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局於104年6月11日上午10點30分在大臺中

專業消防防救災訓練中心舉行『第七期消防救助培

訓人員結訓成果驗收』暨『臺中市義勇消防總隊第

五大隊海龍救生分隊及臺中市義勇消防總隊第九大

隊三棲特種搜救義消分隊成軍授旗典禮』，由林市

長佳龍親自主持並頒發訓練結業證書與成軍授旗儀

式；活動當日盛情邀約多位立委、議員及軍方長官

及地區性民間團體共同來觀禮。

On June 11th, 2015, The Fire Bureau of 
Taichung City held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The 7th term rescue team training session” 
along with the establishment ceremony of “The 
Sea Dragon Rescuing Volunteer Branch” and 
“The Triphibian rescuing Volunteer Branch” at 
Taichung Disaster Prevention Training Center. 
Mayer Lin Chia-lung hosted the ceremonies and 
presented the certificates to the firefighters himself. 
Several legislatives, city counselors, military officers 
and leaders of regional associations attended the 
ceremonies too.  

林市長致詞時表示救災除了要靠精實的專業訓

練外，好的消防救生及防救災的設備更是不可缺

少，在104年追加預算中也提高了消防人員超勤津

貼及增加400名替代役男來協助各個分隊的勤務工

作，在救災設備及各種行政革新更是會盡全力給予

支持，以提昇消防戰力。

“Encountering a disaster, we not only need 
those strict trainings beforehand, but also have to 

level up professional rescuing devices.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has included the raised overtime 
pay into the supplementary budget next year. Also, 
there will be 400 additional assisting-firefighters 
recruited as alternative civilian service. In order to 
strengthen our firefighting ability, I strongly support 
the purchasing the necessary rescuing devices by 
all means” said Mayor Lin Chia-Lung.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因應大臺中地區災害地區複

雜，為提升所屬消防人員水域、陸域、山區人命救

助戰技及特殊災害任務處理能力，本局教育訓練科

於104年3月9日辦理「第七期消防救助人員訓練」

參訓人次39人(為期12週)，課程包含水上救生、急

流救生、山地救生、立體救災訓練、火災搶救訓

練…等多項相關課程，於南投縣竹山鎮內政部消防

署訓練中心、大臺中專業消防防救災訓練中心及轄

內山區辦理，藉由這些完善的訓練場地，促使學員

技能更加精進並取得相關專業證照。

The geography of Taichung City contains 
many diverse regions that are difficult for disaster 
rescuing. Thus,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ection 
of Fire Bureau held “The 7th term rescue team 
training session” from May 9th 2015 in order 
to enhance our firefighters’ ability when facing 
emergencies at waterside, land and mountains. 
The 12-week-long training session allows those 
39 trainees capable of waterfront rescuing, riffle 
rescuing, mountain rescuing, helicopter rescuing, 

fire rescuing……etc. They were trained at 
Training Center of National Fire Agency, 
Taichung Disaster Prevention Training Center 
and the mountain area of Taichung. The well-
quipped training centers allow the trainees 
to breakthrough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limits, 
acquire proficiency in rescuing skills and achieve 
the national certificates. 

海龍救生義消分隊的前身為臺中市海上救生協

會，參與臺北復航空難救災行列，後加入義消成立

臺中市海龍救生義消分隊，成軍目的希望弟兄們發

揮所學來回饋社會。分隊成員皆來自陸軍101兩棲偵

察營退役弟兄，各個不只基本體能及海上長泳外，

還具備操舟、武裝游泳…等海上技能，且還擁有不

少專業證照資格。

“The Sea Dragon Rescuing Volunteer 
Branch” used to be “Taichung City Marine 
Lifesaving Association”, which attended several 
rescuing missions including the TransAsia 
Airways plane crash in February 2015. The 
“sea dragons” are all veterans of Army 101st 
Amphibious Reconnaissance Battalion. They are 
well-trained long-distance swimmers and boat rider 
with a lot of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s.

三棲特搜義消分隊是全國唯一同時有陸海空三

棲特搜能力的義消分隊，隊上同仁皆為國軍特種部

隊退役，目前規劃為陸、海、空三小隊。地面小隊

成員皆來自退役的「涼山突擊兵特種部隊」，小隊

具特種地形攀降能力、野外救生專長、攀岩及山地

救生能力、且成員均具備救難直升機之垂降能力；

水域小隊成員均具有溯溪、河川搜救等專長，兼具

突擊訓之山地救難專長，可在特殊山地河川進行搜

救任務；空中小隊的成員皆來自退役的「陸軍航特

部神龍小組」，具高空跳傘及飛行傘專長，對於居

住在山海屯的大臺中市民們是一大福祉。

“The Triphibian rescuing Volunteer Branch” 
is the first and only volunteer branch of fire 
agencies in Taiwan which is capable with rescuing 
abilities on land, sea and in the air. The members 
of this branch are all veterans of the Special 
Force of Taiwan. There are three crews, land, sea 
and air, under the branch. The members of Land 
Crew are veterans from Airborne Special Service 
Company. They are good at outdoor climbing, 
wilderness first aid, mountain rock climbing and 
helicopter rescuing. The members of Sea Crew are 
good at river trekking, river rescuing and mountain 
rescuing. The members of Air Crew are veterans 
of airborne forces and paratroops. They have the 
abilities of skydiving and paragliding. It is citizens’ 
good fortune to have such extraordinary volunteer 
branches establishing at Taichung.

本局辦理『第七期消防救助培訓人員結訓成果驗收』暨『臺中市義勇消防總隊第五大隊
海龍救生分隊及臺中市義勇消防總隊第九大隊三棲特種搜救義消分隊成軍授旗典禮』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The 7th term rescue team training session”, along with the Establishment ceremony of “The Sea Dragon 
Rescuing Volunteer Branch” and “The Triphibian rescuing Volunteer Branch” 作者/教育訓練科 何苑伶  譯者/教育訓練科役男 王俊硯

本局「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獲 評 全 國 甲 組 第 1 名
Fire bureau of Taichung City wins the 
national championship of preventing carbon 
monoxide campaign

內政部公布104年度防範

一氧化碳中毒執行計畫評核

成績，臺中市榮獲全國甲組

第1名，為縣市合併以來成績最好的一年。

內政部為降低一氧化碳中毒案件，協助民眾排除居家環

境一氧化碳中毒危險因子，每年1月1日起至4月30日止推動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執行計畫，並針對各縣市政府完成補助遷

移或更換熱水器改善案件比率、相關宣導措施、發生一氧化

碳中毒案件數…等項目評核辦理績效。今年度本市與臺北

市、新北市、臺南市、高雄市、桃園市及新竹縣等7個縣市

同列為「全國甲組」評比對象，於本市積極推動各項防範一

氧化碳中毒措施下，包含受理民眾申請熱水器補助及落實推

動多元化宣導活動下，獲得中央肯定，榮獲第1名佳績。

今年度本市除了提供2,195個補助名額，供符合資格民

眾申請外，另針對欲遷移或更換家中燃氣熱水器但卻無力負

擔費用，且為有一氧化碳中毒潛勢低收入戶家庭，由社會局

全額補助這些弱勢家庭遷移或更換燃氣熱水器所需經費，

消防局則提供居家訪視及界定熱水器後續改善情況之行政協

助，盼能共同解決低收入戶無力改善家中燃氣熱水器的問

題，以排除居家環境一氧化碳中毒危險因子，保護市民生命

安全。

經統計，熱水器裝於屋內或加蓋陽臺、裝設錯誤或未裝

設排氣管等安裝不當情形，加上環境通風不良等因素，都是

造成一氧化碳中毒主要原因，但只要確實遵照使用燃氣熱水

器「五要」原則（要保持環境的通

風、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選擇正確

的型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裝及要注意

平時的檢修等），相信一氧化碳中毒

對生命之威脅是可以避免的。

危險物品管理科科員 蘇惠楨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防 災 教 育

輔 導 團 蒞 臨 本 府 消 防 局 參 訪
Education bureau of Taipei City visiting 
Fire bureau of Taichung City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防災教育輔導團，

