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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週報（110年 6月 3日至 110年 6月 9日） 

一、 大規模森林火災搶救之作為與挑戰：玉山杜鵑營地森林火災分析
（本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提供，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彙整） 

（一）110年 1至 5月國有林地火災次數創紀錄 

  臺灣每年梅雨及颱風季節過後，十月至翌年四月屬森林火災

好發季節，在此期間，中、南部地區常因久旱不雨、氣候乾燥、

枯枝落葉堆積林下，常易因人為疏忽或故意而引發森林火災；尤

其，今（110）年更受到極端氣候影響，遭遇 56年以來的大乾旱

（109年 6 月迄今降雨量 807mm，僅年平均降雨量約 1/3），也直

接影響林火發生頻度。 

本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以下簡稱林務局）統計今年 1月至

5 月，國有林地內已發生 63 起林火災害（如圖 1），為歷年最高

紀錄，且由現場跡象研判，絕大多數火災案件係人為活動所導致，

如故意縱火、野營炊事用火不慎或清明掃墓焚燒雜草或冥紙、農

民整地及燃燒農業廢棄物不慎引起等。 

 

圖 1 近五年 1-5月國有林地火災件數統計圖 

（二）玉山杜鵑營地森林火災 

1. 地理位置：玉山國家公園杜鵑營地位處海拔3,200公尺（玉山

事業區第51、52林班，如圖2）。 

2. 搶救時程：110年 5月16日清晨5時許接獲通報，火勢於5月23

36 35
27

36

6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106 107 108 109 110

件

數

年份



 2 

日16時獲得控制，於5月27日8時熄滅，歷時11日又3小時。 

圖 2 玉山杜鵑營地森林火災受影響面積示意圖 

3. 應變處置： 

(1) 地面森林救火隊集結：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獲報隨即

動員集結，並請求空勤總隊載運第一批人員抵達火場進

行搶救，因火場偏遠搶救難度高，持續增派南投、屏東、

花蓮及羅東林區管理處等職員、森林護管員，共計投入

113人搶救。林務局森林救火隊地面人員徹夜開闢防火

線，總計動員人力960人次，救災情形如圖3。 

 

圖 3 人力救災情形（左：火場地處偏遠，協調內政部空勤總隊載運人員與

物資；右：前進指揮官賴龍輝主任偕同同仁於火場現地研擬滅火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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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中灑水作業：搭配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陸軍航空特

戰指揮部直升機空中灑水作業，總計直升機83架次。 

4. 災害損失： 

該火場區域範圍林相以臺灣二葉松、臺灣冷杉及鐵杉為主，

富含油脂，火勢延燒猛烈。經衛星影像初步判釋，火災延燒

面積約70公頃以上。 

 

5. 事件災因分析與搶救困難點： 

(1) 災因分析：據某登山客自述係因炊煮用火不慎導致。 

(2) 地處偏遠：火場自登山口步行需2至3日以上才能抵達，

且考量山區後勤補給困難，投入救災人員物資受限。 

(3) 搶救艱困：火場地形為荖濃溪上游支流所自然形成之陡

峭谷地，人員挺進極為困難；林相以臺灣二葉松、鐵杉、

臺灣冷杉等針葉樹為主，油脂含量高，且地表累積厚實

松針落葉層燃料，火勢延燒猛烈、快速，且有地下火悶

燒情形，需透過人力開挖撲滅，搶救過程極為艱辛。高

海拔山區，人員不僅面臨低壓、低溫環境，更因氧氣稀

薄易有高山症及適應不良之反應產生。 

圖 4 玉山杜鵑營地森林火災救災情形（左：臺灣二葉松富含油脂，火勢延燒猛烈、迅

速；右：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 CH-47直升機空中投水） 

空中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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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氣候乾旱：自109年6月以來，降雨甚少，山域極端乾燥，

助長火勢。 

6. 災後作為： 

(1) 肇事者部分：內政部警政署保七總隊業依違反森林法第

53條規定函送南投地方檢察署偵辦，林務局刻正估算林

木損失價值、生態與景觀損失價值及相關救災支出費用，

後續將向肇事者請求民事賠償。 

(2) 復育作業：由於火災跡地範圍除屬國有林事業區外，同

時亦為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轄管之生態保護區，

後續將由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採自然復育方式，並透過

生態復育監測計畫，調查森林火災對於生態系統功能、

生物棲地、動植物受害情形，以及水源涵養等功能進行

影響評估。 

（三）國有林地火災減災、救災精進措施 

1.林地經營管理措施 

1. 加強熱門登山路線、營地燃料管理作業：在乾燥季節來臨前，

將林道、山區營地及重要道路兩旁枯枝落葉與草類等燃料進

行移除工作，並預先噴灑阻燃劑，防範森林內遊憩活動或人

為用火不慎時，釀成森林火災。 

2. 防火線及防火林帶之整理：於森林火災發生頻繁地區，加強

整理及維護防火線及防火林帶。  

2.登山客防災教育與宣導 

1. 重要林道入口及森林遊樂區內外，以宣傳旗幟或森林火災危

險度警示牌，或透過廣電、官網、臉書專頁、海報等方式宣

導「舉發有賞、放火有罪」之相關訊息，提醒出入山區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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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注意防火，並提供保林防火專線電話，全年無休受理舉

