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因應氣候變遷及人類經濟活動發展所衍生之複合式災害，以執

行積極性救災與人命搶救任務，特遴選本局所屬各大隊、分隊具備高

度服務熱誠之優秀消防人員計38名(成績合格結訓37名)，於本(101)年
5月7日起至7月29日止，辦理第二期救助隊培訓，藉以精進其個人救助

戰技、災害搶救戰術運用及特殊災害處理能力，並提昇本局消防戰力

及強化人命救助成效，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消防救助訓練需經十二週以上的專業技能及專項體能訓練方能結

業，其專業技能訓練課程內容包含下列項目：

一、水上、激流及海浪救生。 五、救助戰技訓練。

二、救助基礎理論。              六、山地救生專業訓練。

三、救助器具應用。              七、空中立體救災訓練。

四、基本繩結及應用。              八、火災搶救演練(fi refi ghter1)。
另為評估、檢測救助隊學員於十二週培訓成果，分別於消防專業

技能及專項體能訂定檢測項目，確認受訓學員之專業技能及專項體能

足以勝任未來工作之需求及提昇大隊、分隊整體戰力，其專業技能及

專項體能檢測分述如下：

一、 專業技能部分(佔測驗總成績60%)：結索能力測驗、橫渡架設操

作、捲揚器低所救出架設操作、繩索登降操作、橫渡操作、掛梯

操作等六項檢測項目。

二、 專項體能部分(佔測驗總成績40%)：負重爬梯、一萬公尺跑步、單

項引體向上、一分鐘伏地挺身、仰臥起坐、俯臥弓身、舉重(槓鈴

60磅)、抬腿腹肌運動、折返跑等九項檢測項目。

綜上，依據內政部消防署訂定「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構)消防

救助隊體技能測驗基準」所示，雖然專業技能部分成績佔測驗總成績

百分之六十，但無強健之體能為基礎，其橫渡摔落如何自救？單足、

雙足如何上登？其次，消防救災成功與否係團隊通力合作的結果，若

救災團隊中有成員因個人體能不堪負荷災害現場之強度，而拖累整個

團隊，亦無法將整體戰力淋漓發揮。再次，消防人員每日需面對不同

類型的災害事故，其執行勤務的工作環境時時具有高度危險性，體能

表現較好的消防人員在救災、救護時可縮短災害、救護之準備流程，

爭取時效性，順利執行及完成任務，因執行勤務而導致受傷狀況也可

減少，反之，則大大提高消防人員曝露於災害之風險。

因此，為結合消防人員工作職場所需專業技能，並提供救助隊培

訓人員正確且能持之以恆的自我鍛鍊，進而推廣至本局所有同仁，本

期救助隊培訓運用消防體適能訓練，透過科學化之體適能測驗方式及

評估，全面改革原有消防訓練方式之體能訓練，使受訓學員自我檢視

本身消防體適能現況程度，逐步提升自身肌力、肌耐力、柔軟度、心

肺耐力及身體組成之體適能，並提供消防人員於備勤期間自我加強其

體能鍛練與維持機制，協助其具備較優的應變能力、專業性的技能與

體能。其中，消防體適能名詞定義如下：

一、 肌力(Muscular Strength)：肌肉組織對阻力產生單次收縮的能力。

消防人員需隨時緊急操作器材能力。例如：扛器材、操作切割器

具、駕駛救護車、雲梯車等。

二、 肌耐力(Muscular Endurance)：肌肉群以最大或非最大肌力持續收

縮的能力。如屈膝仰臥起坐主要在測驗腹部等張性的彎曲力量的

耐力。消防人員需長時間執行勤務工作。例如：垂降、攀爬、逐

層爬階梯滅火、搜尋等。

三、 柔軟度(Flexibility)：單一或多關節的可活動範圍，是指任意可以

屈、轉、彎、扭轉，而不會因這些動作而造成身體傷害。消防人

員搶救中必需應用身體整體性能力抱、推、拉。例如，搶救山

難、水災受困人員等。

四、 心肺耐力(Cardiovascular Endurance)：大肌肉群在某一特定運動

強度持續一段時間的能力。例如：消防人員需支援特殊性或國際

性較長時間搶救滅火、地震、海嘯、搜尋等工作。

五、 身體組成(Body Composition)：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腰、臀圍比(身體脂肪分佈比：WHR)，身體肌肉、脂肪等組

