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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消防局李副局長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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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災害資訊發布與來源

 ONE 

災害資訊定義一

災害預報種類二

災害資訊來源三

一、災害資訊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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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災害資訊，即有助於民眾免於受災與二次災害之有用資訊。包含

災害發生前各級政府之災害預報或警報、災時發布之避難勸告，以及

災後復原相關資訊。

災前：颱風動態及強度、颱風路徑及影響。

災時：風力雨量預估、淹水警戒、水庫洩洪、員山子分洪、河川

警戒水位、

封橋封路、土石流警戒及致災地區研判。

災後：水質濁度影響、民眾收容安置、民生物資運補、水電修護

進度、災情損失情形、政府復原計畫、民眾配合措施。



二、災害預報-以土石流為例

5資料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

 土石流警戒發布時機

 當中央氣象局發布某地區之預測雨量大於土石流警戒基準值時，由農委

會水土保持局發布該地區為土石流黃色警戒，地方政府應進行疏散避難

勸告。

 當某地區實際降雨已達土石流警戒基準值時，由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發布
該地區為土石流紅色警戒，地方政府應勸告或強制其撤離，並作適當之
安置。

 地方政府可依各地區當地雨量及實際狀況，自行發布局部地區為土石流

黃色或紅色警戒。

二、災害預報-以淹水/颱風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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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淹水為例

 淹水警戒
 二級警戒：發布淹水警戒之鄉（鎮、市、區）如持續降雨，其轄內易淹水村

里及道路可能在三小時內開始積淹水。
 （一級警戒：發布淹水警戒之鄉（鎮、市、區）如持續降雨，其轄內易淹水

村里及道路可能已經開始積淹水。

以颱風為例

 颱風警報
 海上颱風警報：預測颱風之7級風暴風範圍可能侵襲臺灣本島或澎湖、金門、

馬祖100公里以內海域時之前24小時，應即發布各該海域海上颱風警報。海
上颱風警報發布後應在家做好防颱措施，避免前往危險區域登山、溯溪、觀
潮、戲水或釣魚及海邊活動，以免發生危險。

 陸上颱風警報：預測颱風之7級風暴風範圍可能侵襲臺灣本島或澎湖、金門、
馬祖陸上之前18小時，應即發布各該地區陸上颱風警報。

 解除颱風警報：颱風之7級風暴風範圍離開臺灣本島及澎湖、金門、馬祖陸
上時，應即解除陸上颱風警報；七級風暴風範圍離開臺灣及金門、馬祖近海
時，應即解除海上颱風警報。颱風轉向或消散時，得直接解除颱風警報。



三、災害資訊來源-中央災害資訊來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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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網站名稱 網址及資訊內容簡述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http://www.moeacgs.gov.tw/main.jsp

可查詢臺灣地質知識、地質資料整合查詢、工程地質探
勘資料、環境地質查詢系統、集水區地形及地質調查成
果查詢系統、臺灣活動斷層、天然氣水合物、水文地質
鑽探、公開核電廠之區域地質資訊。

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http://246.swcb.gov.tw/

土石流資訊、防災業務、防災宣導、防災教育訓練中心
災害紀實。

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nfa.gov.tw/main/index.aspx

防災知識、防災宣導、防救災數位學習、歷年災害應變
處置報告、統計資料、消防法規、安全管理手冊、災害
防救團體。

網站資源介紹

三、災害資訊來源-中央災害資訊來源(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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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網站名稱 網址及資訊內容簡述

經濟部水利署
防災資訊網

http://fhy.wra.gov.tw/Pub_Web_2011/page/Water_Status.aspx

淹水警戒、河川水位警戒、水庫洩洪警戒、員山仔分洪、枯旱預警、
觀測資訊、防災資訊、防汛整備，全民防災、水利防災知識館、淹
水救助專區、水利防災經驗學習中心、防災團隊相關網站、防汛作

業平臺、防災部會網站、影音看板。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防
災資訊網（經由內政部消防

署網站連結）

https://www.nfa.gov.tw/pro/index.php?code=list&ids=82

教育宣導（各種災害介紹）、防災資訊、核安專區、相關法規查詢
防災避難地圖。

行政院農委會
水土保持網

https://serv.swcb.gov.tw/

提供全臺土石流潛勢溪流、山坡地環境資訊查詢。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災害潛勢地圖網

https://dmap.ncdr.nat.gov.tw/

提供全臺山崩、土石流、斷層土壤液化、海嘯溢淹、核災潛勢，以
及淹水潛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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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網站名稱 網址及資訊內容簡述

行政法人國家災害
防救科技中心

http://satis.ncdr.nat.gov.tw/Dmap/102Catalog-Download.aspx
圖籍下載（縣市及鄉鎮層級-天然災害潛勢地圖）、警戒值查詢、GIS
查詢、數值檔案下載、其他資訊。

安全臺灣Safe Taiwan 
APP

下載APP用QR code連結

土石流防災APP

QR code（iOS） QR code（Android）

三、災害資訊來源-中央災害資訊來源(3/3)

四、災害資訊來源-新北市災害資訊來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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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名稱 網址及資訊內容簡述

新北市防災資訊網

http://pdmcb.ntpc.gov.tw/

市府資訊公告、組織架構、教育宣導（各種災害介紹）
防災資訊、核安專區、相關法規查詢、防災避難地圖。

新北市防災資訊網災時專區
(僅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設置)

http://pdmcb.ntpc.gov.tw/

即時警戒公告及提供民眾及媒體查閱即時資訊、預警資
訊、市府處置、災情通報、歷史專區等資訊。

各區公所防災專區
（經由新北市防災資訊網網站

連結）

http://pdmcb.ntpc.gov.tw/

提供災害應變中心資訊、災害防救相關計畫及法規、緊
急避難資訊、轄區機關通訊連結、防災宣導、防災社區
推動、相關災害防救網站連結。

網站資源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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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名稱 網址及資訊內容簡述

新北消防APP

下載APP用QR code連結

QR code（iOS） QR code（Android）

四、災害資訊來源-新北市災害資訊來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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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災害潛勢與資訊種類

 TWO 

災害種類與災害特性一

災害潛勢介紹二

潛勢圖資種類三

防災地圖介紹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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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種類與災害特性

災害種類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２條

 天然災害：風災、水災、震災（含土壤液化）、旱災、寒害、土石流災害、

火山災害等天然災害。

 人為災害：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礦災、空難、

海難、陸上交通事故、森林火災、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生物病原災害、動植

物疫災、輻射災害、工業管線災害、懸浮微粒物質災害等災害。

災害特性

 發生與影響之不確定性

 具時間性與空間性

 具複雜性及複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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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潛勢介紹（1/3）

災害潛勢定義

描述特定區域過去曾有災害經驗，並透過歷史災害記錄調查及科學分析得

知，該區域有較高的災害發生機率。

指依氣象、水文、地質、地形、災害紀錄及其他相關基本資料，分析模擬

區域內各處災害潛勢，劃分成不同等級之預警資料。

災害潛勢資料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潛勢資料庫

（1）淹水警戒值、（2）水位警戒值、（3）歷史坡地災害點位、

（4）土石流潛勢溪流、（5）土石流潛勢溪影響範圍、（6）土石流警戒值、

（7）重點監控路段及橋梁、（8）歷史淹水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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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單位 圖資

經濟部水利署 淹水潛勢圖

農委會水保局 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布圖

經濟部地調所 活動斷層分布圖、山崩潛勢圖、都會區周緣坡地山崩潛勢

各中央有關機關 其他相關資料

災害潛勢資料之權責單位

災害防救法第22條規定，為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各級政府平時應依權

責實施災害潛勢、危險度、境況模擬與風險評估之調查分析，及適時公布其結

果。上述條文內隱含規範各級政府必須製作、公開、管理相關資訊之責任。

二、災害潛勢介紹（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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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電子圖資災害潛勢之前提

 運用災害潛勢圖，其前提係必須符合潛勢製作過程的假設或依據。

 因此災害潛勢圖中劃定或標示為災害潛勢之地區，並非一定每次都會發生災害。

 未有潛勢標示地區，可能是因為沒有保全對象、沒有模擬分析或過去未曾有災

害發生紀錄，所以未有災害潛勢標示，但是該區域仍可能在極端危害事件或是

環境改變狀況下發生災害。

二、災害潛勢介紹（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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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潛勢圖資種類（1/8）

長延時淹水潛勢圖
1.經濟部水利署「水災危險潛勢地

區保全計畫」中水災危險潛勢地
區之劃定，係依據24小時累積雨
量450毫米淹水潛勢圖。

2.該里淹水面積達40%以上，則繪
製淹水疏散避難圖。

短延時淹水潛勢圖
一般鋒面雨的持續時間約3-12時，
故預先計算的淹水情境包括：
• 3小時(均佈，即每小時相同持續3

小時):50 mm, 70mm, 90mm, 
110mm

• 6小時(中央集中，配雨型，最大
值如右):70mm, 90mm, 110mm

• 12小時(中央集中，配雨型，最大
值如右):70mm, 90mm, 110mm

長延時長延時

短延時短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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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
1. 新北市計有234條土石流潛勢溪流，

計有24區111里，以新店區27條為
全市之冠。

2. 新北市高潛勢溪流有47條、中潛勢
溪流有54條，低潛勢溪流有113條，
並有20條屬持續觀察。

行政區域 潛勢溪流數 行政區域 潛勢溪流數

八里區 10 泰山區 13
三芝區 4 烏來區 6
三峽區 25 貢寮區 7
土城區 4 淡水區 4
中和區 1 深坑區 6
五股區 9 新店區 27
平溪區 7 新莊區 9
石門區 2 瑞芳區 25
石碇區 9 萬里區 12
汐止區 9 樹林區 5
坪林區 10 雙溪區 21
金山區 8 鶯歌區 1

三、潛勢圖資種類（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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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
1. 引用水保局調查之「土石流潛

勢溪流」之成果。

應變期間，應搭配水保局發布之紅、
黃警戒。

山崩與順向坡

根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環
境地質基本圖」之成果，內容包含：
落石、岩體滑動、岩屑崩滑、順向
坡。

三、潛勢圖資種類（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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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
1. 運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發

之「臺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
（TELES）」模擬評估地震所造成
損傷情形，並針對最大地表加速
度、日間傷亡、夜間傷亡及假日
或通勤時段傷亡、建物損害程度，
及土壤液化沉陷量進行分析。

2. 假定大臺北地區發生大規模地震
時，可能發生的狀況及災損。

三、潛勢圖資種類（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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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
1. 參考2011年吳祚任「行政院災

防應用科技方案－臺灣潛在高
於預期之海嘯模擬與研究」。

2. 利用臺大二維淹水模式，模擬
新北市北部沿海各區之淹水深
度與範圍，採用波高3.5公尺輸
入淹水模式，並將國家災害防
救科技中心(NCDR)提供之海嘯
溢淹潛勢，以聯集方式產出最
大影響範圍進行分析。

三、潛勢圖資種類（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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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災潛勢圖

1. 根據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
畫作業辦法第三條明定其應變計畫應
包含之事項，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已修
訂完成各區緊急應變計畫。

2. 依據該計畫模擬結果重新繪製圖資。

1. 毒化災災害潛勢分析分布圖、規劃避
難疏散路線與災害防救作業等資訊，
請參照新北市環保局「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暨災害防救計畫-緊急應變計畫
書」。

2. 其他相關資訊可參考行政院毒災防救
管理資訊系統：
http://toxicdms.epa.gov.tw/index.as
px?type=p

三、潛勢圖資種類（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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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事故
1. 2011年10月27日核定公告

「核能一、二廠緊急應變計
畫區」從現有5公里擴大為8
公里。

2. 然而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之
擴大，對於緊急應變計畫區
外，距電廠半徑8至16公里
範圍，則視需要結合地方災
害防救體系，規劃民眾防護
措施。

三、潛勢圖資種類（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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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
1. 假想火山噴發時，無風向影

響情況下，火山灰噴發狀況
設定警戒區域，以火山半徑
10公里(火山灰堆積50cm)與
15公里(火山灰堆積30cm)範
圍。

2. 根據火山泥流的方向，影響
行經金山區與臺北市之間主
要道路-陽金公路(台2甲線)，
及往淡水、三芝方向道路-巴
拉卡公路(101甲縣道)，另金
山區市區鄰近磺嘴山火山影
響範圍內。

三、潛勢圖資種類（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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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地圖是指針對防災工作，所特別繪製的地圖。適用於災害防救各階段，包
括減災、整備、應變，以及復原重建。

防災地圖定義

四、防災地圖介紹（1/6）

 有效顯示出鄉（鎮、市、區）與村（里，含部落）之現有防救災相關資源，可能致
災地區及防災疏散避難處所。

 災害發生時，居民得藉以獲得疏散避難方向之引導，安全抵達避難處所或安全地點。
 促使居民更進一步認識自我生活環境及災害風險，並提升災害意識。

防災地圖主要目的

 一般民眾
民眾於平時應了解疏散路線及避難收容據點之資訊，便於災害預警發布或發生
時，得儘快至安全場所避難，其主要為村里或社區層級之疏散避難圖。

 防救災業務人員
因應減災、整備與應變各階段以及不同防救災工作，需掌握不同圖層資訊。減
災、整備階段應確實掌握各類災害潛勢的區域，並劃定災害可能影響的範圍，
評估災害造成的損失程度，進行研擬短、中、長程的減災策略及具體的改善措
施。

使用對象與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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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災地圖介紹（2/6）

 此類地圖不需包含過於複雜的資訊，重點於正確地呈現避難處所位置分布及安全
逃生路線，並可呈現災害通報單位、緊急連絡人及防災資訊網站等資料，民眾可
上網得知防災知識或災害預警等相關資訊，或是第一時間發現災情得以通報相關
單位。

防災避難地圖

防災資訊

地圖內容

圖例

正面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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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災地圖介紹（3/6）

 民眾於平時應了解避難收容場所、防救災單位分布據點等資訊，便於災害預警發
布或發生時，得儘快至安全場所避難。

 主要為村里或社區層級之疏散避難圖。

防災避難地圖

反面反面

1991報平安

緊急避難包

地震防災對策

土石流預防

防颱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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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避難地圖

四、防災地圖介紹（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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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電廠疏散避難地圖

四、防災地圖介紹（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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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防災指引

 針對本市海嘯潛勢影響區域，有三芝、石門、金山、萬里、瑞芳、貢寮等6 個行
政區之家戶民眾、遊客中心及旅宿業進行發放。

四、防災地圖介紹（6/6）



31

叁、災害資訊通報與運用

 THREE 

災害資訊的通報一

災害資訊運用二

32

一、災害資訊的通報-災情查通報（1/5）

為什麼要有災情查報

 於預見災害發生前，預先通報，進行人力、機具預置，以預防災害發生，或降低
損害。

 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能迅速掌握及傳遞災情，俾利採取必要之措施，因公
部門人力有限而民力無窮，爰將相關民力團體人員納入災情查通報人員，以提升
災情查通報之效率。

 儘速發現災情，並通報派遣單位，指派適當人力、機具前往搶救，預防災害擴大。

查報
人員

119

區公所

110

救災
人員

派遣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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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資訊通報-災情查通報（2/5）

警戒訊息蒐集

 民眾傳遞
災害發生時，民眾主動通報119、110、1999或告知區公所應變中心，區公所
接獲通報（或派遣）後，派員確認災情，了解災害狀況後，通報至市府、農委
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及其他單位應變中心。

 里長通報
里長將民眾告知之災情通報至地區災害應變中心、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
及其他相關單位應變中心。

 媒體報導
媒體得知災害發生，主動告知相關單位，做為災情統計之用。

 災情查報人員現場回報（以土石流為例）
災情查報人員於災前回報土石流潛勢溪流附近實際雨量與風雨狀況或至現場勘
查，並將勘查結果回報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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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資訊通報-災情查通報（3/5）

災情查通報方式

 土石流通報方式：
 農委會發布土石流警戒相關訊息，公布於土石流防災資訊網（http：

//246.swcb.gov.tw），並以電話或傳真方式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
 上土石流防災資訊網（http：//246.swcb.gov.tw）查詢土石流警戒相關訊息。
 新北市政府應將相關資訊通知所屬區公所。
 市府及區公所透過電視、廣播媒體、網路、里鄰長、警察、消防人力，及巡

邏車、廣播車傳遞土石流警戒通報等災害預報訊息，於災害發生前將災害資
訊傳達至各單位與民眾、村里鄰社區住戶。

 LINE搜尋「土石流防災資訊網」加好友，也可以獲得土石流相關情報及回報
災情喔！

 水災通報方式：
 網路通報：可至「民眾及防汛志工水情通報平台」（http：

//579.wra.gov.tw/dn）即時通報災情。
 電話通報：可撥打各地河川局防汛專線，通報災情現況。

（以土石流災害、水災災害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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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資訊通報-災情查通報（4/5）

啟動災情查通報措施

通報範例-以通報淹水事件為例

★ 狀況一：道路淹水

里長：我是OO區OO里王里長，在中正路100號前道路淹水面積長約20公尺、
寬5公尺，淹水深度約50公分，有一臺轎車困在水中，無法通行，車內有2人待
救，目前雨勢漸歇，水位逐漸下降，仍請儘快派員協助搶救。

★ 狀況二：屋內淹水

里長：我是OO區OO里陳里長，在中山路50號1樓民宅淹水約1公尺高，屋內
有3人(2大1小)受困，目前站在屋內較高處，因雨勢不斷，水位持續高漲，尚無
救援人員前來，請儘快派員協助搶救。

 當里長或民眾發現災情時，需啟動災情查報通報措施。

 利用電話、簡訊或其他方式上報最新災情狀況至區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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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資訊通報-災情查通報（5/5）

如何通報

一、何時（When）
二、身處何地（Where）

三、發生什麼事（What）
四、什麼人（Who）
五、怎麼發生的（Why）
六、如何處置（How）
七、支援需求（Support）
八、具體建議（Suggestion）

執行災情查通報，地址為相當重要之
資訊，能讓人員快速到達目的地執行
任務。若身處無地址處，則可參考附
近明顯地標，例如:山名、道路公里
數、某(學校、公共設施、著名景點)
處附近、某橋下游幾公尺處、交叉路
口、座標、電力座標等，以能清楚溝
通為原則。

簡短且明確的說明現場狀況，以利接獲任務後，派遣正確工具或車輛前往
救援。如：
發生火災：一個油槽上方冒出大量黑煙及火焰！
發生車禍：有2位乘客卡在後座動彈不得！
土石坍方：坍方面積約20x15x3m，車輛無法通行！
道路積水：積水面積為20x10m、深約2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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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資訊通報-複式佈建

內政部消防署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內政部警政署
勤務指揮中心

新北市政府消防局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新北市
災害應變中心
(常時三級開設)

新北市政府警察局
勤務指揮中心

救災救護大隊 區公所

消防分隊

警消、義消、婦
宣、志工、救難志
工團隊及防災專員

分駐(派出)所

警察分局
勤務指揮中心

勤區員警、義警及
民防人員

119
新北消防行動APP

110

里、鄰長及
里幹事

災情查通報作業體系
平時災害發生時

災                                                                    害

內政部消防署

緊急應變小組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新北市政府消防局

緊急應變小組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新北市政府消防局

緊急應變小組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新北市
災害應變中心

(二級或一級開設)

新北市政府消防局

緊急應變小組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救災救護大隊
區級

災害應變中心

消防分隊

警消、義消、婦
宣、志工、救難志
工團隊及防災專員

分駐(派出)所

警察分局
勤務指揮中心

勤區員警、義警及
民防人員

119
新北消防行動APP

110

里、鄰長及
里幹事

災情查通報作業體系
災害應變中心成立時

災                                                                    害

內政部消防署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內政部

緊急應變小組

(消防署代表)

內政部

緊急應變小組

(警政署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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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資訊運用-預警監測QPESUMS運用(1/4)

 中央氣象局為加強對於颱風、梅雨、雷暴等災害性天氣的監測能力，自2002年起
發展本系統。

 整合氣象雷達、雨量站、地面觀測等多元資料，結合地理資訊系統(GIS)，以網頁
形式顯示降雨相關資訊，提供即時性劇烈天氣監測資訊。

 網頁：http://qpesums.cwb.gov.tw/taiwan-html/

QPESUMS客製化網頁

QPESUMS：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Estimation 
and 
Segregation 
Using 
Multiple 
Sensors

使用前須安裝WxScope plug-in(嵌入)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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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資訊運用-預警監測QPESUMS運用(2/4)

 QPESUMS功能包含雨量查詢，可篩選不同行政區域，依據不同時間長度內
之降雨進行排序。

40

二、災害資訊運用-預警監測QPESUMS運用(3/4)

10級風暴風半徑

7級風暴風半徑

 颱風期間整合雷達回波與衛星影像等輔助資訊，並疊加颱風路徑分析颱風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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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資訊運用-預警監測QPESUMS運用(4/4)

QPESUMS 的APP

 個人化降雨資訊顯示及警示功能
 使用者自訂地理位置、範圍、雨量/雷達回 波警戒值
 以音效提醒，主動傳達警示訊息

地方版針對新北市能
面臨之災害情資呈現：
本日情勢(即時)
現地訊息回報
颱風豪雨
暴潮警戒
海嘯
地震
坡地災害
火山
核子事故

即時颱風情資

地 方 版 可 依 市
府 、 公 所 提 出
之 需 求 調 整 呈
現之情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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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資訊運用-預警監測災害情資網運用(1/2)

新北市災害情資網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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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資訊運用-預警監測災害情資網運用(2/2)

新北市災害情資網之介紹

歷史淹水災點 歷史崩塌災點 0602豪雨災點

弱勢安置機構 避難收容處所 抽水站、預佈抽水機

水庫水情 員山子分洪 消防單位

主頁籤-颱風豪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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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資訊運用-指揮決策

潛勢資料
歷史災點
各式圖資

災情
QPESUMS

防救災資源資
料庫
EMIS
…… 指揮決策

新北市
防災資訊網

災時專區
區公所防災專區

新北消防APP
電視/廣播/媒體
社群媒體/LINE

里長廣播
……

民
眾

發
佈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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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資訊運用-疏散撤離

潛勢資料
QPESUMS

災情
警戒值

其他考量因素

指揮決策
下達疏散撤離命令

新北市
防災資訊網

災時專區
區公所防災專區

新北消防APP
電視/廣播/媒體
社群媒體/LINE

里長廣播
……

區
公
所

發
佈
資
訊

傳真

電話

簡訊

LINE

……

民
眾

執行疏散撤離及
收容安置

46

二、災害資訊運用-教育宣導(1/4)

風險轉移風險轉移

風險控制風險控制

風險規避風險規避
降低災害風險之方法

 災害風險規避作為

 災害風險控制作為

 災害風險轉移作為

資料來源：新北市石門區公所災害防救業務訪評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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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資訊運用-教育宣導(2/4)

資料來源：新北市石門區公所災害防救業務訪評簡報

災害風險規避作為

潛勢區警告
(建置各項潛勢區圖資)

危橋、崩落路段預防性封閉

預防性撤離

危險區域管制勸離

颱風期間海域、山區步道封閉勸離

二、災害資訊運用-教育宣導(3/4)

資料來源：新北市石門區公所災害防救業務訪評簡報

災害風險控制作為 強化應變中心(設備能力)

強化夜間應變能力

強化通訊能力

強化情蒐能力

強化機動能力



二、災害資訊運用-教育宣導(3/4)

資料來源：新北市石門區公所災害防救業務訪評簡報

災害風險轉移作為 保險與互助

保險

人員意外

橋樑事故

登山步道內事故

公園內事故

公共意外責任險

財物損失 建物火險

互助協定

公部門

跨區支援(三芝區、金山區)

公路聯防(公路總局)

私部門 馬偕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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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資訊運用-教育宣導(4/4)

透過災害潛勢圖資及防災地圖與民眾溝通居住地區的災害風險。

了解災害風險後，可擬定防救災對策，進而擬定居家防災計畫及

社區防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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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災害謠言

 FOUR 

何謂災害謠言一

謠言成因二

謠言類型三

狀況想定四

謠言的影響五

如何破除災害謠言六

52

一、何謂災害謠言

社會心理學將謠言定義為，「一些未經正式確被廣為傳遞的訊息，內容具有
不確定性，同時暗示環境中可能存在的威脅，足以提高人們對環境的警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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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謠言成因

 自然產生

為緊急情況或特定情況下，人與人之

間產生、自發性的溝通現象，然而溝

通的訊息並沒有根據，亦或是創傷後

產生的幻覺。

 蓄意產生

散布者透過傳遞訊息表達自身的想法

與情緒，此類型訊息通常是在惡意、

好奇心、恐怖、不安、敵意等複雜情

緒下的產物，透過謠言的散布，使散

布者獲得控制感、自我定位，以及相

對的安全感。

美國只要有颶風侵襲，twitter等社

群媒體就一定會出現鯊魚圖，可是
其實都是P圖P上去的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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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謠言類型（1/2）

 災害之前兆、預言

此種類型包含，地震雲、動植物異常反應、考古預言，以及個人感應等等，大

多為不可預期之災害發生前產生。

 災害原因

過往此類型謠言總會將災害發生與「報應」、「區域傳說」，以及「迷信」相

互連接；近年來則多為毫無根據災害原因為主，如堤壩潰決、隕石落下等。

 災後混亂

關東大地震之際，坊間流傳「朝鮮人與社會主義者之暴動、放火、掠奪」等謠

言，造成當時社會動盪不安，成為歷史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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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災情

當媒體誤報時，災區以外的民眾則會誤信報導內容，進而產生謠言。如1985

年墨西哥地震之際，當時因外電誤發「墨西哥城毀滅」，導致錯誤訊息傳遍全

世界。

 災害再度發生

地震時必然會產生的為「再度發生」及海嘯時的「二次災害」相關流言

三、謠言類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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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想定狀況（新北市2018年核安兵推議題）（1/3）

狀況

 9月22日15時50分，各新聞媒體均批評政府，對於核二廠的危機處理能力令人

質疑。

 9月22日16時10分，謠言四起，核二廠輻射已外釋、公民團體已測得水源(中

幅淨水廠、台北翡翠水庫)、蔬果與生鮮食品皆遭輻射污染無法食用、核二廠週

邊地區萬里與金山民眾已有1,000餘人遭輻射污染、各大醫院擠滿自認遭受輻

射污染之病患，本府如何因應？

 9月22日16時40分，民眾極度恐慌，新北市、基隆市、台北市各地超商、賣場

湧進大量人潮搶購米、麵、乾糧、餅乾、礦泉水等物資，本府如何處置?

