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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類別-災害防救法災害類別 災害防救法

災害：指下列災難所造成之禍害：
 風災、水災、震災（含土壤液化）、旱災、寒害、土石

流災害等天然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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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管線災害等災害。業管線災害等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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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的性質災害的性質

不管是何種災難，均有以下性質：

 突發性：有些災難發生前有2到3天的預警期，如颱風、颶風、
洪水、火山爆發、乾旱。但有些災難幾乎無預警期，如地震、洪水 火山爆發 乾旱 但有些災難幾乎無預警期 如地震
爆炸、大火、飛機失事、車禍等都是突然發生。

 不熟悉：人們雖然見識過不少災難，但是它終究不是生活中 不熟悉：人們雖然見識過不少災難，但是它終究不是生活中
熟悉的事物。每一次災難發生，往往都帶來新的體驗。

 難預料：颱風會不會帶來豪雨？豪雨會不會帶來土石流？土 難預料：颱風會不會帶來豪雨？豪雨會不會帶來土石流？土
石流會不會經過民宅？雖可預測，但難精準推測。

地區性 災難通常是地區性的 如地震不可能單挑 幢震倒 地區性：災難通常是地區性的，如地震不可能單挑一幢震倒，
水災往往淹沒全村、全鄉鎮，甚至幾個鄉鎮市都受害。

 重傷害：災難會造成人員傷亡、財產損害、社區瓦解、環境
破壞等多重後果。 5

大規模災害特性大規模災害特性
氣候環境變遷災害規模有逐漸擴大的趨勢
連鎖效應及複合性災情連鎖效應及複合性災情
受災區域廣大
多人傷亡事件多人傷亡事件
大量環境資源損失
短時間需要大量救災資源短時間需要大量救災資源
涉及多區域或多權責單位的事件
後續影響深遠後續影響深遠

莫拉克颱風災害點位



臺南市地理臺南市地理環境環境介紹介紹臺南市地理臺南市地理環境環境介紹介紹
• 臺南市位於臺灣本島南部之嘉南平

原中心，北以八掌溪與嘉義縣為鄰，
南鄰高雄市茄萣區，東連烏山嶺與
高雄市為界，西毗台灣海峽。

• 地勢東高西低平；東側有丘陵 屬• 地勢東高西低平；東側有丘陵，屬
於阿里山山脈的尾段，最高峰為大
凍山（標高1,241公尺）

• 主要河川由北至南為八掌溪、急水
溪、曾文溪、鹽水溪、二仁溪。

• 主要水庫包含曾文、烏山頭、白河、• 主要水庫包含曾文、烏山頭、白河、
南化、尖山埤、德元埤、鹿寮、虎
頭埤及鏡面等水庫。
臺南市轄內行政 共有• 臺南市轄內行政區共有37區、752里，
現住人口數統計有1,886,160人，全
市最多人口數為永康區232,540人，
全市最少人口數為龍崎區4,091人。



臺南市災害潛勢臺南市災害潛勢--洪水災害洪水災害
• 臺南市地處八掌溪與二仁溪之間，境內區域分屬八掌溪、急水

溪、曾文溪、鹽水溪與二仁溪等流域，各河溪與排水系統貫穿

臺南市災害潛勢臺南市災害潛勢 洪水災害洪水災害

溪 曾文溪 鹽水溪與二仁溪等流域 各河溪與排水系統貫穿
其間，另有若干單獨入海之區域排水系統等。

• 濱海地區地勢低平，潮溝、漁塭、濕地密佈，原屬古河溪淤積
而成，隨著臺南市之發展漸漸淤填雨水宣泄不易，形成易淹水
之低窪社區，每逢汛期間常有洪水災情傳出。

臺南市高程與水系圖

八掌溪

臺南市高程與水系圖

急水溪

曾文溪曾文溪

鹽水溪

二仁溪

台灣大規模歷史災害地震台灣大規模歷史災害地震--19001900年以前年以前台灣大規模歷史災害地震台灣大規模歷史災害地震 19001900年以前年以前
發震時間 地震名稱

震央位置 深度
(km)

地震規模
死亡

民房
全倒

備註
(oN) (oE) ML MW

1736/01/30 02:00 台南地震 23 07 120 33 5 6 1 6 1 266 556 47 8%1736/01/30 02:00 台南地震 23.07 120.33 5 6.1 6.1 266 556 47.8%
1792/08/09 14:00 嘉義地震 23.58 120.53 15 6.7 6.9 713 24,190 3.0%
1815/10/13 22:00 宜蘭外海地震 24.73 122.48 135 7.2 7.6 113 243 46.5%
1839/06/27 08:00 嘉義地震 23.52 120.42 15 6.5 6.6 117 7,515 1.6%,
1845/03/04 12:00 台中地震 24.16 120.81 10 6.5 6.6 381 4,220 9.0%
1848/12/03 08:00 彰化地震 24.12 120.58 10 7.0 7.2 1,030 22,664 4.5%
1862/06/07 20:00 台南地震 23.19 120.42 15 6.6 6.7 1,513 8,735 17.3%

1867/12/18 10:00 基隆地震 25.33 121.83 5 7.0 7.2 數百

死亡與民房全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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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與民房全倒比 47.8% 1.6% 4.5% 9.0% 3.0% 17.3% 46.5%

資料來
源：鄭世
楠



台灣台灣大規模大規模歷史歷史災害地震災害地震--19001900年後年後台灣台灣大規模大規模歷史歷史災害地震災害地震 19001900年後年後

 1900年後規模較大6次地震災害

地震與地震災害的特性地震與地震災害的特性

大地震醞釀的過程非常複雜而且歷時長久，往往需要數
十 數百 甚至數千年之久十、數百、甚至數千年之久 。

大地震從發生到產生大災害的歷程，只有數分鐘到數十分
鐘而已，來不及反應而使災情擴大 。鐘而已，來不及反應而使災情擴大 。

地震的大小、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以及影響的範圍高度不
確定。確定



地震災害的型態地震災害的型態地震災害的型態地震災害的型態

 直接災害 • 間接災害
 地盤或斷層錯動
 土讓液化

 火災
 堰塞湖

 崩塌
 建築物倒塌

 海嘯

921地震台北市東星大樓震 北 大樓
87死亡

臺南市災害潛勢臺南市災害潛勢--地震災害地震災害
• 參考中央地質調查所資料，臺南市轄內計有6條活動斷層
• 2008年，六甲斷層變更為第一類活動斷層。

臺南市災害潛勢臺南市災害潛勢 地震災害地震災害



斷層類型斷層類型斷層類型斷層類型
斷層錯動往往會引起大小不等的地震，根據斷層上盤和下盤的相對移
動，斷層可歸納為三種類型：上盤向下移動的「正斷層」，上盤向上
移動的「逆斷層」及水平走向的「走向斷層」

正斷層

逆斷層
臺灣因板塊擠壓產生的水平應
力往往大於垂直應力，因此臺力往往大於垂直應力，因此臺
灣西半部的地震類型大部份都
是包含逆斷層的斷層型態

走向(平移)斷層
被抬升的逆斷層上盤通常會有比較大
的搖晃跟破壞(下盤幾乎不動)

