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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災害的心理狀態

» 臨危一定會慌亂（在場只要有發生過交通事故的一
定有經驗）

» 計畫、標準作業程序在慌亂時發揮最大功用

為何要演習

» 演習設計的目標在於建立長期且精細建構之綜合性
演習計畫

» 確認所有緊急管理功能的稱職表現
» 主要好處：

˃ 人員的訓練：使人員熟悉角色並獲得經驗
˃ 制度的改善：提高組織緊急情況之處理制度



經由演習，組織可以釐清以下事項

» 測試與評量現有計畫、政策與程序是否適當
» 找出計畫弱點
» 找出資源缺口
» 改善協調與通訊
» 釐清各單位間角色和責任
» 訓練特定角色與職責的人員
» 促進危機處理人員的工作效能
» 確認各方支援的承諾
» 達成相關法定演習責任

演習的目的…

» 演習的真正目標：找到問題、改善現況
» 現況：認為演習不能有缺失，因此反覆預演，造成表演

的性質大於演習
» 真正目標在演習的規劃與執行過程中被完全忽略
» 最重要的是與真實危機發生時之狀況比較，落差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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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驗證：實際災害、演習
（兵推、實兵演練）



為什麼要舉辦狀況推演

» 因應經常發生的週期性危機狀況vs.因應平時不會發
生的重大危機狀況。

» 除實兵演習以外，可將最嚴重狀況（Worse Case 
Scenarios）納入推演的設計。

» 省錢：節省舉辦傳統演習的鉅額經費。
» 範圍更廣：兵棋推演可以模擬無法想像的災情。

狀況推演的目標

» 使參與應變人員熟悉任務與相關設施運作，以達成
提升作業效能之目的

» 導入狀況推演之圖上訓練模式，彈性的假設各種實
際危機的狀況，加強參與者狀況判斷，提升危機處
理人員的緊急應變能力



颱風、豪雨期間與坡地、土石流相關機關的協調合作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農委會林務局

經濟部水利署
交通部公路總局

原住民委員會

內政部消防署

經濟部國營會、臺灣電力公司

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中華電信

內政部警政署

國防部

CEOC

地方政府

» 水利局、水務局
» 工務局、建設局
» 交通局
» 農業局
» 衛生局
» 環保局



縣市府應變中心各局處之應變對
策為何？

災情傳播

緊急聯絡市長
應變中心開設

劃定警戒區域

低窪地區疏散撤離

封閉地下道

啟動抽水站

通知安養機構

捷運與公車停駛

民眾垂直避難 民眾移動車輛

通知電力公司切斷
淹水地區電源

開設收容處所

通知學校、醫院

請求國軍支援

颱風、豪雨期間與地方政府的協調合作

水土保持局應變小組

台北分局應變小組

地方政府進駐組（聯絡官）

各種情報蒐集

台北市EOC

新北市EOC
基隆市EOC

桃園市EOC

新竹市EOC

新竹縣EOC

宜蘭縣EOC





演習的循環 Exercise Cycle

建立演習的基礎
Establishing the 

base

演習劇本開發
Exercise 

development

演習的執行
Exercise conduct

檢討與評估
Exercise critique 
and evaluation

後續改善事項
Exercise follow-up



演練與演習規劃重點

» 應變小組與各單位全部參與vs.僅應變小組人員參與
» 演練：

˃ 經常性技能演練(Drill)可全員參與，同步進行，縮短時間

» 實兵演習：
˃ 每次辦理均有不同的想定狀況
˃ 可僅由應變小組人員與部分單位人員輪流參與
˃ 各應變小組人員針對任務在一定期間應該都要在演習中納

入
˃ 不一定每次都要整個災害管理循環全部演練



演練與演習規劃要點

» 活動以簡單、易行為原則，主要考慮各單位自主之
能力，而非外部或上級救援力量，因而重點為：
˃ 緊急避難疏散；
˃ 緊急救護；
˃ 災情查通報；
˃ 安全檢查與危險區域管制；
˃ 民眾安撫與家屬聯繫；
˃ 避難民眾管制與協助。