織所占的比率。消防人員本身需肩負25-30公斤消防器材，其總

體更要做好管理工作，以維護消防人員的身體健康，才能有專業

性、有效率表現能力與整體外觀形象。

另外，再分析「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構)消防救助隊體技能測

驗基準」中，專項體能部分之九項檢測項目，大多著重於臂力、腹肌

力、耐力及腳耐力之加強，其體能檢測上精確度與精準度明顯不足，

體能課程編排亦缺乏較符合消防人員所需之具體訓練。因此，第二期

救助隊培訓體能訓練課程合併參照專業技能課程每週調整體能訓練及

重量訓練之循環次數、強度、休息時間、週次及週數，每日依照學員

體能現況訂定訓練目標，以超負荷、漸進性、專一性及學員不同的身

體反應，漸增負荷訓練量(訓練原則如圖)，輔以伸展及柔軟度訓練，

全面提高學員身體活動肌力、肌耐力、速度、瞬發力、心肺耐力、敏

捷性、平衡性、協調性，並降低受訓過程中肌肉、韌帶受傷之憾事發

生，順利完成救助隊培訓及提高訓練成效。

此外，為隨時瞭解學員個人訓練成長進度並將相關數據、訊息回

饋至救助隊體能訓練課程，俾利教官調整、修正體能訓練課程內容，

於救助隊培訓開訓第一週、第六週及第十一週實施體適能檢測，運用

相關檢測器材(如圖二)將參訓學員之身體質量指數、身體脂肪分佈比、

柔軟度、腹肌耐力、心肺耐力、手部肌力、背部軀幹最大肌力、臂肌

耐力、瞬發力及敏捷性等相關參考指標量化，並以數據方式呈現。

以消防體適能為基礎之救助隊培訓中，體適能的評估與測量是相

當重要的一部分，檢測項目往往會導引培訓過程受訓學員的訓練方

式，再者，隨時掌握受訓學員身體活動能力表現之評量亦是發揮專業

性技能的重要根基，二者相輔相乘，缺少任何一部分，都無法獲得培

訓最大之成果。因此，配合消防工作屬性與性質，預設所需具備之體

適能(身體質量指數、身體脂肪分佈比、柔軟度、肌耐力與心肺耐力)及
專項體能(手部肌力、背部肌力、瞬發力、敏捷性、肌耐力與速度)，訂

定檢測項目如下：

一、 體適能檢測項目：身高、體重(身體質量指數)、腰、臀圍比(身體

脂肪分佈比)、坐姿體前彎(柔軟度)、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腹肌耐

力)、1600公尺跑走(心肺耐力)。
二、 專項體能檢測項目：右左手最大握力(手部肌力)、背部肌力(背部

軀幹最大肌力)、一分鐘伏地挺身(臂肌耐力)、立定跳遠(瞬發力)、
折返跑4*10公尺(敏捷性)、負重爬梯(速度、敏捷性、肌力、肌耐

力、心肺耐力)。

第二期救助隊培訓於入訓時、訓練期中及結訓時各施以體適能及專項

體能檢測， 其檢測成績初步統計如下：

最後，分析接受救助隊十二週培訓之學員，在消防體適能及專項

體能之各檢測項目數據後，獲得以下初探性成果：

一、 消防人員在以消防體適能為基礎之救助隊培訓成效上，經十二週

訓練後，在右、左手肌力(握力)成績表現上，較無明顯成效，在訓

練期中檢測時，有停滯不前甚或退步之趨勢；顯示在專項體能課

程編排上仍需修正、加強右、左手肌力之訓練課程，避免受訓學

員在操作專業技能時(如繩索登降操作、雙節梯及掛梯操作…等)，
因手部肌力不足而造成受傷情事，並藉此獲取在專業技能成績上

更佳之表現。

二、 在柔軟度、瞬發力、敏捷性及臂部、腹部肌力表現方面，顯示相

關體適能及專項體能課程編排上，均對消防人員體能提昇貢獻度

上有明顯成效；上述各部分肌力綜合表現，更具體呈現在1600公
尺跑走及負重爬梯(速度、敏捷、肌力、肌耐力及心肺耐力)之成績

上，其進步幅度分別達到9.74%及25.22%。

消防人員在災害搶救現場必須面臨著不同的壓力與挑戰，其勤務

制度與輪值工作性質，使得生活作息形態與一般民眾大不同，超負

荷的服勤時數、高工作壓力、高危險環境的任務所構成之繁重消防勤

務，時常排斥訓練進行且消防人員不像一般公務員固定休假(視勤務需

求停休)，導致家居生活、休閒活動及鍛練體能規劃之時間大受影響，

進而降低訓練活動參與。其次，輪值熬夜無法獲得充足睡眠、飲食未

節制造成肥胖、不當的生活習慣(抽煙、喝酒)、缺乏正確且健康的運

動習慣，都是危害消防人員身體健康的危害因素。最後，因公傷病的

研究調查發現消防人員常因執勤救災、救護任務，由於長期不正確行

為、姿勢和習慣而造成拉傷、扭傷與人因工程相關疾病，其包括累積

性創傷疾病(如肌腱炎、神經壓迫)與背部疾病(腰與薦椎拉、扭傷、下

背部疼痛、椎間盤突出)，此類傷害可能一開始僅是輕度，隨著時間累

積而轉變成中、重度傷害，進而影響工作時數與有效對抗火災的能力。

因此，如何找到適合自己最低有效訓練劑量之體適能課程處方，持續不

間斷地督促自己保持並提昇個人體能，除了可以讓自己在工作職場上降

低受傷的機會、精進自身消防戰技外，最重要的是隨時保持活力，健康

地生活。

以消防體適能為基礎之救助隊培訓初探以消防體適能為基礎之救助隊培訓初探
The 1st experience of rescue team nurturance training based on fi refi ghting physical fi tness. 教育訓練科股長 蔡石芳

