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摘  要 

「109 年智慧應答機器人研發」(以下簡稱本計畫)延續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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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執行四大工作項目的系統研發及專業服務，包含：系統

維運、應用探討、精進研發及協助辦理教育訓練。截至 109 年 11 月

30日本計畫完成工作項目如下所述。 

在智慧應答機器人系統維運部份，已完成防汛應變資料庫盤點及

更新，包含：氣象、整備、應變、復原、其他、意見回饋等六大類共

437筆資訊。並針對 59筆靜態防災資料進行資料更新及視覺化設計。

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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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已於黃蜂颱風等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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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應用探討部分，本計畫每週提供使用者行

為之資料，做為調整及更新智慧應答機器人系統之參考。並增建「抽

水機調度資訊」等 4組關鍵字資訊，以強化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資料

的完整性。本計畫於 0522 豪雨等 4 起事件應變期間針對應變人員與

決策者共訪談 57 人次，另外本計畫已設計 3 種客製化選單，包含經

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旱災開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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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智慧應

答機器人能因應不同需求提供不同防汛應變資訊。另亦依實際防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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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智慧應答機器人精進研發部份，本計畫已開發一個視覺化且直

覺之管理後台，包含帳號權限管理等 5大類功能。汛期問卷調查部分

本計畫共取得 33 份問卷，其中整體滿意度達 4.3 分。本計畫針對即

時性防災作業資訊研發 10項訂閱推播與 10項歷史推播紀錄，另針對

大雨/豪雨特報等 5 大類圖資進行自動繪圖功能研發作業，以視覺化

圖示提供決策參考。本計畫針對防汛應變需求設計「地方政府開設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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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等共 4 種對話設計回應形式。本計畫另於 0522 豪雨等 4 起事件

應變期間針對應變人員與決策者共訪談 57人次，並有 35位應變同仁

提供滿意度建議，平均滿意度為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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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配合水利署綜合企

劃組之國際水週活動規劃，於 9月 24日至 9月 26日於台北世界貿易

中心一館進行擺攤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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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020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Response Robot” project 

follows up on the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 of 2019 and continues 

providing professional services for the four major topics: system 

maintenance, further system discussions and applications, advanc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assistance in staff training. By November 

30 of 2020, we have achieved the following objectives: 

For system maintenance, we have updated the inventory of the flood 

prevention response database, covering 437 items of information, divided 

into the six categories: weather, preparedness, response, recovery, 

miscellany, and feedback. Also, the visualization design of 59 static 

disaster prevention information is updated. Regular updates and testings of 

the maintenance platform and the robot system are performed to ensure 

service availability. During the nine disaster events in the year to date, 

including Typhoon Vongfong (2020), the project staff stationed in the 

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 (EOC) to monitor the system at any time to 

ensure that the system and user problems can be solved immediately. 

For further system discussions and applications, weekly user behavior 

reports are provided as a reference for system adjustment and update. Four 

information items, such as the pump allocation, are added to the database 

to strengthen the information integrity of the robot. During the four disaster 

events in the year to date, including 0522 Heavy Rain Event, we 

interviewed 57 interviewers and decision-makers for data optimization. We 

have also completed three designs of menus for the Disaster Emergency 

Response Task Force of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targeting 

different types of events, including drought events, typhoon events, and 

flood events. Through actual operations and adjustments, the robot actively 

provides different flood prevention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equirements. Meanwhile, several data update frequencies and process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flood control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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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atabase master list has been additionally created. 

For advanc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e have developed a visual 

and intuitive management platform, featuring five major functionalities 

such as user authorization setting. In the flood season survey, 33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concluding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of 4.3 

points out of 5. Ten notification items for subscription and record lookup 

panels are provided for real-time disaster situation grasping. The feature of 

automatic image generation is implemented in 5 notification items such as 

the heavy rain alert for providing decision reference. We have also 

designed four responses, such as the overview of local governments’ EOCs, 

according to the flood control requirements. During the four disaster events 

in the year to date, including 0522 Heavy Rain Event, 57 interviewers and 

decision-makers were interviewed for data optimization, and 35 of them 

provided feedbacks with an average satisfaction score of 4.5 out of 5. 

In the assistance in staff training, we have assisted seven training 

sessions, submitted recording videos on June 12, and completed the 

questionnaire statistics. Following the International Water Week event plan 

of the Comprehensive Planning Section of the Water Resources Agency, 

participate in the event at Taipei World Trade Center from September 24 to 

September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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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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為提升應變時的資訊

查詢及應用效率，自 107年完成「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系統原型建置，並

於 108 年完成「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系統後台規劃及對話搜尋語料庫建

置與分眾通報等功能，於汛期間提供水利防災應變服務。 

然目前「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並未全面進行水利防汛資訊彙綜與介面

整合，爰本計畫之目標係於既有系統之開發基礎上，進行水利防災資訊之統

整與應用。本計畫將持續從水利防汛應變資料面及功能面應對智慧防災應

答機器人進行精進研發。透過資料管理流程設計與客製功能開發，讓防災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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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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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系統維運： 

(一) 防汛應變資料更新：依本署建置之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資料庫內

容，更新 109年度所需資訊，並適當的調整資料分類及資料庫結

構，加速效能管理。 

(二) 靜態視覺資料更新：依行動裝置及本署需求，定期設計及更新至

少 20項靜態圖表（包含：水災開設條件及相關警戒定義、應變

編組執行作業重點、抽水機整備狀況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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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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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應用探討： 

(一) 使用者行為軌跡紀錄：定期提供統計報表，針對至少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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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應變資訊增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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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客製化應變選單設計：至少針對 20位應變人員進行使用者訪談

（包含署內同仁及高階長官），並依使用者實際使用情況與防汛

應變需求，調整應變選單設計，並修正及優化動態資料之介接及

呈現方式，以提升使用性與實用性。 

(三) 制定資料維護流程：整理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資料庫中之各項資

料之來源、更新頻率、權責單位或負責人之聯絡方式，制定更新

與維護防汛應變資料之作業流程。 

三、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精進研發： 

(一) 建置管理後台：依照 108年度之管理後台之規劃內容，完成管理

後台建置。管理後台內容需包含：帳號權限管理、自動回覆、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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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管理、統計報表、訂閱等相關功能，以提供本署即時更新及維

運資料。 

(二) 研發意見回饋功能：每年汛期前、後各進行一次線上問卷調查，

線上問卷之呈現方式需符合行動裝置之規格，讓使用者能快速填

報使用意見，以利優化及調整系統功能。 

(三) 研發訂閱推播功能及歷史推播資訊記錄：提供有權限的使用者訂

閱特定資訊（包含：天氣警特報、地震、開設等），主動提供多

元且不同需求之資訊推播，並提供使用者進行記錄查找。 

(四) 研發自動繪圖功能，提供動態資料視覺化呈現（天氣警特報圖

表：大雨、豪雨、大雷雨、對流胞、閃電、區域淹水等) 。 

(五) 對話回應設計：針對防汛應變需求(如：地方政府開設狀況、地震

查報等)，透過專家訪談與系統自動回應設計，新增及設計對應的

對話回應形式。並訪談至少 3個應變人員或高階長官，進行回應

的滿意度或適切性評估。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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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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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人，於本署場地辦理。 

(四) 側錄教育訓練課程(至少 3場次)，並透過問卷進行課程滿意度調

查。 

(五) 配合國際水週或本署指定之相關活動辦理參展事宜(含攤位租金、

布置、展覽及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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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計畫甘特圖 

本計畫執行期間為 109 年 2 月 1 日至 12 月 25 日。本報告撰寫於 6 月

底，故所有工作成果統計至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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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系統維運 
            

(一)防汛應變資料更新             

(二)靜態視覺資料更新             

(三)通訊軟體平台維運             

(四)配合應變監控系統             

實際進度累計百分比  6% 15% 20% 30% 40% 51% 62% 73% 84% 93%  

二、智慧防災應答機器

人應用探討 
            

(一)使用者行為軌跡紀錄             

(二)客製化應變選單設計             

(三)制定資料維護流程             

實際進度累計百分比  6% 12% 20% 30% 40% 51% 62% 73% 84% 93%  

三、智慧防災應答機器

人精進研發 
            

(一)建置管理後台             

(二)研發意見回饋功能             

(三)研發訂閱推播功能及歷史

推播資訊記錄 
            

(四)研發自動繪圖功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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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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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資料視覺化呈現 

(五)對話回應設計             

實際進度累計百分比  6% 12% 20% 30% 40% 51% 62% 73% 84% 93%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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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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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人，於本署場地辦理 

            

(四)側錄教育訓練課程(至少 3

場次)，並透過問卷進行課程

滿意度調查 

            

(五)配合國際水週或本署指定

之相關活動辦理參展事宜 
            

實際進度累計百分比  10% 20% 50% 60% 70% 80% 90% 100%    

期中/期末/成果報告             

預計進度累計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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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莊子毅教授所帶領，

主要進行場域研究，執行的工作項目包含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系統

維運與協助辦理教育訓練。 

2. 智慧科技：主要由東吳大學蔡芸琤教授與臺科大楊亦東教授協助，

進行人工智慧研發，主要進行工作項目為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應用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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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進行工作項目為智慧防災應答機器

人精進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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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36人，有效好友數 16,876人。本計畫依據水利署之

