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增加全台各科學園區廠家

處理毒化災事故緊急應變能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特於100

年12月12日下午2時在中部科學

園區友達股份有限公司（后里

廠）辦理100年度毒化災事故緊

急應變與區域聯防演練，現場統

裁官由臺中市政府蔡副市長炳坤及環保署長沈世宏聯合擔任，參演單位計有臺

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中市政府消防局、陸軍第十軍團三六化學兵群、中部

環境毒災應變隊、臺中市后里區公所、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基佳電子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等皆派員參與。

演練狀況模擬於100年12月12日下午2點整，中部發生規模7.5級大地震，

臺中市最大震度6級。地震發生後，臺中市部分地區災情頻出，房屋倒塌…造成

傷亡、失蹤人數預估中。震央所在的南投縣也傳出多處土石塌落、人員受困等

災情。中央與地方因各地災情頻出，分別依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及「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臺中市災

害應變中心」展開震災應變作業。

在應變中心成立後，臺中市政府消防局、臺中市政府環保局接獲友達光電

股份公司廠區(后里廠)通報，因受地震影響，主要生產廠房發生火警，部分製程

停擺。另外於氣體廠房裝卸氯氣鋼瓶作業，也受地震影響，人員行駛推高機搬

運氯氣鋼瓶，追撞到周邊鋼瓶，導致氯氣鋼瓶外洩。另外因餘震頻繁，監測到

矽甲烷儲存區洩漏。

堆高機駕駛與廠務人員，因吸入大量氯氣導致呼吸困難倒地。在同時，鄰

近廠房有數名員工及包商，遭受震落物品壓傷、砸傷等受困，且部分員工於地

震避難時吸入有毒氣體，造成多名員工，引發身體不適、呼吸困難、嘔吐等症

狀。經友達廠務人員回報ERC人員現場事故狀況後，展開連串緊急應變處置作

為，相關搶救單位到場協助搶救、支援等。最後，中央毒災應變中心宣佈毒災

狀況解除。

現場演練重點除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於事故後之通報系統外，尚利用區

域聯防網路平台調閱廠內配置圖說，查詢相關應變器材、氯氣之物質安全資料

表與緊急處理原則，提供相關救災單位參考使用，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啟動

毒災聯防事故應變體系進行應變事宜。整個演練共計分為：

（一）毒災事故發生，廠區通報。

（二）啟動廠區緊急應變機制，通報相關單位支援。

（三）緊急應變小組成員集結完成、進行初步搶救。

（四）外援單位到場協助應變及人員搶救。

（五）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緊急應變專家決策系統及區域聯防機制。

（六）環保單位抵達現場，進行環境監控、模擬分析、空氣採樣等。

（七）應變隊跨區支援。

（八）災情控制，環境複偵。

（九）人員車輛除污作業，進行善後復原作業。

（十） 毒災狀況解除、調查事故發生原因提出改善因應措施及檢討報告等，演

練過程圓滿順利。

演練完畢後，隨即由環保署長沈世宏表示，複合性災害越來越多，平時做

好應變演練，面對災害時才能有效處理，並感謝各單位辛苦演練。接著由蔡副

市長上台勉勵參演單位之辛勞，並表示現代的災害多為複合災害，像是日本311

地震引發輻射外洩，就是典型的複合型災害，此次演習為了讓各科技廠家在地

震發生時能有效因應、減少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平時的演練相當重要，如能

定期辦理合適之訓練及與當地縣市政府配合辦理這樣的演練，定能將工安事故

之危害降至最低，如此才是民眾及廠家之福。

為落實防災基礎教育，提昇學童防災常識及技能，並藉由救災技能體驗活動以增進學童災害自救處

置能力，本市九一九救援協會於100年12月4日8時至14時假本市梧棲區大德國小辦理「臺中市九一九小

小救助隊體驗營」活動，本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梧棲分隊及梧棲婦女防火宣導分隊配合辦理此次活動。

此次宣導內容包括：(一)防火知識問答：藉由問答了解民眾對防火知識的了解程度，對於錯誤的

觀念立即給予修正，並藉此與民眾互動。(二)家庭逃生計畫製作宣導：教導民眾家庭逃生觀念，並推廣

製作家庭逃生計畫及定期演練的重要性。(三)推廣家用液化石油氣供氣定型化契約：健全桶裝液化石油

氣消費市場秩序，避免消費爭議之發生，保障消費者及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雙方權益。(四)消防射水體

