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進修） 

 

 

 

 

 

 

 

船舶紀錄器解讀技術 

應用於水路事故調查訓練出國報告 
 

 

 

 

 

 

 

 

 

  

服務機關：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姓名職務：陳威仲／水路調查組副調查官 

曾承志／水路調查組副調查官 

顏怡庭／運輸工程組助理研究員 

王子韋／運輸工程組副調查官 

派赴國家／地區：英國 

出國期間：民國 111 年 12 月 05 日至 12 月 11 日 

報告日期：民國 112 年 03 月 01 日 



iii 
 

 

分類號/目 

 

關鍵詞：航行資料紀錄器（voyage data recorder, VDR）、水路事故調查、運輸安全 

 

 

內容摘要： 

國際間主要之海事事故調查單位共同使用之資料分析軟體係以英國 Avenca Limited 

公司所開發之海事事故資料分析系統（Marine Accident Data Analysis Suite, MADAS）及

BMT 公司所開發之即時操船模擬系統（Real time Maneuvering, Berthing and Training System, 

REMBRANDT）為主流，據此，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於 2019 年 8 月自飛航安全調

查委員會改制後，調查範圍擴充至水路、鐵道、公路事故，即積極建置水路相關調查能

量，於 2022 年完成該二項系統之建置，並積極培訓資料解讀分析技術人員。 

    為強化本會於水路重大事故調查所取得之船舶紀錄器等航海資料解讀分析能力，熟

悉專業軟體功能操作，安排本次訓練，並由本會運輸工程組及水路調查組共同參與，赴

Avenca Limited 公司及 BMT 公司學習 MADAS 及 REMBRANDT 系統訓練及使用者回饋

討論與交流。本訓練亦前往英國海事事故調查局（Marine Accident Investigation Branch, 

MAIB），由該機關安排水路事故現場資料取得、航行資料紀錄器（voyage data recorder, 

VDR）基礎解讀、實驗室設備及相關案例實務處理等基礎訓練，使人員融會貫通船舶紀

錄器等航海資料在水路調查上的所有應用層面所需知識及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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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民國 108 年，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改制為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下

稱本會），調查範圍從航空擴及至水路、公路及鐵道等多模組運輸事故，並

積極建置各模組事故調查所需之模擬分析能量。 

在各國水路事故相關調查機構中，英國政府海事事故調查局（Marine 

Accident Investigation Branch, MAIB）於海事事故具備豐富之實務調查經驗，

尤其在船舶航行資料紀錄器的解讀、分析及模擬等方面之技術具備先進領

導地位。MAIB 在進行海事事故船舶資料解讀分析時，主要使用兩種分析模

擬軟體：英國 Avenca Limited 公司開發之海事事故資料分析系統（Marine 

Accident Data Analysis System, MADAS）及英國 BMT 公司開發之即時操船模

擬系統（Real time Manoeuvring Berthing and Training System, REMBRANDT），

此兩套分析系統亦由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NTSB）、法國及新加坡等國外海事事故調查單位廣泛採用。 

本會改制納入水路事故調查後，與 MAIB 等國外海事事故調查單位交

流，並著手建置相關能量。其中，本會改制後即取得 MADAS 系統，該系統

主要功能在於運用 2D 視覺重建，可將事故相關船舶之航行資料紀錄器

（voyage data recorder, VDR）、電子海圖顯示及資訊系統（electronic chart 

display and information system, ECDIS）、船舶自動識別系統（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船舶交通服務（vessel traffic service, VTS）、全球

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錄音錄影等事故相關資料整

合至同一畫面上，在經過時間同步後，便可進行同步回放；其後本會於 111

年度賡續完成建置 REMBRANDT 模擬系統，進行更全面的事故案件 3D 重

建及模擬等功能擴充。 

本會運輸工程組為因應不同調查模組的紀錄器解讀分析需求，派員至英

國 Avenca 公司、BMT 公司分別學習 MADAS 及 REMBRANDT 軟體之功能

操作，並安排前往 MAIB 與其工程技術組進行交流及訓練，吸取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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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訓練涵蓋領域除船舶紀錄資料分析模擬技術外，亦涉及船舶航行、