觸口斷層周邊環境觸口斷層周邊環境

觸口斷層

觸口斷層



木屐寮六甲斷層周邊環境木屐寮六甲斷層周邊環境

木屐寮六甲斷層木屐寮六 斷層木屐寮六甲斷層木屐寮六甲斷層

新化斷層周邊環境新化斷層周邊環境

新化斷層新化斷層



左鎮斷層周邊環境左鎮斷層周邊環境

左鎮斷層左鎮斷層左鎮斷層

後甲里斷層周邊環境後甲里斷層周邊環境

後甲里斷層後甲里斷層後甲里斷層



災害潛勢分析災害潛勢分析--地震情境地震情境災害潛勢分析災害潛勢分析 地震情境地震情境
• 針對臺南市轄內六條斷層，重新設定情境進行模擬與災損分

析。 木屐寮 六甲析

103年度重新模擬
房屋倒塌戶數推估

木屐寮-六甲

後甲里後甲里

新化

左鎮
傷亡人數推估

左鎮

觸口

新化斷層事件新化斷層事件

相關地震災損評估請參考臺南市地區災相關地震災損評估請參考臺南市地區災
害防救計畫或臺南市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斷層斷層類型類型--盲斷層盲斷層斷層斷層類型類型 盲斷層盲斷層
盲斷層：地表下岩體受到大地應力擠壓產

生斷層，但並未發展至地表上的斷層，無生斷層 但並未發展至地表上的斷層 無
法從地表露頭觀察判斷，故稱盲斷層，斷
層錯動僅造成上部覆岩產生背斜摺曲未產
生斷裂，，故無法直接從地表上觀察到地
底下是否有斷層存在。

2010年3月4日在高雄市甲仙區發生2010年3月4日在高雄市甲仙區發生
芮氏規模6.4地震即屬盲斷層

臺臺南市災害潛勢南市災害潛勢--地震災害地震災害
臺南地區處於西部地震帶上，鄰

近已知重要斷層：觸口斷層、木

臺臺南市災害潛勢南市災害潛勢 地震災害地震災害

近已知重要斷層：觸口斷層、木
屐寮斷層、六甲斷層、左鎮斷
層、新化斷層及後甲里斷層等。層 新化斷層及後甲里斷層等

近百年台灣大地震災害中，分別
包含：包含：
 1946年12月5日新化地震，規模：

6.1；災情：74人死亡、200人重
傷 傷 倒 倒傷、274人輕傷、全倒1971棟、半倒
與損壞2084棟。

 1964年1月18日白河地震，規模：1964年1月18日白河地震 規模：
6.3；106人死亡、受傷：650人、 全
倒10,520棟、半倒與損壞25,818棟。

為台灣地區地震災害較為頻繁的為台灣地區地震災害較為頻繁的
區域。



2016/02/06 美濃地震/ / 美濃地震
主要災情

影響區域 臺南地區
失蹤及傷亡 117人死亡，551人受傷

各地災情 臺灣戰後繼1999年集集大地震以來傷亡最嚴重的地
震，臺灣有史以來單一建築物倒塌而最多罹難人數震 臺灣有史以來單 建築物倒塌而最多罹難人數

維生管線 40萬戶停水、17.2萬戶停電

經濟損失 估計整體經濟損失達1億7,072萬元

25• 累計開設收容所共14處(臺南市)，累計收容人數313人。

0206美濃地震美濃地震
震央雖不在臺南，但臺南震度

卻是最高 災害傷亡與損失卻卻是最高，災害傷亡與損失卻
最嚴重

建物受損評估建物受損評估
 紅單250件
 黃單329件 黃單329件

26大智里菜市場倒塌情況



統計截止:105.3.3統計截止:105.3.3

區別
統計戶數

(2/16)
統計戶數

(2/17)
統計戶數

(3/3)

安南區 692 796 953

新市區 146 146 164

北區 58 58 58

中西區 16 16 242

永康區 33永康區 33
合計 912 1,016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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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土壤液化潛勢圖臺南市土壤液化潛勢圖



臺臺南市災害潛勢南市災害潛勢--坡地災害坡地災害
• 坡地災害中土石流潛勢溪流共計有48條；分佈於白河、東

山、六甲、玉井、南化、楠西及龍崎地區；此外亦有順向坡

臺臺南市災害潛勢南市災害潛勢 坡地災害坡地災害

山、六甲、玉井、南化、楠西及龍崎地區；此外亦有順向坡
與崩塌的分布。

楠西區照興里土石流楠西區照興里土石流

臺臺南市災害潛勢南市災害潛勢--海嘯災害海嘯災害

海嘯情境設定

臺臺南市災害潛勢南市災害潛勢 海嘯災害海嘯災害

 Kirby (2006) 依照馬尼拉海溝走向
的不同，將馬尼拉海溝分成六個
破裂面。其中有三個破裂面(A‐C)

離台灣較近，可能造成海嘯襲擊
台灣並造成災害機率較高。

模擬成果模擬成
 地震發生後60分鐘溢淹範圍為七

股以南之沿岸地帶，其最大可能股以南之沿岸地帶，其最大可能
溢淹範圍可達離岸約450公尺，最
大可能溢淹高程約為1.2公尺。大可能溢淹高程約為1.2公尺



地區災害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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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勢圖資與災害潛勢圖資與災害應變應變潛勢圖資與災害潛勢圖資與災害應變應變
• 災害潛勢區與防災弱點可透過歷史災害調查、災害模擬

或地形與環境特徵取得相關資訊。但仍會有許多災害點或地形與環境特徵取得相關資訊。但仍會有許多災害點
位是無法事先預測的。

• 對於過去不曾發生過的災害區域或發生超過設施防護能對於過去不曾發生過的災害區域或發生超過設施防護能
力的事件時，仍有致災的可能，此一部分需有賴災中的
即時應變方能及時提出預警及相關作為方能減低災害的
損傷

• 對於無法預測的災害(想定外的災害)則需透過完善防災體
系的建立、防災教育的推動與防災意識的強化等，將有
可能減低想訂外災害發生時可能的傷亡與損失。

設施防護能力設施防護能力設施防護能力設施防護能力
• 一般市區排水系統排水能力採時雨量為設計

基礎 其通洪能力約在重現期2 5年之間基礎，其通洪能力約在重現期2~5年之間。
• 區域排水系統設計標準則採25年重現期的

排洪能力，山坡地野溪採50年重現期降雨排洪能力，山坡地野溪採50年重現期降雨
事件，中央管河川則採100年重現期降雨的
流量進行防護設施設計的標準。流 進行防護設施設計的標準

超過設施防護能力就有致災的可能

區域 站碼(名) 延時
重現期
2年

重現期
5年

重現期
10年

重現期
20年

重現期
25年

重現期
50年

重現期
100年

重現期
200年

臺南市 C1O840 1 59.7 74.8 82.8 89.3 91.2 96.5 101.1 105.2 

六甲區 王爺宮 3 87.1 113.4 132.7 152.6 159.3 180.8 203.9 228.7 
6 114.3 154.6 188.1 225.8 239.1 284.3 336.5 397.1 

