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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

地震

火災

水災

坡災

毒災

生物病原災害

懸浮微粒災害

動植物疫災

管線災害10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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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
60.0256km2

行政區：
東、西兩區
9大聯合里

84里

 人口數：266,668(109年8月)

 密度：約4470人/每平方公里

 嘉義市除東邊一部

份屬竹崎丘陵地
帶外，其餘均為

平原，地勢由東向

西緩降，地形平坦廣
闊。

主要河川為南
邊八掌溪、北
邊朴子溪(牛稠

溪)，均發源於中央
山脈，分別流經嘉義

市的南、北面，形
成與嘉義縣之

天然界線。

轄區概況
華興橋

牛稠溪橋
台林橋

盧山橋

軍輝橋

忠義橋

永欽橋

抽水站

抽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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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

地震

火災

強風豪雨侵襲，主要淹
水潛勢位於牛稠溪附近。

鄰近本市的斷層有梅山、九芎坑、大尖
山、觸口及木屐寮斷層等。依據地震學
者整理100年來的歷史記錄顯示，震央
位於本市附近的災害地震共有11次。

近10年來，每年之火災次數平均約17件，
以建築物火災次數最多，需注意火災
對木造老舊建物與古蹟的威脅。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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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延時強降雨（水災）

5.6.7.8月

颱風

鋒面及午後對
流發展旺盛

本市近年積淹水主要原
因為短延時強降雨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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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病原災害
持續針對新冠肺炎、
登革熱等生物病原災
害進行嚴格管控，避
免災情於本市擴散，
杜絕疫情發生。

懸浮微粒物質災害

每年11-1月懸浮微粒濃

度濃度較高，主要原因

包括汽機車排放廢氣、

餐飲業油煙、營造施工、

境外汙染等。

次要

轄內畜牧業雖然較少，
但近期發生之非洲豬
瘟傳染性強、死亡率
高，本市已進行非洲
豬瘟演練之相關防範
工作。

動植物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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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災
集中在東區之蘭潭水庫

附近，坡地災害類型為

順向坡，轄內無土石流

潛勢溪流。

地下維生管線包含中
油供氣管線、欣嘉石
油氣管線、汙水管線、
雨水管線等，並無工
業石化管線。

管線災害

次要

轄內列管毒性化學物質之

廠家有2家，儲存量尚未

達管制標準，模擬廠家毒

性化學物質(二異氰酸甲苯)

外洩後可能擴散範圍，顯

示後湖里受影響範圍最大。

毒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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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計畫修訂

環境永續

校園防災

宣導、訓練、演習

防災整備
健康防災

治安防災

硬體工程

警戒與監測系統

整體措施9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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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抽水站

水災

因應湖子內重劃區淹水問
題，興建湖內抽水站，總
經 費 6,000 萬 元 ，
108.5.11工程已完工。

後湖抽水站

湖內抽水站

減災/災害無所遁形

改建華興橋(108.8.11

已完工)、軍輝橋、盧

山橋，減少水患發生。

聯外橋梁改建

水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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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年既有洪水與淹水預警系統更新擴充計畫（109年建置完成）

智慧防
汛系統

氣象局
雨量站

異常時
啟動災情查
通報機制

消防
警察 系統
民政

水災

路面淹水感知器31處、
水位站22處、CCTV24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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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109年10月底前完成

600輛以上公共自行車建

置；設置完成106站電動

機車充電站，密度達

1.5站/平方公里為全國
第一；預計109年底上線4

條路線有100%電動低底盤公

車。

懸浮微粒綠映水漾公園(八掌
溪人行景觀橋周邊環

境改善)於109年6月5
日完工，可降低空
氣裡PM2.5。

懸浮微粒

全臺首例

節能減碳

（
低
底
盤
電
動
公
車
）

配合交通部「2030年巴士全面電
動化」 嘉義市109年提前達標

100%汰換電動公車
全國第一

都市之肺

環保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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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巡檢及清淤
持續對雨水下水道定期巡檢

及清淤，針對淤積高度超過

10％或高於10cm，優先錄

案清淤。

水災

區域排水清淤 (約8 , 385層樓高 )

雨水下水道

108-109年清淤

總長度9,514公尺
清除淤砂體積約2,961立方公尺

區域排水
108-109年清淤
總長度30,189公尺
清除淤砂體積約8,650立方公尺

雨水下水道清淤 (約2 ,642層樓高 )

整備/臨危萬無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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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兩年辦理橋梁檢測，

其中一年檢測、
一年維修。地震
颱風期間加強巡檢。

監測或防治

植物疫災

震災

依消防法規定，由

專業消防設備人員

做設備檢修申申報，

再由消防局執行辦

理復檢。

公共場所
消防安檢查

2189處

火災

針對特定植物疫病蟲害

定期巡查及監測，
水稻病蟲害160
次 /年，果樹類
病蟲害50次/年
。

配合環保署中部環境

事故技術小組進行無預
警檢測業者貯存藥品管
制、無預警災害防救設
備測試。

橋梁巡檢
12處

毒災
加強廠
商輔導
1年1次

水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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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牛/羊口蹄疫、牛/
羊/鹿結核病、犬/貓/
野生動物狂犬病、豬瘟、
牛/羊布氏桿菌等監測。

