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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山多坡陡、河川短促、地質脆

弱，每逢颱風豪雨等天然災害發生

後，山區容易造成山崩、地層滑動、土石流

等情事，往往造成交通中斷、電力、電信設

施嚴重毀損，以致無法和外界取得聯繫、傳

遞災情，並尋求必要的支援和協助。自民國

八十五年七月的賀伯颱風肆虐，前所未有的

土石流造成重大災害；八十八年九月的九二

一大地震，百年來浩劫死傷慘重；九十年七

月的桃芝颱風夾帶豪雨，土石流再次蹂躪大

地。短短幾年間接二連三的天災地變，導致

人民、生命財產嚴重的損失，而大眾通信系

統於重大災害發生後，不是本身設備受到損

壞，就是因為電力中斷而無法發揮應有之功

能。由以上幾次災後觀之，從災情傳遞以至

傷患救援及搶救工作等之聯繫，無不仰賴無

線電通訊設備來完成任務，也因此，無線電

通訊網的建立乃受到政府等相關單位之重

視。

台大實驗林管理處基於職守，負責轄內

國有林班地及森林資源之保育及維護。然現

場工作人員人單勢薄，亦無配置警察人員，

於山區內執勤時，遇有森林火災、取締盜伐

濫墾等林政案件、急難救援或安全上之任何

狀況，均無法在最短時間內直接與單位取得

聯繫而延誤處理時機。有鑑於此，乃於民國

76年向電信總局申設無線電話機。惟因本處

幅員遼闊，地域涵蓋南投縣鹿谷、水里、信

義等三鄉，面積廣達三萬餘公頃，且均屬崎

嶇陡峻之山地，又海拔高度落差極大（自水

里市區之220公尺至玉山頂之3,952公尺），所

使用之手機因受地形地勢阻隔之限制，而難

以有效發揮其通訊功能，致勤務之執行無法

掌控，為利業務推行及安全上之考量，遂於

87年再申請加設中繼站以改善通訊品質。並

於91年更新及擴充舊有設備，使轄區內形成

一通訊網，在平時作為林地管理等業務上之

聯繫，遇有狀況或發生災害時則可作緊急通

訊之用。



69

無線電波的傳送，一般不外乎「反射」、

「折射」和「繞射」。在VHF及UHF幾乎是以

直線傳送，所以一旦在市區�或是隔了山的

環境阻礙之下，往往就會造成通訊不良，為

了克服這個問題，就需要有一個能夠讓訊號

轉 送 的 物 件 ， 這 個 物 件 就 是 中 繼 站

(Repeater)。通常中繼站可分為下列數種：1.

同頻段中繼 2.異頻段中繼 3.應聲蟲。而同頻

段中繼就是最標準的中繼，也就是一般專業

上以及在這�所談的中繼。

中繼站在設置時，需注意到要服務的範

圍，看是要大區域，還是點對點，這些都牽

扯了整個中繼站設備的規劃，以及地點的選

定問題。而林業通訊大多以山區為主，由於

地形變化頗大，光選制高點卻不見得有用，

需以經驗以及實地測試之結果為依據，才能

做一個較好的規劃。

中繼站設置的目的，主要是為提供中繼

服務，所以在使用上，嚴禁少數人長時間佔

用，使用者務必遵守長話短說的原則。有些

中繼站也設有自動計時裝置，當中繼功能被

啟動、開始動作後若持續三分鐘以上便會自

動停止，這樣除了可以強迫長話的人閉嘴

外，也可以防範別有用心、蓄意干擾之份子

佔用。

為便於林地管理人員平時之巡視工作，

一但發現林政等相關案件時能掌握時效處

理，更為因應緊急事故或重大災害發生後之

聯繫，無線電通訊網的架構乃刻不容緩之要

務，更必須將其列入經常性業務予以整合並

做好事權統一。指導員工正確使用無線電機

具，以及如何做好平時的維護工作等相關常

識的灌輸和訓練，是發揮通訊功能的前提。

通訊組織建置完成後，除了事先協商取

得共識和培養默契之外，亦需舉辦經常性之

演練，可免屆時因無實地經驗而毫無頭緒、

亂了陣腳的窘境。再則，於事後必須召集相

關人員做次檢討，以為改進之依據，切忌事

件過後即束之高閣不管，而一再上演重蹈覆

轍的悲劇。

1.總指揮：綜理及督導緊急應變之指揮任

務。

2.主控台：掌控整體通訊業務，必要時配一

副控協助，任務如下：

(1)接受相關訓練，遇有狀況隨時徵召。

(2)準備紙和筆，記錄任何狀況或所需之各

種支援。

(3)呼叫或回答時均由主控人員為之。

(4)通訊時敘述事件重點，把握長話短說原

則。

(5)隨時掌握現場各持機人員姓名。

(6)事件較不緊急時可約定特定時間通訊。

現場救援組
緊急醫療組
收容安置組
物資補給組
疏散引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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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未經主控呼叫勿隨意回應以保持電力。

