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災害潛勢及防災地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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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國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明訂擬訂各項災害防救
措施應注意配合事項，即包含：「掌握地區災害
危險性，製作防災地圖，明確標示災害危險處所、
避難場所、避難路線、防災機關、人口動態（作
息時間與年齡分佈）等資料，供作災害對策細緻
化之基礎資料，亦可提昇民眾之防災意識與智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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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防災地圖之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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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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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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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災害潛勢、危險度等資訊以地圖化方式最能
充分呈現，故上條文隱含規範各級政府有產製、
公開、管理防災相關圖資責任之意含。 

 各中央部會署己陸續上網公開各種災害潛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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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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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中第十二編災害防救業務
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重點事項第一章總則
相關事項中，明訂各級政府於擬訂災害防救業務
計畫與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時，應事先設定各種災
害之規模，推算各種可能衍生之危害，並基於上
述之設定，推算預測可能受害之地區及範圍，進
而釐定各種對策。其內容應涵蓋： 

 各種災害之境況模擬、災害規模之設定及災損之推估 

 製作各種災害之防災地圖與資料，提供防災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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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頒「防災地圖作業手冊」 

 為使全國防災地圖製作有一致通用之呈現方式，
便於溝通與解讀。 

 內政部於98年12月16日函頒「防災地圖作業手
冊」；103年5月15日修正。 

 明確說明防災地圖應有之格式、尺寸、圖例、資
訊內容與製作程序等，並以地震災害提出防災地
圖之範例，該手冊所述之防災地圖主要以供民眾
使用，以疏散避難用途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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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地圖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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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地圖分類-依災害種類分 

 亦即針對不同災害種類，考量其危害特性製作不
同的防災地圖。 

 水災防災地圖（主管機關：經濟部水利署） 

 土石流防災地圖（主管機關：農委會水保局） 

 地震防災地圖－疏散避難地圖（主管機關：內政部） 

 毒化災、火災與其它災害等 

 綜合型防災地圖(各種災害綜合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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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潛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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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疏散避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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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防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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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化災防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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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型防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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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地圖分類-依使用者與用途分 

 防災地圖依圖面資訊需求及呈現方式的不同，將
使用者區分為： 

 一般民眾 

 防救災業務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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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地圖分類-依使用者與用途分 

 一般民眾： 

一般民眾使用防災地圖之用途，主要為使民瞭解
如何正確疏散避難至避難收容場所，其主要為村
里或社區等級之防災地圖，其呈現資訊主要可包
含下述內容： 

 疏散避難路線 

 避難收容所 

 重要防救災據點 

 重要防救災據點位置照片 

 重要地標物 

 危險處所之位置 

 緊急聯絡資訊 

 防救災小常識 

 實用性資訊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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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地圖分類-依使用者與用途分 

 防救災業務機關： 

防救災業務機關依據不同防救災工作需求，所需
之防災地圖的圖層資訊應有所不同。 

 災害管理不同的階段又可分為： 

 減災整備階段使用 

 應變階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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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災階段使用之地震防災地圖內容 

 活動斷層分佈 

 模擬地震事件之地區傷亡、建物倒塌數 

 毒化物質分佈與外洩風險範圍 

 加油站或儲油槽分佈與爆炸風險範圍 

 老舊建築物分佈或狹巷社區分佈等不易救災區域 

 易崩塌點分佈 

 易發生土壤液化區域 

 重要防救災據點或橋梁耐震評估為有疑慮者 

 避難收容所處於毒化物外洩風險範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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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階段使用 

 在災害發生時，為了能正確導引民眾疏散，或使
救災車輛、大型救災機具能順利且快速前往災區
救援，必須規劃完善的救災道路，以利調度或支
援各項救援工作的進行。 

 此外，在應變階段時，指揮官或決策者尚需充分
掌握地區防救資源分佈，以輔助下達正確救援應
變指令。 

 因此，防災地圖必須呈現各項救災道路資訊與防
救災資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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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階段使用-資訊內容 

 緊急道路 

 指定主要聯外道路及市區內20公尺以上，可通達全市主要
防救指揮中心、醫療救護中心及外部支援大型集散中心之
道路，作為緊急道路。 

 救援輸送道路 

 指定市區內15公尺以上道路，連接緊急道路，此層級道路
主要作為災害發生時消防救災及援助物資前往各災害發生
地點及各防災據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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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階段使用-資訊內容 