操作、船體運動特性，更須結合水路調查實務專業，故水路調查組亦派員

一同參加此次訓練，水路調查員可透過了解運具紀錄器解讀及事故模擬軟

體系統相關功能操作，知悉欲完整解讀船舶紀錄所需蒐集之資訊，提出明

確分析及模擬需求，強化水路事故調查員與運輸工程組間之溝通合作關係，

並學習國外先進水路調查機構之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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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路調查相關電子資料簡介 

VDR 航行資料紀錄器 

船舶航行資料紀錄器為船舶上專用的數據紀錄系統，其安裝規定、紀錄

參數及防護規範皆須遵受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所制定的規範，在臺灣雖並未要求國內航行船隻裝設，但國際航行的

台灣籍船舶仍須依照 IMO 之規定於船舶上裝設 VDR。VDR 所記錄之數值

必須至少符合 IMO 所規定的必要紀錄參數，大略可分為基本數據、聲音及

影像，其中基本數據資料包含船舶航行時的船速、航向、對地航向等，基本

數據資料的儲存格式雖並未有限制，但 VDR 原廠需提供播放軟體，並可透

過該軟體將相關資料轉換並依據 IMO 所規定之 NMEA code 的編碼形式輸

出；聲音資料包含船舶中駕駛台麥克風、無線電及塔台通話紀錄等資料，

影像資料則包含雷達、電子海圖等設備之螢幕截圖。 

AIS 船舶自動識別系統 

AIS 系統可透過岸上基地臺及衛星等不同方式將本船資訊（識別碼、船

名及經緯度等）自動推播給同樣具有 AIS 系統的船舶與塔台，故船舶可在

航行時即時掌握本船附近其他船舶的相關資訊，並於有接觸之可能時，及

早做出避讓行為，同時塔臺方面也可收到相關資訊並對相關船舶做出指引。 

AIS 的裝設規定在國際規範上須符合 IMO 要求，包含「航行國際航線

300 總噸以上貨船及所有客船」及「非航行國際航線 500 總噸以上貨船及所

有客船」之新造船舶；在台灣方面，「船舶設備規則」則規範所有船舶皆需

裝設 AIS 系統。 

ECDIS 電子海圖顯示及資訊系統 

ECDIS 為船舶上所使用的地理資訊系統，除了顯示電子航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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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Navigational Chart, ENC）外，同時具備顯示計畫航線設計、AIS

船舶資料顯示、危險事件預警等功能。電子航行圖也須符合國際海道測量

組織（International Hydrographic Organization, IHO）及 IMO 的規定。 

VTS 船舶交通服務 

VTS 為港區單位所建立的船舶監控系統，透過雷達、無線電、AIS 資料

等方式掌握港區內船舶動態，其功能主要為管控港區內船隻進出港口的航

行狀況，並提供船舶在進出港區及港區附近海域的航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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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簡介 

