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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通常簡稱 GPS）在國內非常普遍

的被使用，尤其是在手機和汽車方面，依據 GPS 的功能和特點，我們可以快速的自動選

擇兩地之間的路線與最短路徑模式，本研究希望可以將其進階成防救災最佳路徑，當發生

災難的時候，可以立即提供適合救災車輛行走的路線，以及讓民眾前往避難地點所適合的

路線。 

本研究所要探討的是利用 App Inventor 來開發 Android 平台上的應用程式，並套用一

些災難發生時所可能產生之因素，以及安全、效率上之考量，來分析防救災之最佳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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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論 

1.1 研究動機 

當莫拉克風災重創台灣，根據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 NCDR 災情統計，有關道路災情方面，

省道有 79 災點、縣道有 57 災點；橋梁災情方

面，共計 196 座損毀包括橋面版流失、橋面版位

移及變形、橋面傾斜、橋墩沖毀、受土石流淹沒

等；至於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 170 戶平靜山村，

則於 2009 年 8 月 9 日清晨因獻肚山深達 84 

公尺的深層崩塌，與緊接而來旗山溪堰塞湖潰

決，一瞬間自地球消失，震撼國際，因此希望能

夠藉由全球衛星定位系統裡的最短路徑規劃之功

能與地理資訊系統，應用在防救災道路之選擇

上，重新規劃出最適宜的路徑，並且能夠應用在

災難過後之處理。 

1.2 研究目的 

為了能夠在地震發生的時候，使道路路線的

運作能夠發揮出更好的功效，並確保救災車輛與

人員的安全，以及有良好動線來疏散民眾，避免

造成二度傷害，有建置路線選擇評估機制之必

要，所以本研究將建置一套路線選擇評估機制。 

本研究主要目的有三點： 

(1) App Inventor 

利用App Inventor所開發的Android平台上的

應用程式分析其最佳路徑，並建置相關道路屬性

表及資料庫作為分析路徑之條件與篩選，使其在

震災發生時可以隨時更新道路資料庫，來決定最

適救災路線的選擇。 

(2) 整合系統 

整合程式語言、App Inventor、資料庫系統，

建置一套救災道路選擇自動評估機制，就可以藉

由本機制選擇進入災區之最適當救災路線與取得

災區交通相關資訊，並結合 GPS 汽車導航系統來

傳遞適時的路線資料給救災車輛，以利其順利進

入災區進行救災。 

(3) 最佳路徑 

希望透過本研究之最適路徑模擬分析與防救

災路線選擇程式，從中得知路網屬性表與資料庫

之關連性，以提供交通決策單位作為災區交通管

制策略之依據。並藉由此套路線選擇評估機制，

於災難發生時，能夠充分發揮災區替代路網之功

用，以達到迅速救災，減輕災情之嚴重性。 

本研究所擬定的避難與救災之最佳路徑選擇

評估機制之研究方法可分為四大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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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有之 GPS 汽車導航路徑選擇之研

究。 

(2) 利用 App Inventor 所開發的 Android 平

台上的應用程式。 

(3) 防災/救災道路選擇之需求。 

(4) 路線評估選擇模式之規劃與建置。 

利用 App Inventor 所開發的 Android 平台上

應用程式的路網分析模組分析其路徑規劃，選擇

安全及符合效率需求之路段，進行救災路線選擇

評估機制之模擬。 

 

2. UML 模塑系統 

救災資訊系統最主要針對的對象就是災害的

發生，因此在系統中最根本也最重要的就是專案

的開設與管理。通常一個專案的開設代表著一個

災害的發生，然而一個災害的發生，往往會伴隨

著許多事件，例如：Ａ地震的發生可能引起火災、

地震災害、毒性化學災害等事件，所以以兩者間

的關係來看，則是一對多的關係。 

就事件部份而言，當一個事件完成開設後，

隨之應做的處理動作應包括二個部份，其一是與

該事件災害類別相關的單位應進行標準作業流程

的查核，以確實落實每一項救災的動作；其二則

是救災資源的派遣動作，處理單位應確實派遣相

關處理救災資源到事發地點進行災害的處理。爾

後，事件處理完成後，應正確地記錄返回狀況，

以便查看及統計之用。 

2.1 使用案例圖 

使用者使用本系統時，可以有加入會員、偵

測所在地點、查詢最近醫院所在、瀏覽資訊、購

物這些功能，如圖 1。 

 
圖 1  使用案例圖 

 

