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 
臺北市政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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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位居臺北盆地，境
內有新店溪與淡水河圍繞
西側，又有基隆河及景美
溪橫貫而過，每年5至10
月之豐水期，降雨總量幾
佔全年總雨量 62%，極易
造成本市淹水災情。 
同時，臺灣位於歐亞大陸
板塊與太平洋的菲律賓海
板塊交界之處，為世界上
有感地震最頻發的地區之
一，故本市亦難免於地震
之侵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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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災 

本市依降雨量統計資料分析，平地以5 
至9月相對降雨量較大，山地則以8至11
月相對降雨量較大；依近年降雨資料分
析，降雨集中於幾次侵臺颱風（侵襲本
市之颱風每年約3.6次）與西南氣流所引
發之豪大雨。山地因地勢較高及東北季
風影響，降雨集中於8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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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氣象局雨量站 

資料來源： 
氣象局雨量站 



水災-短中長期防洪工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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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積淹水時間積水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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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積淹水時間積水地點

因興隆路一帶集水範
圍廣大，既有箱涵排
水容量不足，且局部
地勢低窪，遭遇短延
時強降雨事件皆易發
生積水問題。     
  易淹水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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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24cms抽水量 
已於104年8月底完工 
 

景美抽水站機組增設工程 

增加福興路排水設施通洪能力，減少福
興路之幹線系統逕流量，亦同時減輕興
隆路2~3段排水瓶頸段之負擔。 
已於104年7月19日開工、106年4月完
工。 

福興路排水分流新建工程 
 

福興公園 
興福 
國中 

為改善興隆路3段304巷排水系統，以減
緩該路段局部低窪區域積淹水情形。 
預計105年11月底開工、106年7月底完
工。 
 

興隆路3段304巷排水分流及
側溝擴建 
 

水災-短中長期防洪工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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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路憲兵營區停車場滯洪池
新建工程 
 
辛亥路憲兵營區滯洪池上方未來將興
建公共住宅，結合防洪與都市發展，
發揮土地多元效益。滯洪量46,000m3 

已於104年11月20日開工 
(第一期)預計106年6月完工 
(第二期)預計107年4月底完工 

滯洪池 
工址 

文山運動中心北側用地滯洪池
新建工程 
 
文山運動中心北側用地滯洪池上方
施作綠地並設置聯通步道與文山運
動中心外部空間相連，提供民眾更
多休憩空間。滯洪量:6,000m3 

已於104年11月11日開工 
預計105年底完工 

 

軍方宿舍 

文山運動
中心戶外
停車空間 

 

景觀牆 

水災-短中長期防洪工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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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104年5月1日至10月31
日易積水地區進行改善作業 

• 內湖區南京東路往西與堤頂大道交
叉口(兩處) 

• 內湖區南京東路往南與堤頂大道交
叉口 

• 內湖區南京東路六段堤頂大道1段
交叉口 

• 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185號前對向
快車道 

• 文山區軍功路150巷11號~15號 
 

總計六處，已完成五處，執行中尚
有一處，預定於7月31日前完成。 

 

水災-易積水地區改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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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災-強降雨減災工作方案 
14 

本府除訂定短中長期防洪工程改
善措施外，並建構完整防汛緊急
應變系統，透過簡訊預告機制、
災情通報團隊、災中搶救團隊及
災後復原團隊，整合救災資源，
於接獲通報後迅速啟動各項應變
處置與善後復原作為。 



災前    災中    災後 

水災-強降雨減災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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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蘇迪勒、杜鵑颱風濁水問題 

蘇迪勒颱風來襲，因上游集水
區強降雨，造成南勢溪原水濁
度大幅飆升至39,300NTU，1
萬NTU以上期間長達12小時；
杜鵑颱風原水濁度最高達
22,800NTU，1萬度以上遞延
時間(14小時)歷年來最久，另
因蘇迪勒颱風上游集水區坡地
崩塌、邊坡滑落，接連又遭遇
杜鵑颱風侵襲，大量表土含動
植物之腐植酸等有機物隨豪大
雨沖刷而下，以致原水中夾雜
大量細微且不易沈降顆粒，造
成淨水處理極大困擾的白濁水。 

