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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業務訪評

1



整備訓練

簡報大綱

參

壹

肆 應變動員

伍

災害潛勢分析

災害防救創新作為

貳 減災/重建



Disaster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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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2,794,933 人 (107年6月底止)

面積 2214.8968平方公里

下轄 29 行政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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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鄰近斷層共計 7 條
大茅埔-雙冬、屯子腳、鐵砧山、三義、車龍埔、大甲(清水) 、彰化 6



土石流潛勢溪流 109 條、分佈於 9 個行政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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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 519 家 9



m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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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柳川 打造浪漫水漾河岸

• 榮獲2017國家卓越建設獎特別獎。
• 採低衝擊開發模式，增加通洪斷面、淨化水質、創造生物棲地、營
造水岸環境。

• 兼具親水、防洪功能，0601豪大雨來襲通過考驗，解決淹水問題。
• 平常「清新少女」易親近，水患「堅毅熟女」屹立不搖，災後「黃
臉慈母」慈祥美麗。

水利治理－柳川整治



整治綠川打造優質休憩場所，促進舊城中區再生

• 為兼顧防洪與景觀需求，河道下方設置排洪箱涵，增加通洪面積。

• 預期效益 防洪排水，多元利用
水岸重建，風華再現
人車接軌，歷史廊道

社區再造，商圈榮盛
青年合作，文創空間
志工參與，生態河川

水利治理－綠川整治



雨水撲滿
分流箱涵 防洪牆護岸

雨水撲滿

雨水花園

• 葫蘆墩公園納入2018世界花博展區，圳路掀蓋將是啟動豐
原扭轉新契機，再現美麗「豐」華。

• 舊箱涵排水量12cms，新主渠道 11.3cms、分流箱涵8.1cms，
排洪能力增加，防洪能力大於Q25。

• 雨撲滿容量合計802噸。

• 主渠道 + 分流箱涵 + 水撲滿 = 防洪功能提升。

鋪排卵石

葫蘆墩圳掀蓋，重現「百年大圳 母親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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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治理－葫蘆墩圳整治



市長巡視雨水下水道工程
• 確保汛期下水道確實發揮排水功能，市長巡視減災工作。
• 清理雨水下水道、區排、中小型排水、側溝，

長度達 428公里、清除淤泥 285噸。

水利治理－雨水下水道



九渠溝滯洪池，解決新社淹水、大坑缺水問題
107年2月2日開工動土，預計於107年10月完工

• 滯洪量：10萬噸
• 減少淹水面積：30公頃
• 保護人口：575戶 15

水利治理－九渠溝滯洪池



• 靜宜大學前臺灣大道側溝改善工程，改善臺灣大道側溝排
水系統斷面不足而造成的沿線淹水問題。

• 保護面積：約4.5公頃。

• 保護人口數：約13,000餘人。

• 經歷106.107年幾波豪大雨，皆無淹水情形。

加強硬體建設 改善易淹水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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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治理－側溝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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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 評估及補強
• 需補強124件，已補強64件，執行率51.61％， 107年底在建工程完成
將達68.55%，剩餘未完成件數各單位將陸續於109年度前編列預算辦
理補強。

• 需拆除17件，已拆除17件，執行率100％。
18

耐震管理－建築物評估補強



私有老舊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安家固園計畫』
• 申請限制應符合下列規定，得以一幢或一棟為單位提出申請：
1.民國88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建造執照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

定可進行耐震評估之私有合法建築物。
2.作為住宅使用之比率達2分之1以上者。

• 截至107年成果：自行快篩件數480件、補助初步評估186件、「都市危
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部分」已有3件通過。 19

耐震管理－安家固園計畫



製作住宅安全手冊，供民眾了解自身居家結構安全
• 地震後房屋結構自行初步檢測簡易手冊。

• 外牆飾面材剝落及附掛物鬆脫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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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管理－住宅安全手冊



生物病原防治

為因應動植物生物病原災害，訂定相關防救災計畫及應變演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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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災防治－生物病原災害