» 地方政府救災、治安、醫療等單位本身平時各有任
務，邀請前來參與演練對各單位本身應變能力並無
助益，反而浪費資源。

為何要演習？
» 「災害防救法」
» 第25條：

˃ 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應實施災害防救訓練及演習。 實施
前項災害防救訓練及演習，各機關、公共事業所屬人員、居民及
其他 公、私立學校、團體、公司、廠場有共同參與或協助之義
務。 參與前項災害防救訓練、演習之人員，其所屬機關 (構) 、
學校、團體、 公司、廠場應給予公假。

» 第28條)：
˃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參與編組機關首長應依規定親自或指

派權責人員進駐，執行災害應變工作，並由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
負責指揮、協調與整合。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應有固定之運作處
所，充實災害防救設備並作定期演練。 為免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因重大災害致無法運作，或為支援跨直轄市、縣（市）處理區域
性重大災害，應異地設置備援應變中心。



演習常見之現況-與目的不符

» 現況常見與目的不符者
˃ 缺少規劃設計思考 ，常因拷貝劇本尚未消化。
˃ 表演成分變重 ，因為多練 求少疏失。
˃ 少數人參予 ，從災害應變角度。
˃ 結合防救災資源之呈現不足。
˃ 未有合適之考評機制。

狀況推演的目標

» 使參與應變人員熟悉任務與相關設施運作，以達成
提升作業效能之目的

» 導入狀況推演之圖上訓練模式，彈性的假設各種實
際危機的狀況，加強參與者狀況判斷，提升危機處
理人員的緊急應變能力



防災演習類型

» 簡報導引演習研討會 Orientation Seminar
» 技術訓練演習 Drill
» 參謀作業演習 Table Top Exercise
» 特定應變功能啟動演習 Functional Exercise
» 全功能實兵演習Full-scale Exercise

比較項目 桌上演習（兵棋推
演）

功能演習 全面實兵演習

器材/資源使用 不必動用 不必動用 必須動用

測試部門之間的協
調

有，侷限於討論層
次

有 有

測試資源 無 有 有

測試決策過程 有 有 有

演習複雜度 較低 較複雜 最為複雜

演習成本 較低 較高 最高

演習評估表 沒有正式評估表，
通常由討論者自我
評估

有正式評估表 有正式評估表

～林志豪 醫師 ＜災難最前線＞



防災演習類型

» 簡報導引演習研討會
» 技術訓練演習
» 參謀作業演習

˃ 由演習開發小組主導演習
˃ 災情通常是運用『問題陳述』方式，而非訊息格式
˃ 規劃誘發具建設性的討論
˃ 無時間壓力

» 特定應變功能啟動演習
» 全功能實兵演習

目前大多數縣市政府與鄉鎮公所
『以為』自己執行之兵棋推演

兵棋推演關鍵

» Fun
» Game

» 問題要切合實際現況和趨勢

» 重點在於大家的參與和討論而不是「考試」

» 可以改成為「各自發表」 用便利貼或海報紙、白板



狀況推演的實施時機

» 實施時機一
˃ 定期針對發生機率低，後果衝擊大的危機情況，實施兵棋

推演（如民眾抗爭、環評爭議、重大災害事件）

» 實施時機二
˃ 新首長就職、新設備啟用、新程序發佈時

防災演習在災害演化週期中的角色

應變

復原

減災

整備

演習

2.訓練

3.演習

1.計畫

整備週期



演習驗證與評估

» 驗證緊急應變計畫
» 驗證應變編組
» 驗證緊急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 驗證防災整備（EOC硬體與設備、裝備）
» 應變指揮、通訊與協調能力
» 驗證應變技能

» 演習規劃時要時時思考到上述問題

良好的領導統御系統才能創造成功

優良的指揮系統甚至重於救災技能

NEEDS EXCEED AVAILABLE 
RESOURCES

所有的緊急事件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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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災害）管理研習、訓練的目的

現場力的提升
Operational Excellence

危機管理成效的終極檢驗：危機現場困
境的解除或減輕程度的評估結果

危機應變的特徵

時間不夠（急迫性） 任務眾多、工作量巨大

社會評價標準嚴苛
必須在曖昧不明的狀態下做判斷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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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處理絕對不是仰賴一個人的天才

危機處理依靠團隊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的集體能力

抱持「危機處理就是創造價值的引擎」的共同信念
領導階層要能喚起現場的高昂士氣

問題、過程、結果要能以視覺化展示（看得見）
擺脫「事不關己」的官僚態度

組成高度自律的小團體
現場充分授權

危機因應的持續力



緊急事件管理原則

» Comprehensive
» Progressive
» Risk-driven
» Integrated
» Collaborative
» Coordinated
» Flexible
» Professional

