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災後重建的科技 

新科技在海地與智利的震災中讓救援行動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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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艾伯哈德 

三十二歲的艾伯哈德所成立的行動協議公司，專門協助非營利機構籌辦行動慈善活動。該公司的

「行動捐款」平台已經為海地募集了四千一百萬美元的捐款。 

「地震襲擊海地的時候，美國國務院問我們能不能為救援行動設置一項簡訊捐款方案。我們隨即

聯絡了紅十字會。我們在一天內就募集了兩百三十萬美元；到了第二天結束的時候，已經達到五百萬

美元。我們的目標向來就是要利用行動裝置對社會造成影響。一般而言，非營利組織只要到我們的網

站上登錄，然後我們就會處理一切事務，從寄發捐款確認簡訊與抵稅用的捐款收據，乃至匯集支付電

信業者的款項都包括在內。 

 

傑克與卡門．巴克 

巴克夫婦發明了日泉──這是一種可攜式的太陽能淨水器。 

傑克表示：「大家都把瓶裝水運到海地，可是那種做法不合乎永續性。日泉天天可以生產五千加

侖以上的水，而且完全可以安心飲用。這部淨水器隨時都在儲存能源，因此在夜間或陰天也同樣能夠

運作。我們在海地安裝了十七部，其中十部是由奇異公司所捐贈。」 

「一部日泉淨水器要兩萬五千美元，但壽命長達十年。地方上可以設立自己的微型貸款模式；非

政府組織也可以幫忙資助醫院、社區中心或學校。這種做法本身就具有永續性。 

 

克萊兒．波尼拉 

三十七歲的波尼拉專為受災社區協調緊急通訊方案。 

「災難發生時，我們經常受困於只能仰賴受損的結構。於是我們與『網路希望』合作，這個非營

利組織專精於為災區提供衛星與無線網路連結，因此我們不必依賴當地的基礎建設；我們的工作可以

在雲端上完成，利用微軟全球資料中心的伺服器運作。經由這樣的合作，我們就可以提供情境知覺與

地圖測繪能力，並且改善補助品的分配狀況。」 

「一般需要花上一年的方案只要短短五天即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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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辛．布哈比 

四十三歲的布哈比與無國界醫生組織的研發團隊合作，把充氣帳篷轉化為功能完善的醫院。 

「我們在二００四年看到這些為義大利陸軍研發的充氣帳篷，於是直接找上製造商，希望研製出

具有手術設施的醫院。醫院本身由九座帳篷構成，總面積達一千四百平方公尺，共有一百張床。不過，

重點不只在於將帳篷充氣，而是必須裝設所有的電力設備與補給品，還必須將各種生物醫學儀器準備

到位，並且確認實際可用。我們使用聚氯乙烯牆面與地板，以便在帳篷裡形成完全封閉的空間，不但

能夠保持乾淨無菌，還能保有帳篷的柔軟彈性。我們近來也成立了一個門診部門。」 

 

派翠希亞．孟內澤斯 

五十二歲的孟內澤斯負責督導 IBM 近來在智利從事的救援行動，利用開放原始碼軟體協尋失蹤



人員，並且協助社區踏上情感療癒的漫長路途。 

「薩哈納是一套開放原始碼的災難管理工具。我們設置及安裝這套軟體，捐贈伺服器，支援翻譯，

並且訓練志工。我們可以進行客製化，讓這套軟體對特定社區更具效率也更具生產力。智利大地震發

生之後，我們利用許多紅十字會營區和避難所的資料庫協助家家戶戶重聚。工作人員可以輸入失蹤人

員的特徵，包括身高、髮色與膚色。我們在二００七年的秘魯地震災後也使用了薩哈納工具。這一次，

我們得以在很短的時間內讓程式開始迅速運作，原因是這套程式先前就已經翻譯成西班牙文了。」 

「我們也和醫學專家合作，為家庭、父母及教師製作創傷手冊。孩童回到學校之後仍然充滿恐懼，

老師也不例外。尤其是遭遇自然災害之後，一般人都會深感無助。他們會覺得：『我怎麼能夠因應這

樣的狀況？我怎麼能夠對抗這種情形？』而這些手冊可以幫助他們展開回歸正常的轉換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