12 153.8 211.4 256.7 305.9 322.8 379.1 441.9 512.5 
24 205.3 301.7 380.0 467.1 497.4 599.9 716.6 849.9 
48 278.9 409.0 499.9 590.2 619.4 711.6 806.2 904.0 
72 303.5 452.2 557.3 662.3 696.5 804.4 915.8 1031.2 



災害應變與資訊需求災害應變與資訊需求

各類的防災整備工作其目的都在於提升區域的耐災能力並於
災害來臨時能快速處置災情減低災害可能的傷亡與損失災害來臨時能快速處置災情減低災害可能的傷亡與損失。

各應變單位災害應變能力好壞將直接影響到災害可能的損
失失。

災害應變中心主要的任務在於瞭解災害潛勢區、切實瞭解環
境資訊、掌握即時警戒資訊與傳達避難疏散決策與實施、災境資訊 掌握即時警戒資訊與傳達避難疏散決策與實施 災
情的快速彙整、防救災資源調度及支援申請等。

為完成前述任務應變中心的應取得足夠防救災資訊並具有判為完成前述任務應變中心的應取得足夠防救災資訊並具有判
讀資訊能力方能於第一時間進行相關決策。

防災資訊-中央氣象局防災資訊 中央氣象局
 http://www.cwb.gov.tw/

衛星雲圖 雨量觀測資料 颱風動態 雷達觀測及潮汐資料衛星雲圖、雨量觀測資料、颱風動態、雷達觀測及潮汐資料。



防災資訊-經濟部水利署防災資訊 經濟部水利署
經濟部水利署：http://www.wra.gov.tw/

水災防災資訊網水災防災資訊網：http://fhy.wra.gov.tw/Pub_Web_2011/

 淹水警戒區域、水位觀測資料、水庫觀測資料。

防災資訊-農委會水保局防災資訊 農委會水保局
農委會水保局：http://www.swcb.gov.tw/index.asp

土石流防災資訊網：http://246 swcb gov tw/default‐1 asp土石流防災資訊網：http://246.swcb.gov.tw/default‐1.asp

土石流警戒雨量、黃色紅色警戒區域、疏散避難路線。



天氣警特報天氣警特報天氣警特報天氣警特報
臺灣地區由於地理位置

的關係，天氣型態變化的關係 天氣型態變化
多，且又是在颱風路徑
要衝，並有複雜的地形
作用，每年幾乎都會有作用，每年幾乎都會有
颱風侵襲，並常有較劇
烈之中小尺度天氣現象。

中央氣象局為因應這些
災害性的天氣，發布包
括颱風、豪雨、大雨、括颱風 豪雨 大雨
強風、濃霧和低溫等天
氣的警特報來警示防災
單位及民眾注意。 以不單位及民眾注意 以不
同顏色代表各種的天氣
警特報，即時顯示臺灣
地區各縣市可能發生或地區各縣市可能發生或
正在發生的災害性天氣。

警戒資訊警戒資訊--豪豪((大大))雨特報雨特報警戒資訊警戒資訊--豪豪((大大))雨特報雨特報
經
研
判

一
級
開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水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水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經
研

警戒資訊警戒資訊 豪豪((大大))雨特報雨特報警戒資訊警戒資訊 豪豪((大大))雨特報雨特報

定義定義判開
設

超大豪雨超大豪雨
24小時累積雨量
達500500毫米毫米以上

臺南市災害應變中心
一級開設

研
判
二
級
開

定義定義

達500500毫米毫米以上

大豪雨大豪雨
24小時累積雨量
達350350毫米毫米以上

臺南市災害應變中心
二級開設

開
設

大豪雨大豪雨 達350350毫米毫米以上

豪雨豪雨
24小時累積雨量
達 毫米毫米以上

臺南市災害應變中心

二級開設

豪雨豪雨

大雨
24小時累積雨量達
8080毫米毫米以上，且其

達200200毫米毫米以上三級開設

大雨 8080毫米毫米以上，且其
中至少有1小時雨
量達40毫米以上

水利局專人監視

•• 豪豪((大大))雨特報較颱風容易被忽視雨特報較颱風容易被忽視，但降雨強度越來越大，短時間就可能淹短時間就可能淹•• 豪豪((大大))雨特報較颱風容易被忽視雨特報較颱風容易被忽視 但降雨強度越來越大 短時間就可能淹短時間就可能淹
水！水！

•• 豪雨應變豪雨應變隨降雨及災害趨勢變大應由下而上，逐級開設‐‐鄉鄉((鎮、市、區鎮、市、區))長務長務
必重視並作決策 適時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必重視並作決策 適時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淹水淹水((內水內水))預警預警淹水淹水((內水內水))預警預警
• 利用歷史淹水事件及雨量分析擬定各易淹水區內水警戒雨量。

相關資訊發布於『水利署防災資訊服務網 提供民眾及應變單

淹水淹水((內水內水))預警預警淹水淹水((內水內水))預警預警

• 相關資訊發布於『水利署防災資訊服務網』提供民眾及應變單
位掌握水災預警資訊。

• 警戒資訊除河川水位、內水警戒外還包含有水庫洩洪及濁度警• 警戒資訊除河川水位、內水警戒外還包含有水庫洩洪及濁度警
戒。

電視媒體報導水利署淹水警戒資訊電視媒體報導水利署淹水警戒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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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利署防災資訊服務網

淹水淹水((河川外水河川外水))預警預警淹水淹水((河川外水河川外水))預警預警
中央管河川中央管河川設置水位站設置水位站及訂定及訂定警戒水位警戒水位((分三級分三級)) 及配合及配合即時雨即時雨
量監測量監測，進行，進行河川河川((外水外水))溢淹之預警溢淹之預警及及通報處置通報處置。。

(( ))(( ))

(( ))

計畫洪水位或堤頂計畫洪水位或堤頂

小時小時

 警戒單通報警戒單通報((或洪水警報單或洪水警報單))
 加強水情及堤防安全巡防
 堤防設施搶險及災害搶救危險危險

((警戒警戒))

22小時小時

55小時小時

 堤防設施搶險及災害搶救
 必要之強制避難及誘導必要之強制避難及誘導一級警戒水位一級警戒水位((危險危險))

二級警戒水位二級警戒水位((警戒警戒))55小時小時
 警戒單通報警戒單通報
 注意水位上升及降雨
 防救災動員及機具待命

高灘地

小時小時 注意注意

防救災動員及機具待命
 加強水情警戒及警戒通報
 避難勸告及完成避難準備避難勸告及完成避難準備

22小時小時 三級警戒水位三級警戒水位((注意注意))  避難準備開始避難準備開始
 防救災動員及機具準備
 注意水位持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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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管河川已訂警戒水位
• 縣市管區域排水多已訂定警戒值

注意水位持續上升
 關閉或禁止河川區域通行
 警告高灘地活動民眾疏散



水災預警分級與發布時機水災預警分級與發布時機水災預警分級與發布時機水災預警分級與發布時機水災預警分級與發布時機水災預警分級與發布時機水災預警分級與發布時機水災預警分級與發布時機

