒】 

- 宜蘭縣五結鄉 

- 宜蘭縣壯圍鄉 

- 宜蘭縣宜蘭市 

- 宜蘭縣員山鄉 

- 宜蘭縣羅東鎮 

 

【二級警戒】 

- 宜蘭縣冬山鄉 

- 基隆市七堵區 

 

資料時間：2019/10/4 14:00 

詳細資料請見網頁： 

https://fhy.wra.gov.tw/fhy/Alert/Water 

綜合警戒現況 介接防災資訊網，解析網站

顯示綜合警戒資訊，產生說

明文字。 

淹水警戒：低窪地區及道路請特別注意

防範積淹水。 

 目前無警戒。 

-- 

水庫放流警戒：當發布水庫放流警戒，

請下游民眾及工作人員迅速離開河床，

以免生危險。 

(一)放水中：鯉魚潭水庫、鏡面水庫 

-- 

河川水位一級警戒：請遠離河川區域，

如上游地區持續降雨，請河川沿岸民眾

配合地方政府進行疏散撤離。 

目前無一級警戒。 

 

詳細資料請見防災資訊服務網：

https://fhy.wra.gov.tw/fhy/Alert/W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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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方法 範例 

積淹水即時概況 介接資拓 API，取得所有積

淹水災情資料，依照災情地

點之縣市別統計，產生說明

文字。 

積淹水災情現況 

 

【未退水】 

(無) 

 

【已退水】 

- 臺北市：15處 

- 新北市：1處 

 

查詢時間：2019/09/28 14:00 

詳細資訊請見簡易版災情地圖： 

https://vulcanus.dianalab.net/disaster-map 

或是參考應變系統： 

https://fhy.wra.gov.tw/DMCHYV2/Login.

aspx 

水利設施損壞即

時概況 

介接資拓 API，取得所有水

利設施損壞資料，依照災情

地點之縣市別統計，產生說

明文字。 

水利設施災情現況 

 

【未解決】 

- 臺北市：15處 

- 新北市：1處 

 

【已解決】 

(無) 

 

查詢時間：2019/09/28 14:00 

詳細資訊請見簡易版災情地圖： 

https://vulcanus.dianalab.net/disaster-map 

或是參考應變系統： 

https://fhy.wra.gov.tw/DMCHYV2/Login.

aspx 

台水停水即時概

況 

介接台灣自來水公司 API，

取得所有停水資訊，依照停

水地點之縣市別統計，產生

台水停水即時現況 

 

- 臺中市: 20 處 



 

43 

項目 方法 範例 

說明文字。 - 新北市: 14 處 

 

查詢時間： 2019/10/02 13:21 

詳細資訊請參考停水資訊查詢系統： 

https://wateroff.water.gov.tw/index_h.pht

ml 

台電停電即時概

況 

介接台灣電力公司 API，取

得所有停電資訊，依照停電

地點之縣市別統計，產生說

明文字。 

台電停電即時現況 

 

- 臺中市: 20 戶 

- 新北市: 14 戶 

 

查詢時間： 2019/10/02 13:21 

詳細資訊請參考天然災害停復電查詢： 

https://psvs1.taipower.com.tw/psvs 

最新事件台電停

復電即時統計 

介接天然災害停復電查詢

網站，取得各縣市停復電統

計資料資訊，產生說明文

字。 

最近事件台電停電統計(米塔颱風) 

 

全國曾停電用戶數 71818戶 

目前已修復用戶數 71818戶 

目前仍停電用戶數 0戶 

 

- 宜蘭縣: 目前 0戶，曾經 12436 戶 

- 臺北市: 目前 0戶，曾經 8677 戶 

(中間省略) 

 

更新時間：2019/10/02 13:00 

詳細資訊請參考天然災害停復電查詢： 

https://psvs1.taipower.com.tw/psvs 

河川水位警戒防

汛熱點現況 

介接台水院 API，取得河川

水位警戒區域資料，去除沒

有防汛熱點的警戒區域，依

照警戒級別分類，產生說明

文字。 

河川水位警戒防汛熱點現況 

 

【一級警戒】 

- 宜蘭縣五結鄉 

- 宜蘭縣壯圍鄉 

- 宜蘭縣宜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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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方法 範例 

- 宜蘭縣員山鄉 

- 宜蘭縣羅東鎮 

 

【二級警戒】 

- 宜蘭縣冬山鄉 

- 基隆市七堵區 

 

詳細資料請見網頁：

https://vulcanus.dianalab.net/strain/river 

區域淹水警戒防

汛熱點現況 

介接台水院 API，取得區域

淹水警戒區域資料，去除沒

有防汛熱點的警戒區域，依

照警戒級別分類，產生說明

文字。 

區域淹水警戒防汛熱點現況 

 

【一級警戒】 

- 宜蘭縣五結鄉 

- 宜蘭縣壯圍鄉 

- 宜蘭縣宜蘭市 

- 宜蘭縣員山鄉 

- 宜蘭縣羅東鎮 

 

