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桃園市水情資訊系統維護管理分析 

壹、前言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掌管大桃園地區河川水系，及河岸堤防、水門、

抽水站等水利設施，每當豪大雨、颱風發生，即需成立防災應變小組，

針對全市的水患及土石流災情進行掌握，瞭解各地與災害受損情形並

進行防救災資源的調度處理。災害防救包含災害之預防、災害發生時

之應變及災後之復原重建等措施。因此一套完整之 E化智慧防救災應

變系統為政府單位執行防救災作業中不可或缺之利器，水務局從 104

年開始發展水情資訊系統，包含防災整備系統、災害應變系統及民眾

版水情資訊系統及水情看桃園 APP 等平台，協助掌握各階段水情情

資、進行防災應變相關決策並對外提供即時訊息。 

水務局依據桃園市層級災害應變決策資訊需求，規劃建置水情中

心，整合現有各單位相關資源，發展防災整備系統，作為各種防災資

源管理之平台，進一步建置災害應變系統，並導入最新技術進行資料

共享、資料介接並建立資料交換機制、建立災害應變資訊分析研判作

業平台。整合各級單位防救災資訊，讓災害應變時的相關資訊能夠即

時傳遞與共享，提供災情彙整研判、救災派遣、資源調度，警戒通報

等防救災應變之重要平台。對第一線之防災應變同仁亦提供即時災情

事件空間行動定位通報機制，大幅減少災情資訊彙整、分析、處理、

傳遞之人力物力與時間成本。針對決策支援方面，提供早期預警及主

管決策資訊之儀表板展示方式，建構符合桃園市水情防災業務需求之

防災應變平台。 

水情資訊系統最核心的價值是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主要之發

展目的利用智慧防災及物聯網技術為民眾打造安全永續的韌性城市，

並將後端整合之各種防災應變相關訊息即時提供給民眾參考運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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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水務局開發民眾版水情資訊系統並積極推廣「水情看桃園」APP，

透過多元媒體鼓勵大桃園地區民眾下載安裝使用，平時即提供豐富之

生活及氣象資訊，地震訊息、以及與桃園市相關之各項活動訊息，應

變期間更可隨時隨地掌握桃園市各項水情雨量警示、颱風豪雨氣象警

訊、各種災情狀況及位置、封橋封路訊息、交通狀況資訊等，提供民

眾即時且豐富完整之訊息，進行自主避災減災，從各層面提昇城市對

災害之容受力，進一步減少民眾生命財產的損失，打造安全永續之現

代智慧城市。 

本研究報告主要彙整並統計分析各項資料如後計畫所列，「104

年至 112年度桃園市政府水情監測擴充整合計畫」、「桃園市全流域

智慧防汛網推廣建置計畫」、「106年度桃園市水門遠端監控計畫」、

「107年至 108年度桃園市水位雨量偵測站維護計畫」、「桃園市水

災智慧防災計畫」、「桃園市下水道智慧監控系統」等資料做為統計

分析依據。 

貳、水情資訊系統架構 

桃園市水情資訊系統可分為六大主功能項目，分別為：雲端水情

感測物聯網、雲端災情通報、雲端整備巡檢、民生公共物聯網、兵棋

圖台系統以及全流域智慧治理系統，整體架構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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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桃園市水情資訊系統架構圖 

一、雲端水情感測物聯網介接分析展示 

至 112年底，桃園市政府水務局已開始運作及建置中之雲端物

聯網測站包含水位站 78站、雨量站 3站、水位雨量站 18站、移動

式水位站 22站、排水系統監測站 12站、遠端水門監控站 27站、抽

水機監測站 12站、路面淹水監測站 173站、路口攝影機 231站、雨

水下水道監測站 47站、污水下水道監測站 76站。即時傳送大量多

元立體水情資訊，進行大數據分析及智慧災情研判。 

二、雲端災情通報功能 

水情防災資訊系統自動介接整合消防署 EMIC 災情通報、路面

淹水監測站以及民眾或自主防災社區主動通報等來源，在案件被分

派或認領後，處理人員除了可於案件列表內查看所有案件之通報描

述資料及位置等相關資訊之外，系統也提供導航之功能，方便快速

到達通報災情位置，並透過系統對案件進行處理回報。 

三、雲端整備巡檢功能 

災前整備巡檢為積極主動防災減災之重要作為，水情系統提供

水利構造物巡檢、水門巡檢、抽水機巡檢、在建工程巡檢、自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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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社區巡檢等多面向之災前主動巡檢功能模組，各巡檢人員透過行