於104年05月28日下午2時，蒞臨本局第六

救災救護大隊南屯分隊參訪。該局防災教

育輔導團是由一群各級學校「校長、主任

級」所組成，其為增進防災教育的推廣，及加強學校推動災害防救工作更

進一層樓，特至本局南屯分隊觀摩有關各項防災宣導等辦理情形。於交流

研討會中輔導團，更亦表示肯定本府各級學校，在於防災教育比賽中，皆

勇奪全國優良佳績，故此行指定本局為經驗交流之機關。

本次交流活動，由本局主辦單位火災預防科之宣導股科員謝國楨規劃

主辦，並由第六大隊南屯分隊分隊長謝嘉益及率當日在勤同仁予以協助辦

理，本活動配合分隊宣導訓練於三樓辦公室熱情接待各輔導團之貴賓；於

本次活動中分隊長簡述分享消防人員之基本三大任務「預防火災、搶救災

害、緊急救護」等之勤務工作，由小隊長陳毅峰簡介消防史、及介紹內政

部消防署(竹山)訓練中心，訓練等狀況及消防人員養成教育等，播放本分

隊自製回顧往年搶救災害實錄欣賞、各式搶救災害經驗分享等，並於三樓

辦公室進行雙方防災宣導及訓練等問題之提問及經驗交流等分享。

本次活動中特別安排教育輔導團各人員至本分隊一樓，實際介紹各式

消防車輛之類別，在救災現場時如何利用消防車輛內之裝備器材救災，另

介紹救護車上之配備，如AED救護器材等相關附屬急救裝備，並宣導珍惜

救護資源，勿濫用救護車，最後並讓輔導團成員體驗穿戴消防衣、帽、鞋

及空氣呼吸器等，了解體會到真正消防員於救災出勤時 之情況，並實際操

作瞄子射水後等，結束今日精彩課程。

輔導團成員非常感謝本次活動，也讓他們深深體會到消防人員的救

災精實與執勤救災的辛苦，對於本次活動所學到的難得經驗，將會帶回台

北市，會藉由各項集會及訓練等機會，對各級學校積極傳承宣導，以樹立

人人有防救災之基本常識，當遇有災害來臨時，迅速防災、減災、復原…

等，以確保家園人人平安。此次輔導團蒞隊參

訪，深入淺出的宣導及活動安排使參訪的每個

成員獲益良多，充分展現本局消防人員專業精

神；輔導團隊對於今日課程讚譽有佳，頒發感

謝狀拍照留戀致謝本局的熱情招待。

南屯分隊隊員 黃韋竣

本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辦理受贈救

命器儀式

本局104年度退休人員歡送茶會活動

The 4th Emergency and Rescue Corp. 
receiving the donation of motion SCOUT

本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於6月11日辦理受贈救命器儀式，熱心公益的市

民葉文裕捐贈175具救命器供本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使用。

救命器係讓消防人員於救災時佩戴若不幸於救災時發生危難，即時發

出高分貝緊急聲響，報知其他救災人員，俾使以最快速度了解受困位置，

迅速救援，確保安全，全身而退。

第四救災救護大隊辦理捐贈儀式由主任秘書何明吉代表受贈，他感謝

葉先生的熱心公益的實際行動僅為社會盡一份心力，且肯定消防工作的危

險性、專業性讓消防人員救災時都有足夠的救命器可以使用；同步邀請救

命器廠商在現

場教學，希望

能讓消防同仁

熟悉正確操作

方式。

本局於104年6月2日及7月2日共有9名消

防同仁退休，本次退休人員分別為火災預防科

科長陳慶祥、股長吳文同、危險物品管理科科

員林明霓、第一救災救護大隊豐原分隊小隊長

詹平良、第三救災救護大隊中山分隊小隊長余

憲文、第四救災救護大隊龍井分隊隊員何朝王、蔡政邦、第五救災救護大

隊后里分隊隊員黃文鴻、第六救災救護大隊工業區分隊分隊長賴永賢。

為感謝同仁對大臺中地區消防工作之付出及貢獻，本局特於104年5月25
日下午3時45分於本局1樓大廳舉行歡送茶會，由局長蕭煥章率本局一級主管

及同仁，向退休的消防同仁表達歡送及感謝之意。蕭局長在致詞時表示，消

防工作既繁重又危險，這些資深前輩平時犧牲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在出任務

時又必須冒險犯難，深入火場，拯救民眾於水火。他們毫無保留奉獻一輩子

給消防工作，堅守崗位，為大臺中消防盡心打拼，且參與無數次火災搶救及

緊急救護工作，所凝聚打火弟兄的革命情感及團

隊合作精神，令人動容，在場同仁無不懷著依依

不捨的心情歡送諸位前輩。歡送茶會簡單隆重、

氣氛和樂，蕭局長慰勉退休人員之辛勞卓著，並

致贈「消防之光」退休紀念獎牌以表達謝意。

龍井分隊分隊長 曾建智

人事室科員 陸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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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霧峰分隊辦理本堂澄清醫院附
設護理之家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成果
Wufeng Branch - Bentang nursing house of Cheng-ching hospital 
conducting a fire drill

為加強醫療院所及照(養)護機構等避難弱勢族群避難逃生、火災初期滅火能力及

大量傷病患後送事宜，本局第三大隊霧峰分隊於104年5月28日(星期三)下午13時，由

大隊安檢小組暨轄區服務區同仁共計1車3人前往轄內『本堂澄清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實施場所內自衛消防編組演練，以期能加強避難逃生能力及降低火災造成損害。

    現場假設3樓儲藏室發生火災，立即啟動場所自衛消防編組(包含通報班聯繫119火災發生地點及位置、樓層及

受困人數等；避難引導班隨即到各房病床協助患者緊急避難至指定疏散地、滅火班成員持滅火器及室內消防栓滅火

等)並預演院內病患依病情程度排定優先順序後送鄰近二家責任醫院(大慶中山醫院及大里仁愛醫院)，協助病患脫困

及後送，編組演練及動員過程有條不紊到達樓下1樓左前方避難空地，清點人數及回報消防人員，落實做好場所搶救

防護避難演練。後續由消防同仁對所見缺失作演練檢討及經驗分享，建立院內醫護人員正確避難逃生觀念。 
    演練場所位於狹小巷道內，由消防同仁專人勘查附近交通動線是否阻礙消防車輛搶救動線、消防車可停靠位

置、搶救時最佳佈署途徑及附近可供取用消防水源等繪製成圖並做紀錄；後續由場所防火管理員陪同查察3至5樓室

內消防栓及避難動線，查察安全門有無緊密閉合情形，有效要求場所防火管理人對公共安全重視，並建立消防同仁

對避難逃生統一標準，精進場所各編組效率，使得本次本堂澄清醫院附設護理之家自衛消防編組演練圓滿成功。

霧峰分隊隊員 沈松賢

第六救災救護大隊辦理楓康超市鐵皮屋搶救演練
The 6th Emergency and Rescue Corp – tin house rescuing drill at Taiwan 
Fresh Supermarket

