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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轄區災害潛勢

本縣位於臺灣的東北部，北、西、南三面為雪山山脈和中央山脈，北接

新北市、南接花蓮縣，東鄰太平洋，蘭陽溪穿流而出，沖積成蘭陽平原。

地理環境

面積約2,143平方公里，12個鄉鎮市。

人口約45萬。

⾧隧道公路-雪山隧道、蘇花改隧道群。



壹、轄區災害潛勢

「宜蘭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訂有22編章、24種災害類別， 分屬8個局(處)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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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完備減災策略

㇐、配合深耕計畫調查轄內歷史災害及災害潛勢
二、每2年修正宜蘭縣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並備查各

鄉(鎮、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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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修宜蘭縣及鄉(鎮、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宜蘭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年核定

鄉(鎮、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年備查



貳、完備減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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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宜蘭縣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增訂風災三級開設

■公告劃定颱風災害危險潛勢區域為警戒範圍。

111年4月

29日府消

整字第

11100061

97號函

111年5月

24日府消

減字第

1110007

359號函



貳、完備減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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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期(108-111年)韌性社區
宜蘭市七張社區、員山鄉同樂社區、
礁溪鄉德陽社區
⮚ 第二期(110-111年)韌性社區
羅東鎮北成社區、五結鄉大吉社區、
南澳鄉東岳社區

社區兵棋推演演練 消防分隊進行救護宣導韌性社區工作會議召開 防災教育訓練相關課程

辨
理

情
形

召開工作會議共9次

辨理防災教育訓練課程共34場

辨理災害防救業務交流觀摩活動共5場

辨理韌性社區防災演練暨年度成果回顧座談會共4場

韌性社區推動情形



提升鄉(鎮、市)公所災害應變能力

深耕地方
防救災應
變能力

• 村(里)⾧、村(里)幹事災害防救教育訓練
• 110年5月5日
• 110年10月14日
• 火山災害防救教育訓練
• 111年7月18日

貳、完備減災策略



  羅東鎮、三星鄉、蘇
澳鎮、冬山鄉、大同
鄉及南澳鄉已全面補
助設置。

  111年編列300萬
元經費，持續購置
住警器1萬1千個，
將分配至其餘鄉鎮
市，補助民眾設置。

  本縣住宅用火災警報
器設置率已達83.91%，
成功示警案例共計18
起，達到預警之功效，
減少財物損失。

  積極拜訪善心團體，
自103年起獲捐住警
器合計19,961顆，並
發放至轄內弱勢族群。

貳、完備減災策略

居家裝設住宅用火警警報器



貳、完備減災策略
社區觀摩 標竿學習

1.日期:111年7月21日

2. 結合警政、消防、社政。

3. 持續推動「民生福祉、經濟發展、環境

永續」三大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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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毒化災修訂毒化災修訂毒化災、內審防救災相關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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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地區
災害防救計畫」
備查

貳、完備減災策略

修訂「宜蘭縣
毒性化學物質
災害疏散避難
注意事項」

提升防救災相關
計畫書之備查機
制，協助業者確
認計畫書內容

針對列管廠場辦理通
聯測試， 109年7月
至111年6月完成所有
廠商通聯測試計93次



落實稽查化災廠、精進廠場自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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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完備減災策略

持續推動事故預防、廠
場輔導及毒災聯防

1
109年7月1日至111
年6月30日計稽查22
家次高風險毒化災列
管工廠

32
109年7月1日至111年6
月30日計辦理221家次
臨場輔導等工作



建置巡護(救難)船、守護漁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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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完備減災策略

• 為強化海難救助工作
效率，建造全台唯㇐
官方巡護(救難)船
「宜安6號」。

• 配置船⾧、輪機⾧各
1名及船員2名，24小
時待命方式，在最短
時間內備妥救援物品
出港進行受難漁船之
拖救任務，以維護漁
民生命財產安全



學校本位災害緊急應變計畫（含潛勢災害評估）

每年度辦理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審查工作。

更新、善用家庭防災卡，將卡片縫於防
災頭套，並推廣宣導1991報平安平台。

營造安全之校園環境，防患校園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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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完備減災策略



貳、完備減災策略
落實坡地違規取締、嚴審水土保持申報

（一）加強山坡地違規查報取締

1. 利用衛星影像變異點查

2. 劃分8個山坡地鄉鎮轄區巡查責任區，由公所指派專責巡查人員。

3. 辦理山坡地鄉鎮公所「山坡地水土保持違規之查報與制止工作績效考核」。

4. 受理民眾電話檢舉。

5. 違規個案落實查證、建檔、列管、追蹤改正

（二）嚴格審查水土保持申報

1. 劃分8個建立水土保持申報審查作業標準。

2. 委託專業技師公會團體協助審查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17



貳、完備減災策略
降低管線災害策略，落實訪查、查核，建置道路申挖資訊平台

（一） 石油管理業務每季設備之查核或訪查執行情形(109年第3季至111年第2季)