動巡檢功能進行巡檢成果及巡檢照片雲端回報，水情中心長官可快

速掌握全桃園之水情防災整備作為，包含滯洪池是否達到預抽、預

排之目標、巡檢完成率、未巡檢主動提醒等，快速下達指令做好防

災應變之準備。 

四、資訊介接功能系統整合 

系統透過民生公共物聯網介接外單位之重要水情防災資訊，包

含中央氣象署警戒統報、最新雨量及降雨預測數據，水利署之淹水

通報及中央管河川水位資訊、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土石流紅黃警

戒、公路總局封橋封路資訊及道路影像資訊，以及 NCDR各項災情通

報訊息，整合多元立體水情資訊，提供最佳之水情防災決策支援服

務。 

表 1 外部單位資料介接 

資料來源 資料內容 

中央氣象署 

雨量、天氣警特報、衛星雲圖、雷達

回波、颱風路徑、QPESUMS、定量降

雨等資訊 

水利署 
河川水位、雨量、淹水、地下水水位、

抽水機資訊、出流管制計畫等資訊 

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

署 
土石流警戒、水保計畫等資訊 

消防局 EMIC案件等資訊 

公路總局 道路封閉、攝影機等資訊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 

強雷達回波、天氣與氣候監測、雨量

預測、土石流預測等資訊 

民生公共物聯網 
雨量、水位、校園空品、智慧城鄉空

品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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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雲端智慧兵棋圖台系統 

「兵棋圖台」系統結合前述各樣雲端感測及資訊服務，進行多

元資訊處理及大數據分析，可提供淹水成因綜合研判，透過情資訊

之空間分布與時序歷線，研判淹水可能原因為何，做為後續透過水

門啟閉或抽水機運作進行流域整體減洪調控之重要參考依據。同時，

所有資訊都可透過「兵棋圖台」進行空間展示查詢，決策長官可對

桃園市整體水情資訊進行通盤瞭解，以利下達最佳決策。 

水務局透過「兵棋圖台」提供即時警戒預報以及防災資訊調度，

可快速提供社區應變資訊。另一方面，社區亦可即時登錄自主整備

情形，通報災情以及回報資源使用狀況到「兵棋圖台」中。達到水

務局與自主防災社區快速交流溝通，緊密合作交換防災應變訊息，

攜手合作有效防災避災減災，進一步保障社區之安全。 

 

圖 2 兵棋圖台系統介面 

六、全流域智慧治理整合系統 

「全流域智慧治理整合系統」是跨單位、跨科室之系統，整合

了河川區排治理計畫、水土保持計畫、工程 e化管理、河川區排管

理、下水道監控管理、出流管制計畫管理、水情防災資訊系統、防

災兵棋圖台…等不同層面之管理、涵蓋水利工程、資訊系統、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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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水文水理分析等領域。透過本系統以全流域全時空之思維，

整合各權責單位資訊，提供有效決策支援訊息，達到智慧政府全流

域治理之目標。 

 

圖 3 全流域智慧治理整合系統介面 

參、水情資訊系統及各監測站維護管理概述 

一、水情資訊系統維護 

現有水情防災資訊系統後端管理平台，包含兵棋圖台、防災及

預警、地理資訊系統、智慧水務系統、系統管理、通報區等 7大子

系統內超過 200個子功能項，以及民眾版水情資訊系統、預約參訪

系統、山坡地河川區及地下水管制資訊查詢系統、智慧水務 APP及

水情看桃園 APP等。為維持水務局水情資訊系統正常運作，指派專

責人員每週確認系統各功能及填報系統功能檢查表，並協助進行系

統操作、應變輪值、軟硬體設備問題排除等各項支援服務，以確保

系統的正常運作與進行系統問題確認及緊急故障排除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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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每週系統功能檢查表(範本) 

(一)非應變期間 

於非應變期間協助水情中心運作、輔導水務局相關系統使用

者系統操作服務，並協助水情中心整理相關資料與整備系統資料

建置以及其他水務局交辦事項，若發布水情天氣警報，將警報資

訊登載於水務局 LINE群組中，以達到警報即時通知相關人員的目

的。另外，需協助水務局綜理相關業務，包含水情資訊系統參加

各式獎項、研討會等，並協助水務局相關系統網站安全控制、系

統效能調校與設定，資料庫管理、備份、回復作業設定與除錯機

制等工作。 

(二)應變期間 

應變小組開設期間，為確保系統運作正常，配合應變中心開

設進行 24 小時應變輪值機制，由專責人員 24 小時輪值。輪值期

間隨時注意有無災害通報事項與颱風、豪雨的動向，適時提供水

情中心必要的協助，當有重大災害發生時，即時主動通報水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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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人員。此外，輪值人員協助將災情資訊每 2 小時登載於水務