緊急應變計畫必要涵蓋項目

» 組織架構與分工執掌
» 明確建立指揮鏈(Lines of authority)
» 各級代理人
» 與外部組織的介面
» 授權程序(Process for delegation of authority)
» 後勤支援與資源需求
» 人員健康與安全
» 計畫可以獨立也可以整合，也可以二者合一
» 應變相關人員、利害關係人都應該配佈整份或至少

與他們個人任務相關部分的計畫書



Strategic

Operational

Tactical

計畫的三個層級

應變階段任務

» 評估狀況的規模
» 通報學校行政體系/教育主管機關
» 啟動應變小組
» 執行緊急應變計畫
» 視必要啟動指揮權轉移
» 以聯合指揮(Unified command)架構操作
» 清點與確保學生和教職員
» 家長與學生團聚
» 轉移到復原階段



事件

» 天然災害
˃ 地震
˃ 颱洪災害
˃ 坡地災害

» 人為災害
˃ 火災、爆炸
˃ 輻射災害（核電廠事故）
˃ 交通事故
˃ 食物中毒
˃ 溺水

» 安全與犯罪事件
˃ 不明人士侵入
˃ 幫派尋仇、滋事、擾亂
˃ 家庭糾紛
˃ 擄人
˃ 精神異常者
˃ 無差別傷害
˃ 校內學生滋事、罷課
˃ 集體霸凌
˃ 大型活動意外、擾亂
˃ 校外教學意外、走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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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適合兵棋推演

建物倒塌

維生管線受損
（水、電、氣）

關鍵基礎設施受
損

通訊中斷

火災

毒化災

海嘯 交通事故

輻射災害

運輸系統受損

坡地災害

土壤液化

地震

災害與事件的複合性



災害發生時應變行動的優先順序

» 人員安全狀況確認
» 防止災害擴大
» 連鎖災害發生可能性的研判與防止
» 聯絡單位主管和應變小組成員
» 聯繫消防單位、警察單位、相關局處等相關

單位
» 聯繫的其他相關機關或人員
» 受災狀況的拍攝和紀錄（後續製作報告）

大泉光一，2005，学校の地震災害危機対応マニュアル，教育開発研究所，158 p.

災害發生時之應變行動

» 掌握情資
» 人命搜救
» 緊急醫療
» 災民安置
» 賑災行動



應變中心核心功能

» 資訊蒐集與記錄
» 決策
» 協調
» 公共資訊發佈
» 運作管理
» 接待政治人物

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
長應報告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有關災害規模與災情，由召
集人決定成立應變中心後，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立即通
知相關編組單位派員進駐作業。