2.2 活動圖 

當發生土石流時，系統會先偵測使用者所在

地方，在規劃出最佳避難路線給使用者，並詢問

是否有需要就醫，如果有會顯示到達最近醫院的

最佳路線，如圖 2。 

 
圖 2  活動圖 

2.3 類別圖 

這是本系統的類別圖，有使用者、會員、會

員帳號、會員資料、瀏覽資訊、購物網站、購物

紀錄、金額、商品項目、商品明細、數量，如圖 3。 

 
圖 3  類別圖 

2.4 物件圖 

這是本系統的物件圖，有使用者、會員、會

員帳號、會員資料、瀏覽資訊、購物網站、購物

紀錄、金額、商品明細、數量，如圖 4。 

 
圖 4  物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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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循序圖 

顯示使用者與系統的循序圖，會依照使用者

不同的輸入給予回應，當使用者登入會員十，系

統會顯示是否登入成功，查詢最近醫院路線，會

顯示最近醫院路線，查詢最佳避難路線會顯示最

佳避難路線，查詢紀錄會顯示紀錄給使用者看，

當點選購物時，會顯示商品項目，如圖 5。 

 
圖 5  循序圖 

2.6 狀態圖 

使用者使用本系統可以查詢最佳避難路線、

查詢最近醫院，購買商品等，如圖 6。 

 
圖 6  狀態圖 

3.2.7 元件圖 

圖 7 包含了張品項目、計算總金額、歷史紀

錄，修改個人資料等。 

 
圖 7  元件圖 

 

3. 系統實作 

3.1 APP Inventor 

APP inventor 實作，如圖 8~11。 

 
圖 8  App Inventor 畫面設計圖 

 
圖 9  App Inventor 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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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App Inventor 模擬器圖 

 
圖 11 顯示位置 

3.2 雲端網站 

雲端網站之實作，如圖 12~14。 

 
圖 12  網站首頁 

 
圖 13  會員登入 

 
圖 14  註冊會員 

 

4. 統計分析 

以學童防火觀念測驗分析為例，由表 1 第 1 

題：知道學校滅火器在哪裡的學生只有 38.7% ，

第 2 題：會使用滅火器達 82.7%；由以上發現學

生雖然會使用滅火器但是並不知道學校滅火器在

哪裡，萬一學校發生火災，師生無法迅速找到滅

火器，將對於學校防災產生一定影響。第 3 題：

學生操作消防栓比例（30.7%）明顯偏低。消防栓

是學校普遍消防器材，當火勢較大時對於學校滅

火有很大的助益，學生操作消防栓會有某些程度

的困難性及危險性，如果讓高年級學生熟悉消防

栓操作方式將對於學校防災有很大助益。當火災

發生時的處理狀況由第 4 題、第 5 題可以反應出

學生對於防火認知大部分都能達到，至於較深層

知識如第 6 題滅火器分類，答對率（14.7%）明

顯偏低。 

表 1  防火觀念測驗結果(樣本數 N=75) 

 
資料來源：趙家民、張宏仁，國民小學實施

防災教育成效之研究－以南投縣內湖國小學童為

例 

學生對災害感覺與防災知識之關係分析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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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學生對於常見的火災的感覺是否會影響學生防

災的知識，以學生對於火災的感覺為自變相，學

生防災知識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由表 18 可見，學生對於火災感覺與防災知識有顯

著差異（F=7.164 ， df=4 ，p ＜.01），經 Post Hoc 

檢定發現，學生對於火災的感覺不可怕组的得分

顯著低於有點可怕、很可怕、非常可怕。可見學

生對於火災感覺程度的不同，學生對防災知識會

有明顯差異。 

表 2  學生對火災感覺與防災知識之變異數分析 

 
資料來源：趙家民、張宏仁，國民小學實施

防災教育成效之研究－以南投縣內湖國小學童為

例 

 

5. 結論 

本研究所要探討的是利用 App Inventor 來開

發 Android 平台上的應用程式，並結合一些災難發

生時所可能產生之因素，以及安全、效率上之考

量，來分析防救災之最佳路徑。 

防救災路線選擇評估機制之建立雖不是一個

創新的研究，但是將路網分析模組與實作結合在

一起，並且能夠自動規劃防救災最適路徑確是一

個新的應用模式。 

事實上，此一應用模式並不只是可以應用於

即時的防救災最適路徑選擇，如果將此項功能應

用於汽車導航系統中，就可以隨時依照路況來修

改行車路線，對於車輛在行駛中遭遇到塞車、車

禍、道路中斷等問題，可利用此項功能修改道路

資料來重新規劃自身所需要的路線；換言之，汽

車導航業者應該可以利用此一模式發展一套智慧

型汽車導航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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