為強化搶救鐵皮屋大火的救援能力，本局曾於3月12日及4月10日分別辦理二次針對鐵皮屋

建築物實施演練。由於超級市場危險性高、出入人員眾多且複雜，若加上又是鐵皮屋構造，發生

火災很可能造成重大人命傷亡，為保護民眾生命安全，降低財產損失，本局第六救災救護大隊於

104年04月28日9時30分選定西屯區楓康超市中科店實施104年度模擬鐵皮屋超市火警搶救演練，

本次搶救演練出動人車共計10車35人前往參加。

為強化鐵皮屋火災搶救，藉由這次演練讓所有救災同仁對於鐵皮屋的火災處置建立一套更完

整的應變程序。本次搶救演練設定之案件概況為民眾報案上開地點發生鐵皮屋大賣場火警，有大

量濃煙冒出，且疑似有人員受困。演練內容包含救災人車到場任務分配、抵達火場處置作為、現

場救災人員安全管制、人命救助及入室搜索、防止延燒、侷限火

勢及滅火攻擊…等，模擬消防單位獲報鐵皮屋發生火災，同時運

用先進的紅外線熱顯像儀探測火場溫度，可有效避免救災人員陷

於高溫的危險。

因應今年1月桃園發生鐵皮屋大火案件，本局除已針對鐵皮

屋建築物進行火災搶救演練及宣導外，此次更特別選定與民眾日

常息息相關的鐵皮屋超級市場做為搶救演練對象，從接獲派遣到

進入火災現場搶救及撤退，建立正確之疏散、搶救及撤離模式，

以達到減少人命財產損失之目的。此外，本局並呼籲民眾應加強

用火用電的安全使用，提醒業者強化建築物鋼構材料的防火時

效，平時應確實施行消防設備安檢及維護，以保障本市民眾生命

財產安全。

第六救災救護大隊 組員 賴俊榮

新社分隊辦理低所救出訓練
Shinshe Branch – training of basement rescuing

臺中市新社區轄內多山區地形，道路錯綜複雜，天氣變化莫測，

部分遊客因不清楚路況或不熟悉氣候等因素，常有摔落山谷及受困山

區等危急事件發生；境內也有許多河階地形，夏季午後常有雷陣雨引

起溪水暴漲，民眾受困橋墩、河床事件也不無可能，因應此種受困事

故便有賴於高低差地形救援技能。本局新社分隊為提升同仁救助技

能、加強同仁應變能力於5月17日早上10時在新社區慶溪裡下坪辦理

雙節梯低所救助訓練。

此次訓練模擬民眾摔落約2樓高之溝渠受困於岸邊，新社分隊於接

獲派遣後，立即出動救援，到場評估現場安全後，救助人員使用最常

用到的救災器具—雙節梯於上方架設作為支點，操作捲揚器協助救助

手下降至受困民眾身旁，救助手攜帶救助救護裝備抵達後，快速評估

受困民眾生命徵象，初步評估發現患者意識模糊並判斷有脊椎受傷之可能，立即將其固定於長背

板上，由上方救助手拋下繩索一端，由第2位救助人員綁上長背板後，利用繩索將受困者固定，

由上、下方人員相互配合控制繩索及雙節梯，將受困者拉至上方救出。

此外，SKED為實用救助器材之一，適用於山難搜救、局限空間救助、高低差地形救援、

直升機吊掛等救援任務，相較於傳統式長背板，SKED具備(一)質量輕(二)攜帶方便(三)堅固耐用

(四)操作容易(五)用途廣等優點，因此本次訓練亦針對SKED之裝備認識、操作使用、保養維護、

注意事項、情境模擬等內容加以訓練。

雙節梯低所救助可運用於救助器材車無法到達之現場，是每個消防人員都必須熟練的技能，

透過訓練，除讓同仁更了解雙節梯架設位置及方式、熟悉省力系統原理及學會基本操作外，還要

再求變化加以應用，以應對不同突發狀況，把握拯救人命先機。

新社分隊隊員 張安志

本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於6月14日辦理

104年度水域救援演練於龍井區麗水漁港，

演練救援項目為拋繩槍射擊、船艇操作、水

域繩索架設等分站演練，以了解每一位同仁水域能力，還能強化水域救生技能及培養團隊救生

默契，並以實際水域演練提升救援能力，以因應民眾受困水域各種狀況時即刻救援，以保障民

眾安全。

麗水漁港位於台中市最南端，大肚溪北岸，台中火力發電廠之東，因其是孕育各種海洋生物

的理想棲息地，也是提供各地釣客從事垂釣活動的最佳地，該處現有數處丁壩，退潮時浮出，漲

潮時完全沒入，常因為不諳水性，碰到了漲潮而受困。為了避免憾事發生，及提升水域救援能

力，本分隊積極參予演練，盼提升實務經驗。

救災現場中具高溫、濃煙、與毒性氣體，是消防人員執行救災任務最大的阻

礙，舉凡火場高溫大量濃煙之地下室、沼氣蓄積之地下水道及毒性化學製造工廠

等，對人體中肺與呼吸道容易造成傷害，因應此種環境便需要呼吸輔助設備—空

氣呼吸器(SCBA)協助救災，空氣呼吸器於上述危險搶救現場能提供救災人員維持

大氣環境下執行搶救，使救災人員不受毒性氣體侵害。

然而消防人員如未能正確檢查、組裝、穿著、操作空氣呼吸器，便可能使人

員喪失工作能力，輕微者使搶救任務延誤或失敗，嚴重者可能致救災人員於危險

之中。熟悉空氣呼吸器使用時機、場所並且正確運用呼吸裝備因而成為消防人員

平常即需要培養的能力。

近年來發生之消防人員不幸殉職案件更凸顯消防人員於保護自身安全技能的

急迫性，空氣呼吸器是保護救災人員生命最重要的利器，是故針對空氣呼吸器之

認識與學習不宜拖延，有鑑於此，本局第二救災救護大隊於104年4月25日、5月
10日及5月22日共計三日辦理空氣呼吸器操作訓練，每日由第二救災救護大隊所

屬東勢、新社、石岡、和平、梨山各分隊派甲、乙、丙各組一名人員參加訓練，訓練課程分為上午及下午兩階段。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再好再安全的裝備若不能正確使用，便無法發揮其最大效力，錯誤的操作

常常損害裝備甚至發生危險，尤其救災人員配戴呼吸設備後容易輕忽環境的嚴重性，有時甚至比裝備缺乏更易發生

意外，因此上午課程著重於空氣呼吸器介紹與講解。

上午課程包含：

(一)說明空氣呼吸器使用時機及場所：高溫、濃煙、缺氧、有毒氣體等。

(二)告知使用者身體狀況及心理狀況使用限制：體力消耗、呼吸速率、幽閉恐懼症等情緒狀況等。

(三)說明使用空氣呼吸器於搶救行動之影響：能見度受限、五官敏感度下降、通訊之影響、空氣含量等。

(四)提供空氣呼吸器使用不當之案例：空氣量耗盡、面罩未密合、引起故障等。

(五)介紹空氣呼吸器結構及其功能：背架、氣瓶固定裝置、減壓閥、殘壓警報裝置、高壓管、快速接頭、肺力閥、面罩等。

(六)講解空氣呼吸器組裝方式及正確穿戴：組裝技巧、空氣含量確認、殘壓警報檢測、氣密測試等。

(七)討論空氣呼吸器可能故障情形及排除方式：漏氣、供氣停止等。

(八)指導空氣呼吸器之清潔及保養：清潔方式、存放、定期保養等。

(九)講解救命器之使用：各式救命器差異、優缺及操作方式。

正確穿戴及操作空氣呼吸器雖能有效發揮其安全防護功能，但搶救現場瞬息萬變，突來的意外可能打斷、阻礙

原先的救援計畫，甚至困住救災人員的行動，個人身體、心理狀況也存在差異，種種因素影響人員可工作時間長短，

「供氣管理」是一項重要的訓練，進入危險環境下，救災人員必須依據平時空氣呼吸器所測得呼吸工作量，作為搶救

行動執行時間的標準，是故下午課程著重於各式工作狀態之呼吸消耗量檢測，提供參訓人員作為自身耗氧量之依據。

下午課程包含：

(一)登梯 (二)入室佈線 (三)火鉤使用 (四)搬運泡沫原液桶 (五)運送破壞器材

(六)平面拖拉水帶 (七)搥擊模擬 (八)單人升梯

藉由測試結果使參訓人員了解個人體能及耗氧狀況，期望救災人員於不良工作環境或搶救現場執行勤務時，能

保護自身安全且不延誤救災行動及逃生撤離，訓練期間參訓人員均認真參與，訓練圓滿結束。

本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龍井分隊參加104年度水域救援演練本局第二救災救護大隊
辦理空氣呼吸器訓練 Longjing Branch attending the 

annual drill of waterside rescuing

The 2nd Emergency and Rescue Corp – training 
of operating self-contained breathing apparatus

龍井分隊分隊長 曾建智

新社分隊隊員 張安志

強化消防安全檢查溝通技巧講習訓練
Training session for enhanc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of safety checks

因應本局各救災救護大隊成立「專責檢查小組」及強化專責檢查小組人員執行消

防安全檢查時與民眾溝通技巧能力，本局火災預防科於104年5月6日及7日邀請【中

華經營管理職能發展中心/總顧問:孫麗龍講師】於本局5樓應變中心舉辦「執行消防安

全檢查時與民眾溝通技巧」講習訓練課程，希望藉由溝通技巧講習課程來提升專責檢

查小組同仁的溝通能力，使消防安全檢查的過程更為順利。

課程以「沒有真正的關心，顧客不可能滿意」為開場，溝通的四大功能分別為

「情感的、激勵的、訊息的、控制的」，具備良好的溝通技巧可以降低消防安全檢查

的過程中民眾的誤解與不悅，身為執行法令的人員更應該培養良好的溝通技巧。沒有

人天生就很會溝通，溝通是需要學習的，可以從把握溝通的7W：「Why 為什麼要溝

通」、「Who 誰要溝通」、「Whom 向誰溝通」、「What 溝通什麼」、「When 何
時溝通」、「Where 何處進行溝通」、「How 如何溝通」開始學習思考，有效的與人