(8)於任務現場交接換手時務必交代清楚。

3.通訊組：「槍」為軍人的第二生命，而身為

通訊人員亦應視無線電對講機為第二生命。

通訊網的成立是我們的首要任務，在緊急事

件發生後迅速進駐責任地點，並於空中向主

控台報到，任務如下：

(1)不得擅離職守。

(2)負責訊息傳遞。

(3)維持通訊暢通。

(4)平時定時測試。

(5)緊急主動守聽。

4.通訊要點：呼叫或回答時務必遵守「簡單扼

要」原則，要點如下：

(1)如多方通訊中，讓緊急通訊優先使用。

(2)手持式對講機若訊號不穩定，可前後或

左右移動數公尺。

(3)於現場可尋找制高點或空曠處以改善通

訊品質。

(4)受地形限制時可派員以人工轉接方式完

成。

電池，為使用無線電機動作的原動力，

為求外出使用方便和符合經濟、環保原則，

一般均會購置可反覆使用的充電電池，在這

當中不外乎鎳鎘電池和鎳氫電池。以單位體

積內的電容量來說，鎳氫就比鎳鎘電池高出

約30% ~ 40% 左右。電池的標準充電方式是

定電流，兩者工作溫度均介於 -20℃ ~ +60℃

之間。這類充電電池使用雖方便，但往往也

成為既愛又恨的對象，常在重要關頭，明明

剛充好電，才一上陣卻告低電壓，難道這電

池都沒充飽電？當然不是，這是使用者忽略

了保養或者是不明白使用充電電池的常識。

鎳鎘電池在日常生活中可用無所不在來

形容。隨著環保意識日漸高漲，含有重金屬

「鎘」的鎳鎘電池，許多國家已宣佈停止生

產，代之以鎳氫電池。然因鎳鎘電池之使用

及庫存量依然可觀，加上鎳氫電池的特性與

鎳鎘電池有許多神似之處，所以在此仍以描

述鎳鎘電池為主。

鎳鎘電池出現記憶現象的主因是，這電

池常常被很淺的充放電。長期過度充電及很

淺的放電，會使整個電池的端電壓下降。早

期的鎳鎘電池充電後，如果未完全放電即行

再充電，電池中的化學成分即會記住上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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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電點而無法完全充電及放出所有的電能，

以致使電池的實際容量變小，嚴重時甚至可

降到只剩原有容量的20%。然而，經過廠商

一再研究改進，近幾年出產之鎳鎘或鎳氫電

池已沒有明顯的記憶現象。事實上，現今鎳

鎘電池的殺手，應歸罪於「鎳結晶現象」。此

現象是充電過程中，電池已充飽後再持續以

過大電流補充，導致電極板上產生鎳金屬結

晶，此種結晶會使電池活化面積減小，而致

電池容量減損。幸而大部份的結晶現象都可

以在電池放電超過1V以下後，溶解回電解液

中。

對充飽的鎳鎘電池繼續充電的話，會有

氣體外洩的情況，鎳鎘電池一但發生氣體外

洩，它的電容量就會大量萎縮。雖然鎳鎘電

池不容許長時間的過度充電，但鎳氫電池對

於過度充電更是敏感。鎳鎘電池會隨著充放

電次數的增加，效率也會跟著下降，當到達

一定程度時，會讓人覺得充飽的電池很快就

沒電了，這也就是接近鎳鎘電池的壽命週期

尾聲了。充電時除了需以額定電流及避免過

度充電外，劣質的充電器更應避免。新式的

充電器均附有充飽電後自動斷電的裝置，如

無此項功能則可參考下列公式，做為充電時

間之依據。

於中央氣象局發布豪大雨特報、陸上颱

風警報及轄內有五級以上地震、森林火災

（警）及重大意外事故或災難發生後，各受災

轄區即應主動呼叫指揮中心，以確定無線電

通訊無礙。

1.轄區內一日累積雨量達130公釐以上，或有

土石流發生之虞時。

2.陸上颱風警報發布後即須派員值機，並於每

二小時整點回報現況。

3.發生地震震度達5級以上時，除檢視通訊設

備有否受損外，並立即巡視轄區林班地及建

物等設施，將災情以無線電回報應變指揮中

心。

4.轄區內森林火災（警）發生後。

5.轄區內大眾通信系統因意外事故中斷時。

6.其他重大突發事件或災難發生時。

以上無線電通訊系統一經啟動後，解除

時機統一由指揮中心或受權代理之主管人員

發布。

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達

成良好的通訊必需要有完善的通訊設備，有

完善的通訊設備，則仰賴平時的保養和維護

工作，保持足夠之備用電力，務必處於隨取

即用之狀態。每日定時測試通訊狀況並記錄

之，發現問題立刻反應處理，如此才能發揮

應有之功用。由媒體得知，屢因救護、救

T = C x1.5 / I

T→ hr

C→ mAh

I →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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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救災機制的片面疏忽而喪失搶救先機。

常可見通訊設備購置後卻無積極的保養和維

護措施，每至需用時不是故障就是電力不

足，對此不負責任的行為，各單位應擬訂一

規範並嚴加執行。「養兵千日、用在一朝」，

只要能在緊要關頭即時發揮保命、救人的功

能，則平時付出的代價均是值得的。

鎳鎘電池充放電時的化學反應式

充電時的化學反應式充電時的化學反應式

Cd + 2OH- Cd OH 2 + 2e-

2NiOOH + 2H2O + e- 2Ni OH 2 + 2OH-

2NiOOH + Cd + 2H2O 2Ni OH 2 + Cd OH 2

放電時的化學反應式放電時的化學反應式

Cd + 2OH- Cd OH 2+ 2e-

2NiOOH + 2H2O + e- 2Ni OH 2+ 2OH-

2NiOOH + Cd + 2H2O 2Ni OH 2+ Cd OH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