驗：射水體驗使用射水靶作為火點模擬，先由身經百戰的消防員做車輛操作及佈線講解，然後由消防員

輔助參與民眾做射水練習，讓民眾深深體會到消防員的辛苦與火災的可怕。(五)濃煙體驗：當火災發生

時，容易造成密閉空間內濃煙密佈，致使逃生更加困難，藉由濃煙模擬，教導民眾在佈滿濃煙的環境中

學習如何逃生。活動現場主辦單位架設橫渡及高空垂降等救生方法供小朋友體驗，並教導各種繩結打法

及應用方式。

本次活動一共200多名小朋友化身小小救助員上陣親自體

驗，不僅玩的開心，還學到自救和救人的觀念，讓家長直呼很有

意義。本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梧棲分隊林分隊長文榮表示，藉由

此次活動將正確防災暨避難知識推廣，以期讓更多民眾學習到預防

及搶救災害的基本知能，減少民眾生命及財產損失，並讓大家在參

與及學習實際操作中投入全民防災領域，自然融入日常生活，累積

更多的防災常識，進而提高防災應變能力，有效降低災害之發生。

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異常，導致國內外災害頻

傳且災害類型已衍生成複合型災害，國內縣市災害

資源合作協定已成為今日的趨勢，臺中市政府各局

處歷年來參與過多次國內其他縣市災害搶救與災區

復原，未來臺中市政府將參照美國聯邦緊急管理局

（FEMA），以本局特搜大隊為主體，組織成立臺中

市特搜隊（Taichung City Urban Search & Rescue 

Team），成為國際級都市特搜隊，以符合國內外災害

搶救之需求。

本局特搜大隊成立後，目前所轄西屯分隊、大

誠分隊、國光分隊等三個特搜分隊。本市特搜隊組

織依據「意外事故指揮系統」（Incident Command 

System）架構下分為指揮部暨幕僚組、搜索組、救援

組、後勤組、醫療組及工程技術組（如圖一），各組成

員均由該方面之專家擔任組成，其工作職掌及功能

為:

1、指　揮　部： 負責規劃及管理特搜隊所有勤業務

之執行，包括制訂災害搜救行動計

畫、人員之安全管制、人員訓練之規

劃、相關單位協調之機制、媒體公關

及文件資料之管理與紀錄等。基本成

員包括指揮官、副指揮官（安全官、資

訊官）及必要之幕僚，分別協助指揮

官作專業之判斷。

2、 搜　索　組： 針對倒塌建築物、瓦礫堆及土石流等

災害現場之人命搜尋任務。包括利用

搜救犬及各式高科技搜索器材（例如

影像、聲納及心跳探測器等）執行受

困者之定位作業。

3、救　援　組： 救援組主要於搜索小組發現受困災

民定位後，利用各種破壞及支撐器材

接近受困者位置，且確保受困者之生

命穩定狀態下，安全救出受困者。除

倒塌建築物、侷限空間之救援外，對

於災難救助重大交通事件及激流救

生等突發緊急事故之應變，亦為主要

勤務項目。

4、後　勤　組： 負責提供特搜隊所需裝備器材及其

他後勤補給事宜，包括平時裝備器材

之整備、補充、保養維修；在執行災

害搶救時之人員裝備交通運輸規劃、

人員之食物、水補充，器材領用之管

制及通信計畫之訂定等，均為後勤組

之主要工作。

5、醫　療　組： 醫療組負責特搜隊全體隊員之衛生

健康及提供指揮官關於災區之醫療

諮詢，同時對救出之災民提供到院前

緊急醫療處置。

6、工程技術組： 負責倒塌建築物危險評估，包括建築

物結構分析、建築物穩定措施之建議

與提供救援組救援戰術運用之參考。

另各組出勤人數應視災害規模做調整，惟出勤

人員應以指揮部、後勤組、救援組及醫療組為主。特

搜大隊暨所屬分隊整編後，應考量與國際搜救支援

一樣，隨時準備一支23人搜救隊待命為目標，並依本

大隊現有人數均分為A、B、C組，由各組按月分為輪

值組、預備組、輪休組；在編組成立後，排定列入消防

署特搜隊國際搜救輪值縣市，除平時可協同訓練外，

更可隨時外派參與國際搜救工作。

為強化本市特搜隊因應國內外各項災難應變速

度，維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以順利執行國際人道救

援任務，提升國際形象，並建立特搜隊同仁責任感、

榮譽心，積極熟稔特搜隊特性之使命，遇國內外重

大災害事故發生，主動關心國家人民需要，並隨時機

動待命，保持最佳應變災害能力，乃辦理特搜動員訓

練，此次訓練係模擬災害發生後，本局特搜人員應變

步驟，流程如圖二：

訓練師資由消防署特種搜救隊中部分隊教官團

組成，課程內容包括：ICS意外事故指揮系統簡介、

特搜隊後勤管理、搜救隊搜索標記、搜索器材操作應

用(聲納探測器、影音探測器、心跳探測器)、倒塌建

築物支撐作業、重物搬移、倒塌建築物破壞作業、侷

限空間救援、國際人道救援案例分享等。本局特搜隊

ABC三組人員自100年10月4日起至10月12日止，分

三梯次前往消防署竹山訓練中心T-19（仿倒塌建築物

訓練場）實施訓練，每梯次訓練三天，並於10月13日

實施動員訓練成果驗收。

特搜隊在執行國內支援救災時，由於搜救時間

可能長達數週，本局特搜大隊所屬各分隊為維持分隊

勤務正常運作，於進行支援搜救梯次之輪替，原則採

用本市駐地換班為原則，此次辦理特搜人員動員訓

練，特別針對人員輪替方式進行實地模擬測驗。

在災區救援之分組在預定交接日工作結束後，

將交接人員1/2（輪值組）返回本局特搜大隊與交接

梯次人員（預備組）進行駐地交接與裝備補充。交接

人員（預備組）應於隔日災區出勤救災前抵達現地與

本局特搜隊（輪值組）會合執行救災工作並於災區現

場進行任務交接。另1∕2人員（輪值組）於次日同樣

進行交接，完成全數人員輪替。本局特搜隊換組時機

由特搜隊隊長視情況決定，指揮部幕僚應將換組情形

回報本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特搜大隊的成立除了強化大臺中市的救災能量

外，並期望能夠在國內、外發生重大災害時，臺中市

政府能夠適時伸出援手，提供適當的救災資源。特搜

隊唯有透過不斷的訓練，並從訓練中學習經驗與技

巧，才能不斷的提升自身的能力，期許臺中市特搜隊

來日能成為一支國際級的搜救隊伍。

隨著社會人口結構變化，少

子化、高齡化、子女外出就業等因

素，造成獨居老人的問題與需求備

受社會關切。在一次因緣際會下，

大甲區中央扶輪社得知外埔婦女防

火宣導分隊除了參與大型活動的宣

導外，更深入社區，主動關懷轄內獨居老人及避難弱勢民眾，不僅用火用電等居家

防火宣導外，更是出錢出力幫獨居老人安裝獨立式偵煙探測器。然而也就是這種精

神，獲得扶輪社的肯定，在看過婦宣隊這幾年來關懷獨居老人成果照片之後，共捐

贈六十組獨立式偵煙探測器及LED型緊急照明燈。

看著這些探測器及照明燈，回想起來心中感觸良多。外埔分隊自民國96年以

來，就搭配婦女防火宣導隊持續對轄內獨居老人居家安全訪視。剛開始訪視，心態

上只是當成例行性的社區訪視，但是在接觸越來越多獨居老人後，卻越來越心驚膽

顫。為什麼呢?