溝通是工作成功的必要條件，身為消防安全檢查工作的前線人員，對於民眾需要配合

或改善之事項，應該透過彼此的溝通與協調來尋找方法解決問題，讓民眾知道為什麼

要做?要做什麼?應該如何改善?以達成消防安全檢查的目的。

參與本次講習訓練的同仁反應熱烈，並在講習課程中與授課講師做雙向交流，透

過意見的溝通與互動解答，有效強化專責檢查小組同仁執行安檢勤務的溝通技巧。最後，孫麗龍講師以「以同理心

來提升服務品質、感動的服務才能打動民眾的心」作為結語，希望專責檢查小組同仁於執勤安檢過程中能夠以多一

些的耐心、溝通與思考來展現應有的消防專業態度，在符合情、理、法的前題下，使消防工作的推行更為順利，與

民眾共創雙贏的局面，進而展現消防安檢人員的價值。

火災預防科科員 蔡子裕

本局辦理偏遠地區民力團體初級救護技術員訓練 EMT1 training for civic volunteers at rural areas

103年12月，一名婦人騎車行經和平區東關路一段附近，

因心臟病發昏倒路邊，因轄區救護車出勤，故由鄰近分隊救護

車前往支援，惟偏遠地區幅員廣闊，支援車輛耗費相當時間方

抵達現場執行救護勤務，凸顯偏遠地救護資源不足之窘境。

臺中市偏遠地區(和平、新社及梨山地區)緊急救護資源

不足，當民眾發生緊急傷病需救護時，常因轄區分隊救護車

出勤或救護技術員不足而需調派鄰近消防分隊之救護車及救

護技術員支援時，造成時間上延宕，並影響傷病患之送醫；

為整合偏遠地區緊急救護資源，除重新檢討救護勤務派遣分

式及救護車輛配置外，亦充份運用該地區民力資源，針對其

民力團體(義勇消防人員、緊急救援隊、睦鄰救援隊、山林守

護團、臺中市山難搜救協會及軍方人員…等)辦理初級救護技

術員訓練(EMT-1)，以期強化緊急救護技能、更能協助消防分

隊執行救護勤務，提昇到院前緊急救護能量。

偏遠地區民力團體初級救護技術員訓練已於本(104)年3
月7、8、14、15、22日與4月11、12、18、19、25日分別假

梨山分隊、和平分隊及新社分隊辦理三梯次初級救護技術員

訓練，並依據救護技術員管理辦法編排40小時模組課程內容

(緊急醫療救體系概論、人體構造與生命徵象、成人心肺復甦

術、病患搬運、創傷病人評估、急症病人評估、異物哽塞及

小兒心肺復甦術、氧氣治療及抽吸、通報與記錄、危急與非

危急病患之現場救護、轉送途中之救護、特殊病人與狀況…

等)，受訓學員上課期間均認真參與，努力學習，計有58名
學員通過救護學、術科(常見創傷處置)測驗，取得初級救

護技術員證照，成為本局緊急救護生力軍。

偏遠地區緊急救護資源不足，調派鄰近分隊救護支援

時，常造成時間上延宕並影響傷病患送醫，對於偏遠地區

緊急救護形成重大缺漏，嚴重影響市民生命財產安全，所

以整合偏遠地區民力團體緊急救護資源及充實偏遠地區初

級救護技術員人數確有其必要性，更是市長政見中「整合

醫療與救護網」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除辦理初級救護

技術員訓練外，爾後更會每年充實民力團體救護技術，提

昇其救護能力，建構完善之醫療與救護網。

緊急救護科股長 蔡石芳

圖一 溝通技巧講習訓練

圖二 溝通的四大功能

專責檢查小組生力軍-消防安檢公務機車 
New scooters for the Safety-Checking Crew

健豪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有感於本局消防安全檢查勤

務量日益繁重，消防安檢公務機車的使用量、耗損率與維修

率亦隨之提高，以具體行動支持消防安全檢查事務。自103年
起健豪公司慷慨解囊捐贈15部消防公務機車(機車型式為哈特

佛HY-150H)予本局各救災救護大隊(特搜大隊除外)使用，今

(104)年又加碼捐贈20輛同型式消防公務機車予本局執行消防

安檢勤務，因應104年4月1日成立專責檢查小組，此次捐贈的

20輛消防安檢公務機車已於104年4月2日(星期四)由本局火災

預防科發放給各救災救護大隊(特搜大隊除外)執行消防安檢使

用，相信有了這些生力軍的加入，一定能讓本局專責檢查小組

有效提升消防安檢勤務的機動性與檢查效率，達到維護公共安

全的目的。

火災預防科科員 蔡子裕

消防安檢公務機車20輛

專責檢查小組派員領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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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第七救災救護大隊辦理新聞工作及新聞稿寫作訓練
The 7th Emergency and Rescue Corp.- Press Release Writing Workshop

本局第七救災救護大隊為推動新聞媒體聯繫與溝通工作，以促進民意

雙向交流、落實新聞發布及聯繫工作，俾提昇消防形象，於104年5月6日上

午9時假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350號三樓會議室辦理新聞工作及新聞稿

寫作訓練，訓練時間約計60分鐘，由各分隊新聞聯絡人、承辦人及大隊所

屬人員列席。

本次新聞工作及新聞稿寫作訓練議題內容包括：(一)新聞媒體工作簡

報(二) 新聞稿寫作要點說明(三) 本大隊發言制度(四) 新聞處理及聯繫(五) 
LINE新聞群組應用與處理(六) 新聞稿製作流程(七) 新聞稿實作訓練(八)建議

及討論事項。

簡報一開始先簡單介紹新聞媒體生態，並參考新聞稿實際範例，簡報

結束後，先就大隊發言制度進行研討，討論期間反應熱烈，並研擬新聞處

理及聯繫規範，建立大隊專屬LINE新聞群組及新聞稿製作流程，俾利提升

新聞稿時效性，最後由與會同仁實地練習新聞稿寫作，盼藉由本次新聞工

作及新聞稿寫作訓練，擬訂大隊新聞工作標準作業程序，俾利落實新聞發

佈及聯繫工作。

第七救災救護大隊組員 廖國鈞

第七救災救護大隊東英分隊執行太平區樂業

路 車 禍 救 助 Tungying Branch operat ing an Vehicle 
extrication at Le-ye Rd, Taiping District

第七救災救護大隊東英分

隊於104年5月9日14時21分出

勤臺中市太平區樂業路和祥順

路一段口車禍救護，東英91於
14時25分到達車禍現場，到達

現場為二台汽車與一台機車發

生碰撞。

車禍現場一名年約3歲小男孩疑似撞擊後拋出機車本體，後腦杓遭紅綠燈底座約10公分螺栓

插入，東英分隊立即給予包紮止血、頭部及KED固定及面罩給氧維持生命徵象。大誠分隊到達

現場評估判斷後，決定以輪盤切割器進行破壞。由於考量切割時所產生的溫度，先將頭部隔開

後以生理食鹽水進行降溫，並請醫療指導醫師至現場支援，醫師到達現場評估後指導將男童救

出並立即加壓包紮、頸圈及長背板固定，上車後由醫師陪同送往中國醫藥學院。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這支交通號誌燈柱是在民國100年施作的工程，目前中央機關對螺

栓高度並未設有統一標準，所以各地採用標準不一。本次事故後，市政府為改善全市路燈及交

通誌燈桿螺栓突出的危險，兩週內為2千多盞螺栓突出過長的路燈，全面增加橡膠保護套予以包

覆，另交通誌燈桿因數量較多，將先裁切螺栓長度，後續再進行保護加蓋作業，並提出號誌燈桿

螺栓標準圖，強化保護設計，作為往後設計施工依據，避免憾事再度發生。

第七救災救護大隊組員 廖國鈞

本 局 后 里 分 隊 於 巧 鄰 實 業
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組合訓練
Houli Branch – conducting a fire drill at Chiaolin 
Supermarket