本訓練課程安排於 111 年 12 月 6 日下午 13:30 時抵達位於英國索爾茲

伯里的 Avenca Limited.公司，接受 MADAS 2023 新功能使用者訓練課程及使

用回饋討論；12 月 7 日至 12 月 8 日兩日自上午 9:30 時至下午 16:00 時於英

國惠德雷市之 BMT 公司，接受 REMEBRANT 使用訓練；12 月 9 日上午

10:00 時抵達 MAIB，進行海難事故調查現場資料取得及 VDR 解讀基礎訓

練課程，與調查案例實務經驗探討。詳細課程表如圖 1。 

訓練課程皆於各單位之會議室中進行，訓練課程於 BMT 公司為較制式

的軟體訓練課程，講師為 BMT 公司負責 REMEBRANT 軟體之營運經理，

透過本會自備之隨行公務筆記型電腦與講師進行同步操作，並於操作過程

中就過往實際操作經驗及訓練時遇到的問題做提問，以確保在遇到問題時

能夠及時透過講師得到協助，並於基礎訓練完成後安排相關實際案例的回

放與模擬操作。 

Avenca 公司與 MAIB 的訓練皆以討論的形式進行為主，於 Avenca 公司

除對其於 2023 年推出的新功能進行了解外，亦根據本會的使用者經驗作回

饋與討論，並對於未來新功能的建置提供相關意見，於 MAIB 的訓練則著

重在案例的分享，與實驗室能量的介紹，並藉此了解其對於相關軟體的應

用情況，同時透過交流討論瞭解 MAIB 在 VDR 所具有的解讀分析能量，並

可作為本會在建置 VDR 解讀能量的參考。 



6 
 

 

圖 3.1 本次訓練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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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MADAS 海事事故資料分析系統功能訓練 

概述 

Avenca Limited 公司成立於西元 2001 年，主要產品為各式航空、水路、

鐵道及公路等運具紀錄器資料之解讀分析重建軟體。其中MADAS為Avenca

與英國 MAIB、美國 NTSB 等事故調查單位，為符合水路事故調查需求所共

同開發之軟體，其目的在於讓水路調查員能夠將不同來源的資料如 VDR、

AIS、ECDIS 等，進行時間校準後，於同一畫面上做同步呈現，使調查員能

夠快速了解事故發生當下的實際情況。 

圖 4.1 利用 MADAS 系統整合多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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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本會人員於 Avenca 公司進行訓練及討論 

2023 年度系統更新 

1. 船舶目標資訊標籤：此功能可在重播 VDR 資料時，根據需求添加一

隨目標船舶移動的數據標籤，同時可自訂該標籤所標示的船舶各項

資訊（對地速度、船艏向、對地航向等），可隨時了解船舶在回放時

的相關數據。 

2. 音頻訊號顯示功能：可顯示 VDR 所記錄的音訊之音頻分布，透過音

頻的分布可了解在不同時間上聲音的大小，藉此協助判別重要語音

的時間點，並可以藉由選取音頻區段檢視對應期間的回放資料畫面。

而為減少麥克風、無線電在收音時所產生的雜訊所造成的困擾，目

前仍在開發包含降噪、人聲強化、人聲區別等功能，未來預計會以獨

立小程式的方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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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Avenca 介紹 MADAS 新功能-音頻訊號顯示 

3. 播放與轉錄功能：在資料回播時，MADAS 的資料更新率原本僅能支

援每秒一幅，此次更新後可以設定不同的播放頻率與資料更新率（意

即每秒可更新多幅畫面），以確保快轉回放時不會有所遺漏。同時新

增回播畫面轉錄功能，可將所需資訊以儀表板的形式，整合至回播

視窗後，連同所匯入的海圖同時進行轉錄，藉由預設錄影時間起訖

功能，直接轉換而輸出影片檔案，而不再需要另外使用螢幕錄製程

式，可節省長時間區間之影片製作時效。 

4. 時間指示畫面：時間顯示介面除原本可顯示的世界協調時間

（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 UTC）外，可於儀表介面中根據事故發生

位置新增當地（local time）時間，並不需在原始數據中添加當地時間

作為輸入參數的一部分，可避免因資料讀取所產生的顯示延誤，造

成 UTC 時間與當地時間出現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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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支援海圖座標系擴增：MADAS 原先僅支援使用世界橫麥卡托投影

（Universal Transverse Mercator, UTM）之海圖，本次擴增使 MADAS

可支援使用包含 1984 年世界大地測量系統基準（world geodetic system 

1984, WGS84）在內的麥卡托投影海圖。 

圖 4.4 MADAS 2023 年預計改版釋出主要功能 

圖 4.5 MADAS 2023 年預計改版其他功能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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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回饋討論 