因為在我們大家訪視時一定會搬出防火宣導的法器：「居家三寶」，在我們滔

滔不絕的介紹完三寶的功能後，常常被反問：「這個探測器免錢的嗎?是要送我的

嗎?」「這只是要讓你知道它的功能及作用，並不能給你喔！」我們回答完後，被訪視

的老人也跟著失去繼續聆聽的動力了，因為就算他們想要裝，也沒有多餘的金錢可

以去購買。明知道這些獨居老人沒有能力去做好預防的工作，身為宣導人員的我們，

真的能放心的離開嗎?防火宣導不只是口號，更要能夠實踐，才算是完整的宣導阿！

「心有餘而力不足」，這七個字就是這幾年宣導下來的心得，畢竟宣導人員都

是志工，經費非常有限，我們曾經跟區公所反應，是否每年敬老節的禮品改成獨立式

偵煙探測器，但是經過多方考慮後，並沒有實現。兩年前我們利用有限的經費購買

15組探測器，贈送給極度需求的獨居老人，並在消防人員協助下完成安裝，就在今年

年初，我們也重新居家訪視，並且全數更換電池。

或許天公真的疼憨人，在我們一點一滴持續付出下，也獲得轄內企業供應日常

生活用品當成宣導時的伴手禮，而今年更受到扶輪社的鼓勵，讓我們士氣大振。其實

社會上一定有很多企業團體默默關心獨居老人，雖然說「為善不欲人知」是種美德，

但我卻認為為善不只要人知，更要用力宣傳，才能引起更大的迴響，讓更多人參與。

最後，獨居老人期待的是有人能給予他們溫暖和關懷，也許是一句平常的問

候，或是一小段陪伴的時光，都能令長輩感受到生命尊嚴和存在的幸福感，希望大

家爾後再次宣導時，都能夠把他們當成自己家中的長輩一樣關心。

災害搶救科科員 鄭培齡

特搜大隊隊員 陳文軒

特 搜 大 隊 辦 理 1 0 0 年 特 搜 動 員 訓 練
Specialized Rescue Corp. managed mobilization training in 2011.

圖一：臺中市特搜隊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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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科科員 周淑娟

為加強本局潛水救溺人員適應各項水域，落實潛水救溺

工作，強化水上救生技能，藉以提昇潛水救溺人員災害

搶救能力，本局100年度下半年潛水救溺複訓時間定於

100年11月2、3日(星期三、四)，每日上午8時30分至下午5

時，假本市中正游泳池及本轄大甲溪發電廠馬鞍機組後池辦理，訓練教官以具國際

潛水證照之教練擔任。

訓練課程編排有水中安全注意事項、水中適應、中性浮力、浮潛基礎訓練(面鏡呼吸

管使用、岸上入水法、水面入水法) 、水中著裝、水中共生、水中缺一、障礙排除、

BC救生法、水底卸著裝、緊急自由上升、水中搜索法操作、混濁水域搜索操作、水

域探勘及目標定位，期使同仁熟練各式潛水救溺技能，俾利未來執行潛水救溺工作

能平安順利完成。

本局100年度下半年
潛 水 救 溺 複 訓

The 2nd diving and rescue re-training in 2011

扶輪社捐贈本局獨
立 式 偵 煙 探 測 器
與 L E D 緊 急 照 明 燈
Rotary Club donated independent smoke detectors 
and LED jacklights. 外埔分隊隊員 謝皓偉