本局后里分隊為整合本大隊各分隊人力、車輛及裝備，加強實施消防

車操及各項救災防護演練，藉以提昇同仁救災、救護技能，確保民眾生命

財產，並針對大賣場鐵皮屋實施組合訓練，本次后里分隊於巧鄰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辦理組合式訓練，由副大隊長郭春霖到場主持訓練；訓練科科長

楊純凱督導本次組合訓練，本次訓練項目為救災組合演練兵棋推演、消防

車操及救災組合演練，並於演練結束後辦理救災組合演練檢討。

本次組合訓練內容包括：

(一) 鐵皮屋組合訓練車輛部署，本次組合訓練以跨大隊支援跨轄方式，由外埔、豐原分隊第一梯次派遣支

援；大甲、幼獅及大安分隊第二梯次派遣支援。

(二)鐵皮屋大賣場潛藏危險：

1. 大賣場鐵皮屋營業時間內顧客眾多，第一梯次到場車組人員首要以人命搜救為優先，並配合水線防護進

入火場搜救。

2.本次鐵皮屋大賣場第二正面及第三正面與民宅相鄰，防止延燒及周界防護列為次要重點。

3. 潛藏倒塌風險：建築物結構為鋼骨造烤漆浪板，鋼材溫度遇攝氏350度時強度剩2/3；溫度遇700度，強

度僅有1/3；溫度超過1000度時鋼鐵將軟化，毫無強度可言，造成結構性危害鐵皮屋建築物。

(三) 大賣場鐵皮屋以該場所蓄水池等消防搶救上必要設備及地下室消防栓為主要水源搶救利器，另目前為

限水階段，為防止水源缺乏，以天然水源水圳為備用水源，確保水源不中斷。

(四) 人員管控：入室搜救人員進入火場時，回報安全官入室前壓力及人員姓名紀錄於管制板上，每20分鐘

由安全官以無線電管控入室人員安全無虞。

(五) 編組R.I.T.快速救援小組(Rapid Intervention Team)當搜救人員超過搜救管制時間或有同仁發出999等求

救訊號時，立即啟動應變流程由指揮官命所有救災人員撤出火警現場並清點人數，倘確認救災人員失

聯時，並由專責救援隊攜帶繩索等器材，循水線前往失聯隊伍最後工作地點進行救援。

(六) 無線電管控：當搜救人員超過搜救管制時間或有同仁發出999等求救訊號時，現場無線電第16號頻道淨

空與受困者連繫，其餘人員無線電使用切換至10號頻道。

(七) 建築物倒塌：鋼骨造烤漆浪板溫度超過1000度建築物倒塌，由指揮官下達無線電；緊急撤離，按壓車

上喇叭10秒長音後同時使用無線電呼喊「緊急撤出、緊急撤出，請所有同仁緊急撤出；緊急撤出、緊

急撤出，請所有同仁緊急撤出」指令約10秒，3個循環總共50秒，並進行人員安全管控，確認各分隊入

室人員安全後，重新部署水線，並架設移動式砲塔防護及入室人員替換。

本次組合訓練主要因應桃園新屋保齡球館鐵皮屋倒塌進行演練，由科長楊純凱及股長沈建民到場督

導，科長對於本次組合訓練表示肯定，演練結束後由副大隊長郭春霖主持救災組合演練檢討，郭副大隊長

對於本次演練成果予以肯定，並針對火場搶救務必做好人力控管，避免各種突如其來、瞬息萬變之災害，

以確保救災安全、自我防護。本次訓練由后里分隊辦理並於人力許可範圍調派外埔、豐原、大甲、幼獅

及大安分隊人車，共出動消防人力28名、義消13人、10台消防車及救護車1台，由各分隊人員共同搭配訓

練，將各向救災技能精進，提昇消防搶救上之團隊默契，以達到訓練成果。

此次組合訓練，除了讓各分隊人員提升救災能力之外，另藉由本次演練場所，讓參演人員分析災害潛

勢可能，亦能促使搶救人員對於災害現場分析評估，日後如遇災害發生時，更能知道如何應變及處理，以

確實提昇各項災害的不可預測性及自我安全防護的重要，以達到消防搶救之目的。

后里分隊隊員 郭瀚徽

汛期屆第五救災救護大隊加強水域救援能力演訓
The 5th Emergency and Rescue Corp –enhancing waterside recuing skills before 
the wet season comes

汛期來臨，本局第五救災救護大隊於6月5
日假后里區舊山線鐵路橋下東側大甲溪流域，

舉辦水域救援能力演訓以強化水域救生技能及

培養團隊救生默契，以因應民眾受困水域各種

狀況時即刻救援。

大甲溪流域，汛期險峻湍急、河床廣，每逢雨季及颱風期間，大豪雨併夾帶大量砂石及漂流物，偶有

受困砂洲、上游溺水等亟需搶救案件，為能即刻援救，本次演訓項目為：著裝、哨聲警示、入水法、活餌

救生、急流泳渡、拋繩槍、攔截索架設、救生繩帶救助、操舟渡河、翻舟自救、IRB操作等項目。

本次演訓由第五救災救護大隊暨所屬分隊除請假者外全員參與演訓，另新成軍之海龍救生義消分隊已具

水域救生技能，為能吸收新知，亦發動成員自主前往觀摩，期能於汛期災害發生時立即投入協助救生工作。

本大隊目前配置員額94名具R1、2資格者41名，約莫不到一半人員經專業訓練，故藉由全員演訓，將

急流救援課程擇重點項目，並精選具R2資格優秀同仁擔任分站教官，要求各分隊依指定項目事先演練，於

到場後逕帶至各分站實施演訓，由於各分隊已在分隊已預演練，故至現場即時操作，可減少講授時間，如

平跳式入水，由已具急流救生資格人員等依序入水，具筆者觀察未經訓練者仍有膽怯不敢下水狀況，經向

參訓者精神鼓勵，且下游安全防護除攔截索外並有IRB警戒，始安心下水操作，各分站普遍存在此現象，

然本次演訓目的即是要了解同仁急流救生能力，具能力者故然能於事故時即時投入救生工作，未具救生能

力者更是瞭解重點，除自身應提昇能力外，各單位於救生任務編配時始能依實際狀況適才適所付予任務。

受過急流救生者均了解水域救生第一要務為自保（著裝），著裝確實始能確保自身安全及急流操作時

救生衣始能與身體密合，不用擔心救生衣脫出及造成操作之阻礙，然筆者於集合檢查個人裝備時發現大部

分同仁此觀念甚差，疏不知此救生衣即為個人至急流救援之保命符，藉此貫輸同仁基本概念。

經近幾年內政部消防署辦理急流救生R1、2班培養基層已近一半較具急流救生能力，如水文判讀，各

種救生技巧等等專業技能提昇，前幾年溪水暴漲民眾受困待救，消防單位仍未作為之景像已不復見。藉由

演訓方式讓全體同仁複習各項救生技能，於汛期來臨救生需要時即刻救援外並能兼顧自保。

第四救災救護大隊梧棲分隊組合訓練
Joint training by Wuchi Branch, The 4th Emergency and Rescue Corp

為加強鐵皮屋消防安全，本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在梧棲區喜美超市實施搶救演練，模擬場所內因為