【二級警戒】 

- 宜蘭縣冬山鄉 

- 基隆市七堵區 

 

 

詳細資料請見網頁：

https://vulcanus.dianalab.net/strain/rain 

防汛器材備料即

時概況 

介接資拓 API，取得防汛器

材備料資料，產生說明文

字。 

【防汛器材現況】 

 

第一河川局: 

太空袋: 3062 

防汛塊: 12841 

塊石: 11883 

 

(以下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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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方法 範例 

水庫濁度現況 介接災害應變系統，解析網

頁內容，取得水庫濁度資

訊，產生說明文字。 

水庫濁度 

 

水庫名稱: 石門水庫 

濁度警戒值(NTU): 1000 

目前濁度(NTU): 224 

資料登打時間: 2019-09-30 21:00 

 

詳細資訊請見「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

統」： 

http://fhy.wra.gov.tw/dmchyv2/Login.aspx 

水庫有效蓄水量

與蓄水率現況 

介接資拓 API，取得水庫蓄

水量與蓄水率資料，產生說

明文字。 

水庫有效蓄水量及蓄水率 

 

水庫名稱: 石門水庫 

水情時間: 2019/10/04 17:00 

有效蓄水量(萬立方公尺): 19,775.12 

蓄水百分比(%): 100.00 

 

(以下省略) 

水庫放流現況 介接資拓 API，取得水庫放

流資料，依照水庫狀態分

類，產生說明文字。 

水庫放水即時狀態 

 

【放水中】 

1. 鯉魚潭水庫 

水情時間：2019/10/04 17:00 

警戒區域：臺中市后里區、苗栗縣三義

鄉、臺中市大安區、臺中市大甲區、臺

中市外埔區 

 

詳細資料請見防災資訊服務網： 

https://fhy.wra.gov.tw/fhy/Alert/Reservoir 

地方政府應變中

心開設概況 

介接消防署 EMIC API，取

的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各港

應變中心與各地方政府應

變中心之開設資訊，依照開

各地方政府應變中心開設即時狀態 

 

【3 級開設】 

1.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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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方法 範例 

設層級分類，產生說明文

字。 

事件：108_1004大雨(水災) 

開設時間：2019/10/04 16:00 

 

詳細資訊請參見網頁： 

http://fhy.wra.gov.tw/ReservoirPage_2011/

page/EOCDutyIofos/EOCDuty.html 

停班停課資訊 介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網站，解析網頁內容，取得

停班停課資訊，產生說明文

字。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情形】 

 

桃園市： 

復興區:明天停止上班、停止上課。 

 

臺東縣： 

綠島鄉:明天停止上班、停止上課。 

蘭嶼鄉:明天停止上班、停止上課。 

 

更新時間：2019/09/29 21:52:04 

資料來源： 

https://www.dgpa.gov.tw/typh/daily/nds.ht

ml?uid=31 

2. 視覺化圖像應答技術：因為防災資訊十分多元且複雜，且往包含大量的

圖表與巨量資料，因此此功能預計透過資料的視覺化整合多元且複雜的

資訊，讓使用者能更有效地從不同面向剖析及探索防災資訊，進而快速

地做出對應之防災決策。項目、方法與範例如表 13所列，「大雨/豪雨

特報」、「大雷雨即時訊息」介接氣象局資料，使用本團隊於科技部計畫

開發之繪圖程式，繪製色塊圖；「NCDR WRF模式 15日預報比較」使

用 NCDR繪製的獨立圖片，由本團隊程式自動合併成一張圖片；「積淹

水災情地圖」、「雨量歷線」介接資拓 API取得資料，並以外開互動式網

頁進行視覺化呈現。 

 

  

https://www.dgpa.gov.tw/typh/daily/nds.html
https://www.dgpa.gov.tw/typh/daily/n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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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視覺化圖像應答項目、方法與範例 

項目 方法 範例 

大雨/豪雨特報 介接氣象局 Open Data API

天氣警特報資料，使用繪圖

程式自動化產生圖像。 

 

大雷雨即時訊息 介接 NCDR 民生示警公開

資料平台API之氣象局大雷

雨訊息，使用繪圖程式自動

化產生圖像，並另外取用氣

象局 Open Data API對流胞

即時監測資料圖層，使用繪

圖程式自動套疊圖像。 

 

 

NCDR WRF 模

式 15日預報比較 

下載 NCDR WATCH WRF 

模式圖資，程式自動化合併

成一張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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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方法 範例 

積淹水災情地圖 介接資拓 API，自動將點位

繪製於互動式網頁地圖。 

 

雨量歷線 介接資拓 API，依照不同累

積雨量區間排序，繪製雨量

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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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依據決策樹內容，已建置共計 318 項回應。基於防災專業