轄區重點傳染病與季節性流行疾病(包括流感、登革熱、腸病

毒)之重點防疫作為。

為打造居家托育健康環境，本府特別編列經費自行採買流感

疫苗讓居家保母免費施打。

本府林副市長在宣傳記
者會上示範接種疫苗

22

疫災防治－防疫及宣導

衛生局呂前局長至醫院門診
候診區發送疫苗衛教傳單



研擬本市高溫警戒應變編組啟動時機及任務分工:
 參考中央氣象局黃、橙、紅燈3等級之高溫警戒，啟動運作本市高溫警戒應變

編組。
 研擬高溫警戒措施應變編組任務分工表，由各功能分組負責彙整配合局處(機

關)資料及辦理情形並傳送災害防救辦公室。

高溫警戒應變措施



104、105及106年災害防救深耕計畫連續三年榮獲『特優』
• 本市配合中央災害防救深耕2期計畫執行五大重點目標。

• 市府.區公所.協力團隊齊心努力

• 臺中市政府.大里區.大肚區.南屯區公所榮獲特優獎項
24

深耕計畫－榮獲獎項



以無腳本方式進行107年區級災害防救兵棋推演
• 為落實地方災害防救自治事項之執行，並提升各區公所整體防救災
整備能力，辦理共計29區公所之無腳本兵推。

• 以「地震災害」為災害規模設定並衍生其複合型災害，由指揮官抽
選議題，受評核單位於發布狀況後進行議題討論及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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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計畫－強化公所應變能力



加強室內、室外避難收容處所
• 配合災害防救深耕計畫，增加避難收容處所數量以及收容人數。

• 截至本(107)年度，本市避難收容處所數量總計522處，收容人數

合計約38萬7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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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計畫－加強避難收容處所



• 因應國家南向政策，考量國內多元化族群特殊性，結合民間宗教團體，針
對避難收容處所、物資規劃多元族群災害防救援助作為，強化本市災害韌
性。

27

深耕計畫－多元族群災害防救援助



prepare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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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災害防救演習暨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緊急應變演練

• 演習現場由林佳龍市長擔任指揮官，並由蔡英文總統親臨現場

督導演練過程，為歷年來層級最高且規模最為龐大的一次演習。

• 總計動員1134人次、各式車輛153車次、搜救犬4隻、偵爆犬2隻、空拍機6台
及直升機3架次。 29

防災演練-花博演練



107年災害防救演習暨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緊急應變演練
• 107年5月3日於后里區麗寶樂園渡假區以5個階段23個狀況進行。

• 模擬發生地震搶救、建築物倒塌人命搜救、大量傷病患醫療救護、土石流警
戒、傳染病防治及災害復原等情境

30

防災演練-花博演練



106年度災害防救前進指揮所演練
• 106年11月30日結合霧峰區公所在921地震教育園區辦理，演練主軸為
「前進指揮所」的開設演練。

31

防災演練-前進指揮所



防災演練-前進指揮所

• 演練重點包括：開設所需軟硬體設施、胖卡行動餐車供應、各類帳棚架
設與通訊廣播設備備置、支援救災隊伍報到…等

• 動員211人次、各式車輛23車次，演習過程逼真，展現防救災整備成果。



防汛沙包3萬8,000包

各公所發放沙包如有不足，立即通
知開口契約廠商製作，數量若仍不
足，由本府水利局支援供應補充沙
包。

各型抽水機251部

• 12英吋大水機31部。

• 6英吋中型抽水機10部。

• 3英吋小型抽水機153部。

• 沉水式小型抽水馬達57部。

33

物資整備－沙包、抽水機



避難收容處所522處、短期安置旅館33家、軍營18處
• 收容能量38萬7,405人
• 現地訪查公所收容處所設施設備
• 依行政區公所修建及充實需求整備收容處所設施設備，106年度共27
處，107年度1-6月共7處

衛浴設備

收容廚具設施

34

物資整備－避難處所



107年度本市社會局補助各區公所充實避難收容處所之

隱私隔間空間、照明及消防設備、廁所修繕、無障礙

空間等項目。

35

施工前 施工後



73處物資儲備處所 83家民生物資開口契約
• 定期查核物資儲備現況。

• 食物銀行儲備各項民生物資，與嘉里大榮物流合作，

平時救濟弱勢民眾，災時運送救災物資。

36

物資整備－開口契約



添購 21輛高空作業車 12台碎木機
• 因應颱風期間造成大量倒塌樹木，本府添購高空作業車及碎木機
清理樹枝落葉。

• 各區規劃廢棄物暫置場，避免廢棄物隨意棄置影響市容及交通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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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整備－大型機具



