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新北市災害防救深耕第 2 期計畫

105 年第 34 次四方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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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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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致詞

二、管制事項報告                  
 

三、 11 月進度及 12 月預定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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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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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制事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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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深耕計畫四方工作會議主席裁 ( 指 ) 事項辦理情形管制表
編號 會議日期 管制事項 承辦單

位 本次辦理情形 預計完成
日期 管考意見

041
104 年

2 月 9 日
( 內部會

議 )

檢討並增
訂各類災
害標準作
業程序。

消防局 永和等 29 區公所已完成新增 5 項作
業機制之核定，本案建議解除列管。

105 年
11 月
30 日

本案建議
解除列管

044 104 年
12 月 28 日

修 正 市 級
地 區 災 害
防 救 計 畫
。

環保局
衛生局
交通局
農業局
消防局

針對 105 年度下半年修正之各編，辦
理進度如下：
1.本次修正各編及負責局處如下

1)毒性化學物質 ( 環境保護局 ) 。
2)生物病原 ( 衛生局 ) 。
3)陸上交通事故、海難、空難 ( 交

通局 ) 。
4)動植物疫災 ( 農業局 ) 。
5)寒害及熱浪 ( 農業局 ) 。 

2.相關局處已完成各編之修正，並函
送本市災害防救辦公室彙整。
3.11 月 21 日召開專家審查會議，
針對彙整之各編內容進行審查，並
請相關局處依據審查意見修正計畫
內容，並於 11 月 25 日提報本市
災害防救辦公室彙整。

105 年
11 月 30

日
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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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深耕計畫四方工作會議主席裁 ( 指 ) 事項辦理情形管制表

編號 會議日
期 管制事項 承辦單位 本次辦理情形 預計完成

日期 管考意見

050
105 年
1 月
27 日

25 區公所災害
應變中心圖資
補充

消防局
各區公所

1.29 區公所應變中心圖表更新及輸
出，並完成圖表掛設工作。
2.已請各區公所再次檢視各該災害應
變中心圖表是否符合實務需求，並
於 11 月 18 日前提出需求項目。
3.深坑、汐止、新店、永和、樹林、
坪林、蘆洲、新莊、淡水、林口、
平溪、瑞芳、貢寮、中和等 14 區
已提出 EOC 圖表需求項目，臺大
團隊將協助繪製。

105 年
10 月
31 日

持續列管

055
105 年
10 月
31 日

訂定新北市災
害應變中心標
準作業程序。

消防局
本案業於本 (105) 年 11 月 10 日簽准
，並於本年 11 月 15 日函頒 ( 新北府
消整字第 1052203623 號 ) ，本案建議
解除列管。

105 年
12 月
31 日

本案建議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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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深耕計畫四方工作會議主席裁 ( 指 ) 事項辦理情形管制表

編號 會議日
期 管制事項 承辦單位 本次辦理情形 預計完成

日期 管考意見

056
105 年
10 月
31 日

106 年度整合
型防災社區推
動

消防局
農業局
水利局
工務局
教育局
原民局
警察局

105 年 11 月 25 日由張簡任技正主持
召開 106 年整合型防災社區研商會議
，並召集相關局處與會，依照會中決議
持續辦理推動整合型防災社區相關事宜
。

106 年
10 月
30 日

持續列管

057
105 年
10 月
31 日

深耕計畫技術
轉移 消防局

技術轉移分為專業技術教育訓練及成果
檔案移轉 2 部分：
1.專業技術課程部分：
1)淹水模擬技術轉移於 9 月 23 日辦
畢。
2)GIS 圖層套疊課程於 11 月 23-24
日辦畢。
3)TELES 模擬課程預計於 12 月 15-
16 日辦理。
4)場所安全評估及防災社區課程預計
於 12 月 22 日辦理。
5)QGIS 課程預計 12 月份辦理。
2.成果檔案將統一上傳至深耕計畫資訊
網技術轉移專區，供各單位下載運用
，預計於 12 月中旬將檔案全數上傳
。

105 年
12 月 31

日
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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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 月工作進度報告

       12 月預定進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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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份工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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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DR市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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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下半年修定編章 修訂概況

毒性化學物質、生物病原、
陸上交通事故、海難、空難
、動植物疫災、防救災重點
工作項目

► 10-11 月期間各業管局處邀集各單位召開各編章
之專家審查會。

►彙整各編章內容，由消防局邀集各局處及協力
團隊召開，於 11 月 21 日新北市地區災害防救
計畫專家審查會。

►依據審查委員意見修正內容，並於 11 月 25 日
完成修正。

►辦理進度說明：

11 月 21日新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專家審查會



WCDR

章節 修正重點
第一編總則

壹. 增列 99 年至 102 年毒災案例。
貳. 調修毒災事故可能發生之成因特性。
參. 增加災害境況模擬對於預防減災應變之說明。

第二編災害預防 壹. 增加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強化各管轄區災害預防督導機制。
貳. 增列強化機關橫向無預警測試。 