警戒類別 發布二級警戒 發布一級警戒

淹水警戒 (內水) 即時雨量 > 二級警戒雨量值 即時雨量 > 一級雨量警戒值

水位警戒 (外水)
(分三級) 觀測水位 > 二級警戒水位 觀測水位 > 一級警戒水位

水庫洩洪警戒 預計 小時後 洩洪 始洩洪

淹水分級警戒定義：淹水分級警戒定義：

水庫洩洪警戒 預計(1-2小時後)洩洪 開始洩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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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道路有70%機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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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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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道路有70%機率已經開始積淹水。

註：淹水警戒準確性受降雨時空分布不均、雨量站密度、地形地物、河川排水及其當時水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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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淹水警戒準確性受降雨時空分布不均、雨量站密度、地形地物、河川排水及其當時水位高
低、沿海潮位、排水流路阻塞等因素影響，可配合即時雨量觀測（如QPESUMS）及當地
降雨實況研判因應。

降雨淹水警戒降雨淹水警戒值設值設定定
利用歷史災害進行降雨警戒值訂定-美濃區泰安
里

降雨淹水警戒降雨淹水警戒值設值設定定

里
即時降雨資料

累

積

雨

量量

淹水預警雨量

降雨延時

降雨延時(小時) 降雨警戒值(毫米) 降雨延時(小時) 降雨警戒值(毫米)

1 32 12 181 51 32 12 181.5
3 69.5 24 347
6 126



淹水警戒與基準

縣市 警戒鄉鎮 1小時 3小時 6小時 12小時 24小時
台南市 七股區 50 90 140 200 250

台南市 下營區 50 90 140 180 250

台南市 中西區 50 110 150 200 250

台南市 北門區 50 90 120 180 250淹水警戒與基準 台南市 北門區 50 90 120 180 250

台南市 北區 50 110 150 200 250

台南市 安平區 50 110 150 200 250

台南市 安南區 50 90 130 180 250

台南市 東區 50 110 150 200 250

台南市 南區

淹水警戒雨量‐24小時

台南市 南區 50 110 150 200 250

台南市 麻豆區 50 90 140 180 250

台南市 仁德區 60 100 150 230 300

台南市 永康區 50 110 150 220 300

台南市 白河區 60 100 150 230 300

台南市 西港區 60 100 150 240 300

台南市 佳里區 60 100 140 200 300

台南市 官田區 60 100 150 220 300

台南市 東山區 60 120 160 220 300

台南市 後壁區 60 100 150 200 300台南市 後壁區 60 100 150 200 300

台南市 柳營區 60 120 160 230 300

台南市 將軍區 50 100 130 220 300

台南市 新市區 50 110 150 220 300

台南市 新營區 60 120 160 230 300

台南市 學甲區 50 100 130 220 300

台南市 歸仁區 60 100 150 230 300

台南市 關廟區 60 100 150 230 300

台南市 鹽水區 60 100 150 210 300

台南市 安定區 60 120 170 250 320台南市 安定區 60 120 170 250 320

台南市 善化區 60 120 170 250 320

台南市 六甲區 60 120 180 250 350

台南市 左鎮區 70 120 210 280 350

台南市 新化區 60 130 200 280 350

台南市 山上區 70 150 230 300 400台南市 山上區 70 150 230 300 400

台南市 玉井區 80 150 220 300 400

台南市 大內區 70 150 230 350 450

台南市 南化區 70 150 220 350 450

台南市 楠西區 80 160 230 400 450

淹水警戒雨量‐3小時

預警資訊預警資訊--水庫洩洪預警水庫洩洪預警預警資訊預警資訊--水庫洩洪預警水庫洩洪預警
水情資訊監視掌控研判洩洪預警通報流程洩洪預警通報流程洩洪預警通報流程洩洪預警通報流程

預警資訊預警資訊 水庫洩洪預警水庫洩洪預警預警資訊預警資訊 水庫洩洪預警水庫洩洪預警

依水庫防洪運轉規定水庫防洪運轉規定操作

調節放水調節放水、、洩洪洩洪、、流量變更流量變更
前前22或或11小時小時完成通報作業完成通報作業 經濟部(水利署)應變小組

藉由藉由傳播媒體傳播媒體發發
•• 啟動洩洪警報站啟動洩洪警報站

廣播系統廣播系統 藉由藉由傳播媒體傳播媒體發發
布洩洪訊息布洩洪訊息

廣播系統廣播系統
•• 廣播車廣播車((開口合約開口合約))

•• 特定區域不特定特定區域不特定
對象簡訊對象簡訊(LBS)(LBS)

通報通報 有線 視跑 燈有線 視跑 燈

通報下游有關機關通報下游有關機關((通報內容：通報內容：
洩洪時間洩洪時間、洩洪量、注意事項、洩洪量、注意事項))

河川局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通報單通報單
••簡訊簡訊((村里長村里長))
••網站公告網站公告

••有線電視跑馬燈有線電視跑馬燈
••地方廣播電台地方廣播電台

縣市災害應變中心
縣市消防局、警察局
縣市水利局（課）

相關農田水利會、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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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農田水利會、水公司
下游鄉鎮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下游鄉鎮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
其他有關單位及下游村里辦公處等水庫洩洪警報站



土石流警戒區發布及作為土石流警戒區發布及作為
1.警戒基準值≦350mm ：當實際降雨量已達警戒基準值之30%
2.警戒基準值≧400mm ：當實際降雨量已達警戒基準值之40%
且該值加上中央氣象局發布之預測 量大於警戒基準值 同時降

土石流警戒區發布及作為土石流警戒區發布及作為

預測雨量＞警戒雨量預測雨量＞警戒雨量預測雨量＞警戒雨量預測雨量＞警戒雨量 實際雨量＞警戒雨量實際雨量＞警戒雨量實際雨量＞警戒雨量實際雨量＞警戒雨量

且該值加上中央氣象局發布之預測雨量大於警戒基準值，同時降
雨無減緩之趨勢。

颱風登陸颱風登陸

‐‐3030小時小時‐‐3030小時小時 ‐‐1818小時小時‐‐1818小時小時 ‐‐1212小時小時‐‐1212小時小時

海上颱風警報

3030小時小時3030小時小時 1818小時小時1818小時小時 1212小時小時1212小時小時

紅色警戒
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黃色警戒
風雨預報

紅色警戒黃色警戒

預測雨量＞警戒值預測雨量＞警戒值 實際降雨＞警戒值實際降雨＞警戒值土石流警戒雨量土石流警戒雨量
地方政府應勸告或強制地方政府應勸告或強制
其撤離並作適當之安置其撤離並作適當之安置
地方政府應勸告或強制地方政府應勸告或強制
其撤離並作適當之安置其撤離並作適當之安置

地方政府應疏散地方政府應疏散
避難勸告避難勸告

地方政府應疏散地方政府應疏散
避難勸告避難勸告

300300～～550550mmmm

土石流災害警戒土石流災害警戒值值土石流災害警戒土石流災害警戒值值

縣
市

鄉鎮(溪流
數)

警戒
值市 數) 值

六甲區(1) 550

玉井區(1) 500

臺
南

玉井區(1) 500

白河區(11) 500

東山區(16) 350南
(48)