目前本府已著手評估由北勢
溪設置專管計畫，因翡翠水
庫專管計畫屬於長期計畫，
完成時間約為7年，爰預擬
短、中期計畫，以為因應。 



17 蘇迪勒、杜鵑颱風濁水問題 

短期 

 高分子兩段加藥 
 沉澱池清洗 
 沉砂池設置擋板 
 設置「南勢溪預警取樣系

統」 
 沉砂池增設淤泥排放管 
 淤泥抽送站內管線改接 

 於災害應變決策輔助系統(NCDR)中
建置「流域災害監測預警系統」 

 於直潭場2座沉澱池設置刮泥設備 
 於快混池恢復設置快混機 

中期 

淨水廠相關措施 

長期 
翡翠水庫至直潭淨水場專
管取水工程計畫 



18 蘇迪勒、杜鵑颱風濁水問題 

建立聯繫對口 
    醫院、學校、消防 
 戰備水井 
    70口 
 開設緊急取水站 
    21處 
 開設臨時供水站 
    20處 

颱風期間相關措施 
醫療用水 

學校用水 

消防用水 

民生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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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路樹災害檢討 

20 

104年8月6日蘇迪勒以「穿心颱」的
方式登陸台灣，以最強陣風達蒲福風

級13級（39.2m/s）的風力，侵襲
本市，帶來北市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樹
木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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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路樹災害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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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歷年颱風資料，蘇迪勒颱風
的風速為本市歷年最強，總計
造成20,294株樹木災損，造成
史上最大的樹木災害，相較於
次大的蘇力颱風造成樹損3609
株，本次樹木災損約為蘇力颱
風的5.6倍。 



樹木災損 
原因探討 

樹種 
多為淺根系樹

種 

修剪幅度及
修剪量受限 

新植樹木根
系尚未穩固 

風災-路樹災害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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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環境 
樹穴過小 

排水側溝 

鄰近建物 



1000-
2000株 

1000
株以下 

2000
株以上 由工務局

公園處動
員進行救
災 

協調各工程
處調派人力
及機具支援 本市災害應

變中心協調
各局處及國
軍、義消、
義警支援 

第一階段 
 影響公共安全及民眾安全

者 
 影響維生系統者 

第二階段 
 次要道路妨礙交通者 
 巷弄妨礙交通者 
 人行道妨礙交通者 

第三階段 
 所有路樹傾倒之扶正及安

全島或人行道之樹枝清運 

第四階段 
 公園、綠地及廣場 
 其他地區 

災害復舊分級模式 

風災-路樹災害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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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維管 

擴充救災能量 

啟動志工參與 

樹種更新計畫 
推動基地改善 
加強修剪作業 
加強維管 
檢討修正「臺北市樹木修剪作業規範」 
加強樹木巡察 

機具汰換更新 
建立人力資料庫 
調整天災廠商招標策略 
鄰里公園天然災害開口標案 
檢討天然災害標案委託監造 

運作臺北市志工群 
開啟護樹志工團 

改善及精進作為 

風災-路樹災害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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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交通之樹倒障礙排
除方式效率不佳 
 
區級指揮動員效能不佳 
 
洩洪時機及水濁問題處
理機制 
 
救災機具能量不足 
 
各機關災前及災後無相
關SOP檢核項目 
 
廢棄物暫置場不足 

由交通局認定現行主次要道路優先救災順序。 

大型災害預先規劃責任分區。 

災害應變期間授權區長在不妨害市EOC運作下，
可直接指揮局處進行災後復原工作。 

針對水濁問題訂定相關SOP。 

翡翠與石門水庫隨應建立更完整的洩洪時機協
調機制。 

因應大型災害造成排擠效應，增加開口合約動
員能量。 

各單位訂定災前及災後相關SOP檢核項目。 

檢核表亦上傳防災資訊網。 

環保局事先選定垃圾暫置場所。 

災後檢討 

風災-災後復原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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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進作為 

樹倒救災作業制度及樹木定期疏枝計畫 

重大災害時垃圾停收機制標準作業 

增加開口合約動員能量 

區級災害防救體制運作 

運用地圖化展示系統研判災情處理情形 

訂定「災後復原SOP」 

訂定「風災災後復原時程進度表」 

訂定風災檢核表（Check list） 

建立各局處聯合分工機制 

搶救災人力、機具盤點 

1 

2 

3 

4 

5 

6 

7 

8 

9 

10 

風災-災後復原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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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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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 

經歷蘇迪勒颱風後，
本府於災後復原階段
訂立了SOP、檢核表
等多項措施，並於杜
鵑颱風復舊時運用，
達到了良好的復舊效
率。 

風災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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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近年有感地震總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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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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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災-土壤液化專案調查 
30 

土壤液化 
本府量測繪圖專案已於105年
度1月起實施，預計於105年8
月底將有初步之成果。 
目前本府先以經濟部中央地質
調查所繪製之圖資進行參考及
運用。 



本市震度4級以上 本市震度6級以上 本市震度5級以上 

三級開設 二級開設 一級開設 

開設時機: 
1.常時24小時三級開設運
作，進行各項應變措
施。 

2.當本市地震達震度4級
以上，各防救災單位立
即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並派員進行災情蒐報。 