第三編災前整備
壹. 增訂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強化各管轄區災害整備督導機制。
貳. 增列災情之蒐集、強化救災能力及設備整備，
參. 增訂結合業者與自願性救災組織情境聯合演練。 

第四編災害緊 急應
變

壹. 律訂業者於發生廠區毒化物事故立即啟動廠區應變與向轄區救災單位及環保
機關通報。

貳. 增加動員毒災應變人員，依地方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請求支援或主動趕赴
現場協助現場指揮官提供毒災防救技術諮詢。 

參. 建立災害事故調查機制，強化災害事故現場環境偵測監控與善後復育能力。 
附錄 增加毒性化學物質危險區域劃設指引。

市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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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災害防救法、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新北市相關防救災工作修訂。
毒化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重點 【 104年 5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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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修正重點
第一編總則 增列近年之災害案例。

第二編減災
壹. 修正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規劃生物病原災害防治事項內容，並新增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國家衛生研究院。
貳. 修正民眾防災教育訓練及宣導事項，包括防災意識提升、建立防災衛教宣導
之通路。

第三編災前整備 壹. 增列建置區域聯防模式相互支援之機制。
貳. 修正生物病原災害發生災害防救對策之研究。

第四編災害緊 急應
變

壹. 修正災害初期處理作為。
貳. 增列各單位成立前進指揮所負責之工作。
參. 新增相關應變處理流程圖。
肆. 新增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之組織架構及分工。
伍. 修正災情資訊之收集與整合。
陸. 增列災害處置之後勤支援內容。

第 五編災後 復原重
建

壹. 修正產業經濟重建衝擊評估與研擬重建計畫。
貳. 增加救災相關設施復原之作業原則及內容。
參. 增加災後檢討與應變作為之效益評估。

市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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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災害防救法、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新北市相關防救災工作修訂。
生物病原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重點 【 101年 7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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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修正重點
通案性 「航空站」修正為「航空站經營人」，以完整適用於國營及民營航空站。 

第二編災害預防
壹. 修正確保航空保安成效內容。
貳. 增列交通部應協調相關地方政府將空難災害防救相關規定事項納入其地區災
害防救計畫，並責成民航業者訂定空難防救業務有關之計畫及作業手冊。 

參. 強化通報機制增列「國際支援之接受及提供」相關內容。 
第三編災前整備 修正並增列有關旅客及災民之個人資料公布原則。

第四編災害緊 急應
變

壹. 為加強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民航局協調官之功能，增列民航局加派專業
協調官人力進駐之機制。 

貳. 明定國籍、外籍航空器於國內、國外發生空難時，各種不同情境下之第一時
間應變機制，以及空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開設時機及進駐單位。 

參. 增列交通部、民航局、地方政府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應有之作為。 
附錄 增加近年空難災害案例。

市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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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災害防救法、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新北市相關防救災工作修訂。
空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重點 【 104 年 5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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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修正重點

第二章減災
壹. 規劃動植物疫災災害防治事項
貳. 建構防災之飼養與栽種
參. 災例之蒐集、調查分析
肆. 動植物疫災防救教育訓練與溝通
伍. 進入國境（國內市場）的非法外來動、植物查察

第三章整備

壹. 強化應變體系
貳. 加強疫病監測及預警，建立通報機制
參. 防疫物資設備之整備
肆. 應變人力整備及災害防救之演練、訓練
伍. 動植物疫災災害防救對策之研究 
陸. 溝通機制建立
柒. 國際支援聯繫管道之建立

第四章災害緊 急應
變

壹. 災情之蒐集、通報
貳. 災害初期處理
參. 災害等級區分及災害應變中心之開設、縮減及撤除時機
肆. 動植物疫災災害緊急應變措施

第 五章災後 復原重
建

壹. 災情調查
貳. 復原重建計畫之訂定
參. 災後環境維護、產業經濟重建
肆. 受災民眾及業者生活重建之支援
伍. 心理衛生復健
陸. 災後檢討與應變作為之效益評估

附錄
壹. 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
貳. 植物防疫檢疫法
參. 歷年重大動植物疫災災害案件統計表（ 86 年至 104 年）
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物及植物疫災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市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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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災害防救法、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新北市相關防救災工作修訂。動植物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重點 【 104年 12月修訂】



WCDR調查區公所EOC圖表增設需求

15

永和等 14區已提出EOC圖表需求項目，臺大團隊協助繪製圖資。
區公所 新增掛圖需求項目

1 深坑區
1. 山崩與順向坡分布圖
2. 土石流疏散避難地圖 *5
3. 封橋標準作業流程
4. 封路標準作業流程圖
5. 物資輸送路線圖
6. 中央 - 地方疏散撤離執行內容及作業分工表
7. 體系架構圖2 汐止區 土石流疏散避難地圖 (6 合 1)3 新店區 疏散撤離作業流程圖 ( 新增 )4 永和區 各編組標準作業程序流程圖 *65 樹林區 兵棋台