主動監測15次本市有「木都」之稱，老舊建
築物仍舊居多。多層次深入鄰
里訪談、防災宣導（108-109
年共計辦理402場次，宣導6萬
1415人次）及防火設備補助
（住警用火災警報器），以降
低火災發生機率。
購置滅火器（配置里鄰長處所）

防範救災不易狹窄巷弄建築物
及木造平房區域火災，購置滅
火器總數有1,845具。

動物疫災

輸儲設備現地查核

掌握可燃性管線圖資，建立各項
安全管制點，不定期抽查。施工
時謹慎防範管線漏氣。
每年辦理1次天然氣公司查核，實

施現場硬體查核，如整壓站、ESV（緊急安
全閥）、跨橋、管線等設備進行抽樣查核，

以強化災害預防及安全供氣能力。

管線災害火災

最安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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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團體

社區

成立水患自主防災社區(4處)
及韌性社區(2處)。培育防
災士約50人

國軍
提供兵力預置及營區收容
(1,863人)，簽訂相互支
援協定書之國軍單位共計
11個

人力

媒合企業 (22間 )贊助
避難看板，與旅館 (2
間)簽約(避難收容)

與慈濟等民間團體(8個)簽訂合作
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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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韌性社區
108、109 年推動韌性社區 提升社區災害韌性

頂庄社區 何庄社區

(災害防救深耕第3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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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
• 公所緊急通訊設備、避難地圖繪製教育訓練

• 公所及市府災害防救業務人員教育訓練

• 韌性(防災)社區教育訓練

• 結合社區大學辦理防災宣導體驗營

• 防災教師增能訓練

能力

防災宣導
• 水災潛勢地區保全戶簡易疏散

避難地圖宣導

• 防火防震防颱宣導

• 農情及農業防災教育宣導

• 狂犬病預防注射宣導會

• 學生防災宣導活動

• 防災手冊抽獎活動

• 國家防災日抗震步驟抽獎活動

災防演練
• 參演對象：公所、市府、社區、國軍、公部門、企業、團體、學校、社福機構等。

• 演練項目：疏散撤離、緊急應變、消防救護、瓦斯管線操作等。

• 災害類型：水災、地震、空難、毒災、交通事故、管線災害等。

108-109年辦理

場次、 萬人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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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輔導團成員具

24小時縣市級種子

教師資格者共 人

(62.29％)；具建置

防災校園經驗者共

人(92.86％)。

01

全市國中小及市

立幼兒園均已設

置現地型及區域

型地震預警系統。

02

截至108年度，已執

行防災校園進階推

廣案學校計有 校，

累計完成率為全市

學校數40.74％，

108年度，計有興嘉、

嘉北、世賢等 所國

小執行防災校園進

階推廣案。

03

強震警報，預估震度五級，
請立即避難疏散!!!

組成校園災害防救委員會與運作

校園環境調查及在地化災害潛勢檢核

製作防災地圖

編修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整備防災器具

朝向100%防災校園前進

校園防災



修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109年版

時程 內容

108.11.7 函發嘉義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109年版第一次修正意見單。

108.12.26 嘉義市災害防救辦公室第二次工作會議經各單位確認。

109.6.20 嘉義市災害防救辦公室第一次工作會議經各單位確認。

109.07.02 計畫初稿函送中央災害防救辦公室轉知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109.09.07 各單位依據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回覆建議事項完成修正。

109.09.25 下半年度三合一會報核定

109.10 嘉義市災防辦函送中央災防辦核備 20

一、配合108年5月22日「災害防救法」修正，修訂相關防救災對策工作。

二、參考109年8月4日提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42次會議核定之風災災

害、水災災害、旱災災害、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懸浮微粒物質災害、寒害災害、

動植物疫災災害之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相關防救災對策。
三、依據本市109年9月18日頒布之嘉義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修正計畫內容。
四、將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納入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作為附錄，俾利各中央

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確實審議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應變機制妥適性，以利中
央與地方共同防災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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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舊機車汰換加碼補助:

補助市民淘汰高污染的二行程機車，在3年期間本市二行程機

車數量從32,429輛降至7,835輛，總共淘汰2萬4594輛，整體淘

汰率76％為全國第一，路上二行程機車的使用率也

從8.35％降至0.81％。

節能 減碳
環保
永續

環境永續 空污



健康防災

108年

第三組

第1名

保健
業務

保健
單項
業務

防疫

流感
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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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地方衛生機關保健業務考評

第三組「第一名優等獎」

●保健單項業務：「婦幼健康促進」

「中老年健康促進」

「不得供應 菸品予未滿18歲之執法成效」

第三組第一名

●地方衛生機關防疫業務考評

第三組「第一名特優」

●流感防護特殊績效考評

第三組「第一名特優獎」



治安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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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 壞人最討厭的城市(9萬人觀看)

