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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潛勢

#氣候變遷

全面剖析．深入瞭解．從容應對

#轄區概況

#主要災害潛勢

#次要災害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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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

地球在發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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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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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

溫室氣體：

CO2、CH4、N2O、HFC、PFC、SF6

排放量增加！

溫室氣體的排放與溫度的改變，上升趨勢相同

工業革命至今，全球氣溫已上升超過 1℃！

全球暖化造成極端氣候、劇烈天氣越加頻
繁！

年平均溫度

五年滑動平均

全球平均溫度

溫
度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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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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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2020-2021
資料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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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

臺灣氣溫過去觀測：1911-2019年平均溫度趨勢

根據氣象局14個測站的觀測資料，發現臺灣全年氣溫（平地溫度）上升約攝氏
1.3度，且近50年、近10年增溫有加速的趨勢。

日本NHK：颱風又「避開台灣」？

從2019年底至今，已經連續3年沒有颱風
登陸臺灣，但從防災角度來看，颱風是否登
陸臺灣，並不是唯一要關注的焦點，颱風和
西南氣流產生交互作用、與東北季風產生共
伴效應，甚至是夏季午後熱對流所造成的
「強降雨」，才是更應該關心的問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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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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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越來越少天！

近年嘉義市短延時強降雨案例：

• 110 年 8 月 2日：

最大時雨量 74.5 mm

• 111 年 8 月 4日：

最大時雨量 116.5 mm

一年下多少雨? 一年有多少天下雨?

23年來，「短延時強降雨」天數增加4.6日

1.1-4



1.2 轄區概況
災害潛勢

 面積： 60.0256 Km2

 行政區：東、西兩區

• 9大聯合里
• 84 里

 人口：262,606 (111年8月)

 密度：約 4,375人/ Km2

嘉義市東邊一部份屬竹崎丘陵
地帶外，其餘區域均為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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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水站

抽水站
永欽橋

軍輝橋

華興橋

牛稠溪橋 台林橋

盧山橋

忠義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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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災害潛勢
災害潛勢

颱洪 地震 火災

近年較少有颱風侵襲，但

劇烈天氣帶來的短延時
強降雨是近年本市積淹

水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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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有超過6000棟木造
建築與歷史古蹟，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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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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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災害潛勢
災害潛勢

生物病原災害 懸浮微粒物質災害 動植物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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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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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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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0



次要災害潛勢
災害潛勢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 坡地災害 管線災害

轄內列管毒性及關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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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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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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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災．整備
做好準備．減少損失．保護生命

#多元管道宣導．活動

#全方位演練．教育

#全面向教育．多元族群

#校園防災

#健康防災

#加強建設，工程改善

#準備充足，無懼災害 12

#推動淨零排放



減災
推動淨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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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組嘉義市低碳調適永續發展委員會

2023 2030 2040

2050

2.1



減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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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氣候緊急宣言2.1-1
推動淨零排放



2-2 減災
多元管道宣導．活動

辦理防災宣導、藝文活動
舉辦防火、防震、防汛、防疫等各項防

災宣導約260場次、宣導5萬人次以上。
並結合各休閒、藝文活動，前進校園、

深入社區，經由多元管道，向不同族
群、民眾宣導，提升防災意識、加強防

災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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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
社區

前進
校園

獨角仙季

原住民豐年祭 國際身障日

結合
休閒
藝文

年度 場次

109下半年度 212 場次
42,412 人

110 年度 48 場次
10,839 人

111 年度 7場次
1,497 人

(受新冠疫情影響，宣導場次減少)



2.2-1 減災

多元管道宣導．活動

緊跟趨勢‧多元宣導
現今已是網路的時代，人手一部手
機，透過社群軟體交流、獲取訊息。
因此本府也經由網路的管道，即時
發布訊息、拍攝影片傳遞防災觀念！

• 愛嘉義 APP

• Facebook

• Line群組

•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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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訊息 防災資訊