6 坪林區 1. 避難收容處所暨土石流潛勢
2. 物資輸送路線圖
3. 兵棋台7 蘆洲區 兵棋台8 新莊區 地震模擬潛勢圖 ( 建物毀損 )9 淡水區 弱勢安置機構分布圖

10 林口區 1. 24 小時累積雨量 450 毫米淹水潛勢圖
2. 山崩與順向坡分布圖
3. 液化石油氣相關場所分布圖11 平溪區 土石流疏散避難地圖 *612 瑞芳區 兵棋台13 貢寮區 24 小時累積雨量 450 毫米淹水潛勢圖

14 中和區 1. 弱勢族群安置機構分布圖 
2. 地震模擬潛勢圖 ( 建物損毀 )



WCDR戶外避難收容處所 (防災公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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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避難收容處所 (防災公園 )設置地點之評估
戶外避難收容處所 (防災公園 )設置地點之評估
戶外避難收容處所 (防災公園 )現勘及製作底圖
戶外避難收容處所 (防災公園 )現勘及製作底圖
公所自訂配置規劃圖
並進行二次現勘
公所自訂配置規劃圖
並進行二次現勘

繪製戶外避難收容處所
(防災公園 )設施配置圖
繪製戶外避難收容處所
(防災公園 )設施配置圖

區公所 公園名稱 辦理進度1 新莊區 頭前運動公園 底圖繪製中。2 三重區 集賢環保公園 底圖繪製中。
3 三峽區 安溪國中 已完成配置圖，並於 11 月 23

日現勘確認。4 鶯歌區 昌福國小 已完成配置圖，並於 11 月 23
日現勘確認。5 深坑區 深坑國中 已完成配置圖，並於 11 月 18
日現勘確認。

深坑國中深坑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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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區公所績效管考暨第 3 次預檢意見報告
局處 建議事項
水利局 有關 SOP資料，部分公所尚無水災災害標準作業程序，請補充之。
消防局

1. 開口合約內請列出災時可提供之機具數量，以利核對防救災資源資料庫可用機
具數量。

2. EOC 基本資料表請更新定期安檢日期。

社會局

1. 有關 (5.2.2-1) 資料 （包含公文、市府管考等 ) ：公文放社會局函各區公所繳
交設置計畫及公所函報的本局公文。

2. 有關 (5.2.2-2) 資料（定期稽核、業務評核、改善檢核等）：
(1) 定期稽核：放區公所 105 年防災工作整備檢核表 (105 年 1-10 月 )
(2) 業務評核：區公所訪評社會局評核結果
(3)改善檢核：沒有特定格式只要表頭明確寫是改善檢核，用文字及照片部分整理

成 A4 資料張數不限。
教育局 有關規劃為避難收容處所之學校，耐震評估日期請再向學校確認，本局耐震評估均

已於 104 年全數詳評完成
臺大團隊 臺大已提供 103 年至 105 年已設置之防災避難看板資料，並補充設置地點之經緯度

資料予各區公所，請未更新之區公所配合更新。

管考建議

請各區公所於11月 30日前完成評鑑檔案上傳
 12 月 10日後勿再更動內政部評鑑網站內檔案 (將影響本市評鑑成績 ) 。

績效管考暨預檢會議於 11月 16-17 日辦理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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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公所整備應變強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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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公所可精進項目 (1/5)
 災害應變中心簿冊 -
1. 編組人員通訊名冊：應包含編組架構表及各編組人員通訊資料，並須每月更新及測試。

編組架構表 通訊名冊 資料冊目錄範例



WCDR區公所可精進項目 (2/5)
 災害應變中心簿冊 -
2. 各類表單：建立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各項表單之目錄及空白表單，並於歷次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後，將開設期間所用表單彙整於該次開設專卷內。

應變中心應有之表單項目
1. 新北市○○區公所防汛期及颱風前防災整備工作自主檢核表。
2. 新北市○○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開設陳報單。
3. 新北市○○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輪值表。
4. 新北市○○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進駐人員簽到退表。
5. 區級應變中心應有之圖表與配置。
6. 新北市○○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救災人員、機具整備總表。
7. 區級應變中心使用統計表單。
8. 新北市○○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即時通報單。
9. 新北市○○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報案災情統計表。
10. 新北市○○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災情管制總表。
11. 新北市○○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災情管制表。
12. 新北市○○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交接紀錄表。
13. 新北市○○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撤除陳報單。
14. 新北市○○區臨時災民收容，收容民眾統計名冊。
15. 新北市○○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颱風警戒通報單。
16. EMIS速報表。
17. 新北市○○區執行疏散撤離及收容所相關統計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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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公所可精進項目 (3/5) 災害應變中心簿冊 -
3. 颱風專卷資料：

• 區公所應於歷次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後，建立該次開設專卷。
• 颱風期間各次各次工作會議資料、會議紀錄、會議列管案件、災情處置資料、市府各項傳真通報、情資研判資料 (例如颱風開設之颱風警報單 )、開設過程使用之表單、自主檢核表等項目，須彙整編輯成專卷。