大型活動兵棋推演教案系統建置

• 教案情境分為初階、中階及高階，以及災害防救情境、火災事故情境與
其他事故情境等3大項

• 訓練對象：市府各局、處、區公所相關人員

• 已完成5場次兵棋推演系統教育訓練，總訓練人數達125人。預計於8月
底前再完成7場次，合計訓練人數245人。

38

教育訓練－大型活動



液化石油氣工安卡講習訓練
• 針對瓦斯從業人員加強基礎學識、防災應變能力及標準作
業程序（SOP)，並發給「工安卡」認證

• 106年9月及10月共計辦理8場次。

39

教育訓練-工安卡認證



107年度區長及各局處災害防救講習

• 107年7月18日於逢甲大學第六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行政院災害防救
辦公室呂大慶參議、日本防災士會浦野修會長及東京都支部松
井正雄支部長等災防專家分享經驗。

40

教育訓練-災防講習



研討內容包括：

 臺灣防災工作規劃及願景

 日本防災士制度沿革概述

 日本防災士與民眾的合作活動

 臺灣全民防災教育訓練方式與課綱論壇
41

 日本圖上演習（DIG）操作方式

 日本防災士的地區活動與災害醫療

 日本企業防災概念與實務

教育訓練-災防講習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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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應變-EOC開設

 應變中心以功能分組ESFs方式運作，有效整合跨局處資源。

 應變中心標準化作業流程，串流各單位最新資訊：

• 每日 09.15.21 時由指揮官召開工作會報。

• 每 3小時產製最新災害工作報告。



市級及區級災害應變中心視訊連線
• 透過視訊即時掌握所轄行政區災情狀況
• 定期更新汰換本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視訊設備

44

災害應變-視訊連線



協助逢甲商圈液化石油氣爆炸意外事故受災戶及民眾復原重建
 106年7月18日逢甲商圈爆炸意外，造成13位民眾受傷及3位民眾罹難。
 市府立即啟動全事故功能編組ESFs：
• TESF#3公共工程與環境資源（建設局主導.都發局、環保局支援）
• TESF#6避難與安置（社會局主導）
• TESF#8醫療與公共衛生（衛生局主導）
• TESF#9消防與搜救（消防局主導）
• TESF#13治安維持（警察局主導）
• 併由勞工.經發.稅務局協助 45

災害應變-逢甲商圈氣爆意外



0815全臺大停電事件，市府成立災害應變中心並以全事故功能編組ESFs運作:
 8月15日桃園大潭廠跳電，EOC於18時30分二級開設並立即啟動ESFs進行應變：
• TESF#1交通運輸(交通局主導)
• TESF#6避難與安置（社會局主導）
• TESF#8醫療與公共衛生（衛生局主導）
• TESF#9消防與搜救（消防局主導）
• TESF#12水電與能源(經發局主導)
• TESF#13治安維持（警察局主導）
• TESF#14公共資訊(新聞局主導)

災害應變- 815停電



備援災害應變中心
市級 : 異地設置於豐原區，平時做為大臺中災防訓練基地

區級 : 29區公所皆完成備援應變中心設置

47

災害應變-備援中心



41 23 61.5 3.5 25.5

0601豪雨 0617豪雨 尼莎海棠 0815停電 瑪莉亞

106年 129 hr 107年 23.5 hr
48

災害應變-EOC開設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總時數



地下道封閉警戒
本市各車行地下道依據等級分別設有甲、乙、丙級。
地下道淹水時：
• 第一時間柵欄自動啟動。
• LED顯示禁止進入。
• 維護單位第一時間接獲通報即開始動員。
• 加派抽水設備排除淹水情況。

49

災害示警-地下道



警戒與緊急公共訊息發布
• 建置「防災及救災資訊專區」網站，於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二
級成立期間提供各機關依任務分工項目進行資料彙整及上稿
更新，以供民眾查閱。

• 利用本府LINE 官方帳號宣導，以利民眾即時收到防災訊息及
災後相關救助訊息。

• 本府各機關及各區公所網站架接NCDR災害示警資訊。
50

災害示警-緊急訊息



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系統
• 107年4月18日14時透過災防告警細胞廣播服務，發送疏散撤離
警報相關測試訊息至和平區民眾之3G及4G手機