愛嘉義 APP

Facebook 粉絲團

每年配合國家防災日皆拍攝宣導微電影，透過 Facebook、
Youtube 平台發布，進行宣導！影片總觀看量已超過四萬人次！

Facebook 、Youtube

官方
Line 
群組

•在地電視台（世新）
•廣播電台
FM90.5 民生展望廣播電台
FM98.9.1  A.Line廣播電台
FM103.1 中廣流行網廣播電台
FM105.7 姊妹廣播電台
FM107.1 環球調頻廣播電台



2.3 減災
全方位演練．教育

辦理各項防災演練共計27場次
辦理災情平台操作、阿里山鐵路、嘉義航空站、電
動公車、緊急急救、疫情防疫、空氣污染、輻射災

害各項防救災演練與教育訓練，希望能全方位的將

各種可能災害進行演練應變。

空氣品質惡化
應變演練 輻射災害

疫情防疫 緊急急救空難災害

鐵路應變演練

電動公車 強化EMIC操作交通事故演練

年度 跨局處
大型演練

109 下半年度 9 場次

ex：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暨輻射災害防救演練 1 場次

ex：嘉義航空站場內日間空難災害防救演習 1 場次

ex：年度災害防救演習 1 場次

110 年度 12 場次
ex：防救災緊急通訊設備操作教育訓練 2 場次

ex：水汙染事件緊急應變演習 1 場次

ex：民安7號-全民防衛動員暨災害防救演習 1 場次

111 年度 6 場次
ex：封橋災害防救演練 1 場次

ex：年度災害防救演習 1 場次

ex：「CPR+AED 管理員訓練課程」訓練 1 場次 17



2.4 減災
全面向教育.多元族群

辦理各項教育訓練共計70場次

辦理減災、整備、應變、復原
全面向的教育訓練與演練，並將

訓練內容與對象擴展至不同族群，

如公部門、社福機構、社區民眾、

防災士、轄內企業等多元方向。

應變
災情查通報教育訓練

減災
防災易起來平台操作

復原
復原重建工作坊

整備
設裝備操作

社福機構 防災士社區民眾 市府同仁災防企業
減災

企業防災講習

年度 場次

109 下半年度 共 14 場次
ex：韌性社區教育訓練、實際演練 4 場次

ex：查通報教育訓練 2 場次

110 年度 共 31 場次
ex：企業防災講習 2 場次

ex：社區設裝備自主操作活動 2 場次

ex：查通報教育訓練 4 場次

111 年度 共 25 場次
ex：企業防災講習 2 場次

ex：韌性社區教育訓練、實際演練 14 場次

ex：市府、區公所防救災業務人員教育訓練 2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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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固校園：

 防災校園進階推廣案學校已完成全
市 40.74％，11校。

 全國中小學已全數完成耐震工程。

 防水、隔熱工程已完成25棟校舍。

 無預警兵棋推演。

 設裝備的盤點、充實。

2.5 減災
校園防災

創意
教材教具

防災教育
在地化課程

校園防災
CDR＞1

防災教育教案甄選

防水隔熱

110年安全生活
闖關活動嘉年華

教師
增能

防災教育：

 教師增能研習

 防災教案的競賽

 課程在地化

 創意教具

 活動教學 19



2.6 減災
健康防災

健康防災
防疫視同作戰．團結對抗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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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大型接種站
年度 場次

110 年度 北興站 2 次、港坪站 7 次

111 年度 北興站 1 次、港坪站 2 次
多元管道讓市民接種疫苗好便利

設立快打站
12場次

疫苗合約醫療院所
59家

出動家打部隊讓長者受惠

關懷長者 X 到宅接種

疫苗接種特約計程車 疫苗施打率高於全國平均

第一劑涵蓋率
109.95 %
(全國 93.48%)

第二劑涵蓋率
105.47 %
(全國 87.38%)

第三劑涵蓋率
85.39 %

(全國 72.96%)
資料截止時間：111年9月22日 (以接種地)