 避難輔助道路 

 供避難人員前往臨時避難場所，及做為輔助性道路，供避
難場所及防救據點等設施，未鄰接緊急道路及救援輸送道
路之用，以構成完整路網。 

 一般道路 

 用作提供災害決策之臨時替代道路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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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階段使用-資訊內容 

 重要防救災據點分佈 

 包含災害應變中心及備援、警消據點分佈及責任區。 

 民間救難團體分佈 

 包含各義消、救難協會、婦女防火宣導隊等分佈。 

 救災資源分佈 

 包含緊急醫療院所、物資儲放點分佈、避難收容所分佈、
防災公園分佈、救災物資集散點、消防水源分佈、災後臨
時垃圾聚集處、殯儀館或火葬場分佈等。 

 危險區域 

 包含活動斷層線與毒化物質外洩危險範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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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地圖之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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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地圖之呈現 

 為了增加防災地圖的完整性，讓使用者更便利使
用、更容易閱讀或索引地圖，防災地圖除配置主
題圖外，尚且需要納入其他相關重要的圖面資訊。 

 主題圖名稱： 

 建議以使用者可輕易辨識圖面顯示的區域、適用災害類別
或用途的名稱為佳。 

 主題圖描述： 

 說明主題圖之圖面顯示的區域、圖層資訊內容與如何應用
本張地圖或相關注意事項。 

28 



防災地圖之呈現 

 主題圖座標： 

 讓使用者快速瞭解圖面區域之相關地理位置，更可方便檢
視圖層資訊間之距離。 

 指北針： 

 指示圖面正北方向。 

 比例尺： 

 讓使用者可將測量的圖上距離換算成實際距離 

 製作日期： 

 讓使用者可以判斷圖面資訊是否過時，或提供管理單位能
定期更新、校正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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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地圖之呈現 

 製作單位： 

 目的為使防災地圖能確實維護、更新與校正之用 

 緊急聯絡資訊： 

 一般民眾使用之防災地圖應特列地區警消、救護、避難所
及社區防救災組織等單位聯繫電話，易於在受災時，第一
時間通報受災情形，以達到即時搶救或抑制災情擴大之功
能。 

 災害防護小常識： 

 一般民眾使用之防災地圖可以增加災害防護小常識，用以
增進民眾防災意識與智能，達到防災宣導的功用，並增加
防災地圖的活潑性，使民眾樂意張貼在居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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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方式比較 

呈現方式 優點 缺點 

一般紙圖 
1.傳統呈現方式，容易上手。 
2.攜帶方便，可於各種環境下使用，
受環境限制少。 

1.受限紙圖尺寸及解析度，可能造成資
訊解讀上的限制。 

2.資訊無法更新，如要更新多只能重製。
3.不易套上新的圖層資訊，只能手繪，
精度較差。 

影像檔 

1.只要在有電腦設備的地方，無需特
別軟體，即可呈現。 

2.透過投影機可多人同時分享參考。
且可透過基本內建的讀圖軟體，即
可進行地圖的放大縮小的操作。 

1.需在有電腦的地方才可呈現。 
2.與紙圖相同要套上新資訊不易。 
3.資訊無法更新，如要更新多只能重製。

地理資訊系
統軟體 

1.可輕易套疊上各種新的圖層資訊，
並有強大的空間分析功能，可加值
提供更精確的防災訊息。 

2.可利用地理資訊系統的功能，進行
圖層局部的放大縮小與資訊查詢。 

需在有電腦的地方，同時安裝有地理資
訊系統軟體，才可操作，地理資訊系統
軟體價格高，普遍性遠低於一般讀圖軟
體。如為網際網路版GIS，只要可上網
之電腦均可使用，但其成本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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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方式比較 

呈現方式 優點 缺點 

Google 
Earth等 

1.亦可輕易套疊上各種新的圖層資訊，
加值提供更精確的防災訊息。具有
直覺化的操作方式，可輕易對防災
地圖進行放大、縮小與平移等操作。

2.Google Earth為免費下載之元件，
一般電腦均可免費安裝，一般GIS
圖層均可轉成Google Earth之KML
檔。 

3.可整合Google Earth提供之衛星影
像、路網、三維地形與其它基本圖
資。 

4.可透過網路將防災地圖發布給多人
使用。 

1.需在有電腦的地方才可呈現。 
2.其分析功能低於地理資訊系統軟體。 
3.太複雜的防災地圖資訊，要整合至
Google Earth仍有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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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地圖之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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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流程圖 