• 發佈內容為測試通報和平區發布土石流紅色警戒，並於現場實際
測試可於手機接收災害相關告警訊息。

51

災害示警-告警細胞



68 17 32

0601豪雨 0613豪雨 尼莎

106年 117人

預防性疏散撤離

52

瑪莉亞

39

107年 39人

疏散撤離-預防性撤離



 2月6日花蓮發生芮氏規模6.0強震，臺中市政府在獲知現場傳出
多處房屋倒塌、民眾受困等待救援的嚴重災情後，立即指派臺中
市政府消防局特搜大隊即刻動員前往支援救災。

支援0206花蓮震災搶救

支援救災-0206花蓮震災



 共計出動消防局特搜人員26人、搜救犬2隻(腿腿、鐵雄)及各式救災器
材(雷達生命探測器、聲納探測器、影像探測器、油壓破壞工具組…等)
。

持續72小時不間斷的救援行動中，領犬員帶著搜救犬鐵雄在統帥飯店
崩塌的一樓櫃台處找到受困其中的員工，再由搜救人員鑿穿、清除障
礙物後順利救出。

支援救災-0206花蓮震災



臺中特搜大隊救災表揚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投入花蓮救災有功，3月12日由陳建仁副總統親頒感
謝狀，市長林佳龍也頒發忠勇獎章，嘉獎搜救犬隊的英勇表現。

支援救災-0206花蓮震災



災害防救創新作為

56



國內外防救災
合作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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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德國國際救難協會(ISAR)簽訂國際合作協議書
ISAR提供今年4月間我國2名員額參與德國、奧地利等4個國家特種搜救聯合訓練
參與名額，建立與歐洲4個國家的合作交流平台。

ISAR初步評估臺中已達中型USAR條件，將逐步派員來臺中進行訓練指導與協
助，建立臺中市耐災抗災能量，據以推廣擴大到各縣市。

 未來透過長期與ISAR組織合作模式，協助ISAR-Taichung 通過聯合國IEC的認
證。

國際合作-德國國際救難協會



與德國搜救犬協會(BRH)簽訂國際合作協議書
BRH將協助提供搜救犬的訓練教材，也將協助培養我國搜救犬訓練種子教官，
據以建立我國搜救犬培養訓練檢測操作模式。

國際合作-德國搜救犬協會



• 本局106年1月6日與日本靜岡縣政府簽署「防災相互支援協定」，未

來兩地將加強業務合作交流，建立聯絡窗口，受災時相互支援，以協助對
方救災重建。

• 內容包括建立相關聯絡窗口，並於平時透過防災組織體制、支援活動、調
查研究資訊共享、防災訓練與研修人員派遣交換等業務合作，而於災時則
申請支援程序、物資調度與運送等相互支援，並協助災後復原重建。

國際合作-日本靜岡縣政府



簽署合作備忘錄，拓深台日災害管理及資訊交流合作

• 本府、逢甲大學與日本防災士會簽署「台日推動災害防救工作經驗交
流合作備忘錄」，未來三方將交流分享災害管理經驗與災害資訊，並定期
進行防災領域意見交換。

• 召開「三方首長災害防救交流座談會」，針對培植區域防災士與建構防
災社區議題研討交流。 61

國際合作-日本防災士會



與中央氣象局共同簽署「氣象服務合作意向書」
本府與中央氣象局簽署合作意向書，世界花卉博覽會期間將由氣象局提供風速、
溫度、雨量等氣象預警服務，作為園區花卉澆灌及換植指引。

氣象局將在花博展場增設4個監測站，整合一週縣市天氣預報、長期天氣展望、
颱風警報及地震報告等例行性氣象預報，提供天氣警特報與即時天氣訊息簡訊。

國內合作-中央氣象局



與國防部軍醫局簽署緊急救護合作備忘錄，強化本市緊急救護

能量
• 透過政府救災及醫療資源的統合，強化到院前緊急醫療救護作業。
• 相互觀摩舉辦緊急醫療救護品質會議，交換研究成果。
• 支援臺中市消防局醫療指導醫師，給予傷病患妥適醫療處置。
• 提升傷病存活率以及較佳之預後，完善緊急醫療救護效能。

