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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週報（108 年 4 月 11 日至 108 年 4 月 17 日） 

一、 107 年度國際災害回顧及災情統計報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提

供，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彙整） 

（ㄧ）2018 年天然災害統計分析 

根據聯合國災害資料庫（EM-DAT）統計：2018 年重大天然

災害事件數總計 282 件，是 2000 年以來，唯一低於 300 件數的

一年（圖 1）。災害主要好發地區仍以亞洲為最高（129 件），其

次為美洲（53 件）；而在所有天然災害類型中，又以洪災為最大

宗（39%），若連同坡地災害與風暴等颱洪相關災害一併計算，

所占比例可高達 74%，其餘災害類型則介在 2%至 10%之間。 

 
圖 1：2018 年重大災害分布及歷年重大天然災害事件數統計 
           資料來源：EM-DAT，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繪製 

從圖 2 統計 2018 年因天然災害造成的死亡人數排名來看，

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為印尼（各種災害加起來超過 4,500 人），

其次為印度（至少 1,388 人），其後的國家死亡人數介於 200 人

至 500 人之間。根據印尼國家災害管理局（National Agency for 

Disaster Management, BNPB）表示：2018 年印尼發生的大大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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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共有 2,572 起（該計算方式不同於 EM-DAT），災害類型包

括：地震、海嘯、火山爆發、洪水、乾旱、山崩和極端天氣等。

其中，又以蘇拉維西島（Sulawesi Island）發生規模 7.5 的地震所

引發土壤液化與海嘯，造成高達 3,400 人死亡最為嚴重，是印尼

繼 2004 年南亞海嘯後，死傷最慘重的一年。 

 
圖 2：2018 年因天然災害造成的死亡人數排名 

資料來源：EM-DAT，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彙整 

另外，分析全球天然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圖 3 綠色部分），

以美國與日本最為嚴重，其中美國因為大規模的森林大火事件

（Camp Fire, Woolsey Fire）再加上幾場風暴事件（Michael, 

Florence），使得美國在天然災害的經濟損失達到全球最高。其次

為日本，7 月發生的「平成 30 年 7 月豪雨」大規模的洪水事件，

使得廣島、岡山縣等主要災區傷亡慘重；9 月燕子颱風強風夾帶

高暴潮水位，重創關西國際機場及其聯外道路，嚴重影響旅客及

貨運進出。 

最後，若以受影響人數來看，2018 年的前十大受災害影響人

數的災害類型與往年不盡相同，過去大多以乾旱事件的影響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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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最多，而 2018 年係以颱洪災害為主，僅有一件乾旱及一件火山

爆發。而另一件火山爆發亦受到矚目：夏威夷火山爆發，因為火

山熔岩流動較為緩和，可預先撤離，因此造成的死亡事件相對較

少。關於 2018 年天然災害事件，其各類災害完整報告收錄於「2018

天 然 災 害 紀 實 」 及 「 全 球 災 害 事 件 簿 」 網 站

（https://den.ncdr.nat.gov.tw/）。 

 
圖 3：2018 年十大重大天然災害事件分布 

資料來源：EM-DAT，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繪製 

（二）依「災害類型」探討 

1. 颱洪災害 

颱洪災害統計：共有 207 起、4,827 人死亡、總災害損失金額

約 776 億美元。2018 年全球七大熱帶氣旋區域共形成 151 個系

統，其中 101 個熱帶氣旋有命名。西北太平洋共生成 29 個，高於

平均值 25.7 個；幸運的是，臺灣在 2018 年裡沒有受到颱風直接

侵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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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的颱洪災害事件中，印度從六月開始受到印度季風影

