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疏散避難與收容實務 

1 



簡報大綱 
2 

 疏散避難規劃 

 收容所規劃 



疏散避難規劃 

3 



疏散避難規劃 

所謂疏散避難，即在時間的限制下，將居民由較危
險的地點，經由不具高度危險的路徑，移動到較安
全的地點或避難場所。 (考量3D ，垂直避難) 

因此發生災害時，儘早預警，並將緊急資訊及早發佈，
在充分準備下，進行疏散避難，將能有效地減少人員
傷亡及減輕財務損失。 

安全地點 
或 

避難場所 

危險區域 

不具高度危險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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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避難的7大階段 

資料收集與分析 

疏散避難之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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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避難的7大階段 

 

 氣象預報告訴我們甚麼? 
 雨量超過50毫米/hr 或一日累積超過300毫米，會淹水 

 超過300毫米/日就可能發生土石流 

大雨：24小時累積雨量達50毫米以上，且其中至少有 

            一小時雨量達15毫米以上之降雨現象 

豪雨：24四小時累積雨量達130毫米以上之降雨現象 

特大豪雨：若24小時累積雨量達200毫米以上稱之 

超大豪雨：若24小時累積雨量達350毫米以上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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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避難的7大階段 

 

 到底要不要疏散避難? 
 上級政府之命令 

 最慘的狀況：上級政府之命令是疏散避難但您卻沒執行 

該疏散而
沒疏散 

 有人傷亡 

 多人受困 

不該疏散
而疏散 

 居民抱怨 
(狼來了效應)  

 經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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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避難的7大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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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疏散避難命令之確認 

民眾採取自保措施 7 

6 

5 

4 

3 

2 

1 

9 



疏散避難的7大階段 

 

 發佈時機? 

 太早發佈：居民不願走；經濟損失 

 太晚發佈：無法疏散避難；疏散過程遇到災害 

 預先將內容格式準備好 

 描述目前災害狀況、嚴重性、何時要
疏散、疏散方式 

 千萬不要有前後不一致的內容 

  發佈使用之語言 

發

佈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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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避難的7大階段 

 政府在進行疏散避難時，需考慮一些特殊機關的
需求，這些特殊機關包含了醫院(或安養機構)及
監獄(或看守所)。 

 醫院(安養機構)：由於此處的病患多半行動不便，當災害
來臨時，這些人員極易受災。 

Ex：卡崔納颱風造成美國紐奧良市的一間醫院發現44具因來不及疏
散的屍體。 

Ex： 2000年的象神颱風，造成基隆安養院的老人十四條人命因不及
疏散，而喪命在大水中。 

 監獄（看守所）：由於在此機構內之受刑人不能讓其自
由移動，因此當重大災發生前，該如何進行疏散避難是
一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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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避難的7大階段 

 訊息來源：政府部門或新聞媒介，甚至來自於一
般人。 

 傳遞管道：面對面接觸、電話、警報器、擴音器、
收音機、電視與報紙。 

 信任度：決定於其訊息來源之可信度，民眾較信
任政府部門釋出的訊息。 

 命令之傳遞管道考慮兩種特性： 
 傳遞的準確性 
    滲透性（滲透至居民正常活動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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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避難的7大階段 

 某些災害發生前，環境會顯現一些徵兆，這些徵兆能促
使民眾立即進行應變；然而，並非所有的環境徵兆均如
此明顯，民眾可能因此拒絕疏散。 

Ex：1976年夏天，發生於美國科羅拉多大湯普森峽谷 
        (Big Thompson Canyon)所發生的大洪水，造成145人死亡。 

 另一類型的環境徵兆來自於其他人的應變行為。 
Ex：民眾看見鄰居整理行李準備離開時，心理可能會亦有所感，而

決定加入疏散避難的行動行列。 

一般而言，他人應變行為上的徵兆比起公部門之疏散
避難命令，的確更能說服民眾採取疏散避難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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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避難的7大階段 

 有受災經驗的民眾越容易進行疏散，但民眾遭受災害侵
襲的經驗會隨時間的遷移而淡忘，對於災害的防備亦隨
之下降。 

 民眾對過去曾發生的災害經驗亦會有不同的詮釋。 

 Ex：有些人認為一旦發生大災害之後，會有一段時間便不會再發
生災害。 

 民眾若傾向相信自己能夠控制發生的事物，較容易採取
疏散避難之行動；反之，宿命論傾向之民眾，則較不易
進行疏散避難。 

 個人特質：女人比男人較容易相信預警訊息。 

老人與少數民族則較不易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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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避難的7大階段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在疏散避難命令的傳遞過程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 

Ex：親屬網絡通常是被疏散者確認預警訊息的管道。 
 當接受到預警訊息時，家族成員愈龐大且關係愈緊密者，其安全
性便愈高。 
朋友、同事間的網絡亦扮演同樣類似的功能。 

社區網絡是另一種社會網絡，當遭到災害威脅時，
社區的運作就像親屬與朋友的網絡般，可用以強化
個人的社會連結與資訊的取得，尤其當親屬關係薄
弱或缺乏時，社區網絡的傳遞便更顯重要。 