國內合作-國防部軍醫局



結合醫療能量，與臺中慈濟醫院簽署合作備忘錄
• 為強化特種搜救隊隨隊醫療與搜救能量，與臺中慈濟醫院簽訂城市搜救隊醫
療組織合作備忘錄(MOU)。

• 未來若搜救隊趕赴救災現場，消防局可同步通知醫院急診室醫師前往，第一時
間給傷患最好的照顧。 64

國內合作-慈濟醫院



國際防救災交流

65



國際救援組織進駐INGO中心揭牌
107年3月21日INGO中心揭牌，並與世界上第一支通過認證的「中型搜救隊」
-德國國際救難協會(ISAR)簽約，進一步強化國際搜救訓練及經驗交流的合作
架構；同時也與台灣最早創立獸醫學院的中興大學簽約，希望給台中搜救犬最
好的訓練及最好的醫療照顧。

來臺交流-德國國際救難協會



此次ISAR GERMANY來訪本市除參與相關進駐儀式，也攜帶相關搜救器材放置於
霧峰區光復新村INGO據點。

一旦亞太地區發生重大震災，便可由本府消防局特搜隊負責將相關指定器材運
往災區與ISAR GERMANY會合，節省整備器材所需花費的時間，更能以最快速度
抵達災區進行救援。

來臺交流-德國國際救難協會



INGO國際研討會-國際救援隊伍分級測評
106年11月21至22日邀請美國加州兩位搜救隊教官分享自身救災經驗，並評估本
市救援隊伍分級。未來將朝向中彰投苗區域搜救合作平台的方向作推動，以強化
本市及鄰近縣市救援隊伍之能量。

來臺交流- INGO國際研討會



「日本防災士會」來臺分享災害防救經驗

• 107年7月18日舉行「臺日全民防災教育交流論壇」，邀請日本最大災難
救援型非政府組織「日本防災士會」分享災害防救經驗。

• 論壇內容包括「臺灣防災工作規劃及願景」、「日本防災士制度沿革概述」
及「日本企業防災概念與實務」等項目。 69

來臺交流-日本防災士會



臺越消防人員火災搶救初級班聯合訓練

• 為增進本市與越南平陽省消防人員教育及人力資源培訓經驗交流，辦理
「臺、越消防人員火災搶救初級班聯合訓練」，並由市長主持開訓典禮。 。

• 透過火災搶救初級班聯合訓練、學術等活動，以精進雙方消防事務及訓練良
好順暢溝通之平台。 70

來臺交流-越南防災交流



赴美德州農工大學(TEEX)參加化災搶救訓練
赴美國德州農工大學消防訓練中心完成相關專業火災搶救及指揮調度派遣訓，並
取得由美國NFPA472認證之危險物品緊急應變技術員（Hazardous Materials 
Emergency Response Technician）證照。

國際交流-德州農工大學



赴東京消防廳及奧地利「支撐研習營」研習
• 共計4位特搜大隊成員前往東京消防廳接受建築物倒塌救援研習訓練。
• 107年4月8日派遣特搜隊人員前往歐洲奧地利參加2018「支撐研習營
（SHORING WORKSHOP）」與德國、奧地利、瑞士、盧森堡四個國家
搜救隊，針對地震後不穩定的建築結構物，進行各種支撐技術交流
與實作訓練。

奧地利支撐研習營東京消防廳

72

國際交流-赴日奧研習



赴日本防災士會及相關防災機構參訪

• 107年3月4日至7日前往日本東京都進行防災士制度經驗交流與參訪。
• 吸取日本防災士制度經驗，提升本市防救災能量，強化區公所災害防救體制
與作業效能，使災害防救工作能從基層紮根。

。 。73

國際交流-日本防災機構



全事故功能分組(TESFs)
細部機制規劃精進

74



106年成立臺中市災防辦暨災防會籌備處
• 由災因轉型為災果的全事故應變，結合同心圓局處.公所相互支援與合作。

• 災害防救與應變機制提至府層級，結合110.119.1999.民防管制中心.環境
監測.交通行控.疫病防治等緊急訊息。

• 危機監控小組隨時待命鳴槍啟動。

• 功能性編組視事故規模開啟運作，甚或災害應變中心的開設與應變。
75



防災機制轉換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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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內各局處防災業務

災害防救專家
諮詢委員會

副市長兼任主任

減災重建規劃組

定期
會議

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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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會報

秘書長兼任副主任

副祕書長兼任執行長

消防.水利.都發.建設局長兼任副執行長

市府簡任十職等以上人員調用執行秘書

整備訓練組 應變動員組 情勢分析組 秘書作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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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級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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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F#1 交通運輸