堆放許多物品，人潮又出入眾多，發生火災時消防人員進行搶救的過程，及強化消防人員救生的技能。

蕭局長表示，因鐵皮屋火災特性，容易造成搶救困難，消防人員容易因此傷亡，會持續加強此類建築物

搶救演練。

超級市場為民眾採買各類生活用品的場所，因此場所內經常堆放大

量商品，平時人潮出入眾多，加上鐵皮屋構造的限制，當火災發生時，

將可能遭成火勢蔓延迅速、濃煙密布影響民眾逃生、消防人員搶救困難

等問題。

此次演練包含消防車輛的佈署、抵達現場的處置作為、救災人員的安

全管制、消防水源的掌握及選擇、人命救助及搜索、消防人員待救及緊

急撤離流程等項目。

超市業者表示，此次演練讓他們可以實際了解消防的搶救作為，對員

工及購物民眾有正面的教育意義。

在此也呼籲業者平時加強場所內用火、用電安全、自衛消防編組演

練，提醒業者應強化建築物鋼構材料，確實依法實施消防安全設備檢查

及維護。

梧棲分隊隊員 石宇哲

為因應各種災害類型，提升消防人員專業技能，本局第三救災救護大隊於05月24日晚上21時在大里區領鮮超市

辦理夜間大隊組合訓練。此次災害模擬為該超市一樓後方倉庫冷凍庫電線老舊短路發生引燃起火，倉庫內堆放大量可

燃性物品，火勢有擴大可能等情境演練，初期應變由該超市啟動自衛消防編組以緊急廣播進行超市內民眾疏散、滅

火、人員管制 ，並通報相關單位。

仁化分隊獲報後，隨即出動人車前往搶救，並以無線電通報各車救災人員搶救資訊。抵達現場後，由於不清楚

超市內是否有人員受困待救，指揮官立即派員部署水線並搭配使用救災照明索、攜帶各項破壞器材、使用超市內設

置之室內消防栓並佔據使用附近之消防栓，採用ICS戰術進行搶救，各單位部署於火場各面分別進行協助搶救、周

界防護等任務，消防人員於進入現場前向救災安全官報到後佈線進入並執行人命搜救，使用延伸佈署水線及超市內

之室內消防栓進行灌救，於搶救途中遭遇超市屋頂有坍塌現象，前線人員沿救災照明索及水線撤出，使用引擎式排

煙機進行正壓通風排煙，警察則協助管制交通秩序等事項，台電及自來水公司分別負責電力的切斷、復原與救災水

源的加壓供給。 
此次演練為大型超級市場，尤以白天人口大量聚集，為降低對大多數民眾的影響，特地選為夜間辦理演習，組

訓演練比照實際救災，各單位應對轄區內場所之

消防水源方向距離瞭若指掌，充分掌握附近道路

狀況；在搶救書面資料應詳加標示演練地點之概

況（如道路長度與寬度等），以便幫助其他單位

能更快熟識當地之地形，災害發生能立即處置及

應變。

第三大救災救護隊組合訓練夜間實兵演練
Nighttime joint drill by The 3rd Emergency and Rescue Corp 仁化分隊隊員 陳信銘

本 局 辦 理 鐵 皮 屋 火 災 搶 救 演 練
Training of a tin house fire by Fire bureau of Taichung City

有鑑於今年1月份發生桃園新屋保齡球館大火，造成6名年輕警消殉

職，鐵皮屋火警之搶救更顯重要；為了加強發生鐵皮屋火警時，同仁之各

項搶救戰技，故本局於104年3月份指派多位教官前往消防署訓練中心，實

施鐵皮屋搶救演練，結合各項戰技和救災器具，設定情境並實施搶救；為

使本局各大隊及所屬分隊皆能了解並熟悉鐵皮屋之搶救要領，奉局長指示

由第三救災救護大隊再次辦理鐵皮屋搶救演練，並邀請局本部、各大隊及

媒體先進蒞臨指導。

本次鐵皮屋搶救演練於104年4月10日在霧峰區大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辦理，模擬其鐵皮廠房起火燃燒，有工人待救；由副大隊長邱益瑞擔任指

揮官，所轄七個分隊亦參與演習，共出動17車50名警消；內容包括人命搜

救、各種救災車輛器材操作、無線電使用、ICS指揮系統運作、RIT小組運

作、閃爆燃之觀測及人員之緊急撤出。其中由美國消防學院引進之「災害

事故現場指揮與管理系統」也運用於本次演習，亦即ICS指揮系統；ICS指
揮系統為一套指揮、控制和協調應變的工具，是為整合各種資源已達到快

速、有效率之臨時編組，各編組皆有分區指揮官，統合資訊後回報總指揮官，能夠避免總指揮官資訊紊亂

難以了解現場狀況，也可直接指派任務於各分區指揮官。

救災現場同仁的安全絕對是擺在第一位，因此演習之同仁皆有佩戴救命器，在進入火場救災前，必須

至人員管制站前回報人員姓名、氣瓶壓力及進入時間，並將救命器之插鞘交予管制官，以利人員管制官了

解救災同仁之狀況；亦模擬當救災人員迷失方向或受困時之回報，同時RIT救援小組整裝進入救援，空出

無線電頻道供受困人員與RIT小組使用。現場指揮官有配戴熱顯像儀，熱顯像儀之使用能夠快速搜尋火點

及受困民眾，更可了解鐵皮屋內部溫度是否有閃爆燃坍塌之危險；當現場指揮官發現鐵皮屋竄出黃褐色濃

煙、蓄積煙層持續下降及屋內屋度持續升高時，立即呼叫人員撤出；因屋內溫度達攝氏800~1000度時即

發生閃燃，此時鐵皮結構在高溫中會崩塌，故指揮官會呼叫〝緊急撤出，緊急撤出〞並同時鳴消防車之氣

壓喇叭約10秒，共三循環，此時所有單位皆撤出清點人數。

此次演習目的為加強同仁面對鐵皮屋火警搶救時之應變，更重要的是當火場發生各種緊急狀況時，指

揮官能及時反應並保障同仁之安全；在演習結束之後，由楊元吉專門委員作最後之講評，專委提到事前防

災及演習的重要性，嘉勉參演人員的辛勞，並期許各分隊能將演練之成效於救災時實際應用。感謝此次參

與演習同仁的全力配合，讓本次演習得以順利結束。

霧峰分隊隊員 張順翔

第五救災救護大隊組長 李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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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梧棲幼兒園實施防火宣導
The 4th Emergency and Rescue Corp launching a fire 
prevention campaign at Wuchi Kindergarten

養成正確防火觀念並不難，平時從消防單位舉辦之各類宣導學起，或上消防

局官方網站，亦可獲得許多資訊。住宅係提供人們休息及睡眠之場所，亦是人們

警覺性最低的時候，尤其深夜住宅發生火災時，往往來不及做初期滅火及避難逃

生行為，故為我國建築物火災住宅火警造成死亡之人數居高最主要因素。

造成住宅火警之六大主因分別是電線走火、煮食不慎、抽煙、放火、燈

燭與祭拜祖先，住宅是一般人最為熟悉的活動場所，但潛在的危險卻常被忽

略，狹窄空間內家具電器擺放，火載量龐大，如家裡電器雜亂老舊、電線綑

綁或不將未使用之電器插頭拔掉，往往成為電器火災潛在的危險因子。

消防局倡導居家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以及早發現火災的發生，降低人命的傷亡及損失，由於現行

法規內無強迫裝設，消防人員只能透過宣導及勸導的方式推廣民眾自行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尤其獨居

老人或殘疾人士更是高風險族群，故此次宣導重點為推廣民眾對於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的了解，及預先規劃

繪製家庭逃生動線，若家裡有行動不便的成員，盡量安排在避難層，以利逃生，並宣導民眾於火災發生

時，切勿慌張，選擇相對安全區作暫時的避難，出入另一空間時，務必記得將門關上，阻隔煙熱的流竄。

透過這次與梧棲幼兒園師生們互動式的問答，相信老師定能將其消化吸收，轉達給每位小朋友，作為

從小建立良好防火觀念的師資典範，並期待下次能再有機會至貴校做宣導交流。

梧棲分隊隊員 汪可云

本局梧棲分隊執行低收入戶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居
家訪視宣導 Wuchi Branch launching a home-visiting campaign of carbon 

monoxide poisoning prevention for low-income households
有鑑於日前梧棲區某弱勢家庭發生疑似一氧化碳中毒

事件，轄區梧棲分隊經過對案件分析討論後，為防範類似

家庭可能再次因燃氣熱水器安裝不當，且環境上又易通風

不良等因素，造成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危及生命安全，決

定主動編排勤務，由同仁前往轄內經市政府登記之弱勢家

庭訪查有無熱水器裝置不良的情形，希能達到提高弱勢家

庭對一氧化碳中毒的警覺、推動燃氣熱水器遷移補助政策及協助民眾辦理相關補助等三項目標。

一氧化碳是種無色無味的氣體，患者本身中毒並不易察覺。一氧化碳中毒時，會出現頭痛、噁心、嘔

吐和呼吸急促等反應，嚴重者會有肌肉無力、意識昏迷，甚至造成死亡。因此中毒者可能的外在表徵經常

雖仍有意識卻無法自主移動很遠，也就無法逃出中毒環境，最後喪失意識和昏迷，結果導致死亡。是以，

在案發現場若能排除掉其他導致患者不適因素時，就必須合理懷疑有無一氧化碳中毒之虞。

尤其入冬後的梧棲，除了天寒地凍外，經常是北風猛烈吹襲，以致家家戶戶窗戶緊閉防止冷風進入室

內，變成通風不良之環境。此時若再使用非合格安裝之燃氣熱水器，極易產生並蓄積一氧化碳，最終導致

室內人員發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故本局梧棲分隊規劃於每日晚間7時至9時，利用民眾下班後在家的時