災害應變中心成立與功能

防災準備宣導 資料分析研判

災情查報

橫向協調機制

警戒管制措施

支援調度、申請

人命搶救搜索

疏散避難收容

新聞監看處理

災害搶救、處理 公共資訊分享

資源整合

災害應變中心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EOC



地方（縣市及部會署地方單位）中央(含相關部會署)
應變預警

43

中央與地方預警應變作業之銜接流程

災害預警模式分析

氣象
預(報)測

災害
監測

研判 決策

氣象資訊即時預報
系統

可能造成災情
之即時資訊
（危橋監測
實際災情監測
……

即時降雨監測

水情、坡地
監測

預警 通報 應變作為
及監測回報

•通報內容
氣象現況
降雨趨勢
淹水預警

坡地災害預
警

綜合建議
•預警尺度：
縣市及鄉鎮

市
•通報方式：
透過傳真及
EMIS系統

情資通報單

短延時定量降雨
預報
（西南氣流/共
伴效應研判）
……

•配合地方監測應更細緻研
判，尺度以村里及部落為
主
•執行疏散撤離，災情回報，
設施搶救，收容安置，災
後復原…

調度 通報

氣象預警研判

淹水預警研判

坡地預警研判



災害防救 本局業務

坡地管理

水土保持

治山防洪
農村再生

土石流災害管理

雨量觀測

土石流潛勢溪流判定
警戒值設定

警戒發佈

防災社區、防災專員
防災教育

災害防救法

土石流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臨災整備

災中應變

平時任務

情報傳遞

災害發生時的作業(Operation)
室內作業

In-house Operation

 被害情報蒐集
 情報綜整研判
 緊急對策指示
 相關機關的聯繫和協調
 情報提供和傳播與運用

現場作業
Field Operation

 巡邏
 道路通行交通管制
 水門、閘門、抽水站操作
 受災狀況調查、查證
 道路、航路開啟
 地方政府支援
 應急對策
 復原對策



在建工程防災

治山防洪工程災損
查通報與搶修

縣市政府土砂災害
前進指揮所協助

進駐縣市政府EOC
災情研判與監控

土石流黃、紅色警
戒發佈確認

黃、紅色警戒保
全戶撤離確認

防災專員聯繫

機具開口契約廠商回報

損壞工程勘災與
災修經費概估

各單位執行土石流防災疏散避難作業規定分工表

單位 辦理事項（主辦） 辦理事項（協辦）
農委會（水
土保持局）

 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規劃示範
 土石流潛勢溪流調查
 土石流潛勢溪流圖冊提供
 土石流監測
 災害分析研判
 發布土石流警戒預報
 土石流警戒預報之解除

 疏散路線與避難處所選定
 防救災資源建檔
 依據地方政府提供之保全住戶名冊建檔
 民眾疏散避難與收容

 以自動語音系統聯繫建檔有案之緊急
連絡人

 道路搶通
直轄市、縣(
市)政府

 疏散路線與避難處所選定
 督導鄉(鎮、市、區)公所研擬

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計畫
 防救災資源建檔
 現地觀測與災害分析
 土石流警戒預報
 土石流警戒預報傳遞
 劃定警戒區域
 民眾疏散避難與收容
 疏散避難執行狀況回報
 土石流警戒預報及警戒區域之

解除
 統籌負責撤離之交通工具

 避難處所整備
 建立保全住戶名冊
 疏散避難人員編組



各單位執行土石流防災疏散避難作業規定分工表

單位 辦理事項（主辦） 辦理事項（協辦）
鄉鎮市區公
所

 疏散路線與避難處所選定
 研訂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計畫
 防救災資源建檔
 建立保全住戶名冊
 避難處所整備
 疏散避難人員編組
 現地觀測與災害分析
 土石流警戒預報
 土石流警戒預報傳遞
 劃定警戒區域
 民眾疏散避難與收容
 疏散避難執行狀況回報
 土石流警戒預報及警戒區域之

解除

 協助籌備撤離之交通工具

各單位執行土石流防災疏散避難作業規定分工表

單位 辦理事項（主辦） 辦理事項（協辦）
內政部  疏散避難執行狀況回報彙整(民

政司)
 疏散路線與避難處所選定(消防署、社會司)
 防救災資源建檔(消防署、營建署、社會司)
 依據地方機關提供之保全住戶名冊建檔(民

政司、消防署、警政署)
 避難處所整備(消防署、社會司)
 警戒區域人力支援(警政署)
 民眾疏散避難與收容

 電話聯繫村里長(消防署、警政署、民
政司)

 協助弱勢族群疏散(消防署、警政署、
民政司)

 強制疏散(警政署、消防署)
 收容安置(社會司)
 管制交通(警政署)
 道路搶通(營建署)
 治安維護(警政署)

交通部  氣象監控(中央氣象局)  災害分析研判(中央氣象局)
 發布土石流警戒預報(中央氣象局)
 土石流警戒預報之解除(中央氣象局)
 防救災資源建檔(公路總局)



各單位執行土石流防災疏散避難作業規定分工表

單位 辦理事項（主辦） 辦理事項（協辦）
原民會  原住民鄉（鎮、市）土石流警

戒預報傳遞
 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規劃示範
 防救災資源建檔
 建立保全住戶名冊
 避難處所整備與疏散避難人員編組
 民眾疏散避難與收容