傳真通報 情資研判資料 颱風警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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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公所可精進項目 (4/5)
 災害應變中心簿冊 -
4. 應變中心作業手冊：包含災害應變中心開設等級與撤除標準、編組任務分工與人員名冊、開設程序、開設場所、相關標準作業程序 (16+6) 及開設所須各項表單等資料。。

製作災害應變中心作業手冊

災害應變中心撤除單

應變中心各組作業流程項次 災害標準作業程序名稱1-1 區級應變中心標準作業程序1-2 應變中心 ( 作業組 ) 標準作業程序1-3 應變中心 ( 民政組 ) 標準作業程序1-4 應變中心 (秘書組 ) 標準作業程序1-5 應變中心 (經建組 ) 標準作業程序1-6 應變中心 ( 社會組 ) 標準作業程序1-7 應變中心 ( 工務組 ) 標準作業程序
其他應變相關作業流程項次 災害標準作業程序名稱2-1 封路封橋標準作業程序2-2 公所防汛沙包發放及回收作業機制2-3 災害救助金核發標準作業程序2-4 馬上關懷急難救助標準作業程序2-5 急難救助標準作業程序2-6 意外事故致死救助標準作業程序2-7 農田及魚塭埋沒流失、海水倒灌救助工作標準作業程序2-8 天然災害低利貸款標準作業程序2-9 天然災害現金救助標準作業程序

深耕計畫 105 年度函頒作業流程及作業機制項次 災害標準作業程序名稱3-1 旱災災害防救標準作業程序3-2 災情查通報執行計畫3-3 區公所執行收容安置作業機制3-4 區公所火災爆炸災害處置及災後復原作業機制3-5 區公所災害疏散撤離作業機制3-6 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

SOP目錄

任務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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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公所可精進項目 (5/5)
 災害應變中心簿冊 -
5. 資通訊設備清冊：包括項目數量清單、財產、採購過程 (公文 ) 、設備及颱風視訊連線系統測試紀錄、緊急發電機定期測試紀錄、EOC設備、無線電、衛星電話維護管理記錄及中央、市府通訊測試計畫、測試紀錄及訓練資料等。

 

新北市三重區公所災害防救深耕第 2期計畫補助設備名稱：筆記型電腦取得日期：105年 9月 19日

►製作簡易操作流程

► 每項設備均有貼註
設備標籤

 

項目清單

測試紀錄



WCDR12 月預定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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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26區公所準備評鑑上傳資料

 辦理技術移轉課程
 持續彙整技術移轉資料，並上傳成果網站

 彙整深耕計畫 105年度產出成果資料

• 12 月 10日前上傳評鑑至內政部指定網站。

 協助市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修訂、彙整事宜

• 12 月 15-16 日辦理 TELES 模擬課程。
• 12 月 22日辦理場所安全評估及防災社區環境踏勘評估環境安全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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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定工作配合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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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轉移辦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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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DR技術移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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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項目 授課時數 (hr) 辦理日期
1. 各類災害之境
況模擬教學

淹水模擬 2 105 年 9 月 23 日
TELES 模擬 8 105 年 12 月 15-16 日

2. 地理資訊系統
GIS操作教學

GIS 基本操作 (含套疊分析、地形
分析、環域分析 ) 8 105 年 11 月 23 日
地址對位、影像資料空間對位 4 105 年 11 月 24 日
 QGIS操作 OpenLayer 運用
 QGIS 與 Taiwan Open GIS 
Data

2 105 年 12 月
3.Adobe 
Illustrator

  操作教學
繪製防災避難看板圖面 2 105 年 12 月

4. 安全性評估 針對簡易結構評估結果不佳之場
所進行結構安全初評 2 105 年 12 月 22 日

5. 防災社區 防災社區環境踏勘時評估環境安
全性 2 105 年 12 月 22 日

總計 30



WCDR技術移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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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項目 辦理日期
2. 地理資訊系統
GIS操作教學

GIS 基本操作 (含套疊分析、地形分析、環域分析 ) 105 年 11 月 23 日
地址對位、影像資料空間對位 105 年 11 月 24 日



WCDR建置技術移轉資料下載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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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移轉架構以建置於深耕成果網站。
總計移轉 19項，共 813 個文件與成果資料。
 陸 續 將 資 料 上傳，提供市府及區 公 所 人 員 下載。
預計 12月中旬完成 所 有 資 料 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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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延續性計畫規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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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DR106 年延續性計畫規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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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本年度為深耕計畫最後 1年，市府規劃 106 年自行推動永續計畫。

市府編列500萬經費 辦理區級災害防救兵棋推演 (5 場 ) 及應變演練 (1場 )

( 各 1場 )

(1場 )
設置 15區防災避難看版



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32

五、國際災例



國際重大災害應變分析2016 年 10月菲律賓海馬颱風事件2016 年 11月 13日紐西蘭地震事件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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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件 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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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2016 年 10 月 13 日 ( 形成 )~2016 年 10 月 22 日(消散 )
• 地點：菲律賓（呂宋、巴丹群島）、廣東、香港、澳門
• 事件描述：海馬颱風於 10 月 13 日生成，菲律賓呂宋地區已受颱風莎莉佳侵襲 (15 、 16 日 ) ，海馬颱風 18 日開始影響呂宋地區， 19 日晚間 11時登陸呂宋卡加延省， 20 日上午進入南海，侵襲中國沿岸。