2.6-1 減災
健康防災

 污水接管： 111年接管率提升約
2.93%為全國之冠，全市已達4,117戶，
用戶接管普及率達 6.97%。

 美化後巷：降低病媒蚊的孳生，減少環

境異味，減輕河川汙染。

 動植物防疫：市府人員積極宣導動物疫
苗的施打、現場訪視、噴藥防治等，

進行動物疫災的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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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

後巷美化

污水接管

到場巡視

噴藥防治

動物疫苗的宣導與施打

為創造世代宜居的城市，本府也致力關注衛生環
境、動植物防疫等議題。

健康防災



2.7 減災
加強建設．工程改善

聯外道路與橋梁改建

推動道路與橋樑改建，改善積淹水問題。

 東義路與盧山橋：重新設計1.7公里道

路，拓寬東義路20公尺，重建新盧山
橋、截彎取直 ，提高民眾行車安全，東

義路不積水 !

 軍輝橋改建：橋齡40年，橋墩裸露、

通洪斷面無法滿足現今河川治理計劃要求，

本府積極配合辦理都市計劃變更，拓
寬為25米寬含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守

護市民用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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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山橋

水利改善
極端降雨事件頻傳，降雨強度超越本市排水系統
負荷。

 中央排水改善：改建通港橋，增加94%通
水斷面，提升中央排水防洪標準。

 建設雨水下水道：規劃116公里，已建
置 91公里，建置率達 78.4 %，未來結合
鐵路高架化，埋設雨水下水道，改善積淹水。

軍輝橋

橋梁 開工 竣工

盧山橋 109 年 112 年

軍輝橋 111 年 113 年

勞動部「2022年第16屆金安獎」榮獲全國工程類E組第1名



2.7-1 減災

加強建設．工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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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作戰．加強清淤 盧山橋
汛期來臨前，清淤不堵塞。

每年皆排定雨水下水道與區域排水的巡檢、清淤工作，
加強水利建物安全檢查及維護。

 近三年雨水下水道累積清淤長度約 16,530 公尺，
清淤量約為 4,728 立方公尺。

 近三年區域排水累積清淤長度為 51,729 公尺，
清淤量約為 10,401 立方公尺。

墳墓區大變身．綠映水漾公園
廣納市民與專家學者建議，規劃面積約為 2.48 公頃
的親水公園。

 於109年8月9日啟用，全河段均將成為帶狀親水遊
憩區。

 公園設計結合「雨水撲滿」概念，可儲留120
公噸雨水，做為植栽澆灌用水。



2.7-2 減災
加強建設．工程改善

24

改善老屋．守護木都 本市老屋、木造建物超過6000棟，為守護
古蹟建物、老屋進行修繕重建、防減災工作。

 轄內12處古蹟建物，辦理防災救護緊急應變保
全措施搶救演練。

 補助推動木造、鐵皮屋等高風險建物安裝住警器。

 協助老屋修繕重建、活化再生。

桃城豆花
(原德山醫院)

強化老舊複合用途建物改善

盤點中、高層建物較高安全風險疑慮者

列為優先清查及改善對象

110.01 完成妨礙避難空間雜物清理

建物改善

老屋修繕

積極推動危老建物重建

109年 110年 111年

核准 7件 13件 2件
(另11件輔導中)