需求，設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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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人。 

表 2 使用者層級表 

層級 人數 說明 

決策者 7 水利署高階決策者 

防災中心決策者 6 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決策者 

署本部 84 水利署本部 

所屬首長 7 河川局、水資源局等所屬機關首長 

所屬機關 82 含河川局、水資源局等的水利署所屬機關 

研發團隊 15 本計畫團隊成員 

防災中心 11 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人員 

服務團值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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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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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水利防災中心之不需要協助應變的協力

團隊人員 

其他政府機關 13 水利署外其他政府機關 

替代役 25 水利署替代役同仁 

其他 5 主要為系統測試帳號 

總計 298  

 



 

8 

第貳章 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系統維運 

本計畫為了建置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的資料庫，已在 108 年依據水利

防災作業手冊及規範、歷年水利防災成果、經濟部水利署減災整備、應變處

置及復原重建作業事項查核表等作業資訊，以及使用者訪談內容，進行資料

庫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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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進行資料庫建置與維運作業。此外，由於防災應變資料龐雜，

為了保有資料庫彈性，因此本計畫採用非關聯式技術建置動態資料庫，讓資

料在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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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的開發平

台與開發所使用的相關軟體會不定期發布更新版本，故本計畫也需要不定

期更新與測試本計畫所撰寫之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程式，以相容更新版本

後之系統。另有鑑於應變具有及時性及不確定性，因此維持智慧防災應答機

器人正常運作相當重要，故本計畫在二級以上之應變期間，會指派系統工程

人員，隨時監控系統穩定性，以利發生突發狀況時，能即時解決問題。 

在系統維運的各項工作項目中，防汛應變資料更新部分，本計畫已完成

防汛應變資料庫盤點，截至 11月 30日止共盤點出 437筆資料，新增 23組

關鍵字，刪除 15 組關鍵字，並針對 59 筆靜態防災資料進行資料更新及視

覺化設計。通訊軟體平台維運部分，本計畫共記錄 54 起問題事件與問題，

其中處理進度 48 起事件已完成、5 起事件討論中與 1 起事件測試中。配合

應變監控系統部分，本計畫於今年度黃蜂颱風等 8 場事件應變期間，皆配

置系統工程人員隨時遠端監控系統穩定性，詳細內容將於後續各節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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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呼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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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防汛應變資料更新：依本署建置之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資料

庫內容，更新 109 年度所需資訊，並適當的調整資料分類及

資料庫結構，加速效能管理 

本計畫依照 108 年度所建置之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資料庫內容，更新

109年度所需資訊，目前資料庫內容包含：氣象、其他、整備、應變、復原、

設定等六大類(圖 2)，共 437筆資料（詳見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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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及設定中。以其他資訊為例，內容將包含：研判資訊、水庫資訊、全民

防災、防災知識、防汛應變問與答、以及友站連結等資訊。在研判資訊中，

平時將提供由水利署協力團隊所製作之天氣分析研判資料，在應變時將提

供水利署各應變人員與協力團隊對於區域淹水、河川水位、水庫放水等分析

研判資訊。 

  

圖 2  防汛應變資料庫 

截至 11月 30日止，本年度共計新增 23組關鍵字，刪除 15組關鍵字，

新增關鍵字之原因主要為新增服務或新增資料庫，刪除關鍵字之原因主要

為對接網頁或系統有所異動或移除，或是本系統服務有所調整，本年度所增

減之關鍵字資訊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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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9年度關鍵字增減概況表 

增/減 分類 項目 備註 

刪減 氣象 觀測圖資-衛星雲圖-色調強化衛星雲圖 氣象局網站改版 

刪減 氣象 
模擬圖資 - 降雨預報 -QPF/ 客製化

QPESUMS-氣象局 QPF/QPE 

氣象局收回網頁瀏覽

權限 

刪減 整備 防汛整備-抽水機分佈-工程作業 對接網頁調整 

刪減 整備 防汛整備-工程作業-搶修險工程總表 對接網頁調整 

刪減 整備 防汛整備-工程作業-搶修險工程細表 對接網頁調整 

刪減 整備 防汛整備-構造物檢查 對接網頁調整 

刪減 其他 
防汛應變問與答-員山子分洪-檢視說明

投影片 

改變應答方式為同時

回應文字加圖片 

刪減 其他 友站連結-T-SEARCH颱風搜 該軟體已無提供服務 

刪減 設定 訂閱推播-豪大雨特報 服務流程改為網頁 

刪減 設定 訂閱推播-小組成立 服務流程改為網頁 

刪減 設定 訂閱推播-值班通知 服務流程改為網頁 

刪減 設定 訂閱推播-中央應變會議通知 服務流程改為網頁 

刪減 設定 訂閱推播-研判資料推播 服務流程改為網頁 

刪減 設定 訂閱推播-水情警戒推播 服務流程改為網頁 

刪減 設定 申請權限-產生認證碼 服務流程異動 

新增 氣象 觀測圖資-降雨雷達 新增服務 

新增 氣象 模擬圖資- Qplus & QPESUMS - Qplus 新增服務 

新增 氣象 觀測圖資彙整 新增服務 

新增 氣象 
模擬圖資-降雨預報-雨量趨勢降雨預警-

雨量趨勢/降雨歷線 
新增服務 

新增 氣象 颱風圖資-各模式路徑 新增資料庫 

新增 氣象 颱風圖資-美軍預報 新增資料庫 

新增 氣象 颱風圖資-日本預報 新增資料庫 

新增 整備 防汛整備-自動淹水感測系統 新增資料庫 

新增 整備 防汛整備-人工增雨器配賦現況 新增資料庫 

新增 應變 警戒與預警-未來 6小時整合預警 新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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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減 分類 項目 備註 

新增 應變 
應變作業-輪值班表-水災經濟部水利署

輪值表 
新增資料庫 

新增 應變 
應變作業-輪值班表-風災經濟部水利署

輪值表 
新增資料庫 

新增 應變 應變作業-輪值班表-水災中央輪值表 新增資料庫 

新增 應變 應變作業-輪值班表-風災中央輪值表 新增資料庫 

新增 設定 歷史推播-天氣警特報-大雨 新增服務 

新增 設定 歷史推播-天氣警特報-豪雨 新增服務 

新增 設定 歷史推播-天氣警特報-颱風 新增服務 

新增 設定 歷史推播-天氣警特報-大雷雨 新增服務 

新增 設定 歷史推播-地震 新增服務 

新增 設定 歷史推播-水情警戒-水位警戒 新增服務 

新增 設定 歷史推播-水情警戒-淹水警戒 新增服務 

新增 設定 歷史推播-開設 新增服務 

新增 設定 歷史推播-值班(建構中) 新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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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靜態視覺資料更新：依行動裝置及本署需求，定期設計及更

新至少 20項靜態圖表（包含：水災開設條件及相關警戒定

義、應變編組執行作業重點、抽水機整備狀況等） 

為增加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其所涵蓋資料之易讀性，本計畫截至 11月

30日已針對 59筆靜態防災資料進行資料視覺化，使用者在使用系統時，系

統除能以文字回應外，亦會搭配適當的圖片回應使用者，藉此使用者不但可

以有效地掌握所需資訊，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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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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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視覺化之資料包含：海上颱風警報定義、陸上

海上颱風警報定義、強風特報定義、熱帶低壓特報定義、全國大型抽水機分

布情形、全國中小型抽水機分布情形、人工增雨焰劑整備情形、水災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組織架構、水災應變層級開設條件、水災風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開設時經濟部主導組別、水災災害規模及通報層級、豪大雨特報定義、淹水

警戒定義、河川水位警戒定義、水庫放流警戒定義、大型移動式抽水機整備

狀況、滯洪池整備情形、抽水站與抽水量統計、所屬河川局水門數量、水患

自主防災社區分布、防汛志工分布、水利署 CBS簡訊服務範圍、自動淹水

感測系統數量、智慧水尺設計概念與使用方式、以及員山子分洪設施啟用時

機與分洪狀況，示意圖如圖 1所示（詳細資料請參照附件 B）。 

     

圖 3  靜態資料之視覺化設計(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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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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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架構在通訊軟體平台之上，本計畫為因應資訊科

技發展，並讓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的功能可以配合相關更新版本進行相對

應升級，因此本計畫將持續維運相關系統，以避免在升級過程中發生版本不

相容的問題，以維持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能保持運作及提供服務。以下就系

統維運遭運問題，硬體系統架構、備援機制以及資安認證部分進行說明。 

一、系統維運遭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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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程序處理失常、既有功能調整與新功能開發等四項，截至 11 月 30 日

止，本計畫共記錄 55起問題事件與問題，處理進度包含已完成、討論中與

測試中等三階段，詳細內容請參見附件 C。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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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機器故障、無法提供境外 IP

對接服務與水利署資安規範導致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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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

買境內 IP與調整帳號權限等。本計畫共記錄 19起外部資料故障事件，已處

理完成 20 起事件，1 起事件在討論中。「氣象局總雨量預報未推播」，此項

目之作業期程為討論中。 

(二) 系統程序處理失常 

此問題發生時常導致圖片未更新。發生主因為程式讀取圖片時因訊息

量過大卡住、對接的圖資設定機制與預期不同等。本計畫主要處理方式為加

上 30秒內沒跑完會自行終止的限制、更新圖資對接機制等。本計畫共記錄

3起系統故障事件，已排除 3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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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既有功能調整 