 向中央請求協助事項?( 請前進協調所蒐整當前狀況提供給新北市並請之發布新

聞穩定民心與社會治安，協助執行核二廠事故有相關民眾安全防護及疏散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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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方式

 經查急救責任醫院急診即時訊息，臺北區各急診均呈現看診壅塞情形，請求

衛生福利部立刻發佈新聞稿提供正確資訊，避免排擠急重症患者就醫權益。

衛生組

水利組

 有關該公民團體表示中幅淨水場已遭輻射污染案，經水公司及原能會對該淨

水廠之水質及輻射檢測之結果，表示該淨水廠水質並未遭受污染。

 本局將發布新聞稿及跑馬燈澄清此謠言，告知民眾目前該淨水廠之水質並無

遭受污染，請民眾安心使用。

 如民眾仍擔憂用水安全，本局仍協調水公司設置臨時供水站，提供民眾取用。

四、想定狀況（新北市2018年核安兵推議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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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方式

新聞組

 災後部分媒體報導水源、蔬果與生鮮食品遭輻射汙染等不實謠言，本局

會立即整合各機關正確訊息，擬妥新聞稿，召開記者會向社會大眾澄清。

另外，本局亦會說明市府救災進度、災民安置收容狀況等，強調政府供

應災區民生用品絕對充裕，請民眾不必恐慌。

 透過各電視台及市轄有線電視業者，立即發佈「跑馬燈」快訊，讓民眾

知悉正確訊息。

 在市府網站及消防局防災資訊網刊登訊息，並同步發送至各大網路媒體。

 透過本局建立之臉書專頁「我的新北市」及新北市政府line官方帳號發

布訊息。

四、想定狀況（新北市2018年核安兵推議題）（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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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謠言的影響

當民眾因大規模災害而嚴重受創、精神動搖時，往往易失去正常的判斷力，

導致社會「謠言」、「蜚語」四起。在過去的災害中，災區因流言而陷入一

片混亂之現象是極為常見的。

 影響對象及受害者

謠言內容包含社會批判、錯誤的應對行為，可能造成個人、家戶災害調整

行為改變，群眾對於某項特殊的人事物產生偏差思想、行為，更可能造成

經濟上直接或間接受到損失等情形。除了媒體誤報所導致者外，亦有自然

產生的謠言所導致之受害情形，受害者大多為觀光業者或農業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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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何破除災害謠言

 當前法律規定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規定

 可執行的對策

公家機關應提供具體且明確的資訊
災後行政機關應針對災害發生原因、規模、受災狀況、二次災害可能性、
行政機關應變狀況及災區民眾活動方針等，儘早提供具體且明確的資訊。

提供「安心資訊」
除了提供民眾當前災情、損失情形等負面資訊外，亦應提供具有足以安定
人心的正確「安心資訊」

確保可信賴資訊傳遞
平時應宣導民眾正確的防災與災害相關知識，以避免民眾聽信不實謠言；
同時，亦應確保在災害發生的情況下，民眾對於可信賴資訊的取得管道。



61

伍、推動全民防災

 FIVE 

防災社區一

校園防災二

企業防災三

防災士培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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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災社區（1/8）

何謂防災社區

 當災情太過嚴重，或由於聯外道路、通訊的中斷等，行政單位或外來的力量往
往很難在短時間內提供社區所需要的救助。

 如果受災地區的民眾能相互救助、彼此幫忙，則會發揮令人意想不到的力量，
讓損失降低許多。

 社區如果在平時沒有先作好準備，在災害發生時，自救與互救的能力就可能會
大打折扣，災後復原速度也會比較緩慢。

 除了在災害發生後的緊急應變救災工作，社區還可以在災害發生前就積極作好
各項防範、準備的工作，不但可以大大降低災害發生的機會，還可以減輕災害
的衝擊。

 防災社區為「具有防救災功能，並朝向永續發展」的社區。

 結合耐災社區、抗災社區與永續社區的理念所發展出來。

社區是災害防救體系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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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社區特性

 防災社區係依災害防救4個階段發展，推動減災、預防措施降低災害發生，當
災時居民能承受災害衝擊，並於災後迅速重建與持續發展，成為兼具「抗災」、
「耐災」與「永續發展」特性之社區，並透過居民自主意識凝聚，達成推動共
識，建立良好夥伴關係，以加速、落實推動。

村里 / 社區

鄉鎮區公所

縣市政府

中央
政府

社區是災害防救體系中最基礎，
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環。

一、防災社區（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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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提報參與

 協調水利局、工務局、農業局、警察局、教育局等相關局處編列經費並爭取中
央補助，推動本市防災社區工作。

 加強宣達並強調推動防災社區重要性，由29區公所彙整轄內高災害潛勢地點，
並積極邀請里長參加防災社區遴選。

辦理聯合遴選機制

聯合
遴選流程

 由水利局、工務局、農業局、教育局、警察局、社會局、原民局及消防局共同
遴選防災示範社區，並與協力團隊輔導社區(里)公所協助推動防災社區各項工作，
促使防災工作在地化。

一、防災社區（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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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整合平台

 為避免各局推動社區防災工作資源重複投入，105-106年起由新北市災害防救
辦公室邀集水利局、工務局、農業局、教育局及警察局，召開防災社區整合研
商會議。

一、防災社區（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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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自主型社區

 邀集局處、協力團隊及專家學者組成防災社區輔導團，協助本市29區全面推動，
逐步落實防災深耕之目標。

 由輔導團輔導區公所自主進行防災社區之推動。

一、防災社區（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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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步驟

韌 性 社 區 認 證

 防災社區推動步驟內容包括：講習課程、現地調查、小組討論、成果發表、操作
訓練及災害境況演習等。

一、防災社區（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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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成果

 防災社區推動結束後，辦理防災演練與經驗交流座談會，以實際驗證成效。

一、防災社區（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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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社區認證

 規劃並推動本市防災社區認證。

 取得防災社區認證之里（或社區），每年皆透過參加防救災教育訓練，使社

區防救災能量得以存續。
本市防災社區標章型式

一、防災社區（8/8）

教師專業增能

在校級師培增能研習、輔導團參訪、核
子事故相關研習。

1
計畫

本市公私立高中職及國中小及幼兒園防
災業務承辦處室人員、輔導團員。

2 實施
對象

災害管理、校園災害應變及演練規劃、
颱洪災害及防救等。

3 研習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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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園防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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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演練相關活動

在地化災害潛勢示範演練、各校3月及
9月防災演練。

1
計畫

本市公私立高中職及國中小及幼兒園防
災業務承辦處室人員、學生。

2 實施
對象

校園災害應變及演練規劃、校園複合型
防災示範觀摩等。

3 研習
內容

二、校園防災（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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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作為

配合本市申請教育部防災校園建
置之校數進行輔導訪視。

1 防災輔導團入
校輔導訪視

配合消防局辦理。

配合消防局辦理。

2 防災園遊會

3 防災教育暑假
作業

二、校園防災（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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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防災（1/6）

推動重點

企業防災

企業與地方
防災合作

與鄰近之地方社區鄰里建
立防災合作關係，整合共
享彼此之防災資源，災害
時，在公部門救援單位到
達前，彼此自救互助。

強化企業
自身防災

強化企業平時防災準備
與災時應變能力，災害
時，可藉由事先的防災
規劃，減輕災害的影響，
更快速完成災後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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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防災擇定流程

三、企業防災（2/6）

企業
形象正面

企業
一定規模

企業
有意願

區公所消防局
外勤大隊

相關局處

推薦企業
推薦企業或與企業簽

署合作備忘錄

市府108年企業防災合作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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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企業自身防災

 災前：針對企業自身進行風險評估與準備，建立管理，進行相關演練，降低

災損，提升災後恢復能力；補充社區資源(急救箱、手電筒、鏟子…)

 災中：依防災編組依事先規劃，評估現況，在對的時間，採取對的行動；

協助鄰近社區進行防災工作(如車輛支援運送物資、大型機具救援…)。

 災後：依計畫復原企業生產能量；協助社區復原。

 因都市化發展及氣候變遷影響，災害所造成的傷害及損失已超越原先政府所規

劃設定之情形；結合公部門、學校、社區及企業以建構自助、互助及公助能力

之防災社會。

何謂企業防災

三、企業防災（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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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企業防災（續）

 企業與社區、學校、政府進行防災合作

災時，若當地企業積極投入救災支援，將使災區民眾得到更妥善之照顧，並加速

當地復原。

• 持續推動自主社區
• 災情資訊回饋
• 健全社區防災制度

企
業

社
區
政
府

學
校

• 持續推動防災社區
• 減少災時人員傷亡
• 防災經驗與資源共享

• 參與社會公益提升形象
• 增進企業與在地互信
• 促進防災產業發展

• 提升社會貢獻
• 建立教育典範
• 促進環境與社會進步

三、企業防災（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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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防災效益

 企業執行企業防災之效益

企業推動企業防災，落實各項防災準備與規劃。當災害發生後，有災害因應對策

之企業，可減輕災損，並於更短的時間內完成災後復原。

災害階段\企業 事先研擬災害對策 未研擬災害對策

災害發生 災損相對輕微。 災損相對嚴重。

災後
初步復原 可於相對較短時間完成復原 需要相對較長時間進行復原

災後
長期復原

相對較高機率可恢復災前企
業規模，甚至吸收同業訂單
提升企業規模。

要復原至災前企業規模，相
對困難，甚至因災害，造成
企業規模縮減或倒閉。

三、企業防災（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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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企業防災之效益與協助

 企業執行企業防災之效益-企業

與地方防災合作

 依據企業之意願與能量，提

供人力、資源、設備、收容

空間或認養防災設備等，充

實社區防救災能量。

 企業與地方合作成果，由公

部門發布相關新聞稿，增加

企業新聞曝光度，提升企業

正面形象。

三、企業防災（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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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災士培訓（1/6）

防災士制度起源

 日本1995年阪神大地震開始發展防災士制度，2002年成立防災士機構，經該機

構訓練且測驗合格始稱防災士，以「自助、共助、公助」為原則，從事提升防災

力工作。

日本防災士研修情形

日本防災士活動情形

資料來源：網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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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防災士任務與定義

 防災士定義：指具備初級中等以

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資格，

且經參與要點所定之培訓課程合

格，取得資格，自主性協助各級

政府或防救災相關團體依相關法

令，辦理相關防救災宣導與救助

工作，或自主推動防救災工作者。

 防災士從事前項工作時，應配戴

識別證。

四、防災士培訓（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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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防災士之任務

 防災核心參與者：防災士對防救災工作具有熱忱，自動自發推動防救災工作，可
謂防災活動之核心參與者。

 平時：受過防災士培訓後，具備防災基本知識技能，可自主協助家庭、社區及工
作場所推動防災活動。

 災時：在政府救援到達前，進行初期滅火救助、避難疏散、災情查通報等災害應
變措施。

 災後：參與避難收容及災民照顧，並協助地方政府組織復原重建。

 臺灣防災士係參考日本防災士制度研擬，社區之防災士主要任務包含：
 社區防災工作推動核心
 協助區公所推廣防災工作
 擔任民間與政府聯絡窗口
 災害發生時，組織民眾應變
 協助彙整居民意見與政府溝通協調

社區防災士之任務

四、防災士培訓（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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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訓

 基本師資遴選方式，應至少符合下列一項：

 在應用科學、技術或專業領域上有特殊成
就之國內外專家、學者。

 從事防災相關實務工作，或曾擔任防災相
關業務訓練之講座，或經驗豐富之機關(構)
人員。

 申請擔任基礎急救訓練及急救措施實作相
關課程之師資人員，以實際從事緊急醫療
救護工作三年以上之醫師、護理人員或救
護技術員管理辦法所定之高級、中級救護
技術員為限。

 由個人、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他經由內政
部核可之機關(構)、團體檢具師資名單、同意
書及學、經歷資料，報請內政部同意後聘任。

 種子師資：至少應具備專科
學校以上畢業或同等學力資
格，並於防災單位擔任主管
職務達一年以上或參與防災
工作經驗達三年以上。

 由個人、直轄市、縣(市)政
府或其他經本部核可之機關
(構)、團體推薦，經內政部
辦理師資培訓課程訓練合格
者始得充任。

• 分為基本師資及種子師資

四、防災士培訓（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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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士培訓課程

項次 課程內容 節數

1 防災士職責與任務、我國災防體系與運作 1

2 我國近年災害經驗及災害特性 1

3 資訊掌握、運用與社區防災計畫 1

4 基礎急救訓練 1

5 急救措施實作(含急救術科測驗) 3

6 個人與居家防護措施 1

7 個人與居家防護措施(情境練習) 1

8 社區防災工作推動與運作 1

9 社區避難收容場所開設與運作 1

10 防災計畫實作與驗證 3

11 學科測驗 1

備註：每節50分鐘 課程教材、學科測驗題庫、
測驗方式、補訓期間、及
格標準，由內政部統一。

四、防災士培訓（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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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抵免

防災士證書範例

防災士識別證範例

課程抵免制度 防災士證書

報請內政部抵免課程，除
抵免課程部分免參訓，其
餘培訓課程應全程參與。

檢附相關資料，如訓練證
書、證照、佐證資料等，
向內政部申請課程抵免。

四、防災士培訓（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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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社區防災計畫

 SIX 

計畫介紹一

社區防災計畫內容二

擬訂與運用步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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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介紹

為什麼有社區防災計畫

 社區推動的目標，在於社區民眾能夠自主性地完成完成多數防災工作。因

此，除了政府單位與輔導團隊之用心協助外，亦需要有一套完整的社區防

災計畫，讓社區依計畫進行防減災工作，進一步達到自主之目的。

 社區的防災計畫，應每年持續進行滾動式的修正或補充，俾利於防減災工

作之進行。

資料來源：《韌性社區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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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防災計畫內容（1/4）

架構概述

 第一章 計畫概述及目的

 社區防災計畫概述。

 社區防災計畫目的。

 第二章 環境背景及災害潛勢分析

社區範圍、地理及社會環境概況、歷史災害調查、災害潛勢及風險評估分析。

 第三章 建立夥伴關係、分工及職責

 參與民眾、社區組織清冊。

 與其他單位合作規劃：如學校或企業。

 社區防救災組織權責分工與運作機制。

 以上資料需滾動式更新。

資料來源：《韌性社區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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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資源整備與管理

資源整備盤點結果，包含重要公共設施、現有儲備物資、防救災器材、避

難收容場所、外部支援單位、社區防救災人才等。

 第五章 弱勢人口及弱勢避難機構調查

 弱勢人口包含身心障礙、獨居長者、保全戶及其他弱勢民眾等。

 弱勢避難機構，包含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護理之家、

機構住宿式長期照顧福利機構及榮譽國民之家等。

 以上資料需滾動式更新。

架構概述

資料來源：《韌性社區操作手冊》

二、社區防災計畫內容（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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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災害防救工作

 減災與整備工作：包含社區內減災與整備工作事項及相關單位協助機

制。

 應變工作：包含社區內應變工作事項及相關單位協助機制。

 復原重建工作：以災害類別擬訂各項復原工作順序、執行方式與分工，

以及有需政府或外部單位支援事項。

 第七章 因應策略及措施擬定

說明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重建工作中所發現的問題及困難，並說明未

來因應策略、分工方式及執行程序。

架構概述

資料來源：《韌性社區操作手冊》

二、社區防災計畫內容（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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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維持運作機制

 規劃工作項目、擬定工作期程、分工合作機制、針對災害防救工作持

續地檢討與改進。

 參與防災社區複訓、防災士培訓、防災社區認證及強化社區防救災器

材。

 協助建立社區聯防機制。

 經費來源及使用狀況。

架構概述

資料來源：《韌性社區操作手冊》

二、社區防災計畫內容（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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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擬訂與運用步驟

社區運用

實作
驗證

計畫
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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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新北市政府
報告人：消防局李副局長清安

防災士職責與任務
我國災防體系與運作

2

壹、防災士職責與任務

貳、我國災害防救組織體系

叁、我國災害防救運作模式

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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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壹、防災士職責與任務

防災士之定義與任務

防災士之目的

防災士之需求

防災士培訓課程

課程抵免制度及防災士證書

防災士之好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防災士之定義與任務

4

指具備初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資格，且經參與要點所定之培訓課程合格，取得資

格，自主性協助各級政府或防救災相關團體依相關法令，辦理相關防救災宣導與救助工作，或自主

推動防救災工作者。

★ 防災士從事前項工作時，應配戴識別證。

定義

任務

4

做為在地防災工作推動的主要骨幹

推廣防災工作

建立起聯繫管道

初步掌握災害潛勢、脆弱度

掌握與通報最新災情資訊

相關單位如有災情時，能進行通報

協助相關單位人員採取正確行動

協助執行初期應變工作

組織相關單位人員來進行復原工作

協助掌握相關單位災情

協助復原重建

能夠擔任公部門與社區溝通的橋梁

平時

災時

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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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災士之目的(1/3)

政府結合地方居民！

主要目標：

 軍、警、消的救災活動

 協助避難收容所的開設

 救災物資的配送

核心理念：

 訓練民眾、防災知識啟蒙；

扮演「政府與居民間的橋樑」

公助

★ 強化自助、互助機制。

★ 強化公私部門協力與互助基礎。

★ 落實自主防災經營能力

公助

6

二、防災士之目的(3/3)

互助

互助

結合各界力量，提升區域的災害應

變能力！

整體過程：

災前：防患於未然

災中：遠親不如近鄰，並肩作戰

災後：多人同心，其利斷金

核心理念：

結合團體、個人、企業、政府，

互助合作、相輔相成



7

二、防災士之目的(2/3)

自助

無論面臨何種狀況，「守護自身性命」為永遠不變的法則！

防災士平時應：

做好萬全準備

學習防災、減災的相關知識和技能

持續提升自我能力

自助

核心理念：

以「幫助他人」為目標，而

非成為一個「接受他人幫助

的人」

8

三、防災士之需求

★ 社區、企業，甚至長期照顧機構、高層建築物、工廠等等皆亟需建立自

主救災機制，才能有效降低災害傷亡及損失。

★ 藉由培育眾多防災士，成為民間自主防救災工作的種子，協助推廣災防

工作！

★ 參與自主防災措施，落實自主防災經營能力，建立由下而上的永續運作

機制。

日本防災士執行任務情況 圖片來源：日本防災協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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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災士培訓課程

★ 課程教材、學科測驗題庫、
測驗方式、補訓期間、及
格標準，由內政部統一。項次 課程內容 節數

1 防災士職責與任務、我國災防體系與運作 1

2 我國近年災害經驗及災害特性 1

3 資訊掌握、運用與社區防災計畫 1

4 基礎急救訓練 1

5 急救措施實作(含急救術科測驗) 3

6 個人與居家防護措施 1

7 個人與居家防護措施(情境練習) 1

8 社區防災工作推動與運作 1

9 社區避難收容場所開設與運作 1

10 防災計畫實作與驗證 3

11 學科測驗 1

備註：每節50分鐘

10

五、課程抵免制度及防災士證書

課程抵免制度

課程
抵免

★ 報請內政部抵免課程，
除抵免課程部分免參訓，
其餘培訓課程應全程參
與。

★ 檢附相關資料，如訓練
證書、證照、佐證資料
等，向內政部申請課程
抵免。 防災士證書範例

防災士識別證範例

防災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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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防災士之好處

 第一手政府資訊迅速獲得，優先自助！

 成為社區防災工作的核心參與者，讓社區更能承受災害衝擊。

 使社區更快從災害中復原。

12

 TWO 

貳、我國災害防救組織體系

概要介紹

災害防救會報

災害防救辦公室

專家諮詢委員會

一

二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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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要介紹

★ 我國災害防救體係依災害防救法規定，區分為「中央」、「直轄市、縣(市)」及

「鄉鎮(市、區)」三層級。

★ 為推動災害之防救，三個層級政府各設置「災害防救會報」，並依據災害防救法

第6-16條之規定執行各項任務及組織分工。

14

二、災害防救會報(1/5)

 決定災害防救之基本方針。

 核定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及災害防救業

務計畫。

 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

 核定全國緊急災害之應變措施，督導。

 考核中央及直轄市、縣（市）災害

防救相關事項。

災害防救最高決策單位，置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分別由行政院院長、

副院長兼任；委員若干人，每六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組成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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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防救會報(2/5)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組成

 執行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災害防救政策、推動重大災害防救任務及措施。

 規劃災害防救基本方針。

 擬訂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審查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之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協調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或地區災害防救計畫間牴觸無法解決事項。

 協調金融機構就災區民眾所需重建資金事項。

 督導、考核、協調各級政府災害防救相關事項及應變措施。

 其他法令規定事項

置主任委員一人，由行政院副院長兼任，並設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置專職

人員，負責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幕僚有關業務。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主要任務

16

二、災害防救會報(3/5)

新北市災害防救會報組成

 核定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核定本市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

策。

 核定本市災害緊急應變措施。

 督導、考核本市各機關災害防救

相關事項。

 其他依法令規定事項。

會報置召集人一人由市長兼任，副召集人二人由副市長兼任；委員二十

五人至三十五人，由本府秘書長及所屬一級機關首長兼任，會報每季定期召

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新北市災害防救會報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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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防救會報(4/5)

區公所災害防救會報組成

 核定各區災害防救計畫。

 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策。

 推動疏散收容安置、災情通報、災後緊急搶通、環境清理等災害緊急應

變及整備措施。

 推動社區災害防救事宜。

 其他依法令規定事項。

召集人一人由區長兼任，副召集人一由副區長或主任秘書兼任；委員由各課

室主管兼任之，每半年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區公所災害防救會報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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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防救會報(5/5)

區公所災害防救會報辦理方式

 歷次會報列管案件執行及追蹤情形：內容應包含市政會議、區政會議、深耕四方會議、

公所會報列管…等項目。

 減災規劃事項：報告內容應包含：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檢討策進作為、防災社區之執

行及規劃推廣之檢討事宜、防災公園設施之點檢及應變開設作業演練之檢討事宜、防

災規劃與宣導事項、收容避難場所準備情形、避難弱勢族群及保全戶之調查與宣導事

項…等內容。

 整備應變事項：報告內容應包含：汛期與颱風季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及各應變編組任務

執行之檢討事宜、災害應變中心相關設備、設施及作業規範之整備情形，並更新災害

防救圖資及圖表、災害防救深耕計畫執行情形之檢討事宜、防災聯絡名冊更新情形…

等內容。

 其他報告事項：報告內容應包含：區公所災害防救業務評核缺失改善及策進作為、災

防業務創新作為納入執行項目報告、其他重要事項…等內容。

 提案討論：內容應包含公所重要災防業務自行推動項目。

 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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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防救辦公室(1/5)