性考量，所有回應採用精準回應的形式，皆為本團隊依據防汛應變資

料庫(決策樹)內容事先設計，再基於使用者輸入的關鍵字進行比對，選

擇對應的回應。所有回應中，48 項為動態即時資料回應，其他 270 項

為靜態資料回應。所有回應中，160 項為純自然語言文字應答，其他

158項為視覺化圖像應答或混合式應答。設計過程參照應變人員需求、

慣性與呈現載具規格。 

此外，本計畫亦依據水利署防災應變所需，透過 Diana主動推播通

知，各月主動推播訊息數量如表 15所示，主動推播通知項目、方法與

範例如表 15所示。目前提供之推播通知項目如下列： 

(1) 中央氣象局發布之豪雨、大雨特報 

(2) 中央氣象局發布之地震報告(任一縣市有超過四級之震度) 

(3) 中央氣象局發布之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4) 中央氣象局發布之大雷雨即時訊息 

(5) 水利署之水位、淹水警戒簡訊 

(6) 水利署應變小組開設簡訊 

(7) 客製化特殊訊息推播(風災期間風雨預報、每日最新模擬圖資) 

 

表 14 各月主動推播訊息數量(以 9月底有權限者 190人計) 

月份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總計 

估計推播 

訊息數量 
87,400 60,100 113,810 249,560 82,128 25,254 17,036 635,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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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推播通知項目、方法與範例 

項目 說明 範例 

豪雨、大雨特報 介接中央氣象局 Open Data 

API，當氣象局發布或更新

大雨、豪雨特報時，依照各

縣市特報等級歸類後，產生

文字訊息，並連同氣象局產

製之特報圖片一併推播。 

 

地震報告 介接中央氣象局 Open Data 

API，當氣象局發布規模四

級以上之地震報告時，依照

各縣市最大震度排序，產生

文字訊息；若該次地震

NCDR 有產製震度分布圖，

將一併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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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範例 

颱風警報 介接中央氣象局 Open Data 

API，發布或更新颱風警報

時，產生文字訊息，並連同

氣象局產製之颱風路徑圖

片一併推播。 

 

大雷雨即時訊息 介接 NCDR 民生示警公開

資料平台 API，當氣象局發

布大雷雨訊息時，產製文字

訊息，並使用繪圖程式自動

化產生圖像，且另外取用氣

象局API對流胞即時監測資

料圖層，使用繪圖程式自動

套疊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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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範例 

淹水、水位警戒 介接災害應變系統警戒簡

訊記錄網頁，當有警戒簡訊

發送時，產製文字訊息，推

播給使用者。 

 

開設簡訊 介接災害應變系統簡訊記

錄網頁，當有簡訊發送時，

透過程式自動化檢查簡訊

內容是否為與應變開設

有，若確實相關，則產製文

字訊息，推播給使用者。 

 

風雨預報 介接中央氣象局 Open Data 

API，發布風雨預報時，取

得氣象局產製之預報圖片

進行推播。 

 

模擬圖資 每日定時於早上六點半與

九點推播 NCDR 模擬圖資

與 NCEP 圖資。 

 

 

「自動化學習」模組獲得對話智慧搜尋中「對話管理」模組所蒐

集之對話與使用者資料後，經過資料分析，其分析結果於系統實際運

行時，可持續訓練其他模組，進而提升語意理解正確度與回應產生精

準度。此外，「自動化學習」模組亦會對「防災資料庫」內容提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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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建議，使系統更符合防災決策支援之需求。例如，當使用者提問「水

情現況為何？」時，若未將「水情」納入防災資料庫之「防汛應變語

料庫」關鍵字中，系統無法正確回應，進而請求使用者進行進一步補

充；待使用者將原先的提問拆解為「水庫警戒現況」、「區域淹水警戒

現況」與「河川水位警戒現況」，系統得以正確回應使用者水庫與降雨

量之資料，再由「自動化學習」模組分析上述對話紀錄，建議將「水

情」納入防災資料庫之「防汛應變語料庫」關鍵字，並在防災資料庫

「水利防汛應變資料庫」中將水情與水庫警戒、區域淹水警戒、河川

水位警戒等資料種類進行連結，之後若使用者再次提出類似「水情現

況為何？」的提問時，便能直接回應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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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期檢討回饋：藉由每周提供使用者點擊及使用紀錄的統計資料(資料

需包含：使用者查詢人次、使用者人數、全體使用者查詢紀錄、全體

使用者查詢類別圖等)，建立客製化關鍵字及相對應連結資訊，以強化

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資料的完整性。 

本計畫每週提供水利署使用者點擊及使用紀錄的統計資料(如圖 

29)，並強化客製化關鍵字及相對應之連結資訊，以強化 Diana 資料的

完整性。每周圖表及寄送紀錄請參見附件 F。 

 

圖 29 10月 8日寄發之使用紀錄統計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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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協助辦理教育訓練 

本計畫已完成協助經濟部水利署辦理水利署暨所屬單位的應變值勤人

員辦理防汛教育訓練，在課程中進行防汛經驗及應變作業的交流及傳承，

以及強化防汛應變統合能力。 

一、協助彙編教育訓練課程內容 

為了協助水利署辦理防汛教育訓練，本計畫協助彙編防汛教育訓

練資料，以做為教育訓練課程教材使用，相關教材亦典藏於教育訓練

網站(http://wratraining.weebly.com/)中，詳細資訊請見附件 J。 

 