此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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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解除開設簡訊標題改為「解除開設」、地震推播太慢要拿掉推圖的功能、

輸入「水情」，列出來的相似關鍵字不包含水情燈號、暫時關閉水情警戒推

播、抽水機 API 更新網址與部分格式、抽水機預佈簡報資料、抽水機預佈

簡報資料換回 Dropbox 版本、拿到 EMIC 新的 API單位、單位開設圖資

與區域淹水圖資上色、歷史紀錄新增圖資以及升級作業系統等。本計畫主要

處理方式除配合調整外，針對系統提供之關鍵字不含預期詞彙，本計畫自

「呈現 4 組關鍵字」改為「呈現所有關鍵字」，並升級作業系統(Ubuntu 16

升級為 18、Certbot升級為 1.8.x、NGINX升級為 1.51)。本計畫共記錄 14起

既有功能調整事件，已處理完成 11起事件，2起事件在討論中，1起事件在

開發中。「解除開設簡訊標題改為解除開設」以及「單位開設圖資收錄圖例」，

此 2 個項目仍在討論中。「歷史記錄新增區域淹水圖」，此項目之作業期程

為開發中。 

(四) 新功能開發 

此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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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接水利署首頁最新消息 RSS、新增署長專屬問候語「署長您好，......」、

值班推播、氣象圖資彙整、新增多采資料「未來 6小時整合預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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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起新功能開

發事件，已處理完成 15起事件，3起事件在討論中。「值班推播」與「新納

工務組之行政作業資訊於系統內」二個項目經本計畫討論後因需較多開發

資源，故於建議中提出可考慮成為未來計畫精進項目。「河川水位警戒圖」

項目本計畫尚在整理流域圖資，故此項目之作業期程為討論中。 

二、系統架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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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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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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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體系統架構請見附件 D。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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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整體系統拆分為三個子系統：主要的對話系統管理後台（下稱主系統）、

專門用於提供示警自動化推播服務的推播系統（下稱子系統甲），以及專門

用於呈現即時視覺化資料與互動式網頁地圖的網站服務系統（下稱子系統

乙）。 

主系統使用 GCP（Google Cloud Platform）建置服務。GC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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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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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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主系統，詳細備援計畫請見附件 D。 

子系統甲使用 AWS（Amazon Web Service）建置服務，AWS與 GCP運

作原理相同。子系統甲目前在 AWS 西二區部署為主要系統，備援在 AWS

西一區，並將原始碼儲存於 GitLab上，可因應臨時轉移到其他雲端服務（例

如 GCP或中華電信 hicloud）之需求。 

子系統乙使用中華電信 hicloud 建置服務，中華電信 hicloud與 AWS、

GCP運作原理相同。的部分，子系統乙目前在中華電信 hicloud南區部署為

主要系統，備援在 AWS西二區，並將原始碼儲存於 GitLab上，可因應臨時

轉移到其他雲端服務（例如 GCP）之需求。 

(三) 資安認證 

在資訊安全部分，LINE 公司已通過 ISO 27001、SOC2、SOC3 與 PCI 

DSS1 等規章之認證(相關資訊請見附件 E)，符合國際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的

標準。另依委員建議洽詢行動應用資安聯盟(Mobile Application Security 

Alliance)，該聯盟並無針對 APP中的開發軟體進行檢測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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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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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10 月 31 日止，今年度因颱風或豪雨致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二級以上開設之事件共有 8場事件，包含黃蜂颱風、0522豪雨、0527豪雨、

0528豪雨、哈格比颱風、米克拉颱風、巴威颱風、0826豪雨閃電颱風與等

9 場事件，如表 4 所示，本計畫於此 8 場事件應變期間，皆配置 1 名系統

工程人員，隨時遠端監控系統確保系統正常運作。 

表 4  今年度水利署二級以上應變事件 

事件 應變期間 

黃蜂颱風 5/16~5/17 

0522豪雨 5/21~5/24 

0527豪雨 5/27~5/28 

0528豪雨 5/28~5/28 

哈格比颱風 8/02~8/03 

米克拉颱風 8/10~8/11 

巴威颱風 8/22~8/23 

0826豪雨 8/25~8/28 

閃電颱風 11/05~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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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智慧應答機器人應用探討 

為了讓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更符合使用者需求，本計畫蒐整與分析使

用者之行為，以做為調整及更新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系統之參考。另本計畫

於汛期間配合高強度之實務應變操作及應變人員訪談，大量蒐集使用者之

操作資料及使用者的行為，藉此作為後續系統調整之依據，以提升系統實用

性。本計畫亦規劃制定資料維護流程，包含資料庫中之各項資料之來源、更

新頻率、權責單位或負責人之聯絡方式、資料維運之作業流程等。 

在應用探討的各個工作項目中，本計畫蒐整所有使用者的使用行為進

行使用者統計及流量分析，並於每週提供使用者統計圖表，截至 11月 30日

止共發送 52 則統計報表，本計畫另針對應變資訊增建「抽水機調度資訊」

等 4組客製化關鍵字及相對應連結資訊。本計畫於 0522豪雨等 4起事件應

變期間針對應變人員與決策者共訪談 57人次，另外本計畫已設計 3種客製

化選單原型，包含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旱災開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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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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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將於後續各節中說明。 

3.1 使用者行為軌跡紀錄：定期提供統計報表，針對至少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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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應變資訊增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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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流量分析及使用者統計圖表 

為了讓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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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使用者統計及流量分析，於每週提供使用者

統計圖表(如圖 5所示)，表中至少針對 3位應變人員提供行為分析，包含常

用的功能及對話紀錄等，截至 11月 30日止，共發送 52則統計報表。每週

圖表及寄送紀錄請參見附件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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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流量分析及使用者統計圖 

 

圖 6 每週統計報表寄出信件(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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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鍵字制定 

本計畫另針對應變資訊增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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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抽水機調度資訊 

「抽水機調度資訊」此組關鍵字可提供使用者查詢目前全臺抽

水機調度情形。由於此組關鍵字所相對應連結資訊為一雲端資料庫，

此雲端資料庫由本計畫維運，並由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內抽水

機調度組之協力團隊提供抽水機調度即時資料，因此此組關鍵字於

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二級以上成立時可使用，當水利署災害緊

急應變小組之應變層級未達二級以上時，此組關鍵字會連結「目前非

二級以上應變事件，無抽水機調度資訊」。 

此外，本計畫協助設計「抽水機調度資訊」之版型，以提供水利

署應變期間使用，「抽水機調度資訊」呈現資訊如下圖所示。 

 

圖 7  抽水機調度資訊(5/23 08:00節錄) 

(二) 積淹水災情地圖 

「積淹水災情地圖」此組關鍵字可提供使用者查詢目前全臺積

淹水災情概況。由於此組關鍵字所相對應連結資訊為一雲端資料庫，

此雲端資料庫由本計畫維運，並由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內災情

查報組之協力團隊提供積淹水災情即時資料，因此此組關鍵字於水

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二級以上成立時可使用，當水利署災害緊急

應變小組之應變層級未達二級以上時，此組關鍵字會連結「目前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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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以上應變事件，無積淹水災情資訊」。 

此外，本計畫協助設計「抽水機調度資訊」之版型，以提供水利

署應變期間使用，「積淹水災情地圖」呈現資訊如下圖所示。 

 

圖 8  積淹水災情地圖(5/23 08:00節錄) 

(三) 觀測圖資彙整 

「觀測圖資彙整」此組關鍵字可連結至一互動式網頁，針對智慧

型手機尺寸開發專用介面，彙整氣象局發布之雷達回波圖、累積雨量

圖與衛星雲圖。此網頁之介面使用網頁瀏覽器前端技術

（HTML/CSS/JavaScript）開發，並於系統伺服器端建置介接氣象局

網站以擷取三項氣象圖資的代理技術（proxy），使瀏覽器可以不用解

除跨來源資源共用（Cross-Origin Resource Sharing, CORS）限制也能

取得氣象圖資，確保資訊安全。此網頁除連接三項氣象圖資外，亦包

含調整三項氣象圖資之功能，如：可選取欲查找時間、調整動畫撥放

速度等。另針對不同氣象圖資尚有不同功能按鈕。如雷達回波圖可選

擇「有地形/無地形」以及「臺灣鄰近區域/較大範圍區域」，累積雨量

圖可選擇「日累積雨量/小時累積雨量」、「今日/前一日/前二日」以及

「小間距/大間距」，衛星雲圖可選擇「可見光/彩色/色調強化/黑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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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色」以及「全景/東亞/臺灣」等。「觀測圖資彙整」呈現資訊如下圖

所示。 

 

圖 9  觀測圖資彙整(7/04 16:30節錄) 

(四) 未來 6小時整合預警 

「未來 6 小時整合預警」此組關鍵字可連結至一網頁，此網頁

包含未來 6 小時降雨預警、未來 6 小時洪水預警、未來 6 小時淹水

預警與未來 6 小時內水熱點警戒。此網頁由水利防災中心委辦計畫

多采團隊負責維運，主要呈現依據目前降雨評估，未來 6 小時內可

能發生之降雨預警、洪水預警、淹水預警與內水熱點警戒。「未來 6

小時整合預警」呈現資訊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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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未來 6小時整合預警(6/30 11:25節錄) 

