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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水利防災教育資源分享說明

107年12月13日



前言

智慧水利防災

防減災觀念推廣成果

後續校園推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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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汛期」是在什麼時候？

每年5月初至11月底

台灣雨量最豐沛的梅雨及颱風季節

雨量分級

超豪大雨
指24小時累積雨量
達500毫米以上稱之為超大豪雨500

大豪雨
指24小時累積雨量
達350毫米以上稱之為大豪雨350

豪雨
指24小時累積雨量達200毫米以上
或3小時累積雨量達100毫米以上之降雨現象200

大雨
指24小時累積雨量達80毫米以上
或時雨量達40毫米以上稱之降雨現象80



5月~11月汛期間的降雨容易造成水患威脅
(梅雨、颱風、午後雷陣雨)

平均每年有26.5個颱風生成，約有3至4個颱風侵台

颱風豪雨年年都來

相片來源(由左至右:宜蘭縣宜蘭市梅洲社區、宜蘭縣礁溪鄉玉田村、自由時報)



極端氣候降雨難以預估



監控、預警
預報(長期)
觀測(即時)

應變
地方執行
中央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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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預警、通報、應變

智慧水利防災2



• 防災資訊服務網

0800-079-579

(你去救、我去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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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水情通報平台



防減災觀念推廣成果

落實「離災優於防災、防災重於救災」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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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hy2.wra.gov.tw/fhy/

防汛抗旱健康操

舞台劇-被奪走的瓦特瑞所斯 防災避災工具影音

防災資訊服務網



防減災觀念推廣成果

防災資訊服務網 | 親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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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hy.wra.gov.tw/Pub_Webcd_2012/

電子繪本
影音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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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及雲林縣



11(故事繪本+延伸閱讀)

水利防減災觀念宣導繪本及學習單回覆



能夠知道淹水感測器的基本原理／能夠知道預警訊息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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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湖水的歷史介紹牽水狀

水利防災(淹水、水位、水庫、枯旱)警
戒分級定義

水利防災設施介紹

水利防災應變作為

金湖國小1

結合玉田社區水患自主防災社
區志工的工作

水利防災(淹水、水位、水庫、枯旱)警戒
分級定義

水利防災設施介紹

水利防災應變作為

玉田國小

宜蘭縣玉田國小
宜蘭縣玉田國小

雲林縣金湖國小

雲林縣金湖國小



淹水感測器科普教具

▌ 淹水感測器技術模型使用的感測器有水導電式及浮球液位開關元件各乙式，
配合黃色及紅色不同顏色的警戒燈號，說明當二級淹水警戒及一級淹水警
戒時，學生還可以做的應變作為。

▌ 學生可自行於電子材料行購買零件，組成簡易型淹水警報器。

模型系統

運作方式

宣導效益

1) 啟動電源並將水倒入壓克力板內。

2) 水位上升至浮球液位開關元件位置時，第一個黃色警戒燈號亮起，說明當
發佈二級警戒時，學生還可以做的應變作為。

3) 持續倒水，當水位上升至水導電式元件時，第二個紅色警戒燈號亮起，說
明當發佈一級警戒時，學生必須做的應變作為。

▌ 使學生對淹水發佈警戒訊息有基本了解，並啟發思考應變作為。

▌ 瞭解原理後，學生可運用各項資源，自行設計居家淹水警報器。

雲林縣金湖國小

宜蘭縣玉田國小

浮球液位
開關元件

水導電式
感測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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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球液位
開關元件

▌水導電式感測元件

利用水中有雜質(電解質)導電性，導線
兩端具有電位差，像水流由高處往低處
流而形成電流，就可以導電感應。

▌浮球液位開關元件

當環狀磁鐵靠近磁簧開關中心時， 磁簧
開關接點ON，磁鐵離開磁簧開關中心時，
磁簧開關會由ON變為OFF。

水導電式
感測元件

淹水感測器科普教具

▌超音波水位計：

超音波探頭於空氣中發射音波信號，當
遇到水面會產生反射，再由音波接收探
頭接收。

淹水感測器元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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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田國小水利防災教育空間布置及授課情形



後續校園推動規劃

觀念建立校園水利防災 知能提升 社區結合

▌師長

跨領域教師科普教材
設計

防災輔導團教師研習

校園水災環境檢查

DIY教具應用與發想

社區環境走讀

▌學童

▌師長

認識智慧防災科技

觀察。警戒。疏散。通報。

環境劣勢區域判斷

低年級-繪本閱讀

應變作為

災前。災中。災後

防災避災工具

中高年級－操作

認識水利設施功用

科普教具操作

▌學童

▌辦理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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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什麼要做校園災害環境檢查

▌環境中存在這些水災危險因子易淹水區域的判釋

▌發掘一些潛藏於環境中的災害問題易致災地點

2. 我們所面臨的水災威脅

▌重大水災事件 莫拉克

▌引發水災的天氣系統 梅雨、颱風、西南氣流、

東北季風與颱風造成共伴效應

3. 水災環境檢查重點

▌判斷所在位置是位於流域上、中、下游哪個區域

▌易致災地點檢查 排水是否良好、河床堆積、河道淤積、
閘門運作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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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檢查後的下一步

▌繪製水災防災地圖

▌建立校園防救災組織及擬定緊急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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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校園概況

▌學校基本資料

▌淹水潛勢資料

▌歷史水災資料

實地踏勘

討論/拍照/記錄

呈現檢查結果

綜合分析與診斷

Google Map
衛星影像圖/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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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災原因綜整

降雨量超過區域排水系統之防洪保護標準

河床淤積造成溢淹

河堤破損導致淹水

地層下陷區域

沿河兩岸低窪地區

引
發
水
災
的
天
氣
系
統

梅雨

颱風

西南氣流

東北季風與颱風造成共伴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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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淹水區域的判釋

易致災地點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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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水災防災地圖

▌建立校園防救災組織

▌擬定水災緊急應變計畫

▌掌握校園水災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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