圖 30 教育訓練課程內容(節錄) 

二、辦理經濟部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值勤人員 4場次，每場次 4小時，

總計參加人數至少 110人，於本署場地辦理 

本計畫已辦理完成經濟部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值勤人員教育

訓練 4 場次，每場次 4 小時，總計參加人數 114 人。辦理地點分為：

北部 2場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與中部 2場於「水利署臺中辦公區」，

參與對象主要為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值勤人員。 

防汛教育訓練課程主要藉由專業講師授課內容與實務分享，以提

升參訓人員的防汛應變值勤能力，確實發揮防汛教育訓練功能，並瞭

解正確觀念，若在突發之颱風、豪雨事件發生時，能夠做出最適當處

置，降低災害損失。 

http://wratraining.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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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形式分為二階段，首先第一階段的課程，由水利署水利防災

中心主任及簡任正工程司介紹水利署防汛應變機制，包含：今年防汛

應變作業之重要訊息、長官交代事項及政令宣達，以凝聚應變人員之

防災應變意識，並提升防汛應變值勤人員之專業判斷及處置能力。第

二階段的課程，因應各所屬單位業務需求及提升應變人員相關能力，

將以講座形式及系統實機操作等做為應變人員之在職進修。讓學員在

增加應變作業相關認知的同時，又能夠與應變經驗豐富的前輩相互交

流，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課程議程如下圖所示。 

 

圖 31 108年本署場次教育訓練課程內容 

三、辦理所屬機關防汛應變值勤人員 3場次，每場次 4小時，總計參加人

數至少 130人，於本署場地辦理。 

所屬機關為應變中的重要前線，因此為了強化所屬機關之應變能

力，本計畫已辦理完成所屬機關防汛應變值勤人員 3 場次，每場次 4

小時，總計參加人數 144 人。教育訓練於「水利署臺北辦公區」辦理

河川局一場次、於「水利署臺中辦公區」辦理二場次(河川局及水資源

局各一場次)，以利全臺各所屬單位同仁參與。 

課程形式分為二階段，首先第一階段為「防汛值勤應變實務」，包

含今年防汛應變作業之重要訊息、長官交代事項及政令宣達，以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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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人員之防災應變意識，並提升防汛應變值勤人員之專業判斷及處

置能力。第二階段針對各所屬單位業務需求，安排不同專業課程，這

次邀請到中央氣象局黃樁喜課長來分享「災害性天氣與防災」、水利署

資訊協力團隊說明「災害緊急應變系統操作實務」、以及南水局連上堯

局長來分享「南水局抗旱實錄」、五河局施國順課長分享「0823熱帶低

壓水災經驗分享」、臺北科技大學土木系張哲豪教授講授「QPESUME

雷達降雨於水文防災之加值應用介紹」。課程議程如下圖所示。 

 

圖 32 108年所署機關場次教育訓練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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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訓練期間須全程側錄，及紀錄課程間意見交流，並透過問卷進行

課程滿意度調查。攝影成果以行動儲存裝置方式交付。 

本計畫全程側錄教育訓練課程教學影片(圖 33)，並已於 6月 12日

交付影片，及上傳教育訓練網站(圖 34)，幫助防汛人員自主學習。 

 

圖 33 影片拍攝(示意圖) 

 

圖 34 教育訓練網站課程影片(節錄) 

本計畫亦紀錄課程間的問題討論與意見交流，並透過問卷進行課

程滿意度調查，問卷內容以圖表呈現(圖 35)，提供水利署辦理相關業

務之參考。詳細問卷分析內容請參見附件 K。建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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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問卷蒐整結果圖表呈現(節錄) 

在問卷回饋部分，共收到五項建議，其中四項為推薦課程講師，

包含：前行政院長毛治國、中央氣象局前預報中心主任吳德榮、北水

局郭耀程副局長與第三河川局尤國任正工程司，另外一項建議為希望

增加 QPESUMS 加強版的課程。這些建議都已回饋水利署，提供未來

辦理教育訓練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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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結論與建議 