資料來源： NASA-https://www.nasa.gov/feature/goddard/2016/haima-northwest-pacific-ocean資料來源：WIKI-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2%B1%E9%A2%A8%E6%B5%B7%E9%A6%AC_(2016%E5%B9%B4)#cite_note-12

10/15 、 16
海馬颱風生成
莎莉佳侵襲

進入南海

10/13

10/17 莎莉佳離去
10/18 海馬颱風影響
10/19 海馬颱風登陸
10/20 海馬颱風路徑圖 衛星雲圖

10/18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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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件 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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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賓大氣地球物理和天文管理局 (PAGASA)因應 2013 年海燕颱風摧毀菲律賓中部及造成災難性傷亡而增設於 2015 年新增「五號風暴信號」及「超強颱風」分級。
• 此次海馬颱風侵襲菲律賓時首次發出五號風報信號，且 10 分鐘平均風速達每小時 225 公里，定義為超強颱風 (220km/hr 以上 )。

海馬颱風移動所造成的降雨量分析圖
資料來源： NASA-https://www.nasa.gov/feature/goddard/2016/haima-northwest-pacific-ocean資料來源：WIKI-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2%B1%E9%A2%A8%E6%B5%B7%E9%A6%AC_(2016%E5%B9%B4)#cite_note-12資料來源： PAGASA to adopt “super typhoon”category in 2015-http://www.gmanetwork.com/news/story/386166/scitech/weather/for-improved-response-pagasa-to-adopt-super-typhoon-category-in-2015

級別 受熱帶氣旋影響定義
一號風
暴信號

未來 36 小時內該區風力可
達 30 － 60 公里／小時。二號風

暴信號
未來 24 小時內該區風力可
達 60 － 120 公里／小時。三號風

暴信號
未來 18 小時內該區風力可
達 121－ 170 公里／小時
。四號風

暴信號
未來 12 小時內該區風力可
達 171－ 220 公里／小時
。五號風

暴信號
未來 12 小時內該區風力可
逾 220 公里／小時。

菲律賓大氣地球物理和天文管理局（ PAGASA）負責菲律賓各省的熱帶氣旋警告發布，分為5種 :



NTU ● WCDR

科迪勒拉行政區(CAR) 伊羅戈斯 (Region I)

卡加煙河谷 (Region II) 中央呂宋 (Region III)

災 情 描 述

36資料來源：WIKI-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2%B1%E9%A2%A8%E6%B5%B7%E9%A6%AC_(2016%E5%B9%B4)#cite_note-12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861969

• 海馬颱風侵襲前因莎莉佳颱風已發出撤離警告，並已針對 4省發布五號風報信號，已提前疏散低漥地區、濱海、山坡地的居民。
• 海馬颱風造成至少 14人死亡、 4人受傷。經濟損失約 24億台幣（基礎設施 17.4億；農業損失 6.5億）
區域 省 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

科迪勒拉
行政區
(CAR)

本格特省
（ Bengue
t）

6 1
伊富高省
(Ifugao) 2
卡林阿省
(Kalinga) 6

中央呂宋
(Region 
III)

奧羅拉省
（ Aurora 

）
3

總計 14 4
傷亡統計表 (截至 10 月 25 日 )

災情主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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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情 描 述

37資料來源：WIKI-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2%B1%E9%A2%A8%E6%B5%B7%E9%A6%AC_(2016%E5%B9%B4)#cite_note-12資料來源： SEVERE WEATHER BULLETIN FOR TYPHOON "LAWIN" (HAIMA)-http://www.ndrrmc.gov.ph/20-incidents-monitored/2945-severe-weather-bulletin-for-typhoon-lawin-haima

區域 預先撤離統計表 收容狀況統計表
戶 人數 戶 人數

科迪勒拉行政區
(CAR) 3,708 18,527 1,644 6,725
伊羅戈斯
(Region I) 7,984 39,920 3 15
卡加煙河谷
(Region II) 3,684 18,420 0 0
中央呂宋
(Region III) 15,649 78,245 6,607 30,947
甲拉巴松

(Calabarzon) 10 44 9 53
比科爾 (Bicol) 716 3,580 2,134 8,852

總計（截至 10 月 25
日） 31,751 158,736 10,397 46,592

• 菲律賓六個行政區總計有 158,736人預先撤離。
• 共開設 58 處收容處所內有 10,397戶，46,592人（室內收容共 1,471個戶， 5,634人；戶外收容共 8,926個戶， 40,95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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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情 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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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區域 房屋損壞統計表 淹水區域統計表
完全損壞 部分損壞 數量

科迪勒拉行政區
(CAR) 1,340 9,606 -
伊羅戈斯
(Region I) 1,334 17,441 21
卡加煙河谷
(Region II) 11,284 48,994 34
中央呂宋
(Region III) 6 30 -
甲拉巴松