中央災害防救辦公室組成

 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之研擬、重大災害防救任務及措施之推動。

 會報與委員會決議之各級政府災害防救措施執行之督導。

 災害防救基本方針及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之研擬。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初審。

 災害防救相關法規訂修之建議。

 災害預警、監測、通報系統之協助督導。

 災害整備、教育、訓練及宣導之協助督導。

 緊急應變體系之規劃。

 災後調查及復原之協助督導。

 其他有關災害防救之政策研擬及業務督導事項。

中央災害防救辦公室編制25人，置主任1人，指揮、監督所屬人員，並置副主任

1人。現分四科辦事，包括：減災復原科、整備訓練科、應變資通科與管考協調科。

中央災害防救辦公室主要任務

20

三、災害防救辦公室(2/5)

新北市災害防救辦公室組成

置主任一人，由副市長兼任，承市長之命，綜理辦公室事務，並指揮、監督所

屬人員；置副主任二人，分別由秘書長及本府消防局局長兼任，襄助主任處理辦公

室事務；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消防局簡任或警監以上人員兼任，執行辦公室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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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防救辦公室(3/5)

各縣市災害防救辦公室組成

台北市 台中市

22

三、災害防救辦公室(4/5)

各縣市災害防救辦公室組成

澎湖縣台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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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防救辦公室(5/5)

 執行本市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

 辦理本市災害防救會報結合民防及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實施相關災害整備及應變事項。

 擬訂及修訂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等相關事宜。

 協助規劃本府各機關辦理減災、整備、應變、復原作業之標準作業流程。

 研擬與建議修正本府及所屬各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災害防救相關法規。

 協調及整合本府災害防救業務。

 推動災害辨識、危險度評估及災害境況模擬。

 配合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辦理災害預警、監測、通報及決策系統之推動。

 規劃與督導平時安全、重大災害防治應變訓練及防災教育宣導。

 建立及檢討本市緊急應變體系。

 規劃與督導本市防救災資源物資整備及管理。

 規劃及督導災後調查與復原策略。

 辦理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及演習。

 辦理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及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交辦事項。

 協調、整合、規劃及督導本市減災、整備、應變、災後復原重建等災害防救事項。

 審查本市各區公所（以下簡稱區公所）之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其他本府交辦事項。

新北市災害防救辦公室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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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家諮詢委員會(1/4)

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組成

提供災害防救工作之相關諮詢，特依災害防救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設行

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置委員三十一人至三十五人，其中一人為召集

人，由科技部部長兼任，綜理本會事務；副召集人一人，由科技部次長兼任，

襄助會務；其餘委員，由召集人遴選有關機關代表及學者、專家，由科技部報

請行政院派（聘）兼之，每半年召開一次，必要時得舉行臨時會。

 災害防救政策、措施之建議及諮詢。

 災害防救相關計畫之建議及諮詢。

 災害防救科技研發之建議及諮詢。

 災害調查相關事項之建議及諮詢。

 其他相關災害防救諮詢事項。

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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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家諮詢委員會(2/4)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組成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七條中明定「為提供災害防救工作之相關諮詢，加速災

害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強化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設

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並得設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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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家諮詢委員會(3/4)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主要任務

學術與實務應用平台圖

 推動與執行防救災科技之研發、

整合加值事宜

 推動防救災科技研發成果之落

實與應用

 運用災害防救相關技術，協助、

支援災害防救工作

 促進災害防救科技之國際合作

及交流

 協助大專院校、研究機構參與

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究發展及其

應用

 其他與防救災科技相關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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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家諮詢委員會(4/4)

新北市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組成與任務

本市定期召開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聘請各領域專家學者針對會議主

題提供建議，供本市規劃災害風險管理策略參考，各專家學者意見經討論後轉

化為實務執行方案，由相關局處進行推動，並於本市災害防救會報列管，落實

各項方案執行，另本市持續關注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歷次討論之議

題與結論，於規劃災害風險管理策略時納入參考。

新北市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議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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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E 

叁、我國災害防救運作模式

法令規定

災害應變中心之任務

災害應變中心之編組

災害應變中心啟動與撤除標準

一

二

三

四

認識天然災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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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令規定(1/7)

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經費編列、執行及檢討。

二、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觀念宣導。

三、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發或應用。

四、治山、防洪及其他國土保全。

五、老舊建築物、重要公共建築物與災害防救設施、設備之檢查、補強、維護

及都市災害防救機能之改善。

六、災害防救上必要之氣象、地質、水文與其他相關資料之觀測、蒐集、分析

及建置。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二十二條，為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各級政府平時應

依權責實施下列減災事項：

減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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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令規定(2/7)

七、災害潛勢、危險度、境況模擬與風險評估之調查分析，及適時公布其結果。

八、地方政府及公共事業有關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協定之訂定。

九、災害防救團體、災害防救志願組織之促進、輔導、協助及獎勵。

十、災害保險之規劃及推動。

十一、有關弱勢族群災害防救援助必要事項。

十二、災害防救資訊網路之建立、交流及國際合作。

十三、其他減災相關事項。

減災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二十二條，為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各級政府平時應

依權責實施下列減災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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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令規定(3/7)

整備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二十三條，為有效執行緊急應變措施，各級政府應依權責

實施下列整備事項：

一、災害防救組織之整備。

二、災害防救之訓練、演習。

三、災害監測、預報、警報發布及其設施之強化。

四、災情蒐集、通報與指揮所需通訊設施之建置、維護及強化。

五、災害防救物資、器材之儲備及檢查。

六、災害防救設施、設備之整備及檢查。

七、對於妨礙災害應變措施之設施、物件，施以加固、移除或改善。

八、國際救災支援之配合。

九、其他緊急應變整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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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令規定(4/7)

應變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二十七條，為實施災害應變措施，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下

列事項：

一、災害警報之發布、傳遞、應變戒備、人員疏散、搶救、避難之勸告、災

情蒐集及損失查報。

二、警戒區域劃設、交通管制、秩序維持及犯罪防治。

三、消防、防汛及其他應變措施。

四、受災民眾臨時收容、社會救助及弱勢族群特殊保護措施。

五、受災兒童及少年、學生之應急照顧。

六、危險物品設施及設備之應變處理。

七、傳染病防治、廢棄物處理、環境消毒、食品衛生檢驗及其他衛生事項。

八、搜救、緊急醫療救護及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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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令規定(5/7)

應變

九、協助相驗、處理罹難者屍體、遺物。

十、民生物資與飲用水之供應及分配。

十一、水利、農業設施等災害防備及搶修。

十二、鐵路、道路、橋樑、大眾運輸、航空站、港埠、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

輸電線路、電信、自來水及農漁業等公共設施之搶修。

十三、危險建築物之緊急評估。

十四、漂流物、沈沒品及其他救出物品之保管、處理。

十五、災害應變過程完整記錄。

十六、其他災害應變及防止擴大事項。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二十七條，為實施災害應變措施，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下

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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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令規定(6/7)

復原重建

一、災情、災區民眾需求之調查、統計、評估及分析。

二、災後復原重建綱領與計畫之訂定及實施。

三、志工之登記及分配。

四、捐贈物資、款項之分配與管理及救助金之發放。

五、傷亡者之善後照料、災區民眾之安置及災區秩序之維持。

六、衛生醫療、防疫及心理輔導。

七、學校廳舍及其附屬公共設施之復原重建。

八、受災學生之就學及寄讀。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三十六條，為實施災後復原重建，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下列

事項，並鼓勵民間團體及企業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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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令規定(7/7)

復原重建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三十六條，為實施災後復原重建，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下列

事項，並鼓勵民間團體及企業協助辦理：

九、古蹟、歷史建築搶修、修復計畫之核准或協助擬訂。

十、古蹟、歷史建築受災情形調查、緊急搶救、加固等應變處理措施。

十一、受損建築物之安全評估及處理。

十二、住宅、公共建築物之復原重建、都市更新及地權處理。

十三、水利、水土保持、環境保護、電信、電力、自來水、油料、氣體等

設施之修復及民生物資供需之調節。

十四、鐵路、道路、橋樑、大眾運輸、航空站、港埠及農漁業之復原重建。

十五、環境消毒與廢棄物之清除及處理。

十六、受災民眾之就業服務及產業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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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應變中心之任務

新北市政府為規範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及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之任務、開設時
機、程序、編組及相關作業等應遵循事項，依災害防救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新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應變中
心任務

指揮、督導
協調及處理
各項災害應
變措施

隨時瞭解
並掌握各
種災況，
即時通報

災情與損失
之蒐集、評
估、彙整、
報告、管制
及處理等

推動災害
防救相關
事宜

災區內實施應變
措施時，對各區
及相關機關(構)
做必要指示並主
動提供協助事宜

加強防救災
相關機關(構)
之縱橫向聯
繫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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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應變中心之編組(1/5)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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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應變中心之編組(2/5)

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官為本市市長，

副指揮官為三位副市

長及秘書長，執行祕

書為消防局局長。

本市28局處及公共事

業單位、國軍與其他

支援單位共36編組。
不須進駐
但開會要到

市級災害應變中心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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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應變中心之編組(3/5)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編組

副指揮官1至2人
(副區長或主任秘書或作業
組組長兼任)

(設置役政災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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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應變中心之編組(4/5)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編組 (設置民政災防課)

副指揮官1至2人
(主任秘書或作業組組
長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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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應變中心之編組(5/5)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編組 (烏來區公所)

副指揮官1至2人
(主任秘書或作業組組
長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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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害應變中心啟動與撤除標準(1/6)

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時機

• 海上颱風警報

 預測 24小時內颱風七級風暴風範圍可能侵襲臺灣
及澎湖、金門、馬祖100 公里以內海域時。

 每3小時發佈1次警報。

• 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預測18小時內颱風七級風暴風範圍可能侵襲臺灣
及澎湖、金門、馬祖陸地時。

 每3小時發佈1次警報，並每小時加發最新颱風位
置。

• 解除颱風警報

 當颱風的7級風暴風範圍離開台灣或金門、馬袓陸
地，但仍未離100公里近海時，改發海上颱風警
報，100公里近海亦離開時，應即發布解除颱風
警報。

海上颱風警報發布標準示意圖

海上、陸上颱風警報發布標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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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害應變中心啟動與撤除標準(2/6)

颱風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時機

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後，本市海域列為警戒區域且預測颱風七級暴
風圈經過本市海域，且對本市可能造成影響時。
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後，新竹縣(含)以北陸地列入警戒區域，且
對本市可能造成影響時。

颱風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時機

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後，本市陸地列為警戒區域者，經消
防局研判對本市可能造成影響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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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害應變中心啟動與撤除標準(3/6)

水災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標準

水域安全強化作為 雨情巡查 水災強化三級 水災一級、二級

啟動
標準

5~9月坪林區、三峽區、
烏來區、新店區等4個區
時雨量達40mm
(5、6、9月假日；
7、8月暑假每日)

(消防局EOC啟動)

重點區40mm、
非重點區80mm

(消防局119啟動)

【重點區】
3站40mm、
2站50mm、
1站60mm
且10分鐘雨量達10mm以
上
【非重點區】
2站80mm、
1站90mm
且10分鐘雨量達15mm以
上

(消防局EOC啟動)

【二級開設標準】
重點監測5站連續2小時雨
量達50mm以上

【一級開設標準】
重點監測5站連續3小時達
時雨量50mm以上

(水利局研判開設)

高程60公尺以上雨量站 高程60公尺以下雨量站，但鶯歌站、林口站、深坑站、
三芝站、瑞芳站等5站要計。 水利局指定監測站

啟動
區域

坪林區、三峽區、烏來區、
新店區等4個區

重點區：板橋區、三重區、永和區、新莊區、土城區、
蘆洲區、樹林區、三峽區、中和區、汐止區、新店區、
五股區、泰山區、鶯歌區、林口區、淡水區，共計16區。

重點區：板橋區、三重區、
永和區、新莊區、土城區、
蘆洲區、樹林區、三峽區、
中和區、汐止區、新店區、
五股區、泰山區、鶯歌區、
林口區、淡水區，共計16區

非重點區：八里區、三芝區、石門區、萬里區、金山區、
瑞芳區、貢寮區、深坑區，共計8區。

不啟動
區域 本市其他25區 深山地區：烏來區、雙溪區、平溪區、

石碇區、坪林區，共計5區。 (依水利局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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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害應變中心啟動與撤除標準(4/6)

地震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標準

查看中央氣象局發布地震報告
本市任何區域達震度3級以上未達6級，啟動巡查機制。
本市任何區域達震度6級，達震災應變中心開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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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害應變中心啟動與撤除標準(5/6)

火災、爆炸災害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標準

火災、爆炸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災情嚴重者或災情持續時間
達十二小時以上，無法有效控制者。
火災、爆炸災害發生地點在重要場所（政府辦公廳舍或首長 宿舍等）或
重要公共設施，造成多人傷亡、失蹤，亟待救援 者；災情持續時間達六
小時以上，無法有效控制者。
經消防局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如涉及刑事或恐怖攻擊行為之重大爆裂物爆炸災害，應由警察 局負責開
設。
勞工作業場所發生重大火災、爆炸災害時，由消防局通知勞工局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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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害應變中心啟動與撤除標準(6/6)

撤除標準

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或本市災害防救辦公室依災害搶修(險)、善後處理
情形及災害後續危害程度，認其危害不至擴大或災情已趨緩和時，得指示
撤除應報請召集人決定撤除本中心，回歸常時三級開設。

當本市海域發布海上颱風警報，而陸地未列入警戒範圍，而颱風暴風圈未
經過本市海域(即122°E以西、121°E以東、26°N以南)，經研判已遠離無
影響本市之虞，而降雨情形未達水災強化三級以上開設標準時，撤除之。

本市陸上颱風警戒範圍解除後，而降雨情形未達水災強化三級以上開設標
準時，撤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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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傳說
猶如在深遠幽暗的隧道中尋找出口的亮光，人類歷經漫長的思考和探索後，終於在
二十世紀初逐漸明瞭地球的構造以及板塊運動與地震之間的關聯。這一連串的發現
之前，生活在地震帶上的人們即使飽受地震的威脅，卻從不明白地震發生的原因，
只能以穿鑿附會的方式各自揣測，因而發展出許多地震傳說。

(一)、地震-發生原因

五、認識天然災害(1/23)

在臺灣，早期的住民認為地底有一頭大地牛在睡覺，每當牠睡醒翻身，
就會牽動大地，引發地震，因此發生地震時，人們就說：「地牛翻身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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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塊運動
地球的構造由內而外可大致分為：
地核、地函、地殼三個部分。
1) 地核位於地球深度2,900公里以下

至地心處，又分為內核和外核。
2) 地函是由固態岩石及部分融熔的岩

漿所構成。上部地函的堅硬部分與
地殼合稱岩石圈，厚度約100公里；
岩石圈下方有一層部分融熔的岩漿
稱為軟流圈。

3) 地殼就是我們所站著的土地，平均
厚度只有35公里。如果把地球以蘋
果來比喻，地殼的厚度相當於蘋果
皮，不過這個「蘋果皮」並非完整
連續，而是像拼圖一樣，由一塊一
塊的板塊拼湊而成的。

(一)、地震-發生原因

五、認識天然災害(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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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震-發生原因

 地殼下方的軟流圈，因為地球內部的
高溫產生旺盛的對流作用，經常有熔
岩自中洋脊湧出。冷卻後的熔岩形成
新的岩塊，使中洋脊兩側的板塊不斷
往外擴張，因而對相鄰的板塊造成推
擠。

 板塊運動的速度緩慢而難以察覺，但
隨著板塊的推擠和變形，持續累積的
能量可能在瞬間爆發，使板塊之間相
互錯動而引發地震，因此板塊交界處
的地震發生頻率高。

五、認識天然災害(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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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震源與震央
 震源：
 震源係指地震發生的起始位

置，斷層開始破裂的地方。
 利用地震波，可以決定震源，

依照震源的深度可將地震分
為淺層地震、中層地震和深
層地震。

 震央：震源向上垂直投影到地
面的位置，也就是地面距震源
最近的地方，即為震央。

(一)、地震-震度與規模

五、認識天然災害(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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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震波動
 地震波種類
 表面波 (surface wave) ：淺源地

震所引起的表面波最明顯。表
面波有低頻率、高震幅和具頻
散（Dispersion）的特性，只在
近地表傳遞，是最有威力的地
震波。

 實體波：(body wave)，可在地
球內部傳遞，依波動性質之不
同又分成P波和S波。

(一)、地震-震度與規模

P波 (縱波或壓縮波)：
P代表主要（Primary）或壓縮（Pressure），為一種縱波。
粒子振動方向和波前進方平行。
前進速度最快，也最早抵達。
P波能在固體、液體或氣體中傳遞。

S波 (橫波或剪力波)：
S意指次要（Secondary）或剪力（Shear），是一種橫波。
粒子振動方向垂直於波的前進方向。
前進速度僅次於P波。
S波只能在固體中傳遞，無法穿過液態外地核。

五、認識天然災害(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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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震波動

(一)、地震-震度與規模

五、認識天然災害(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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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震震度
震度即表示地震造成地表振動
程度的大小，依不同的地表加
速度。

(一)、地震-震度與規模

五、認識天然災害(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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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震規模
 地震規模係指地震所釋放的能量。
 常見地震規模
 芮氏規模(Richter magnitude scale)
 地震矩規模(Moment magnitude scale,Ｍw)：臺灣所採用的計

算方式為芮氏規模。
 敘述時，以規模5.0的方式來表示，數字的後面不加「級」字。
 地震的規模差1.0，能量差約32倍，因此規模7.0的地震能量是規

模6.0的32倍。
 人類歷史上曾發生規模最大的，是1960年5月22日的南美洲智利

地震，規模9.5。

(一)、地震-震度與規模

五、認識天然災害(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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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颱風種類

(二)、颱風-概況

颱風種類 中心附近最大風速

m/sec Km/hr Mile/hr 相當風力

輕度颱風 17.2‐32.6 62‐117 34‐63 8‐11

中度颱風 32.7‐50.9 117‐183 64‐99 12‐15

強烈颱風 51.0以上 184以上 100以上 16以上

五、認識天然災害(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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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颱風強度分類比較表

五、認識天然災害(10/22)

58

。

2、侵台次數
全球每年約有79個颱風生成，以西北太平洋及南海地區生成的颱風最
多也最強。自1958年至2009年10月間，共有1,384個颱風在此地區生
成，平均每年約有27個，一半以上發生在7、8、9月，並以8月份最多。
其中每年有3至5個颱風會影響臺灣。

(二)、颱風-概況

五、認識天然災害(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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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侵臺路徑
臺灣地區的地形複雜，颱風的路徑亦不一致，而
颱風侵襲時各地出現的風力大小，除與颱風的強
度有關外，另亦與當地的地形、高度以及颱風的
路徑亦有密切關係。按颱風侵襲臺灣的路徑區分
分成10類：
第1類：通過臺灣北部海面向西或西北進行者，占12.7%
第2類：通過臺灣北部向西或西北進行者，占13.2%
第3類：通過臺灣中部向西或西北進行者，占12.5%
第4類：通過臺灣南部向西或西北進行者，占9.5%
第5類：通過臺灣南部海面向西或西北進行者，占18.6%
第6類：沿臺灣東岸或東部海面北上者，占12.7%
第7類：沿臺灣西岸或臺灣海峽北上者，占6.5%
第8類：通過臺灣南部海面向東或東北進行者，占3.5%
第9類：通過臺灣南部向東或東北進行者，占7.0%
其他類：無法歸於以上的特殊路徑，占3.8%

(二)、颱風-概況

五、認識天然災害(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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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警報類別

(二)、颱風-警報

五、認識天然災害(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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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暴風半徑
 在颱風眼的邊緣是颱風風力最強的地方，然後愈向外風愈小，自颱風中心

向外一直到平均風速每小時50公里的地方（每秒14公尺7級風風速下限），
這一段距離稱為暴風半徑，在這暴風半徑以內的區域，即為暴風範圍。颱
風的暴風半徑平均約二、三百公里，大者可達四、五百公里。

 颱風七級風暴風半徑大小與颱風結構有關，並非颱風強度越強，暴風半徑
就越大。

 定義7級風為暴風半徑，是參照世界氣象組織颱風(WMO)的規範，7級風為蒲
福風級表之級疾風，陸上全樹搖動，迎風步行有阻力，對生命財產有顯著
影響。

(二)、颱風-警報

五、認識天然災害(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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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暴風半徑

(二)、颱風-警報 蒲福風級 風之稱謂 一般敘述 m/sec Mile/hr

0 無風 煙直上。 < 0.3 < 1.0

1 軟風 煙僅能表示方向，但不能轉動

風標。

0.3‐1.5 4.3

2 輕風 人面感覺有風，樹葉搖動，普

通的風標可轉動。

1.6‐3.3 8‐12

3 微風 樹葉及小枝搖動不息，旌旗飄

展。

3.4‐5.4 13‐16

4 和風 塵土及碎紙被風吹揚，樹之分

枝搖動。

5.5‐7.9 17‐21

5 清風 有葉之小樹開始搖擺。 8.0‐10.7 22‐27

6 強風 樹之木枝搖動，電線發出呼呼

嘯聲，張傘困難。

10.8‐13.8 28‐33

7 疾風 全樹搖動，逆風行走感困難。 13.9‐17.1 34‐40

8 大風 小樹枝被吹折，步行不能前進。 17.2‐20.7 41‐47

9 烈風 建築物有損壞，煙囪被吹倒。 20.8‐24.4 48‐55

10 強風 樹被風拔起建，築物有相當破

壞。

24.5‐28.4 56‐63

11 暴風 極少見，如出現必有重大事故。 28.5‐32.6

12‐15 32.7‐50.9

16以上 >51.0

五、認識天然災害(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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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動向預估

(二)、颱風-警報

 預報圖潛勢圖中，紅色扇形區域為颱風未來120小時預報，
颱風中心有70%機率會進入的區域。

 預報時間愈久，紅色區域範圍愈大，代表路徑預報的誤差愈
大。並非7級風暴圈愈來愈大。

五、認識天然災害(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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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雨:24小時累積雨量達80毫米(mm)以上，或時雨量
達40毫米(mm)以上之降雨現象。

 豪雨:24小時累積雨量達200毫米(mm)以上，或3小時
累積雨量達100毫米(mm)以上之降雨現象。 。

 大豪雨:24小時累積雨量達350毫米(mm)以上。
 超大豪雨:24小時累積雨量達500毫米(mm)以上。

(三)、水災-雨量定義

五、認識天然災害(17/22)



65

(三)、水災-警戒水位

五、認識天然災害(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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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條件
 土石。
 水（雨量）。
 地形條件：15-30度。

 促發條件：土石流雨量警戒值。

(四)、土石流-發生條件

五、認識天然災害(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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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石流-發生徵兆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五、認識天然災害(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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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潛勢評分與分級：包含崩塌規模、坡度因子、堆積土石、岩性因子、
植生因子等。發生潛勢等級如下：

 低：46分以下。
 中：46-62分。
 高：62分以上。
 保全危害度評分與分級：包含建篠物、交通設施、現地整地成效等。保

全危害度等級如下：
 低：40分以下。
 中：40-60分。
 高：60分以上。

(四)、土石流-潛勢分析

風險潛勢等級
發生潛勢評分與分級

高 中 低

保全危害度評分
與分級

高 高 高 中

中 高 中 低

低 中 低 低

五、認識天然災害(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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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色警戒:預測雨量>土石流警戒雨量
 紅色警戒:實際雨量>土石流警戒雨量

(四)、土石流-警戒類別

五、認識天然災害(22/22)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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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報告單位：新北市政府
報告人：消防局李副局長清安

我國近年災害經驗及災害特性

22

壹、災害特性

貳、臺灣災害經驗檢討與策進作為

參、氣候變遷之衝擊與影響

肆、災害應變與處置(以蘇迪勒颱風為例)

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伍、災害防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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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災害

淹水災害

地震災害

海嘯災害

坡地災害

土石流

火災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七七

壹、災害特性

核子事故災害八八

1

投影片 3

1 這章節要照新的災害順序調整後面的順序
郭乃嘉, 2018/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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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颱風災害(1/5)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可由中央氣樣局網
頁查詢颱風警報單、
颱風動態等資訊

55
5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一、颱風災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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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決定颱風的暴風範圍：

在颱風眼的邊緣是颱風風力最強的地方，然後愈向外風愈小，自

颱風中心向外一直到平均風速每小時50公里的地方（每秒14公尺

7級風風速下限），這一段距離稱為暴風半徑，在這暴風半徑以內

的區域，即為暴風範圍。颱風的暴風半徑平均約200至300公里，

大者可達400至500公里。

一、颱風災害(3/5)

77

常造成的災害：

• 強風：風壓可直接吹毀房屋建築物、電訊及電力線路，

使稻麥脫粒、果實脫落等。

• 焚風：乾燥且高溫使農作物枯萎。

• 鹽風：海風含有多量鹽分，吹至陸上可使農作物枯死，

有時可導致電路漏電等災害。

• 巨浪：狂風會產生高達10至20公尺的巨浪，在海上易造

成船隻顛覆、沉沒，波浪也會逐漸侵蝕海岸，而生災變。

一、颱風災害(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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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潮：強風使海面傾斜，同時由於氣壓降低，使得海面升高，

導致沿海發生海水倒灌。

• 豪雨：摧毀農作物，淹沒農田並使低窪地區淹水。

• 洪水：山區豪雨，常引起河水高漲、河堤破裂而發生水災，沖

毀房屋、建築物，並毀損農田。

• 山崩：豪雨沖刷山石，使山石崩裂坍塌，形成土石流，沖毀房

屋、傷及人畜、阻礙交通，山區公路常見此種災害。

• 傳染病：颱風水災後常易發生各種傳染病，如痢疾、霍亂。

一、颱風災害(5/5)

99資料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

• 河川潰堤 : 若河川、溪流的流量過大，造成河川潰堤、溢堤，易會造
成鄰近區域淹水。

二、淹水災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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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形陡峻，河川短促，每年5、6月間會有異常梅雨，7至10月間則有颱

風及豪雨，常造成嚴重的水災災害。

梅雨、颱風與極端降雨事件。

與水爭地、都市化及集水區之開發、破壞水土保持與過度
依賴結構性防災（堤防）方法。

天然
因素

人為
因素

無法顯示圖片。

二、淹水災害(2/3)

11

海棉城市的定義

「海綿城市」是指城市能夠像海綿一樣，在適應環境變化與對應自然災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彈性」，下雨時吸水、
蓄水、滲水、淨水，需要時將貯蓄的水「釋放」並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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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化地文環境的改變

你能想像這裡原是河面嗎?