間，出勤進行居家環境及已裝設之熱水器評估，並向屋主告知有無中毒潛勢之評估結果、一氧化碳中毒嚴

重性、本局推動燃氣熱水器遷移補助政策及更換作業流程等宣導內容，並作成宣導紀錄資料。

經此次加強訪查後，多數低收入戶透過消防隊的協助，已瞭解熱水器安裝錯誤的危險性，並期許能夠改

善。訪查的過程中也聽到民眾感激的心聲，更由衷地感謝市政府顧慮到大家的安危。期待經由我們的努力，

對於一氧化碳中毒的潛勢環境能有顯著的改善，亦能提高民眾的警覺意識，避免讓自身暴露於危險之中。

梧棲分隊隊員 汪可云

反轉防火宣導新觀念 New concepts of fire prevention 
campaign

火災在避難逃生時用溼毛巾摀口鼻可以阻隔濃煙和有毒氣體；大樓火

災逃生如果沒有辦法往下逃那就往上逃；火災發生時可以躲在浴室裡。或

許在過去防火宣導中教予社會大眾的觀念是模稜兩可、含糊不清，甚至會

誤導民眾以致災害時憾事發生，然而現在我們只能夠竭盡全力來漸漸導正

舊有觀念，避免憾事再度發生。

宣導必須秉持著三個重點：合理、具體、可行。用溼毛巾如果能夠阻

隔有毒氣體，那麼連氧氣也能夠置於巾外，如此又怎能夠呼吸呢？這叫不

合理；所有觀念若是憑空想像而未經科學及實驗證明、資料及數據統計，似是而非、自以為是的想法來應

對火災發生，這叫不具體；火災時躲在浴室不會因為有排水孔或水龍頭而活命，因為浴室的塑膠門遇到高

溫會變形甚至融化，所以火災時躲浴室，這叫不可行。疑點重重，不合理、不具體、不可行的火災應變是

要如何運用於實戰中呢？

防火宣導實質的研究，事實上與火災原因調查相輔相成，藉由其調查製作案例，從中釐清每一個重大

案件背後的真相。同一火災案件，為什麼有的人能夠存活，而有的人卻不能倖免？這也是能夠身體力行從

談話筆錄中得知，清楚當事人的應變作為、自主反應及習性而加以分析統計；親臨現場，觀察建築物內部

及外觀燃燒狀況和結構格局影響，加以探討災害發生當時能夠如何應變。唯有調查、分析、統計、實驗、

研討結果才能獲得合理、具體且可行的應變方法，適時改變及說服社會大眾加以導正其全新觀念。

應變的堅持不僅要做對的事情，還要特別強調把事情做對。例如：必要時「逃生」可能是對的應變，

但穿越濃煙若不採「低姿勢逃生」就是沒有把對的事情做對。至此，誰說在火災發生時一定要「逃生」

呢？姑且不說火場「逃生」，我們論它為火場「求生」。以往可能教導火災發生時就是「逃」，卻沒有教

導什麼時候該逃，在不該逃的時候因逃生途中被濃煙嗆昏，從此倒地不起，這樣的事情怎麼能容許再度發

生呢！此時在無法逃生的情況下要如何應變呢？那就是「關門大吉」。

相信現在許多民眾接收消防的相關資訊，不外乎就是新聞媒體。透過新聞媒體傳達給民眾的訊息可

以說是相當快速，但往往都是不夠準確，甚至傳達訊息的觀念完全錯誤。例如「防火巷堆積物品阻礙逃

生」、「鐵窗阻礙逃生，大火吞噬致死傷」、「逃生注意事項以溼毛巾摀口鼻」、

「雲梯車故障救災延緩致民眾命喪火窟」等，新聞媒體的消防觀念是如此，就更不用

說民眾了；但就連消防同仁的觀念沒有汰舊換新，也別怪新聞媒體觀念不足，畢竟新

聞媒體在彙整資料報導前，會諮詢消防機關單位相關重要資訊，若我們提供予媒體較

舊的知識觀念，勢必報導予社會大眾的知識觀念也都不完全正確。所以消防機關單位

也應該適時更新消防新觀念，才能直接與間接傳達最正確的資訊給民眾。

火災發生不會預先彩排，做好準備才能活著離開。綜觀所述，最終目的就是為了

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無法預測及確保的情況，民眾只能自保，自保前提是要有正

確的應變觀念。改變及導正所有人的消防新觀念，是我們同仁的期許也是希望。

文昌分隊隊員 許峻傑

空 氣 呼 吸 器 八 項 測 驗 8 tests of self-contained breathing 
apparatus

滴答滴答，隨時間的過去，看著手上的壓力錶，指針又往下降了。面罩裡的汗已可擰出一杯水，大小

臂的肌肉已呈僵硬狀態，腦子裡閃過一個念頭：一定，必須要做這個測驗嗎？為什麼!但面子問題，還是咬

牙硬著頭皮往下一關卡前進。

每位消防員及其眷屬，心裡都只有一個小小願望：平安出任務，平安歸隊。高雄氣爆、桃園新屋火

警，上述2場大型災害令我們痛失12位消防弟兄(11警消1義消)。離開的人何其無辜，留下的人何其痛心。

聽，他們似乎說著：別難過了，向前走吧！我會保祐你們一切順心平安，但你們也要時刻注意安全，勿讓

自己陷於危險之中了。為此，本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近期開始實施空氣呼吸器訓練，模擬消防人員執行救

災工作時重度工作體能及SCBA空氣消耗測試，以利同仁了解熟悉本身體能負荷重度工作時間長短。測驗

項目共八項，參考標準依據「消防人員救災安全手冊」、「NFPA1404」。就此簡單介紹測驗內容：

一、登梯至6樓：著完整消防衣、帽、鞋、頭套及空氣呼吸器，面罩掛頸，提2條2英吋半水帶登梯至6樓。

二、 入室佈線：模擬預備進入火場，戴上面罩，開啟氣瓶吸內氣。打開救命器，交出名牌人員管制，並向

火場人員管制官回報氣瓶壓力。完成前置作業後，手持瞄子連結2英吋半大水帶拖拉輪胎(18KG)，採

蹲姿或爬行等低姿勢前進，繞行消防車一圈。

三、火鉤使用：手持火鉤向上舉，手臂完全打直＊10次。

四、搬運泡沫原液桶：左右手各一泡沫原液桶，手提行走40公尺。

五、運送破壞器材：手提圓盤切割器及三合一撬棒，行走40公尺。

六、 模擬平面拖拉水帶：手持2英吋半水帶，拉直後另一端連結30公斤重大輪胎，

面向輪胎開始拖拉水帶，將輪胎拉至腳邊。操作兩次，共40公尺。

七、 槌擊模擬：由於器材有限，未設有專業槌擊機，故將兩顆大輪胎重疊固定於牆

上，利用大槌將輪胎槌出響亮聲音並彈離牆面＊10次。

八、單人升梯：雙節梯平放於地面，單人操作升梯並收梯(卡榫需到達確保定位)。

上述測驗若未達到下列規定將列為缺失：

一、裝備未穿戴整齊。　　二、未將名牌交與人員管制官。　　三、未打開救命器。

四、操作前未回報空氣量，操作中未時刻注意空氣量。　　　　五、空氣瓶殘壓剩零，尚未完成測驗。

最後，大隊為了讓同仁深刻體會重度工作下呼吸量之消耗，另加一趟登梯至6樓(操作方式與第一關相

同，惟該次登梯需吸內氣)。這是一場設定在重度工作的情境，因此在測驗完成後，可藉由數據算出自己在

重度工作下的耗氧量，進而推估於火場中可作業時間。

舉例：陳員操作前氣瓶量為270BAR，操作時間15分鐘，完成後氣瓶殘壓為120BAR。

也就是說，下次成員進入火場，可依此數據，設定於進場多久後開始準備做撤離的動作，並避免在殘

壓警報動作後才匆忙離場，增加其危險度。

看到這裡，是否覺得有施行的必要性？其實測驗並非以累倒同仁為目的，而是希望藉此傳達一種觀念叫

「安全」，使其成為一種無意識的反射動作，養成保護自己的好習慣，正是所謂的身體記憶。救災已經夠辛苦

了，沒理由再受傷然後怨天尤人。這是一份背著神主牌的工作，所以Take care of your body, then your family.