舉辦社區說明會

15場
舉辦整合工作坊 專業人士研習課

10場 2場X X



整備
準備充足.無懼災害

推動社區防災

提升社區對於災害的韌性，增加社區

自助能力，進而互助鄰近社區。

25

 老屋街區：針對本市老舊、木造
建物較密集之13個里別，進行

建物、設施調查，向居民進行防
災宣導，並協請專家學者提供
相關防災對策建議。

 韌性社區：已推動頂庄、何庄、荖

藤、紅瓦等4個社區，並第一期社

區皆已獲得消防署一星標章。

 水患社區：已推動後湖、國華等

11個社區，其中後湖里獲得110

年水利署評鑑甲等。

2.8



整備
準備充足．無懼災害

抽水機房加裝「突波接收器」

本市5座地下道抽水機房加裝「突波接
收器」，避免抽水馬達因遭受雷擊而故
障，保護設備，確保運作。

26

抽水機預佈，抽水站測試
汛期前，完成潛勢地區16台抽水機預佈作
業，2台待命，2座抽水站進行測試。並與
水利署第五河川局保持暢通聯繫管道，協
調大型抽水機協助。

透地雷達檢測，防患未然

水利設施因長久水流掏刷，易產生縫隙，
為利即時採取改善措施，利用道路透地
雷達進行檢測，防患未然。

2.8-1



2.8-2 整備
準備充足．無懼災害

與企業合作

與企業合作，增加防
災能量。

27

備援準備

 備援場地：確認備援
場地安全，充實設
裝備，遇緊急狀況隨

即應變。

 避難收容：盤點本市

避難收容處所對於災
害特殊需求者的設
裝備狀況，並已完
成本市全避難收容
處所耐震評估。

確認備援場所、設備，
應變不徐。

合作項目 數量

簽訂
合作備忘錄
開口契約

32 家

捐贈
防災避難
看板

32 處

捐贈
住宅用火災
警報器

12,000 顆

場地 數量

備援場地
東區區公所 1 處
西區區公所 2 處

避難收容
處所 全市共 53 處



應變．復原
提前預測．迅速確認．快速復原

#坐鎮指揮．情報暢通

#合力復原．降低不便

#案例分享

28



3.1 應變
坐鎮指揮．情報暢通

開設應變中心

颱風來臨前依颱風狀況
開設應變中心，協力團
隊提供情資簡報參考。

29



3.1-1 應變
坐鎮指揮．情報暢通

30

透過多元管道宣導
透過FB、市府官方Line、防
災資訊網、愛嘉義APP向民
眾宣導防災事項。

災情查通報
市府單位、區公所、警消、協力

單位待命，並透過市府防災
Line群組快速查通報，並快

速製作災情斑點圖，情資分享、

迅速應變。協力團隊(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也透過Line機器人即
時通知降雨狀況。



3.2 復原
合力復原．降低不便

復原清消
因災情通報快速正確，
並情資分享完善，各單
位得快速進行合作、處置，
減少民眾不便，回復家園。

 快速處置：市府各局處、
與協力單位，合作處置，
快速回復，消毒清掃，
減少病媒蚊、疾病
產生。

 準備充足：災情發生隔
日，區公所與里幹事，
便可迅速調動儲備消
毒物品器具，至受災
戶慰問，並宣導清掃
消毒作業。

31

災後檢討
災後統整情報資料、天氣資訊、
降雨狀況、災情損失，檢討
改進。



3.3 111年 8月 4日-午後熱對流豪雨事件
案例分享

32

15 : 30 雨量已達
10 mm / 10 min以上

啟動查通報

16 : 50
最大時雨量已達
116.5 mm / 1hr

復原行動
最後通報
全數完成

15 : 00
工務處應變小組

啟動待命

策進檢討



創新防災
智慧城市．創新改變．世代宜居

#智慧 e 化．創新改變

#低碳環境．永續嘉園

33



4.1 智慧城市
智慧 e 化．創新改變

34

智慧
城市

交通

安全

醫療

治理

教育

環境

全齡共享

世代宜居

永續嘉園

努力創新



4.1-1 智慧城市
智慧 e 化．創新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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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安全

智慧交通
全面啟動交通事故處理行動
雲

 前端：事故發生後藉由雲端

圖資及AI輔助繪圖，標準化
事故繪圖作業。

 後端：將事故現場蒐集的資

訊轉化為日後防制運用的基
礎，有效回饋道路環境安全
機制。

智慧安全
嘉 e智能維安系統

運用智慧分析提高偵防能量

有效運用有限警力

依據治安、交通熱區、熱時

自動規劃巡邏路線



4.1-2 智慧城市
智慧 e 化．創新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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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活用