響，陸續傳出災情，2018 年印度因颱洪災害計 1,735 人死亡，其

中克勒拉邦（Kerala）死亡人數最多達 506 人，該事件共影響 2,322

萬人。其二為日本平成 30 年 7 月豪雨事件，共造成 232 人死亡

（含失蹤），影響人數超過 150 萬人，日本前次如此重大的洪災

災害已是 30 年前，對於防災首屈一指的日本而言，此次災害規模

相當罕見（表 1）。 
 

表 1：2018 年前五大颱洪災害統計－依死亡人數排序 

 
  資料來源：EM-DAT，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提供 

2. 地震災害 

2018 年重大地震災害共有 20 餘起，而前十大地震中印尼包

括四起事件，造成約 4,000 人死亡，其中最嚴重地震災害，莫過

於印尼蘇拉維西島 （Sulawesi Island） 中部的地震引發土壤液化

和海嘯，造成三千餘人死亡和失蹤。鄰近的日本在北海道亦發生

規模 6.7 的地震，所幸在人口較為稀少的地區，傷亡較輕，但是

所引起的崩塌、土壤液化等現象值得注意（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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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18 年前五大地震災害統計－依死亡人數排序 

 
資料來源：EM-DAT，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提供 

2018 年的全球平均溫度雖不是有紀錄以來最高的（圖 4），

但是一樣處於相對高溫狀態，尤其夏季七月時，北半球許多城市

的溫度出現破紀錄的高溫事件，根據平均溫度距平分布顯示，北

美、歐洲、亞洲較過去溫度高出 2 度到 14 度之間。例如：西班

牙、葡萄牙、南韓、東京等地都出現 40 度以上高溫，北歐的芬蘭、

瑞典出現 30 幾度高溫，如此相對高溫之環境亦加劇歐洲與北美

的野火肆虐。 

 
圖 4：1880 年至 2018 年溫度距平圖 

資料來源：NOAA，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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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8 年災害防救演習－臺南市及雲林縣（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彙整） 

（一）臺南市 

臺南市政府於本（108）年 4 月 11 日 108 年度全民防衛動員

暨災害防救演習，演習分「兵棋推演」與「實兵演練」二階段舉

行，兵棋推演由臺南市黃市長偉哲主持並擔任主推官，國防部海

軍蕭中將維民擔任帶隊官，率各部會人員共同出席。 

上午兵棋推演假臺南市安平區安平國中辦理，以颱風、水災

及重大交通事故等複合式災害情境進行推演，並以災防告警系統

(PWS)發布警告訊息及與楠西區進行視訊連線，展現防災科技力。

會中蕭中將特別提醒災害防救各階段不能只有公部門的力量，平

時演練集結民間團體可提升市府整體災防能量。黃市長偉哲特別

要求市府團隊要以高規格看待每次災害考驗，尤其即將邁入防汛

期，須做好各項整備措施，將災害損失降至最低（圖 5）。 

下午實兵演練假安平區公所及安億公有停車場辦理，首次結

合臺南航空站進行場外重大交通事故空難處置，出動機場化學泡

沫消防車、奇美實業公司高空砲塔化學車及 UAV 無人飛機吊掛

擴音器及救生圈進行災情宣導及落水救難等，展現先進救災科技

  

 

 

 

  

 

  圖 5：臺南市 108 年度全民防衛動員暨災害防救演習 
      資料來源：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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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器。另外，安平區公所利用公所空間開設災民收容中心，為市

府各局處動員結合慈濟、世界展望會義工之合作成果，其中由仁

德區公所在地農民支援改裝曳引機後座作為疏散撤離及物資運

送交通工具，皆為本次演習的創新亮點，充分展現臺南市政府各

單位及當地民間組織平常紮實訓練成果。 

（二）雲林縣 

雲林縣政府於 4 月 16 日假麥寮鄉及口湖鄉舉辦「108 年度災

害防救演習」，以工業風險及極端氣候為主題，針對毒性化學物

質、輻射災害事故緊急應變處置、風（水）災搶救及收容安置作

業等，進行兵棋推演與實兵演練。 

上午假六輕行政大樓辦理災害應變中心之兵棋推演，雲林縣

張縣長麗善全程主持，經濟部曾政務次長文生擔任中央評核帶隊

官，偕專家學者臺灣警察專科學校邱教授晨瑋、國立成功大學游

教授保杉及相關部會代表進行考評（圖 6）。 

 