中華民國100年11月23日，本局第一期救助隊養成訓練在東勢

分隊成果驗收。演練項目有：

一、高 所 救 助： 高所救助是當傷者受困於高處，而高空

作業車輛無法到達時，消防人員利用雙

節梯的延伸特性，得以將救災能力向高

處延伸；再搭配繩索、擔架及急救器

材，將患者安全的救援至地面。

二、低 所 救 助： 低所救助是針對墜落於低處之待救者，

以雙節梯、滑輪及繩索組成的救助技

術，操作容易，搭配擔架及其它急救器

材，能安全確實的救出傷者。

三、水 兵 橫 渡： 橫渡架設是利用拋繩槍、繩索、鉤環及

省力滑輪組所架設之緊繃繩索系統，使

現場救助人員得以橫渡方式進行搶救。

四、Y 型 救 助： Y型救助為二維救援技術，是將救助手

身上連接牽引繩，再掛接於橫渡繩上，

藉由牽引繩的控制，可將救助手水平移

動至待救者受困處上方，再利用省力滑

輪組將救助手下放以接觸待救者，利用

垂直與水平的二維移動將人員救出。

五、立 坑 救 助： 立坑救援作業，所應用的繩索救援技術

為下放轉上拉的技術；立坑環境經常存

在著有毒氣體，如天然氣、沼氣或其它

有害氣體，因此救助人員必須先進行氣

體的偵測與稀釋，再配合繩索下放轉上

拉的技術，將患者安全的救回地面。

六、單 足 上 登： 當救助人員欲沿繩索攀登而上時，救助

人員只需ㄧ條特多龍繩及一名確保手即

可完成上登，是最節省器材及迅速的方

式，唯救助人員須具備強大的力量、高

超的技巧及精實的訓練，方可執行此種

上登技術。

七、繩 索 下 降： 繩索下降為執行立體救災、救難不可或

缺之技術；消防人員架設繩索，使用下

降器進行下降，利用下降器的特性，人

員可自行控制下降速度。其中正面式下

降為考驗救助人員勇氣之訓練項目，展

現的是救助人員大無畏的精神。

八、斜 降： 斜降是架設緊繃繩索在高低不一的兩固

定點間，救助人員由高點可以快速滑降

至低點，運用於人員運輸及器材運送，

可大大提升其效率。

九、車禍頂舉袋救助： 當傷者受困於車下時，可利用頂舉帶將

車輛撐高配合枕木使用將患者救出，達

到快速脫困的目的，大大增加傷者的生

存機會。頂舉袋構造簡單，操作容易，

將氣袋內充入高壓空氣，即可輕易將車

身舉起，重量輕，運送容易。

十、橫 坑 救 助： 在執行下水道、涵洞、礦坑等狹小橫坑

救助時，環境中通常伴隨著一氧化碳、

沼氣等有毒氣體，救助手必須配帶空氣

呼吸器、救命器，並在身上打上確保繩

後，才可入內進行搜救，由於坑道空間

狹小，因此救助手必須單獨一人進入獨

立完成救援任務。

今年因經費短絀，救助隊養成訓練發揮紅葉少棒隊的精神，並

在局內長官的力挺之下，參加救助隊養成訓練的21位同仁全

數通過水上救生教練證照，並參加激流救生訓練取得國際證照

R1R2，以及接受FIREFIGHTER 1與救助隊的養成認證。

本 局 第 一 期 救 助 隊
養 成 訓 練 成 果 驗 收

西屯分隊隊員 薛承恩

清泉分隊隊員 廖國鈞
災害搶救科科員 鄭培齡

The achievement test of 1st rescue team nurturance training.

為使消防人員更加熟悉救災器材的使用及加

強操作技巧，以提升火災搶救作業能力，本局第四

救災救護大隊清泉分隊100年12月3日於清水區客

庄堤防旁實施河川抽水操作訓練，訓練對象除清泉

分隊同仁以外，同時結合義消實施操作，盼藉由此

次戶外實地操作訓練，讓警義消們更熟悉河川抽水

方法及故障排除，俾利於第一時間迅速達到搶救效

能。

本次訓練分為消防車真空幫浦及移動式幫浦

汲水訓練，內容進水硬管組裝、無法真空排除、天

然水源選用、蛇籠投入方向及故障排除，除利用消

防車真空幫浦進行抽水外，不受地形限制的移動式

幫浦汲水操作，也是本次訓練重點，利用體積較輕

巧的移動式幫浦，在不適合消防車輛停駐的溝渠進

行抽水，同時對消防車進行中繼供水，經過警義消

們多次操作，均能熟練汲取水源，訓練過程紮實且

成果斐然。

本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清泉分隊江分隊長裕

聰表示：本分隊屬大度山山區，轄內水源往往受限

於地形因素，無法設置地上、地下式消防栓，若能

充分有效利用河川、溝渠等天然水源，必能提升搶

救效率，此次訓練目的便是讓所有救災人員熟悉天

然水源汲水方式，相信日後搶救災害，所屬同仁便

能充分利用救災資源，第一時間掌握救災先機。

第四救災救護大
隊清泉分隊實
施河川抽水訓練

T h e  4 t h  C o r p . 
Chingchiuan Branch 
p r a c t i c e d  r i v e r -
pumping training.

