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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家附近 "石綿瓦屋頂"有多少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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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了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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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5.28 金門

傳統閩式建築與石綿瓦共存

許多古厝具有石綿瓦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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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8 @Cape Town, South Africa 77



2024.7.24 @Cape Point, South Africa 8



地面部隊調查痛點

屋頂查驗困難

人力調查只能記錄門牌

單點調查缺乏面積資訊

無法有效統計資料
現場調查困難

圖資記錄問題

人力花費龐大

難以確認真實位置

門牌滅失或不見難以確認現場位置

紙本記錄格式混亂無法有效建檔

無法推估重量

紙本難以結合空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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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綿瓦屋頂調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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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創應用高光譜及AI技術判釋石綿屋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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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綿

5大圖資整合5大圖資整合5大圖資整合

光譜特性建立地真光譜特性建立地真光譜特性建立地真 AI協助辨識AI協助辨識AI協助辨識

石綿
分布熱區

220

0

1726

臺南市 高雄市

雲林縣 嘉義縣

多元
資料

地真
建立

AI
處理+ +

航拍高光譜航拍高光譜 航拍正射航拍正射

衛星影像衛星影像 無人飛行載具無人飛行載具 Google街景Google街景

1/5000圖幅

1/5000圖幅無人居住地 AI分區演算高光譜航拍範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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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AI人工智慧大規模判釋

12

辨識正確率達90%

全臺首次使用分區AI，逐步精進判釋正確率

航照 UAV

航照 UAV

最大限制-陰影和遮蔽



智慧編修與數位管理
提供石綿瓦屋頂範圍，克服空間統計侷限，創造資料價值最大化

Google 街景視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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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石綿瓦建物棟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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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石綿瓦建物推估重量分布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篇」石綿浪板面密度
為15kg/m2；實驗室測量石綿瓦樣品平均厚度
約為0.005m，石綿瓦浪板密度為3,000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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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廢棄物石綿種類鑑定

波形瓦片（不含石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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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戶外含石綿建材空間分布系統

17

縮小數位落差
並落實地方行
政管理工作

採用國際標準
編碼提升資訊
交流與交換



創新應變協同合作
介接「地政共享資訊平臺」、國土測繪中心圖資、
TGOS門牌資訊國土署建物資訊

APP查報和回饋

公民查報

地方資料查核

22縣市
地方環保局

現地即時資訊

勞動部、內政部 
教育部、環境部

22縣市地
方環保局

未來執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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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數據更新驅動在地化治理

將APP安裝至手機
圖臺資訊帶著走!

外業查驗
系統資料一手掌握
現場稽核和列管

手機隨時註記
調查資訊不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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撙節經費資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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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整合做為決策基石

• 開發建置「戶外含石綿建材空間分布管理系統」

• 盤點整合全臺目前約24萬棟石綿屋瓦空間資訊

01 從無到有
開創制度

02 資料準確
精準決策

03
現地查核
交流互惠

04
介接平臺
資料共享

決策基礎
透過全臺石綿瓦屋頂圖層，掌握每個縣
市地方數量、面積、噸數，作為國家政
策制定基礎。

精準數量輔助經費申請
透過全臺石綿瓦屋頂圖層，精準統計數據，
作為環境部申請公共建設計畫參據。

中央部會及各地環保局查核工具

空間數據，作為地方環保局現場查核。

資訊公開與共享
共享國家部會介接資料，資訊即時更新。

113年4月
系統移交
環境部資源
循環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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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綿建材循環處理 健康與環境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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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戰4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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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期刊發表
Mapping Asbestos-Cement Corrugated Roofing Tiles with Imagery 
Cube via Machine Learning in Taiwan. Remote Sensing , 2022

2022年 TGOS加值應用獎 
戶外含石綿建材空間分布管理系統
內政部為擴展地理資訊加值應用創意性，表揚優秀之加
值應用者、積極流通圖資之加盟單位及傑出之貢獻者

2024年 第一屆空間資訊永續應用獎
波形石綿瓦屋頂空間分布推估基線調查計畫
中華空間學會資訊學會為推動空間資訊創新應用，並回
應國家永續發展與產業數位轉型需求

2023年 第十屆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
城市保衛戰-全國AI遙測智慧石綿瓦監測
台北市電腦公會鼓勵各城市大力投入資訊建設，並善用
各地特色資源及廠商力量落實智慧城市願景

2022年 第五屆政府服務獎
從目測到遙測，從太空看臺灣-石綿屋頂遙測
行政院函頒「政府服務躍升方案」，鼓勵機關與時俱進，
提供優質服務，有效回應民眾需求，創造便捷友善生活



現地石綿瓦屋頂前後變異
現地變異情形

建物仍在
但石綿屋頂已更換

整棟石綿瓦屋
頂建物拆除

測繪中心航照圖 現地調查

整棟石綿瓦屋
頂建物拆除

建物仍在
但石綿屋頂已更換

街景圖

現地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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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衛星監測全國石綿屋瓦前後期變異
111年 112年

SPOT 全島鑲嵌衛星影像

Google衛星和街景輔助

111年 112年

紅框為石綿瓦屋頂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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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和建立側邊石綿辨識模組
➢AI辨識模組建立
➢初步設計和規劃應用

評估開發石綿建物側邊AI自動辨識APP

➢向下紮根深入校園
➢鼓勵民眾主動回報
➢公私共同治理

自動辨識APP開發

未來持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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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模組建置實際測試

建物側邊石綿瓦調查總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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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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