開設時機: 
1.本市地震震度達5級以上。 

2.本市有災情發生之虞時，經工務局
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開設時機: 
1.本市地震震度達6級以上。 

2.震災影響範圍逾2個區，估計本市
有15人以上傷亡、失蹤、大量建
築物倒塌或土石崩塌等災情。 

3.因地震致本市發生大規模停電及電
訊中斷，無法掌握災情時，經工務
局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進駐單位: 
31個單位進駐(含憲兵202指揮部)。 

進駐單位: 
消防局每日救災編組勤務
人員。 

進駐單位: 
13個單位進駐(含憲兵202指揮部)。 

★如有重大災害發生時應立即提升一
級開設。 

震災-緊急應變流程精進 
31 



震災-自來水設施管線耐震補強 
32 

0206臺南震災自來水設施破壞 
管線破壞逾1700處，影響40萬戶供水。 

動員緊急搶修並增設臨時明管。 

啟動備援管線調度供水，動員其他區處人力物

力支援。 

災後3日後約5萬戶停水，10日後降為300戶，

災後19日恢復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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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災-自來水設施管線耐震補強 
33 

管網改善及管材強化 
 老舊管材：全面檢視、

維護及更新（PSCP
等），目前正研擬幹管
維護計畫，未來將持續
推動。 

 給水管：自94年開始使
用不鏽鋼耐震波狀管為
給水外線，未來將輔導
用戶內線耐震化，以提
高整體給水耐震能力 

 配水管：在高液化潛能
地區試辦耐震防脫管
材，另斷層帶之管線已
納入耐震設計，未來將
全面推動耐震管材。 



耐震評估模式 

水管橋耐震提升 

藥槽耐震補強 

震災-自來水設施管線耐震補強 
34 

耐震評估模式建立 
已於103年擇定具代表性之劍
潭水管橋、重要藥槽及中和配
水池進行評估，建立模式。 

自來水設施耐震能力補強 
依據評估模式，辦理後續藥槽、
配水池及水管橋耐震能力提升，
本年度預計辦理4座水管橋耐
震評估補強工程委設作業。 

建物設施補強 
已於103年完成本府自來水事
業處11棟重要建物評估及補強
工作，後續將再持續針對其他
建物進行評估。 



震災-自來水設施管線耐震補強 
35 

緊急應變機制 
 24hr即時監控供水狀
況 

 緊急維生及防災地下
水井計畫 
規劃利用120所學校既有
水池、水塔用水設備蓄水
量，於北水處停止供水時，
提供民眾臨時用水。 
 
 
 

 設置緊急臨時供水站 
規劃於12座防災公園及55
所防災學校附近鄰里公園，
以鑽井方式，提供緊急防
災期間生活雜用水。 

 緊急備料及互助協議 
 災害用儲備資材 
 搶修廠商 
 研議與鄰近自來水事業

體簽訂MOU。 
 研議徵用水車增加取水

點。 



本市現況說明： 
 

 

震災-災民收容 

為因應大型震災發生後所產生之大量
災民短期收容需求，災害發生時，由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依災情實況，
指定合宜開設收容安置學校、運動場
館、區民活動中心或廟宇等場所，必
要時安置於旅社(館)或其他場所。 

本市現有之防災任務學校計有55
所，其中51所規劃為各類災害優先

收容學校，依現有之防災收容每人4
平方公尺之空間需求，目前可安置之

災民數量可達8,692位。 

36 



震災-災民收容 

防災輔導團編組 

由本府教育局防災輔導團編組，並會
同專家學者，針對各校歷年執行收容
安置任務整備物資進行實地訪查。 
 依據補助購置設備參考標準表。 

 訂定防災任務學校整備情形督考檢查依據。 

 要求學校應實地完成避難收容所搭設，以
實況訪評方式，確立各校採購物資不足處
與精進方向，並以每年度完成55所防災
任務學校訪視為目標。 

檢討每年度硬體設備建置待精進項目，
確立下年度輔導訪視要求重點。 
 

37 



全面改善老舊校舍拆除重建及補強
工程，強化校舍耐震能力。現已完
成666棟校舍耐震補強作業，尚有
70棟校舍待補強，規劃105年完成
64棟，106年全數完成。 

強化校舍耐震能力 

震災-災民收容 
38 



39 

公有建物耐震補強 
本市公有建物耐震評估及補強
係由本市災害防救辦公室工作
會議管考，列管單位須每月提
供進度。 
截至六月底，本市列管案計有
4大類共116件，刻正辦理改
善中。 