龍井分隊隊員 尤郁筑

對 防 火 宣 導 的 心 得 Thoughts about launching a f i re 
prevention campaign

2014剛踏入消防的第一年，首次承辦的業務就是防火宣導。而消防的三大任務為預防火災、搶救災害

及緊急救護。預防重於搶救，事先能夠預防火災的發生，比事後的搶救更為重要的一環，所以預防火災的

必須從個人或居家做起。但一般民眾對於預防火災的常識可能非常有限，所以消防隊透過各個機關團體、

各間學校或各場活動來進行防火宣導，讓民眾可以多瞭解如何從個人或居家進行火災的預防，預防火災的

發生，避免造成災害的發生，讓傷害降到最低。

在我的認知裡「防火宣導」跟其他業務有所不同，防火宣導所要面對的是不同年齡層民眾，而且在一

場宣導活動中，民眾的年齡層可能會極為廣泛，也有可能是有固定年齡層的民眾，從幼稚園小朋友到7、
80歲老年人，都有可能是我們防火宣導的對象。所以在防火宣導的過程中，我們要使用的言語和方式都必

須有所不同，要吸引全部的對象接受我們的防火宣導，也會有一定的困難度所在。所以我們要利用各種不

同的方式來吸引更多的民眾聽我們防火宣導。面對年齡層較低的小朋友，我們可能要把自己變成小朋友，

利用童語來與他們溝通，如果有體驗課程的話，要從旁協助，一來可以注意到小朋友的安全，二來可以讓

活動進行得更順利。當我們面對中學生，防火宣導的方式要有所改變，因為要吸引中學生全部專心聽我們

防火宣導是一件有挑戰性的事，我們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只能希望大多數的學生能接受我們的宣導，並

且能從我們防火宣導的內容裡多吸收一些常識。

當我們面對的是非學生的一般民眾進行防火宣導，防火宣導的方式又要改變。如有大型活動的防火宣

導，我們可以透過多樣化的宣導方式來進行防火宣導，可以改變防火宣導的方式，可能排除使用單一你講

我聽的講解方式進行防火宣導，可以透過不同的活動來進行防火宣導，例如：有獎徵答、快問快答，利用

不同的方式並搭配適時的獎力來讓民眾參與我們的防火宣導。因為如果單一只用講解的方式，對民眾的吸

引力可能會有些降低，或許這就是人的心態吧！但為了讓大家可以接收更多的預防火災常識，我們也要用

更多不同的方式來引起民眾的注意，並且讓民眾可以接受我們的防火宣導。

在對民眾防火宣導上也會遇到一些難題，例如：每月婦女防火宣導隊都會到轄內進行居家訪視防火宣

導。當我們要進入民眾家進行居家訪視防火宣導，剛開始民眾都會對我們有所懷疑，怕我們是詐騙集團，

怕我們要推銷物品，都會對我們有所警戒而不讓我們進入家裡進行居家訪視防火宣導。當我們遇到這種情

形之下，我們跟民眾進行溝通，並表明來歷和我們進行居家訪視防火宣導的目的之後，有的民眾會在半信

半疑的情況下讓我們進入他們的家裡進行居家訪視防火宣導，有的民眾則會直接拒絕我們於門之外，不讓

我們居家訪視防火宣導，此時我們只能帶著遺憾的心情向下一戶邁進。居家訪視防火宣導所宣導的內容對

於有些民眾來說他們都可能知道一些常識，但他們並沒有實際上遇到這些問題，但在長期都處於知道、未

遇到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再進行講解和實際行動，讓民眾可以更瞭解自己可能有哪些錯誤，必要時讓民眾

親身體驗，加深其印象。

從實習到現在，每場的宣導活動都利用著不同的方式來進行防火宣導；從實習到現在，看到每個分隊

都利用不同的方式來進行防火宣導。但每場防火宣導活動中所希望的期許都是希望能讓民眾從每場的防火

宣導活動中帶些防火宣導常識回去，這些常識可能以前從未注意到或是常犯下的錯誤，從這些小地方開始

改進。我們由衷都希望透過各場防火宣導活動中，讓民眾吸收到更多的常識，讓自己重新檢視自己在用火

用電上是否有哪些須要改善的，最重要的是能夠更加注意用火用電的安全性，避免火災的發生，讓自己的

居家生活更加安全。

大甲分隊隊員 宋明芳

本局梧棲分隊搶救四維西路住宅火警實錄
Wuchi Branch rescuing at the Siwei West Rd house fire

本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於104年04月08日凌晨2時46分許，接獲民眾報案，指稱

在梧棲區頂寮里四維西路段發生住宅火警，現場有濃煙及火焰自公寓5樓窗口向外冒

出，並且有人受困。本分隊受理後即刻由分隊長率領同仁，出動兩台水箱車、雲梯車

及救護車前往搶救。到達現場時，窗戶已被燒破，火勢兇猛，濃煙及火舌不斷冒出，

起火戶一家三口位於右側陽台處，該處雖為相對安全區，可爭取較長時間避難，但濃

煙仍不斷襲擊，狀況十分危急，帶隊官立刻下達佈署雲梯車，進行升梯搶救，並出兩

條水線提供大樓連結送水管、一線作室內佈線、一線提供雲梯車防護，另由小隊長率

領兩位同仁攜帶破壞器材及水線瞄子，破門入室進行初級滅火動作。

其中一名待救者經過父親的協助，迅速架設緩降機，順利緩降至地面層，脫離險境後隨即送醫檢查，

餘兩名待救民眾透過雲梯車，成功從陽台處搶救後送醫，所幸三名患者給予氧氣後，送醫經檢查均為輕微嗆

傷，並無大礙。該棟大樓其餘住戶於火災發生時，即啟動自衛消防編組，進行疏散作業，並優先疏散起火層

直下一層、起火層、起火層直上二層，以避免火勢擴大延燒至附近居住戶，然而過往

亦發生過因大樓空間設計相關問題，導致大樓火災跳層延燒問題，故除前處提及優先

疏散處外，指揮官亦派人進行室內搜索，破門查看鄰戶有無人員受困，並由10樓逐層

向下搜索疏散其餘火災戶上層住戶，引導樓梯間民眾至安全區域，作為預防作業。

支援人車到場後，各分隊指揮官率隊聽命指揮，加入滅火動作及人命搜救，很

快地確認起火層已無人員受困後，於3時27分迅速將火勢控制，撤離所有5樓相關

人員，進行通風排煙，使室內濃煙排出，增加空間可見度，提升消防人員殘火處理

速度及迅速辨認方位，降低消防人員受室內未知的擺設阻礙，經輪番上陣進行殘火

處理，確認已無復燃疑慮後，於05時11分返隊。

梧棲分隊隊員 汪可云

龍井分隊參加「104年母親節迎

向無毒生活講座」防火宣導活動

Longjing Branch launching a fire 
prevention campaign at a Mother’s 
day event

臺中市政府龍井區公所於104年5月17日（星期日）上午7時至16時，假本市龍景區公所禮堂辦理

「104年母親節迎向無毒生活講座」活動。臺中市義消總隊婦宣大隊第四中隊龍井分隊為積極推動防火宣

導工作及向下扎根防火（災）意識，主動增取於該講座辦理防火（災）宣導活動，本宣導活動教導各位媽

媽火災基本常識及防火報警避難逃生常

識及要領並加強宣導防火（災）意識，

提升防火（災）應變及急救能力，以提

醒市民加強防範各類災害之發生，共同

維護本市公共之安全。

龍井分隊隊員黃世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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