1. 重要時刻標記：在進行 MADAS 回放時，往往會將許多不同來源的

資訊彙集呈現，因此在調查組同仁觀看回放時，若可直接於回放過

程中標記事故相關的重要時刻，並顯示相關船舶於該時刻的重要資

訊，可簡化畫面的複雜性並協助找出事故發生的時間序。於該次討

論後，廠商會將其列入未來開發項目，同時也建議目前可利用設置

虛擬船方式進行標示，並搭配 2023 年所更新船舶目標資訊標籤作呈

現。 

2. 船艏向與對地航向標示：在回放過程中，可以以類似雷達圖中實虛

線的方式標示船舶即時的船艏向與對地航向，在目前版本僅可透過

顯示預估船位的功能顯示，或透過疊加雷達圖的方式表示，但相較

於實虛線的表示較不清楚。 

3. 岸際雷達的設置：在 MADAS 中並無包含港口地上物的標示或設定，

故無法添加岸際雷達至港口地上物，在該次討論結果，可透過添加

一艘虛擬船舶於陸地上岸際雷達所在位置，其後將岸際雷達與該虛

擬船重疊，將其假定為岸際雷達，以達到在 MADAS 添加岸際雷達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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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REMBRADNT 即時操船系統訓練 

概述 

BMT成立於 1985 年，由UK's British Ship Research Association與 National 

Maritime Institute 合併而成，主要從事海事工程相關產業，包含海洋工程、

環境監控、國防技術等領域。REMBRANDT 為該公司所研發的一款船舶操

縱模擬軟體，可將具有流體動力學模型之船體與海圖、流場、風場做結合，

並以 3D 視覺呈現，同時可增加港口設施及拖船使調查員能夠準確進行評估

與模擬測試。 

軟體功能簡介與訓練 

REMBRANDT 為航行數據分析軟體，主要功能大略可分為回放功能與

模擬功能。回放功能主要是可根據 VDR 所記錄事故當下的資料進行事故現

場的重建，模擬則是可根據需要於 VDR 資料回放中途，改為由事故調查員

接手進行手動操作，抑或是直接設定相關船舶條件後直接進行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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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日的訓練集中於基本功能與回放功能的使用，包含安裝、操作介面設

定、船舶資料設定、邊界條件設定、3D 模擬設定及外部資料設定。 

圖 5.1 受訓人員學習操作模擬系統功能 

操作介面設定，於REMBRANDT中可根據需求將不同資料如電子海圖、

3D 視角、船速等，分離成單獨的視窗，並排列於不同位置，包含將其設定

為獨立視窗或是將其整併於主程式的主要視窗中，每一套軟體授權可同時

支援最多 4 個螢幕同時呈現，故可將特定螢幕作為操作介面，並將剩下的

三個螢幕（或視需要透過多套軟體授權增加更多螢幕），作為 3D 模擬的視

角，提高操船模擬以及事故現場回放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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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BMT 公司操船模擬室，透過螢幕串聯模擬極具臨場感 

船舶資料設定，在 REMBRANDT 中，除了可以透過.csv 檔的格式來匯

入特定船舶的相關資訊，包含船舶的經度、緯度、對地航向等，以及該筆資

料對應的時間資訊（同 MADAS 所需的資料格式）外，也可直接匯入利用

VDR 原廠解讀軟體所匯出的原始資料（NMEA code 的資料型態），同時可讀

取 VDR 資料中所包含的 AIS 資料，並選擇事故相關船舶做顯示。 

邊界條件設定，可於回放過程時根據事故當時的狀況設定時間（早晨、

午後、晚間等）、天氣（晴天、雨天、濃霧等）、能見度高低等參數，並透過

3D 視角來還原事故當下的視線情況；透過添加風、風湧浪、海流等環境資

料(包含方向、浪高、流速等)，除了在 3D 視角中可以還原視角的變化外，

結合 BMT 所提供的船模（包含船舶動力模型），可以增加在水路事故調查

員接手進行手動操船模擬時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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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模擬設定，在完成上述的環境設定後，即可開始進行操船模擬，而