40 震災-公有建物耐震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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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未使用、
目視即可判別
有危險之虞之
公有建物 

本府列管公
有建築物耐
震能力補強
及拆除案件 

本府公有市
場建築物耐
震能力補強
或拆除案件 

本市公立學校
老舊校舍及相
關設備補強整
建案件 

案件數 



 

震災-老屋健檢 
41 

臺灣位處地震帶，歷來大規
模地震造成重大傷亡，早期
興建之建築物因法令規定，
無法滿足現行耐震設計標準。 
 針對本市88.12.31前取

得建照之老舊建築物受
理申請老屋健檢，確認
建築物耐震能力。 

 修訂｢臺北市老屋健檢及
後續處理規則」，協助
建築物辦理耐震評估、
後續補強或拆除重建作
業。 

 全面提升建築物耐震能
力，維護生命財產安全。 



中央 
88.12.31前取得
建照之住宅（住
商混用者，住宅
需占1／2以上

比例） 

本府自籌
88.12.31前取
得建照之非住
宅但認有需健
檢必要之建築

物 

震災-老屋健檢 
42 

分期分類執行計畫 
老屋健檢計畫既屬全國性質，且營建
署表示將統籌財源補助辦理，本府於
配合中央政策及財源前提下據以執行。
步驟如下： 
 配合中央政策辦理補助推動。 
 針對中央補助及本府配合籌措

（非屬中央補助）對象如右圖。 
 分年分期受理初評申請及派案進

行健檢。 
 健檢結果屬D>30者，輔導進行詳

評及協助後續作業(補強或拆除重
建)。 
 



震災-老屋健檢 
43 

後續措施 
本市既有老屋自主檢視措施 
 推動並宣導民眾依據「建物堪用評估標準表」自行簡易檢視結構安全

(DIY檢視)。 

本市未來新建建物加強管理措施 
 加強坐落斷層帶、土壤液化等區建築物辦理新建建築執照結構納入必

審，達一定規模以上者，辦理結構外審委託審查，杜絕建築物結構設計

不良之情形。 
 加強查察擅自破壞建築物結構安全者並依建築法處分。 

建立諮詢平臺 
 由公會推薦專業技術服務及修繕團隊，以利民眾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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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第一 規模最大 
為提升地震自我保護及避難疏散應變能力，本市於3月25日上午10時與基
隆市、新北市及桃園市同步進行地震避難疏散演練，市長亦前往臺北101

大樓視察。本市共有31萬6,580人參加演練，為各縣市之冠。 

地震避難疏散演練 



46 

全民參與 
第一次開辦防災公
園夜宿體驗營，讓
市民朋友可以走入
防災公園感受收容
安置現場，體驗防
救災工作的真實性，
縮短真實與虛擬的
界線。 

防災公園開設演練 



47 首創夜間北北基桃聯合災害防救演習 

有備無患 
將臺鐵、高鐵、
臺北捷運及桃園
捷運納入共同防
災演練，模擬因
地震劇烈搖晃造
成車站內旅客恐
慌避難、進站中
列車出軌，並包
含火災、毒化物、
大量傷病患及爆
裂物災害等多種
演練，並將演練
實況於臺北市防
災資訊網直播。 



48 臺鐵爆炸案 

高度肯定 
2016年7月7日晚上9時59分，於即
將進入松山車站的臺鐵1258次區間
車之第六車廂發生的爆炸事故，本
府於 38 分鐘內完成緊急醫療站、檢
傷分類及傷患後送等作業，獲得總
統、輿論高度肯定。 

案發時間 
7/7 21:59 

22:06 

22:12 

火勢撲滅 

西側廣場成
立救災指揮
站及救護站 

22:17 

通知各醫院啟
動大量傷病患

機制 

22:22 

患者已從地
下1、2樓移

至1樓 

21位傷者皆
送醫(4名傷
患自行就醫) 

22:38 



49 臺鐵爆炸案 



強化災害防救體系運作措施 
50 



51 強化災害防救體系運作措施 

卓越的執行力 
104年7月1日至105年6月31日
成立市級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
設3次，共召開8次災害防救會
報，均由市長親自主持，出席
率 100 %。 