13

都市化地文環境的改變
-與水爭道

河川加蓋當馬路

這段河面已成為濱海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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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化地文環境的改變
-與水爭道(3/7)

輕軌+馬路與水爭道

1515

台灣地區之梅雨季一般在5、6月，且一般以5月中旬至6月中旬，

梅雨鋒面造成的降雨最為顯著。如對流過於顯著，易造成雷擊、雷

雨或水災等，不容小覷

梅雨（大豪雨）

二、淹水災害(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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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

• 地質條件不穩定的山坡地經由風化崩解之大大小小岩石塊、

泥沙、土壤，或由於山崩、地滑、與落石而於河谷或坡腳

堆積大量的碎屑物

• 碎屑物因為位於傾斜山麓坡上，若加上豪雨所帶來豐沛的

雨量，流水宣洩不良，水加上土、石混合，因為重力順坡

下滑流動形成破壞威力極大的土石流。

三、土石流災害

1717

• 指山坡地、丘陵或台地，當其坡面因岩石或土塊失衡而向下方

或側面移動的現象，包括山崩與地滑兩種類型

• 山崩：當坡面因自然或人為因素而突然失去平衡，進而導致土

石崩落的現象

• 地滑：因地下水或節理、斷層等滑動面之存在，迫使地面往下

方或側邊以緩慢速度移動的現象

四、坡地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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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位於東北地震帶及西部地震帶上，以西部地震帶為主，而轄內位於
西部斷層帶之山腳斷層。

• 斷層自關渡附近向南南西方向延伸至新莊，陸地上長約34公里，海域至少
尚有40公里之斷層破裂，若與陸域斷層破裂相加，則最大可能之破裂總長
度約74公里左右。

• 斷層分布範圍所屬行政區：新北市(樹林區、新莊區、泰山區、五股區、
金山區)。

山腳斷層位置圖 土壤液化圖

五、地震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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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是一種波長極長的波浪當傳遞至近岸時，因近岸地形逐漸變淺

造成波浪變形，且夾帶大量動能侵入陸地造成災害。

→大地震發生位置越靠近陸地，對陸地影響越大，如2004年印度洋大

地震造成南亞海嘯及2011年日本東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大地震

（311），引起的海嘯都造成嚴重傷亡。

資料來源：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

六、海嘯災害(1/3)



2020資料來源：馬國鳳|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教授兼地科中心主任

 火山爆發

 陸地/海底山崩

 海底地震

 隕石撞擊

 核彈試爆等

★ 海嘯形成原因

六、海嘯災害(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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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臺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地震發生頻仍，且海嘯易於陸地

邊緣的近海區域產生。

• 海嘯通常由震源在海底下500公里以內、芮氏地震規模6.5以上

的海底地震引起。

本市面臨太平洋及臺
灣海峽，可能受海嘯
侵襲區域為：林口、
八里、淡水、三芝、
石門、金山、萬里、
瑞芳及貢寮等區。

六、海嘯災害(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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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年10月27日核定公告「核能一、二、三廠緊急應變計畫區」從現有5
公里擴大為8公里，然而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之擴大，對於緊急應變計畫區
外，距電廠半徑8至16公里範圍，則視需要結合地方災害防救體系，規劃
民眾防護措施。

❖龍門核能發電廠,其
原名簡稱「核四廠」

❖目前已興建完畢並
通過安檢，進入封
存狀態。

七、核子事故災害(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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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人口分布、地形狀況、交通等因

素，已事先規劃疏散路線，並指定適

當地點作為災民集結點及收容所，據

以繪製圖資提供區公所運用。

範圍 分區名稱 疏散方式

3公里 預防疏散區 一旦發生核災，政府會
派專車將預防疏散區和
緊急應變區內的民眾疏
散至安全範圍的收容中
心安置。

8公里 緊急應變區

16公里 防護準備區

區內的民眾則自行撤離。
居民在自行離開情況下
直接離開，用各種交通
工具；如果沒有交通工
具的，政府會派運輸工
具加以疏散。

七、核子事故災害(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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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村里

淡水區
(11)

埤島里
樹興里
忠山里
興仁里
義山里
水源里
蕃薯里
賢孝里
忠寮里
中和里
屯山里

金山區
(4)

大同里
金美里
和平里
豐漁里

三芝區
(9)

埔頭里
埔坪里
八賢里
福德里
店子里
古庄里
興華里
後厝里
錫板里

地區 村里

萬里區
(10)

北基里 龜吼里
中幅里 磺潭里
雙興里 大鵬里
野柳里 溪底里
崁腳里 萬里里

七、核子事故災害(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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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廠 行政區 村/里 觀光遊憩據點
平均每日人數

(人/天)

核一廠
金山區

三界里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880

磺港里
金山遊客中心 389

金山溫泉館 49

西湖里 朱銘美術館 396

石門區 德茂里 白沙灣 1,962

核能一廠平均每日遊客人數合計 3,676

核二廠

萬里區
野柳里

野柳風景區 6,778

野柳海洋世界 336

龜吼里 翡翠灣濱海遊樂區 415

金山區

三界里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880

磺港里
金山遊客中心 389

金山溫泉館 49

西湖里 朱銘美術館 396

核二廠平均每日遊客人數合計 9,243

★ 核一、二廠EPZ內附近觀光遊憩據點平均每日人數

資料來源：新北市核子事故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

• 核一、二廠EPZ內

附近觀光遊憩據點

主要位於金山、石

門與萬里等區。

• 為確保遊客生命財

產之安全，掌握各

場所的遊客人數，

以落實執行民眾防

護行動。

七、核子事故災害(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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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灣災害經驗檢討與策進作為

集集大地震

莫拉克颱風

蘇迪勒颱風

高雄氣爆

臺南及花蓮大地震

中和火災

桃園敬鵬火災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七七

0602大雨八八

新店樂活及新莊部北
醫院避難弱勢場所火
災

九九

2

投影片 26

2 各災例要有災情概述，貼照片，再貼李副要的策進作為
郭乃嘉, 2018/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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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集大地震(88.09.21)

• 88年發生 921大地震，造成2,415人死亡，並帶來嚴重財物損失，使得

國家整體災害防救體系及緊急應變能力，遭受空前未有的考驗與挑戰。

• 89年 7月頒布實施「災害防救法」，成為國家災害防救基準法，分為總

則、災害防救組織、災害防救計畫、災害預防、災害應變措施、災後復

原重建、以及罰則與附則等，共計八章五十二條的條文，建構全國災害

防救體系及應變機制，對於各災害防救單位之職責，以及災前、災時、

災後等重要工作項目與運作，均有明確規範。

2828

二、莫拉克颱風(98.08.06)

• 98年8月莫拉克颱風襲臺帶來極端降雨，造成644人死亡，60人失蹤，

為921震災之後最大規模的人員死傷，對災害防救體系產生強烈衝擊。

• 為因應此類重大災害，建構完備之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級政府整體災害防

救體系，並強化國軍迅速主動支援救災機制，故修正「災害防救法」部

分條文，並於99年8月4日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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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蘇迪勒颱風(105.01.08)

降雨情形

• 蘇迪勒颱風侵襲期間，本市三峽及烏來區等山區降下近1,000mm雨量。

福山地區3小時累積降雨亦高達253mm，均打破歷史紀錄，造成土石流、

大面積崩塌及溪流溢淹等重大災情。

• 本次颱風EOC合計受理4,430件災情（主要為路樹傾倒13,678棵、電力

停電867件、招牌掉落606件及多處土石崩塌、積淹水、維生管線與道

路中斷），並造成3人死亡、4人失蹤與52人受傷。

歷史颱風福山雨量站逐三時雨量排名(1987設站)

排名 年份 颱風 雨量(mm)

1 2015 蘇迪勒 253.5

2 2015 杜鵑 204

3 2007 韋帕 165.5

4 2004 艾利 160.5

5 2013 蘇力 158

地點 累積總雨量(mm)

三峽(熊空山) 928

烏來(福山) 838

新店(大桶山) 557

3030

三、蘇迪勒颱風(105.01.08)

8日 10日 11日

17:30二級開設

台9甲線
10.2K搶通

20日6日 7日

EOC

前進指揮所

02:30 一級開設

9日

15:00進駐龜
山活動中心

02:30 二級開設

推進至烏來區推進至烏來區
公所

16:00
撤除

16:00
撤除

EOC開設
327小時

26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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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蘇迪勒颱風(105.01.08)

25%

14%
41%

20%

災害種類案件數(4430件) 災情概況

三
峽

北109線2.5~18K、北112線1.5k及
3.9k、北114線6.2k等道路坍方，造成
竹崙里、有木里等地區電力、電信等
維生管線中斷，另三德橋、三鋼橋受
損。

新
店

平廣路1段及2段、小坑一路及小坑二
路沿線道路多處坍方及路樹傾倒，廣
興里維生管線中斷。

烏
來

台9甲線9.2k、10.2k處、14.5K及
17.1K嚴重坍方造成道路全線中斷，北
107線4.5k、8.8k大規模坍方及8.9k路
基流失，以及北107-1線3k處大規模崩
坍。

其他災害
1,827件

路樹倒塌
1,130件

招牌掉落
606件

停電
867件

1.電線掉落288件
2.交通號誌損壞148件
3.其他84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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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蘇迪勒颱風(105.01.08)

道路搶通

維生管線修復

台9甲
10.2K

北107
8.8-8.9K

北114
6.2K

完成鋼便橋架設恢復通行。

• 台9甲線10.2k處大坍方：公路總局於104年8月
10日緊急搶通，以供國軍悍馬車及搶災車輛進入
災區。另於9月15日完成鋼便橋工程即全面通
車。

• 烏來北107線8.8k~8.9k大規模坍方及路基流
失，於8月21日搶通並開放通車。

• 新店小坑二路及平廣路道路坍方中斷，於104年8
月18日及19日全線搶通。

• 三峽北114線6.2k處路基坍方，於104年8月21日
完成鋼便橋架設恢復通行。

• 電力：配合道路搶修進度，烏來（福山）、三峽
（有木、竹崙）、新店（廣興）分別於104年8月
27日、於9月10日及16日恢復供電。

• 電信：烏來孝義市話配合道路搶修進度，於104
年9月20日復話，全區市話恢復。

• 自來水：烏來地區於104年8月22日完成台9甲線
10.2K自來水管線修復，忠治里、烏來里地區正
常供水。

新店
平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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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蘇迪勒颱風(105.01.08)

區 撤離人數 安置人數 安置場所 其他(含依親)
板橋 7 0 無 7
三峽 132 25 大埔國小 107

新店 761 202 頂城、龜山活動中心 559

蘆洲 16 0 無 16
鶯歌 476 90 無 386

烏來 87 87 信賢活動中心、新店
大豐社福館 0

石碇 43 0 無 43
坪林 4 0 無 4
平溪 9 0 無 9
瑞芳 8 0 無 8
合計 1543 404 1139

行政區 聚落 保全戶數 保全戶
人數

安置
人數

其他
(含依親) 安置場所

新店
溪州部落 38 175 90 85 頂城市民活動中心

小碧潭 41 126 60 66 大豐社福館

鶯歌

三鶯部落 42 142 48 94
南靖
活動
中心

南靖部落 71 214 24 190

福爾摩沙 12 45 3 42

北二高部落 23 75 15 60

合計 227 777 240 537 撤離777人

原民部落疏散
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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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蘇迪勒颱風(105.01.08)

環境復原動員

總計20,492人次

國軍(人次) 清潔隊(人次) 志工(人次)

烏來
6038

939 7,000

新店 919 4,556

三峽 130 610 300

小計 6,168 2,468 11,856

前進指揮所開設期間，相關單位動員環境清理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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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蘇迪勒颱風(105.01.08)

 檢討抽水站配電系統及管線穿孔方式。
 更新抽水機組

水利局

 下修烏來、新店及三峽地區土石流警戒值(550
改450mm)

 新增土石流潛勢溪流(3處6條)

農業局

 檢討封橋封路機制
 持續掌握本市109處坡地社區情況

工務局

立即採行
措施

災害應變強化作為：

區 里 新增

烏來
忠治(2) 新烏路9K

新烏路10.1K
信賢(1) 樟樹溪

新店 屈尺(1) 新烏路二段
189-1號

三峽
安坑(1) 長城溪
竹崙(1) 竹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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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蘇迪勒颱風(105.01.08)

增列保全
戶，及早
執行預防

性疏散

檢討調整
國軍預置

兵力

改善救災
無線電設

施

水災保全戶，並將其
列為 坡地保全戶及新
增廣興里62戶與龜山
里56戶共118戶水災
保全戶。

國軍兵力預置表 生效日期:104年9月14日

區公所 規劃人數 區公所 規劃人數

市府 20 坪林 11

新店 20 雙溪 20

三峽 10 平溪 20

瑞芳 20 烏來 40

深坑 20 石碇 20

總計10區201人

災害應變強化作為（立即採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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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蘇迪勒颱風(105.01.08)

增設中繼
基地台

增設車裝移
動中繼臺

公所固定
台電力

擴充中繼臺
蓄電容量

救災無線電改善方案

災害應變強化作為(立即採行措施)：改善救災無線電設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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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蘇迪勒颱風(105.01.08)

• 於104年10月至105年3月辦理溫泉美食節活動，已於104年10月26日召開
記者會，並辦理兩場部落客體驗活動。

• 於104年11月至105年12月於烏來地區辦理烏來部落文化小旅行套裝遊程
(已辦理14團次)、烏來溫泉套票1500份(已售罄)，並於105年下半年辦理烏
來路跑等一系列觀光活動，行銷推展烏來觀光、增益在地商機。

• 105年度烏來德拉楠小旅行，自104年12月中開始，至105年月底已有約
2000人參加，預計至105年9月達成遊程3,900人次。

104年10月26日
溫泉美食節記者會

104年11月23日
生態小旅行、泰雅山林文化之旅記者會

推動觀光產業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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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蘇迪勒颱風(105.01.08)

• 104年度悠遊部落行銷計畫，已調整計畫項目，規劃增聘烏來區見習導覽人
員108人次，以增加在地居民就業機會。

• 悠遊部落行銷計畫系列活動，截至104年12月31日底已有1,908人次參加。
並於105年度規劃辦理新北市原住民族地區產業行銷計畫

協助就業產業復甦

2015悠遊部落 玩味atayal」
11月4日至12月31日

「生生不息-米路‧哈勇的生命旅途」畫展
9月1日至12月20日

「重新看見部落之美」
11月21日大提琴家張正傑公益表演

4040

四、高雄氣爆(103.07.31 23: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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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局處強化安全檢查事項(1/2)

四、高雄氣爆(103.07.31 23:59)(2/9)

4242

四、高雄氣爆(103.07.31 23:59)(3/9)

★ 各局處強化安全檢查事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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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通報及應變機制(1/5)

1、通報作業

四、高雄氣爆(103.07.31 23:5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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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防局搶救瓦斯
外洩處理流程

四、高雄氣爆(103.07.31 23:59)(5/9)

★ 災害通報及應變機制(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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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消防局搶救危害
物質災害處理流程

四、高雄氣爆(103.07.31 23:59)(6/9)

★ 災害通報及應變機制(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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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危害物質搶救能量(1/2)

四、高雄氣爆(103.07.31 23:59)(7/9)

★ 災害通報及應變機制(4/5)



4747

四、高雄氣爆(103.07.31 23:59)(8/9)

4、危害物質搶救能量(2/2)★ 災害通報及應變機制(5/5)

4848

★ 災害通報及應變強化作為

四、高雄氣爆(103.07.31 23: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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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南大地震(106.02.06)/花蓮大地震(107.02.06 )

2016年新北市政府消防
局支援0206台南震災後，開
始思考如何強化特搜醫療組功
能，讓受困在災區深處的傷患，
能儘早接受進階醫療處置，穩
定傷情後可爭取更多時間讓傷
患脫困送醫。

我們決定成立新北市災害
醫 療 救 援 隊 ， 簡 稱 新 北 市
DMAT(DisasterMedical
Assistance Team)，這是國
內第一個由地方政府啟動的
DMAT，藉由固定的一群急重
症醫學專科醫師與特搜隊高級
救護技術員共同作業，醫師可
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情資、趕
赴災區救治傷患，讓醫療與救
援同步展開，以提高傷患救活
率，並為國家培養災害醫療人
才。 讓醫療與救援同步展開，

用生命拯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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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南大地震(106.02.06)/花蓮大地震(107.02.06 )

★ 成立災害醫療救援隊(DMAT)
整合7家急救責任醫院，成立災害醫療救援隊(Disaster Medical Assistance 

Team，DMAT) ，藉由急重症專科醫師與特搜隊高級救護技術員共同趕赴重
大災害現場救治傷患，讓醫療與救援同步展開，以提高傷患救活率。

DMAT
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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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南大地震(106.02.06)/花蓮大地震(107.02.06 )

★ 新北市DMAT之啟動時機、出勤方式及現場作為
1.重大災害
● 船舶、航空器、遊覽車

或大眾運輸工具重大事
故

● 中型規模(150間客房)以
上飯店或旅賓館之重大
火災事件

● 醫院、安養中心或相類
養護機構之重大火災事
件

● 地震

2.長時間特殊夾困
● 建物倒塌或工安事故
● 坡地災害
● 其他可能須接受外科手

術 脫 困 的 急 難 事 件

新北市DMAT計畫歷經
多次開會協商與訪談，並招
募醫師接受震災搜救入門訓
練，獲得本市多家急救責任
醫院支持，目前共有16名醫
師加入，未來將與本局8個
特搜分隊EMT-P人員一同出
勤，醫師將扮演照護救災人
員、救治災民，適時提供醫
療指導之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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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南大地震(106.02.06)/花蓮大地震(107.02.06 )

★ 本市快搜部隊成軍

本市106年領先各縣市，整合特搜隊、義消特搜大隊、民間救難團體、醫師、土木
結構技師成立快搜部隊，包含技術專隊、搜救犬隊、重機械隊及災害醫療救護隊
(DMAT)等9支救災專隊，以增強本市各類災害動員能量。

技術專隊:執行結構安
全評估、支撐作業指導
及災情勘查等作業，提
供專業諮詢與建議。

山域搜救隊:因應各類
型山域意外事故搶救。

搜救犬隊:執行震災瓦
礫堆搜索、氣味追蹤等
勤務。

潛水救生隊:執行船艇
救生、潛水救溺勤務。

重機械部隊:執行鐵皮
工廠火警之破壞排煙，
並適時支援地震、颱洪
等天然災害搶救。

化災處理隊:執行毒化
物堵漏、吸附、除汙等
作業。

高角度救援隊:執行
跳樓救助或纜車、高架
橋、坑道等特殊場所之
人命救助。

車禍救助隊:頂舉聯結
車、遊覽車等各式重型
車體，展開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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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北中和火災(106.11.22)

興南路二段火警案-案情概述
106年11月22日20時37分119接獲民眾後立即出動各
式消防車及救護車輛共66輛
消防及義消人員共191名前往災害現場搶救造成本案
火警總計傷亡人數11名

5454

六、新北中和火災(106.11.22)

20：42 消防局抵達現場 成立前進指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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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桃園敬鵬火災(107.04.28)

精進危害性工廠火災預防作為

考量部分轄內列管達公共危險物品管制量以上之類似電子、高科技廠房及

工廠於生產過程中需要使用之強酸、強鹼及毒性物質可能增加災害搶救時

風險之危害性物質種類，倘發生類似事故，恐釀致傷害發生，現階段實施

之相關強化作為如下：

1. 建立公共危險物品安全管理專案計畫執行強化硫酸等強酸、強鹼類危

害性物質之平面配置圖資建置。

2. 邀集轄內達公共危險物品管制量30倍以上場所進行自衛消防編組示範

演練

3. 持續發掘潛在公共危險物品場所，強化場所安全管理

4. 執行高風險性工廠聯合檢查有關本府執行高風險性工廠聯合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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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桃園敬鵬火災(107.04.28)

 消防法第13條、第40條

 遴用防火管理人(第13條第1項)。

 依規定製定消防防護計畫(第13條第1項)。

 依消防防護計畫執行防火管理相關業務(第13條第1項)

 實施自衛消防編組訓練(施行細則第15條)。

 依規定製定共同消防防護計畫(第13條第2項)。

 消防防護計畫內容(施行細則第15條)

 防火管理人應為管理或監督層次人員，每3年複訓1次。 (施行細則第14條)

 遇有增建、改建、修建及室內裝修時，應另製定施工中防護計畫(施行細則第15

條第2項)

 依規定辦理營業前、營業後自衛消防編組驗證(新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第6條)

法令依據

制訂消防防護計畫，依據各場所特性及危害因子不同以製定適宜之消防

防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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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桃園敬鵬火災(107.04.28)

消防防護計畫應重新製定之要件：

 管理權人變更(異動)。

 防火管理人變更(異動)。

 自衛消防編組人員大幅異動。

 辦理用途變更使用、室內裝修等場所。

消防防護計畫常見缺失：

 管理權人或防火管理人異動未重新製定消防防護計畫

 自衛消防編組人員大幅異動未重新製定消防防護計畫

 未實施場所消防安全設備及防火避難設施自主檢查。

 未實施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暨驗證。

 場所消防安全設備及相關資訊與消防防護計畫相異。

消防防護計畫應重新制定要件

消防防護計畫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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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桃園敬鵬火災(107.04.28)

防火管理人應實施之自主檢查：

 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每月1次)。

 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每月1次)。

 每日用火、用電檢查。

防火管理人每半年應舉行1次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至少4小時)並於事先通

報當地消防機關。

編組人員是否有大幅異動。

場所之位置圖、逃生避難圖及平面圖是否標示清楚，並註明實際距離或

比例尺、方位。

逃生避難圖得與平面圖併用，圖面上應包含辦公室、餐廳、居室、警衛

室、廚房等場所及主要之逃生避難路線。

增建、改建、修建、室內裝修時，應另製定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

消防防護計畫重點工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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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桃園敬鵬火災(107.04.28)

消防防護計畫應重新製定之要件：

 管理權人變更(異動)。

 防火管理人變更(異動)。

 自衛消防編組人員大幅異動。

 辦理用途變更使用、室內裝修等場所。

消防防護計畫常見缺失：

 管理權人或防火管理人異動未重新製定消防防護計畫

 自衛消防編組人員大幅異動未重新製定消防防護計畫

 未實施場所消防安全設備及防火避難設施自主檢查。

 未實施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暨驗證。

 場所消防安全設備及相關資訊與消防防護計畫相異。

消防防護計畫應重新制定要件

消防防護計畫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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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桃園敬鵬火災(107.04.28)