操船模擬可分為兩種不同的情境，一種為設定所需的環境後，根據需求擺

放對應的船舶及其初始設定，其後可直接進行模擬，另一種則可在對船舶

航行資料紀錄器進行回放的途中進行模擬，在回放到特定時間點時，將模

擬船舶的相關參數，設定為與紀錄器所記錄的參數相同後，可接手進行操

船模擬。操船模擬的控制介面則根據所選取的船舶而有所不同，為使模擬

更加接近真實，可增加拖船作用於模擬船舶上，抑或是利用纜繩將船舶與

地上物做連接。 

圖 5.3 REMBRANDT 3D 模擬效果 

REMBRANDT 也支援可在模擬完成後將模擬過程與結果輸出成特定格

式的報告，若該模擬是在資料回放時進行模擬，則可於報告中比較兩船在

操作上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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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模擬操船航跡報告 

圖 5.5 模擬結果分析報表 

回饋與討論 

1. 為了增加即時操船模擬的真實性，可透過 BMT 公司客服技術支援，

匯入數值模式或實測所得的流場與風場分布作為操船模擬的環境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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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2. 港口模型的部分，除了可透過 REMBRANDT 內建的建模功能也可以

自行於本機中完成港口模型，亦可委託 BMT 進行設計與製作。而由

於 BMT 技術支援端具有開發者權限，故如果再結合用戶端提供之港

區空拍建模等 3D 模型，可以更有效率且完整的完成港區模型。 

3. REMBRANDT 在讀取 VDR 的資料時，該資料並不須先經過 NMEA 

code 的解碼處理，便可直接讀取，相較於前述所提到的 MADAS 系

統，REMBRANDT 在資料讀取上有更大的靈活度，但由於多筆 VDR

資料的匯入可能會同時匯入多筆相同的 AIS 資料，而該資料可能會

產生衝突，故廠商也建議若需匯入 NMEA code 形式的資料時盡量不

要匯入多筆該形式的資料。 

  



18 
 

六、 MAIB 英國海事事故調查局訓練 

概述 

英國海事事故調查局（Marine Accident Investigation Branch, MAIB）為一

隸屬於英國交通部底下的調查機構。該局編制四個固定的事故調查組（未

來可能擴增為六個），輪替執行海難事故調查工作。每組皆有一名主任調查

官（investigator-in-charge, IIC）和三名調查員，分別來自航海、工程、造船或

漁業等不同領域。四個調查組之外，另有獨立的工程技術組，負責支援四

個調查組在工程、技術分析上的需求，包含 VDR 解讀、MADAS 及

REMBRANDT 的使用等。除此之外，編制上還有行政管理團隊為調查員提

供協助，包含處理財務、合約、數據分析和出版物方面的事務。 

交流與訓練 

本次訓練洽請 MAIB 工程技術組主辦，研習重點為 MADAS、

REMBRANDT 等軟體在實際調查案例上的應用探討，在雙方初步互相介紹

各自機構主要業務、組織架構、調查能量及工作成果後，MAIB 工程技術組

就其協助訓練他國海事調查機關航行資料解讀技術人員之經驗，詳細說明

與船舶航行資料下載、解讀分析之課程內容，摘要如下： 

1. 在事故發生後，前往事故現場進行資料的蒐集及案情的確認時，除

了取得重點 VDR 紀錄，亦應留意其他電子設備如 ECDIS、ENC 系

統、GPS 設備、AIS 傳送器、雷達、引擎管理系統（engine management 

system）、防火門系統、通訊設備、CCTV、警報系統…等，皆有可能

存有關鍵資訊，因此資料下載人員應特別關注船舶上所有輸出端，

盡量詳細詢問其作用以便判斷是否可能需要取得該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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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備及能量：調查小組前往現場下載電子航行資訊時，MAIB 建議除

了攜帶筆記型電腦外，電腦作業系統應能模擬 Window10、Window7、

Window XP 等各種版本環境；線材的部分包含不同長度的延長線、

電源線、數據傳輸線等，同時根據事故船舶的 VDR 型號不同，也需

攜帶對應的資料讀取設備（如 USB、CF Card 等）；此外，也建議可

考慮準備可完整複製、防覆寫的映像檔備份設備。 

圖 6.1 可應付 90％以上設備的線材工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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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可防竄改覆寫的映像檔備份萬用工具箱 