圖二：檢測器材圖一：訓練原則

本局為使外勤各大、分隊同仁於執行積極性消

防救災及火場人命搜救，精進人命救助戰技、戰術

及特殊災害處理能力，特從各大隊共遴選38人，於

101年5月7日至7月29日由大誠分隊及西屯分隊兩駐

地參加本局第二期救助隊養成訓練，藉以提升本局

消防戰力及強化人命救助能力。

此次訓練包含水上救生、急流救生、救助基礎

理論、器具運用、基本繩結及應用、救助戰技訓

練、山地救生訓練、立體救災訓練、火災搶救訓練

等課程，因課程緊密，壓縮每個訓練課程時間，故

教官授課時均全神專注。其中水上救生佔整個訓練

1/3的時間，為使學員能熟稔水上救生技能，更特別

編排水上救生教練班訓練，且因學員轄區有大安溪

流域及海域，水域救生技能則相對重要許多。

前五週水訓，印象最深刻的莫屬於急流救生訓

練，竹山訓練中心的仿激流救生訓練場讓我們體驗

到水的可怕，但只要我們個人裝備齊全，確保姿勢

作確實，並有立即判斷水流種類及流向的能力，便

能安全無恙的上岸。R1為注重個人求生技巧，R2為
訓練於急流中人命搶救。

移地訓練擇於水里溪，雖說我們位於水里溪與

濁水溪匯集處訓練頗為安全，但因適逢豪雨期間，

濁水溪水勢洶湧、泥水滾滾，只要稍一鬆懈，還是

有危險性。起初教官為使我們適應「活水」，讓大

家先利用攻擊式及防衛式試試水溫，再以確保姿勢

單人過激流區。陸續訓練單雙人渡河、人鍊渡河、

泛舟及翻舟自救、水域繩索運用及活餌救生等多種

技巧，其中就屬泛舟及翻舟自救最刺激，除要通過

沸騰線及白色流域，更要在短時間內完成翻舟自救

動作，此時團隊默契就顯得更為重要，即使划到精

疲力竭也要用力的划，因為下游就是聲勢驚人的濁

水溪阿！讓我日後回想起來那濁水溪的波濤，還是

會起雞皮疙瘩呢！

在救助訓前其實對幾條細繩、綁幾個繩結、再依

靠金屬器材作任何救助動作，其安全性總讓我疑慮不

安。但在這幾個禮拜學習到要相信自己綁的繩子及牢

固的固定點，如此不管是上登、下降或水兵橫渡，才

能心無旁鶩的完成每次訓練。教官說繩索的知識博大

淵深，要如何利用繩索之轉折、繩索與繩索間的互相

壓繩之結繩要領，並熟練各種繩結及建立系統，各項

運用基礎才能在各種災害現場中運用自如，同時也分

組培養團隊默契，由各組遴派的指揮官分配任務，以

最佳的方法將人員順利救出，這些技巧都是需要我們

反覆的磨練。且因救助訓涵蓋多種訓練，導致繩索運

用課程被擠壓，每一課程實際操作的時間有限，僅能

學習到基礎觀念，要能熟練實有難度，唯利用爾後的

體技能訓練補其不足。

這次的山搜訓練是我登山初體驗，其中也感受

到本局山難搜救隊的辛勞，光是我們輕裝就走地彆

手彆腳，更何況他們是重裝上陣，不過美不勝收的

景色正是登山迷人的地方。「立體救災」則是我們

既期待又害怕的課程，能體驗到刺激感，但又畏懼

從20m的高度滯空下降。待國搜隊教官精闢的講解