廠區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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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桃園敬鵬火災(107.04.28)

應實施防火管理制度之場所：

6262

七、桃園敬鵬火災(107.04.28)

滅火班：

 滅火前，應以人命救助為優先，針對起火居室之受困人員進行疏散，

疏散完成後如火勢尚未擴大再進行初期滅火動作。

 操作滅火器開始滅火後應持續該姿勢15秒，室內消防栓要30秒。

 進入起火居室進行初期滅火，開啟起火居室門時可能有大量濃煙竄出，

附近如同時有其他人員進行疏散，應大聲呼喊提醒注意。

通報班：

 經確認發生火災後，由隊本部或地區隊通報班向消防機關進行通報

 接受火災信息時應先通報內部應變人員及近鄰人力後，馬上通報

119，上述動作建議在1分鐘以內全部通報完畢。

 平日應預寫好通報台詞進行通報，並放置於通報設備旁明顯易見處及

列入交接班必要事項。

自衛消防編組重點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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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桃園敬鵬火災(107.04.28)

避難引導班：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或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作動後，依照緊急廣播或是

各樓層避難引導人員指示進行避難。

 進行引導疏散工作，為防止樓梯入口混亂，應配置避難引導班人員

 疏散引導結束後，應確認有無避難延誤者，並確實關閉樓梯間的防

火門。

 避難原則:優先水平避難為主

 切記隨手關門，各避難引導人員進出各居室門或防火區劃之防火門後

應關閉該門，以防止煙的流入。

自衛消防編組重點工作內容

6464

七、桃園敬鵬火災(107.04.28)

救護班：

 應準備相關救護器材將傷患移至安全場所進行檢傷分類及初步急救

 員工50人以下如無救護班人員，免進行緊急救護或由近鄰人力協

助。安全防護班：

 應關閉防火門形成防火區劃。

 為避免中央空調系統造成濃煙流竄，應於火災發生後第一時間予以關

閉。

 起火層如有避難弱勢人員時，安全防護班人員應與避難引導人員合作

優先進行救援。

 為避免關閉電源影響應變行動及人員疏散，不宜第一時間予以斷電應

聽從消防人員指揮後再執行斷電之動作。

自衛消防編組重點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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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桃園敬鵬火災(107.04.28)

透過每半年自衛消防編組演練及驗證，同時考詢自衛消防編組成員是否

了解、熟練自身任務，使員工皆能實際操作滅火器、室內消防栓、排煙

設備等，灌輸即早通報、即早避難引導、相對安全區等觀念，在消防隊

到達現場以前，場所充分具備自衛應變之能力，以達到零人命傷亡之目

標。

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暨驗證

6666

七、桃園敬鵬火災(107.04.28)

驗證時間不符規定改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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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桃園敬鵬火災(107.04.28)

動作熟習迅速化

三、任務相互
合作之提升

四、健全避難
弱者搬運器

具、搬運技術

二、滅火設
備、廣播設備

操作之熟稔

一、重覆訓
練使成員動

作迅速

有效減少完成
驗證所需時間

6868

七、桃園敬鵬火災(107.04.28)

動作熟習迅速化

 待命休息室設於接
近受信總機及避難
弱者

 避免無法自力避難者同
處於同一區劃內，以減
少特定區劃之負擔

 考量編組成員因應
能力，避難者之狀
況，分工力求佳化

 落實強化指
揮體系及代
理人制度

 避免行動及作為之
路線衝突及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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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桃園敬鵬火災(107.04.28)

消防設備最佳化

就寢待命區
設置火警受

信副機

各層增設無
線電及館內

電話

使用第二種消
防栓

單人可操作

消防避難器具
不合時宜，引
進或改良避難
弱者之搬運器

具

縮短人員應變
反應時間

7070

七、桃園敬鵬火災(107.04.28)

內部裝修
耐燃化

建立二個以
上防火區劃

設置有效
避難之陽
台及相對
安全區

避難通道淨
空或增寬

防焰物品
之使用

建築設備之強化 可延長驗證容
許之臨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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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0602大雨(106.06.02 凌晨)

石門區內石門里57~62號 三芝區近淺水灣路段

本次梅雨鋒面主體約於6月2日凌晨3時觸及本市北側陸地，6月2日清晨至

中午，本市北海岸累積雨量達超大豪雨等級，其他地區也達豪雨至大豪

雨等級。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於106年6月2日一級開設，共計召開3次工作會報。

開設期間，共計受理944件災情，案件數前三名為積淹水540件、道路坍

方落石92件、土石流87件及其他225件。

此次梅雨鋒面造成2人死亡、1人失蹤、1人輕傷。

7272

八、0602大雨(106.06.02 凌晨)

本次案件於本市北海岸地區累積雨量達超大豪雨等級，其他地區亦達豪

雨至大豪雨等級，造成金山區橋梁受損橋等災情，共計受理944件災情。

三芝 750.0mm
石門 740.5mm
金山 690.5mm
淡水 564.0mm
萬里 540.0mm

金山區磺溪橋落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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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0602大雨(106.06.02 凌晨)

 106年6月7日召開0602水災檢討暨策進作為會議，會中針對橫移門啟閉

時機及相關配套措施、媒體監看與緊急回應處置機制及救災重要訊息發布

管道、時效之檢討進行檢討策進。

單位 辦理事項
區級

災害應變中心 板橋、永和、中和、新莊 、三重、蘆洲 關閉橫移門

警察局
新莊、三重、蘆洲 派員協助封閉作業，封閉後各路口並排班交通管制

交通隊 通知警廣廣播

新聞室 通知媒體以跑馬燈方式告知民眾

交通局 規劃開放紅黃線停車時間

教育局 研擬開放校園提供民眾提車

6/4 0:30關閉橫移門 6/4 7:30開啟橫移門6/4 0:30關閉橫移門

豪雨橫移門關閉相關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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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0602大雨(106.06.02 凌晨)

 媒體監看與緊急回應處置機制

 加強跑馬訊息取得之即時性及正確性。

 EOC現場新聞處置應變能力應加強。

 強化消防局輪值EOC人員現場新聞處置功能。

 簡化跑馬流程並加強與各組間溝通聯繫，以掌握各組即時正確訊息。

 救災重要訊息發布管道、時效

 災時除各局自行發布新聞稿，交由新聞局統一彙整，公告於市府網站、PO

市長FB、我的新北市FB，並發送新聞跑馬燈，並向新聞媒體宣布最新資訊。

 副知提供新聞稿給1999，讓話務中心即時向民眾說明，並副知EOC，PO在

防災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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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店樂活(105.07.06)/新莊部北醫(107.08.13)
避難弱勢場所火災

 鑒於新北市私立樂活老人長期照顧中心於2016年7月6日清晨發生火警，未能及

時疏散，導致6死、28輕重傷，其火警警鈴及緊急廣播音響，因火警受信總機警

示音響等按鍵遭人關閉，無法發出尖銳警鈴及人語廣播聲，致中心人員遲至5號

房濃煙竄出，無法進入滅火時，才發現火災，錯失即時滅火及快速疏散良機。

警報音響強制開啟

7676

九、新店樂活(105.07.06)/新莊部北醫(107.08.13)
避難弱勢場所火災

 (107年5月23日內授消字第1070821866號令發布)

 第二點第一項:

119 火災通報裝置：指火災發生時，藉由操作手動啟動裝置或火警自動警報設

備之連動啟動功能，透過公眾交換電話網路與消防機關連通以蓄積語音進行通

報，並可進行通話之裝置。

• 明確規定以手動啟動裝置或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連動啟動這2種方式為限。

• 並以公眾交換電話網路(電話線路)撥號(119)報案。

• 報案內容自動撥放語音通報，亦可進行人工通話。

119火災通報裝置認可基準

• 行政指導性質
• 僅建議由火警自動警報設備連動自動報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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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店樂活(105.07.06)/新莊部北醫(107.08.13)
避難弱勢場所火災

 第三點.外觀、構造、形狀、材質及尺寸試驗

 撥號信號(119)以複頻撥號方式發出信號。

 發出撥號信號並偵測應答後，蓄積語音應能自動送出，且蓄積語音需為自始

播放之模式。

 蓄積語音應依下列規定：

• 由通報信號音與自動語音所組成。

• 手動語音應符合下列規定：

 透過操作手動啟動裝置，其自動語音訊息應包括火災表示、物所在地

址、建築物名稱及聯絡電話等相關內容。

 透過連動啟動功能，其自動語音訊息應表示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啟動、

建築物所在地址、建築物名稱及聯絡電話等相關內 容。

 蓄積語音訊息應儲存於適當之記憶體中。

自動通報方式設置重點

7878

九、新店樂活(105.07.06)/新莊部北醫(107.08.13)
避難弱勢場所火災

 第三點.外觀、構造、形狀、材質及尺寸試驗

 應有禁止通報時撥接電話之措施。119火災通報裝置不得設有足以影響火災

通報功能之附屬裝置。

 監視常用電源之裝置應設於明顯易見之位置。

 電源回路應設置適當之過電流保護裝置。

 預備電源應依下列規定：

• 當常用電源停電，持續 60 分鐘待機狀態後，需保有10 分鐘以上可進行

火災通報之電源容量。

• 預備電源應為密閉型蓄電池。

後略….

自動通報方式設置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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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店樂活(105.07.06)/新莊部北醫(107.08.13)
避難弱勢場所火災

 因應內政部100年創新利民措施重點推動項目「收容老人及身 心障礙等避難弱

者之場所消防安全，建置119火災通報裝置試辦執行計畫」，內政部消防署與行

政院衛生署、內政部社會司等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101年1月1日至6月30日

期間，擇選收容老人及身心障礙等避難弱勢之場所試辦裝設119火災通報裝置

 該場所係以受信總機連線通報裝置，當探測到火警時連動火災通報裝置，撥號

119語音報案。(檢修申報廠商為保安消防公司 02-22254928)

 試辦追蹤：101年1月1日至105年

試行經驗—私立健順養護中心

8080

参、氣候變遷之衝擊與影響

氣候變遷原因

氣候變遷對全球環境衝擊

氣候變遷對臺灣的影響

一一

二二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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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氣候變遷原因(1/4)

全球暖化趨勢

8282

一、氣候變遷原因(2/4)

溫室效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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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氣候變遷原因(3/4)

溫室效應影響

8484

一、氣候變遷原因(4/4)

溫室效應影響

溫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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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候變遷對全球環境衝擊(1/14)

8686

二、氣候變遷對全球環境衝擊(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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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候變遷對全球環境衝擊(3/14)

與全球平均溫度有關的影響案例

8888

二、氣候變遷對全球環境衝擊(4/14)

2015年最熱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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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候變遷對全球環境衝擊(5/14)

2015年十大天然災害事件(依死亡人數統計)

9090

二、氣候變遷對全球環境衝擊(6/14)

2015年十大天然災害事件(依影響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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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候變遷對全球環境衝擊(7/14)

強烈暴風雨

嚴酷的冬季

暴雨、乾旱

9292

二、氣候變遷對全球環境衝擊(8/14)

海洋生態環
境的改變

生活環境的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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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候變遷對全球環境衝擊(9/14)

9494

二、氣候變遷對全球環境衝擊(10/14)

北半球極端
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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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候變遷對全球環境衝擊(11/14)

北半球極端
氣候

9696

二、氣候變遷對全球環境衝擊(12/14)

北半球極端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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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候變遷對全球環境衝擊(13/14)

南半球極端
氣候

9898

二、氣候變遷對全球環境衝擊(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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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候變遷對臺灣的影響(1/15)

面臨致災性環境與災害威脅

100100

降雨集中

三、氣候變遷對臺灣的影響(2/15)

降雨越趨集中，到本世紀末，我國最強降雨會增加280%，最弱小雨將減少80%，一
年只有7天小雨(劉紹臣，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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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集中

三、氣候變遷對臺灣的影響(3/15)

降雨越趨集中，到本世紀末，我國最強降雨會增加280%，最弱小雨將減少80%，一
年只有7天小雨(劉紹臣，遠見雜誌)

102102

極端強降雨颱風事件頻繁

三、氣候變遷對臺灣的影響(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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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強降雨颱風事件頻繁

三、氣候變遷對臺灣的影響(5/15)

2015年蘇迪勒颱風襲台

104104

極端強降雨颱風事件頻繁 2015年蘇迪勒颱風襲台

三、氣候變遷對臺灣的影響(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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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強降雨颱風事件頻繁 2015年蘇迪勒颱風襲台

三、氣候變遷對臺灣的影響(7/15)

106106

極端強降雨颱風事件頻繁 2009年莫拉克颱風襲台

三、氣候變遷對臺灣的影響(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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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強降雨颱風事件頻繁 2009年莫拉克颱風襲台

三、氣候變遷對臺灣的影響(9/15)

108108

極端強降雨颱風事件頻繁 2009年莫拉克颱風襲台

陸上颱風警報期間累積雨量分佈

三、氣候變遷對臺灣的影響(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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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強降雨颱風事件頻繁 2009年莫拉克颱風襲台

累積雨量破紀錄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三、氣候變遷對臺灣的影響(11/15)

110110

極端強降雨颱風事件頻繁 2009年莫拉克颱風襲台

三、氣候變遷對臺灣的影響(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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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強降雨颱風事件頻繁 2009年莫拉克颱風襲台

三、氣候變遷對臺灣的影響(13/15)

112112

乾旱現象

三、氣候變遷對臺灣的影響(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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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旱現象

三、氣候變遷對臺灣的影響(15/15)

114114
114

災害概況說明

災害應變處置

復原重建作為

一一

二二

三三

肆、災害應變與處置(以蘇迪勒颱風為例)

3



投影片 114

3 這個章節已有現成簡報，我再貼
郭乃嘉, 2018/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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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概況說明(1/6)

蘇迪勒颱風侵襲期間，本市三峽及烏來區等山區降下近1,000mm雨量。福山地區
3小時累積降雨亦高達253mm，均打破歷史紀錄，造成土石流、大面積崩塌及溪
流溢淹等重大災情。
本次颱風EOC合計受理4,430件災情（主要為路樹傾倒13,678棵、電力停電867
件、招牌掉落606件及多處土石崩塌、積淹水、維生管線與道路中斷），並造成3
人死亡、4人失蹤與52人受傷。

降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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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概況說明(2/6)

災害應變中心及前進指揮所運作狀況

117117

一、災害概況說明(3/6)

受理災害件數及重大災區受災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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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概況說明(4/6)

道路及邊坡坍方概況-烏來區

119119

一、災害概況說明(5/6)

道路及邊坡坍方概況-新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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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概況說明(6/6)

道路及邊坡坍方概況-三峽區

121121

二、災害應變處置(1/7)

(一)前進指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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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應變處置(2/7)

(二)功能分組

123123

二、災害應變處置(3/7)

(三)直升機運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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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應變處置(4/7)

125125

二、災害應變處置(5/7)

(四)道路搶通

(五)維生管線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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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應變處置(6/7)

(六)原民部落疏
散撤離

127127

二、災害應變處置(7/7)

(七)環境復原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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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復原重建作為(1/17)

129129

三、復原重建作為(2/17)

(一)災害應變強化作為(立即採行措施)



130130

三、復原重建作為(3/17)

(一)災害應變強化作為(立即採行措施)

131131

三、復原重建作為(4/17)

(一)災害應變強化作為(立即採行措施)
1.災區通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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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復原重建作為(5/17)

2.改善救災無線電設施方案

(一)災害應變強化作為(立即採行措施)

133133

三、復原重建作為(6/17)

(二)復原重建作為-重大災區道路邊坡搶修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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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復原重建作為(7/17)

(二)復原重建作為-重大災區道路邊坡搶修進度

135135

三、復原重建作為(8/17)

(二)復原重建作為-重大災區道路邊坡搶修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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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復原重建作為(9/17)

137137

三、復原重建作為(10/17)

(三)復原重建作為-產業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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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復原重建作為(11/17)

(三)復原重建作為-產業復甦

139139

三、復原重建作為(12/17)

(三)復原重建作為-產業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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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復原重建作為(13/17)

(三)復原重建作為-產業復甦

141141

三、復原重建作為(14/17)

(四)復原重建作為-重建經費核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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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復原重建作為(15/17)

(五)復原重建作為-原民部落復建工程

143143

三、復原重建作為(16/17)

(五)復原重建作為-原民部落復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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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復原重建作為(17/17)

145145
145

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

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

一一

二二

伍、災害防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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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育市民自助互助防災

二、推動公私協力全民防災

三、強化災害整備應變能力

四、打造安居環境防災韌性

五、建置智慧防災國際合作

1.107年6月15日第2季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討論，確定5大目標、

17項執行策略及84項行動計畫等減災綱領。

2.107年6月22日第2季災害防救會報核定通過。

3.107年7月中旬函頒本方案。

新北市減災綱領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1/32)

147147

培育市民自助互助防災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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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市民自助互助防災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3/32)

149149

培育市民自助互助防災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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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市民自助互助防災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5/32)

151151

一、培育市民自助互助防災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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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市民自助互助防災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7/32)

153153

培育市民自助互助防災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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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公私協力全民防災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9/32)

155155

推動公私協力全民防災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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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公私協力全民防災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11/32)

157157

推動公私協力全民防災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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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公私協力全民防災

項次 行政區 簽署企業

1 林口區 三新奧特萊斯股份有限公司

2 樹林區 南亞塑膠樹林廠

3 汐止區 宏正科技

4 鶯歌區 中國砂輪

5 三重區 藍天電腦

6 土城區 燿華電子

7 新店區 白金花園酒店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13/32)

159159

推動公私協力全民防災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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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災害整備應變能力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15/32)

161161

強化災害整備應變能力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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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安居環境防災韌性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17/32)

163163

打造安居環境防災韌性

水災圖資說明

1.根據經濟部水利署2016年「新北市及基
隆市淹水潛勢圖第二次更新計畫」中，新
北市及基隆市高程100m以下，坡度平緩
之地區進行模擬。模擬情境為24小時累
積雨量450毫米淹水潛勢圖。
2.該里淹水面積達40%以上，則繪製淹水
疏散避難圖。

淹水模擬假設條件：
1.所有河堤皆無破壞損毀。
2.所有抽水站皆正常運作。
3.所有堤防閘門皆關閉。
4.所有下水道系統皆正常運作。

1.受限於實際颱洪降雨狀況與模擬條件有
所差異，此淹水潛勢圖建議作為災前減災
整備之運用。
2.災中之應變(預警及疏散)，建議搭配經
濟部水利署之雨量警戒值與河川水位警戒
值等相關資料進行分析研判工作。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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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安居環境防災韌性 土石流圖資說明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19/32)

165165

打造安居環境防災韌性
土壤液化潛勢圖資應用說明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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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安居環境防災韌性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21/32)

167167

打造安居環境防災韌性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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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安居環境防災韌性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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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安居環境防災韌性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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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安居環境防災韌性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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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安居環境防災韌性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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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安居環境防災韌性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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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28/32)

建置智慧防災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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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29/32)

建置智慧防災國際合作

175175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30/32)

建置智慧防災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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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31/32)

建置智慧防災國際合作

177177

一、災害減災對策：減災2.0(32/32)

建置智慧防災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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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6年11月23日完成召開本府各機關任務分工會議，確認各機關權管
工作項目。

2. 106年12月21日於106年第4季專家諮詢委員會指導討論。
3. 106年12月22日於第4季災害防救會報核定通過。
4. 107年2月7日函頒。

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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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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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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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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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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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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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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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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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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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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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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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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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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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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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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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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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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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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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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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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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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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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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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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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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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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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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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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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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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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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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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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32/35)



210210

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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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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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防火防範對策：住宅2.0(35/35)

簡報結束
歡迎提問

213



2016.02.06
那一夜

2018.02.06
這一夜



Any Difference?





不是

而是



然後呢？



1.
2.





趴下 掩蔽 抓穩



切勿驚慌



留在床上



住宅用
火災警報器







1. 不耐燃隔間.

2. 門不擋熱

3. 門不擋煙 .

4. 沒有對外窗戶

防火區劃







雙膝跪地手肘貼地

口鼻靠地
沿牆壁走



起火點在身邊大聲示警
馬上逃跑

起火點不在身邊
開門無熱無濃煙馬上逃跑



起火點不在身邊
開門有熱有濃煙

關門開窗
就地避難

開門有熱有濃煙
房間不適合避難
低姿勢爬行

找尋相對安全區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第五大隊小隊長楊茜評

基礎急救訓練

急救措施實作

大綱

1.心肺復甦術教學

4. 基本救護技術

3.哈姆立克法

2. 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操作方式

5. 身心障礙者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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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復甦術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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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規範

\

STEP 0

儘早
求救119

儘早
CPR

儘 早
電 擊

儘早
高級救
命術

整合性心臟
停止後照護

生命之鏈

警查案問4句男竟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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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規範

STEP 0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受理救護申請

派遣轄區
消防分隊出勤

填寫救護紀錄表送至急救責任醫院

現場急救處置

到院前緊急救護流程

返隊結束

心
肺
復
甦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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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規範

叫：拍打病人肩膀，檢查病人意識，確認其反應及呼吸，仔細觀察病患有

沒有正常呼吸，胸膛有沒有起伏。從確認反應到仔細觀察呼吸的時間，不

應該超過十秒鐘。

STEP 1 叫。叫。壓。電



心
肺
復
甦
術

7

操作規範

叫：呼喊「救命」，然後請附近的人幫忙打119電話並拿AED。

STEP 2

01

若能在心跳停止的當下，實行心肺復甦術（CPR）及使用自動體外心臟
電擊去氈器（AED），病患存活的機率將會提高。

叫。叫。壓。電

地：地址、明顯地標

事：事故狀況

人：人數、病情、年齡

留下連絡電話，不要先

掛電話

心
肺
復
甦
術

8

操作規範

C：胸部按壓

（一）按壓位置：找到兩乳頭連線中間的胸骨上。

（二）按壓姿勢：兩膝打開與肩同寬，跪在患者身側，膝蓋盡量靠近患者身

體。兩手互扣，掌根壓胸，手肘打直，肩膀前傾，使肩膀位於雙手的正上

方。

（三）按壓方式：按壓次數30下，按壓速率至少每分鐘100-120下（約每秒

2下），按壓深度至少5-6公分。每次下壓後，要使患者胸部回彈至原本厚

度。

（四）按壓口訣：

用力壓、快快壓、胸回彈、莫中斷、要換手。

STEP 3

01
叫。叫。壓。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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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規範

A：打開呼吸道

一手五指併攏置於患者前額上壓住額頭，另一手食、中指置於下顎角，將下

巴上提。

STEP 4

01
叫。叫。壓。電

（小提醒：若施救者不操作人工呼吸，則持續作胸部按壓）

心
肺
復
甦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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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規範

STEP 5

B：人工呼吸

（一）打開病患嘴巴，並清除口內明顯異物。

（二）捏緊鼻孔。保持自然呼吸，將嘴巴對準病患嘴巴並完全罩住。

（三）進行人口呼吸，吹兩口氣，每口氣1秒鐘，並且看到病患胸部起伏。

（四）維持30：2比例（壓胸：人口呼吸）。

（小提醒：若施救者不操作人工呼吸，則持續作胸部按壓）

01
叫。叫。壓。電



02
自動體外心臟
去顫器操作方式

11

電：AED會自動分析心律並語音指示，用語音告訴

你是否需要進行去顫電擊。當AED建議電擊時，要

大聲先喊「大家離開」，並以目視檢查確認沒有人

碰觸患者，再按下顫鈕電擊。

（聽到「不建議電擊」時，依指示繼續施行CPR）

02

12

操作方式

開：打開AED的盒子，打開電源。AED的語音會引導

接下來的步驟。

貼：拉開衣服。將電擊貼片依圖示貼在患者裸露的胸

壁。(右鎖骨下方、左側乳頭下方側邊)

)

插：將電擊插入電擊插孔。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自
動
體
外
心
臟
去
顫
器
操
作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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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

自
動
體
外
心
臟
去
顫
器
操
作
方
式

患者恢復生命徵象有急救人員接手時

STEP 0 CPR的停止時機

心
肺
復
甦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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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齡層基本操作