報。 

2. 結合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教案，推廣山林教育：加強森林防

火意識之安全教育，透過林務局所轄8處自然教育中心提供

適合中小學生學習之森林防火主題安全教育課程方案規劃，

使國人掌握必要之森林防火知識，以及森林火災環境之自救

處理能力，提高社會大眾之森林防火意識。 

3.運用科技器材 

1. 透過無人載具搭配熱顯像儀，強化熱源偵測，並運用於災後

監控；另依據火場狀況，適時運用滅火彈，以控制林火悶燒，

增加救災效能。 

2. 運用衛星影像推估災害受損：藉由衛星影像光譜變化，觀察

紅光、近紅光之反射與吸收值，計算標準化差異植生指數

(NDVI)，進而推估火災跡地受損面積與林木被害狀況，亦可

作為後續復育工作之參考，如圖 5。 

 

 

 

 

 

 

 

 

 

 

圖 5 利用衛星影像觀察火災延燒受損範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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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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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起（如圖 6 所示），地震規模均小

於 4.0，震央分別位於花蓮縣秀林鄉及南投縣竹山鎮，其中本（6）

月 6 日 12 時 38 分南投縣竹山發生規模 3.8，深度 5.0 之極淺層

地震，影響範圍以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及嘉義市為

主，其中雲林縣草嶺及斗六測得最高震度 3級，相關地震均無災

情發生。 

 

 

 

  

時間（臺北） 

月 日 時 分 
位   置 

深度 

(km) 

規模 

(ML) 

有感

編號 

06/08 00:47 花蓮縣秀林鄉 18.9 3.3  

06/06 12:38 南投縣竹山鎮 5.0 3.8  

圖 6 本週（6月 3日～9日）臺灣有感地震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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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期國際重大災害彙整 

資料來源：截至 110年 6月 9日止，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綜整 

  

事件 災情概述 

陸上交

通事故 

一、發生日期與地點 

6 月 7 日，巴基斯坦一班快車在偏遠農村地區信德

省（Sindh）達哈吉（Daharki）附近出軌，幾分鐘後，

脫軌列車的車廂遭另一班高速載客列車切穿。 

二、災情 

至少 63人死亡。 

雷擊 

一、發生日期與地點 

6 月 8 日，印度東部地區因雨季暴風雨來襲，部分

地區因雷擊造成正在田野工作的農民罹難。 

二、災情 

27 人死亡。 

水災 

一、發生日期與地點 

6 月 3 日起，斯里蘭卡暴雨引發洪水及土石流，部

分地區嚴重淹水。 

二、災情 

至少 4 人死亡，7 人失蹤，超過 5,000 人撤離至緊

急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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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0.6.3~110.6.9全國供水情形分析 

（一）主要水庫集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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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旱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已於 109年 10月 14 日成立運作，於 110

年 6 月 7 日召開第 14 次工作會報，由指揮官經濟部王部長美花主

持。 

受惠近期彩雲颱風及梅雨鋒

面影響，全臺各地水情獲得紓緩，

水庫水位多有相當提升，苗栗、

臺中及北彰化地區已於 110 年 6

月 6 日由分區供水紅燈轉為減量

供水橙燈，自 110年 6 月 7 日起，

以河川取水為主要水源之南彰化

地區、雲林轉為水情提醒綠燈，

南投、高雄回復水情正常，其餘

地區水情燈號維持不變（如圖 7

所示）。 

惟各水庫蓄水量仍屬偏低，

因應後續穩定用水需求仍需審

慎，持續滾動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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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54  8.54  170 28633.1  85.3  6939.2  

石門水庫 224.72  13.41  245 6959.3  34.3  3856.1  

鯉魚潭水庫 271.20  12.66  300 2835.1  24.8  1764.0  

曾文水庫 199.04  11.82  230 7503.0  14.7  5233.0  

南化水庫 169.87  10.71  180 4571.0  50.2  3224.2  

圖 7 全國水情燈號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