鑑於精實熟練的救災戰力及技能，來自不斷的

加強訓練與良好默契配合，本局平時除要求所屬分

隊同仁多加利用體技能訓練及勤餘時間砥礪自我救

災能力外，每年並辦理化學災害搶救編組訓練，100

年11月28日至12月9日止本局共分十梯次舉辦年度化

災編組訓練講習，除邀請中部環境毒災應變隊教官

進行化災模擬事故講習暨兵棋推演練外，再由各大隊化災編組成員辦理1場次共同進

行之化災消防救災組合訓練，藉由模擬災害發生現場各種狀況，實際操演救災作為及

化災處理車裝具運用，以提升消防搶救人員救災應變能力，使其熟悉各項救災裝備、

器材操作技巧，務求面對各類型災害現場皆能以最有效率之方式進行撲救。

演練特別假設模擬場所發生毒性化學物質洩漏造成危害並有人員遭嗆傷受困現

場，以訓練各分隊面對化學災害搶救時之危害辨識能力，並針對（一）區域管制執行

（二）防護裝備著裝（三）人命救助（四）人員、裝備除污（五）儲槽阻漏、止洩等

搶救項目進行實作訓練，除藉此讓消防人員熟悉場所場內設備、基礎設施及危險物品

存放相關位置以備救災不時之需，讓消防人員更加了解災害搶救時應注意事項及作業

要領。

另於12月9日本局針對各大隊化災成員編組人員再度集中於豐原訓練中心進行專

業課程講習，上午課程特別邀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急診部副主任鍾侑庭醫師，針

對毒化災到院前除污及後送緊急醫療注意事項跟全體化災學員們分享；下午課程則邀

請陸軍專校助理教授劉明哲博士，講授重點為核生化災害特性分析、搶救案例研討暨

模擬狀況沙盤推演，由於兩教官的精闢解說使學員在這次講習中收穫良多。

廖局長表示，定期辦理化災組合訓練有助於強化消防救災能力執行、救災資訊

聯繫及救災資源整合，亦可培養各單位間之團隊救災默契，俾利救災現場指揮、運作

及各種戰術順利執行，以避免災害發生、規模擴大，有效保障民眾生命及財產安全。

本局辦理1 0 0年度
化 災 編 組 訓 練

 Chemical Disaster Rescue Training in 2011.

100年10月15日13時38分，本局清泉分隊值班人員接獲指揮中心派

遣，本市沙鹿區明暐公司發生人員受傷受困案件，江分隊長裕聰立即率警

消3車5人前往救護救助，到達現場為作業員工組裝機械時右手掌不慎遭機

械捲入受困，患者表情痛苦不堪，現場已有明暐公司員工在拆卸機械協助

其脫困。

分隊長立即指揮警消執行緊急救護處置，維持患者生命徵象及心理支持。由於機械十分堅固，為

爭取黃金搶救時間，因而同時以破壞器材組及撬棒破壞機械，終於順利將傷者救出。傷者右手掌皮膚

大面積撕裂、深可見骨，經清泉91人員評估其感覺、運動功能皆正常後，以生理食鹽水清洗傷口並以

紗布及三角巾包紮送往梧棲童綜合醫院。

這次的受傷救護救助勤務在清泉分隊警消與明暐公司員工的努力之

下，順利將傷者脫困救醫。出勤同仁秉持著救人優先的精神及專業的判

斷能力順利將患者脫困救出，充分顯示出消防人員卓越的救災能力，獲

得在場民眾的肯定，建立消防良好的形象。

第四救災救護大隊清泉分隊
執行沙鹿區明暐公司受傷救助
The 4th Corp. Chinchiuan Branch executed injury rescue at 
Mingwei Paperware Machinery Co., LTD. 清泉分隊隊員 林鴻堯