對象

步驟/動作

成人
≧8歲

兒童
1-8歲

嬰兒（新生兒除外）
＜1歲

確認現場安全 確認環境不會危及施救者和患者的安全
（叫）確認意識 無反應
（叫）求救、打119，如
有AED則設法取得。
※聽從 119 執勤人員指示

先打119求援
先打119求援

（只有一個人時，先進行五個循環的CPR，再打119求援）

CPR步驟
確認呼吸狀況：没有呼吸或幾乎沒有呼吸

C-A-B

（C）胸部按壓
Compressions

按壓位置 胸部兩乳頭連線中央 胸部兩乳頭連線中央之下方

用力壓 5至6公分
至少胸廓深度1/3，

勿超過6公分
至少胸廓前後徑 1/3

快快壓 100至120次/分鐘
胸回彈 確保每次按壓後完全回彈
莫中斷 儘量避免中斷，中斷時間不超過10秒

若施救者不操作人工呼吸，則持續作胸部按壓
（A）呼吸道Airway 壓額提下巴
（B）呼吸Breaths 吹兩口氣，每口氣1秒鐘，可見胸部起伏

按壓與吹氣比率

30：2

重複30：2之胸部按壓與人工呼吸
直到患者開始有動作或有正常呼吸或救護人員到逹為止

※（D）去顫
Defibrillation

儘快取得AED

使用成人
AED及電擊
貼片

優先使用兒童AED及
電擊貼片；如果没
有，則使用成人AED
及電擊貼片

如果沒有可以使用手動電擊器的救護人
員，則使用兒童AED及電擊貼片；如果仍
沒有，則使用成人AED及電擊貼片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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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立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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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姆
立
克
法

操作規範

STEP 1

適用年齡1歲以上

重度異物哽塞（病人清醒）：病人咳嗽聲音逐漸微弱或沒有咳嗽、呼吸更加困
難或不能呼吸、吸氣時有高頻率的雜音、發紺（青紫顏色）、不能說話或全身
軟弱，可能會有兩手掐住脖子的徵候(異物哽塞國際求救手勢)

。 立即詢問病人或家屬：「病人噎到了嗎?」。

 （若病人點頭表示或無法發出聲音時，應立即在病人後面，雙腳成弓箭
步、前腳膝蓋置於病人胯下、上半身靠近或貼緊病人背部以穩住病人。

STEP 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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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姆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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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操作規範

STEP 3

適用年齡1歲以上

 一手握拳(大拇指與食指形成之拳眼面向肚子)放於上腹部正中線，位置於
肚臍上緣，另一手抱住放好之拳頭，若無法實施腹部推擠應考慮胸部按
壓，例如：懷孕後期或肥胖者。

1 2

3 4

18

哈
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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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操作規範

STEP 4

適用年齡1歲以上

 雙手用力向傷病患的後上方快速瞬間重複推擠，且隨時留意是否有異物吐
出，直到傷病患意識喪失或異物被排除為止。

STEP 5

 若異物無法排除且傷病患意識喪失而癱在施救者身上時，應立即實施心肺
復甦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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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姆
立
克
法

03

操作規範

特殊狀況

適用年齡1歲以上

20

哈
姆
立
克
法

操作規範

STEP 1適用年齡1歲以下

施救者抱著嬰兒坐在椅子或床沿邊，一手支持嬰兒的
下巴、頸部與前胸，手臂放在大腿上，頭比軀幹低，
面朝下。尋找穩固地點（如椅子或床邊），一手支持
嬰兒下巴、頸部與前胸

用另一手掌根在兩肩胛骨中間用力擊打5下。

雙手保護頭頸部，以兩前臂將嬰兒夾在中間，一邊固定
並保護嬰兒的頭頸部，一邊將嬰兒翻轉成面朝上姿勢。

以單手兩指法給予胸部按壓5下。

STEP 2

STEP 3

STEP 4

拍背壓胸法（有反應）：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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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姆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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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規範

STEP 1

適用年齡1歲以下

當嬰兒無反應後，應打
開病人的呼吸道，同時
間若發現病人嘴內有可
見的固體異物時，應先
實施手指清除。

若已被清除後或無可
見的固體異物時，給
予吹氣1次。

若氣吹不進去或胸部
沒有升起時，則再次
暢通呼吸道並再給1次
吹氣。

以單手兩指法（食指和中
指、中指和無名指）給予
胸部按壓30次，同時要目
視是否有異物吐出或阻塞
解除的現象。

STEP 2 STEP 3

STEP 4

若異物無法排除且病人無反應時：

03

22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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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規範

STEP 5

適用年齡1歲以下

重複步驟1至4，直到阻塞解除或已執行約2分鐘後立即送醫。

STEP 6

若異物無法排除且病人無反應時：

操作當中發現異物被吐出或阻
塞解除的現象時，除非目視病
人已顯現出適當的呼吸外，應
繼續基本心肺復甦術之流程給
予2次的吹氣，然後檢查脈搏。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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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救護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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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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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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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血與包紮

指血液從血管或心臟外流出至組織間隙、體腔或人體表面，為救護現場常見

的創傷；人體正常血量約占體重的1/13（約7％），出血量過多會導致休克

現象，肢體骨折時也可能會併有出血。

出血

出血種類

 體內外分類

1. 內出血：血液從血管流到血管外的人體內，包括器官或體腔內的出血，

沒有明顯可見的出血，不易辨識。人體外觀出現瘀青、瘀血或血腫等。

2. 外出血：血液從血管通過人體表面的傷口流到體外，包括通過原已有的

開口，如口、鼻、耳、尿道、陰道或肛門流出。有明顯可見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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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血與包紮

出血部位

骨折部位 出血量

橈尺骨 150－250㏄

肱骨 250㏄

脛骨及腓骨 500㏄

股骨 1000㏄

骨盆 1500－3000㏄

附註：不穩定的骨盆骨折出血量可達6000 c.c.

基
本
救
護
技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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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血與包紮

止血方式

1. 直接加壓止血法：

以適當壓力對傷口處進行止血動作，為

有效且常用的方式。

2. 止血帶止血法：

為最後止血方式，由訓練的救護技術員

操作。將止血帶綁於近心端的傷口處以

阻斷血流，且需露出止血帶，並標記開

始使用時間；也可利用三角巾或輔助器

材，到院前無須解開但應盡速送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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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血與包紮

止血方式

3. 鼻出血處置方式

安撫傷病患並保持能讓其頭部前傾的坐

姿以防吸入血液，若無法坐起則讓其躺

下，將頭和肩抬高。若無鼻骨骨折，可

用手指捏兩側鼻翼，可在鼻和臉部使用

冷敷；如仍無法控制出血，可插入一塊

小乾淨紗布墊於出血側或兩側鼻孔，

再加壓及掐鼻，要確定紗布一端仍露出

鼻外，稍後才易於取出。

若仍不能止血且傷病患是清醒的，可嘗

試在嘴巴內上牙齦近鼻及上唇處施加壓

力，如果仍持續出血應盡速轉送醫院。

基
本
救
護
技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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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血與包紮

傷口止血操作規範

1. 若傷口持續出血時，應直接以無菌紗布放置於出血處，施以直接加壓止

血，並以彈性繃帶或三角巾等適當敷料包紮持續加壓；若仍繼續出血，絕

不要移除原有紗布及敷料，應在其上方加上更多紗布直接加壓，並再次以

彈性繃帶或三角巾等適當敷料加壓包紮

*備註：若仍無法有效止血且有生命危險時，得使用其他止血法止血。

2. 若傷口無持續出血時，可以用無菌紗布放置於傷口處，以膠帶固定紗布，

必要時以網套、彈性繃帶或三角巾等敷料加強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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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血與包紮

包紮原則

 包紮前傷口若有髒汙，應使用生理食鹽水清洗傷口，以減少感染機率。

 敷料以無菌紗布為主，大小需大於傷口處，蓋好敷料後應用彈繃或三角巾

固定敷料，除可止血及保護傷口不受外在環境污染外。

 包紮應力求美觀且不易脫落。

無菌敷料 彈性繃帶 三角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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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血與包紮

繃帶包紮法

1. 定帶：從傷口遠心端，利用繃帶一角，將折角蓋於內。

2. 環狀包紮：於同一傷口處進行重複性纏繞。

3. 螺旋包紮：大而長的傷口且無法進行一次性包覆，纏繞時由遠心端往近心

端，以上圈覆蓋下圈1/2或2/3為原則，適用於粗細相同的肢體。

4. 八字包紮：適用關節處，最常用於肘部、腕部及腳踝處，以數字8為方式，

露出另一端關節處，以方便關節活動。

環狀包紮 螺旋包紮 八字包紮（肘部）定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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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血與包紮

三角巾包紮法

1. 平結：包紮後可使用平結方式完成固定，需注意勿在受傷處、頸後關節、

骨突處、肢體內側及經常摩擦處進行，避免傷病患不適。

2. 頭部包紮法：適用於固定頭頂上的敷料。

3. 肩部包紮法：適用於固定肩部傷處的敷料。

4. 懸臂吊帶包紮法：適用於肩關節、肘關節、腕關節、前臂及上臂骨折損

傷，以懸吊的方式讓傷病患較舒適。

頭部包紮法 肩部包紮法 前臂固定平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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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病患搬運

重要性

傷病患因無法行走或有其它生命徵象不穩定現象，應評估現場狀況給予合適搬

運法。在搬運傷病患前，必須先知道如何保護自身安全及避免因為搬運方式不

當，而造成傷病患更嚴重的二次傷害。

目的

1. 使傷病患脫離危險地區。

2. 避免傷病患受到不必要傷害。

3. 易於迅速送醫。

時機

 緊急搬運：當現場有立即危險時，須

迅速將傷病患緊急搬運至安全環境，

盡量避免傷病患在被搬動過程中受到

二次傷害。

 非緊急搬運：當傷病患意識清醒且生

命徵象穩定時，須先給予救護後，再

考慮搬運的適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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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病患搬運

搬運種類

1. 徒手搬運法：單人攙扶、揹負、雙人攙扶及肢端搬運法等。

2. 器材搬運法：搬運墊、搬運椅及長背板等。

徒手搬運操作與運用

1. 單人攙扶法

 適用於清醒、傷勢病情輕微與在簡單協助下

即可行走之傷病患。

 操作者站立於傷病患身體側邊（患側），將患

側上肢繞過操作者 頸部，用手抓住傷病患的

手腕，另一隻手繞到傷病患背後並 抓住褲頭

以增加穩定性，再攙扶協助傷病患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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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病患搬運

徒手搬運操作與運用

2. 揹負法

 適用於老幼、體輕、需快速移動的傷病患，但

疑似有頸椎傷害或骨折傷病患不建議使用。

 操作者背朝向傷病患蹲下，讓傷病患將雙臂從

操作者肩上伸到胸前，操作者穿過傷病患的大

腿，兩手緊握傷病患另一側手腕，且建議抓握

手腕關節略上方處，避免壓迫傷病患關節處造

成疼痛，再緩慢穩定地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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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病患搬運

徒手搬運操作與運用

3. 雙人攙扶法

 適用於清醒、傷勢病情輕微與在簡單協助下即

可行走之傷病患。

 操作者分別站立於傷病患身體側邊，將患者上

肢繞過操作者頸部，用手抓住傷病患的手腕，

另一隻手繞到傷病患背後，2人攙扶協助傷病

患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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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病患搬運

徒手搬運操作與運用

4. 肢端搬運法

 適用於沒有頸椎傷害傷病患。

 2名操作者，一名站在傷病患下方將患者屈膝

後以腳尖抵住，另一名在傷病患上方，將傷病

患雙手交給下方操作者後保護傷病患頭頸部。

 由上方操作者發號口令後將傷病患調整成坐

姿，上方操作者從背後將兩手伸入傷病患腋

下，把傷病患兩前臂交叉於胸前，再抓住傷病

患的手腕，把傷病患抱在懷裡，另一人（轉

身） 站在傷病患兩腿中間將傷病患兩腿抬起，

2名操作者一前一後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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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被看護者、身障者、兒童、外國人等，無論在災害資訊的取得或避難

上皆有不便處。在其難以冷靜地判斷或行動的緊急狀況下，當地居民應給予協

助及特別照顧。

對災害弱勢者顧慮

災害弱勢者特徵

1. 移動困難

2. 資訊之接收/傳遞困難

3. 需仰賴藥物或醫療裝置

顧慮與特徵

 對高齡或兒童應「牽手」、「背在背

上」、「讓其攙扶手肘或肩膀」、「緩

慢行走」、「指出・確認並提醒其留意

段差、樓梯、障礙物等」。平穩、冷靜

告知位置及周圍狀況等，給予安全感。

 引導身心障礙者避難時，事先確認身障

部位、障礙、傷病處置方式。對於輪椅

使用者以多對一形式支援。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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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聲「我來協助你吧！」等，並輕輕觸碰未持拐杖的手或將手腕借其攙扶，

並緩慢地走在其前方半部位置。指引方向時，應用「右斜前方10公尺」具體

說明、或用「10點鐘方向」等簡明易懂說明，避免用「這裡」、「那裡」。

視障者

避難引導方式

應視肢障類型給予合適的避難引導方式，如該肢障者有使用輪椅，則上下樓

梯時應4人合力協助（電動輪椅較重，應6人）。上樓梯時，應讓肢障者面向

前方、下樓梯面向後方，以免造成恐懼。逃生或避難時的協助人員數不拘，

視情況也可用繩子將肢障者背於背上協助避難等。另外，拐杖、輪椅等等，

用來輔助走路的道具也要提早為需要的人準備，以防他們的不方便。

肢障者

聽障者在於溝通方面較為困難，被孤立的可能性比較大，說話時靠近對方、

並正面面對、嘴巴張大且明確咬字，如不會口語或手語，可於紙上溝通、用

手指寫字於對方手背上、打字於手機簡訊畫面。

聽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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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障礙

避難引導方式

高齡者

嬰兒及產婦

外籍人士

因為語言不通的關係很難用言語來傳達情況，加上生活習慣跟文化的不同，很
可能造成一些麻煩，加上因為沒有災害知識可能會導致精神不穩，心靈上的關
心也是很需要的。

盡量讓產婦可以跟家人在一起，如果有任何情況應立刻與醫療人員聯絡，請周
遭的人協助，而嬰兒與產婦有需要哺乳的時候，確保有別的空間可以方便他們做
哺乳的動作。

高齡者可能患有多數的慢性病，所以避難生活會較有負擔，且不常行動容易肌肉
減少、關節萎縮、骨質疏鬆等症狀，如果可以早期發現就能提早做應對，也讓他
們可以做一些簡單的運動，避難時將可以減緩受傷情況發生。

多數的智能障礙者災後需要比一般人花更多的時間來習慣，所以需要周遭的人來
做適當的幫忙，首先就是讓他身邊有一個他能夠熟悉的人，如果沒有熟悉的人，
則可尋求專門的工作人員或輔導團體來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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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引導方式（輪椅）

一般使用方式

STEP 1

打開輪椅先把輪椅向外
稍微打開手掌向下，雙
手平放在座位兩側。上
半身微微用力向下壓，
輪椅會向外打開。

摺合輪椅摺合前先打
腳踏收好站在輪椅旁
邊，將座墊向上拉起。
把座墊向上拉，直至
輪椅完全摺合。

STEP 2 STEP 3

上小梯級的方法：於梯
級前稍微用力把輪椅向
下壓，使前輪離地。把
前輪放在梯級上後，將
輪椅向前推。

STEP 4 STEP 5

下小梯級的方法：背向
前方把輪椅後輪稍微提
起後向後拉，將後輪輕
放著地後，再慢慢向後
拉。

越過小坑的方法：於小坑前
稍微用力把輪椅向下壓，使
前輪離地後再向去推。待小
輪越過小坑後，把前輪輕放
著地。把後輪稍稍提起後向
前推，待越過小坑後再輕放
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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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引導方式（輪椅）

使用注意事項

 打開輪椅時，切勿把手指伸到座墊下，或抓住座墊兩側，否
則會弄傷手指。

 切匆把輪椅過度後傾，否則有可能造成後翻，產生危險。

 確定輪椅在適當位置並已剎車妥當。

 扶手、腳踏須移除。

 可選擇側邊45度或正面移位。

 上坡時身體前傾，保持平衡，以維持推的速度及安全。

 下坡時身體保持後傾，以防往前跌倒，照顧者

亦可將手置於使用者之肩膀或胸部處，以防往

前傾倒，且使用者應面朝上坡方向，照顧者在

輪椅下方，以防危險。

 每隔10至20分須將身體撐起，每次8秒至1分

鐘，可促進血液循環及減少臀部的壓力，預防

褥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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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身攜帶手冊、緊急連絡卡

災害弱勢者家屬、協助人員平時應事先確認之事項

緊急攜出物品之準備

避難場所、避難路徑、聯絡方式之確認

準備看護犬等寵物所應之配備物品

平時應與家人討論災害時之避難場所、避難路徑、聯絡方式等事宜，並具體決定
約定場所與共通的聯絡人（其他縣市的親戚等）。

經常性服用之藥品、常去的醫療機構聯絡方式、記有常用藥物品項之「藥物手冊」
或筆記。輪椅、助聽器、老花眼鏡等當事人所必需的配備、物品。

一但發生大規模災害，交通通訊往往相當混亂且可能中斷，家庭成員的團聚，常
常會有所困難，因此平時應做好緊急連絡卡，以備不時之需。

受災的不僅只是人類，寵物也和人一樣，在嚴酷的避難生活中，容易影響到健
康狀況，因此災考量防災用品時，可加入寵物用品。

06
補充資料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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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補充資料：法律保護善心救助者（Good Samaritan）

 中華民國102年7月11日，公共場所必要緊急救護設備管理辦法，第三條
公共場所必要緊急救護設備項目，包含 AED或其他經中央衛生福利主管
機關公告之設備。

 《路加福音》第10章第25-37節中耶穌講的寓言：

到
底
要
不
要
出
手

06

46

法規

補充資料：法律保護善心救助者（Good Samaritan）

 緊急避難

102年修法
參考資料：
衛生福利部‐公共場所
AED急救資訊網，公共
場所民眾CPR+AED教材
簡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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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 單信瑜

防災計畫實作與驗證

1. 社區防災介紹

4. 社區防災計畫範例

3. 社區防災工作內容

2. 社區防災推動重點與流程

大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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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臺灣近年來持續發生重大災害，以致民眾死傷及財物損失持續攀昇，並成

為政府與民眾揮之不去的夢靨。因此，藉由防災社區的推動，不但能促使

社區於平日即規劃、執行減災的工作，減少災害發生的機會；萬一發生災

害時，也能立即進行應變，減輕災害的損失，並且還能在災後迅速推動復

原重建的工作。

日本阪神地震發生時的調查統計結果，推演出極為重要的災害防救法

則，即是大災害來臨時，「自助：互助：公助」比例是「7：2：

1」，指出可能近8成全身而退的人是靠自助跟社區的互相幫助。

介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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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策略

 提升自助、互助的概念

近年來全球伴隨氣候變遷，災害之大規模化、高頻率化與複合化，既有防救體

制無法全面顧及。

 結合因地制宜的調適

社區為面對災害之最前線單位，當我們無法完全避免災害發生的時候，找出減

輕災害、或是與災害共存的辦法為社區永續發展的關鍵。

 強化社區防災的能量

2005年與2015年辦理的世界防災會議中，強調社區防災能量與防災人才培育。

必要性策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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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士之職責

 積極的參與自主防災組織。

 協助擬定社區防災計畫、防災訓練時發揮領導力。

 有災害發生之虞時，應作為引導者，率領區域民眾避難。

 協助社區之災害弱勢者。

 與政府攜手參與防災社區。

社區中防災士之職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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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遠比緊急應變重要

機率低、衝擊大（甚至於無法預期）

從規劃端消除或降低風險

活動所在城鄉、交通與進出道路、場地大小、
場地內進出動線、季節、活動時間、時程長短、

天候、人數（年齡）

地震

颱風、豪雨

海嘯

土石流

山崩、地滑

Examples of Hazard Examples of Disaster

結構物倒塌、
損壞

建物倒塌造成
傷亡

積水、淹水 溺水傷亡

結構物流失、
損壞

海嘯沖走溺水
傷亡

結構物倒塌、
損壞

建物倒塌造成
傷亡

土砂掩埋造成
傷亡



Risk Management   ISO 31000的架構
授權及承諾

Mandate and commitment

風險管理的架構設計
Design of framework for managing risk

• 瞭解組織與其意涵(Context)
• 建立風險管理政策
• 歸責性(Accountability)
• 整合融入組織流程
• 資源
• 建立內部溝通及呈報機制
• 建立外部溝通及呈報機制

持續改善架構 實行風險管理
(Implementation)

• 實行管理風險的架構
• 實行風險管理的程序

架構的監督與查核

• 在組織的各階層嵌入風
險管理架構

• 在決策與歸責時確保呈
報適當的風險資訊

• 將風險管理整合到整個
組織系統中

• 協助將風險管理程序的
應用以整合所有的到組
織程序

• 作為ISO 31000風險管理
的核心

衝
擊

（
後

果
）

機率（頻率）

例
如

：
死

亡
人

數
、

經
濟

損
失

兩岸戰爭
大規模地震

大規模停電

恐怖攻擊

新型傳染病

金融海嘯

一般淹水

重大火災、
爆炸

重大淹水

南海軍事衝突

連續熱浪

嚴重核電廠事故

網路癱瘓
重大旱災

海嘯
大規模崩塌

土石流

風險矩陣（風險圖像）

不可接受風險

依據ALARP可接受風險

一般認知可
接受風險 ALARP



風險處置方式

規避、減緩、
轉嫁

規避、減緩、
轉嫁

無法再降低風險
損防容留

ERP與BCP

規避、減緩、
轉嫁

嚴
重
度

發生機率

大

高

可接受風險上限
ALARP (As Low A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沒有真的處理到位

規避
• 不能容忍者又能力不及者、損失過大者

轉嫁
• 以委託或轉嫁方式轉由他人承受

減輕

• 降低發生可能行性

• 減輕影響度

接受
• 無可避免，必須接受，準備好應變措施

轉移(Transfer)

最小化(Minimization)

防治(Mitigation)

分擔(Share)

規避(Avoid)
禁止開發
與居住

源頭治理

天災保險

保留(Retention)

保險

巨災債券

風險處理方式

攔砂壩

溪流治理

速報/預警系統應變計畫

疏散撤離

溪床清疏



避免
• 不能容忍者又能力不及者、損失過大者

轉嫁
• 以委託或轉嫁方式轉由他人承受

減輕

• 降低發生可能行性

• 減輕影響度

接受
• 無可避免，必須接受，準備好應變措施

轉移(Transfer)

最小化(Minimization)

防治(Mitigation)

分擔(Share)

規避(Avoid) 工廠搬遷

滯洪池、擋水閘門

外包

保留(Retention)

保險

分包

風險處理方式

耐震補強

減震系統

速報/預警系統

應變計畫

營運持續計畫



Before 
the 
event

After 
the 
event

Impact
衝擊

PREPAREDNESSRESPONSE

MITIGATIONRECOVERY

減災

整備應變

復原
Reconstruction

Quiescence

Pre-impact

靜止/沈默

Emergency

Restoration

災害管理（防救災）四階段

重建復原

緊急
應變 發災前

災害管理各階段的內涵

減災
• 災害潛勢調查與資料公開
• 政策規劃、土地利用管制、防災社區
• 基礎建設與關鍵設施強化
• 防洪排水、攔砂壩等抗災工程
• 全民與防救災人員防災教育訓練

減災
• 災害潛勢調查與資料公開
• 政策規劃、土地利用管制、防災社區
• 基礎建設與關鍵設施強化
• 防洪排水、攔砂壩等抗災工程
• 全民與防救災人員防災教育訓練

整備
• 防救災圖資建置與分發
• 防救災通訊與資訊系統建置
• 避難收容場所設置管理、物資儲備
• 應變中心建置與防救災演練
• 志工與民間資源整備、弱勢族群整備

整備
• 防救災圖資建置與分發
• 防救災通訊與資訊系統建置
• 避難收容場所設置管理、物資儲備
• 應變中心建置與防救災演練
• 志工與民間資源整備、弱勢族群整備