要領後，終於盼到每位學員輪流表現下降的英姿，

機上那轟隆轟隆的聲響掩蓋所有談話聲，機工長只

能利用手勢及眼神作交流，當我還來不及享受下降

的快感及恐懼，雙腳已經踏實地站在跑道上了，這

種經驗一生中能有幾次呢!
最後的火災搶救訓練班著實震撼了我們的心

靈，除了一些顛覆昔日所學知識，更發現其實自己

體力仍需加強，教官說三個月救助訓在以後的職

涯，火搶班的所學會運用到8成，其餘僅有2成，

如此彰顯課程重要性。授課時我們皆全程穿著消防

衣帽鞋及背負SCBA，第一階段為了測試個人呼吸

量，教官們設置層層重度工作量關卡，其中就屬

「敲地鼠」最艱難，不靠蠻力只憑技巧，走完兩趟

無不喘噓如牛。第二階段包含黑暗迷宮、鐵籠、通

風射水、基本滅火技巧及仿各類場所火災搶救等，

教官說課程緊湊僅能挑選重點訓練，但還是在短時

間內增加許多搶救的知識。尤其是「正壓排煙」的

課程，在符合一定的條件下，利用正壓通風排煙原

理，進而更迅速撲滅火勢，未參訓前我們都是使用

「負壓排煙」，在爾後的火場搶救上，希望可以將

兩者優缺點用於實務上，讓火災可以更容易搶救。

三個月救助訓，主要是磨練心志、培養默契、

充實技能及鍛鍊體能，不僅每天太陽未升起前跑

步，晚上亦需在月亮陪伴中作體能；白天教官所教

授的專業技能，晚上利用空閒將授課重點寫成筆

記，俾利日後可作為複習的工具書。訓練雖然累卻

也過得很充實，從中體會到所需學習東西仍太多，

唯有靠往後自我體能及技能上的加強和經驗累積。

救助隊結訓不是結束，而是另一個開始，未來如何

保持體能及學以致用於實務上，是結訓後的另一項

課程。期望我們「救助貳勢力」能秉持救助本命的

精神，為消防竭盡最大的心力。

表一：第二期救隊培訓學員基本資料表

人員 平均年齡 平均身高 平均體重 平均腰圍 身體質量指數

37(人) 25.4歲 174.0公分 70公斤 31.78吋 23.08

一、第二期救助隊培訓學員基本資料：如表一。

二、體適能及專項體能檢測統計表：如表二。

表二：體適能及專項體能檢測統計表

檢測項目 入訓 訓練中 結訓

體

適

能

坐姿體前彎 30.49 32.81 37.89 公分

仰臥起坐 50.3 52.03 52.37 次/60秒

1600公尺跑走 425.1 403.5 383.7 秒

專

項

體

能

右手肌力 47.6 45.2 47.51 公斤

左手肌力 44.42 42.04 44.44 公斤

背部肌力 143.6 149.4 151.1 公斤

瞬發力 223.5 225.7 228.6 公分

敏捷性 10.71 9.948 9.758 秒

伏地挺身 56.92 58.59 62.68 次/60秒

負重爬梯 173.3 164.7 129.6 秒

南屯分隊隊員 廖志華

漫長暑假一直是國中小學童最期待的假期，為了加強學童防火知識及安全教