本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於100年11月5日16時53分接獲報案，報案人康

○○表示於南湖大山南峰往中央尖山路程約2.5小時處，因迷路跌落距離溪谷約

100公尺處，且天色昏暗，腰椎受傷不敢移動，幸好手機還能查詢到墜落處GPS

的座標，但與同行山友已無法聯繫上，請求協助救援。

中心立即申請直昇機救援並通知轄區第二救災救護大隊、梨山分隊及太魯

閣國家公園警察隊、管理處，告知其山難受困情形。5日17時40分本局第一梯次

搜救人員出發前往，出動消防人員2人及太魯閣國家警察隊2人。第二梯次人員

4人於6日7時由東勢分隊出發前往梨山分隊與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巡山員1

人）人員會合後，前往事故地點。

直昇機於6日由台南機場起飛前往事故地點發現傷者，但狹窄山谷無法執

行吊掛作業，需搜救人員至目標區附近將傷者拉上山谷後再進行吊掛。因此第

二梯次人員由直昇機順利接駁降落於南湖山屋，前往受困地點。

搜救人員於7日抵達現場，為80度的陡坡，若強行下切，極可能連搜救人

員也會受困，所以改變搜救路線，先往中央尖溪山屋下游方向前進，尋找下切

點，再朔溪往上游搜尋。但午後開始下雨，增加了搜救難度及受困傷者危險處

境，為確保隊員體力並研商搜救路線，先行折回南湖池山屋。並開始預備第三

梯次搜救人員6人由本局新社黃小隊長來昇帶隊、消防署特搜隊出動消防人員6

人、搜救犬1隻及國軍搜救人員6人支援。

搜救期間因氣候不佳且通訊不良的窘境下，部分搜救人員疑似高山症現

象，另有1人重感冒，更有其他隊員開始有身體不適的狀況，且山上下雨起霧，

溪水暴漲約20公分。11日搜救人員自險峻溪谷上方橫切，到達溪谷後再往上溯

溪搜索，尋獲康先生，報案人意識清醒、身體虛弱、腰部疼痛、尚能移動，於

現場協助進食。並與消防署特搜隊向小隊長興華等友軍會合，合力將報案人由

受困地點救出，移往中央尖溪山屋休息，除同時實施地面救出外，後續等待天

氣許可後直昇機吊掛，於南湖大山南峰西南方約1.3公里處附近就地紮營夜宿，

待隔日由直昇機執行吊掛作業，漫長的搜救行動終於要告於段落。

12日直昇機到達南湖大山南峰西南

方約1.3公里處上空，並順利將傷者成功

吊掛救起，送醫救治。本案總計出動356

人次（含本局人員128人次、消防署特種

搜救隊38人次、國軍特戰部隊40人次、

太魯閣國家公園警察隊21人次、太魯閣

國家公園管理處14人次、太魯閣國家公園保育志工9人次、林務局8人次、民間

救難團體74人次、民眾6人次）、直昇機10架次、搜救犬1隻、後勤車5輛。

南湖大山受困搜救紀實
The record of trapped climber rescue at Nanhu Mountain.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隊員 胡盛智

梧棲分隊隊員 張惟翔

本 局 協 助 辦 理 「 臺 中 市
九一九小小救助隊體驗營」
To assist managing “Taichung City 919 Little 
Kids’ Rescue Team Experiencing Camp”.