(Calabarzon) 0 0 -
比科爾 (Bicol) 0 0 -

總計 (截至 10 月 25
日 ) 13,964 76,071 55

• 菲律賓總計共有 90,035 棟房屋受損（含完全損壞及部分損壞）。
• 共 55個區域遭洪水淹沒。

資料來源：WIKI-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2%B1%E9%A2%A8%E6%B5%B7%E9%A6%AC_(2016%E5%B9%B4)#cite_note-12資料來源： SEVERE WEATHER BULLETIN FOR TYPHOON "LAWIN" (HAIMA)-http://www.ndrrmc.gov.ph/20-incidents-monitored/2945-severe-weather-bulletin-for-typhoon-lawin-ha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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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應 變 作 為
• 國家減少災害風險和管理委員會(NDRRMC)

 持續發布海馬颱風警報狀態，持續監控和確保天氣諮詢，24小時公共天氣預報等。並進一步通知地方災害風險減少和管理委員會（ LDRRMC）。
 發布第 62 號備忘錄，向所有區域減少災害風險和管理委員會(RDRRMC) 提供關於海馬颱風的潛在影響和準備措施。
 開放海馬颱風災情地圖。
 與菲律賓國軍空中勘災。
 於卡拉延群島分發救濟物資。
 各區域 RDRRMC對災區做災損評估和需求分析。資料來源：WIKI-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2%B1%E9%A2%A8%E6%B5%B7%E9%A6%AC_(2016%E5%B9%B4)#cite_note-12資料來源： SEVERE WEATHER BULLETIN FOR TYPHOON "LAWIN" (HAIMA)-http://www.ndrrmc.gov.ph/20-incidents-monitored/2945-severe-weather-bulletin-for-typhoon-lawin-haima

http://disaster.dswd.gov.ph/map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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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災原因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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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超級颱風 - 海馬颱風中心附近最大風速為每小時 225 公里，瞬間最大陣風每小時 315 公里，引起的風暴浪潮可能達到 2公尺至 5公尺之高。
2. 房屋與基礎建設落後 -基礎建設落後，無法阻擋洪害侵襲，建築物多以木材建築為主，遭受颱風侵襲時，沿海、低窪、山坡地民眾多處於威脅地區，在無堅固建築物可供避難情形下，民眾需預先撤離。

資料來源： 2016WorldRiskReport- http://weltrisikobericht.de/english/資料來源： 2015世界風險報告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675888

3. 世界風險報告亞洲區最高 -2016 年報告根據國家的大眾基礎建設、居住品質、醫療服務、教育程度、發生自然災害的頻率、以及受到自然災害後的重建能力等因子，計算菲律賓風險排名 第 三 ， 風 險 值 達26.7% 、 暴 露 度52.46% 、 脆 弱 度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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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巨災情境擬定巨災情境擬定
臺灣跟菲律賓地理位置近，經年遭受颱風、地震侵襲。近年來菲律賓面臨巨災如海燕颱風、保和地震以及今年雙颱莎莉佳、海馬陸續登陸呂宋島。臺灣應針對遭受巨災衝擊的菲律賓情況為借鏡，為巨災做情境擬定與防救災規劃，以因應未來可能引發之大規模災害。

41

評估大規模避難收容能量評估大規模避難收容能量
海馬颱風產生大規模避難收容需求 15萬 8千多人，新北市可能產生大規模避難需求為地震災害，必須考慮安全性 (自然因素、人為因素 ) 、妥適性( 收容面積、收容人數及適合開設之災害類別等 ) 、管理層面等，以利災害發生後使用之需求。

預報及預防性疏散避難作業時，建立預先傳達民眾警訊之通報體系，並規劃災前之警戒避難引導機制，俾利災時能迅速提供受災民眾一安全避難收容處所。

災前預報及預防性疏散避難引導機制災前預報及預防性疏散避難引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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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件 描 述

42資料來源：美國地質調查局 UAGS http://earthquake.usgs.gov/earthquakes/eventpage/us1000778i#dyfi

• 時間： 2016 年 11 月 13 日 11時 2 分 (UTC) ，紐西蘭時間 14 日 0時 2分。
• 地點：震央位於卡爾弗登 (Culverden)鎮東北部 15公里處，距離南島大城基督城 93.5 公里處，南緯 42.757 度、東經 173.077 度。
• 芮氏規模： 7.8；震源深度為 23公里。
• 事件描述：震後，紐西蘭針對東海岸發布海嘯警報，已測出有高達 2 公尺的波浪，後續餘震達 1千 600 次，超過規模 5共 49 次，斷層往東北方向破裂對於首都威靈頓的威脅相對提高。強風與大雨的影響更擴大災情與救災難度。