3.2 客製化應變選單設計：至少針對 20位應變人員進行使用者訪

談（包含署內同仁及高階長官），並依使用者實際使用情況

與防汛應變需求，調整應變選單設計，並修正及優化動態資

料之介接及呈現方式，以提升使用性與實用性。 

一、使用者訪談 

(一) 訪談概況 

為因應不同使用者與不同作業環境的防災需求，今年度在 0522

豪雨、哈格比颱風、米克拉颱風與 0826 豪雨等 4 起事件應變期間，

本計畫團隊實際至水利署北辦 9 樓應變小組以及大坪林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協助應變人員操作 Diana，並於事件應變期間訪談使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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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人次。本計畫訪談概況如

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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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09年度應變期間訪談對象概況表 

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水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組別 人次 組別 人次 

值班組長 7 幕僚行政組 6 

值班科長 5 災情監控組 2 

簡報通報組 13 水電維生組 2 

災情查報組 13   

抽水機調度組 8   

資訊室 1   

小計 47 小計 10 

(二) 訪談成果 

本計畫在 0522豪雨、哈格比颱風、米克拉颱風與 0826豪雨 4起

事件應變期間，進行應變人員之訪談，共訪談 57人次。歸納訪談建

議及回饋可分為以下四類，詳細訪談內容請見附件 G。 

1. 提供氣象情資查找服務 

需要氣象局相關情資，如：QPSUMS官網、QPEplus、地震推播、

前幾日雨量等。 

2. 提供水情或應變情資查找服務 

需要水情或應變相關情資，如：基本水情資訊(中央管河川共幾

條、防洪水庫共幾座)、CEOC開會直播網址等。 

3. 提供班表與開設通知服務 

需要輪值班表或是應變小組開設資訊，如：目前開設狀態、輪值

推播、開始值班的通知、開設通知等。 

4. 個人作業輔助 

需要較細節之個人輔助資料，如：上一班的簡報資料、該職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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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地震後的各管理單位檢查回應、水災執行業務等。 

二、應變選單設計 

依據本計畫訪談之取得內容，本計畫針對不同應變時期設計客製化選

單，包含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旱災開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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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種客製化選單。 

(一) 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之旱災應變選單 

當經濟部旱災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因水情燈號轉換而成立後，本

計畫便將使用者之主選單全面換為應變期間之客製化風災選單，主

選單包含開設任務、應變會議、應變災情、雨量資料、颱風圖資與回

主選單等六大選項。截至 11 月 30 日為止，已於 4 月至 5 月間、10

月 14 日迄今進行應用，目前於旱災應變期間之客製化選單如圖 11

所示。 

 

圖 11  旱災應變期間之客製化主選單 

(二) 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風災選單 

當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因風災成立後，本計畫便將使用者

之主選單全面換為應變期間之客製化風災選單，主選單包含開設任

務、應變會議、應變災情、雨量資料、颱風圖資與回主選單等六大選

項。截至 11 月 30 日為止，已於黃蜂颱風、哈格比颱風、米克拉颱

風、巴威颱風與閃電颱風時等 4 起事件進行應用，目前於應變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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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風災客製化選單如圖 12所示。 

 

圖 12  應變期間之風災客製化主選單 

(三) 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水災選單 

當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因水災而二級以上成立後，本計畫

便將使用者之主選單全面換為應變期間之客製化水災選單，主選單

包含開設任務、應變會議、應變災情、雨量資料、十分鐘雨量趨勢與

回主選單等六大選項。截至 10月 31日為止，共經歷包含 0522豪雨、

0527 豪雨、0528 豪雨雨 0826 豪雨等 4 起事件，目前於應變期間之

水災客製化選單如圖 13所示。 

  

圖 13  應變期間之水災客製化主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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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制定資料維護流程：整理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資料庫中各項

資料之來源、更新頻率、權責單位或負責人聯絡方式，制定

更新與維護防汛應變資料之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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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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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項資料(詳細資訊請見附件 A)。 

 

圖 14  資料庫總表(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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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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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對於水利署而言，「中央氣象局特報資訊」所警戒的區域與

警戒等級相同時，是無助於防災作業的，因此本計畫據此開發過濾機制，當

「中央氣象局特報資訊」與上一報所警戒的區域與等級相同時，Diana便會

將該訊息濾除，以確保 Diana所推播的「中央氣象局特報資訊」皆與上一報

內容不同，如下圖所示。 

 

圖 15  濾除重複「中央氣象局特報資訊」(11月 6日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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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精進研發 

本計畫依照 108 年度之管理後台之規劃內容，完成管理後台建置，以

提供水利署即時更新及維運資料。另為能了解使用者之使用回饋以優化智

慧防災應答機器人，本計畫規劃於每年汛期前、後各進行一次線上問卷調查，

以取得使用者之回饋建議，以利優化及調整系統功能。此外，為能讓智慧防

災應答機器人之運作更加符合使用者需求，本計畫發展訂閱推播功能及歷

史推播資訊記錄，以提供有權限的使用者訂閱特定防災情資，且主動提供多

元且不同需求之防災情資推播，並提供使用者進行推播記錄查找。而為能提

供給應變人員即時且有效之防災情資，本計畫開發自動繪圖功能，可將天氣

警特報之動態氣象情資透過視覺化處理轉譯為容易判讀之防災情資，以讓

應變人員更有效率進行防災應變作業。最後，本計畫透過專家訪談與使用者

紀錄，針對防汛應變需求，新增及設計對應的對話回應形式，並進行回應滿

意度或適切性評估。 

本計畫已完成管理後台的開發，此管理後台包含帳號權限管理等 5 大

類功能。本計畫截至 11月 30日止共取得 33份問卷回饋，其中整體滿意度

達 4.3 分。訂閱推播功能部分，針對「天氣警特報」等 10 項即時性防災作

業資訊進行訂閱推播之開發作業。歷史推播資訊記錄功能方面，針對「天氣

警特報」等 10項即時性防災作業資訊進行歷史推播之開發作業，以提供查

找。另外本計畫客製化開發水利署的自動繪圖功能，包含大雨/豪雨特報等

5大類圖資。此外也針對防汛應變需求設計「地方政府開設概況」共 4種對

話設計回應形式。本計畫另於 0522豪雨、等 4起事件應變期間針對應變人

員與決策者共訪談 57 人次，並有 35 位應變同仁提供滿意度建議，平均滿

意度為 4.5分，詳細內容將於後續各節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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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建置管理後台：依照 108年度之管理後台之規劃內容，完成

管理後台建置。管理後台內容需包含：帳號權限管理、自動

回覆、推播管理、統計報表、訂閱等相關功能，以提供水利

署即時更新及維運資料。 

為了提升 Diana的管理效率，本計畫依照 108年度的規劃，開發一個視

覺化且直覺之管理後台，此管理後台包含：帳號權限管理、自動回覆、推播

管理、統計報表、訂閱等功能。藉此管理後台的建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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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號權限管理主要是進行權限管理與帳號管理，可設定後台使用者的

名稱、帳號與密碼，以及規範後台使用者可使用的後台功能，畫面如下圖所

示。 

 

圖 16  管理後台-帳號權限管理之帳號管理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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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回覆管理主要是進行各項訊息模板以及關鍵字回應的設定，可定

義關鍵字類別，並設定回應內容為文字、圖資、外部連結或是選單式回應等，

畫面如下圖所示。 

 

圖 17  管理後台-自動回覆之關鍵字管理畫面 

推播管理主要是進行訊息的主動推播管理，除可立即推播訊息外，亦可

預定想推播的時間與內容，並確認預約清單及查看推播的紀錄，畫面如下圖

所示。 

 

圖 18  管理後台-推播管理之推播紀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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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報表主要是查看使用者的使用行為，包含查看使用者點擊紀錄以

及關鍵字統計分析，可設定預查找的時間區段，並將統計資料匯出進行後續

分析，畫面如下圖所示。 

 

圖 19  管理後台-統計報表之點擊紀錄分析畫面 

訂閱內容主要是設定使用者的訂閱功能，可讓使用者選擇想收到主動

推播的哪些項目，畫面如下圖所示。 

 

圖 20  管理後台-訂閱內容畫面 



 

33 

4.2 研發意見回饋功能：每年汛期前、後各進行一次線上問卷調

查，線上問卷之呈現方式需符合行動裝置之規格，讓使用者

能快速填報使用意見，以利優化及調整系統功能。 

一、問卷規劃 

為能了解使用者之使用回饋以優化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之功能，本計

畫規劃於每年汛期前、後各進行一次線上問卷調查，以取得使用者之回饋建

議，線上問卷之呈現方式需符合行動裝置之規格，讓使用者能快速填報使用

意見，以利優化及調整系統功能。本計畫所規劃的問題如下： 

 請問您在汛期期間使用「水利署 AI robot Diana」的頻率是？ 

A.每天使用 B.每週三次以上 C.每週一次以上 

D.每週不到一次 E.未曾使用過  

 在「水利署 AI robot Diana」中最常使用的功能是？ 

 您在各項功能的使用上，有哪些功能是需要改進的，改進之建議

方式為？  

 您希望「水利署 AI robot Diana」還可以增加何種功能？ 

 請問在防災相關作業上，「水利署 AI robot Diana」是否能提供您

有效的協助？ 

A.提供極大協助 B.提供部分協助 C提供零星協助 

D.無效 E.未曾使用過  

 請在心中默想一個您所期待的防災應答機器人，並將之與「水利

署 AI robot Diana」進行比較，「水利署 AI robot Diana」的表現

為？ 

A.超過期待 B.滿足期待 C.部份滿足期待 

D.遠低於期待 E.無想法  

 水利署 AI robot Diana」與您期待的防災應答機器人落差為何請簡

述之？ 

 若滿分五分，請您對「水利署 AI robot Diana」打分數。 

A.五分 B.四分 C.三分 

D.二分 E.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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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汛期前問卷作業 

