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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第 38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 年 4 月 23 日下午 3 時 

貳、地點：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參、主持人：陳副院長兼主任委員其邁   紀錄：呂宜軒 

肆、出（列）席者及單位：如后附簽到表 

伍、報告事項 

一、報告事項一：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業務推動報告暨上

次會報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決定： 

（一）洽悉。 

（二）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決定之重要政策及工作，請業務

單位持續列管追蹤各主管機關辦理情形，如有遭遇

執行上之因難，各主管機關可提報本委員會討論協

調。各列管案件之執行進度，請於下次中央災害防

救會報向召集人報告。 

 

二、報告事項二：精進海事事故水下救援機制及資源。 

決定： 

（一）洽悉。 

（二）水下救援具高度專業性，交通部已會同國防部、內

政部、海洋委員會深入探討及研擬策進作為，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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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所報「精進海事事故水下救援機制及資源」

報告案，盤點水下搶救資源，強化應變指揮及救災

支援協定，已有系統之解決對策，後續請會同相關

機關落實演練。 

（三）後續有關「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各相關機關

標準作業程序之配合修正，請依本會議決議儘速辦

理。 

主席提示﹕ 

（一）根據處理南方澳大橋斷橋事故之經驗，類似之水下

救援案件應建立可操作之現場救援機制，需特別注

意從硬體面及軟體面確保水下通訊之正常運作，才

能在災害現場有效進行指揮調度。同時因水下救援

具高度專業性，如果政府自有資源不足，需委外廠

商辦理時，平時應建立適當之開口契約，列明廠商、

需用整備之救災裝備器材、據點及災時啟動應變聯

繫方式等事項。 

（二）請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協助交通部航港局，依不同

災害情境想定，納入應變時間軸發展，檢視水下救

援之標準作業程序，因應災害緊急應變時間之推進，

搭配需用之通訊與救援裝備及器材，與廠商及民間

團隊之進場支援，並分區（如北部台北港、中部台中

港及南部高雄港等）演練加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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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告事項三：強化全國公路橋梁安全檢測督導機制。 

決定： 

（一）洽悉。 

（二）肯定交通部為強化橋梁維護管理機制之努力，橋梁

是民眾日常使用之重要設施，有關橋梁維護管理系

統及檢測改善補助計畫，請持續檢討精進，落實推

動執行。 

（三）橋梁管理涉及各級政府及跨部會權責，交通部已研

擬「橋梁維護管理作業要點」將以更系統化之橋梁

管理準則，進行橋梁落實管理維護及督考，增進民

眾橋梁使用安全。 

 

四、報告事項四：提升氣象預警新作為。 

決定： 

（一）洽悉。 

（二）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低溫特報分級新制及大豪雨新增

短時強降雨標準皆已實施，未來氣象局將對臺灣濱

海鄉鎮及沿海地區，提供 48小時精緻化海象預報服

務，有利沿海休閒遊憩與捕撈產業應用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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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告事項五：109年核安第 26號演習綱要計畫。 

決定： 

（一）洽悉。 

（二）請本院原子能委員會依所報 109 年核安第 26 號演

習綱要計畫，落實後續演習情境規劃及執行工作，尤

其適值武漢肺炎疫情整備應變期間，相關演練內容

務必符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相關指引，並藉

此機會再次檢視複合式災害發生時，現有核災應變

機制，並依演練結果調整精進。屆時舉行演習時，先

詢問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意見，再決定是否如期

進行演習。 

 

陸、討論事項 

一、討論事項一：修正風災及火山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等 2草

案。 

決議： 

本案通過，請內政部將風災及火山災害防救業務計

畫修正草案，提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 

 

二、討論事項二：修正水災、旱災、礦災及工業管線災害防

救業務計畫等 4草案。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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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通過，請經濟部將水災、旱災、礦災及工業管線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草案，提報中央災害防救會

報核定後實施。 

 

三、討論事項三：修正空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草案。 

決議： 

本案通過，請交通部將空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

草案，提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 

 

四、討論事項四：修正土石流、寒害及動植物疫災災害防

救業務計畫等 3草案。 

決議： 

本案通過，請本院農業委員會將土石流、寒害及動

植物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草案，提報中央災

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 

 

五、討論事項五：修正毒性化學物質及懸浮微粒物質災害

防救業務計畫等 2草案。 

決議： 

本案通過，請本院環境保護署將毒性化學物質及懸

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草案，提報中央

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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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散會。（下午 4 時 3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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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紀要： 

 