7.1 結論 

一、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資料盤點及更新 

已完成防汛應變資料庫盤點，包含：氣象、整備、應變、復原、

其他、意見回饋等六大類 318 項資訊。並於教育訓練及應變期間，針

對應變人員及決策者共訪談 113人次，並有 47位應變同仁提供滿意度

建議，平均滿意度約為 4.7分。本計畫亦進行資料優化介接。另亦已完

成 25 筆靜態防災資料與 29 張表格圖片之更新，藉此讓決策者及應變

人員能更快速地掌握防災所需之相關資訊。 

二、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維運及應用探討 

本計畫定期更新與測試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之平台及系統，以確

保正常運作。並亦每周提供使用者行為之資料，做為調整及更新應答

機器人系統之參考。本計畫亦已於 0520豪雨、0611豪雨、丹娜絲颱風、

利奇馬颱風、0815 豪雨與白鹿颱風等事件應變期間，進駐經濟部水利

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及隨時監控系統穩定性，以確保系統及操作問題

能即時解決。 

三、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精進研發 

本計畫已規劃管理後台並研發分眾通報功能，包含使用者權限管

理、儲存資料分類管理、推播管理、文字自動化回應管理、圖文自動

化回應管理、影像地圖自動化回應管理、外部資料介接與統計分析等 8

項功能。在分眾通報功能部份，本計畫將使用者層級分為：決策者、

防災中心決策者、署本部、所屬首長、所屬機關、防災中心、防災中

心地震承辦、水利署值班、服務團值班、防災中心協力團隊(值班) 、

防災中心協力團隊(不值班)、其他協力團隊、其他政府機關、研發團隊

與替代役等 15類。 

另外本計畫已設計 3 種客製化選單原型，包含防災中心決策者、

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風災開設與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水災開

設。經實際運作與調整，讓機器人能因應不同防汛應變需求，主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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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不同防汛應變資訊。 

四、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智慧應答機制研發 

本計畫已研發對話管理模組進行查找任務進度管控的功能，及具

備容錯之功能，並初步建置 432 組防汛應變關鍵字，另已依據所有歷

史的對話記錄資料，解析出 622 組關於防汛應變之詞彙，作為擴充語

料庫之參考，最終建置共 956 組詞彙。另開發模糊比對技術，於使用

者輸入錯別字，或提問不夠精確時，可與系統現有之資料庫比對，建

議數個可能與使用者之需求有關的關鍵字，供使用者選擇。本計畫亦

建置 318 項回應，其中 160 項為純自然語言文字應答，其他 158 項為

視覺化圖像應答或混合式應答，藉此讓防災應答機器人成為更有效之

高階決策系統。  

五、協助辦理教育訓練 

已完成 7場次教育訓練辦理，共 258人次參訓。並於 6月 12日已

交付及上傳側錄影片，及完成問卷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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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建議 

一、決策服務在地化 

本年度已研發分眾通報功能，可將使用者依照所屬單位或身分進

行權限分眾，然對於有著轄管範圍的河川局、水資源局與台北水源特

定區管理局而言，轄管範圍以外的資訊並不屬於必須接收的訊息，相

反地，過多的資訊量可能會影響各局應變同仁的決策判斷。 

因此建議未來的分眾通報功能可針對區域性進行發展，讓各局應

變同仁可重點收到轄區內的各項情資，以專注於轄區內的應變決策作

業。 

二、強化機器人對話能力 

本年度 Diana的主要發展重心為開發系統功能，包含規劃管理後台、

分眾通報功能研發與客製化選單原型測試等方向，在對話機器人自然

語言的發展上著墨較少，除本年度的計畫發展需求較偏重系統功能外，

使用者的對話資料偏少也侷限了自然語言項目的發展。 

經過 108 年完整年度對話資料的積累後，建議未來可據此發展自

然語言項目，以增加防災應答機器人的對話能力。 

三、確保應變資料庫運作順暢 

由於應變資料並非單一來源，資料來源包含水利署、氣象局、災

防辦等多個應變相關單位，各單位皆有不同的協力團隊協助維運不同

功能的資料庫及資訊，因此資料介接的格式及頻率皆不同，且由於資

料分源過多，故一旦發生來源更改資料格式、暫停資料更新、更改資

料連結等狀況，皆會造成資料介接錯誤，導致對話式機器人無法提供

資料服務。 

因此建議投入能量在確保應變資料庫運作順暢的項目上，以確保

資料服務能不中斷，讓決策品質得以維持。 

四、評估適合水利署需求之最佳化收費建議 

由於 LINE公司於 108年 4月份公告調整商業經營模式，提供使用

者高、中、低三種付費用量方案作選擇，本計畫經與 LINE公司確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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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公司於 108年 10月起正式對「水利署 AI robot Diana」收費，依

今年度統整之發送訊息數量，本計畫滾動式進行每月方案之設計，考

量汛期已近尾聲，防災作業需求大幅降低，故本計畫自 11月起將原先

使用之高用量模式調整為中用量模式，希望藉此實驗出最佳化之收費

模式，以供來年參考。 

目前建議為：非汛期期間採中用量方案，汛期期間採高用量方案；

另應持續分析主動推播訊息的需求群組，提供精準且有效的推播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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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智慧應答機器人研發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覆 