X級相當於台灣震度 7級

首都威靈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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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通中斷
• 南島觀光勝地 (濱海賞鯨、山景 ) ，對外交通中斷，千餘名遊客受困，至少6名重傷者已由直升機撤出。
• 火車鐵軌損壞並位移至少 9 公尺。
• 多處道路損毀，產生高低落差。
• 多處發生岩體崩滑現象阻礙交通，土石估計約 8萬至 10萬噸。

災 情 描 述

43

        

資料來源： RNZ， Earthquake: Two die after massive tremors， http://www.radionz.co.nz/news/national/318000/earthquake-two-die-after-massive-tremors資料來源：蘋果日報， 7.8強震 紐西蘭路斷房毀像鬼城，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61115/37451587/hotdailyart_right資料來源：MCDEM Twitter， https://twitter.com/NZcivildefence/media資料來源：地球圖輯隊，紐西蘭 7.8 大地震 無重大傷亡但重建是挑戰， https://dq.yam.com/post.php?id=6845
資料來源： CNN， http://edition.cnn.com/2016/11/14/asia/new-zealand-earthquake/

1. 人員傷亡
• 罹難人數 2人 (1人心臟病發， 1人因建築倒塌罹難 )
• 受傷人數 57人。

https://dq.yam.com/post.php?id=6845
https://dq.yam.com/post.php?id=6845
https://dq.yam.com/post.php?id=6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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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情 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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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建物與經濟損失
• 首都威靈頓市區約 50棟房屋毀損， 5千戶無電力。所有學校停課。凱庫拉小鎮多處建築受損，市府尚在評估。供水和污水處理系統損壞。
• 首都威靈頓金融區受到短期經濟破壞。
• 紐西蘭乳品商恆天然（ Fonterra）表示，大規模停電與道路中斷，乳品無法冰存必須丟棄，乳品產量輸出亦受到影響。
• 紐西蘭政府的初步估計，該國發生的地震帶來約 15億美元的損失。

資料來源： RNZ， Earthquake: Two die after massive tremors， http://www.radionz.co.nz/news/national/318000/earthquake-two-die-after-massive-tremors資料來源：蘋果日報， 7.8強震 紐西蘭路斷房毀像鬼城，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61115/37451587/hotdailyart_right資料來源：MCDEM Twitter， https://twitter.com/NZcivildefence/media資料來源：地球圖輯隊，紐西蘭 7.8 大地震 無重大傷亡但重建是挑戰， https://dq.yam.com/post.php?id=6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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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情 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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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CDEM Twitter， https://twitter.com/NZcivildefence/media

4. 紐西蘭海嘯警報
• 11 月 14 日紐西蘭時間 1時 32 分，紐西蘭民防緊急管理部 (MCDEM) 對北部和南部群島以及查塔姆群島東部海岸發出海嘯警報。同日下午 5時 02 分解除。測得最大波高為 2公尺。

上午 6時 13 分上午 8時 58分上午 11時 07 分下午 3時 23 分

5. 美國地質調查所預估災害損失 (僅考慮結構損壞造成的損失 )
• 死亡人數預估 1 人佔 76% 、 1-10 人佔24%，人員傷亡可能性偏低。
• 經濟損失預估約 34% 在 1 億 -10 億美金區間， 32% 在 10 億 -100 億美金區間。損失總額約佔紐西蘭 1%GDP。
• 最大震度為凱庫拉評估約 2千人受影響，影響最多人數為首都威靈頓約 38.2萬人。

死亡人數預估 經濟損失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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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應 變 作 為

46資料來源： 2016 Kaikoura earthquak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6_Kaikoura_earthquake資料來源： Live: 7.5 magnitude earthquake strikes near Hanmer Springs in South Island - two killed, Kaikoura isolated, Wellington CBD damaged， http://www.nzherald.co.nz/nz/news/article.cfm?c_id=1&objectid=11747414資料來源 ( 圖片 ) ：紐西蘭國防軍， NZ Defence Force， https://www.facebook.com/pg/NewZealandDefenceForce/photos/?tab=album&album_id=1149960331707778

• 紐西蘭國防部派遣空軍二架直升機與二架運輸機調查受創最嚴重的凱庫拉小鎮並提供基本緊急用品。
• 15日從凱庫拉約空運 200位災民，隔日約 1000 位。
• 紐西蘭派遣海軍二艘軍用運輸艦至凱庫拉提供救援物資和疏散人員。另有三艘艦艇支援政府救災。
• 紐西蘭消防局派遣城市搜索與救援隊至威靈頓與凱庫拉。
• 聖約翰救護機構 (國際組織 )啟動危機協調中心並於南島成立地方應變中心。
• 地震導致水壩裂縫滲水，克萊倫斯河 (Clarence River) 水位暴漲，政府呼籲周邊民眾速往高處避難。
• 紐西蘭總理約翰 ·基取消訪問阿根廷，勘災後表示地震造成徹底破壞，重建可能要花上數個月以及數十億美金。

直升機運輸 艦艇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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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災原因研判 - 大區域地體構造