選擇適當 
圖層資訊 

資料蒐集 
與數化 

確立防災地圖 
主題與用途 

主題圖套疊 

版面配置 校正與審查 

應用、維護 
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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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防災地圖主題與用途 

 製作防災地圖的第一步，即確立防災地圖的災害
種類、主題與用途。 

 防災地圖用途-依對象 

 防救災業務機關從事防救災工作之用 

 一般民眾避難疏散之用 

 防救災工作依用途分為 

 減災策略規劃 

 災時緊急應變決策 

 防災地圖製作者必須充分明確瞭解使用單位之需
求與用途，並訂定防災地圖主題名稱危險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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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套疊優先順序 

 主題圖套疊步驟即是將數化完成之圖層資訊利用
地理資訊繪圖軟體進行圖層套疊動作，各圖層必
須設定其圖徵及文字顏色、大小等參數，而在套
疊圖層過程中，需特別注意圖層從屬關係。 

 例如某某路段為緊急道路等級，但同時又為該村
里之民眾疏散避難道路時，必須將緊急道路圖層
建置在最上層，即是以等級考量圖面呈現的優先
順序，以避免重要之資訊被覆蓋而無法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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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套疊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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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地圖更新檢討作業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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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地圖更新檢討作業機制 

 由於人文與自然環境之改變，災害可能發生之狀
態也非一成不變，故防災地圖需定期更新以符合
現狀。 

 為使防災地圖製作以及相關資訊更新成為常態制
度化之防災工作，在防災地圖製作與更新，須明
訂業務主導單位，並規劃相關資訊提供與教導使
用者應用之機制，此機制涵蓋調查災害評估所需
各類基本資料與取得單位，確保災害防救地圖資
訊品質之必要產製作業程序，以及後續供應、維
護、教育與更新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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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圖資更新維護機制表 

工作項目 權責機關 備註 

圖資整合製作
管理 

縣府消防局(災害防救公室) 

 統整圖資相關資訊 
 災害潛勢分析 
 確認各使用者需求 
 召集圖資編修會議 
 縣級防災地圖印製 
 圖面管理 
 編號保存 

防災圖資需求
建議與資訊提
供 

縣府各相關權責處室與鄉鎮市
公所等 

 災害潛勢資料 
 歷史災害資料 
 人文資料（人口、經濟活動、建物狀態與分
佈、都市計畫區域） 

 自然資料（地形、地質、水文、氣候） 
 防救災資源資料（醫院、病床、警察局、消
防據點、救災設備與機具、避難據點、廢棄
物清理儲放、物資對口合約廠商） 

 公有設施資訊（避難道路、橋梁、涵洞、公
有管線、耐震評估資訊） 

 緊急聯絡資訊 
縣級防災地圖
圖面資訊審核 

縣府防災圖資編修會議  縣府各相關防災業務局室組成圖資編修會議
（可於災害防救會報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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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圖資更新維護機制表 

工作項目 權責機關 備註 

決策者防災圖
資使用教育訓
練 

縣府消防局 
 縣府與鄉鎮市公所防災業務人員圖資使用教
育訓練 

社區防災地圖
推廣與製作 

各鄉鎮市公所、村里辦公室、
社區發展委員會 

 鄉鎮市公所依法推動防災社區，並於推動防
災社區過程中依各社區特性製作社區防災地
圖 

一般民眾防災
圖資使用宣導 

縣府教育、民政局處、各鄉鎮
市公所、村里辦公室、社區發
展委員會 

 一般民眾與學生之防災圖資使用教育 

鄉鎮市與社區
防災地圖圖面
操作確認 

各鄉鎮市公所、村里辦公室、
社區發展委員會 

 針對鄉鎮市與村里社區防災地圖圖面資訊與
實務操作確認與回報 

鄉鎮與村里社
區防災地圖印
製 

各鄉鎮市公所、村里辦公室、
社區發展委員會 

 利用縣府提供之統一防災地圖格式，印製防
災地圖 

鄉鎮村里社區
防災地圖保管 

各鄉鎮市公所、村里辦公室、
社區發展委員會 

 保存管理防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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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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