東山區(16) 350

南化區(1) 300

楠西區(7) 450楠西 ( )

龍崎區(1) 550



土石流警戒發布時機及因應作為土石流警戒發布時機及因應作為
黃色警戒

土石流警戒發布時機及因應作為土石流警戒發布時機及因應作為

發布時機：預測雨量發布時機：預測雨量 ＞土石流警戒雨量＞土石流警戒雨量
因應作為：地方政府應進行疏散避難勸告因應作為：地方政府應進行疏散避難勸告因應作為：地方政府應進行疏散避難勸告。因應作為：地方政府應進行疏散避難勸告。

紅色警戒紅色警戒
發布時機：實際雨量發布時機：實際雨量 ＞土石流警戒雨量＞土石流警戒雨量

因應作為 地方政府因應作為 地方政府應勸告應勸告或或強制其撤離強制其撤離 並作並作因應作為：地方政府因應作為：地方政府應勸告應勸告或或強制其撤離強制其撤離，並作，並作
適當之安置。適當之安置。

地方政府可依當地雨量及實際狀況，自行發布地方政府可依當地雨量及實際狀況，自行發布
局部地區為黃色或紅色土石流警戒區局部地區為黃色或紅色土石流警戒區局部地區為黃色或紅色土石流警戒區局部地區為黃色或紅色土石流警戒區

行動防災資訊 臺南市水情臺南市水情APPAPP行動防災資訊



災害應變作業災害應變作業

• 災害應變主要目的在於整合防救災體系，使其在災害來臨時
能發揮功能減低災害損失能發揮功能減低災害損失。

• 透過災害應變作業能透過預報作業、預警資訊、管制區劃
設，適時進行防救災決策，減低可能的衝擊與人員的傷亡。設，適時進行防救災決策，減低可能的衝擊與人員的傷亡。

• 如有災情時可快速進行防救災資源調度，避免災情擴大。
• 災後能快速整合資源進行災後重建工作。• 災後能快速整合資源進行災後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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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體制-防災體系運作圖災害防救體制 防災體系運作圖

臺南市災害防救體系臺南市災害防救體系
臺南市災害防救會報 臺南市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官：市長臺南市政府召集人：市長
副召集人：副市長
執行秘書：秘書長
委員：相關機關、單位首長、軍事機
關 代表及具有災害防救學識經驗之

副指揮官：副市長、秘書長
執行長：相關業務主管機關首長
編組單位：相關機關、單位之首
長 兼任組長

臺南市政府

關 代表及具有災害防救學識經驗之
            專家、學者

臺南市政府災害防救辦公室

主任：秘書長兼任

消防局：風災、震災、火災、爆炸、
海嘯、森林火災、輻射災害

災害業務主管機關
由各業務主管機
關開設災害應變
中心主任：秘書長兼任

副主任：消防局局長兼任
執行秘書：參事（議）專任
工作人員：相關機關派員全職調用

               海嘯 森林火災 輻射災害
水利局：水災、土石流、旱災(前期階段)
農業局：寒害、動植物疫災
交通局：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
               （含鐵路、高鐵）
環保局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海洋污染

由防災辦公室
執行會報事務

中心

臺南市災害
防救專家諮

詢委員會

環保局：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海洋污染
衛生局：傳染病疫災
經濟發展局：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 工業管
線災害、輸線電路災害、旱災(後期階段)、礦災

臺南市各區災害防救會報
召集人 區長

臺南市各區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官：區長
副指揮官：主任秘書

臺南市各區公所
召集人：區長
執行長：主任秘書
業務單位：區公所所屬單位

副指揮官：主任秘書
編組單位：相關單位之主管兼任
組長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目的與任務災害應變中心開設目的與任務
• 目地

• 於災害發生或發生之虞時 能即時進行橫綜向聯繫與查通報• 於災害發生或發生之虞時，能即時進行橫綜向聯繫與查通報、
以保障轄區民眾安全。

• 任務
• 加強災害防救相關權責單位縱向指揮、督導與橫向協調及聯

繫，處理各項災害應變措施。

• 掌握各種災害狀況動態 即時傳遞災情及通報相關機關應變處• 掌握各種災害狀況動態，即時傳遞災情及通報相關機關應變處

理。

• 災情與損害之蒐集、評估、處理、彙整及報告事項。

• 緊急救災人力、物資之調度及支援等事項。

• 其他有關防災或救災事宜。
55

市級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地點

各種災害應變中心 設地點

市級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地點

各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地點：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地點原則於本府消防局開設，供各類災

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辦理災害應變中心開設作業，本府消
防局協助操作相關資訊及通訊等設施。

 各類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得視執行緊急應變措施之需要，
報請市長另指定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地點，負責相關開報請市長另指定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地點 負責相關開
設作業，並通知相關機關（單位）進駐執行災害處理事宜。



災害應變中心成立、縮小編組及撤除時機災害應變中心成立 縮小編組及撤除時機

 成立時機： 成立時機：

 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該類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首長應報告市長有關災害規模 性質與災情 並提出是首長應報告市長有關災害規模、性質與災情，並提出是
否成立市級或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之具體建議。

 市長決定成立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時，該類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立即通知相關編組機關（單位）進駐作業，並
視災害狀況通知全部或部分區公所開設區級災害應變中
心。

 本市各區區長於轄內發生重大災害、有發生之虞或經本
府通知時，應即時成立該區災害應變中心。府通知時，應即時成立該區災害應變中心

災害應變中心成立、縮小編組及撤除時機災害應變中心成立 縮小編組及撤除時機

縮小編組及撤除時機：縮小編組及撤除時機：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依災害危害程度，認其危害不至
擴大或災情已趨緩和時 得縮小編組規模 對已無執行應擴大或災情已趨緩和時，得縮小編組規模，對已無執行應
變任務需要者予以歸建。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依災害處理情形，認災害緊急應變處置
已完成，後續復原重建可由各相關機關（單位）自行辦理
者，由指揮官指示恢復常時三級開設。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以書面資料報經指揮官裁示後，得撤除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以書面資料報經指揮官裁示後，得撤除
之，並將撤除事由及時間告知本市災害應變中心。



臺南市災害應變中心組織架構臺南市災害應變中心組織架構

臺南市災害應變中心臺南市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官、副指揮官、執行長

前進指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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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機

風災
級 設 市 氣象 發 海 或海 颱 警 三級開設(臺南市)：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或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後，經本府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二級開設：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後，經內政部

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或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後，對本市

可能造成影響，經本府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一級開設：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後，預測颱風

暴風圈將於十八小時內接觸陸地時。
 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或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將本市

列入警戒區域後，經本府研判有提升開設層級必要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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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機
震災、海嘯
本市地震經中央氣象局通報有下列情形之 並經本府研判本市地震經中央氣象局通報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本府研判

有開設必要者：
氣象局發布之地震強度達六級以上者。氣象局發布之地震強度達六級以上者。
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房屋毀損或土壤液化嚴重等。。
中央氣象局發布海嘯警報。

重大火災、爆炸災害
有下列情形之一，經內政部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有持續擴大燃燒，無
法有效控制，亟待救助。