1. 辦理石油設施設置管理訪察261次。

2. 辦理液化石油氣供應業查核219家。

（二） 建置道路申挖資訊之公開平台

1. 建置道路申挖資訊之公開平台

2. 建立對於未申請挖掘許可或未於申挖期限內之道路施工案件處罰機制。

3. 建立其他防範機制，如召開管線挖損檢討會、製作管線防挖損短片並宣傳、

道路施工打卡或登錄等防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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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11年6月15日。
• 地點:自然美舊宿舍
• 模擬災害狀況:戰災及天然

災害、火車翻覆、防疫旅
館火災。

• 動員能量:50個單位、87
輛車、500人。

參、落實整備演訓

戰災應變全面動員111年全民防衛動員暨災害防救演練



• 時間:110年9月15日。
• 驗證本縣全民防衛動員準

備與轄 內重要基礎建設
安全防護措施，強化軍民
聯合防空作為與空防準備。

• 動員警力238人。

參、落實整備演訓
宜蘭縣萬安44號演習



• 時間:110年10月29日

• 地點:宜蘭縣政府設治紀念館

古蹟與歷史建築物火災搶救演練及防減災策略研討

參、落實整備演訓



提升鄉(鎮、市)公所災害應變能力

辦理公所災害防救業務訪評-召集相關局(處)組成評核小組，集中辦理業務
考評，對各鄉(鎮、市)公所災害防救業務提出改善建議。

參、落實整備演訓



落實稽查化災廠、精進廠場自主力

24

本縣101年1月1日至今未發生列管毒化物運作廠場事故。

參演本縣111年6月15日全民防
衛動員暨災害防救（民安8號）
演習之毒化災害搶救課目，以
強化本縣災害防救與應變能力。

1 2協同專家學者對轄內列管廠場
進行無預警測試(109年7月1日
至111年6月30日計辦理辦理24
場毒化物無預警災害演練測試)。

參、落實整備演訓



強化校園應變、辦理疏散演練

每學期辦理
(1年2次)

每年3、4月辦理
(分為6個梯次)

每年8月辦理 每年年底辦理

防災教育師資增能研習暨
業務說明會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暨審查
工作坊

校園防災腳本及防災地圖
編修實作工作坊

年度防災教育成果分享研
習

✔配合『 921國家防災日』地
震防災演練：每年各級學校
同步進行地震避難疏散演練。
✔辦理2場次防災觀摩演練：

109年南澳國小、110年利澤
國中。
✔辦理教職員工防災知能研習

及訓練。

參、落實整備演訓



整備避難收容處所、儲備民生救濟物資

• 定期查核本縣227處避難收容處。
• 掌握轄內土石流、易淹水潛勢區域。
• 簽定「緊急救濟物資供應協定書」。
• 加強督導原鄉地區儲糧14天，並針對針對本縣

5個鄉(鎮)的類孤島地區(蘇澳鎮、南澳鄉、大
同鄉、三星鄉、頭城鎮)，補助儲備天然災害緊
急救濟物資。

參、落實整備演訓



因應新型傳染病毒、辦理教育訓練

辦理醫護、防疫、警消人員生物病原教育訓練或演練

辦理分類族群民眾大流行風險潛力之疾病衛教宣導

參、落實整備演訓

多元媒體-登革熱防治衛教宣導 防疫人員新興傳染病教育訓練 COVID-19疫情醫院應變兵推

國中小校園宣導衛教 保健志工衛教 機構傳染病防治衛教



整合活用志工人力、強化社福機構橫向聯繫

• 依宜蘭縣災害防救志工手冊
建立志工督導及管理機制，
整合志工人力。

• 依特性、任務及服務時間將
民間團體(志工人力)分工編組，
結合社福館志工、世界展望
會、紅十字會、慈濟基金會、
法鼓山基金會、基督教會、
蓮記飄香饌協會等辦理災害
防救演習及教育訓練。

• 定期更新縣內易受災地區機
構名冊、聯絡資訊及地圖，
於機構評鑑指標明訂「天然
災害應變作業及流程」，且
每年輔導至少辦理㇐次聯合
防災演練。

參、落實整備演訓



精進管線災害整備策略 建立管線圖資、附屬設施及聯絡資訊

參、落實整備演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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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防災整備