 透過嘉義市政府官
方Line群，即時通
知民眾嘉義大小事。

 透過程式撰寫與
Line 機器人結合，
即時自動推播天氣
訊息，快速不漏網。市府訊息

防災資訊氣象資訊

防疫疫苗

愛嘉義 APP
經由愛嘉義APP，快速查閱，掌握
嘉市大小事。



4.1-3 智慧城市
智慧 e 化．創新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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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嘉憶人
以平安符為設計概念，結合物聯網及藍芽技術，建構防
走失網，家屬平時就能透過手機APP，掌握親人定位訊
息，一起牢牢牽緊每一位失智長輩的手，就算忘記回家
的路，我們也能找到

智慧校園
建置雙語互動智慧校園，透過嘉e卡及
校務行政APP 全面啟動智慧校園服務、
高中職AIoT 創意科技實作競賽及高齡者
一里一課程等全齡教育，提升市民數位
素養。



4.2 永續嘉園
低碳環境．永續嘉園

營造綠廊道、教育園區
打造多功能水環境教育園
區與道將圳水綠廊道，兼

具水質淨化、環境教育、
生態保育、運動休閒的空

間，讓民眾、孩童瞭解水
資源可貴與生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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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水環境教育園區

道將圳水綠廊道



4.2-1 永續嘉園
低碳環境．永續嘉園

永續發展．淨零碳排
為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2050

年淨零碳排城市

 成立低碳調適永續發展委員會：回應

12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訂定39個
永續發展目標指標，展開跨局處合作。

 推動低碳社區：里參與率 100%，
全國第1！

 興建綠能永續循環園區：規劃在嘉義

市垃圾焚化廠、環保用地及彌陀路資源

回收場3處場址推動建置「嘉義市綠能
永續循環園區」，包含多元化功能處

理場、底渣再利用場、飛灰穩定化物暫

置場、綠能發電廠。 39

1.多元化功能處理場
2.底渣再利用場、
飛灰穩定化物暫置場

3.綠能發電廠

低碳社區

低碳調適永續發展
委員會

4 里
( 全國第 3 )

銀級認證

31 里
( 全國第 2 )

銅級認證



4.2-2 永續嘉園
低碳環境．永續嘉園

綠能發展．淨零碳排

 太陽能：全市國中小太陽光電設置
率達100％，建置密度排名全國第
4名，110年發電約2,891萬3,566度
電，減少約1 萬4,515 噸碳排放量。

40

 電動公車：全市汰換低底盤電動
公車，廣受民眾好評，搭乘人次3年
成長近4倍，光林我嘉線榮獲交通部
觀光局台灣好行路線推動單位「服
務品質提升獎」全台第一名。

 自行車：建置環市自行車道路網主線，
全長共25公里，沿線布設18處公共
租 賃 自 行 車 站 點 。 並 全 國 首 發
YouBike2.0E電輔車，布設約140站、
自行車約1040輛車，鼓勵民眾打造
低碳城市。

打造綠色生活嘉！



結語
感謝肯定．虛心檢討．打造宜居城市

#SmallCityBigChange

#ChiayiLife

#小城市大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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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民眾肯定．努力創新．世代宜居

42

「公部門奧斯卡」政府服務獎

《臺灣世界新聞傳播協會》
2022施政滿意度調查

11施政面向
榮獲 7 金 4 銀
唯一大滿貫縣市

《天下雜誌》
2022縣市長施政
滿意度調查

全國第三

《遠見雜誌》
2022 縣市長施政滿意度調查

榮獲 5星市長

《今周刊》
「2022永續城市SDGs大調查」
「永續城市特優獎」

（連續二年得到）

《今周刊》
「2022永續城市SDGs大調查」
「最佳首長信任獎」



感謝聆聽．請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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