本計畫共取得汛期前問卷 20份(統計至 7月 1日)，及汛期後問卷 13份

(統計至 11 月 30 日)，一共取得 33 份問卷，包含決策者 1 人，防災中心決

策者 2人，防災中心 2人，署本部 4人，所屬機關 7人，服務團值班 3人，

防災中心協力團隊(值班)6 人，其他政府機關 2 人，維運團隊 6 人，109 年

問卷範例如圖 21所示。詳細問卷回饋內容請見附件 H。 

 

圖 21  109年使用者回饋問卷 

三、問卷統計成果 

(一) 請問您在汛期期間使用「水利署 AI robot Diana」的頻率是？ 

其中 3位應變同仁每週使用不到一次，6位應變同仁每週使用一

次以上，8位應變同仁每週使用三次以上，16位應變同仁每天使用，

使用頻率統計成果如圖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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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汛期前問卷調查-使用頻率統計成果 

(二) 在「水利署 AI robot Diana」中最常使用的功能是？ 

其中 12位應變同仁常用功能與「應變」類別有關，21位應變同

仁常用功能與「氣象」類別有關，使用頻率統計成果如圖 23所示。 

 

圖 23  汛期前問卷調查-常用功能統計成果 

(三) 您在各項功能的使用上，有哪些功能是需要改進的，改進之建議

方式為？ 

使用者建議除「無意見」外，各項建議可分三類，包含「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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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意圖不明」、「未來待開發」 

1. 已完成開發 

此類建議包含「目前開設情形」、「10 分鐘雨量排行」、「豪大雨

推播的文字保留功能」、「淹水感測器」 

2. 意圖不明 

此類建議包含「希望即時又正確」、「提供水位」、「視窗化選項」、

「介面可活潑點」、「讓電腦版也能完整顯示訊息」 

3. 未來待開發 

此類建議包含「如何得知有新功能」 

(四) 您希望「水利署 AI robot Diana」還可以增加何種功能？ 

使用者建議除「無意見」與「已很完善」外，各項建議可分三類，

包含「已完成開發」、「意圖不明」、「未來待開發」 

1. 已完成開發 

此類建議包含「水庫防洪資訊」、「解除警特報資訊」、「應變中心

開設層級及目前開設的所屬單位」、「颱風豪雨發布/解除」、「教育訓

練簡報下載」、「法規查詢」 

2. 意圖不明 

此類建議包含「水情資訊」、「個人通報」、「語音辨識」 

3. 未來待開發 

此類建議包含「客制化淹水警戒推播」 

(五) 請問在防災相關作業上，「水利署 AI robot Diana」是否能提供您

有效的協助？ 

其中 1位應變同仁未曾使用過，2位應變同仁認為可提供零星協

助，13位應變同仁認為可提供部分協助，17位應變同仁認為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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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協助，協助效益統計成果如圖 24所示。 

 

圖 24  汛期前問卷調查-協助效益統計成果 

(六) 請在心中默想一個您所期待的防災應答機器人，並將之與「水利

署 AI robot Diana」進行比較，「水利署 AI robot Diana」的表現

為？ 

其中 2位應變同仁無想法，7位應變同仁認為部分滿足期待，21

位應變同仁認為滿足期待，3位應變同仁認為超過期待，系統表現統

計成果如圖 25所示。 

 

圖 25  汛期前問卷調查-期待表現統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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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水利署 AI robot Diana」與您期待的防災應答機器人落差為何請簡

述之？ 

使用者建議除「無意見」外，各項建議可分「短期改善項目」與

「長期改善項目」二大類 

1. 短期改善項目 

此類建議包含「資訊更廣泛/提供多項功能及資訊」、「人機介面

可再佳/介面設計」、「主動推播可以更加完善」、「權限綁定之進階功

能」、「個人化」 

2. 長期改善項目 

此類建議包含「透過大數據分析了解民眾需求」、「選項視窗化」、

「要更快速」、「語音答覆」、「聊天功能」、「更加人性化」、「防災生活

小常識太少推播」 

(八)  若滿分五分，請您對「水利署 AI robot Diana」打分數。 

其中 4位應變同仁給予 3分，14位應變同仁給予 4分，15位應

變同仁給予 5分，系統表現統計成果如圖 26所示。 

 

圖 26  汛期前問卷調查-分數表現統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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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研發訂閱推播功能及歷史推播資訊記錄：提供有權限的使用

者訂閱特定資訊（包含：天氣警特報、地震、開設等），主

動提供多元且不同需求之資訊推播，並提供使用者進行記錄

查找。 

為能讓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之運作更加符合使用者之客製需求，本計

畫發展訂閱推播功能，以提供有權限的使用者訂閱特定防災情資，且主動提

供多元且不同需求之防災情資推播。本計畫針對「天氣警特報」、「地震」、

「開設」與「值班」等 10項即時性防災作業資訊進行訂閱推播之開發作業。

系統內之訂閱介面如圖 27所示。 

 

圖 27  客制化推播訂閱介面 

歷史推播資訊記錄功能方面，為了提升訊息傳遞的穩定性，加強系統監

控訊息傳送狀態，藉此確保系統得以提供高品質決策輔助服務，本計畫應用

108年科技部「高可用性災害管理決策輔助對話系統」中研發的「警報訊息

推播系統」框架，客製化開發水利署的歷史推播資訊查詢功能，提供使用者

進行推播記錄查找，並協助本計畫於遭逢外部資料問題而導致系統故障時，

快速確認故障原因，並進行備援切換。本計畫針對「天氣警特報」、「地震」、

「開設」與「值班」等 10項即時性防災作業資訊進行歷史推播之開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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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天氣警特報」包含「大雨特報」、「豪雨特報」、「颱風警戒」與「大雷

雨即時訊息」等 4類警特報資訊。地震資訊與豪雨特報資訊範例如圖 28所

示。 

 

圖 28  歷史推播記錄資訊(左：地震資訊，右：豪雨特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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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研發自動繪圖功能，提供動態資料視覺化呈現（天氣警特報

圖表：大雨、豪雨、大雷雨、對流胞、閃電、區域淹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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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

提供給應變人員即時且有效之防災情資，本計畫應用 108 年科技部「高可

用性災害管理決策輔助對話系統」中研發的繪圖程式「Formosa」，客製化開

發水利署的自動繪圖功能，此功能可透過資料的視覺化整合多元且複雜的

資訊，可將天氣警特報之動態氣象情資透過視覺化處理轉譯為容易判讀之

防災情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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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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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同降水預報模式與實際觀測雨

量比較圖」使用 NCDR 或中央氣象局產製的獨立圖片，依據水利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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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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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團

隊自行研發之繪圖程式

「Formosa」，套疊內政部公

布之行政區界資料，自動化

產生圖像，同時於圖片右

側，自動化條列式加註各縣

市特報之最高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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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方法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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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團隊自行

研發之繪圖程式

「Formosa」，套疊內政部公

布之行政區界資料，自動化

產生圖像，並另外取用氣象

局 Open Data API對流胞即

時監測資料圖層與閃電即時

點位資料，使用本團隊自行

研發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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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團隊自行

研發之程式，自動化合併成

一張大圖，並研發加註文字

的程式，在圖片上註明初始

場時間與預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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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方法 範例 

積淹水災情地圖 針對智慧型手機尺寸開發專

用介面，並介接資拓 API，

應用 Google Maps API功

能，自動將點位繪製於互動

式網頁地圖，點選地圖上點

位標籤可顯示積淹水災情詳

細資料。 

 

雨量歷線 針對智慧型手機尺寸開發專

用介面，並介接資拓 API，

應用 Google Charts 函式

庫，依照不同累積雨量區間

排序，自動化匯入雨量資

料、繪製雨量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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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方法 範例 

不同降水預報模

式與實際觀測雨

量比較圖 

下載 NCDR WATCH GFS

與MPAS 模式圖資與水利

署災害應變系統備份的氣象

局每日觀測雨量圖，使用本

團隊自行研發之程式，自動

化合併成一張大圖，並研發

加註文字的程式，在圖片上

註明模式名稱與標題。 

 

4.5 對話回應設計：針對防汛應變需求(如：地方政府開設狀況、

地震查報等)，透過專家訪談與系統自動回應設計，新增及

設計對應的對話回應形式。並訪談至少 3個應變人員或高階

長官，進行回應的滿意度或適切性評估。 

本計畫規劃透過專家訪談與使用者紀錄，針對防汛應變需求，新增及設

計對應的對話回應形式，其中規劃至少訪談 3 個應變人員或高階長官，並

進行回應滿意度或適切性評估。 

一、防汛應變需求設計 

(一) 地方政府開設概況 

本計畫對「地方政府開設概況」之應變需求進行規劃，目前之地

方政府開設狀況之情資收錄於 EMIC 系統(圖 29)，以表顯示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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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中央防災決策者掌握地方政府之災害應變層級，以及災害應變