局 LINE群組，供相關人員瞭解災情資訊與災況。 

二、監測站維護工作 

水務局自 104年開始陸續建置河川區域排水水位站、雨量站，

並於 107年度開始在桃園、中壢、龜山等區建置雨水下水道監測站、

路面淹水監測站以及路口攝影機，引進資通訊技術(ICT)、地理資訊

系統(GIS)、物聯網(IOT)及數據分析等應用，開發整合式資訊化、

行動化之空間管理、資訊管理工具，強化災前整備及災中應變之能

量。 

 

圖 5 各監測站建置年份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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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期維護 

維護對象為水務局目前之河川區排水位、雨量、路面淹水、

路口攝影機、水門、排水系統、抽水機等監測站，107年及 108年

維護頻率為非防汛期每二個月 1 次及防汛期一個月 1 次(一年 10

次)，109 年維護頻率為非防汛期 1 次及防汛期一個月 1 次(一年

8 次)，110 年到 112 年維護頻率為 4 到 11 月每二個月 1 次(一年

4次)。 

(二)不定期維護 

透過系統排程主動針對通訊中斷、突波異常、資料中斷等狀

態進行自動化偵測通報，並由輪值人員進行遠端查察各通報項目

與確認攝影機影像是否正常，如無法遠端排除，則立即派工安排

人員親赴現地執行檢修作業。 

 

圖 6 不定期維護作業 

(三)現場維護作業流程 

1.打卡簽到 

各站設置QRcode貼紙工作人員使用行動裝置掃描後進行簽

到，並即時通知水務局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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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維護作業 

維護前需進行安全設備檢查工作人員需配戴安全帽及反光

背心透過自拍方式上傳已配戴安全裝備之照片成功才能進行填

表功能。 

3.填寫紀錄 

檢視各項感測儀器、電力、資通設備、外部線路等設備進行

保養維護與管理安檢工作，並透過系統填寫維護紀錄及上傳維

護照片。 

 

圖 7 現場維護作業流程示意圖 

  

圖 8 維護紀錄管理功能及現場維護掃描 QRCode填寫維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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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系統自動產製維護紀錄表 

三、教育訓練 

水情資訊系統擴充區里淹水熱點巡檢管理功能，提供區公所管

理各淹水熱區巡查點，里長或環保志工及環境管理處等人員每月例

行至淹水熱點巡查清理，透過掃描巡清點 QR-Code即可對該淹水熱

點進行拍照回報，並透過教育訓練以利人員熟稔系統操作。 

 

圖 10 水情資訊系統區里巡檢管理功能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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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水門實地操作教育訓練(自主防災社區訓練) 

 

圖 12 抽水機實地操作教育訓練(蘇副市長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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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系統操作手冊(節錄) 

 

圖 14 水門手動操作手冊(節錄) 

肆、水情監測站維護管理成效 

在 107年至 112年度維護管理，這 6年期間水情監測站妥善率皆

為 95%以上(110年到 112年已到 98%)，主要原因為故障案件皆於列管

時限(3 日)內修復完成。水務局為維持監測數據品質及有效提升測站

妥善率，除配合水情資訊系統維護管理功能模組進行管理外，以往各

測站分別依類型進行維護，例如水門維護機組人員僅能針對水門進行

維護，對抽水機系統不熟稔，故各類監測站維護人員無法有效管理調

派。因此近年來針對維護人員進行各類測站教育訓練，熟悉各類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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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設備，管理人員可有效管理調度，除提升測站妥善率，可降低每

年維護頻率，亦可大幅度降低維護經費。 

 

圖 15 監測站平均每站次維護費用及妥善率(107至 112年) 

水情監測站即時傳送大量多元立體水情資訊，進行大數據分析及

智慧災情研判，為水情防災資訊系統最主要之資訊來源，更是研判災

情、淹水成因及下達決策最重要之基礎資訊。且監測站設置於戶外，

長年日曬雨淋在惡劣的環境中運作，或多或少有會因環境影響其監測

品質，感測器之穩定度及靈敏度亦會有所衰減。因此，針對各式水情

監測站進行例行性妥善之維護，可進一步確保各式水情監測站正常運

作，如儀器設備發生異常狀況，亦可及早發現問題進行處理，盡最大

努力維持水情監測站之運作，以達到系統建置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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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總結 

一、透過水情資訊系統可快速且有效地掌握各測站監測資訊，

當監測值到達設定之警戒時，系統會自動提醒相關人員進

行遠端控制水門或抽水機啟閉，可快速研判達到應有效益。 

二、已建立一套完整之維護標準作業流程，人員抵達現場時可

透過手機掃描 QRcode 進行維護作業，並同時將維護成果上傳

至系統，後端人員可立即查看前端維護情形以利後續管理。 

三、監測設備有其保固使用年限，需持續維護延長其使用壽命

並適時採購備品設備，降低設備汰換之空窗期，可維持良好

之監測數據品質及提升測站妥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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