火災 爆炸災害發生地點在重要場所(政府辦公廳舍或首長公館等)或火災、爆炸災害發生地點在重要場所(政府辦公廳舍或首長公館等)或
重要公共設施，造成多人傷亡、失蹤，亟待救助。

本市轄內各工業園區有關危險物品或高壓氣體等設施，發生火災、
爆炸或相當程度之洩漏災情嚴重無法控制，並造成重大人員受傷或
死亡亟待救援者。 61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機

水災
氣象局發布豪雨特報，該局所屬氣象站單日累積雨量達三
百五十公厘以上或氣象局解除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後，仍持
續發布豪雨特報 有水災發生之虞時續發布豪雨特報，有水災發生之虞時。

 三級開設：中央指示或中央氣象局發布豪雨特報且本市列入警戒
區域後 經本府研判有開設必要者區域後，經本府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二級開設：中央指示或中央氣象局發布大豪雨特報且本市列入警

戒區域後，經本府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一級開設：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後，經本府研判有必要提

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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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機
旱災

有下列情形之 且旱象持續惡化 無法有效控制者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旱象持續惡化，無法有效控制者：
 埤池灌溉系統缺水率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水庫 水庫與埤池聯合灌溉系統缺水率達百分之五十 水庫、水庫與埤池聯合灌溉系統缺水率達百分之五十
以上者。
自來水系統給水缺水率高於百分之三十者 自來水系統給水缺水率高於百分之三十者。

 河川或地下水灌溉系統缺水率達百分之四十以上者。

臺南市：
公共給水缺水率達百分之三十以上公共給水缺水率達百分之三十以上。
農業給水缺水率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63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機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工業管線災害
 有5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有持續擴大蔓延，

無法有效控制。。
 陸域污染面積達5萬平方公尺以上，無法有效控制。

寒害
 氣象局發布臺灣地區平地氣溫將降至攝氏六度以下，連續

二十四小時之低溫特報，有重大農業損失等災情發生之虞
者者。

 中央氣象局發佈平地低溫特報後，本市列為警戒區域時。
土石流災害土石流災害
 土石流災害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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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機

空難
航空器運作中發生事故 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 失蹤 航空器運作中發生事故，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
或災害有擴大之虞，亟待救助者。
航空器在本市轄區陸地或海上失事 亟待救助 航空器在本市轄區陸地或海上失事，亟待救助。

海難
我國台北飛航情報區內發生海難事故 船舶損害嚴重 我國台北飛航情報區內發生海難事故，船舶損害嚴重，
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或災害有擴大之虞，亟待
救助者。救助者

 本市轄內海域海難搜救機構發現或接獲海難訊息，亟待
救助。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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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機

陸上交通事故
路上交通事故 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 失蹤或重要交 路上交通事故，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或重要交
通設施嚴重損壞，造成交通阻斷，致有人員受困急待救
援者。援者。

 本市轄內於重大交通事故災害發生時。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或失蹤者。
 污染面積達一平方公里以上，未能有效控制。

2006年12月楠西區梅嶺交通事
故，22人死亡、24人輕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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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災害應變中心應變流程圖
災害發生市長

災情報告

臺南市災害應變中心應變流程圖

災
情
報

消防局119

救災指揮科

災情報告

報
告 成立本市災害應變中心

災害業務主管機關通報各單位進駐

通
報局處緊急應變處

理小組災

災
情
報

通
報
搶

災
情

各區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搶
救

理小組災
情
報

報
告

搶
救 報

告
各區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告
災情報告 通報搶救

各局處本於職責展開
搶救

各區公所、警察分局、派出所、村
里鄰義警、民防及團體搶救

消防分隊主動展開
搶救行動

地震災情查通報作業機制(本市震度達5級)
 由消防局（119指揮中心）啟動地震災情查通報、作業機

制 以「臺南市災害應變中心 傳送簡訊及傳真 通報本

地震災情查通報作業機制(本市震度達 級)

制，以「臺南市災害應變中心」傳送簡訊及傳真，通報本
市災害應變中心編組機關(單位)及各區公所聯絡人(如本市
24小時通報聯繫電話簿)，並應啟動緊急應變小組，本於業24小時通報聯繫電話簿)，並應啟動緊急應變小組，本於業
務權責主動進行災情查報及通報作業，同時回覆消防局
(119)。(119)

 為確實掌握各地災情，本市各編組機關(單位)及區公所應
於接到簡訊通報後１小時內，進行災情初報及填具「災情於接到簡訊通報後１小時內，進行災情初報及填具 災情
查報表」回傳災害應變中心，對於有災情發生之業務主管
機關應隨時回報，並於３小時內進行續報。機關應隨時回報 並於３小時內進行續報

區公所於地震過後，動員里幹事、里(鄰)長、社區志工等，
進行災情查報通報作業，災情彙整後，應先行傳真(電話)通進行災情查報通報作業，災情彙整後，應先行傳真(電話)通
報本府民政局進行總彙整，再回傳消防局(119)進行最後彙
整，統一災情資料陳報中央及本府一層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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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災情查通報作業機制(震度達6級以上)
依「臺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規定，由消防局啟動

震災災害應變中心開設作業 以「0000地震臺南市災害應變

地震災情查通報作業機制(震度達6級以上)

震災災害應變中心開設作業，以「0000地震臺南市災害應變
中心」傳送簡訊及傳真，通報編組機關(單位)聯絡人及區公所
同步開設 接獲簡訊立即(1小時)指派人員進駐災害應變中心同步開設，接獲簡訊立即(1小時)指派人員進駐災害應變中心。

同時進行災情查報，及各
項災害緊急搶救工作，並
於１小時內填具「災情查
報表」回傳災害應變中心
彙整，再於初報後３小時
內進行續報。並由災害應
變中心彙整過濾災情轉呈
本府一層首長及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

中央氣象局地震報告簡訊市府一層首長

地震震度5級災情查通報作業機制

中央災害應變

災

中央氣象局地震報告簡訊
通知（本市5級以上）

市府一層首長
災害防救辦公室

消防局指揮中心

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

情
報
告

消防局指揮中心
（119）
傳真電話
06 2970540

災情報告

告 06‐2970540
06‐2989580

查
災
情

查
報 災

傳
真 查

報
簡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各編組單位災

情
報
告

報
簡
訊

災
情
報

真
通
報

訊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各編組單位

緊急應變小組

災
情
報

告

查報災情
通

各編組單位本部本 各區公所、警察分局、派 消防大隊、分隊警

報
告 災情報告 查報災情報

各編組單位本部本
於職責展開災情查
通報及災害搶救

出所、里鄰義警、民防、
水利、工務及民間團體

義消展開災情查通
報及搶救行動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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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區級災害應變中心

臺南市災害應變中心 維生管線組由各公共事業單位人
員擔任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

臺南市 級災害應變中心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

員擔任，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
時，提供聯繫窗口並視情況進駐
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官

副指揮官

所屬單位 配合單位

災 災 災 治 救 醫

所屬單位 配合單位

新 維 國環災
情
查
通

災
害
搶
修

支
援
調
度

災
民
收
容
組

治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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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
組

救
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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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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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
組

新
聞
處
理

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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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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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組