育，增加自我保護意識，本局第六救災救護大隊暨南屯分隊特於101年7月6日、

13日與20日下午2點至6點共三梯次，總名額180人，選定於南屯分隊舉辦「暑期

消防營-消防小尖兵」活動。

由於每梯次名額只有60人，且參加者可以獲得精美小禮，再加上本局歷年活

動口碑極佳，使得民眾報名相當熱烈。開幕典禮於7月6日下午舉行，由第六救災

救護大隊大隊長林黎銘主持，典禮中由義消總隊第一婦宣分隊分隊長張美珍敲鑼

為活動揭開序幕。

本活動冀以寓教於樂、親身體驗的方式，藉由闖關比賽來認識消防，內容兼

具安全性、趣味性及教育性；首先，將每一梯次參加人員分成六隊，分別予以命

名為山羌隊、獼猴隊、黑熊隊、雲豹隊、帝雉隊及水牛隊，每一隊由主辦單位派

員擔任該隊隊長，負責引導闖關關卡及帶動團隊精神；各闖關關卡分別為防災宣

導暨消防智多星有獎徵答、手繪家庭堡壘、大聲公競賽、求救119、突襲吊橋、

消防神射手、濃煙體驗及比手畫腳，內容非常豐富，每關關卡皆有一位關主負責

評比各隊團隊精神及競賽成績，於活動結束後依成績高低選出最優秀的一隊另予

表揚；活動過程中，不時可以看到各隊互相較勁外，為隊友的加油聲持續不停，

每位參加者同心協力完成一關又一關的挑戰，展現出團隊精神。

大隊長林黎銘表示，期望藉由此次活動，加深並奠定小朋友防火與防災的觀

念，以提升災害發生時的應變能力，降低人員發生傷亡的機率，讓小朋友能有個

充實、難忘又快樂的暑假。

暑期消防營「消防小尖兵」
  為了散播防火安全觀念，讓防火安全及避難逃生的觀念深植民眾心中並

萌芽茁壯，烏日婦女防火宣導分隊年年前往轄內烏日啤酒大街參與啤酒觀光

節的設攤活動，今天於8月19日由烏日分隊小隊長韋三興及隊員楊維裕率領

烏日婦女防火宣導分隊的伙伴們，前往烏日啤酒大街辦理防火宣導活動，這

次宣導對象包含來啤酒觀光節的遊客及當地社區居民，參與人數大約3000餘
人，現場除利用簡易的圖表海報來介紹防火觀念及如何使用滅火器、緩降機外，

也實際拿出滅火器、緩降機讓民眾體驗及操作，惟有透過實際操作，才能夠在火警發生時從容應對

而不慌張。

在滅火器使用部分，婦宣伙伴們細心教導民眾如何使用滅火器及使用時

機，婦宣伙伴們並套用口訣「拉、拉、壓」現場實際操作給民眾看，使

民眾能很快學會如何使用滅火器。緩降機使用部分，伙伴們也套用口訣

「掛、丟、套、束、推」教導民眾們緩降機的使用方法，但也提醒民眾

們，火災發生時，逃生應以樓梯、通道、安全門為主，在無法利用其他

通道做為逃生時，才使用緩降機逃生。

本次宣導活動順利成功，也感謝烏日啤酒廠，給烏日婦女防火宣導

分隊這個機會能夠到活動現場宣導防火觀念，也希望藉由這次活動，能夠

讓民眾深深把防火觀念記在腦海裡。

烏日啤酒大街防火宣導活動
Wurih Beer Street fi re prevention promotion activity.