會議時間：108年 7月 16日 

一、吳委員瑞堯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  智慧應答機器人有沒有包含語音

辨識，應明確化。 

謝謝委員指出本計畫說明不清楚

的部份。本計畫研發的智慧應答

機器人沒有包含語音辨識，而是

針對文字及語意研發系統互動。

已依委員意見修正報告書中的 P1

及 CH5-1的說明。 

(二) 智慧應答機器人會萃取那些特

徵，運用那種識別或語意理解方

法解析語意，了解問題，並產生

應答內容，應詳述。 

本計畫之智慧應答機器人，是依

照「防汛應變資料庫」及「歷史

對話資料」，進行知識模型的轉

換。再彙整成「防汛應變語料

庫」，作為標記語料中詞彙屬性的

依據。標記後的語料，可用於解

析使用者輸入文字的依據。本計

畫並搭配使用模糊搜尋技術，以

猜測或是提供數個使用者的「可

能意向」，供使用者進一步選擇，

並使本技術具備容錯之功能。 

本計畫依委員意見，已修改及補

充說明於 CH5-1，並繪製一「對

話智慧搜尋研發流程圖」說明識

別與回應的過程。 

(三) 問題內容理解的正確性應有評估

方式，並評估現有結果，討論改

善方案。 

謝謝委員建議，經評估後，對話

解析正確率可達 85.2%，達水利署

要求。正確性評估之細已補充於

CH5-1內。 

(四) 應答內容的適當性應有評估機 謝謝委員建議，使用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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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回饋以及滿意度調查成果已整理

於 CH2-2 內，本計畫的處理成果

與回應如 CH3-1.1所示。 

(五) 智慧應答機器人的使用者有無涵

蓋一般民眾？若有，應評估可克

服的問題。 

智慧應答機器人的使用者沒有涵

蓋一般民眾，是以防災專業人員

為目標使用者。已補充說明於 P1。 

(六) 報告中有許多專案執行過程的描

述，實無必要，只要呈現問題、

解決方法、結果即可。 

謝謝委員建議，已依委員建議將

重點資訊摘於報告內，如 CH2-2

的應變訪談，與 CH3-1.1 的所遭

遇問題。 

(七) 權限管理應包含分層授權管理，

並可依角色授權。 

謝謝委員建議，此部份已於後台

規劃中實現，目前共有 17 種權

限，請見報告書 P37、P38。 

(八) 自動化學習機制應提出，並評估

學習成果。 

謝謝委員建議，此部份內容已捕

於報告書內，請見報告書 CH5-2。 

(九) 訪談回饋應包含滿意度，含應答

適當性。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於 8 月份

訪談時納入滿意度調查，平均滿

意度為 4.7分，內容請見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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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黃委員其彥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  依自我評估檢核表，本案依約如期

進行中。 

謝謝委員指導。 

(二) 有以下建議： 

期中報告P.4之時程表及其後之相

關敘述，不容易看出本計畫對應於

原先合約之執行狀況(如期、落後

或超前)，所以是否可以有規劃(預

定)、實際進行之比較或對照，較

利於審閱。 

比較看不到「成效」的資料，有做

跟做了以後結果是兩個不同的面

向。從資料上看得到「做了」；但

成效資料相對少。例如：故障率、

回應正確性等，如果是研發案，也

可以與既有方法之比較；如果創新

應該也可以談一下效能。 

APP 是否經過安全檢測認證(中

級)? 

謝謝委員建議，針對審查意見說明

如下： 

於 P4~P5 甘特圖表中補充細部工

作項目，然本計畫工作項目皆為滾

動式進行及修正，目前皆依工作時

程進行。 

本計畫將後續訪談及評估中，進行

成效評估，將於期末報告中說明。 

本計畫研發之智慧應答機器人，是

架構於 LINE的機器人，在資安部

分因 LINE的用戶端對伺服器端有

訊息加密及通道加密(HTTPS-like 

加密安全通道)，因此訊息不會被

第三方攔截及讀存，也不存放於

LINE伺服器。 

另本計畫研發之智慧應答機器

人，亦有申請企業認證，以水利署

身份正式提出申請，目前為水利署

對外的單一帳號，符合具使用者鑑

別的通訊軟體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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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蘇委員文瑞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  P.4 之計畫甘特圖無法看出期中須

完成事項，建議針對期中查核點須

完成之工作事項再明確說明。 

謝謝委員建議，報告書於 P4~P5

甘特圖表中補充細部工作項目，然

本計畫工作項目皆為滾動式進行

及修正，目前皆依工作時程進行。 

(二) 本計畫涉及資料更新擷取並提供

即時服務，而且服務人數益增，相

關資訊服務是否有考量備援機制

規劃？ 

修正報告書中於 CH3-1.3 說明本

系統的備援機制，亦新增附件 C

補充說明詳細備援計畫。 

(三) 目前提供之視覺化圖表主要以靜

態資料為主，建議後續可針對動態

產出即時視覺化資訊之方向研發。 

本計畫有針對動態產生即時視覺

化資訊，目前針對天氣警特報(大

雨、豪雨等)等需求即時視覺化圖

資輔助判讀的資料，已研發一動態

繪圖程式，即時產製視覺化資訊。

如 CH5-2.2所示 

(四) 有關智慧化防災機器人之維運，因

相關資訊服務益形重要，故應包含

硬體及資訊安全之維運，建議提供

相關硬體架構規劃圖，及是否有進

行相關資安檢測進行說明。 

修正報告書中於 CH3-1.2 說明本

系統的硬體系統架構。另資訊安全

部份，本計畫研發之智慧應答機器

人，是架構於 LINE的機器人，在

資安部分因LINE的用戶端對伺服

器端有訊息加密及通道加密，因此

訊息不會被第三方攔截及讀存，也

不存放於 LINE伺服器。資安部份

將依 LINE 官方規範進行相關處

理。 

(五) 依照使用者統計資料，幾乎每周均

有點選意見回饋資訊，惟目前前設

計將意見回饋跟權限申請放置同

一類別，建議綜整真實之使用意見

回饋資料以作為後續系統精進之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與防災中心

討論後維持現有選單呈現，並另針

對特定需求開發客製選單，如

CH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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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而使用者意見回饋主要以資訊查