國
軍
支
援
組

環
保
組

通
報
組

組 組 組 組 組組 組 組



災害應變作業檢討與規劃

編組 組成 任 務

民政課

1.各類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2.辦理各類災情查報與通報作業。
3.掌握最新災情狀況，及時通報相關防災單位支援處理。
4.請求民力資源協助。

以北區為例

災害應變作業檢討與規劃
區級權責分工

公所防災業務單位

災情查
通報組

民政課
(應變中
心)

請求民力資源協助
5.召開防災及救災檢討會報。
6.督導各編組災情整備、災時應變、災後復原處理事項。
7.區域聯防支援協定調度。
8.請求國軍支援協助。
9.緊急疏散撤離應變事項。

 區公所防災業務單位
 地區防災業務單位

10.弱勢族群名冊彙整。

各里里
長及里
幹事

1.主動蒐集各該里災情、立即向指揮中心通報，供應變中心決策，並
襄理組長統籌通報、連繫作業。

2.協助弱勢族群保全戶之清查。
3.配合警政單位進行居民疏散冊撤離。
1 依分工權責進行道路 公園 路樹 橋梁毀損之警戒 搶修與查(通)

區公所防災業
務單位

地方防災業務
單位 災害搶

經建課

1.依分工權責進行道路、公園、路樹、橋梁毀損之警戒、搶修與查(通)
報。

2.營繕工程及其他建設工程搶修與查(通)報。
3.危險建築物緊急鑑定、限制使用、拆除、補強與查(通)報。
4.相關公共工程搶修與查(通)報。
5 工程搶修之開口契約簽訂

災情查通報組 救災任務組

災民收容組 治安警戒組

修組
經建課 5.工程搶修之開口契約簽訂。

6.提供沙包。
7.路燈毀損之查(通)報。
8.交通號誌毀損之查(通)報。
9.鷹架及廣告招牌毀損、倒塌之查(通)報。
10 農、漁、牧災情查(通)報及災損補助事項。

災害搶修組 醫療組

支援調度組 環保組

新聞處理組 維生管線組

10.農 漁 牧災情查(通)報及災損補助事項

災民收
容組

社會課

1.災民收容所開設與通報。
2.執行災民收容、登記、編制、服務、慰問與遣散事宜。
3.救災物資儲備、運用、分配。
4.救災物資需求提報及廠商協定(物資)。
5.協助有關單位辦理罹難者處理事宜。新聞處理組 維生管線組

財經組 國軍支援組

6.協助災區居民疏散撤離整備作業。

支援調
度組

行政課

1.協助救災物資採購及供給。
2.外界救災物資調度及發(轉)放。
3.協助災民災害稅捐減免事宜。
4.協定有關人力需求及支援事項。
5.協調社區團體、民力支援。

新聞處
理組

研考 1.災情新聞發佈。

財經組會計室
1.災害應變中心經費之管理。
2.災害搶救經費審核、核發。

權責與分工
編組 組成 任 務

醫療組 北區衛生所

1.傷民醫療救護工作。
2.災區防疫監測、通報、調查及相關處置工作。
3.災區傳病之防治與食品衛生管理事項。
4 災後傳染病之預防事宜

以北區為例

權責與分工 4.災後傳染病之預防事宜。
5.災後心理輔導相關服務事宜。

救災任
消防局第六大隊

1.各項災情評估、蒐集及查通報，相關處置事宜。
2.災害現場人命之搶救、救生、到院前緊急救護有關事宜
3 辦理有關救災、救護、消防通訊等設施之應變。

區級權責分工
區公所防災業務單位 救災任

務組
消防局公園分隊
消防局和緯分隊

3.辦理有關救災、救護、消防通訊等設施之應變。
4.協調民間救難團體協助救災等相關事宜。
5.協調直升機執行傷患後送及運送救災人員、物資等工作
6.其他人命救護權責有關處理。

1.災害現場警戒區域劃定、管制與交通疏導。

 區公所防災業務單位
 地區防災業務單位

治安警
戒組

警察局第五分局

災害現場警戒區域劃定 管制與交通疏導
2.災區治安維護，受傷及罹難者身份辨識及紀錄。
3.協調徵調民防總隊支援救災工作。
4.危險區域民眾之強制撤離工作。
5.綜理救難車隊之調配管理事宜。
6.辦理警政災情蒐集彙整及通報等有關事項。

區公所防災業
務單位

地方防災業務
單位

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
司台南區營業處

1.負責電力相關災情查(通)報。
2.電力輸配電桿倒塌或電線路受損之搶救。
3.災區架設緊急供電設施事宜。
4.其他電力應變處理及有關權責事項。

災情查通報組 救災任務組

災民收容組 治安警戒組

災害搶修組 醫療組

維生管
線組

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
第六區管理處

1.負責自來水輸配水管線緊急搶修與復原等事宜。
2.民眾用水緊急運送供水事宜。
3.災區停水災情蒐及通報。
4.其他自來水應變處理及有關權責事項。

1 負責電信相關災情查通報

災害搶修組 醫療組

支援調度組 環保組

新聞處理組 維生管線組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台南營運處

1.負責電信相關災情查通報。
2.電信輸配電桿倒塌或電線路受損之搶救及復原工作。
3.災區架設緊急通訊設施、器材設施事宜。
4.其他電信應變處理及有關權責事項。

欣南天然氣股份有限
1.負責瓦斯相關災情查報。

新聞處理組 維生管線組

財經組 國軍支援組

欣南天然氣股份有限
公司

負責瓦斯相關災情查報
2.瓦斯輸配設備或管線受損之搶救及復原工作。
3.其他瓦斯應變處理及有關權責事項。

國軍支
援組

台南市後備指揮部
永康砲兵學校

1.協助應變中心各項兵力、車輛、機具等相關需求事宜。
2.協助災區兵力整備、救災、復原及災後消毒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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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1/4）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 （ / ）

一、依據：「臺南市政府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
二、為強化災害應變機制，掌握災害現場救災情形及支援需求，統

籌、調度及運用整體救災資源，提升災害現場各項緊急應變效率，
本府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於災害發生時，得視災情需要成立
「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並通報有關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三、指揮所地點選定條件如下：
1、避免有發生二次災害之虞之地區或場所。
2 可提供水 電與資通訊設備2、可提供水、電與資通訊設備。
3、交通便捷且利於與災害現場協調聯繫及指揮調度。

四 「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 之指揮官四、「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之指揮官：
由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應親自或指定適當人員擔任指

揮所指揮官 統籌、調度及運用救災資源 指揮災害現場救災；揮所指揮官，統籌、調度及運用救災資源，指揮災害現場救災；
並指定一人至二人擔任副指揮官襄助指揮官。

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2/4）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 （ / ）