國際接軌  與時併進 
52 

積極參與國際舞台 
本市為「都市危機管理網」及
「都市網災害小組」成員，每
年定期參加國際會議，預定今
年9月22日辦理第九屆城市網災
害小組會議暨國際研討會 



53 北北桃基防災生活圈首長座談會 

互信互助  共榮共享   
本市邀請新北市、桃園市及基隆市政府於105年8月4日舉辦「北北桃基
防災生活圈首長座談會」，就災害防救重要議題進行意見交流，並簽訂
「災害防救支援協定」，希望以共同生活圈的概念，透過相互協助支
援，分享災害防救資訊，提供在地生活者、通勤及通學民眾更加安全、
安心、安居的環境，共創北北桃基成為「宜居永續城市」。  



厚植災害現場大量傷患處置能力 

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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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民於水火之中 
105年本府投入 1,174萬 元，
購置大量傷病患器材車，以強
化本市大型災害發生而造成大
量傷病患時之緊急救護醫療處
置所需救護能量，提升本府大
量傷病患之緊急醫療救護應變
能力。 



前進指揮所－器材運輸車 
55 

強化前線戰力 
本府消防局購置器材運
輸車載運前進指揮所相
關器材設備，包括場地
設備、通訊設備、照明
設備、電力設備及簡報
文書處理設備等，俾利
快速成立前進指揮所。 



毒化災-創新作為 
56 

運籌帷幄 
禦敵於先 
 辦理臺北市兒

童新樂園毒性
化學物質洩漏
災難模擬演
練。 

 辦理臺北市政
府104年複合
式暴力恐怖攻
擊應變中心兵
棋推演。 

 召開台灣中油
公司輸送毒化
物行經本市審
查會議。 



建置側溝管理資訊系統 
57 

強化側 
溝管理 
本府於105年建
置「臺北市環保
局側溝管理資訊
系統」，並將結
合「各行政區模
擬積水潛勢區」，
以利於汛期前加
強清疏易淹水地
區之側溝，俾達
成減災、防災之
目的。 



新興傳染病及2017世大運之防疫措施 
58 

三檢三防 
 入境檢疫 
 入村檢疫 
 發燒檢測 
 衛教宣導 
 推動呼吸道、手部衛生 
 設置醫療室、 指定醫院 

七項建議 
 建立賽會期間疑似傳染

病症狀監測與通報平台
入村檢疫 

 擬定三級防疫應變措施 
 建立跨縣市防疫分工機

制 
 監測賽會期間重要傳染

病 
 建置疑似新興傳染病患

後送就醫機制 
 加強辦理志工教育訓練

及衛教宣導 
 建立與賽館醫護站、旅

館業者及醫療院所合作
模式 



提供民眾環境輻射監測資訊 
59 

輻射資訊公開 
本府利用現行8處空
氣品質監測站，增設
環境輻射監測設備，
全天候24小時自動
化監測當地的環境輻
射量，透過網站公布
即時監測資訊，供市
民隨時上網查詢所在
區域之輻射劑量。 



國軍協力創新 
60 

一起動員 不分你我 
訂定「臺北市後備指揮部後備軍人輔導中
心支援工務局風災樹木災害搶救作業原則」
及「臺北市政府運用替代役役男協助災害
過後市容復原作業要點」，以利災害迅速
恢復市容，展現軍愛民、民敬軍的情操。 



61 
建立因應緊急事件大範圍交通管制原則 

訂定「本市因應緊急事件大範圍交通管制作業原則」，相關單位依事件
屬性及交通管制疏導之需要劃設封鎖區域及交通管制範圍，俾利進行橫
向聯繫、人車疏導、相關資訊發布、交通號誌調整、公車客運改道及站
位調整、軌道運輸營運調整、停車場進出管制等作業。 



災民證APP 
62 

本府社會局與g0v
資訊社群合作建置
「災民證APP」，
該APP以數位建檔
方式，將每位災民
資料輸入雲端，方
便收容團體快速建
檔，若想尋找失散
的親人，也能透過
APP鍵入的資料進
行搜尋。 



63 物資捐贈地圖 



熱浪災害 
64 

本府已把熱浪危害納入災害防救計畫，
且於平時參考中央氣象局之預報及民間
氣象公司之研判，預測隔天高溫達38度
或未來3日連續高溫37度，會透過消防局
簡訊系統，通報相關局處，各單位接獲
熱浪預警通報後，依其權責配合啟動關
懷弱勢避暑、室外作業勞檢、學校調整
室外課程、加強植栽澆灌、市場稽查、

灑水車降溫等相關因應措施。 



本市經歷復興航空
空難事件、蘇迪勒
颱風及支援臺南市
震災救援、臺東縣
風災復原重建後，
不斷檢討內部各項
措施及計畫，以防
未來各式災害之侵
襲，並虛心學習，
期許各部會長官、
委員能不吝給予指
教，本府萬分感謝，
也懇請委員們支持
本府各項災害防救
之成果！ 

結語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