3. 在 VDR 原廠播放軟體中，可將原廠資料轉換為 NMEA code 編碼形

式的資料，在透過相關軟體進行解碼，此時若發現相關參數並未被

記錄於可以解碼的 NMEA code 時，可察看船舶上其他儀器設備是否

有軟體運行日誌，同時配合 NMEA code 中無法解碼的部分做比較，

以找出數據實際的紀錄情況。 

4. MADAS 技術在 MAIB 事故調查中屬於必備技術，而 REMBRANDT

主要應用於確認事故當下視角、驗證假設或邊界條件，及幫助溝通。 

5. 調查過程中，工程技術人員應與水路調查員密切溝通，了解該事故

調查重點方向，才能用最小的資源完成最大的效益。例如，雖然

MADAS 與 REMEBRANT 功能強大，但大部分情況僅須透過 VDR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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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回放軟體即可大略了解事故當下的情況，是否要投入時間進行整

合與模擬，須要斟酌。又如，雖然船上需要留意可能可以下載資訊的

電子設備眾多，卻並非每一樣都要用盡力氣取得，還是需要衡量每

一件案件的個別情形。 

6. 溝通的重要性：如同前項所述，水路調查員與工程技術人員密切溝

通可以增進調查效率，除此之外，MAIB 亦建議不論是調查員與被調

查單位、調查員與其他執法單位之間，也需要有良好的溝通。MAIB

已製作多國語言版本之溝通文件，在調查之初即提供給被調查單位，

使被調查單位能理解安全性調查之初衷及可行的配合方式；而 MAIB

也製作 VDR 資料下載解讀相關簡易文件，提供給現場其他執法單位

如警察，以便其他辨識人員能理解 VDR 資料的重要性及處理原則，

以免流失重要證據。 

除正式訓練之外，透過與國外單位之交流與觀摩，亦有可學習參考之處： 

1. MAIB 為專責的海事調查單位，故其在人力要求上，不論為調查組或

是工程組皆須具備相關領域的調查經驗，以航海專業為例，須具備

船長資格，以輪機專業為例，則須輪機長資格。而調查人員招聘之

後，會安排新進人員至克蘭菲爾德大學（Cranfield University）進行初

始訓練其後須再接受包含商船、漁船、休閒船舶三種船舶類型的調

查訓練，才具備調查員資格。 

2. MAIB 工程技術組亦具備技術人員訓練能量，具備完整的 VDR 解讀

與分析工具，如實體 VDR 及其他軟硬體設施，可接受他國事故調查

單位委託辦理紀錄器解讀訓練，例如曾於 2016 年協助歐洲海事安全

局（European Maritime Safety Agency, EMSA）辦理 VDR 及船舶數位證

據的解讀訓練。完整訓練須安排一週的時間，內容包含 VDR 軟硬體

構造、訊號源資料傳輸、NMEA 編碼等專業內容，本次為本會所安



22 
 

排之訓練受天數限制，未來可再與 MAIB 工程技術組聯繫安排更深

入的進階課程。 

圖 6.3 MAIB 工程技術實驗室訓練用 VDR 主機 

圖 6.4 受訓人員與 MAIB 工程技術組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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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受訓心得及建議事項 