 電話聯繫村里長
 協助弱勢族群疏散
 收容安置

經濟部（中
央地質調查
所）

 地質不穩定區調查  災害分析研判

國家災害防
救科技中心

 土石流警戒預報
 災害分析研判

各單位執行土石流防災疏散避難作業規定分工表

單位 辦理事項（主辦） 辦理事項（協辦）
新聞局  土石流警戒預報傳遞
國防部  警戒區域人力支援

 民眾疏散避難與收容
 協助弱勢族群疏散
 強制疏散
 收容安置
 醫療救護
 管制交通
 道路搶通
 治安維護

衛生署  民眾疏散避難與收容
 醫療救護

教育部  避難處所整備
 民眾疏散避難與收容

 收容安置



各級政府災時對疏散撤離之作業分工
行政院秘書處99年8月16日院臺忠字第0990102203號函頒

按行政院99年6月17
日「高災害危險潛勢
地區之『預防性疏散
避難』研商會議」結
論事項

1. 中央提供警戒資訊；
2. 縣市根據情資劃定管制區，並提供綜整資訊給

鄉(鎮、市)公所；
3. 鄉(鎮、市)下達疏散撤離決策（縣市協助研判

並通知危險村里進行疏散；
4. 村里通知居民疏散時間地點。



各級政府災時對疏散撤離之作業分工事項表

單位

執行內容
中央政府 縣(市)

政府
鄉(鎮、市)

公所 村里 備註

提供地方警戒
資訊

◎
(給縣市)

○
(給鄉鎮)

○
(給村里)

含公路通阻與
封橋封路資訊

劃定管制區 △
(協助縣市)

◎
(負責劃定)

○
(協助縣市)

管制區禁止民
眾進入活動

劃定應撤離村
里

○
(協助鄉鎮)

◎
(負責劃定)

建立應撤離名
冊

△
(協助並確

認)

○
(綜整名冊)

◎
(統籌負責)

鄉 ( 鎮 、 市 ) 公
所應調派必要
行政人力，協
助村里進行調
查作業。

收容場所準備 △
(其他支援)

○
(協助並確

認)

◎
(統籌負責)

含各類物資之
整備

提供交通工具 △
(其他支援)

◎
(統籌負責)

○
(協助)

備註：◎-主辦、○-協辦、△-支援

各級政府災時對疏散撤離之作業分工事項表

單位

執行內容
中央政府 縣(市)

政府
鄉(鎮、市)

公所 村里 備註

下達疏散撤離
命令並通知應
撤離村里

○
(協助鄉鎮)

◎
(統籌負責)

通知應撤離民
眾

○
(協助並確

認)

◎
(統籌負責)

由警政、消防
系統共同協助
村里辦理通知
民眾撤離事宜(
含集合時間及
地點之通知)。

回報中央疏散
情形

◎
(統籌負責)

○
(協助)

輸入EMIS災情
系統

通知民眾返家 △
(交通支援)

◎
(統籌負責)

○
(協助並確

認)

備註：◎-主辦、○-協辦、△-支援



實施項目與分工

項次 項目 主辦 協辦 法源依據及分工表
1 建置防災

資料庫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
所)、地方機關

內政部(消防署、營建署、
社會司) 、交通部、原住民
族委員會

災防法22條、基本
計畫附表一、土石流
業務計畫附錄二之一

2 研擬疏散
避難計畫

鄉(鎮、市、區)公所 直轄市、縣(市)政府、農委
會(水土保持局)、國防部、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內政部(社會司、民政司、
消防署、警政署)、原民會

災防法22條、基本
計畫附表一、土石流
業務計畫附錄二之一

3 防災整備 地方機關 內政部(消防署、民政司、
社會司)、農委會(水土保持
局) 、原民會、教育部

災防法23條、基本
計畫附表一、土石流
業務計畫附錄二之一

4 警戒監控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地方機關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災防法22、23條、
基本計畫附表一、土
石流業務計畫附錄二
之一

5 災害分析
研判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地方機關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交
通部(中央氣象局)

災防法22條、基本
計畫附表一、土石流
業務計畫附錄二之一

實施項目與分工

項次 項目 主辦 協辦 法源依據及分工表
6 發布土石

流警戒預
報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地方機關

新聞局、交通部(中央氣象
局)、內政部(消防署、警政
署)、原民會

災防法23條、基本
計畫附表一、土石流
業務計畫附錄二之一

7 劃定警戒
區域

地方機關 內政部(消防署、警政署)、
國防部、農委會(水土保持
局)