「親友的告知」即是他們最信賴的預警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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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避難的7大階段 

              
疏散避難 
研究對象 

疏散命令之執行 花費時間 

南投縣水里鄉 29%居民聽從黃色警戒 2.62小時 

新竹縣尖石鄉 僅有14%居民聽從紅色警戒 3.83小時 
在疏散路徑考量上，水里鄉與尖石鄉居民均認為最重要的考量
因素為「安全」，其次則為「最短距離」與「熟悉的路線」。 

               避難地點 
研究對象 

本地(%) 外地(%) 
親友家(%)  

(包含本地外地) 

南投縣水里鄉 86.4 13.6 62.1 

新竹縣尖石鄉 96.6 3.4 58.8 

上述的分析，說明政府的規劃想像與居民的實際行為，其實有
極大的落差，需要藉由每次的經驗累積來調整疏散避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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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避難規劃 

 紐奧良市一帶超過700人喪生。 

 原因之一：市長納金(C. Ray Nagin)未能即時執行強制疏散避難作業，
以至於在風強雨急的情形下未能有足夠的大眾交通工具疏散民眾，
致使颶風登陸後仍有超過五萬市民尚未疏散。 

 此次疏散經驗與美國過去的經驗非常不同，因為紐奧良
市約50萬人口，其中有68％是非洲裔黑人，且該市23％
貧窮戶中，亦是黑人族群居多，因此災民多半為非洲裔
黑人或窮人。 

 低收入戶疏散面臨： 

    本身無交通工具、沒有錢財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離開，更
無力負擔疏散後食宿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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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避難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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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避難規劃 

農委會水保局發佈土石流警戒 發布時機 執行 

第二級(黃色警戒) 
預測雨量大於土石流警戒
基準值時 

地方政府應進行疏散避難
勸告。 

第一級(紅色警戒) 
實際降雨已達土石流警戒
基準值時 

地方政府得指示撤離強制
疏散。 

地方政府則可依據當地氣候狀況，必要時得發佈疏散避難警報撤離危險區
居民，以達到災害零傷亡之目的。 

地方政府也可依各地區當地雨量及實際狀況，自行發佈局部地區為二級
﹙黃色警戒﹚或一級﹙紅色警戒﹚土石流警戒區。 

降雨預估 土石流及坡 
地警戒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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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避難規劃 

如何取得土石流潛勢圖？土石流防災地圖？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網頁  http://246.swcb.gov.tw/default-2.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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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避難規劃 

什麼是土石流保全清冊？ 

通常在災害應變中心，警、消及負責收容之社政單位均握有土石流
保全清冊。 

土石流保全清冊在災前亦可運用來判斷哪些住戶是獨居，以掌握一
個地區易受災之人口分佈。 

表* 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保全對象清冊﹙桃園縣**里﹚ 

保全對象地址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實際居住於此 

1鄰**巷*號之1 謝** 男 19**/7/** 是 

1鄰**巷*號之* 林** 男 19**/5/** 是 

1鄰**巷*號之* 許** 男 19**/3/** 是 

 針對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內的居民(或稱保全對象)，調查
其地址、年齡、是否行動不便、聯絡電話等資料，並造冊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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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避難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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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避難規劃 

如何取得淹水潛勢圖？ 

經濟部水利署網頁  http://www.dprc.ncku.edu.tw/download/main.htm  

27 



疏散避難規劃 

 若水患突來，規模大到無法異地避難 

 考慮垂直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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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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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規劃 

 災民類型：因原本之住所受災、因疏散命令有家歸不得、
因餘震二次災害而不敢回家居住。 

 通常災民的安置依發生時間來區分可分為： 

• 緊急避難所（Emergency Shelter） 

• 臨時避難所（Temporary Shelter）：收容所 

• 臨時性住屋（Temporary Housing）： 組合屋 

30 



收容所規劃 

 緊急避難所是災害發生後供民眾躲避之據點，緊急避難
所可能是搭了棚子的醫療站，甚至只是空無一物的空曠
地。 

Ex：地震發生後，災民緊急跑到空曠處避難。因此災民在緊急避難的
時間可能僅數分鐘至數天不等。 

 政府通常利用公共建築(如學校與體育館)提供住宿、飲食
及醫療作為臨時性的避難安置災民： 

Ex：921地震後，許多人不敢住在建物內，於公園或學校操場等開放
空間搭設帳蓬。災民留在臨時收容所的時間可能從數天至數週不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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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規劃 

 通常災民的安置與前述的疏散避難、搜救及緊急醫療行
動有關。 

 避難之開設必須調查安置的人數及其背景，並進一步考
量收容所的開設數量與位置。 

 避難所之開設： 

• 台灣：通常由政府的社會福利單位主導，民間慈善組織支援。 

• 美國：避難所統一由紅十字會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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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規劃 