應變
• 災情查通報與災情查證
• 應變資源調度、物資與志工管理
• 災情控制：搜救、滅火、緊急醫療
• 災民收容安置
• 罹難者處理

應變
• 災情查通報與災情查證
• 應變資源調度、物資與志工管理
• 災情控制：搜救、滅火、緊急醫療
• 災民收容安置
• 罹難者處理

復原
• 受損建物復原或重建
• 災區經濟與社會秩序恢復
• 救助與補償金發放、各項救濟措施
• 心理復健、社會療癒
• 救災檢討、土地利用等制度措施檢討

復原
• 受損建物復原或重建
• 災區經濟與社會秩序恢復
• 救助與補償金發放、各項救濟措施
• 心理復健、社會療癒
• 救災檢討、土地利用等制度措施檢討

防災關鍵字：Resilience  回復力、韌性



警戒發佈警戒發佈 疏散撤離疏散撤離 收容安置收容安置
災損調查救

助
災損調查救

助

成立應變中心成立應變中心 災情查通報災情查通報 救災搶險救災搶險 清理復原清理復原

災害發生

（政府）應變作業

災害發生

縣市政府、鄉鎮市區
應變中心各局處之應變對策為何？

災情傳播

緊急聯絡首長
應變中心開設

劃定警戒區域

低窪地區疏散撤離

封閉地下道

啟動抽水站

通知安養機構

捷運與公車停駛

民眾垂直避難 民眾移動車輛

通知電力公司切斷
淹水地區電源

開設收容處所

通知學校、醫院

請求國軍支援



在政府救援尚未抵
達前

居民必須靠誰？

弱勢族群(需援護)建立清冊及預先疏散撤離

凡那比颱風帶來豪雨，安置29名老人的岡山鎮大遼里「普德老人養護中心」，
2010.9.19下午三時許已開始淹水，當時工作人員僅有兩名女性外籍看護和一名
煮飯的歐巴桑，直到下午5時40分，眼見屋內積水漸高，三名弱女子聯手將12名
老人扛上二樓，或安置在位置較高的樓梯間 ，並狂打119求救，但直到6時57分
才打通，5名救難人員乘二輛橡皮艇前往搶救，約半個多小時後抵達現場，卻看
到令人鼻酸的場面。安養中心的水深及腰，一樓有17名老人坐著輪椅泡在水裡，
有人還漂浮在水中

安養中心外籍看護在生死關頭，冒險
泡在水中救人。高縣紅十字會提供

為何不向里長、里幹事、公所、社會局求助？



水淹安養院事件簿
09/19
• 15：00起 開始淹水，逐漸淹進高縣

普德老人養護中心，屋內有29名老
人，工作人員僅有2名外籍看護及1
名廚房歐巴桑。

• 18：57 消防隊接獲第1通報案。
• 19：07 消防隊接獲第2通報案。
• 19：45 救難人員搭2艘橡皮艇抵普

德老人養護中心，發現有17名老人
泡在水中待援，其他12名老人在2樓
或樓梯。

• 20：15 水中17名老人全被移置2樓
避難，並過夜待援。

09/20
• 10：00 普德老人養護中心向高縣社

會處通報，請求協助安置。
• 19：00 完成安置，29名老人被疏散

至鄰近醫院或安養機構。

資料來源：高雄縣社會處、消防局

死裡求生 普德老人養護中心的老人
幸運脫險，有人獲救時手中還緊握
著一把藥（箭頭處）。高縣紅十字
會提

「降低土石流風險（損失）」方法

工程方法（Structural 
Approach，結構性手段）

• 邊坡治理
• 崩塌地處理
• 防砂壩
• 攔砂壩
• 護岸、堤防

非工程方法（Non-structural 
Approach，「非」結構性手段）

• 土地規劃與使用限制
• 監測系統、預警機制
• 疏散撤離與收容安置
• 政府應變（救災）體系
• 防災社區
• 災害保險

不是「治山」方法



Rock avalanche hazard/Debris flow

1.Structural defenses built

2.Development occurs under 
assumption that protection is total

3.Very high-magnitude low-frequency 
event overwhelms defenses 4.Damage occurs

工程手段對於大規模災害無法提供100%
防護保障

土石流 防災工程

因預期有工程保護而導致更多開發行為

低頻率大規模災害超越防護能力
嚴重災情

單信瑜重繪

高頻率小規模災害可防護（幾次？）

Rock avalanche hazard/Debris flow

1.Structural defenses built

2.Development occurs under 
assumption that protection is total

3.Very high-magnitude low-frequency 
event overwhelms defenses 4.Damage occurs

工程手段對於大規模災害無法提供100%
防護保障

土石流 防災工程

因預期有工程保護而導致更多開發行為

低頻率大規模災害超越防護能力
嚴重災情

單信瑜重繪

高頻率小規模災害可防護（幾次？）

2.Development occurs under 
assumption that protection is total

因預期有工程保護而導致更多開發行為

單信瑜重繪

風險處置
方式

規避、減緩、
轉嫁

規避、減緩、
轉嫁

無法再降低風險
損防容留

ERP與BCP

規避、減緩、
轉嫁

嚴
重
度

發生機率

大

高

可接受風險上限
ALARP (As Low A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沒有真的處理到位

理想

後果

氣候變遷



自助、共助、公助！

消防隊員、特搜隊員、警察、
國軍能即時救出多人



自助、共助、公助



《阪神・淡路大震災による直接的な死亡原因》

表1 阪神淡路大震災死亡日時・死因別死亡数

総 数
1月17日 1月18

日
1月19

日

1月20
日

以降
不 祥

午 前 午 後 不 詳

総 数 5488
(100.0)

5175
(94.3)

4461
(81.3)

440
(8.0)

274
(5.0)

185
(3.4)

29
(0.5)

97
(1.9)

2
(0.0)

窒息・圧死 4224 4059 3626 316 117 124 14 26 1

焼死・熱傷 504 488 307 62 119 15 1 - -

頭・頚部損傷 282 256 236 7 13 7 1 17 1

内臓損傷 98 81 71 9 1 9 2 6 -
外傷性ショッ
ク 68 50 37 12 1 11 2 5 -

全身挫滅 46 39 25 11 3 3 1 3 -

挫滅症候群 15 - - - - - 3 12 -

その他 127 81 64 13 4 13 5 28 -
不 祥 124 121 95 10 16 3 - - -

措滅：壓傷症候群，又稱擠壓症候群，是指大範圍的肌肉受到擠壓傷害，因為
組織的壞死，會由壞死的組織中釋出肌紅素（myoglobin）、蛋白、鉀等有毒
物質進入血液循環系統，造成血液動力不穩定性休克、高血鉀、代謝性酸血症、
急性腎衰竭。若軀幹擠壓合併腹部創傷者死亡率更高。



図3 死亡場所（病院・自宅等）別死亡数及び構成割合

死亡した人の原因

死因 死者数
窒息・圧死 3，979 (72.57)

外傷性ショック 425 (7.75)
焼死 403 (7.35)

頭・頸部損傷 172 (3.14)
内臓損傷 68 (1.24)

その他 143 (2.61)
不詳及び不明 293 (5.34)

合計 5，483(100.00)



図2 年齢階級（3区分）・死因別死亡数構成割合

ケガをした人の原因

外傷原因



http://www2.ttcn.ne.jp/honkawa/4363f.html



東日本大震災死者構成比対人口構成比（倍）

9歳
以下

10歳
代

20歳
代

30歳
代

40歳
代

50歳
代

60歳
代

70歳
代

80歳
以上

男女
計 0.4 0.3 0.3 0.4 0.6 0.9 1.4 2.3 3.3

男 0.4 0.3 0.4 0.4 0.5 0.9 1.5 2.6 3.7

女 0.4 0.3 0.3 0.4 0.6 0.9 1.3 2.0 3.0

消防隊員、特搜隊員、警察、
國軍能即時救出多人



自助、共助、公助



阪神淡路大地震

 發生時間
 1995 (平成7年) 1.17 05:46
 震源：兵庫縣淡路島北部
 深度：約14 km
 總死亡人數6055，兵庫縣內6016，神戶市

4512
 神戶市受傷14678人

神戶市教育委員会，1996，神戶の教育は死なず: 阪神・淡路大震災に学ぶ学校危機管理小学館，254 頁



神戶市
 公園、體育館、學校避難所開設599處
 避難人數23萬人以上236899
 組合屋33823戶
 市中心全倒67421棟
 半倒55145棟
 火災全燒6970棟
 火災半燒418棟
 火災件數175

神戶市教育委員会，1996，神戶の教育は死なず: 阪神・淡路大震災に学ぶ学校危機管理小学館，254 頁

系統 受災狀況 修復完成
日

水道 市中心斷水 4月17日

電力 市中心停電 1月23日

天然
氣

78%停氣 4月11日

電話 市中心約20%不通 1月31日

下水
道

管線與處理廠受損 5月1日

廢棄
物

全クリーンセンター (Clean 
Center)停止運作

2月20日

維生線(ライフライン)受害狀況

神戶市應變中心（災害對策本部學
校部）

 1.17指令
 學生安全確認
 學校設施受損狀況、安全檢查
 必要避難場所開放
 學校停課。教職員24小時輪值。

神戶市教育委員会，1996，神戶の教育は死なず: 阪神・淡路大震災に学ぶ学校危機管理小学館，254 頁



學校避難所的主要課題

 人員支援體系建立
 物資支援體系建立
 儲備倉庫體系建立

神戶市教育委員会，1996，神戶の教育は死なず: 阪神・淡路大震災に学ぶ学校危機管理小学館，254 頁

• 神戶市立學校共345所
• 開設避難所的共218所

避難人數 幼兒園 小學 中學 盲。養護 高。高專 合計

<100 0 41 9 1 1 52

101-500 3 28 18 1 5 55

501-1000 0 24 10 0 1 35

1001-1500 10 4 0 2 16

1501-2000 0 12 5 0 0 17

2001-2500 0 6 0 0 0 6

2501-3000 0 5 0 1 0 6

3001-3500 0 0 0 0 0 0

>3500 0 1 0 0 0 1

合計 3 127 46 3 9 188

神戶市教育委員会，1996，神戶の教育は死なず: 阪神・淡路大震災に学ぶ学校危機管理小学館，254 頁

避難民眾高峰期 (1/23)各學校避難民眾人數

避難民眾使用之場所 校園數 比率(%)

校舍內 53 22.6

運動場 68 29.1

週邊道路與公園 44 18.8

其他 69 29.5



學校避難場所的營運
 第一階段（震災後一星期內）

 避難民眾的住宿、食物與飲水、病人的照護
 教職員的組織全力支援避難所營運
 學校停課
 學校教職員24小時輪值

 第二階段（震災後一個月）
 避難所的民眾自主意識產生，應協助籌組自治組織
 學校的教育活動重新開始
 學校進行防災與應變教育
 教職員無法全力投入避難所營運

神戶市教育委員会，1996，神戶の教育は死なず: 阪神・淡路大震災に学ぶ学校危機管理小学館，254 頁

 第三階段（震災後兩個月）
 臨時住宅的設置與進住、部分民眾開始離開避難所
 部分避難民眾重新開始工作
 學校的正常教育活動

 第四階段（震災後三個月以後）
 避難所人數持續減少避難所撤除計畫
 教室與校內各種場所的使用逐漸恢復正常

 阪神地震中，此階段時仍有三萬人在學校避難所生
活

 8月20日 所有的學校與公園避難所都撤除

神戶市教育委員会，1996，神戶の教育は死なず: 阪神・淡路大震災に学ぶ学校危機管理小学館，2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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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所業務 學校數 期間
民眾救出 281.17-1.23
遺體安置搬運 321.17-1.31
水抵達後搬運 1571.17-4.10
緊急救護 75 1.17-6.28
食物抵達後搬運 147 1.17-6.28
醫療用品抵達後搬運 72 1.17-6.28
廁所清掃 159 1.17-6.28
避難所巡視與警戒 183 1.17-6.28
外界問題的回答與因應 197 1.17-6.28
避難民眾人際關係調處 123 1.17-6.28
避難民眾生活苦悶的舒緩 152 1.17-6.28
自治組織的營運、避難場所的指導 129 1.1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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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engineering 
(社會工程）地震
防災的Approach

目前大致涵蓋範圍

行政

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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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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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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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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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

政治學

心理學

都市計畫



自治體災防力的構成要素

 首長的Leadership
 行政人員的素質、災防人員的教育訓練成效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與配套法令制度的完整性
 地區災害防救戰略
 危機管理體系與工具
 公共事業的累積投資
 行政人力數量
 地區民眾的高齡化與社會的防災力

日本經驗：防災監或危機管理監職務聘用退役自衛隊軍官擔任。

韌性概念



社區連結性

Community 
connectedness

風險和脆弱
度

Risk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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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and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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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le 
resources

韌性
Resilience

本地經濟發展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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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structure
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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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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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教育
Education

教育
Education

自然生態
系

Ecosystem

自然生態
系

Ecosystem

社會
Social
社會

Social



韌性(Resilience)

• 對實際情事做出應變
• 監測關鍵狀況
• 預期可能發生的變化
• 從發生的實情中學習

• Respond to the actual
• Monitor the critical
• Anticipate the possible
• Learn from the factual

水利署自主防汛社區(2012)

教育部校園防災基地 (2013)

消防署防災社區 (2010@6)

初始階段 各自為政階段

整合階段

系統性多元化階段

2000

實
驗
社
區

台
北
市
文
山
區
明
興
里

N
CD

R

防
災
社
區

指
導
手
冊

20062004

農
委
會
水
土
保
持
局

防
災
社
區
人
才
培
訓

農
委
會
水
土
保
持
局

土
石
流
自
主
防
災
社
區

土
石
流
防
災
專
員

2007

土石流自主防災社區(2007)

2012

三年中程計畫
(2005-2007)

五年中程深耕計畫
（一）(2009-2013)

2018

中程深耕計畫
（二）(2014-

2017)

起步階段

深耕三期
2018-2022

防災社區2.0



社區防災
推動重點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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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參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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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對象

類型 專業團隊 社區組織 政府機關

主要
任務 提供專業知識與技能 參與執行的主體 負責監督與行政支援

組成
人員

1.災害專家

2.學術單位

3.民間組織

4.私人企業

1.社區意見領袖

2.組織成員

1.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

2.縣市政府。

3.鄉鎮市區公所。

4.警消醫護單位。

參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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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特性

防救災工作各階段具備之特性：

 減災層面：具備預防文化（culture of prevention），有能力降低災害發

生的機會與衝擊，並根據社區本身環境等特性，選擇有效的減災策略。

 整備與應變層面：能夠承受災害衝擊，並能立即應變，降低災害損失。

 重建層面：可以在災後迅速復原重建，並持續地發展，達成「重建的更好

（build back better）」。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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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面向

 災害防救面

 強化民眾危機意識、災害認知與相關知識。

 減少導致災害的因子，降低災害發生機率。

 災後能迅速復原且重建教義重視地方文化與社區特色。

 社區面

 組織動員、提升社區意識與認同。

 配合它項社區事務，推動社區營造。

 推動事項能合乎社區條件與需求，較容易被民眾接受。

 支援體系面

 建立與專業團隊、民間組織或地方政府的互動模式。

 強化緊急應變能力與自救互救技術。

 落實、執行各項災害防救工作。

推動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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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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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流程

步驟 流程 內容說明

1
防災社區啟

蒙與啟動

了解社區環境特性、居民屬性與災害類 型，然後尋求適合

的專業團隊及資源，規劃符合社區需求的工作項目。

2

社區環境踏

查與發現問

題

由專家陪同民眾進行社區踏查，紀錄各種發現，製作踏查地

圖，掌握社區內易致災點及資源點。

3
防救災對策

討論

整合社區環境調查結果，討論、分析社區的脆弱因子，整理

出社區在災害防救上可能存在的諸項議題，針對各項議題研

擬出解決的策略。

4
防救災組織

建立

以社區防救災對策作為基礎，制定社區 防救災組織工作內

容與任務編組，建立社區防救災組織。

推動流程

69

社
區
防
災
推
動
重
點
與
流
程

02

流程

推動流程

步驟 流程 內容說明

5
社區防救災

計畫研擬

依社區特性與需求，安排合適防救災活動；同時考量推動所

需時程、預算與預期成果，整理成日後可以執行之社區防救

災計畫。

6
成果發表與

推動

透過社區說明會或個別溝通方式，將防災社區的推動成果與

訊息傳達給社區民眾，引發大家興趣，促使更多人願意參與。

7 教育訓練

邀請消防單位或組織到社區教導民眾應變所需的基本技能，

並透過與外部組織 機關合作方式，舉辦符合社區真實災害

情境之演習，強化社區應變能力。

8
落實執行與

評估

防災社區需要長期的推動，因此應針對各項計畫的推動與執

行成果，予以評估、檢討，並針對其結果進行調整或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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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社區核心概念

 未雨綢繆、防患未然
 自助、共助、公助
 自我照顧的能力
 協助他人的能力與責任感（身心障礙、弱

勢）
 人我關係
 社區意識
 環境意識

防災首重離災與避災
巨災來臨時，仰賴政府進行立即整治硬體建設緩不濟急，
因此開展保全對象的災害預防觀念宣導「避災、離災」
對策教育及自主防災觀念建立等軟體建設，凝聚提升社
區自主防災能力，為目前迫切需要之工作。



疏散避難規劃資訊來源

〔73〕

基本資料 項
目

樣本數
(%)

知道鄉鎮有
進行

水災疏散避
難規劃

是 304 
(83.5)

否 60 
(16.5)

住家已列入管制區，返回家…

違返強制撤離，警消人員將…

疏散勸離時機

疏散避難路線

強制撤離時機

避難收容場所有提供食、宿

避難收容場所地點

11.9%

14.4%

35.6%

39.3%

42.1%

45.2%

72.3%

疏散避難規劃－認知項目

電子或平面媒體報導

消防人員宣導

警察人員宣導

鄉公所人員宣導

村里鄰長、幹事

25.2%

34.6%

43.3%

49.7%

84.9%

疏散避難規劃－資訊來源

（資料來源：颱洪災害民眾疏散避難影響因素調查分析，消防月刊，2011.11。）

民眾避難決策與影響
因素

〔74〕

基本資料 項目 樣本數 (%)

是否會撤
離避難

是 262 (71.2)

否 106 (28.8)

撤離避難
地點

不避難 105 (28.5)

住家附近地
勢較高地點 55 (14.9)

親友鄰居家 42 (11.4)

政府指定避
難收容處所 166 (45.1)

其他

行動不便

避難收容處所規劃不良

道路不通

離家日常生活起居不便

1.9%
5.7%
6.7%

11.4%
18.1%
20.0%

22.9%
25.7%
25.7%

55.2%
不撤離避難原因

（資料來源：颱洪災害民眾疏散避難影響因素調查分析，消防月刊，2011.11。）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親友勸告

依過去經驗而決定
新聞媒體的預警

附近居民紛紛開始撤離
考量住家環境安全

自然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威脅
警察消防人員通知疏散

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村長通知疏散

3.0%
5.2%
7.9%
10.0%
10.3%

17.0%
20.3%

30.3%
32.1%

60.0%

選擇撤離避難最重要因素



撤離是否需他人協助

〔75〕

分析資料 樣本數 (%)

撤離是否須
他人協助

可自行撤離 235 (63.7)

需他人協助 134 (36.3)
其他

路徑導引

交通工具協助

輔助設備

2.3%

46.5%

54.3%

58.1%

撤離所須之協助

（資料來源：颱洪災害民眾疏散避難影響因素調查分析，消防月刊，2011.11。）

構
面 題號、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偏不認

同比例%

資
訊
來
源
信
賴
度

3.我相信行政單位 (鄉鎮公所、村鄰長、消防隊、派出所) 的宣
導 3.58 0.921 13.3

4.我相信親朋友好友、鄰居的告知 3.34 0.806 17.1

1.我相信電子媒體 (如電視、收音機) 的報導 3.27 0.850 8.7

5.我相信網際網路的資訊 3.20 0.853 10.8

2.我相信平面媒體 (如報紙) 的報導 3.15 0.812 14.9

構面之平均=3.31；構面之標準差=0.848

自主防災社區的重點

自主防災 防到什麼程度

社區保全計畫 保護那些安全

避免傷亡事件發生，才不
致使得水患責任更加擴
大。

弱勢族群的保全，就是首
要工作。

颱風豪雨期間運作記錄、
影片記錄、保全計
畫 ……(量)

居民的共同討論、瞭解、
認同等……(質)



破冰、啟動

認識環境（災潛認
識、環境踏查）

認識災害

任務編組（平
時、災時）

路線、場所勘查與評估

防災地圖製作

訓練、演練

擬定計畫與流程

成果發表
維持、擴大

裝備、器材整備

推動模式與步驟
進入社區

建立關係

發掘問題

尋找方法

建立共識

增能培力

建立組織

研習課程

踏查

製作防災地圖

編組、分工

演練（非訓
練）

發表（評鑑）

購買、配發裝備
尋找資源

時間需求

經費需求

人力需求

短期成果

長期效果

重點在「工作」
忽略「人」

重點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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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
學者

政府
民眾

防災的Missing Link

專家
學者
專家
學者

政府政府 民眾民眾

市民的Leader：（意見、行動領袖）
帶頭的大哥大姊
社區發展協會會長？

學校？家長會成員？

減災

整備

應變

復原

災潛分析
環境踏查
減災工程
防災地圖

環境整理
應變編組
教育訓練

觀測警戒
災情查通報
疏散撤離

中長期安置

環境整理

災損調查

重建規劃
經濟復興

物資發放

社區服務

防災倉庫
避難收容處所規劃與管理

弱勢照顧搜索救援
緊急救護
收容安置



鄉
鎮
市
區
公
所
災
害
應
變
中
心

村
里
辦
公
室
指
揮
中
心

(原則上以挨家挨戶方式通知保全對象，進行自主
避難，於指示撤離後進行強制疏散)
(進行交通管制、秩序維持、警戒區管制、協助強
制疏散等)

避難引導班/疏散班

警戒班 /通報班
(進行預警監控、情資蒐集、監測雨量、觀察溪水
情形、災情研判分析、發布避難勸告、指示撤
離、蒐集避難過程紀錄等。)
（將災情通報應變中心。）

搜索班/救護班

收容班
(進行避難所之開設準備、統籌開設後的任務[受
理災民、物資收受清點分配、災民管理及照護
等])

社
區
民
眾

(負責傷亡民眾之搜索與急救、照護、送醫。)

防救災對策之討論與行動

82

策
略
策
略

發現問題發現問題
社區居民社區居民

工作坊工作坊
溝
通
後

帶
動

「開放性討論」「開放性討論」專業團隊專業團隊

討論解決方案行
動
行
動

促
成

建立安全
居住環境
建立安全
居住環境



自主防災社區的重點

自主防災 防到什麼程度

社區保全計畫 保護那些安全

避免傷亡事件發生，才不
致使得水患責任更加擴
大。

弱勢族群的保全，就是首
要工作。

颱風豪雨期間運作記錄、
影片記錄、保全計
畫 ……(量)

居民的共同討論、瞭解、
認同等……(質)

自主防災社區

社區訪視

環境踏查

自主防災組織成立

兵棋推演

實作演練

 設置抽水機，不會淹水，就
不用辦理防災了。

 設置抽水機，不會淹水，就
不用辦理防災了。

 只是一直抱怨淹水很嚴重，
治理工程都未與當地民眾溝
通，設計的方法不對，沒有
功效。

 只是一直抱怨淹水很嚴重，
治理工程都未與當地民眾溝
通，設計的方法不對，沒有
功效。

 防災只是政府來做秀，趕快
來治理比較實際。

 防災只是政府來做秀，趕快
來治理比較實際。

 這個只是寫寫計畫，沒有什
麼用。

 這個只是寫寫計畫，沒有什
麼用。

利用訪視、說明會、宣導等形式與社區達到推動共識

掌握社區
概況

拜訪社區
幹部

建立夥伴
關係

社區抗拒推動內容



自主防災社區

社區訪視

自主防災組織成立

兵棋推演

實作演練

環境踏查

從 社區開始...關心

規劃踏查路線
瞭解社區災害
弱點與災害弱勢
者
瞭解社區易致
災因子及較安全
區域

相機、GPS
準備社區地
圖

(正射影像圖)
掌握社區狀
況
(土石流影響範圍)
(崩塌地滑敏感區)

(歷史災害)

事前準備工作 專業帶領現地調查 建立資料冊

分析與診斷
災害潛勢地圖
標示
資源記錄與彙
整

自主防災社區推動方法

環境檢查注意事項

2 踏查範圍過大，可劃分為不同區域分組踏勘。

3 危險區域勘查，以站立在相對安全的地方用目視為主。

4 訪談受災的居民，瞭解歷史災情範圍與受災程度。

1 利用災害潛勢與歷史資料判斷社區需踏查區位。

5 公所可利用現有工具協助調查，如：UVA。



環境檢查重點
項目 內容

建築物

(1)建築物臨近山崖
(2)建築物臨近山凹溝谷處
(3)建築物臨近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
谷口處
(4)建築物臨近坑溝凹岸處