災防法24、31條、
基本計畫附表一、土
石流業務計畫附錄二
之一

8 民眾疏散
避難與收
容

地方機關 內政部（消防署、警政署、
社會司、民政司)、農委會(
水土保持局)、交通部（公
路總局)、衛生署、國防部
原民會、教育部

災防法27條、基本
計畫附表一、土石流
業務計畫附錄二之一

9 疏散避難
執行狀況
回報

直轄市、縣(市)政府、
鄉(鎮、市、區)公所

內政部(民政司) 災防法27、30條、
基本計畫附表一、土
石流業務計畫附錄二
之一

10 土石流警
戒預報及
警戒區域
之解除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地方機關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災害發生時的作業中央災害應變中心CEOC

農委會應變小組

水土保持局應變小組
土石流災害應變中心

OO分局應變小組

情資蒐集研判組

現場勘查組 前進指揮所進駐組

後勤行政組

資訊作業組

協調聯絡組

各種情報蒐集、分析、研判

各種情報蒐集、分析、研判

現場緊急勘查、緊急搶修

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聯繫

警戒發佈

EMIC NCDR情資研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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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習設計的 9步驟
 1.需求評估
 2.範圍界定
 3.演習公告與指令
 4.演習成效目標之訂定

 5.災情初步敘述
 6.主要事件的編寫
 7.條列預期行動
 8.撰寫災情通報
 9.演習評量



63

演習計畫的擬定(1/3)

 1.依據
 2.需求評估

災害特性簡述
近年災害
近年演練

 3.範圍界定
災情、地點、參與部門、
公所、其他外單位

 4.演習公告與指令
- 期程安排與各單位聯繫

 5.演習成效目標之訂定
預計訓練哪些單位間對於

緊急應變哪項工作之運作

實際以縣(市)府或鄉鎮市
區之規定為準

演習計畫的擬定(2/3)

» 6.災情初步敘述
˃ 參考歷史災害
˃ 可以為複合性災害
˃ 可以加入人為疏失致災
˃ 參考其他縣市可能發生案例
˃ 參考災害潛勢圖、保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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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以縣(市)府或鄉
鎮市區之規定為準



演習計畫的擬定(3/3)

65

實際以縣(市)府或鄉
鎮市區之規定為準

7.腳本
•主要事件對應
•測試功能、預期行動與資
源運作

8.演練程序
• 時程地點人員分工

9. 評核程序
10.預期效益

附件
• 地圖(場地……)
• 災害潛勢圖
• 組織分工表
• 災情通報
• 演習評量表單
• …….

演習成效目標之訂定

» 應變中心開設（組織）
» 研判（環境、行為）
» 檢查與預置（資源）
» 警報（行為）
» 查通報（組織、行為）
» 疏散（環境、行為）
» 搶救搶險（環境、資源、行為）
» 安置（環境、行為）

應變相關程序功能



現場應有圖資

» 校園內配置圖
» 鄉鎮市區圖幅地圖（交通與其他機關位置）
» 災害潛勢圖（備用）
» 校內防救災資源統計表

» 模擬時鐘
» 基本情境說明圖表（天候、天氣等）



災害類別與災害規模設定

» 依據演習目的設定災害類別與災害規模、災情，以
及要推演的災情和處置重點

» 災害類別應為該區域實際面對之可能災害
» 災害規模之設定應適度
» 災情想定（時間、地點、傷亡、災損等）應有根據

且合理



測試功能與重點設定

» 應變中心開設？
» 災情查通報？
» 避難？疏散？
» 緊急聯絡？外單位？
» 社區合作？
» 收容所開設？
» 假日發生災害人員動員？

71

情境設定

» 災害發生時間：平日、假日，白天、夜晚，上課、
下課、午休、上學或放學時、集會時（週會、運動
會、畢業典禮）……

» 災害發生時季節與天候條件：四季、地震時豪大雨、
雷陣雨、地震時烈日當空……

» 災害發生時指揮官、副指揮官同時不在單位，數名
人員出差或請假……

» 停電、停水、通訊中斷



演練腳本

1. 災情想定
A. 災害類別：
B. 發生地點：
C. 發生時間：
D. 災害規模
E. 基本想定：季節、天候、師生狀況

2. 災害狀況

基本資訊

項目 說明

測試災害類型 廣域地震複合災害

參考依據 災情案例：921集集大地震、日本311東北大地震
潛勢資訊：臺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基本想定 想定一：模擬本年5月X日上午11時，山腳斷層發生規
模6.7強震，造成北部地區劇烈搖晃，臺北市部分地區
震度高達6級，造成老舊社區建築物的大規模倒塌，道
路橋梁損毀，臺北盆地對外交通中斷，並發生大規模
火災。
想定二：模擬本年5月Y日下午15時，九穹坑斷層發生
規模6.8強震，造成雲林地區劇烈搖晃，部分地區震度
高達6級，造成建築物的大規模倒塌，道路橋梁損毀，
並發生嚴重火災。



