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政府災害防救電子報  

第 94 期，2020 年/10 月發行 

1 
 

市政府文化局、消防局與中央文化部首度攜手合作加強文

化古蹟地震防災疏散應變演練，以提升國家重要文化資產

的守護及員工應變能力 

認識臺灣的歷史文化由臺南開始，因為臺南市是名副其實的文化

古都，這座城市擁有豐富多元及歷史悠久及珍貴的文化古蹟。其中之

一就是在市郊的山上花園水道博

物館，剛剛啟用滿一年的國定古

蹟，目前是最夯的新興休閒觀光旅

遊景點，園區佔地寬敞，很適合全

家扶老攜幼在假期到此一遊，園區

內保存完整的歷史古蹟三大展區，

各具特色，漫步其間能深刻認識日治時期臺南居民的供水運作流程，

及地景藝術等。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對於轄內的國定古蹟、歷史建築等，

極盡文化保護責任，讓這些歷史古蹟、歷史建築能繼續永久流傳下去，

以見證城市的豐富與美麗，同時亦可行銷臺南市及帶動促進整體的觀

光旅遊。 

市政府文化局、消防局與中央文化部為守護古蹟或歷史建築，不

容有人為意外事故造成文化資產的毀損，針對這些場所的特性加強減

災、整備措施，並強化相關的搶救

工作，才能有效保存珍貴的文化資

產。因此；為配合 109年國家防災

日，於 109 年 9 月 22 日首度攜手

合作舉辦地震防災疏散應變演練，

以提升強化國家重要文化資產的

守護及員工應變能力。這是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開幕以來首場防災演

練，對於古蹟萬一發生火警事件後，在人命安全的前提下，也兼顧古

蹟保存，尤其著重以水霧與水柱搶救火警的操作，當天防災演練亦邀

請臺南、嘉義縣市等地的古蹟管理單位人員參加，古蹟防災概念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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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授後，立刻進行「火災災害實況

演練」，以火警為模擬情境狀況，展

開實務操作，以驗證測試園區員工

在火警發生初期的疏散及應變處

置能力，及通報 119消防單位，以

及消防打火弟兄考量古蹟珍貴性

與建築物結構特殊性，進行專業研析後再進行搶救，包含降低延燒、

水損，並透過熱顯像儀，持續監測

木構造樑柱溫度，展現平時訓練有

素的應變能力。 

回顧 109 年 5、6 月相繼於高

雄港站北號誌樓與台中刑務所官舍

群等火警事件，一夕之間歷史建築遭受祝融毀損，付之一炬，無法恢

復原貌，殊為婉惜，災害現場令人怵目驚心，在火警事件緊急狀況下，

文化資產如何妥善成功守護，更受到各界重視。因此；市政府文化局

在文化部指示下，與消防局共同策辦這場災害防救演練。同時驗證山

上花園水道博物館內管理與工作人員自衛消防編組應變，從災害初期

發生的迅速通報示警、避難引導、初期滅火等應變相關作為，逐一演

練，配合專家的即時講解，讓與會者更了解操作要領。轄區消防隊隨

後趕到，考量救災方針，以古蹟保

存與人命救援為首要目標，並滅火

攻擊與周界防護等，演練過程相當

順利，讓參與觀摩人員深刻了解古

蹟及歷史建築所面對的潛在風險，

身為古蹟及歷史建築的管理單位及人員更加體認所要承擔的責任。 

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原台南水道完工於日治時期 1922 年，由日

籍技師濱野彌四郎規劃興建，範圍包含山仔頂的「淨水池區」與曾文

溪的「水源地區」。2002年指定為縣定古蹟、2005年指定為國定古蹟，

2011 年起臺南市政府開始進行古蹟修復計畫，連同緊鄰的山上苗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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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併納入規劃，面積約 56 公頃，是全台規模最大的水道博物館。整

個園區將來自曾文溪的原水過濾

之後，藉由加壓馬達，送到附近的

淨水池，利用 60 公尺高度落差的

重力加速度，送往臺南市區，供應

約 10萬人的用水。運作 1甲子(60

年)之後，原台南水道功臣身退，於 2005年列為國定古蹟，自來水公

司將土地及設備捐贈給臺南市政府，由市政府負責維護、管理，並編

列預算展開修復，期間還經歷 921地震，讓維修整建經費增加到新台

幣四億元。台南水道博物館整體之

建築與空間形式極具特色，完整保

留日治時期的設施，包含 14 座快

濾筒，以及實驗器材與辦公空間，

還有送出唧筒室等，園區綠地廣

闊，不僅適合休閒、遊憩，也是生

態教學的好場所，108 年 10 月開園以來，入園參觀人數已經超過 70

萬人次，與南瀛天文館、左鎮化石園區、南科考古館及樹谷園區聯合

組成山區博物館聯盟，帶動地方教學及觀光產業，共同打造大臺南文

化古都旅遊新亮點。(文化局 周龍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