船舶航程資料紀錄器的資料下載與解讀分析為本會在水路事故調查中

重要的一環，而在水路事故調查中，若調查組對於工程組的解讀分析能量

能夠有所了解，可以更有效率的還原事故當下的情況，故本次受訓由運輸

工程組與水路調查組共同參與，本次訓練心得： 

 MADAS及REMBRANDT軟體研發之初即由水路事故調查員及各領

域海事專業人員參與，依照實際調查需求進行開發並持續擴充海事

事故調查相關功能，為確實掌握上述軟體應用於水路調查之實務，

「船舶紀錄器解讀技術應用於水路事故調查」訓練派員前往原廠系

統開發商 Avenca 及 BMT 公司分別進行兩項軟體應用之訓練課程，

並向 MAIB 學習上述技術應用於水路事故調查之實戰經驗，因此涵

蓋領域除船舶紀錄資料分析模擬技術外，更結合了水路調查實務專

業。 

 此次透過與 Avenca 所進行的使用者回饋討論，除了了解該軟體在

2023 年度的新功能的實際呈現外，也就實際操作經驗提出相關功能

的開發需求，也透過實際與開發者的交流了解該軟體在未來開發功

能的主軸，同時也根據既有的功能對尚未開發的功能提出暫時性的

替代方案，使我們可以更加靈活的應用該軟體的相關功能，並非受

限於該功能原本的使用目的。 

 在 BMT 的受訓課程，由最初的安裝到最後的案例模擬都有講師依

序操作示範，在最後的實際案例模擬中，也使我們了解在未來若有

相關事故案件需要透過相關模擬去驗證時，可能需要以何種模式下

進行，調查組與工程組之間各自扮演的腳色為何，以及事前需要做

的相關準備等，訓練過程中，受訓人員完成 3 件調查案之操船模擬

案例。 

 獲得 MAIB 知所不言、言無不盡之經驗傳授，分享內容從船舶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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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相關專業技術，到上述兩項軟體應用於調查案之實務經驗，再到

紀錄器分組與其他受調查單位甚至其他調查官之間的溝通心法，大

幅度提昇本會水路事故調查相關知能及視野，並開啟未來更寬廣的

國際參與度；此外，該訓練由本會運輸工程組組員及水路調查員共

同參與，水路調查員可透過了解運具紀錄器解讀及事故模擬軟體系

統相關功能操作，知悉欲完整解讀船舶紀錄所需蒐集之資訊，提出

明確分析及模擬需求，強化運輸工程組與水路事故調查員間之溝通

合作關係，提昇調查團隊默契。 

 整體而言，MADAS 系統仍為水路調查資料之基礎平台，可廣泛整

合多元類型之事故事實資料，同步呈現；REMBRANDT 即時操船模

擬系統則是更進一步補強了分析過程中，現有事實資料所無法呈現

之面向，透過模擬可確認事故當下不同人員的當下視角所見、驗證

假設及邊界條件，並可協助不同單位之間的溝通。本會於今年度完

備此兩項系統平台之建置並完成工作流程整合，建立與國際船舶紀

錄解讀單位之關係，持續精進方向已十分明確，船舶紀錄器解讀分

析品質將更加優化，並期盼未來本會調查工作實績能獲取加入相關

海事調查國際組織之機會，與他國調查單位交流，合作提昇水路運

輸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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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紀錄器解讀技術應用於水路事故調查訓練出國報告 

服 務 機 關：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出國人 職稱：助理研究員                               

姓       名：顏怡庭等 4人                     

出 國 地 區：英國 

出 國 期 間：民國 111年 12月 5日至 12月 11日    

報 告 日 期：民國 112年 3月 1日 

 

建議事項： 

 建議項目 處理 

1 仿效MAIB為國際海事調查員論壇（Marine Accident Investigators' 

International Forum, MAIIF）所建置之船舶紀錄器資料庫，蒐集我

國船舶所安裝之各種 VDR廠牌、型號所需之下載及解讀設備、軟

體、手冊、標準工作流程等相關資料。 

 已採行 

 研議中 

 未採行 

2 成立 VDR解讀工作小組，熟悉各式 VDR原廠軟體，規劃 VDR相

關能量之精進，並與MAIB、Avenca、BMT持續進行技術交流。 

 已採行 

 研議中 

 未採行 

3 升級本會MADAS工作站硬體規格  已採行 

 研議中 

 未採行 

4 更新運輸工程組執行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工作規範水路模組 SOP  已採行 

 研議中 

 未採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