找服務與主動推播服務為主，如

CH2-2所示。 

(六) 建議針對教育訓練問卷調查可增

加實際意見回饋項目，以廣為蒐集

使用者使用經驗。 

謝謝委員建議。今年度的教育訓練

中有「您希望未來防汛應變教育訓

練可增加哪些課程？」及「建議」

二項實際意見回饋，可提供水利署

明年度辦理時之參考。 

(七) 上半年已針對 294 項資料進行盤

點，下半年是否已預估盤點多少資

料？ 

本計畫協助水利署所盤點之 108

年度資料為 294項。因本計畫系統

介接各部會及水利署多個協力團

隊資料，故下半年主要業務除資料

更新外，主要是定期盤點資料來源

的正確性及編碼是否有變動，以利

即時的修正及調整資料結構。 

(八) 目前使用者行為分析主要以每周

報表呈現，是否有進一步分析方

法，例如針對單一使用群組或使用

者行為進行分析探討？ 

謝謝委員建議，目前除每周報表呈

現外，亦針對水利署高階長官進行

個人的使用行為觀察及分析，以利

調整功能適切性。另在應變期間，

亦針對應變常用功能進行探討，以

利製作客製化應變選單。 

(九) 建議針對後臺規劃也可增加相關

使用統計分析功能，方便管理者進

一步分析應用。 

謝謝委員建議，統計分析功能已完

成研發，所產製圖表定期於檢討回

饋工作項目提供，如 CH5-3所示。 

(十) 目前系統已上線使用多時，建議可

針對人工智慧自然語言文字應答

的正確率進行進一步分析。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針對人工智

慧自然語言文字應答的分析規劃

如 CH5-2.1所示。由於防災有專業

性考量，本計畫採用精準回應。未

來若有蒐集更多資訊或有相關需

求，將再對回應的適切性做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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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利防災中心  郭主任純伶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  意見回饋部分，使用者是否得到適

當及正確的回應，是否真的為使用

者想要的回應，請在報告中記錄其

正確率等量化指標；另也可透過訪

談，了解回應是否正確。 

謝謝委員建議，使用者的需求、回

饋以及滿意度調查成果已整理於

CH2-2內，本計畫的處理成果與回

應如 CH3-1.1所示。. 

(二) 靜態資料無法即時更新(例如：抽

水機目前更新時間為 4 月)，請與

防災中心再討論相關更新機制。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已與防災中

心討論更新機制，並完成各項資料

更新頻率。以抽水機資料為例，本

計畫會於二級以上應變結束後，將

洽抽水機協力團隊提供更新資訊。 

(三) 客製化選單是需要透過與使用者

不停的做接觸，建議針對某一個經

常使用的人去詢問他的看法，這樣

也可以讓系統更符合使用需求。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於七月後密

集進行使用者訪談，並完成三項客

製化選單，如 CH4-3所示。 

(四) 報告中請補充說明，本計畫的研發

是可以解決什麼問題(若只寫既定

工作，會感受不到實用性)。 

本計畫於應變期間積極訪談應變

同仁，並詳實記錄各項回饋與意

見，相關記錄請見 CH2-2 與

CH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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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利防災中心  楊正工程司宗翰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  因近期有部分大雷雨都有造成部

分地區產生積淹水事件，且氣象局

都會有大雷雨的即時預報資料訊

息，建議機器人應答系統可納入相

關即時資料。 

謝謝委員建議，已加入大雷雨資

訊，修正內容請見 P47。 

(二) 目前一些主動資訊的推播，例如淹

水警戒、水位警戒及氣象局的大雨

或豪雨特報部分，尚有部分資訊遺

漏，或是推播時間較為緩慢，建請

執行團隊再協助檢視是否資料介

接上，仍有需要建議改進之地方。 

本計畫的資料以政府公開資料為

主，天氣警特報部份以氣象局及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資訊為來

源，由於氣象局主機較不穩定(容

易當機)、災防科技中心無檢核機

制，故在推播上有重覆及遲延狀

況。本計畫已將遭遇問題進行盤

點，請見 CH3-1.1。 

(三) 報告書 P.34 關於決策樹內容提及

已建置共計 512項回應，與後續說

明其中332項及其他204項累計數

量不合，且似乎與摘要內容 515

項亦有些微落差，請補充說明。 

謝謝委員指出誤植的部份，報告書

已修正並統一數量。 

(四) 另關於上述提及回應項目以及報

告書 P.36 之每周提供使用者點擊

及使用紀錄的統計資料，是否有無

相關附錄資料可供參考，若有則請

於報告書中補充說明。 

已修正於報告書 P54，並補充附件

F文字說明。 

(五) 關於尚未完成工作項目部分，請執

行團隊依據契約約定如期完成。 

謝謝委員指導，將依契約如期完成

後續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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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智慧應答機器人研發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 