之啟動有無概況，本計畫以臺灣地圖為底，規劃當次事件未成立應變

中心之地方政府以灰色區塊呈現，已撤除應變編制之地方政府則以

綠色區塊呈現，紅、橙、黃三色則表該地方政府應變中心尚維持一、

二、三級編製。成果如圖 30所示。 

 

圖 29  目前 EMIC地方政府開設概況情資 

 

圖 30  地方政府開設狀況圖資(6月 30日截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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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震查報 

本計畫對「地震報告」之應變需求進行規劃，原先本計畫所介接

之地震情資來源為氣象局官方報告，然氣象局提供之震度分布圖係

以測站「點」之形式呈現，而水利署所轄之水工構造物則散布全臺，

故需要以「面」之形式呈現之震度分布圖。為此，本計畫介接 NCDR

所產製之震度分布圖，並將之當作補充資料，與氣象局提供之地震情

資一同呈現。成果如圖 31所示。 

 

圖 31  地震查報圖資(2月 26日截錄) 

(三) 整備綜整情資 

本計畫對「整備綜整情資」之應變需求進行規劃，水利署於大型

天氣系統影響臺灣前夕，會由署長針對該天氣系統召開防汛整備會

議，藉此確認各所屬單位皆完成相關整備作業，以因應即將而來的防

汛挑戰。本計畫便依據該次防汛整備會議所呈現之各項防汛整備能

量做為防汛整備情資之數據來源，並協助設計所呈現之版型，以產製

「整備綜整情資」，並主動推播予水利署決策者做為防汛應變參考資

訊。閃電颱風事件之「整備綜整情資」成果如圖 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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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整備綜整情資(11月 05日主動推播) 

(四) 災情綜整情資 

本計畫對「災情綜整情資」之應變需求進行規劃，為讓水利署決

策者即時掌握災情，經濟部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會定時製作處

置報告上呈予決策者，藉此提供最新處置資訊。本計畫便依此處置報

告為基礎，針對與經濟部相關之災情進行節錄，並協助設計所呈現之

版型，以產製「災情綜整情資」，並主動推播予水利署決策者做為防

汛應變參考資訊。0522豪雨事件之「災情綜整情資」成果如圖 33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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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災情綜整情資(5月 22日主動推播) 

 

二、滿意度評估 

本計畫在 0522 豪雨、哈格比颱風、米克拉颱風與 0826 豪雨等 4 起事

件，共針對 57 位應變同仁進行訪談，有效訪談樣本為 35 位應變同仁，其

中 5 位應變同仁給予 3 分，9 位應變同仁給予 4 分，21 位應變同仁給予 5

分，平均滿意度約為 4.5分，滿意度訪談對象概況表如表 7所示，滿意度訪

談成果如圖 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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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109年度應變期間訪談對象概況表 

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水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組別 總人次 有效樣本 組別 總人次 有效樣本 

值班組長 7 4 幕僚行政組 6 3 

值班科長 5 3 災情監控組 2 1 

簡報通報組 13 11 水電維生組 2 0 

災情查報組 13 5    

抽水機調度組 8 7    

資訊室 1 1    

小計 47 31 小計 10 4 

 

圖 34  滿意度調查統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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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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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已完成 7場次教育訓練辦理，共 2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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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9 月 24 日至 9 月 26 日配

合水利署綜合企劃組於台北世界貿易中心一館進行 2020年度國際水週活動

之擺攤事宜，詳細內容將於後續各節中說明。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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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圖 35 教育訓練課程內容(節錄)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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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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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人。今年度受到 2019 新型冠狀

病毒(武漢肺炎)疫情影響，故課程形式以遠距線上課程辦理，講師授課地點

http://wratraining.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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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水利署臺北辦公區會議室，上課學員則透過會議室視訊系統或 YouTube

直播觀看授課內容。本年度課程結束後皆進行課堂測驗，以了解學員成果，

並以此作為是否出席課程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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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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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109年本署場次教育訓練課程內容  

5.3 辦理所屬機關防汛應變值勤人員 3 場次，每場次 4 小時，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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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參加人數至少 100人，於本署場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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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人。今年度受到 2019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疫情影響，

故課程形式以遠距線上課程辦理，講師授課地點為水利署臺北辦公區會議

室，上課學員則透過會議室視訊系統或 YouTube 直播觀看授課內容。本年

度課程結束後皆進行課堂測驗，以了解學員成果，並以此作為是否出席課程

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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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邀請到桃園市水務局李

岳壇科長來分享「桃園市政府以非工程手段防災應變作為」、臺南市政府水

利局吳勝利專員來分享「桃園市政府以非工程手段防災應變作為」、南水局

阿公店水庫管理中心羅守枝主任來分享「2016 年莫蘭蒂颱風聯通管停電事

件的應變經驗」。課程議程如下圖所示。 

 

圖 37  109年所署機關場次教育訓練課程內容 

5.4 側錄教育訓練課程(至少 3場次)，並透過問卷進行課程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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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 

本計畫全程側錄教育訓練課程教學影片(圖 38)，並已於 6月 12日交付

影片，及上傳教育訓練網站(圖 39)，幫助防汛人員自主學習。 

   

圖 38 影片拍攝(示意圖) 

 

圖 39 教育訓練網站課程影片(節錄) 

本計畫透過問卷進行課程滿意度調查，問卷內容以圖表呈現(圖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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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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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 問卷蒐整結果圖表呈現(節錄) 

 

5.5 配合國際水週或本署指定之相關活動辦理參展事宜(含攤位租

金、布置、展覽及相關費用) 

2020 年度之國際水週活動由水利署綜合企劃組為主要籌備單位，並委

託商業發展研究院執行，辦理日期為 9 月 24 日至 9 月 26 日，地點為台北

世界貿易中心一館。 

本計畫於 9月 23日至台北世界貿易中心一館進行佈置，並配合水利署

規劃於 9月 24日至 9月 26日展出，攤位紀實如圖 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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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2020年國際水週攤位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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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行政協助事項 

本計畫除執行 109 年度計畫內容之工作項目外，另協助水利署執行計

畫內容以外之作業，整理如下表： 

表 8  109年度行政協辦事項 

交辦日期 作業內容 作業進度 

3/3 協助編撰 108年災害白皮書(防汛教育訓練) 已完成 

3/17 
協助製作簡報(「水利署 AI robot Diana」)，供水利防

災中心於防汛整備會議報告 
已完成 

4/16 提供 2020防災手冊文案(「水利署 AI robot Diana」) 已完成 

4/22 協助製作登報文案(「水利署 AI robot Diana」) 已完成 

6/30 
與多采公司討論「水利署防災中心智慧防汛系統」之

資料介接事宜 
已完成 

9/22 
配合水利署資訊室作業，提供「資料即時介接需求盤

點」表單 
已完成 

10/15 
配合水利署資訊室作業，參與「資安強化教育訓練計

畫」 
已完成 

10/23 
協助提供「109 年度臺日技術赴日研修-人工智慧應

用」之問題建議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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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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維運 

防汛應變資料更新部分，本計畫已完成防汛應變資料庫盤點，包含：氣

象、整備、應變、復原、其他、意見回饋等六大類共 437 筆資料，新增 23

組關鍵字，刪除 15 組關鍵字，並針對 59 筆靜態防災資料進行資料更新及

視覺化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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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軟體平台維運部分，本計畫共記錄 55起問題事件與問題，其中處

理進度 48 起事件已完成、6 起事件討論中與 1 起事件測試中，藉由持續維

運相關系統，以維持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能保持運作及提供服務。配合應變

監控系統部分，本計畫於今年度黃蜂颱風、0522豪雨、0527豪雨、0528豪

雨、哈格比颱風、米克拉颱風、巴威颱風、0826 豪雨與閃電颱風等 9 場事

件應變期間，皆配置 1名系統工程人員，隨時遠端監控系統穩定性。 

二、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應用探討 

本計畫蒐整所有使用者的使用行為，進行使用者統計及流量分析，並於

每週提供使用者統計圖表，截至 11月 30日止共發送 52則統計報表，本計

畫另針對應變資訊增建 4 組客製化關鍵字及相對應連結資訊，包含「抽水

機調度資訊」、「積淹水災情資訊」、「觀測圖資彙整」與「未來 6小時整合預

警」，以強化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資料的完整性。本計畫於 0522豪雨、哈格

比颱風、米克拉颱風與 0826豪雨等 4起事件應變期間針對應變人員與決策

者共訪談 57人次，另外本計畫已設計 3種客製化選單原型，包含經濟部災

害緊急應變小組旱災開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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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提供不同防汛應變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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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智慧防災應答機器人精進研發 

本計畫已開發一個視覺化且直覺之管理後台，此管理後台包含：帳號權

限管理、自動回覆、推播管理、統計報表、訂閱等 5大類功能。藉此管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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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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截至 11 月 30 日止共取得 33