壹、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二﹕精進海事事故水下救援機制及資源。 

交通部祁次長文中﹕ 

（一）感謝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國防部及內政部

協助訂定水下救援機制，以及本部航港局盤點

專業設備分布等作業。 

（二）此次海事事故水下救援機制的檢討，希望透過

資源資料庫的建立，提供相關單位利用既有人

力、設備及資源，即時調度應變作業。 

（三）會後將與國防部、地方政府透過高司演練或實

兵演練方式，讓其呈現清楚可能的實際狀況，

以爭取水下救災時效。 

主席﹕ 

（一）之前南方澳大橋斷橋事故救災現場主要發生救

援人員潛入水下救援後，無通訊傳回的問題，

無法了解水下實際狀況。在簡報說明的盤點人

員及物資內容上，並沒有任何通訊設備器材等

盤點資料。 

（二）在檢討報告及策進作為中，未看到有關專業民

間搜救單位、地方政府與消防單位等救援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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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整合與分配救災作業等資訊；類似此災害之

複合式災情，是否在短時間內能有專責人員/機

關、開口契約廠商等相關單位進行處理。 

交通部航港局﹕ 

（一）水下通訊相關設備盤點資料，北中南東區皆有

其細部盤點資料，內容亦包括水下通訊設備等，

因資料太多，沒有呈現在簡報內容中，若有需要

將提供所有內容供參，後續亦將盤點結果建立

資料庫並連結至 EMIC 供查詢。 

（二）有關實際狀況相關水下救災資源如何立即到位

之問題，目前採取建立資料庫並成立諮詢平台，

因水下救援機制的專業及風險性皆高，當災害

發生時，需以個案評估所需人力及設備，故建立

諮詢平台，主要由救護大隊與中華航業人員訓

練中心成立，事故發生時，指揮官可以立即諮詢

相關建議，從資料庫中搜尋最近可用之資源，以

進行救援作業。 

 

報告事項四﹕提升氣象預警新作為。 

交通部祁次長文中﹕氣象局過去在氣象預警的創新作

為，包括低溫特報燈號分級、地震震度分級新制、

新增短延時大豪雨特報等，以及目前在執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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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海域海纜觀測系統，預計今年底完成 580 公

里的觀測系統。另外，所提「海陸地震聯合觀測

網計畫」及「智慧海象環境災防服務計畫」，請協

助支持，讓計畫持續辦理。 

 

貳、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一﹕修正風災及火山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等 2

草案。 

內政部邱次長昌嶽﹕內政部是風、震、火、爆之災害

防救主管機關，此次針對風災及火山災害業務計

畫之定期檢討，就過去 1 至 2 年來所發生之災害

及執行救災經驗等進行修正及補強，主要重點內

容分 3 大項﹕ 

（一）對道路中斷的孤島地區特別強化緊急通訊

設備、糧食儲備與道路機具整備相關作為。 

（二）強化災害訊息的發布，尤其針對假訊息的

處理。 

（三）增強社區防災士的培訓，提升基層與民間

的救災能力。 

 

討論事項二﹕修正水災、旱災、礦災及工業管線災害

防救業務計畫等 4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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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先前高雄氣爆案例，其管線主要由前端、後端、

中繼點等進行壓力相關監測，由壓力表來推測管

線有無漏氣、破損或遭破壞等情形，請說明此監

測資訊是否有即時上傳至地方政府或中央主管機

關。 

經濟部（工業局）﹕ 

（一）一般監測﹕目前工業局有與業者進行監測連線，

並也有 24 小時監控。同時也要求業者隨時監測

並將監測資料隨時傳送到地方管線主管機關。 

（二）IP 檢測﹕要求業者定期監測管壁厚薄度。 

 

討論事項五：修正毒性化學物質及懸浮微粒物質災害

防救業務計畫等 2草案。 

主席﹕ 

（一）請問環保署，何謂新風系統﹖ 

（二）學校安裝冷氣、空氣清淨機等設備，與新風系

統有何不同﹖何者功效較好﹖ 

本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 

（一）當空氣品質不良時，大多會採關窗及冷氣空調

方式，但相對耗電。而新風系統似交換管，有

過濾設備，讓外面空氣可以輸送，同時阻止懸

浮微粒進入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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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風系統由交換管輸送外氣進來，氣體屬流動

狀態；而空氣清淨機是在密閉空間，空氣在室

內密閉循環。針對懸浮微粒物質來說，空氣清

淨機或許可以減少其濃度，但空氣中不只有懸

浮微粒物質，仍有其他氣體物質，例如一氣化

碳、二氣化碳等，其必須經過外界空氣交換，

才能讓空間濃度降低。因此，若針對懸浮微粒

物質來看，空氣清淨機是有其效果，若考量其

他氣體物質，其空氣清淨機的效能相對沒新風

系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