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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
台灣地狹人稠，都會區提供

居住用地有限，因此山坡地社區
比例極高，由於地質條件不良且
面臨日益頻仍之極端降雨，坡地
社區中的邊坡監測自動化為提供
在地化預警的重要方法之一

二、計畫目的
• 整合社區防災監測器之適用性、在地性與耐候性
檢討與強化，以提升整體系統穩定

• 找出合理成本，使之達成精度夠、量體多、低功
耗之條件

• 將系統產品化後，推廣給坡地社區之物業管理等
相關單位，並提供技術服務支援

• 提出合理之分析方式建議以及各單位分工合作之
建議，建立坡地社區預警機制

三、研究範圍及方法
本年度研究區域以新北市新店區觀天下社區為基

準，在經過對現場的初步調查與當地居民的說明會後，
發現部分建築鄰近之擋土結構老舊，因此本研究針對
擋土牆進行地錨之揚起試驗、內視鏡檢查等調查，並
導入低成本、低功耗之資料傳輸系統，建制適用於此
社區之擋土牆監測模式，打造低成本易維護易推廣
之整合型感測器，增加社區的可接受度並降低維護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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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本研究之構想為將其針對人工邊坡量身打造低成本易維護易推廣之整合型感器器概念，結合低功耗之傳輸技術，以
提供大量災前與災時之即時監測數據，以現階段測試成果看來相當可行。

坡地社區居民經過相關之坡地防災講習與工作坊後，普遍皆可建立自主防災意識與提高擋土設施更新及自動化監測
設備設置之意願。一般而言各戶願意出資之金額約略與管理費相當，因此所有之擋土設施更新及自動化監測設備設
置可能須分階段完成。

保全與保險公司對於提供坡地社區與邊坡監測服務有關之產品皆表示有興趣，但須獲得大量之坡地社區災害生命財
損報告後，方可進行保費與賠償經費比例之估算，或管理單位立法規範社區或住戶須強制投保，未來才可能提出相
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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