份問卷回饋，其中整體滿意度達 4.3分。訂閱推播功能部分，本計畫針對「天

氣警特報」、「地震」、「開設」與「值班」等 10項即時性防災作業資訊進行

訂閱推播之開發作業，以提供不同防災應變即時取得資訊的需求。歷史推播

資訊記錄功能方面，本計畫針對「天氣警特報」、「地震」、「開設」與「值班」

等 10項即時性防災作業資訊進行歷史推播之開發作業，以提供查找。另外

本計畫客製化開發水利署的自動繪圖功能，包含大雨/豪雨特報、大雷雨即

時訊息、NCDR WRF 模式 15 日預報比較、積淹水災情地圖與雨量歷線等

5大類圖資。本計畫針對防汛應變需求設計「地方政府開設概況」、「地震查

報」、「整備綜整情資」與「災情綜整情資」共 4種對話設計回應形式。本計

畫另於 0522 豪雨、哈格比颱風、米克拉颱風與 0826 豪雨等 4 起事件應變

期間針對應變人員與決策者共訪談 57 人次，並有 35 位應變同仁提供滿意

度建議，平均滿意度為 4.5分。 

四、協助辦理教育訓練 

已完成 7場次教育訓練辦理，共 2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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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9 月 24 日至 9 月 26 日配合水利

署綜合企劃組於台北世界貿易中心一館進行 2020年度國際水週活動之擺攤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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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建議 

本計畫於今年度執行計畫期間持續收集使用者意見，透過「使用者行為

軌跡記錄」、「使用者訪談」以及「問卷調查」等三種使用者回饋的方式進行

使用者意見收集，共整理出三項主要建議可用於「水利署 AI robot Diana」

之精進作業上，包含「服務在地化」、「確保應變資料庫運作順暢」與「開發

值班通知功能」。 

另亦針對「問卷調查」之第七題「『水利署 AI robot Diana』與您期待的

防災應答機器人落差為何 請簡述之？」，所收集之使用者回饋進行分析整

理，除「無意見」以外，可將使用者意見分為「短期改善項目」與「長期改

善項目」二大類，本計畫將相關建議收錄於本節第四項。 

一、服務在地化 

目前「水利署 AI robot Diana」主要發展的目標族群為經濟部水利署災

害緊急應變小組的應變人員，包含水利署本部的執勤人員與相關協力團隊，

對於第一線水利單位的應變同仁的相關服務相對較少，尤其是對於有著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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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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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DR等

多個防災應變相關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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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頻率皆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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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建議投入開發能量在確保應變資料庫運作順暢的項目上，如開發

監測機制或發展備援機制等，以確保資料服務能不中斷，讓決策品質得以維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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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發值班通知功能 

本年度的訪談內容中，許多參與的同仁皆不約而同提到希望能開發「提

供值班通知」的功能，由於風災與水災應變具有不確定性與即時性，因此同

仁皆非常希望能提早取得「何時輪到我值班」的資訊。 

因此建議未來可以深入了解水利署的值班制度，並依據應變同仁的需

求，開發出值班通知的推播機制。 

四、「『水利署 AI robot Diana』與您期待的防災應答機器人落差為何 

請簡述之」之整理分析 

(一) 短期改善項目 

此類建議包含「資訊更廣泛/提供多項功能及資訊」、「人機介面可

再佳/介面設計」、「主動推播可以更加完善」、「權限綁定之進階功能」、

「個人化」 

(二) 長期改善項目 

此類建議包含「透過大數據分析了解民眾需求」、「選項視窗化」、

「要更快速」、「語音答覆」、「聊天功能」、「更加人性化」、「防災生活小

常識太少推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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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智慧應答機器人研發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覆 

會議時間：109年 8月 5日 

一、黃委員其彥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  報告書缺乏成效指標資料，建議

成效資料。例如：故障率、系統

可用性、推播率、回答有效性…

等等。 

本計畫之回答有效性乃透過使用

者訪談與回饋進行驗證，配合本

團隊專業防災人員每週對使用者

操作記錄進行人工審視。 

(二) 建議申請行動應用 APP 安全檢

測相關資安認證。 

謝謝委員建議，已補充相關資訊，

修正內容請見 P15與附件 E。 

(三) 關於智慧應答部分，系統機制是

否有反饋與機器學習? 每有使用

者提問時，系統是否查詢最近、

相類似的回覆?若無又如何改

進？ 

本計畫之智慧應答並未非納入自

動化的機器學習，而是透過本團

隊專業防災人員每週對使用者操

作記錄進行人工審視，藉此判斷

是否需要擴充防汛資料庫或關鍵

字。這是由於防汛與防災有其專

業用詞與需求，不同於日常生活

對話資料容易蒐集，且必須具備

足夠的精準度。 

(四) 關於智慧財產權部分，系統開發

時是否考慮到智財議題？又如何

因應? 

本計畫使用本團隊既有學術研發

成果與專利，再針對水利署防汛

應變需求進行內容客製化設計與

加值服務。技術的財產權屬於本

團隊所屬機關與相關科學研發計

畫，內容的財產權則依照各資料

項目的提供機關之授權辦理。 

二、吳委員瑞堯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  精進研發工作部分，本計畫有何

成果會回饋到精進研發？有何活

本計畫透過使用者訪談與回饋，

並配合本團隊專業防災人員每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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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可精進應答機器人？使用的方

法是什麼？ 

對使用者操作記錄進行人工審

視，藉此釐清使用者需求，並進

行後續精進研發。 

(二) P40，於對話回應形式部分，請敘

明有何具體成果及如何應用於下

階段成果。  

回應依照使用者查詢之資料特

性，可大致分為文字描述、視覺

化圖表與外開互動式網頁程式連

結，其中以文字描述與視覺化圖

表為主，具體成果請參考 P9-P12

提供之範例。未來本計畫將持續

透過使用者訪談、回饋與專家審

視使用記錄，針對行動裝置介面，

對於使用者所需之防災資料進行

適當的設計。 

(三) P15，請再敘明使用者行為分析與

精進研發之相關，並如何應用於

應答能力之提升。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透過使用

者行為分析、意見回饋、對話回

應等方式，開發使用者所需之應

答功能，並再透過使用者行為分

析以了解使用者的使用回饋，據

此評估應答能力之提升效果 

(四) P16，本計畫客製化定義為何？另

問題問答正確性、妥適率及關鍵

字的回饋，請列出成效。 

本計畫乃應用本團隊之既有研發

技術，針對水利署需求，進行客

製化建置。客製化範圍包括（但

不限於）：防汛資料庫內容、選單

樣式、資料視覺化圖表等。 

問答正確性與妥適率等項目的驗

證，於本計畫採用使用者訪談與

回饋的方式蒐集資料，詳細資訊

請見本報告書 P22-P24、P32-P37。 

(五) 本計畫於結案時有無具體目標？

短中長期的階段目標又為何？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之具體目

標即為四大工作項目，未來精進

目標主要來自使用者回饋，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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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行為分析、使用者訪談與

問卷回饋，如 P23、P35與 P37等，

或附件 F、附件 G 與附件 H，此

外本計畫已將主要需求整理於

P58「CH6-2建議」中。 

三、游委員象甫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  P12，報告書中所列於維運本計畫

時，所遭遇問題可補充是否有預

防方法。 

謝謝委員建議，詳細資料請見附

件 C，在此舉 5/16 例子，當時所

遭遇問題為颱風警報的圖片更新

速度較文字慢，以至於系統所推

播的圖資為舊的，本計畫發現此

問題後便持續測試，最後得出讓

系統先等待30秒再取得圖片為較

佳的作業時程方案。 

(二) 本計畫於資安處理機制方面，請

於期末報告時補充。 

謝謝委員建議，已補充相關資訊，

修正內容請見 P15與附件 E。 

四、蔡委員義發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  請於期末報告時，檢附本計畫歷

次(含評選階段)審查意見之回覆

辦理情形。 

謝謝委員建議，已補充相關資訊

於附件 K。 

(二) P4，計畫甘特圖部分，請增列實

際進度累積百分比以利行政驗收

程序。 

謝謝委員建議，已補充相關資訊

於 P4與 P5。 

(三) 本計畫仍以業務單位需求面為首

要，請依使用者(含訪談)蒐集相關

意見，俾利精進。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持續蒐集

使用者回饋，包含使用者行為分

析、使用者訪談與問卷回饋，並

將主要需求整理於 P58「CH6-2建

議」中。 

(四) 於通訊軟體平台維運所遭遇之問 謝謝委員建議，詳細資料請見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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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其處理方式似乎僅治標，請就

各項問題發生之原因探討研提具

體解決因應，俾免類似問題再發

生。 

件 C，在此舉 5/16例子，當時所

遭遇問題為颱風警報的圖片更新

速度較文字慢，以至於系統所推

播的圖資為舊的，本計畫發現此

問題後便持續測試，最後得出讓

系統先等待 30 秒再取得圖片為

較佳的作業時程方案。 

(五) 
於研發意見回饋問卷部分，請增

加使用者意見回饋空間。 

謝謝委員建議，已在意見回饋內

設立「您在各項功能的使用上，

有哪些功能是需要改進的，改進

之建議方式為？」、「您希望「水

利署 AI robot Diana」還可以增加

何種功能？」與「水利署 AI robot 

Diana」與您期待的防災應答機器

人落差為何請簡述之？」等三題，

以期取得使用者的實際回饋資

料。 

(六) 
請列出本計畫行政協助事項，並

列表俾利精進。 

謝謝委員建議，已將相關資料收

錄於第陸章內。 

五、水利防災中心  楊簡任正工程司介良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  淹水感測器資訊已納入系統，可