TESF#2 資通訊與災情通報

TESF#3 公共工程與環境資源

TESF#4 分析研判

TESF#5 參謀與計畫

TESF#6 避難與安置

TESF#7 後勤支援

TESF#8 醫療與公共衛生

緊急應變支援代碼TESF

TESF#9 消防與搜救

TESF#10 核生化應變

TESF#11 民生物資與農糧資源

TESF#12 水電與能源

TESF#13 治安維持

TESF#14 公共資訊

TESF#15 軍事支援

TESF#16 行政庶務

災時「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打破災因導向之應變模式，由「臺中市災害防救
辦公室」轉換為災害應變主軸單位，並參考美國事故指揮系統（Incident
Command System, ICS）架構及緊急支援功能（Emergency Support Function,
ESF）概念，訂定臺灣共通緊急支援功能代碼（TESF），整合各防災單位之資源
進行緊急應變。



 研擬各相關進駐局處、單位資訊共享之機制，並釐清各功能群組之主要任務
及重疊任務內容，使各功能群組能確實達到應有運作效益。

 以全災型規劃之概念，研擬臺中市災害可能後果之「情境分類」，並結合對
應各TESF功能分組之角色，以做為未來建構全事故應變資源調度體系之依據。

 提供以功能群組（TESF）運作之座位編排建議，以利各組進行溝通協調應變
處置作為。

委託專業機構－

全災害功能分組細部運作流程研究



 分析107年瑪莉亞颱風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二級開設及區級災害應
變中心開設狀況。

 記錄並分析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調整為功能分組（TESF）架構，以及區級災
害應變中心編組改制後，實際運作機制與流程，包含災害應變中心內部各組
織架構（功能分組）運作方式、操作內容、工作會報進行方式等，評估運作
效益並提供相關建議。

委託專業機構－

全災害功能分組細部運作流程研究



公共安全管理

82



執行大型活動研究暨教育訓練
• 為使臺中市因應2018臺中花博及未來辦理大型活動，具妥善安全應變作

為，研擬相關安全項目、審查機制，作全市未來大型活動參考。

• 共設計21份檢核表供作業輔助使用。 83

大型活動安全應變



675m

透過「毒災後果模擬分析」評估轄內毒災風險
• 為整體評估轄內毒災風險，本府委託專業機構分年執行「毒災後果模擬
分析」。

• 105年執行海線地區，106年執行西屯區、南屯區，107年執行大里區、
太平區、烏日區及霧峰區。

• 預計109年完成全市全區毒災後果分析。
84

毒災後果模擬分析



液化石油氣安全管理問題

 進行勞安教育訓練強化實作面及針對瓦斯從業人員發給「工安卡」認證

 邀集液化石油氣分銷商召開8場次案例宣導會

 由勞動部職安署中區職安中心、市府勞工局、都發局與消防局進行轄內瓦斯

行營業場所聯合稽查。
85

液化石油氣安全管理



• 為保障本市救災能量，本府新設立溪湳、車籠埔、谷關等消防分隊。
• 進行大安、清泉、豐南、梨山、水湳分隊之新(改)建工程，以及各消防
分隊耐震補強工程，以確保救災據點完善。

•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重新審視各分隊廳舍安全及服務人口，預計投入逾

8億元經費，5年內陸續完工，進一步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86

完善救災據點



 BRT機場維修廠萬坪基地，規劃作為消防安全駕駛訓練場。

 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合作，規劃建置臺中市化災應變
訓練基地，強化「港埠」、「城市」化災應變訓練(期程自109年起至114

年6年期程完成，總經費2億3,881.5萬元)。

完善救災據點
建置梧棲安全駕駛、化災訓練基地



整合民間防救災能量
機能型義消分隊分布於山、海、屯區

三棲2.mp4


山域救助訓練基地暨谷關、山難救護分隊落成啟用
• 107年7月20日谷關分隊暨山域救助訓練基地落成啟用。
• 以完善的山域救援器材、資源，並結合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力，提供幅員

