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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防救災論壇
新興科技跨域整合創新應用



戶外暨任務型防救災的幾項領域

一、消防人員救火

二、登山活動

三、工業安全

四、海上執勤或工務



GloRa

超強穿透力的無線通訊新技術
• 目前市面上常看到的通訊技術有

LoRa、ZigBee、Bluetooth、UWB、Wi-Fi、
Sigfox、4G、NB-IOT、FSK、Wi-Sun等

• GloRa的重要優勢

1. 大幅降低LoRa的PER (誤碼率)

2.靈敏度Sensitivity：高出10dB

3. Fading Loss：減少15dB

4. 抗干擾能力：高出10dB

整體效益：優越30dB

說明：無線通訊技術，經驗法則，若相差6dB，

就是差一個等級。



1.可通聯到地下室B3、B4。

GloRa

─挑戰全球的最佳性能 ─

2.可穿透金屬箱。

3.可通聯到地底下3米深度。

4.可穿透森林，達2Km。

5.可跨越海洋，達200Km以上。

6.擁有同類型產品之最高資安等級，

防駭客攻擊。



一、消防人員救火



評論過去幾次消防人員遇難事件

最大的痛點：通訊中斷

現場指揮官得不到足夠有效的資訊，

只能萬分的著急：弟兄怎麼還沒出來?

人在哪裏? 還活著嗎? 還有在動嗎?

是否已昏厥?

沒有信息，如何能做有智慧的決策?





二、登山活動



山難和失事事件的搜尋案例

• 2019年11月，台塑員工宋OO登山失蹤11天後，

自行脫困……之前搜救，動用超過1000人次，

包含空勤直升機、無人機。

• 2020年6月，屏安醫院副院長楊OO登山失聯10天後，

終於被救難人員找到、獲救……動用超過1000人次。

• 2021年3月，空軍2架F-5E戰鬥機失事，動用

超過1000人次，以及各種軍民資源，但自始至終

沒收到飛行員身上發出的信標。

救難，真的就得要這麼難?



談山難搜救

2019年11月，台塑員工登山失蹤事件，

參與搜救後，有一深深的感慨：

1.我國在救人的裝備與技術上，實屬一流。

2.我國在找人的方式上，似乎仍停留在土法煉鋼。

但這真的需要立法上的強制，並嚴格訂定出

追蹤器的規格。

3.手機在山區定位的尷尬：

(1)基地台位置

(2)電力





三、工業安全



工業安全暨防災
― GloRa第一時間告警―
導致工廠災害最常見的六項因素

1.溫度
•不論元件或設備，一旦溫度過高，伴隨的往往是爆炸。
•溫度偵測兩項主要手段

(1) 接觸式：探棒，~ 2000℃
(2)非接觸式：紅外溫測，~ 1000℃

2.壓力
•當壓力異常，壓差過大，接下來可能就爆炸了。

3.馬達
•當轉動不順，振動值異常，接下來不久，恐怕就冒煙了。

4.氣體與煙
•不論有毒沒毒，一旦過量外洩，將引爆立即的災害。

5.汙水
•一旦外流，將導致生態上的重大傷害。

6.大電流磁場
•電流過大地區，必定伴隨大磁場，不但有可能引雷，
一旦人員靠近，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

GloRa穿透力最強的無線傳輸技術







四、海上執勤或工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