狀況2處置

編組 人員 處置作為 啟動時間 處置地點 所需器材 完成時間

指揮官

OOOO組

OOOO組

狀況1處置

編組 人員 處置作為 啟動時間 處置地點 所需器材 完成時間

指揮官

OOOO組

OOOO組

推演狀況處置回報與記錄

二次災害/複合型災害

» 地震+火災
» 地震+重大交通事故
» 地震+核災
» 地震+毒化災
» 地震+海嘯
» 地震+豪大雨
» 風災+水災
» 風災+坡地災害
» 風水災+地震



2016.08.18新北市平溪區公所兵棋推演

強制撤離狀況詳細推演：

黃色警戒發佈後，部分民眾經勸導後撤離。針對不願撤離民眾公所作為為
何？
不願撤離者：薯榔里4戶9人、菁桐里2戶3人、嶺腳里2戶4人、南山里5戶
10人。

請說明在15:30完成撤離民眾安置後，對不願撤離民眾之作為。
風雨持續增強中，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持續詢問疏散撤離狀況，並仍定期
要求回報疏散撤離與收容安至人數。
請說明公所人員針對雨量持續觀測之作為。
請現場討論公所應變人員和區長針對這些不願撤離民眾應如何處置。
依據腳本，請說明土石流紅色警戒發佈後，公所人員之處置。
針對消防人員表示此時不應由他們出動負責撤離。

國軍表示目前規定2000時之後，不出動軍方車輛協助撤離。
南山里仍有3戶5人堅持不撤離，都鎖上大門。公所人員處置為何。
風雨持續增強中，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持續詢問疏散撤離狀況，並仍定期
要求回報疏散撤離與收容安至人數。



增加狀況，C-2之後 C-2-2

8/18 01:20  新北市119連續接獲住在十分車站附近民眾通報，十分懷念民
宿附近遭大量土砂掩埋。疑似因土石流爆發造成。十分街58巷、66巷大量
土砂埋沒路面，且兩旁民宅疑遭土石流侵入。目前泥水不斷往下方繼續慢
流，報案民眾居住的位置較靠近鐵路，但擔心災情持續擴大，會導致他們
也被掩埋。報案求救。
據報案民眾說明，此狀況係因民眾因聽到車輛警報器聲響大作，設法了解
狀況時發現。

當地陷入一片黑暗，狀況不明。根據通報，十分街與鐵路部分路段均遭土
砂掩埋。十分街目前無法通行。

119轉南山里民眾通報，睡覺被巨大聲響吵醒，開門察看，隱約發現疑似有
數戶民宅遭掩埋。（應為DF0186）民眾初步判斷恐有共8戶民宅遭掩埋。
（包括南山里不願撤離之3戶5人。）

2016.06.29 三重區公所地震兵棋推演 狀況發布(無腳本情境)

狀況說明 預期處置重點
A階段與B階段之間
【22:30】民眾疏散
受到地震影響，以三重市重新路三段與中正南路、中
正北路、新北大道一段交叉口為核心半徑約1 km區
域發生嚴重土壤液化。道路噴砂積水、人孔浮出路面
與人行道。三重綜合體育場也發生土壤液化現象，內
部運動場與週邊道路均發生噴砂、積水。
新北市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接獲多起民眾報案，並通報
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重新路三段、仁化街、中寮街
光明路附近均有極濃的瓦斯味，請求消防隊協助。經
消防局請重陽分隊派員前往了解後，除已加派人力現
場監控並請市府命令瓦斯公司人員前往調查並關閉附
近閥門外，消防人員因已經在處理建物倒塌民眾搜救
的案件，人力不足。消防人員研判大氣與區域內箱涵
管溝均已瓦斯瀰漫，建議重新路三段、中正南路、縱
貫公路（台一線）包圍之區域內之民眾疏散。市府命
令三重區公所疏散民眾。