 

 

 

 

 

  圖 6：雲林縣 108 年度災害防救演習 
      資料來源：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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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實兵演練之各場點為避免搭建模擬設施，採實景實地實

作方式呈現，務實逼真。首先至六輕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芳香烴二廠進行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輻射災害演練，完成後轉場

口湖鄉港西村進行水災災害演練及金湖國小進行收容安置作業，

全程採全村場景走動式演練，整體演習項目多達 17 項，動員近

500 人參與。張縣長於演練現場強調「防災重於救災，離災優於

防災」之重要性，同時也請企業與政府共同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進而防範問題，保障鄉親生命財產安全，盼藉由周延且完整的狀

況演練，未來遇到災害時能沉著應對，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三、 本週國內地震分析（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彙整） 

本週全臺有感地震計有 7 起地震（如圖 7 所示），地震規模

大於 4.0 計只有 1 起（有感編號第 030 號地震），主要集中在花蓮

及臺南市地區為主。其中第 030 號地震，發生於 15 日 11 時 26

分，震央位於花蓮縣秀林鄉，深度 19.0 公里，規模 4.1，花蓮縣

銅門測得最大震度 5 級，花蓮市、臺中市梨山及南投縣奧萬大測

得震度 4 級（如圖 8 所示）。其他地震造成花蓮縣太魯閣 4 級及

臺南市七股 3 級，均無災情傳出。 

 

 

 

 

 

時間（臺北） 

月 日分 
位   置 

深度 

(km) 

規模 

(ML) 

有感

編號 

04/17 10:00 臺東縣延平鄉 5.0 3.4  

04/16 03:51 臺南市近海 14.4 3.3  

04/15 11:26 花蓮縣秀林鄉 19.0 4.1 30 

04/15 07:16 花蓮縣吉安鄉 7.4 3.0  

04/13 11:39 臺南市新化區 16.3 3.1  

04/12 09:03 新竹縣尖石鄉 8.6 2.9  

04/11 04:26 花蓮縣秀林鄉 15.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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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本週（108年 4月 11日～17日）臺灣有感地震分布圖（彩色

符號），灰階符號為 3月 11日～4月 10日有感地震分布。 

 

 

  圖 8：第 030 號有感地震震源機制及各地震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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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週國際重大災害彙整 

建築物倒塌 

一、發生日期與地點 
    4 月 13 日，巴西里約熱內盧連日暴雨及洪水侵襲，

導致位於山坡之兩棟四層樓違建建築物倒塌。 
二、災情 

至少 8 人死亡，16 人失蹤。 

火災 

一、發生日期與地點 
    4 月 15 日，法國巴黎聖母院大火，火勢延燒 14 小

時才被撲滅。 
二、災情 

世界遺產「巴黎聖母院」三分之二的屋頂、尖塔
及「玫瑰花窗」等古蹟被大火燒毀。 

資料來源：截至 108 年 4 月 17 日止，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綜整 

 

 

 

五、 108.4.11~108.4.17 全國供水情形分析 

（一）主要水庫集水區 

水庫名稱 
水位 
（公尺） 

與前期
水位差
（公尺） 

滿水
位 

（公尺） 

有效 
蓄水量 
（萬立方公

尺） 

蓄水量 
百分率
（％） 

與前期蓄
水量差 
（萬立方公

尺） 

翡翠水庫 160.40  -0.73 170 25160.3  75.0  -598.7 

石門水庫 233.11  0.26  245 11102.4  56.2  154.1  

曾文水庫 201.00  -1.20 227 9273.0  18.2  -1034.0 

南化水庫 165.82  -0.85 180 3265.2  35.7  -269.0 

新山水庫 84.46  -0.16 86 898.5  89.7  -7.8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提供，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綜整 

 

（二）全國水情分析：目前新竹地區及高雄地區水情燈號仍維持水情

稍緊「綠燈」。其餘地區水情均為正常（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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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全國水情燈號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