 避難所開設後的管理，至少要考慮食、衣、住、醫療、
通訊等方面的問題： 

食 

衣 

住 

醫療 

通訊 

災民的三餐如何準備？外送？或在避難所內開伙？素食？ 

收容所睡覺空間如何分配？有洗澡設備嗎？寵物可以進駐收容
所嗎？找不到父母的孩童由誰看護？ 

由誰提供？是否有特殊需求，例如尿片？ 

慢性病患的處理？需有醫療人員進駐嗎？ 

災民的親朋好友要如何找尋災民？災民如何對外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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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規劃 

地區 調查研究 疏散避難狀況 

美國 

Bolin and Stanford 
(1990)針對Loma 
Prieta地震後調查 

約有20%的人進駐政府開設的避難所。 

Mileti et. al. (1992) 針
對23次疏散避難調查 

平均約有14.7%的被疏散者進駐公共避難所，
最少的一次僅有5%。 

Lindell et. al. (2001) 
對德州灣沿岸居民進
行颶風疏散避難調查 

高達46.3%因颶風疏散的居民會選擇住在親
朋好友家，有32.9%的居民會選擇住在旅館，
僅有3.4%的居民會會選擇住在公共避難所。 

台灣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921地震後的調查 

臨時性收容所：共237處 
總計收容人數：超過十萬人 
各災區於臨時收容所收容之人數約佔各災區
總人口的13.5％左右，災害嚴重地區，如東
勢地區收容人數比則高達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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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規劃 

避難所管理例子：1999年 921地震 

35 

臨時避難所：學校、公園或是鄰里性設施等。 
      震後至數週後，災民集中於空曠或較安全的場所，形成

臨時避難所。 
      總計有237處，尖峰時間達105,000人避難。 
距離：均在災區居民步行可及範圍內，約為500~600m。 

﹙921集集震災都市防災調查報告，1999﹚ 



收容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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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水電 
• 衛生及盥洗設施 
• 消防用水 
• 廣播設備 
• 臨時發電設備 
• 收音機 
• 電視 
• 通訊用之公用電話、
傳真及電腦網際網路 

軟硬體設施 
 

• 指揮、服務中心 
• 儲備及臨時堆置、發放帳篷、睡
袋及食物等臨時生活之彈性空間 

• 裝卸救難物資之臨時停車場、存
放地 

• 警衛治安維護中心 
• 醫療、心理輔導場所 
• 烹調場所 
• 臨時廁所及盥洗設施 
• 曬衣場所 
• 居民臨時聚集交換資訊場所 

空間形式 



收容所規劃 

 收容所的區位如何決定？ 

• 參考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已完成「xx縣xx市都市防災空間系統
示範計畫」 ，如 新竹縣竹北市都市計畫區 

• 通常以災民可步行範圍為佳 

• 公家單位空間為優先 

 收容所的容量如何決定？ 

• 以過去的經驗為基礎 

• 掌握轄區內居民的特性:中低收入戶比例?大家族比例？租屋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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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規劃 

一、完成災民緊急收容的規劃，並協調教育單位、兵役
單位等，提供適當收容場所。 

以新竹縣為例，在避難收容所之開設上，社會處應督同
災區鄉鎮市公所完成下列事項： 

協調學校， 
開設避難收容所 

擇定收容場所 
引導災民進入安置 
管制收容所場地 
管協助災民安置 

協調營區， 
臨時安置災民 

協調災區附近營區提供安置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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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規劃 

二、完成災民緊急收容的前置作業，含災民身份確認與
識別、基本設備的設置、警力進駐及收容所淨空、
服務台的設置、救濟物資發放的規劃，以及完成緊
急收容所管理體系的建立與災民的進駐。 

接受災民申請，審查災民是否符合條件。 
填寫登記表 
輔導人員引導災民至收容站 

災民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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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規劃 

災民收容 

審查登記表 
處理申請核准案件 
•依登記表編造重大災難災民名冊 
•換發災民識別證 
重大災害災民名冊分送編管、救濟、遣散組員，填具鄉
鎮市區災民收容救濟站情形報告表送縣市府。 

災民編管 
分配床位，分發寢具。 
介紹環境與管理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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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規劃 

災民救濟 

呈報災民人數請發救濟物品 
向糧食單位預借食米 
簽請鄉鎮市公所暫墊副食費 
災民每天主食糙米750公克，副食費100元，照數支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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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規劃 

調查服務 

災民調查 
• 調查受災狀況 
• 調查災民可投靠之親友關係、住址等。 
• 調查災民有無謀生技能、生理及心理健康情形。 

 
災民服務 

• 醫療服務與生活輔導 
• 反映意見、宣慰與文書縫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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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規劃 

災民遣散 

災民遣散 
• 依調查資料編造遣散名冊 
• 請簽遣散經費與免費乘車證 
• 辦理遣散︰依規定發放膳宿交通費。繕造名冊由災民簽
章具領。 

 
災民移轉 
• 孤兒送至孤兒院 
• 老弱殘疾者，送至社會福利機構與以收容。 
• 無法處理時護送社會局，另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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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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