烏日分隊隊員 楊維裕

7月18日17時35分本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接獲報案，位於梨山轄

區台7甲線64公里，清泉橋旁產業道路進入約6公里處，有民眾目擊

一部大型拖板車翻落約200公尺山谷，情形相當危急，梨山分隊詹小

隊長立即 率消防人員及義消共30名，攜繩索、長背板及救生器具等

前往搶救。

到達現場時天色已昏暗，且坡度平均有80度傾斜，再加上斷枝

碎石等障礙物，更是增加救援之困難性。帶隊官詹小隊長評估現有警

力及地勢，決定以人員徒步方式做地毯式搜尋。18時28分在距離路

面約150公尺深度發現1名男性駕駛卡在桃樹斷枝間，其意識模糊且

身體多處擦傷及撕裂傷，拖板車距離傷者再往下50公尺，車體已嚴

重變形，可能為傷者自行跳開車體，或是被撞擊力所拋出。救援人員

以頸圈及長背板等固定傷者，給予清傷包紮及心理支持，隨即合力將

傷者跨過樹叢殘枝之崎嶇山路，並送上救護車，後送梨山衛生所急

救。

7月以來梨山分隊轄區已有2件車輛翻落山谷事故，強烈的撞擊

力及墜落深度，皆造成重大傷亡。第二救災救護大隊提醒民眾，行經

山路時務必減速慢行，考量身體及精神狀態良好時再行車，全車人員

也要繫上安全帶，以保障人命安全。

后里區區長蒞臨指導

蘇拉颱風於101年8月2日侵襲中部縣市，仁化分隊於當日下午接獲派遣，轄內多處低窪地區有淹

水情況及山區民眾住家有土石流入狀況。仁化分隊立即出勤救災，協助民眾移往安全避難場所避難，

並將多處積水過高危險路段拉起警戒，警示民眾勿通行及巡視轄內河堤，並在旁勸導觀浪民眾離開，

降低民眾生命安全威脅。仁化分隊轄內危險水域計有大里溪及草湖溪，平時為枯水期，颱風季節才有

水量。

颱風、豪雨是臺灣地區重大天然災害成因之一，由於臺灣地處西太平洋亞熱帶地區，受北太平洋

西部及中國南海地區生成的颱風影響最多也最大， 颱風來臨前可採取下列措施防範：

一、 颱風來襲前，可至中央氣象局網站或利用「166、167」氣象錄音電話，隨時注意最新颱風動向，

做好各項防颱準備。

二、 正在郊外登山露營者應儘早返家，預定登山、露營但尚未出發者，則應取消行程。

三、 如住所地勢低漥有淹水之虞者，應及早遷移至較高處所或較高樓層。

四、 居住在山坡地或土石易崩之處者，應儘快離開該區域，並至緊急開設之收容所居住。

五、 於河邊工（耕）作者，應儘早離開，防止被洪水圍困；亦應避免至海岸、溪流觀浪、戲水、撿拾

石頭、捕魚釣魚。

至於 颱風來臨時應注意以下事項：

一、 如住宅堅固又不受海嘯、洪水影響，應留在家中。

二、 若停電時，使用燭火應遠離可燃物，以免造成火災。

三、 千萬別到海堤觀浪、戲水、撿拾石頭、釣魚等，以免發生意外。

四、 看到街上或室外斷落的電線，不可用手觸摸，應通知電力公司或消防單位前往處理。

五、  行駛中車輛若遇強風侵襲，應停於路邊或找安全處所掩避，不可強行駕駛。颱風來襲雖然可怕，

但只要確實做好防颱措施，就可以保護全家平安，避免遭受颱風的侵害。

蘇拉颱風救災及防颱注意事項蘇拉颱風救災及防颱注意事項
Disaster rescue during Typhoon Saola and precautions against typhoon.

第二期救助隊參訓心得
The refl ection of participating secondary rescue team nurturance training..

后里分隊為提昇民眾防火常識，特與后里國際青年商會共同舉辦

「后里風箏節暨防火宣導」活動，活動於101年7月1日上午9時在

后里區后里馬場馬術場舉行。本次宣導活動由后里分隊隊員黃龍

榮、蘇昕岳率后里婦女防火宣導分隊21人並出動火災預防宣導車

及後勤車前往宣導，參與民眾共計約400人。

本次活動宣導主題為「防火防災風箏彩繪」，因適逢週末假

日，參與人潮相當踴躍，活動內容包括(一)防火防災風箏彩繪：指導

民眾於風箏上繪製各項防火防災知識及事物、(二)消防智多星—多看多聽，你就是消防小達

人：講解消防常識及測驗、(三)迷霧穿越者—不慌不忙，低姿勢爬行過關：濃煙體驗、(四)火焰

高手—只要拉拉壓，火焰死光光：滅火器操作教學。活動現場採闖關方式進行，全部闖關通過者可參加抽獎，

獎品內容為各式防火防災宣導品，豐富且趣味性十足，讓參與民眾在遊樂的同時輕鬆學習，充分提升其防火防

災、避難逃生應變及相關消防常識，使民眾歡度一個充實的防火體驗假日。

后里婦女防火宣導分隊分隊長張玉權表示，為確實提昇民眾之防火逃生觀念，藉由辦理此次防火宣導活

動，促進參與學童與家長間之親子互動，營造親子共同學習的環境，並藉由活動宣導人員生動有趣的多元宣導

方式，讓參與民眾確實吸收各項火災預防、避難、逃生知識並加深印象，也讓防火宣導教育更廣為人知、向下

紮根，達到全民防火教育普及化之目的。 

梨山分隊搶救台7線大拖車翻落山谷實錄梨山分隊搶救台7線大拖車翻落山谷實錄
Lishan Branch rescued trailer accident on Provincial Highway 7A.Lishan Branch rescued trailer accident on Provincial Highway 7A.