你知道嗎？有這麼一個城市，
她是，本島西部
治安第一名、交通第二名，

「整體治安狀況」滿意度全國第一名
「打擊犯罪、維護治安能力」信心度全國第一名
「執行巡邏、路檢、訪查勤務」滿意度還是全國第一名……

還有還有
「取締交通違規工作」滿意度也能拿到全國第二名！
猜到了嗎？說是臺北、新北、臺中或高雄的人，都答錯！

公布答案~
就是這個全齡共享、世代宜居
「小而美」的城市，嘉義市！

滿意度

全國
第1名

整體治
安狀況

打擊犯罪、
維護治安
能力

執行巡邏、
路檢、訪
查勤務

取締交
通違規

滿意度

全國
第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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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災害 復原重點

防
疫
作
為

應
變
案
例

整體措施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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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 豪雨 疫情

應變、復原/即時效率處理 (108-109年災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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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

監控
災情查通報 災情彙整 災損處置 災後檢討

最大時雨量為東區(嘉義市東

區站)的73mm、西區(嘉義站)

的61mm，災情點位多數非

鄰近朴子溪或八掌溪，而是

以市中心附近為主。朴子溪

與八掌溪之水位站並無超過

一級警戒水位。初步評估應

是短延時強降雨所引起內水

排水不及造成。積（淹）水

現象在降雨趨緩後已消退，

並無持續太久。

積(淹）水原因分析
雷達
回波

累積
雨量

故事
地圖

群組
通報

河川
水位

應變流程：

以108年0520豪雨為例：
31里積水
後庄里東義路
淹水50c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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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堵疫情 調度物資 安定民生

至109年9月18日止，嘉義市
確診新冠肺炎病例人數共4人。

愛嘉義APP
防疫專區

成立應變
指揮中心

防疫計程車
服務

成立防疫
消毒大隊

109/1/24

109/2/5

109/3/19

109/3/25

「沉睡森林大白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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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森林大白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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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災民眾生理及心理健康促進

善後處理經費之籌應
依年度預算所列災害防救相關經費項下覈

實支應，若善後處理經費不足時，將向中

央申請補助。

災後環境復原

著重於環境消毒及飲用水品質等環境

復原工作。

災情勘查與緊急處理

依災害的種類及案情狀況，進行

通報處置作業。

災害原因調查、釐清

進行災害發生原因調查、鑑

定、分析，改善對策與應變

處置檢討。

協助心理衛生及醫療機構體系

的建制及相互支援；另有諮詢

管道的建立及教育宣導。

維生管線恢復
短期恢復電力、通訊、自來水、污
水系統、運輸系統；提供居民基本
食物、衣物、避難需求，並維持災
區治安。
長期恢復經濟活動、重建社會公共
設施與居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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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新
作
為

決策系統

防災宣導

案例策進
（日本哈吉貝颱風）

3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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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
輔助應變中心整合各界（例
如：中央氣象局、水利
署、NCDR、EMIC）相
關的資訊及數據

運作
透過視覺化展現，
將資訊進行分類，
投射於布幕及電視，
即時提供指揮官做
最適當防救災決策。

地點

資料
數量

本市應變中心開設

所需颱洪、地震相

關資訊共 項資料

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災害應變中心)

應變決策系統

EOC：情資→指揮官

創新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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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創新作為

「地下神殿」貯水量可達67萬立方公尺

埼玉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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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宣導（結合社區大學）

「防災宣導體驗營」
108年
上半年春季班（4.5.6月）6場次

下半年秋季班（11.12月）2場次

109年
上半年春季班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暫停

下半年秋季班預計辦理4場次。

創意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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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人口
在地化宣
導元素

108年

地震
全民演練

市民參演比例

全國第一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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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宣導微電影（勇媽的抗震演練）
(109年國家防災日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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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宣導微電影
(109年國家防災日系列活動)

這是講述一個宅男
如何轉變成韌性社區防災士的故事…

防災初心
防災士兄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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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宣導火場逃生
達到減少人員傷亡

108年消防局透過實驗製作防火災影片

觀看次數13萬755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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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防災願景

防災精進

防災思維

3項次



IPCC

≦1.5℃
圖片來源：NCDR

防災思維

39



40

災後檢討

安心補助

環境維護

防災科技

迅速查報

效率處理

城市規劃

區排治理

增闢公園

民間整合

物力整備

颱風

地震

其他

災害潛勢 嘉義市各階段災害防救工作

訓練演習宣導

全方位防災精進

水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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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城市幸福共好

減
緩
颱
風
、
地
震
、
水
災
、
火
災
、

空
污
、
交
通
事
故…

等
災
害
威
脅

防災願㬌

健康防災
期許嘉義市不只是壞人最討厭的城市
也是全臺灣最安全的城市!!



中央噴水圓環
中山路、文化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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