• 109-111年汛期前完成土石流防災整備工作：
• 完成繪編防災疏散避難圖：51幅。
• 完成校核更新保全對象清冊：8鄉鎮，51村里，949戶，戶

籍3,129人，實居2,559人弱勢族群771人(最新版本為111年
清冊)。

• 研擬防災疏散避難計畫：51處。
• 規劃土石流疏散避難處所：109處。
• 土石流防災聯絡資訊校核更新(最新版本為111年)。
• 土石流防災整備自主檢查：9筆。
• 土石流重機械待命地點開口契約簽訂：23處。

111南澳鄉武塔村兵棋推演

參、落實整備演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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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災害防救工作重點與成效

• 持續辦理「自主防災社區2.0」計畫
• 完成本縣受土石流潛勢溪流及大規模崩塌影響且有保全住戶

共計51村里之自主防災社區組織建立及運作。
• 持續針對參與過本計畫之村里社區進行訓練，以維持居民良

好之防災意識。
• 加強山坡地違規查報取締
• 嚴格審查水土保持申報
• 持續辦理特定水土保持區相關工作

110蘇澳鎮東澳里實作演習

參、落實整備演訓



精進長隧道火災搶救

• 持續派員完成專業隧道救災證照訓練，目前取得
證照人數195人。

• 辦理跨單位演訓-
• 救災技能演練(每季)
• 跨單位通報演練(不定期)
• 整合實際搶救演練(每半年)
• 無線電演練(每半年)

「北面:雪山隧
道-12.9公里」
連通大台北地區

「南面:蘇花改
東澳、觀音、谷
風隧道合計13.2
公里」前往花東

地區

參、落實整備演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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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健全應變機制

改善實驗室負壓環境及購買病毒核酸
檢測相關設備

可應用於其他傳染類疾病檢測服務，
對本縣傳染病防治能力有極大之助
益

啟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專責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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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健全應變機制

縣內18家中醫診所合作，居家照護
確診者透過視訊診療，開立清冠㇐
號或其他藥方

｢1999為民服務專線｣，提供代購、
清運及管理照護，挺過防疫期間不
便

全力協調縣內醫院設立社區篩檢站，
及時保護自己及家人

強化醫療、為民服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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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健全應變機制

補助中低收500元買快篩 ，近5000
戶經濟弱勢家庭受益

擴大弱勢學童無縫照顧，⾧假期間
午餐不中斷

中低收及弱勢學童照顧不中斷



颱風災害情資研判(1/3)

肆、健全應變機制



颱風災害情資研判(2/3)

 使用颱風圈觸地分析系統，依據中央氣象局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
中心資料，掌握颱風七級與十級暴風半徑觸地時間、影響時間及
離地時間。
七級風：
13.9~17.2m/s─通常會造成全樹
搖動、成人行走困難

十級風：
24.5~28.4m/s─樹木被連根拔起，
房屋會遭受嚴重災害

停班停課作業辦法
風力：依照氣象預報，颱風暴風
半徑於四小時內可能經過的地區，
其平均風力達到七級風或陣風達
到十級風。

肆、健全應變機制



颱風災害情資研判(3/3) 建置歷史颱風災情資料庫

 依據中央氣象局及颱風預測路徑，挑選相似路徑之歷史颱風資料，其
歷史累積雨量、風力強度、影響災情可供災防單位參考。

肆、健全應變機制



✔透過消防、警政、民政系統勘查轄內地區災況，並將即時照片回傳災害應變中心，以利指揮官調度
救災資源運用。
✔透過鄉(鎮、市)公所LINE災情查報群組，加強巡查通報及災防連繫，即時傳遞災情。

災情即時傳遞彙整

肆、健全應變機制



開設
災害應變中心 哈格比颱風

• 109年8月
2日開設

• 109年8月
3日撤除

巴威颱風

• 109年8月
22日開設

• 109年8月
22日撤除

烟花颱風

• 110年7月
21日開設

• 110年7月
24日撤除

璨樹颱風

• 110年9月
10日開設

• 110年9月
12日撤除

肆、健全應變機制



胸痛救護(Chest pain)

• 目前全消防計18個分隊(21台線上救護
車)，皆配置完成。

• 溪北：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 溪南：博愛、聖母醫院

42

心電圖(EKG)全面 配置

本局心電圖機分布情形

肆、健全應變機制



心電圖機捐贈儀式 施作得宜，家屬至分隊表達感謝 43

肆、健全應變機制

胸痛-心電圖機全面配置-執行成果
本局於111年全面建置此項設備(共計21救護車設置)，目前已使用該項設備，共計464件案例
進行分析，並有33件案例成功轉送適當醫院進行後續處置。



