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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摸索歷程

● 可能的戰爭，我也曾經很擔心，所以持續在學習
○ 發現懂越多，越容易擔心
○ 透過自己能參與的行動，擔心就會有出路，起碼自己開始準備

● 找同伴，聯繫相關有心的組織，效果很好
○ 資訊很多，方法很好，最主要是認識更多好朋友，對事情幫助很大

■ 訂閱他們的粉專，頻道

● 發揮一份自己的戰力
○ 找自己合適的角度切入，像我就是太胖，但當個資訊兵的角度很合適



一般-ATAK

● 美軍大兵現場戰鬥軟體
○ 穩定，安全，經得起現場考驗，適用戰鬥情境
○ 美軍標準： MIL-STD-2525B MIL-STD-2525D

● Video: ATAK 3.6 Promo
● TAK.gov

http://everyspec.com/MIL-STD/MIL-STD-2000-2999/MIL-STD-2525B_20729/
https://www.jcs.mil/Portals/36/Documents/Doctrine/Other_Pubs/ms_2525d.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ojMXYMVdyw
https://tak.gov/


跟我們什麼關係
● ATAK-CIV

○ TEK 的降階版
○ play store: ATAK-CIV (Android Team Awarene
○ 開源軟體，有社群支援
○ 很多 plugin
○ Android based (另外還有 WinTEK, iTEK)
○ github: AndroidTacticalAssaultKit-CIV

● 很多情境在工具上使用上，都很類似，如防災，救災，登山，任務小組活動
○ 收集災害現況資訊
○ 哪裡有補給，目前還有多少
○ 其他夥伴在哪裡
○ 團隊如何協同

● 竟然是戰鬥軟體，當然可能在戰時發揮極大的功用
● 公民社會拿來延伸使用用更豐富

○ 通訊軟體掛了，還是能用
○ 任務團體行動指揮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atakmap.app.civ&hl=zh_TW&gl=US&pli=1
https://github.com/deptofdefense/AndroidTacticalAssaultKit-CIV


豐富的底圖

● 目前我們安裝了 40 
個底圖



團隊協同

● 團隊即時位置
● 距離，方位量測
● 3D 支援



即時串流

● 可看攝影機
● 可看 UAV
● 同步攝影機的位置與視角



相關硬體整合

● 結構簡單，容易整合各式
各樣的硬體

● 目前應有很多現成的硬體
可以一起使用



任務規劃

● 豐富 icon
● 符合美軍標準

○ 含敵我識別

● 對於有相關經驗的人，
不用訓練



DTM 深度整合

● 某個點的可視範圍
● 某一條線的高程分佈

○ 運行軌跡
● 即時繪製等高線



任務區域切割

● 實際接合現場運作習慣



UAV 掌握

● 同時知道位置，視角，
即時影像

● 全戰場掌控



群組通訊

● 訊息溝通
○ 中文也行

● 圖資傳遞
● 位置掌握



使用實例













我們能做什麼



關於我們

● 我們是誰
○ 幾個工程師，有系統管理，軟體開發，硬體設計，無人機專家
○ 持續邀集有興趣的夥伴投入

● 我們的精神
○ 開源，開放，將成果釋出給大眾

● 最近能做什麼
○ 免費線上對練
○ 組織如果有興趣與足夠人員參與，我們可以去說明與協助入門

● 最近想做什麼
○ 推廣 ATAK 相關的實務使用
○ 搞懂 ATAK 相關知識體系，幫助其他夥伴入門
○ 驗證有沒有開發 plugin 的能力
○ 驗證 offgrid 的可行性



我們已經做了什麼

● 確認可以在台灣直接使用
● 相關的文件與資源都是開放的
● 我們有個團隊，可以支援大家技術性的問題，目前這些成果都是團隊的開放貢

獻
● 週期有免費線上對鍊，已經辦理五次線上對鍊
● 已經有警察自行運用在任務中，就是因為來參與線上對鍊後學以致用的



跟數位韌性什麼關係

● 社群雖然很有彈性，效率很高，但需要工具與架構來強化遇到戰爭的應變能力
● 架構的事情最花時間，但常常需要的資源不多，應先建構
● ATAK 很適合在戰爭的情境下，小單位自主組織地理資訊，與團隊協同，很適