臺灣地理位置特殊，位處地震頻繁地帶，加上近年來全球氣候變

化異常，造成天災不斷且災害規模日益擴大，為強化災害來臨時的

搶救及應變能力，臺中市政府指定由龍井區、大甲區及北屯區公所

分別依所轄特性及轄內常見災害類型辦理「101年度區級災害防救演

習」，並由本局轄管第四、五、八救災救護大隊配合執行，以落實臺

中市地區災害防救目標。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於101年9月14日上午10時假幼獅分隊前廣場

舉辦「101年度區級災害防救演習─地震災害實兵演練」，並由本局

第五救災救護大隊、特搜大隊與大甲、幼獅等分隊(含義消、婦宣、

志工)及環保局、衛生局、社會局、台灣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等機

關團體配合各項演練項目，包含防災宣導、海嘯預警疏散、災情查

報、召開防災會議、災害搶救、警戒管制、災民收容、管線搶修及災

後復原重建等逾15個項目，當災害發生時各任務編組人員均能迅速發

揮各項災害防救功能，讓人命傷亡及財物損失減至最低。

活動開場由大甲婦女防火宣導分隊，以演出地震災害狀況劇方式

宣導民眾正確防災觀念，生動活潑又逗趣的話劇宣導，讓在場的民

眾，吸收不少防震新知，也贏得滿堂喝采；此時現場模擬地震發布海

嘯警報，於數小時後可能危害臺灣沿海，消防人員勸離沿海釣客及民

眾前往高處避難，地震造成通訊、電力中斷，多處房屋倒塌造成火災

發生，消防機關立即啟動災情查報通報作業及各項災害搶救，當地震

發生時警消人員除接獲災情立即前往搶救外，對於瓦礫堆中執行人命

搜救更是刻不容緩，大甲鳳凰志工人員協助緊急傷病患檢傷、初步急

救與後送。

災害搶救歷程無法重新來過，為求更精進我們必須要藉由平時演

練，才能減少更多的傷亡；惟有事前周全的準備及平時以戰養戰，才

能培養更多臨場應變能力。為了讓民眾瞭解防災及疏散避難知識，在

921大地震屆滿13周年前，辦理此場演習，更能強化大甲區各救災單

位整合應變能力，並加深民眾防災、避災、減災的正確觀念。

本局配合辦理大甲區本局配合辦理大甲區101101年度年度
區級地震災害防救演習及實兵演練區級地震災害防救演習及實兵演練

Taicchungg Cityy Goveerrnmennt Fireee Bureeau aasssistedd mannaginng Dajjia Disstrictt 
Eartthquaake Disasterr PPreveention aand Reescuee Exerciise annd Drrill in 22012.

大甲分隊隊員  蔡明芳

本局自8月21日起開始辦理為期12週之救助隊訓練，並於9月7日假臺中港漁業專業區辦理海域

救生訓練，由臺中市水上救生協會講授各種海域救生之技能及注意事項。

 訓練課程計有：船外機維修、出海、返航要領、直線加速、L型轉彎、8字迴轉、大量溺者救

援要領、海浪救生等課程。學員於浪高1.5米的海域中，學習救生船艇轉向、破浪、鑽浪及救人技

巧，由於風浪太大，學員駕駛船艇稍有不慎，即易造成船艇翻覆，所以此時學員必須於大浪中將船

艇翻正，拖回岸上再親自拆解船外機進行維修。有別於以往船外機進水後，船就必須拖回保養廠處

理的方式，現在只要自已動手維修，就能讓船外機再次發動，過程雖然辛苦，學員們卻大呼過癮。

此次訓練雖在烈日中進行，但學員們的學習興致十分高昂，不因外在環境而影響整體訓練成

果。經過幾天由淺入深的訓練課程，從最基本的組裝，到進階的操作救援動作等，學員深感獲益良

多。經過訓練之後，不但提昇了學員的救生能力，並能提供快速有效率的救援服務，以確保民眾海

域休閒活動之安全。

本 局 辦 理 第 三 期 救 助 隊 海 域 救 生 訓 練本 局 辦 理 第 三 期 救 助 隊 海 域 救 生 訓 練
The tertiary rescue team’s lifesaving training in sea area. 梧棲分隊隊員 李雅樂