再增加淹水感測器附近雨量站之

降雨情況或降雨歷線等資訊。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已開發出

特定縣市之最大降雨雨量站搜索

功能，可呈現 1、3、6、12、24五

種延時之降雨排序。 

(二) 地方政府開設情況已收錄於系統

中，然為求資訊正確，於開設時

亦需以電話向地方政府確認災

情，故請於系統內附上地方政府

連繫方式(風災與水災之聯繫電

話)。 

謝謝委員建議，收錄相關資訊於

系統內，路徑為：應變應變作業

開設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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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動推播是否有自動檢核機制，

請查明。 

針對本年度較常發生重複推播的

中央氣象局「豪大雨特報」，本團

隊已建置自動檢核機制，比較特

報的發布時間與範圍，若系統判

斷重複，則濾除、不推播，並留存

比較記錄於系統，供後續查對，請

見 P27。 

(四) 請參考民間或政府單位運作成效

不錯的 LINE 團隊，包括版面及

推播方式等，以跟上科技的腳步。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協助規劃

防災情資之版型，如 P19與 P20，

供相關協力團隊使用。並針對綜

整情資進行開發，如 P46 之「整

備綜整情資」與 P47 之「災情綜

整情資」。 

六、水利防災中心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  國際水週活動雖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而有所調整，仍請執行單位

配合本署綜合企劃組規劃，並持

續參展。 

感謝建議，已於 9月 24日至 9月

26 日配合水利署綜合企劃組於台

北世界貿易中心一館進行2020年

度國際水週活動之擺攤事宜。 

(二) 因 Diana 推播對象有民眾，所以

關於個資的部分，請執行團隊要

嚴格把關。 

感謝建議，本計畫每季皆會檢視

各式關鍵字與使用者權限，以確

保開通權限者皆為水利署相關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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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智慧應答機器人研發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 

會議時間：109年 12月 4日 

一、蔡委員義發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  評估本計畫是否能協助驗證積淹

水地區之淹水高度。 

感謝建議，本計畫可協助呈現其

他協力團隊「驗證積淹水地區之

淹水高度」之成果，未來與防災

中心討論後即可收錄其他計畫開

發成果。 

(二) P2，部分圖文不符，請更正。 感謝建議，已完成修正。 

(三) 有關客製化應變選單設計部分，

是否可針對使用者單位異動，提

供自動化更新?或如何增加訓練

對象之規劃? 

感謝建議，為確保所設計選單能

符合應變需求，客製化應變選單

皆依照應變之「任務編組」需求

進行設計，因此即便未來使用者

不同，但其於應變期間之任務皆

相同，故客製化應變選單便可符

合應變需求。 

(四) P23，表 5 應變期間訪談對象與

人次是否足以應付災害緊急應變

中心之需求及預期目標?另請考

量增加訪談對象與人次，譬如災

害應變第一線人員，並請納入問

卷調查回饋意見 

感謝建議，本年度已完成合約規

範內容「針對 20位應變人員進行

使用者訪談（包含署內同仁及高

階長官）」，未來可與防災中心討

論，將「協力團隊同仁」納入訪

談對象。 

(五) 問卷調查回饋之意見，請彙整並

分類評估優化功能之作法並提出

具體可行方式，以供業務單位參

辦 

感謝建議，已將問卷調查回饋之

意見彙整，收錄於 CH7.2之 P59、

P60內。 

(六) 有關建議事項除上述意見外，是

否有其它待行政協助事項，若有

請列出。 

感謝建議，已將今年度行政協助

項目收錄於報告 CH5之 P56內。 



 

69 

二、黃委員其彥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 P15，系統備援機制(附件 D) ，應

詳述相關備援或備份還原演練資

料 

感謝建議，詳細說明如 P15 與

P16 所述，整體系統拆分為三個

子系統，其中主要的對話系統管

理後台（主系統）建置於 GCP服

務，專門用於提供示警自動化推

播服務的推播系統（子系統甲）

建置於 AWS服務，專門用於呈現

即時視覺化資料與互動式網頁地

圖的網站服務系統（子系統乙）

建置於中華電信 hicloud服務。三

者可在各地設置多個服務據點來

實現主機備援性，當執行個體或

區域發生故障時，可縮短停機時

間，維持系統正常運作使用。 

(二) 應答系統機制過於仰賴人力，雖

運轉時仍須仰賴資訊專業人力配

合協助進行，建議爾後逐年系統

精進 

感謝建議，由於使用者主要以點

擊選單方式進行互動，因此需持

續仰賴專業人力調教系統，已於

CH7.2 之 P59 內收錄「服務在地

化」等建議之發展項目，以期減

少維運之人力。 

三、游委員象甫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  對於期中報告之審查意見回覆沒

意見 

感謝肯定。 

(二) 系統維運部分，內容提及外部資

料故障與處理程序異常，當介接

資料為長官所需情資時，應即時

排除，應詳述影響範圍為何? 

感謝建議，主要影響狀況皆收錄

於附件 C，以本系統之最大宗外

部資料來源氣象局為例，當氣象

局資料發生狀況時，本計畫將會

即時電洽氣象局窗口以釐清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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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於狀況排除後回覆予防災中

心承辦。 

(三) 簡報提及精確命中率約為 70%，

請詳述實際計算方式為何? 

感謝建議，本計畫已針對水利防

災相關資料進行分類與彙整於防

災資料庫中，如 CH2.1，並制定關

鍵字，故當使用者使用資料庫內

關鍵字時，便會觸發資料庫，即為

精確命中。 

四、水利防災中心 林主任益生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  本計畫開發之應答機器人，所蒐

羅各項動態或靜態很多，如何精

進資料品質，確保推播或查詢的

資料都是正確且最新的，除有賴

於資料供給端把關外，本計畫宜

有雙重檢核機制。 

感謝建議，本計畫依資料類型不

同，會於每次應變、每季、每半年

等不同時間區段進行資料審視，

以確認該資料項目正常運作。 

(二) 有效使用者有 1 萬多人，其使用

狀況如何?其與署內人員在權限

上差異為何，請予補充。 

感謝建議，非屬水利署相關人員

之對話記錄，於 1月 1日至 11月

30 日間，共有 28,310 筆，其中

22,784 筆對話記錄，曾被水利署

相關人員使用過，約佔 28,310筆

資料的 80.5%。28,310 筆對話記

錄中，出現次數最多的前 10名為

「氣象」、「即時雨量」、「應變」、

「設定」、「其他」、「整備」、「復

原」、「水庫資訊」、「觀測圖資」、

「1小時即時雨量」，約佔 28,310

筆資料的 56.8%。 

(三) 所屬機關開設狀態的各河川局分

區圖中，基隆市及金山區磺溪應

為十河局管轄，請再修改。 

感謝建議，已修正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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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利防災中心  林簡任正工程司震哲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  對於資安事件頻傳，尤其介接資

料越多，發生整筆資料被取走之

情況時有所聞，對於本系統維護

之資安檢測情形，建議說明。 

感謝建議，資安檢測情形已收錄

於 CH2.3內 P16中，以及附件 E。 

(二) 機器人應答推播建議加強文字之

敘述，尤其相關氣象預報之模式

及模擬時間，建議再予加強，以

利閱讀及研判。 

感謝建議，氣象資料皆為外單位

提供之資料，故相關呈現方式將

再與防災中心討論。 

(三) P9，防汛應變資料庫之「氣象」

建請修正為監測，包含氣象、水

文等監測資訊。 

感謝建議，選單係依照應變需求

所設計，「氣象」內除觀測資料外，

尚包含氣象預報、天氣警特報定

義等氣象知識，以呈現與應變相

關之各式氣象資訊，相關呈現方

式將再與防災中心討論。 

(四) Ipad 等平台無法點選互動式選

單，又部分圖資如颱風路徑等圖

資不利於手機平台閱讀，請評估

是否有改進方法。 

感謝建議，氣象局官網 V8版本於

2019 年 5 月 1 日上線，此版本針

對行動裝置進行友善設計，故本

計畫便將相關氣象局網頁改為

V8版本，未來若其他單位亦開發

出友善行動裝置之介面，本計畫

亦會將相關網頁修正為該版本。 

六、水利防災中心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  今年因疫情關係，教育訓練以視

訊方式辦理，若明年疫情仍持續，

除配合疫情指揮中心相關規定

外，亦請提早規劃課程辦理方式。 

感謝建議，本計畫已有今年度遠

距教學之辦理經驗，來年可依循

今年度之作業模式辦理。 

(二) 今年依本署應變需求設計許多防

汛圖資，圖資呈現方式建議可設

感謝建議，本計畫將持續與防災

中心討論各式防災圖資之呈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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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活潑版型，譬如:版面的配色、

動畫等。 

式。 

(三) 今年度仍不時遇到氣象局或

NCDR 等資料無法即時連接正確

資訊等狀況，請執行團隊思考應

變機制，以確保各式資訊可 24小

時正常流通。 

感謝建議，宜針對資料備援機制

進行自動化之開發，以確保各式

資訊可 24小時正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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