1. 應疏散區域內民
眾通知之內容與
方式

2. 民眾應疏散安置
地點規劃

3. 現場民眾引導
4. 疏散後民宅清查
5. 現場瓦斯濃度監
6. 現場安全管制



狀況說明 預期處置重點

E1
【22:30】防災公園無法使用，收容安置調度
公所人員奉命開設防災公園，但到現場時發現本區防
災公園【三重區-綜合運動場】因土壤液化導致週邊
道路與綠地均發生噴砂、積水，運動場亦發生噴砂、
積水，此外土壤液化導致管線受損，停水、停電，防
災公園無法使用。

1. 替代避難收容
處所規劃。

2. 避難收容處所
民眾分配

3. 避難收容處所
訊息之發佈

4. 避難收容處所
開設人員調度

5. 民生物資調度

20170615淡水區兵棋推演狀況題

狀況C之後接續土石流黃色警戒狀況
1.18:30氣象局持續上修預報雨量，農委會水保局發佈土石流黃色警戒
區域中涵蓋淡水區水源里、八勢里、樹興里。市府災害應變中心指示
進行預防性疏散撤離。水保局並發佈紅色警戒預報，依據雨勢預計在
晚上20:00可能發佈紅色警戒。

2.20:30水保局發佈紅色警戒，發佈村里包括淡水區水源里、八勢里、
樹興里。
21:15民眾通報，賓士園社區上方大量泥水沿著坡度和道路往坡下衝
入社區，多棟住宅被泥水與土石灌入。部分民眾受困，打119求救。
糞箕湖95號民眾打119求救，建物後方擋土牆崩塌且已經造成社區內
道路中斷，住戶擔心危及附近幾戶民宅安全，請求協助撤離。
長青醫院輪值人員通報，鄧公路與小坪頂路交叉口附近發生嚴重土石
流，兩條道路交叉口遭到大量土石掩埋，交通中斷。糞箕湖15號附近
多間民宅疑似遭到土石掩埋。混濁泥水沿鄧公路往下流，水勢凶猛，
路面水深已超過30公分。院內停電，且發電機故障，陷入一片黑暗，
病患鼓譟不安。醫院人員擔心病患與自身安危，向區公所請求協助。



水土保持局台中分局兵棋推演

狀況發布(一)

D日11時，本局接獲和平區博愛里民眾通報，她的先生是土石流
防災專員，約莫2個小時前，出外巡視里內環境與溪流狀況時，
發現松鶴二溪上游河道邊坡發生大崩塌，阻斷河道，擔心會形
成堰塞湖，危害下游及兩岸民眾的安全，遂前往勸導部分不願
意配合疏散撤離的民眾，但卻至今未回，失去聯繫，如今風強
雨急，專員夫人請求本局與119提供協助。

狀況發布(三)

D日16時，颱風中心在經過澎湖東部海域之後路徑逐漸偏西，轉向
往北北西前進，本島逐漸脫離暴風圈；但颱風所引進的西南氣流
讓各地雨量持續累積，南部地區雨量又逐漸增強，災情持續擴大。
D日21時，北屯區有民眾回報災情，有大量泥水沖入社區內，對外
道路被掩埋，且社區停水、停電，里內有慢性病患急需就醫，立
即向119及臺中分局請求支援。



狀況發布（四）

D日22時，和平分局梨山分駐所後方山坡，因豪大雨導致後方山坡
發生崩塌災害，土砂崩落直接衝毀分駐所與下方中油加油站，有數
名員警不及逃出慘遭掩埋。目前中橫公路梨山地區多處路段發生土
石崩坍，其他替代道路亦無法通行，臺中市政府決定立即開設前進
指揮所，並請求中央支援。



應變工作檢討

» 師生安全確認
» 資訊取得
» 傷患救助
» 校舍災損控制
» 對外聯繫
» 災情統計
» 復原處置
» 公共資訊
» 過程記錄
» 過程檢討

結論與建議

» 兵棋推演是檢驗整備與應變的有效方法。
» 應變人員可透過兵棋推演的劇本撰寫與推演過程熟

悉災害與狀況及應變程序並檢討不足之處。
» 標準作業程序不足之處可透過公所本身或與上級單

位研討增訂或修正方式。
» 勤演練，熟悉標準作業程序與提升應變技能是保護

民眾的唯一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