遼闊之和平地區即時救援。

• 連續3年邀請美國山域救援協會(MRA)教官協助指導，今年9月派遣6
名種子教官前往美國MRA實做研習，建立完整山域救援訓練與運作機制。

89

山域救助－山域救助訓練基地



90

山域救助－GPS報案定位輔助系統

GPS報案定位輔助系統 加速山區救援:
 本府自創GPS定位輔助系統，在近期陸續發生的和平區唐麻丹山、波津

加山步道、大崠山等六起山域迷路事故發揮成功。效用。
 指揮中心會根據報案手機傳送有GPS的簡訊，再自動回傳座標給搜救人

員，加速救援速度。



強化業餘緊急救難無線電

• 107年度動用市長第2預備金300萬元，強化本市轄區業餘緊急救難無線
電中繼站台及通訊品質，提供山區遇險或迷路緊急通訊另一替代選擇。

91

山域救助－通訊無死角



92

地震防災-D.C.H宣導

趴下、掩護、穩住 「抗震保命三步驟」 :
 國家防災日由副市長林陵三、消防局長蕭煥章等首長示範「DCH地震避

難3步驟：趴下Drop、掩護Cover、穩住並抓住桌腳 Hold on」援效用。
 邀請所轄各政府機關、學校、公司企業及社區民眾於9時21分進行自主

地震避難演練。



智慧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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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湳智慧城以「智慧、低碳、創新」為核心價值，入圍2018亞太區智慧城市
大獎，其內部也規劃數位文化及產業4.0中心。

 13樓至15樓規劃建置智慧應變暨交控中心。

智慧城市－
水湳智慧營運中心



• 行動指揮車災時做為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資訊傳遞中樞配置無線電通訊
整合設備、衛星電話、網路電話、無線即時影像傳輸設備整合各單位無
線電頻道。

• 4G高畫質即時現場影音傳輸設備，回傳即時影像至災害應變中心。

95

建置智慧城市－
災害應變中心行動指揮車及４Ｇ影像設備



無人飛行載具(空拍機)操作訓練

• 編輯製作無人飛行載具訓練教材。
• 開辦進階與高階班，精進空拍機應用性俾利災害事故現場掌握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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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拍科技



橫向聯繫、縱向推播、資料整合
整合市府110、119、1999、TOPIS等案件；介接開放資料包括

NCDR、EMIC、水土保持局、水情資訊中心、氣象局…等。

資訊整合－智慧應變暨交控中心整合系統



資訊整合－智慧應變暨交控中心整合系統

多個外部系統案別條件 自訂案別條件

多元案件監控–進階複合式查詢機制
• 以日期/時間區間、行政區、嚴重等級、案件狀態、稽催燈號、單
一或多個外部系統、自訂案件條件等查詢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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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整合－智慧應變暨交控中心整合系統

• 系統功能(31平台功能+14 App功能)
• 提供GIS圖資達38個圖層，並且可依需求任意套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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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整合－建築物整合查詢系統

「建築物整合查詢系統」協助都市防災
 本府及專業開發團隊於107年研發「臺中市建築物多目標書圖整合查詢系統」。

 此系統係屬於二維系統，有連結到內政部營建署網站及臺中市政府據
點，可查詢場所之建照及使照，協助都市防救災及安全管理。



建置 3D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
 訂定「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公共設施管線圖資維護管理作業要點」。
 請各單位確實審視權管圖資屬性是否有所缺漏，並應依所權管管線受損

影響民生區域或危害程度大者優先納入圖資補正，且管路位於道路幹道
（20米以上）、管路為幹管或高壓等性質者應優先於107年11月底完成補
正，其餘應依營建署要求於109年完成。

 要求天然氣業者.台電.台水.中油等各大管線單位提供幹線圖資以建置資
料庫，逾期未提供者得予以裁罰。

 完成建置3D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進一步防範誤挖管線公安事件。 101

資訊整合－ 3D 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



自製微電影，擴大宣導防災知識
• 本府消防局自製微電影，宣導民眾消防防災知識。

• 自106年至今共計完成7部微電影，內容包含救護線上指導、防災設備使用
宣導、火場逃生秘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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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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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5月—推出首部自製微電影
「DACPR通話少年」

106年6月—「91去哪兒」 106年8月—農曆七月推出
「偵子」

106年9月—配合國際救護日推
出「不擋91、不跟91、雙邊讓
道、單邊停靠」4章節微電影

106年10月—以市民票選最想
知道的火場逃生知識為主題，
拍攝「宅男皓皓的火場逃生記」

107年1月—推出「 Open and 
Safe –為自己的生命開一扇窗」
及Firefighters -守護人民的無名
英雄」表達對消防人員的敬佩
與感謝。



宜居( 安全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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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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