47資料來源：臺灣地震科學中心， 2016/11/13 M 7.8 紐西蘭地震，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upload/news/EQfile/2016-11-13M7.8.pdf資料來源 ( 下圖 ) ： NIWA, New Zealand， New map reveals New Zealand’s seafloor in stunning detail， https://www.niwa.co.nz/news/new-map-reveals-new-zealand%E2%80%99s-seafloor-in-stunning-detail

• 紐西蘭位於印澳板塊與太平洋板塊交界處
• 北島 :太平洋板塊隱沒到印澳板塊下方，速率達到每年 35～ 45mm。北部隱沒帶 (希庫朗伊海溝 )往西北方運動。
• 南島 :印澳板塊隱沒到太平洋板塊下方。南部隱沒帶 (麥格理斷層 ) 運動方向往東方。
• 南島北部形成了成數條斷層的馬爾堡斷層系統。
• 南島中段匯集成單一斷層的阿爾卑斯斷層，為一左移具逆衝的斷層系統。

希庫朗伊海溝希庫朗伊海溝

麥格理斷層麥格理斷層

馬爾堡斷層系統馬爾堡斷層系統

阿爾卑斯斷層阿爾卑斯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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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災原因研判 -孕震構造

48

• 震央約落在陸面主要板塊邊界表徵的馬爾堡斷層系統中的霍普 (Hope)斷層以南 30- 45 公里處。
• 板塊邊界相當複雜，涵括了沿著北島隱沒過渡到穿越南島的轉形斷層的種種作用，而在霍普斷層東南側的淺部地殼正進行著薄膚式 (thin-skinned)的摺皺 -逆衝斷層構造活動。

Active fault map of the northern South Island highlighting the Alpine fault and 
Marlborough fault system (MFS). 

Robert M. Langridge et al.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Bulletin 2013;125:756-775
©2013 by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霍普斷層霍普斷層

資料來源：臺灣地震科學中心， 2016/11/13 M 7.8 紐西蘭地震， http://tec.earth.sinica.edu.tw/new_web/upload/news/EQfile/2016-11-13M7.8.pdf資料來源 (左圖 ) ： Timing of late Holocene paleoearthquakes on the Hurunui segment of the Hope fault: Implications for plate boundary strain release through South Island, New Zealand，http://gsabulletin.gsapubs.org/content/125/5-6/756/F1.expans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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紐西蘭地震保險制度紐西蘭地震保險制度
• 紐西蘭地震保險體系由三部分構成地震委員會 (EQC) 、保險公司和保險協會，分別屬於政府機構、商業機構和社會機構。
• 紐西蘭地震保險採住宅火險強制附加住宅地震險，全民風險意識強，其投保率近 95%。EQC收取保費後編列預算資助GNS-Science建置地震觀測網與地震相關研究，強化地震風險評估精確率，有助於降低再保費率。參考上述方式可鼓勵民眾針對地震險投保率，降低家戶災損。並由此經費編訂預算進行地震科技研究，成果回饋至政府與民眾，提高減災成效。
耐震建築設計有效降低災害衝擊耐震建築設計有效降低災害衝擊
紐西蘭政府對於建築物耐震有良好規範，經由法令規範與建物補強政策，授權地方政府自訂補強標準與期限，未限期內補強者則可限制其使用目的，對舊有建築的強化頗有助益。新北市之老舊街屋建物數量仍佔有相當比例，應儘速進行老舊街屋建物之更新或補強，應能大幅降低地震災害之衝擊。

資料來源：行政院災防辦， 紐西蘭地震災害防救體制與緊急應變機制。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紐西蘭地震委員會（EQC ）地震災害理賠處理考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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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家戶緊急應變計畫推廣家戶緊急應變計畫
針對家戶，落實防災教育，培養民眾防救災意識，以利災時應變及減少人員傷亡及經濟損失。

家庭應變計畫表
家庭應變清單

災時情境設定

資料來源：紐西蘭民防緊急管理部， https://www.happens.nz/

災害類別設定

情境 假設 不會 /從沒發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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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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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席結論


	投影片 1
	投影片 2
	投影片 3
	投影片 4
	投影片 5
	投影片 6
	投影片 7
	投影片 8
	11月份工作進度
	市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市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市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市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市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調查區公所EOC圖表增設需求
	戶外避難收容處所(防災公園)
	105年區公所績效管考暨第3次預檢意見報告
	各區公所整備應變強化事項
	區公所可精進項目(1/5)
	區公所可精進項目(2/5)
	區公所可精進項目(3/5)
	區公所可精進項目(4/5)
	區公所可精進項目(5/5)
	12月預定工作報告
	投影片 25
	技術轉移辦理報告
	技術移轉課程
	技術移轉課程
	建置技術移轉資料下載頁面
	106年延續性計畫規劃報告
	106年延續性計畫規劃報告
	投影片 32
	投影片 33
	投影片 34
	投影片 35
	投影片 36
	投影片 37
	投影片 38
	投影片 39
	投影片 40
	投影片 41
	投影片 42
	投影片 43
	投影片 44
	投影片 45
	投影片 46
	投影片 47
	投影片 48
	投影片 49
	投影片 50
	投影片 51
	投影片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