合配合原有管理的架構來運行
● 平戰轉換：平時可使用，完全不浪費，戰時能發會更大的效用

○ 平常就融入遊樂也很重要，這樣才能長久



救災現場發想
外行人的發想，請指教





系統觀
● 執行小隊

○ 一小隊只需要一台 ATAK，通訊兵的概念。其他人還是用傳統的無線電溝通
○ 介面要簡單一點：只需告訴他們需要使用到的部分，其他他們不需要會。這樣可以降低學習門檻，也不會有壓

力
● 前進指揮所
● 指揮中心

○ 指揮中心也需要配一個 ATAK 通訊兵，將指揮中心的資訊，轉入 ATAK，並將 ATAK 畫面呈現給指揮中心當輔助
○ 可將任務資訊包成 DP，讓現場人員下載
○ 指揮通訊兵負責現場圖資的整合

● 跟現有指揮系統對接
○ 如儀表板：可用程式統計圖資與系統內資訊，後面轉入儀表板
○ 現場人員將該收集的資訊在 ATAK 內收集，然後匯出。匯出資料可手動，或是部分自動轉入後續系統中，減少

現場人員所需要的工作
● ATAK 導入，皆以輔助的型態接入，等到現場人員覺得已經不需要舊的方式，才會取代
● 初步溝通，覺得大方向上 ATAK 可行，細部行為可以優化與持續調適



其他發想



Uber 的實踐
● Uber技術援烏戰普丁！自動化 GIS Arta指揮控制秒殺俄軍！

○ 背景：盧甘斯克的北頓內次克河戰役，烏軍奇襲俄軍
○ 用目前 ATAK 來實踐，非常輕鬆易懂，而且不用另外整合

■ （點餐）無人機偵查後，將坦克位置點出來 
■ （接單）各種火砲指揮官，自行設定，自己的任務
■ 沒人接單，由指揮官協調
■ （送餐）時間到，一起開砲

● 防災應用
○ 背景：如這次花蓮大震
○ （點餐）無人機偵查後，將受損位置點出來（包含其他有援救需求位置）

■ 相場人員，其他回報資訊，都可以直接提供相關資訊
○  （接單）各單位可自行就自己狀況，表達前往，或是自行指派任務給自己
○ 重要但沒人處理的需求，由指揮官調度
○ 現場處理過程即時更新進系統，隨時滾動式調整

https://youtu.be/6Wq4g6LU16M?t=1309


接入 淹水災害調查資訊平台 發想
● ATAK 可能當得上忙的部分在於 災點填報
● 災點填報 需要：

○ 照片（座標）
○ 積淹範圍或點位（可在地圖上框選範圍）
○ 附檔

● 現場建議：
● 淹水調查時，拍下需要的照片，框選淹水範圍
● 於調查結束時，打包匯出，或是上傳
● （手動）在填寫時，打開 打包檔案，可取得位置，照片，以及積淹範圍圖資，手動填入系統

「災點填報」
● （自動時）建議 淹水災害調查資訊平台 可寫一個功能匯入 打包的檔案，自動帶入相關資訊



防汛護水志工 相關發想

● 河川、區域排水、海堤、水庫蓄水範圍、水源特定保護區及地層下陷區等重點
區域之巡守

○ 可匯入相關圖資，在地圖上可查看
● 環境破壞、異常，或違法行為進行或發生，儘速通報志工運用機關

○ 照相即回報
○ 特定位置，描述或表單回報
○ 自訂位置，描述或表單回報

● 即時與其他志工以及指揮中心同步資訊，如有即時需求，可以立即提出需求或
是採取行動

● 巡守軌跡也可以同步紀錄
● 災情紀錄與回報



參考資料

● ATAK 應用推廣
● ATAK 3.6 Promo video
● ATAK/CivTAK Wide Area Search Plugin (WASP)
● ATAK_User_Guide.pdf
● ATAK WASP 4.3 Quick Start Guide.pdf
● ATAK WASP 4.3 Training Slides.pdf
● TakSwak 專案 含 github 連結
● ATAK 實際練習指引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WTUEo19rWgSt3mZYNKlHhjE8w6kFQ6w9CY9BiDBRq2U&usp=drive_copy
https://youtu.be/tojMXYMVdy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NYIbM9JwvI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MULAMP6KPVWCIYGJ-gzjuYumSnkR1wp/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UjR1clpma8AeChsKeCYLaN12sOYHKClq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Ua1zau_t6SuQDxsZy04KQW-W48ze53Th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XWAuBF3vA7zcBsOR8d6ZHryrLPRnseuANBtBmz2tDls/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iYTytoNjY5m9yEANjiXu5BLPjMe8uSo60hC5pn4Kj-c/edit?usp=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