第八救災救護大隊組長 凃政宏Taichung Shengshou Temple donated a fi refi ghting prowl car.
臺中市北屯區聖壽宮捐贈本局消防警備車

臺中市北屯區聖壽宮有感於大坑山區務農維生居民人數眾多，每逢週末假日更有大批遊客前往登山健行，惟山區地形

崎嶇、幅員廣闊，許多道路狹窄難行，倘有意外災害發生或民眾受傷待救時，大型消防車輛往往不易駛達救災(護)現場，

因此主動與本局聯繫並表達捐車意願，經協調後決定捐贈1部五人座房車予以轄區第八救災救護大隊東山分隊使用，企以

有效提升附近山區消防救災、救護效能，進一步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本局於8月14日上午10時在東山分隊駐地舉行捐車儀式，由聖壽宮董事長張真憲代表捐贈，吳副局長青芳代表接受並

回贈感謝狀以表彰廟方大力支持地方消防工作的善行義舉。與會來賓除中市消防、義消人員約50名外，並特別邀請臺中市

議員曾朝榮、第八大隊義消大隊長陳成添等地方仕紳一同參與觀禮，過程簡單隆重。

聖壽宮主祀關聖帝君，除為臺中市北屯區知名廟宇，更是大坑山區及鄰近鄉里民眾的信仰與聚會活動中心。一直以來

廟方秉持著關聖帝君犧牲奉獻、救世助人的精神，致力於社會公益、文化、消防等慈善事業不遺餘力。以消防局為例，聖

壽宮自民國96年捐出第一輛義消後勤車後，又陸續捐贈了3輛消防、救護車輛，每

年並主動認捐相關救災、救護裝備器材，供東山分隊執行各項救災(護)勤務之用。

吳副局長於致詞時表示，廟宇是人民信仰寄託所在，也是幫助政府機關推動

各項行政工作的重要力量之一，聖壽宮慷慨解囊積極參與地方慈善事務之善舉不

但可以強化大臺中救災能力、確保更多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也期望能藉此達到

拋磚引玉之效，吸引更多善心人士(企業)將社會資源挹注於消防救災工作上，共

同努力將大臺中打造成一個安全無虞適合人居的幸福城市。

本局救護車出勤次數頻繁，為確保第一線消防同仁及民眾之安

全，積極向各界爭取捐贈救護車，101年7月本市潭子區慈龍宮及宇明

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各捐贈乙台優質救護車暨救護急救器材配備，供

本局辦理緊急救護使用。

臺中市潭子區慈龍宮，秉持崇揚關聖帝君忠義大節教化人群，且

認同消防救護、為民服務之精神，為響應社會公益、擴大回饋社會及

造福鄉里，冀望為本市緊急救護工作奉獻心力，讓本市到院前傷病患

均能得到最妥善之醫療照護，於本(101)年7月18日上午10時假本局第

一救災救護大隊豐原分隊舉行捐贈救護車儀式。

宇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周欽俊先生熱心公益，積極參與

社會慈善不遺餘力，為配合救護工作需求並提昇救護品質，以實際行

動回饋鄉里嘉惠市民，為此捐贈配備完善之救護車，於7月19日上午10
時假本局第三救災救護大隊中山分隊舉行捐贈儀式。

本局擁有裝備完善的救護車及救護急救器材，對傷病患之急救處

置均能發揮最大功效，挽回無數患者寶貴性命，深獲各界讚揚與肯

定，目前仍有少數民眾濫用緊急救護資源，於此本局呼籲民眾應善加

利用珍貴的救護資源，期望市民共同來維護優質的緊急救護品質。

Tanzi Tszlung Temple and Yeuumingtai Chhemical Inddustrial Coo., Ltd. donnated an ammbulance. 緊急救護科書記　游家錚

Summer Firefi ghting Camp – “Juvenile Firefi ghting Team”.

Houli Branch assisted managing “Houli Kite Festival and Fire PreventionPromotion Activity” 

后里分隊分隊長 黃智鴻

仁化分隊隊員 黃嘉宏

梨山分隊小隊長 詹進生

幼獅分隊隊員 郭政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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