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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的發展下帶動民眾不同的生活使用習慣，傳統的通訊方式藉由電話、電視與廣播進行資訊的散佈，而資訊科技發展

下形成目前最大的資訊傳遞管道與環境，即是社群網路傳播管道。現今民眾利用社群網路服務，於災害發生當下傳遞各類

型的災害訊息，有效的將現場第一時間的災害訊息傳遞出來。另外，在社群環境上有更積極參與的社群網路公民，於2016

尼伯特颱風期間，自行建立災害訊息回報地圖，讓參與社群網路的公民能快速的蒐整相關災害訊息，這樣的公民參與防災

的力量，應要有效地納入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為政府應變期間，蒐整災害訊息資訊的來源之一。

為有效蒐集社群網路資料來源，蒐集熱門社群網站來源為優先處理的任務，從過去社群網路公民參與的軌跡，找出最多使

用者的社群網路服務，利用網路攀爬技術來蒐整相關的社群網路，目前共建構19各主要來源，213各來源頻道。之後透過文

本分析技術擷取公民提供的災害訊息，導入中心應變作業流程，支援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災害訊息蒐整作業。

研發主動式資料擷取技術

開 發 時 序 性 災 情 儀 表 板

依據過去災害事件累積之社群網站資料來源的經驗，災情資料

來源大多被分享在臉書的私人與公開社團網站內，而個人化的

資料分享，需透過臉書Hashtag的方式進行查詢與擷取。今年度

在攀爬研發上，以模擬使用者行為的方式，解析網頁內容資料，

來取得動態的臉書社團、活動及Hashtag之相關資料，並匯入本

中心社群資料倉儲。同時增加Hashtag的動態設定方式，結合臉

書Hashtag搜尋。蒐集內容包含作者、發文時間、內容及地點，

並開發後台資料會送管理功能，提供應變時彈性使用。強化整

體攀爬系統的效能，社群資料庫查詢量同時支援800萬筆資料查

詢，攀爬資料即時性達到10分鐘，資料索引可同步300萬筆資料，

而資料儲存以每月500~700萬筆計算，可支援一整年的資料攀爬。

開發具時序性的社群熱門主動觀測儀表板: 依據選定之特定來源頻

道(三個來源頻道Facebook社團/活動、Facebook Hashtag、PTT)進行

主動式的觀測，系統每5分鐘自動更新最新社群來源文章，並透過

災害關鍵字詞，有效呈現當前社群網路上最新的災害訊息，建構本

中心之社群網路輿情觀測站。於主動觀測方面，供查詢條件有統計

主題(可複選)、統計方式(單選)、查詢主題(單選)等。資料呈現方式，

以使用者設定的查詢條件(查詢主題)及既有所蒐集之來源資料，資

料欄位包含標題、內文、時間、來源頻道等，時間範圍為6小時內

之資料。若單筆資料有一張以上的圖片，圖片將會自動輪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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