建立管線災害應變程序
建立宜蘭縣管線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及緊急通報作業規定

肆、健全應變機制



建立土石流災害應變機制

自主防災相
關應變作業

使用自主防災
巡查系統

防災作業及
相關防災工
作諮詢

自主防災社
區運作調查
與記錄工作

協力團隊輔導協助村里應變運作

肆、健全應變機制

氣象監控、現地觀測警戒監控

土石流黃色警戒
土石流紅色警戒土石流警戒預報

經指揮官研判有開設必
要者，依據宜蘭縣災害
應變中心作業要點開設

土石流災害應變
中心

土石流
災害應
變機制

參考各單位所提供相關
資訊，分析研判土石流
發生之可能

災害分析研判



大綱

壹、轄區災害潛勢

陸、結語與展望

貳、完備減災策略 參、落實整備演訓

肆、健全應變機制 伍、災防創新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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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災防創新亮點

知識、微電影競賽



1.簽訂合作共善備忘錄
2.慈濟 x PaGamO環保防災勇士PK賽
3.守護消防捐贈防護隔離罩

48

伍、災防創新亮點

慈濟合作共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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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社區

地方 中央

◆透過宜蘭縣政府消防局、銘傳大學及12鄉

(鎮、市)公所協助，邀請在地企業(包含飲食、

交通、住、營造、醫療用品和休閒農業等)鼓

勵企業簽署防災合作備忘錄，目前為每㇐個鄉

鎮市都有3家以上的簽署，總計共簽訂67家企

業合作備忘錄。

伍、災防創新亮點

企業合作夥伴不中斷



1. 自108年起，已培訓100名防災士，提

升基層防救災實力。

2. 平時：自主協助家庭、社區及工作場

所推動防災活動。

3. 災時：進行初期災害救助、避難疏散、

災情查通報等災害應變措施。

4. 災後：參與避難收容及災民照顧，並

協助地方政府組織復原重建。

成為民間自主防救災工作之種子，協助推廣災防工作。

伍、災防創新亮點

專業防災士種子推廣



1.礁溪鄉德陽社區經內政部評鑑「績優韌性社區」。
2.宜蘭市七張社區、員山鄉同樂社區、礁溪鄉德陽社區榮獲內政部「㇐星韌性社區標章」。

51

礁溪鄉德陽社區
(績優韌性社區)

宜蘭市七張社區
(㇐星標章)

礁溪鄉德陽社區
(㇐星標章)

員山鄉同樂社區
(㇐星標章)

伍、災防創新亮點

績優韌性社區獲獎殊榮



智慧三維消防實境管制系統

救災部署平台 人員進出管制系統人員室內定位系統

火場

率全國之先，運用科技救災，作為打火弟兄有力的後盾。

伍、災防創新亮點



1. 建置即時心電圖傳輸(EKG)系統，提升心

臟病患者救護品質。

2. 購置自動胸外按壓機14台。

3. 培訓高級救護技術員26名。

4. 開放施打藥物強心針。

5. 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OHCA）患者的急

救成功率達21.66％，創下十年新高。

伍、災防創新亮點

優化緊急救護，搶救每一條生命



588
522 555

498 517

82 91 84 92 112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06-110年OHCA急救人數暨成功率

OHCA數 急救成功數 54

伍、災防創新亮點

神乎其技的街道醫學-救護成果



1. 全國首創：社區自主防災決策儀表板，進行社區內歷史致災點位資訊有效彙整及防災實兵演練。
2.宜蘭縣防汛自動偵測設備系統：即時掌握全縣水情，提高防汛救災效率。

3.可愛且吸睛的水保行動車深入縣內山坡地20社區提供水土保持的疑難雜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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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災防創新亮點

水之禮「讚」 蟬連5年獲水患自主評鑑績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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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縣水土保持服務團連續2
年榮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評定
為績優水土保持服務團。

1. 各公所通力合作，宜蘭縣政府
榮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0年
度坡地金育獎縣市組第3名。

伍、災防創新亮點

全國坡地金育獎第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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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災防創新亮點

獲環保署「低碳永續家園評等認證」
㇐銀五銅之佳績。

1.員山鄉內城村獲得村里層級最高
等級練「銀級」
2.三星鄉大義村、五結鄉三興村、
宜蘭市黎明里、員山鄉中華村及羅
東鎮新群里獲得銅級認證

•員山鄉內城村

•三星鄉大義村

全國低碳永續村里評比
-最高等銀級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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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災防創新亮點

宜蘭海洋環境管理

漁網實名制
101艘有流刺網的漁船完成

環保艦隊，提升海廢清除動能
124艘船舶加入

全國
特優



大綱

壹、轄區災害潛勢

陸、結語與展望

貳、完備減災策略 參、落實整備演訓

肆、健全應變機制 伍、災防創新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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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永續防災，拼出宜蘭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