五、指揮所之編組、進駐人員及任務
1、指揮幕僚組：由災防機關及受災區域區公所派員，負責編組人員

報到、任務分配及協調聯繫事項；必要時得通知本
府災害防救辦公室派員協助。府災害防救辦公室派員協助。

2、新聞組：由新聞及國際關係處派員適時提供媒體各項災情及處置
資料。資料

3、搶救組：由消防局派員執行各項災害搶救、人命救助及緊急救護。
4、治安組：由警察局派員執行災害現場警戒封鎖、治安及受災民眾

身份查證。
5、疏散撤離組：由民政局派員督導區公所執行民眾疏散撤離作業。
6、收容安置組：由社會局派員督導區公所執行災民臨時收容安置及

民生物資運補作業。
7、醫護組：由衛生局派員成立現場臨時救護站 負責傷病患之檢傷7、醫護組：由衛生局派員成立現場臨時救護站，負責傷病患之檢傷

分類、醫療救護及後續就醫事項。



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3/4）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 （ / ）

8、搶修組：由災防機關派員執行災害現場障礙排除、工程搶修搶險、
抽除積水 淹水及調度工程機具抽除積水、淹水及調度工程機具。

9、後勤組：由受災區域區公所派員負責編組人員飲水膳食及其他必
要物資後勤補給。

六、運作機制：
1、編組人員接獲通報，應攜帶必要裝備及器材至指揮所報到並接受

指揮官任務分配，執行災害搶救工作。

2、指揮官應與市級及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保持聯繫。

3、指揮所召開會議或協商重要事項，得通知相關（單位）派員與會。3 指揮所召開會議或協商重要事項 得通知相關（單位）派員與會

4、指揮所應彙整各項災情資料及處置情形，掌握傷亡、失踨及送醫
人數，並應視災害規模通報臺南市災害應變中心或有關機關支援。人數 並應視災害規模通報臺南市災害應變中心或有關機關支援

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4/4）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 / ）



前進指揮所區公所應配合辦理事項前進指揮所區公所應配合辦理事項

一、於重大災害發生時，應立即與警察、消防、電力、電信、
自來水 瓦斯等各機關 於重大災害現場成立區級前進指自來水、瓦斯等各機關，於重大災害現場成立區級前進指
揮所，共同執行災害應變搶救工作外。

二、本府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於災害發生，研判需於災害現二、本府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於災害發生，研判需於災害現
場「市級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時，請各區公所配合下列
事項：

1、建議適當地點，供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擇定成立「市級
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之處所。

2、預先檢視所屬裝備、器材，如緊急發電機、長條桌、帳逢
等，提供「市級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使用。

3、於 「市級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成立時，「區級災害應
變前進指揮所」轉換為指揮幕僚組之成員之一，負責編組
人員報到 任務分配及協調聯繫事項 及編組人員飲水膳人員報到、任務分配及協調聯繫事項，及編組人員飲水膳
食及其他必要物資後勤補給。

0206地震事件震事件

臺南市前進指揮所
 警戒區範圍(業務權責單位‐如地震:消防局)
 災害警戒封鎖(警察局&國軍)

場所空間規劃(業務權責單位 如地震 消防局) 場所空間規劃(業務權責單位‐如地震:消防局)
• 搶救人員報到處(業務權責單位‐如地震:消防局)

• 搶救人員休息場所(含淋浴空間)(業務權責單位‐如地震:消防局)搶救人員休息場所(含淋浴空間)(業務權責單位 如地震:消防局)

• 市府服務站(業務權責單位‐如地震:消防局&區公所)‐由各相關局處進駐
• 捐贈物資場所(社會局&區公所)

家屬服務中心(民政局&區公所)• 家屬服務中心(民政局&區公所)

• 家屬休息區(民政局&區公所)

• 媒體中心(新聞及國際關係處)

• 檢傷區(衛生局)

• 流動廁所(環保局)

• 電信行動基地台架設 臨時救難電話設立(經發局&區公所 維生管線組)• 電信行動基地台架設‐臨時救難電話設立(經發局&區公所‐維生管線組)

• 罹難者大體後送場所(民政局&區公所)

• 災區屍體相驗場所(警察局&衛生局)



0206地震事件地震事件

臺南市前進指揮所
電力輸配 (經發局&區公所 維生管線組) 電力輸配‐(經發局&區公所‐維生管線組)

 電信基地台設置‐(經發局&區公所‐維生管線組)

 備援道路規劃(交通局&區公所)備援道路規劃(交通局&區公所)

 場所設備提供 (區公所)

 照明設備(國軍‐照明車；消防局‐器材車)

 發電機(區公所‐前進指揮所用)

 場所空間分布圖製作與公告(災害防救辦公室)

救災人員後勤補給(區公所) 救災人員後勤補給(區公所)

 搶救機具油料補給(各使用業務主管機關)

 識別證發放(包含:外援搶救人員、家屬、媒體、志工等)‐(區公所)識別證發放(包含:外援搶救人員 家屬 媒體 志工等) (區公所)

0206地震事件地震事件

前進指揮所公所支援事項前進指揮所公所支援事項
 桌椅
 筆電筆電
 傳真機
 文具文具
 白版(空白式)

 延長線
 發電機
 電燈
 影印機
(至少A3出圖機)



應變與重建應變與重建

0206地震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間0206地震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間
 2/6 04:30 完成一級開設

解除應變中心開設 2/14 14：30 解除應變中心開設
 開設時數202小時

 0206地震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開設時間

 2/6 05:10 完成前進指揮所開設作業2/6 05:10 完成前進指揮所開設作業
 2/14 14：30 解除應變中心開設

開設時數201小時 開設時數201小時
應變中心解除後由市府0206震災聯合服務中心持續辦理災

後復建業務(於4/6解除回歸各局處辦理)後復建業務(於4/6解除回歸各局處辦理)



防災能力的提升防災能力的提升
防災基礎建設的強化
災害潛勢區的掌握與防災對策的擬定災害潛勢區的掌握與防災對策的擬定
低窪民眾、學校、重要保全對象(老人

院等)防災知識的強化。院等)防災知識的強化
自主防災意識的強化
歷史災害的教育。歷史災害的教育。

岩手県野田村の野田村保育所

最近『建構一個災害韌性的社會』等的口號，不斷的被提出，
無論是從研究者耳裡，或是一般人耳裡，聽到這樣的口號都覺無論是從研究者耳裡，或是 般人耳裡，聽到這樣的口號都覺
得對現況毫無幫助。對於防災相關聯的各位，與復原，重建及
再生等工作，都沒有比災害發生人命的保護更為重要。

『一場災害、一瞬間就選中犧牲者並奪走他的
性命。對於失去身旁親朋好友的倖存者而言，

再 等 都沒有 災 發 人 的 護更為 要

性命。對於失去身旁親朋好友的倖存者而言，
不管人生如何也已經沒有意義了。所以為了不
讓每個人的人生不會變得沒有意義，保護我們讓每個人的人生不會變得沒有意義，保護我們
身旁的人，是最重要的事! 』
(阪神淡路大地震中母親死亡的年輕女性留言(阪神淡路大地震中母親死亡的年輕女性留言、
目前擔任醫院護士)

『所以無論如何防止生命喪失就是災害防救的首要任務』

但是很多人都誤解災害韌性是社會建設的再生力・復興力・強靭・回復可能性但是很多人都誤解災害韌性是社會建設的再生力 復興力 強靭 回復可能性
↓

對策多様性及冗長性・・・
摘自:日本九州大學小松利光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謝謝聆聽，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