第八救災救護大隊執行北屯區舊社巷倉庫

火 警 搶 救 案 紀 實
本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於100年

10月19日上午10時22分接獲民眾報

案，指稱北屯區舊社巷南興宮後方發生倉

庫火警，現場火勢猛烈、濃煙密佈，熊熊火舌已從鐵皮屋頂竄燒而出，且有繼續

擴大延燒之虞，請求消防單位盡速前往搶救。指揮中心獲報後，即刻派遣臨近北

屯、東山、文昌3個分隊及第八救災救護大隊同步出動人車，由第八救災救護大

隊劉副大隊長忠和率隊，共計出動消防人員50名、義消人員20名，各式消防水箱

車、救助器材車、雲梯車、救護車、指揮車、警備車20輛馳援灌救，並通知臺中

市迅雷救援協會出勤協助救災。

轄區北屯分隊人車於出勤途中遠遠就看見火警處有濃濃黑煙不斷竄出，染

黑了附近整片天空，帶隊指揮官發現後立即回報指揮中心，請求加派潭子及特搜

大隊大誠、西屯分隊等人車支援。救災人員抵達火警現場後，發現現場為2間相

鄰，由鐵架烤漆浪板搭建之建築物，分別為堆放資源回收物的倉庫及從事機械製

造的工廠，且在大量紙類、塑膠、寶特瓶的助燃下，火勢一發不可收拾，起火倉

庫已全面燃燒陷入火海，並有向工廠及另一側平房延燒之虞，燃燒面積約有150

平方公尺。所幸經初期帶隊官詢問現場關係人，得知工廠員工及民房住戶皆已及

時逃出，現場並無人員受困待救。

此時支援人車陸續抵達現場，第八

救災救護大隊副大隊長接任指揮官暸解

現場情形後，立即指示搶救人員佈水線

滅火攻擊及周界防護，並佔據鄰近消防

栓及天然溝渠中繼送水，以確保救災水

源之充足，避免火勢繼續擴大造成災戶更多的財物損失。搶救過程中，亦同步通

知臺灣電力公司工作人員前往切斷電源，以確保搶救人員之安全，並持續聯繫自

來水公司加壓送水，以供應充足水源予攻擊車俾利搶救作為。

此次火警在近百位救災消防同仁及義消、民間救難團體弟兄不畏艱難與辛

勞的搶救下，火勢很快於上午11時許即控制無延燒之虞，並隨即展開殘火處理，

直至下午1時5分將火勢完全撲滅。本案初步估計火災造成損失金額約新台幣60萬

元，至於明確起火原因及起火點，仍待本局火災調查科鑑識人員調查後才能再做

進一步研判。

The 8th Corp. executed warehouse fire rescue at Jioushe Lane, Bei Tuen District. 第八救災救護大隊組長 凃政宏

本局協助辦理10 0年全國毒性
化 學 物 質 災 害 應 變 演 練
To assist managing national toxic chemical material disaster responding drill in 2011.

誠 岱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暨防火宣導
Chengday Machinery Works Co., LTD. self-defensive fire drill 
and fire-preventing promotion. 大甲分隊隊員 蔡明芳

實施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是為了落實從業場所平時火災預防作為，

依場所使用特性、防火避難設施、燃氣設備及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等情

形，實施預防管理編組，人人皆應負起火災防制之責任。大甲區誠岱

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為了強化員工於火災初期之應變能力，發揮早期

預警、即時滅火與有效疏散之功能，特於100年10月17日下午1時至5時全場停工，實施自衛消防編組演

練，並由大甲婦宣分隊姊妹進行員工防火、防災宣導及大甲鳳凰志工進行CPR救護宣導。

種子教官婦宣蔡分隊長榆蓁，教導全體員工用火、用電安全與講解滅火器操作及使用時機，並就

火災發生的案例進行宣導檢討，提醒員工不論於作業場所及居家使用電器設備都應該要注意安全，應使

用裝置有過載安全斷電的延長線，工廠廠房內應預留逃生通道勿堆積物品，火災發生時應採取低姿勢、

沿牆壁、找出口逃生。另外宣導家裡應安裝「消防三寶」：獨立式偵煙探測器、滅火器、緊急照明燈，

講解訂定家庭逃生計畫的重要性，與家人律定戶外集合點並時常演練，瓦斯桶皮管定期檢查，切勿使用

逾期鋼瓶，熱水器裝設位置應注意通風，才能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發生。

為確保火災及其他災害發生時，能將損害損失減至最低，所有員工進行模擬火災發生之演練，滅

火班人員掌握確認起火處所，進行火災初期滅火，及使用滅火器、室內消防栓等消防安全設備實際放射

操作；通報班人員，採取通報連絡作為，包含場所內之人員通報及消防機關之通報等。避難引導班人員

疏散所有人員並引導逃生，集結點名，確認全員皆已完成疏散行動，最後啟動自衛消防編組並進行綜合

演練：起火地點之確認、通報連絡、初期滅火、形成區劃、避難引導、緊急救護及指揮聯繫等整體之災害

初期應變措施等，利用模擬的活動情境進行自衛消防編組演練，藉此訓練員工之自救能力，加深印象。

另外公安意外事件頻傳，為了教導員工有正確的急救觀念，大甲鳳凰志工分隊向員工宣導正確的

CPR步驟並實際操作，其主要目的是建立"剛剛"停止心跳和呼吸的患者心跳和呼吸，可使患者在適當的

醫療團隊照護接管前，以人工方式幫患者建立血液循環，使身體重要器官不至缺氧過久而壞死，於事故

發生的第一時間，給予危急病人適當之處置，使災難發生之際能發揮救

人的功能，可搶救寶貴的生命。

此次自衛消防編組訓練及CPR救護訓練，是為了讓所有員工皆能

瞭解初期應變要領，透過此次訓練落實防災教育工作，藉由全民防災平

安樂活的宣導主題，逐步建立員工「預防重於搶救」之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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