會議時間：108年 12月 04日 

一、黃委員其彥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  有關期中報告時所提意見，大致

上已妥善回應，並盡力處理了。 

謝謝委員指導。 

(二) 系統測試功能以外的資料，相關

的敘述比較少，如果有的話是否

可以考慮補上，如壓力測試、回

應時間、資安檢測等。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已將壓力

測試、回應時間與系統監測等資

料補於報告 P19與 P20內。 

(三) 建議可以的話，在 GCP的 Web主

機安裝一監控軟體（例如：Google 

Analysis 之類的類似軟體），以監

測系統之運作情形，以為持續改

善之依據。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已將系統

監測資料補於報告 P20內。 

二、蘇委員文瑞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  P.16 所提系統遭遇問題是否有對

應之解決方案？另有部分事件截

至期末報告提送仍在討論中、開

發中及測試中，是否已解決？ 

感謝委員建議，針對「外部資料

連結故障」類別的系統問題，本

計畫遇到問題時，皆主動積極回

報問題給外部資料維護單位。針

對「系統故障」類別的問題，本

計畫將持續進行教育訓練，確保

未來能盡量避免同樣問題發生，

或是遭遇同樣問題時可以快速排

除。 

而討論中、開發中與測試中等事

件，則將各事件之處理狀況寫於

報告 P15~P1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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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系統資料中斷問題，建議可

以加入自動監控機制，由系統發

送訊息提醒管理者。 

感謝委員建議，本年度之工作重

點為系統對外部資料格式與內容

之檢核機制規劃，自動監控機制

部分，本計畫將提供予水利防災

中心，作為未來研發項目之參考。 

(三) 有關自動切應變選單功能立意良

好，但是否有未進入應變中心值

勤，卻需要關切相關資訊之需

求？碰到該情境如何手動切換？ 

經水利防災中心同意，本計畫自 6

月開始，在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

小組二級以上成立後，便將水利

署應執勤的應變人員主選單全面

換為應變期間之客製化選單，因

此即便未處於應變小組空間之同

仁，其選單亦會切換為客製化應

變選單。應變選單內容也可於原

選單中的應變資訊中查找，方便

有水利署權限的所屬單位人員可

取得同步資訊。 

切換時機為水利署通知應變小組

二級以上開設時，即設定系統自

動於該時啟動，不需手動切換。 

(四) 有關使用者層級組織人員，若碰

到人員異動如何隨時更新相關人

員資訊？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將每季主

動向承辦人更新組織人員名單，

以修正其權限資料。本計畫規劃

的管理後台，未來在正式上線

後，亦可提供水利署承辦人員進

行人員權限調整及設定。 

(五) 有關推播之 NCDR 模擬彙整圖

資，若於手機上觀看圖像會很

小，建議可設計更容易閱讀之方

式。 

本系統所推播之圖片皆可點擊以

放大觀看以便閱讀。且此圖資是

使用「Small Multiple」概念設計，

主要提供不同初始場與預報時間

的大氣模式模擬資料，提供使用

者比對未來的天氣預報趨勢所



 

75 

用。若使用者需要較細緻之預報

資料，建議使用氣象局定量降水

預報產品或其他天氣預報產品。 

(六) 建議可將教育訓練學員提供之問

題與建議彙整於正式報告中，另

未來課程設計建議可納入本計畫

之成果 

感謝委員建議，已將學員的未來

課程建議納入報告 P59中。 

(七) 本計畫成果若未來正式提供應

用，應思考未來管理維運之問

題，因此建議協助主辦單位規劃

未來營運面臨之問題與解決方

案。 

本年度工作項目中包含「規劃管

理後台」，其主要目的即為提供一

友善介面供承辦使用，以簡易維

運系統，如推播資訊或修改人員

權限等。未來待「管理後台」正

式上線後，系統之管理維運作業

便可由承辦人處理。 

三、水利防災中心 林主任益生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  請檢視資料來源與品質，宜有固

定更新頻率，如 P15 的靜態圖資

所呈現的資訊與目前數據不符。 

靜態資料有律定每季或每年的更

新頻率，本計畫已完成防汛志工

與防災社區之資料修正及設計，

並更新於資料庫中。 

(二) 請團隊了解未來 LINE 公司的商

業模式是否可能作調整，團隊又

該如何因應，可參考臺南市政府

與 NCDR 與 LINE 公司的合作模

式，若需署裡協談再麻煩團隊轉

知。 

本計畫將依水利署需求另與LINE

公司接洽以商談合作模式。 

本計畫之方案建議部分，已補充

於報告書 P62、P63中。 

四、水利防災中心 楊正工程司宗翰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  針對 LINE 公司未來的收費模

式，請團隊提供相關建議。 

本計畫之方案建議部分，已補充

於報告書 P62、P6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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