邊坡

(1)崩塌地的裸露面積或坡腳處的落石有
擴大發展的趨勢
(2)山勢較高的坡腳處有落石堆積情形
(3)邊坡坡面有成群成組同方向的裂縫或
局部塌陷出現
(4)設置在邊坡附近的電線桿或是樹木有
逐漸傾斜現象
(5)邊坡或擋土結構物表面有異常出水現
象
(6)崩塌地的裸露面或坡腳處的落石有擴
大發展的趨勢

擋土設施

(1)擋土牆後方土坡太陡或與建築物沒有
保持安全距離
(2)擋土牆、護坡的排水孔有堵塞現象
(3)擋土牆、護坡有外凸變形現象
(4)擋土牆、護坡有龜裂現象
(5)擋土牆、護坡裂縫有持續加大
(6)地錨錨頭與擋土牆間有開裂或剝離現
象
(7)地錨錨頭有鏽蝕或滲水現象

項目 內容

河岸與河
床

(1)河流攻擊岸處之坡面有裂縫或塌陷情形
(2)河流攻擊岸處之坡腳有土砂淘刷，或護
岸、堤防工程損毀
(3)中游地區兩側邊坡有大規模崩塌發生，
或河床上有大量土砂堆積
(4)防砂設施有變形或破裂現象發生
(5)河流護岸發生基礎淘空或陷落現象
(6)目前河床太高接近社區聚落的位置

道路與橋
梁

(1)山區道路或邊坡排水溝為無尾溝
(2)道路路面出現方向一致的長裂縫或塌陷
情形
(3)山邊坡坡腳處的道路路面有隆起現象
(4)連外橋梁附近已有崩塌地存在
(5)橋梁有土石或漂流物淤積堵塞現象
(6)橋梁的結構有破壞的情形

排水系統
(1)排水溝有漏水、積水、淤積等現象
(2)排水系統有折斷而造成排水不良
(3)排水溝未淤塞時有溢流現象

防救災對策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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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社區容易發生災
害地點的原因

探討防救災議題
確認造成威脅的災害是哪種、哪些

確認需要被特別注意的區域

警戒值設定：河川暴漲、雨量到達
多少公分要撤離？

資料來源：行政院災防會。防災社區指導手冊

自然

• 颱風

• 豪雨

人為

• 工程設計不良

• 過度開發

1 ２



自主防災社區推動方法

社區訪視

自主防災組織成立

兵棋推演

實作演練

環境踏查

針對社區的防救災物資設備、既有組織
及重點地標場所分別進行了解，定期地於災前
整備救災相關物品及器材，以備不時之需，萬
一有大規模災害發生時，則社區可依先前的整
備記錄作即時的反應與調度，透過做中學，學
中做的帶動，檢視社區本身缺少的到底是哪些
資源，而未來社區發展的方向又應為何。

重型機械設備
民生物資

相關防救災資源

避難收容所
社區集會場所
重要地標

結
果
彙
整

資
料
清
查

人員 物品 場所
志工隊

守望相助隊
愛心媽媽

 與村里長確認潛勢溪流編號、影響範圍內保全對象資料正確性。
 記錄疏散避難方式(依親、前往避難收容處所)。
 針對流動人口、新設籍與資料不完整的住戶進行調查(可請警

察執行戶口查察)。
 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外的災害弱勢者，經討論認為有需要

通知疏散避難準備的居民，納入保全住戶資料內。

土石流保全對象調查重點

「我的足跡」定位系統校對

 記錄路徑及範圍，在系
統記錄期間可定點拍
照、註記路徑。

 可將檔案匯出至
Google 地圖，與土石
流災變管理圖層疊加核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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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保全對象調查
社區共同體

• 調查或瞭解社區中針對特別需要幫助的高危險群家戶，
• 災害來臨前能提供適時的關心
• 協助他們提早進行疏散避難

調查人員： 調查地點： 調查時間：

地址

類型 □平房 □弱勢族群 □重症病患

描述
歷史災例（災害________________）

□溢堤 □排水斷面不足 □破堤 □其他____造成淹水達___公尺

需保全的災害高風險居民類型可分為：
弱勢族群：以社區的主觀判斷為主，原則上含65歲以上獨居老人、

單親家庭、隔代教養家庭、身心障礙者、孕婦等
重症患者：含身障行動不便者、中風、長期臥病在床等
平房、危險環境及建物：無其它安全空間可供躲避或危險因子

社 區 災 害 弱 勢 者 記 錄 表

92

社區資源調查
• 檢視社區擁有/缺少的資源

未來社區發展方向為何

• 了解學校可扮演的角色和資源分享類別

• 了解社區的防救災物資設備、既有組織及重點地標場所
定期地於災前整備救災相關物品及器材，以備不時之需

• 萬一有大規模災害發生時
社區結合學校可依先前整備記錄即時反應與共同調度

• 協助告知及找尋外部資源

重型機械設備
民生物資

相關防救災資源

避難收容所
社區集會場所
重要地標

結果
彙整

資料
清查

人員 物品 場所
志工隊

守望相助隊
愛心媽媽



防救災對策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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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散避難路線檢視

研商防救災對策

光華路到五權
國小容易淹水

五權路到文化
中心道路暢通

３

防救災對策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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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防救災對策３

想想看，淹水
前我們可以先
做什麼：

颱風後有可能會停水，
要先儲水。

住在堤防附近的人，有
颱風來就要提早疏散。

不要在堤防附近種農作
物。



防救災對策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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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報與災情通報

快淹水了！里長進行廣播通報

研商防救災對策

現在大雨不停，請
里民注意小心淹水！

３

防救災對策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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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散時機與執行方式

 緊急避難地點與安置作業

研商防救災對策

河流暴漲啦！
快到開心國小

避難！！！

３



中央

政府

中央

政府

縣(市)政府縣(市)政府

鄉(鎮、市)公所鄉(鎮、市)公所

社區民眾社區民眾

不同層級

不同階段

防救災對策分類的依據

資料來源：行政院災防會。防災社區指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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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對策研擬

自主防災社區推動方法

社區訪視

兵棋推演

實作演練

環境踏查

自主防災組織成立

鄉
鎮
市
區
公
所
災
害
應
變
中
心

村
里
辦
公
室
指
揮
中
心

(原則上以挨家挨戶方式通知保全對
象，進行自主避難，於指示撤離後
進行強制疏散)
(進行交通管制、秩序維持、警戒區
管制、協助強制疏散等)

避難引導班/疏散班

警戒班 /通報班
(進行預警監控、情資蒐集、監測雨
量、觀察溪水情形、災情研判分析、
發布避難勸告、指示撤離、蒐集避
難過程紀錄等。)
（將災情通報應變中心。）

搜索班/救護班

收容班
(進行避難所之開設準備、統籌開設
後的任務[受理災民、物資收受清點
分配、災民管理及照護等])

社
區
民
眾

(負責傷亡民眾之搜索與急救、照護、
送醫。)



自主防災社區推動方法
結合社區既有組織

 水保局輔導成立：

舊有土石流自主防

災組織。

 公部門建置防災組

織：防汛守護隊、

睦鄰救援隊和鳳凰

志工隊、守望相助

隊等。

 其他：媽媽教室、

環保志工等。

 規劃社區防災組織時需考
量下列因素
環境特性：社區幅員過大可
照空間特性分為數個疏散小組
民眾專長：防救災專長、住
家分布進行組織架構調整
任務分工：依據社區居民防
災對策來決定各組工作項

自主防災社區推動方法

社區訪視

自主防災組織成立

實作演練

環境踏查

兵棋推演

將照片黏貼
在地圖上

分組整理與討
論踏勘照片

1

2

防救災對策討論
3各組分享

討論結果

4



自主防災社區推動方法
操作與任務說明

 引導成員將自己的名字寫在紙片上，
擺放在地圖上自己的責任區，使其
編制內人員能夠掌握自己在組織中
被賦予的任務。

自主防災社區推動方法
境況模擬及處置

1) 海上陸上颱風警報發布。

2) 土石流黃色警戒。

3) 土石流紅色警戒。

4) 豪大雨。

5) 警報解除。

1 氣候歷程條件設定

2 災害想定(地點、傷
亡、災損)

3 用簡報(海報)下達狀
況

4 災情處置：在研擬疏散
避難對策時，需檢視下
列事項，並將處理情形
寫在便利貼上。
1) 選擇安全疏散避難路線

2) 決定疏散時機與疏散方
式



班別 任務分工 姓名

指揮中心
統籌指揮組織調度，進行疏散避難宣導，請求公所給予相關支援 陳其祥

副指揮官 李文章

疏散班

協助2鄰疏散避難 涂進源

協助3鄰疏散避難 張志吉

協助4鄰疏散避難 邱陵勝

協助6鄰疏散避難 羅明厚

引導班

協助2.3.4鄰和台14線交通引導 吳聲君
協助6鄰和台14線交通引導 張為琅

協助9.10鄰和台14線交通引導 潘誌森

收容班
協助義民祠避難處所開設

葉榮州

黃己逢

協助天帝宮避難處所開設 羅正煌

警戒班

協助觀測南和橋水位 陳志成

協助觀測南村橋水位 羅瑞宏

協助觀測南平橋水位 潘昭榮

協助觀測南康橋水位 梁徽盛

協助觀測南隆橋水位 黃誌仁
測量雨量 潘英輝

宜蘭縣礁溪鄉白雲村

自主疏散對策：警戒點設置於白雲野溪(水位)、猴洞坑溪(水位)、1617鄰低
窪地區水位觀測。當發佈紅色警戒或接近警戒水位時，疏散1、 5、6鄰
沿至吉會社區活動中心；13、14、17鄰開始淹水時，採垂直疏散方式
將一樓住戶疏散置二樓避難； 因白雲一路路寬不足，需由引導班協助進
行交通管制， 以確保疏散順暢。

14鄰

13鄰

17鄰

1鄰

6鄰

5鄰

集會社區
活動中心

猴洞坑溪

白雲野溪

礁溪路

玉石路



自主防災社區推動方法

社區訪視

自主防災組織成立

兵棋推演

環境踏查

實作演練

社區動員 社區動員 協助避難
收容處所

開設

自主救助

自主清除路障 自主撤離 強制撤離 大合照

組織成員教育訓練

106

教育訓練

充實民眾對水災防災的相關知
識，引導居民進行的社區環境
體驗 。



防災演練

107

社區交流

演習操作

與其他村里互相交流
、經驗分享，學習他
人的優點。

一起動手做，親身參
與演練，水災時才不
會手忙腳亂！

２

1

配合社區防救災、救護訓練與演習

108

疏散路線解說 任務編組

實地演習 物資整備



成果發表會

109

成果發表會

利用海報、現場影像、報告等方
式，大家一起來看看彼此社區運
作的結果，分享成果與心得。

社區防災
工作內容

11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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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03

組織

步驟 流程 內容說明

1 任務調查
記錄社區過去的災害應變行動與環境檢查後所討論的防救災

對策。

2 彙整任務 依據內容性質，歸類並形成防救災任務。

3 建立組織 檢視各類別之任務性質，再度歸類形成組別。

4 確認編組 確認各組的成員名單。

建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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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區
防
災
工
作
內
容

03

組織

建立自主防災組織（以土石流防災社區為例）

編組 任務內容

預警監控組

 監控居家環境並通報鄉公所受災情、目前已處置狀況並請求鄉
公所派員協助。

 以無線電通報應應中心已疏散人數、收容地點、災情及居民疏
散情況。

 土石流疏散避難常識宣導。

疏散收容組
 分配責任區，協助疏散居民至避難所。
 協助居民進駐避難所、登記身份、人數。
 設置服務站，提供協助與諮詢。

搶救組

 受災民眾之搶救及搜救。
 清除障礙物協助逃生。
 協助設置警戒標誌及交通管制。
 強制疏散不願避難之民眾。
 維護災區及避難處所治安。

救護組

 檢傷分類、基本急救、重傷患就醫護送。
 心理諮商。
 急救常識宣導。
 提供壓力紓解方法。

後勤組
 儲備醫藥、生活物質、糧食及飲水。
 協助分配發放生活物資、糧食及飲水。
 各項救災物資之登記、造冊、保管及分配。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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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

 社區內既有組織參與防災工作（企業、學校）

社區防災不能只是依賴政府來推動，社區居民與組織幹部的參與才是社區防

災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除此之外，當地的專家學者、行政部門、社區組織

與民間團體，甚至商家與企業都可以共同參與、推動社區防救災的工作。

 掌握企業、學校防救災組織與資源分布狀況。

 建立社區與企業、學校聯繫管道。

 進行共同防災演練與教育訓練。

 分享防救災相關資訊與資源。

 與企業、學校共同努力建立防救災作業平台。

 持續與企業、學校合作災後社區復原重建事宜。

組織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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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及管理

 資源整備及管理

 防救災專業人才

「專業人才」在社區防救災工作上可發揮很大的作用，因此在防救災資源調查

時應該特別加以記錄。

 防救災設施、設備

調查時應該紀錄地點、所有人或是保管者、聯絡方式，以及目前的狀態等資訊。

 避難收容場所資料建立

1、平日先行調查安全地區，設定避難收容場所，確認避難收容場所避開

災害潛勢區，定期更新且於網站公告有關收容地點、收容人數、場地

聯絡人及主要負責人等資料，並陳報衛生福利部。

2、平日應進行整備演練相關事宜，確定聯絡管道暢通，溝通無虞。

3、對於老人或身心障礙者等特殊需求個案，應協請轄內老人長期照顧機

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空餘床位，視需要妥為安置，確保安置品質。

調查及管理

114



社
區
防
災
工
作
內
容

03

調查及管理

 防救災設施、設備

 避難收容場所空間整備

於災民前住前完成場所清潔、消毒及簡易隔間等工作，提供較符人性化

的居住空間及相關日常生活用品。

調查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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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弱勢族群清冊

定義：並非具有血緣或文化關係的群體，而是指在教育、文化傳播、

就業或參政權等重要機會上失衡，形成被其他多數人所支配的一群人

 建立清冊之方式

登記弱勢族群的聯絡電話和緊急聯絡人等相關資料於老人或身心障礙

者等特殊需求個案，應協請轄內老人長期照顧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空餘床位，視需要妥為安置，確保安置品質。

弱勢族群

避難收容所生活容易出現的問題
 睡眠不足、精神不濟

 夜間太吵、易受干擾、睡眠條件差
 解決方式：紙箱隔間、耳塞、眼罩、床墊

 空間太小、缺乏隱私
 解決方式：紙箱隔間、儘快安置

 營養不均衡
 便秘

 生活不習慣
 便秘
 無所事事、煩躁、焦慮



 上廁所不方便
 憋尿、尿道炎
 便秘

 沐浴不方便
 洗澡次數少、清潔不足、皮膚癢、皮膚病

 梳妝打扮不方便
 焦慮、煩躁
 不想與人互動

「特殊」需要族群

 老年人
 身心障礙
 有嬰幼兒家庭
 身心較敏感
 飲食特殊需求
 宗教信仰
 正好生病



防災社區教育訓練內容
與防災專員教育訓練項

目

與義消（包括義消特
搜）、鳳凰志工、其他
社區團體或NGO結合

 災害（以土石流、坡地災
害為主）管理機制

 社區與住家減災整備作為
 土石流、坡地災害應變要

領
 緊急救護
 簡易搜索、救援
 初步社區安全評估
 災情通報

 各類社區例行活動
 社區弱勢團體與民眾照顧
 社區防災活動
 避難收容處所規劃與管理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
 家園與環境清理
 社區復原

持續推動或擴大推動到底缺什麼？

推動經費？

地方政府行政配合意願？

民眾參與意願？

社區幹部意願？
輔導團隊質量？

相關法令？

輔導團隊意願？

中央政府態度？

災害經驗？
風險認知？

什麼是推動防災社區的關鍵要素（障礙）？

主辦機關？



社區、地方政府、區域、國家應變計畫整合
Integration of loc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emergency plans

縣市政府緊
急應變計畫

鄉鎮市區緊
急應變計畫

商業設施緊
急應變計畫

社區緊急應
變計畫

多方合作協定

醫院緊急
醫療計畫

衛生單位

計畫

衛生單位
緊急醫療

計畫

醫學中心緊
急醫療計畫

緊急醫療體系緊
急應變計畫

社區、區域、市
緊急應變計畫

國家緊急應
變計畫

社區防災計畫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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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社區範圍

說明社區的範圍，範例如下(可自行依社區特性及在地性災害增列)：

○○市○○區位於臺灣西北端，淡水河下游北岸，大屯山群西側，隔河與觀音山相望。

東西長11.138公里，南北寬14.633公里，總面積為70.6565平方公里。

○○區內之○○里(社區)位於東南角地區，往北達○○里、○○里，南為○○里，往西可達

○○市○○區，東則是緊鄰○○市，○○里區因緊鄰大屯山，因此在地形上多為山坡地為

主。○○社區涵蓋範圍及周圍環境如﹝圖1﹞所示。

第二節 地理環境概況

說明社區的地理環境概況，建議分別以地形、水文及氣候等分類說明(可自行依社區特

性及在地性災害增列)。

第三節 社會環境概況

說明社區的人文社經環境概況，建議分別以人口、人口結構、脆弱人口、土地使用、

公共設施及交通運輸等分類說明(可自行依社區特性及在地性災害增列)。

圖

圖1 ○○社區範圍圖

環境背景及災害潛勢分析

社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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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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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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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歷史災害調查

說明社區的歷史災害調查結果，範例如下(可自行依社區特性及在地性災害增列)：

○○社區的歷史災害調查如﹝表1﹞所示。

第五節 災害潛勢及風險評估分析

說明社區的災害潛勢及風險評估，建議分別以不同災害說明災害潛勢及風險評估，以小節

方式說明社區整體之評估，可在此節初步得出社區的劣勢，並在後續的執行作業計畫中利

用不同方式補足。

類型 發生日期 位置 發生狀況 現況 照片

颱洪災害 2018/6/19 ○○路段
大雨沖刷導
致路面破損

未修復 (照片)

地震災害
坡地災害
人為災害

表1 ○○社區歷史災害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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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與其他單位合作規劃

說明相關單位(包含企業、機關、學校等)參與及協助社區的規劃，範例如下(可自行依社

區特性及在地性災害增列)：

協助○○社區的相關單位、協助事項、預計期程及相關資訊(滾動式更新)如﹝表3﹞所示。

第一節 參與民眾、社區組織清冊

說明社區參與民眾及既有組織，範例如下(可自行依社區特性及在地性災害增列)：

○○社區中推動社區的參與民眾及社區組織清冊(滾動式更新)如﹝表2﹞所示。

表2 ○○社區參與民眾及社區組織清冊

組織 姓名 性別 年齡 技能 防災士 備註
參與民眾

社區發展協會

大樓管理委員會

社區巡守隊

表3 ○○社區與相關單位合作規劃表

單位名稱 協助事項 預計期程 地址 電話

行政院農委會水
土保持局

宣導水土保持課
程

2018年6月

○○派出所 安全宣導 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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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區災害防救組織權責分工與運作機制

說明社區的災害防救組織架構及分工運作，範例如下(分組名稱可自訂，可自行依社區

特性及在地性災害增列)：

○○社區的災害防救組織架構及任務分工如﹝表4﹞所示。

表4 ○○社區災害防救組織架構及任務分工表

組別 職務 姓名
聯絡
電話

原屬
單位

代理人
聯絡
電話

負責
任務

指揮官
副指揮官

收容組
組長
組員

引導組
組長
組員

通報組
組長
組員

搶救組
組長
組員

救護組
組長
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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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資源整備盤點結果

說明社區內現有防救災相關資源，範例如下(可自行增列)：

壹、重要公共設施

○○社區的重要公共設施清單及其功能如﹝表5﹞所示。

公共設施名稱 協助功能 聯繫人員 地址 電話

○○醫院

○○消防分隊

○○廟

表5 ○○社區內重要公共設施清冊

貳、現有儲備物資

○○社區的現有儲備物資(滾動式更新)如﹝表6﹞所示。

物品資訊 保管資訊 存放資訊

品名 單位 數量
保存
期限

可服務人數
可持續

服務時間
保管
單位

保管人
聯絡電話

(日、夜、行動)
存放
地點

存放
地址

睡袋 個 20
永久
有效

20 永久

棉被 件 10
永久
有效

12 永久

表6 ○○社區現有儲備物資清冊

資源整備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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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避難收容場所調查

○○社區內共有○處避難收容場所，彙整表格如﹝表7﹞所示。

表7 ○○社區避難收容場所彙整表

避難收容
場所名稱

地址 聯繫人員 電話 適用災害類別 可收容人數

總計

第二節 地理環境概況

說明社區的資源整備之優勢與劣勢，並能夠盡量利用演練進行檢視，察覺不足之處。

第三節 社會環境概況

接續上一節的社區資源劣勢，規劃後續整備完善之機制說明，包含資源及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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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應變工作

以簡要方式說明社區內應變工作事項及相關單位協助機制，並將具體成果以附件方式

呈現。

第三節 復原重建工作

以災害類別分別擬訂各項復原工作的順序、執行方式及分工，以及有需政府或外部單

位支援事項，並將具體成果以附件方式呈現。(如社區提出及請求災後救援物資、維生管線

受損因應策略、廢棄物清理之管理等事項)

第一節 減災與整備工作

以簡要方式說明社區內減災與整備工作事項及相關單位協助機制，並將具體成果以附

件方式呈現。

災害防救工作

分別說明前述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重建工作章節中所發現的問題及困難，並說明

其未來因應策略、分工方式及執行順序。(建議納入直轄市、縣(市)政府各局處、鄉(鎮、

市、區)公所各課室、社區相關組織、鄰近組織之協助，包含學校、企業等)

因應策略及措施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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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後續持續執行之工作項目規劃、期程、分工合作機制、參與人員清冊及經費來源

等。

維持運作機制

說明社區的經費使用狀況。

經費說明



減災

整備

應變

復原 防災
社區

減災

整備

應變

復原

減災

整備

應變

復原 鄉鎮
公所

減災

整備

應變

復原 縣市
政府

土木包工業
餐飲店
雜貨店
民宿旅館
醫療診所
NGO/志工團體
青年會
教會/寺廟

學校
長照機構
NGO/志工團體
教會/寺廟

土木包工業
營造業
NGO/志工團體

土木包工業
民宿旅館
醫療診所
各種在地企業
NGO/志工團體

警察
消防
國軍
公用事業單位

警察
消防
國軍
公用事業單位

減災
• 災害潛勢與災例調查與分析
• 脆弱度調查與分析（重要道路、橋

梁、設施、弱勢人口）
• 社區組織、社區服務盤點
• 社區內部、外部資源盤點與連結
• 防災組織建立與維護
• 社區活動、防災宣導、防災教育

整備
• 災害潛勢點與過去災點巡檢
• 防救災裝備物資維護與管理
• 重要道路、橋梁、設施、弱勢人口

巡檢
• 社區組織、社區服務維繫
• 防災組織教育訓練
• 社區防災演練

應變
• 災害資訊蒐集、觀測
• 脆弱設施與人口監控
• 社區組織聯繫
• 社區內部、外部資源調度
• 防災組織啟動與行動
• 災害與應變記錄

復原
• 環境清理
• 民眾復原協助（民宅、學校、工商

業設施、農漁業設施）
• 災害潛勢點與災害地點勘查
• 脆弱設施與人口勘查與記錄
• 社區內部、外部資源盤點與補充
• 應變檢討與減災、整備檢討

防災社區活動



Responding
回應

Mitigation 減災

Preparedness 整備

Response 應變

Recovery 復原

Learning
學習

Records 記錄

Review 檢視檢討

Feedback 回饋

Anticipation

Forecasting

Monitoring

Impact assessment

潛勢認識

環境踏查

風險評估

現象觀測

後果認知

衝擊評估

Risk assessment Recognizing

Adapting 調適 Evaluation 評估

傳統防災社區組織與訓練

指揮官

（村里長）

指揮官

（村里長）

警戒班警戒班 疏散班 搶救班 通報班 收容班

韌性社區組織與訓練

村里長村里長

生活支援組生活支援組 醫療服務組 協調聯絡組 訊息處理組 產業復興組



結論
防災大業要完成，社
區是起點、也是終點。

怎麼樣才能做得好？

善用協力團隊
溝通、協調

爭取長官支持
鄉鎮市區長要多參與防災社區活動

打好關係！
公所內部：民政課、社會課
公所外部：消防局、警察局
民間機構：企業、NGO



水土保
持局

地方政
府

社區

水土保
持局

地方政
府 社區

防災社區
2.0

願景
社區防災

全民共好

網絡串連

平戰合一

歡迎發問
單信瑜
手機 0918082082
EMAIL  hyshan@mail.nctu.edu.tw



簡報結束
歡迎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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