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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縣面積約
1,904平方公里

總人口約51萬人

主要河川：北港溪、
朴子溪與八掌溪

主要水庫：曾文及
仁義潭水庫

嘉義縣環境背景



嘉義縣主要災害潛勢

轄內有梅山、九芎坑、大尖山、觸口及
木屐寮等斷層。

最近兩年縣內亦有規模超過5.0之地震發
生，對於地震之威脅仍不可忽視。

平原鄉鎮有較高之土壤液化潛勢(921、
1022地震實際災例)



(如登革熱、
禽流感)

毒災：82家

毒性化學物質

運作廠家

懸浮微粒物質：

工廠、汽機車排

放等

寒害：低溫狀

況農產易受災

生物病原、動

植物疫災：如

秋行軍蟲疫災

嘉義縣主要災害潛勢





減災作為—1.辦理演習訓練、提升防災意識

特色(1)：各項防災教育訓練或演練所涵蓋之災害類型多樣

109年災防演習、疏散撤離教育訓練、

水資源宣導等

地震引起加油管線漏油之緊急應變處置演
練、新營史谷脫閥箱(二)天然氣洩漏演練
等

海難、空難

水災、旱災 恐怖攻擊、公用氣體

訓練
及
演練

嘉義航空站空難演習、

布袋商港客船海事救助演練等

重大交通事故在害應變中心開設演習、

109年度陸上重大交通事故演習等

陸上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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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災作為—1.辦理演習訓練、提升防災意識

109年COVID-19疑似社區群聚事件桌

上演練、各項傳染疾病病患收置演練等

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應變兵推演、毒化
災運作場佳無預警測試、毒災防災管理資
訊系統及行動裝置情境模擬測試使用訓練
等

動植物疫災

生物病原災害 懸浮微粒物質
毒性化學物質

訓練
及
演練

108年國內發生非洲豬瘟案例沙盤
推演、109年度畜牧業天然災害防
救研討會等

番路鄉大湖村等12個村里辦理109年自主環

境踏查、兵棋推演及實作演練等

坡災(含土石流)

動員演練之進駐人員採分流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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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災作為—1.辦理演習訓練、提升防災意識

特色(2)：各項防災教育訓練或演練所涵蓋之對象多元

總參與人數約1萬人以上

公部門

校園

社區

長照
機構

志工

一般
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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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本縣現有81個防災社區持續推動中(包括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土石流防災社區、坡地

社區、韌性社區) 。

防災(韌性)社區

擔任公部門與社區之聯繫窗口，協助社區執

行平時與災時之防災工作，以自助與互助為

主要功能。本縣108年共培訓51名防災士。

防災士

減災作為—2.全民參與防災、強化受災韌性

基礎急救

訓練與實

作

防災士職

責與任務

防災計畫

實作

社區避難
收容場所
開設與運

作
報名參

與培訓

課程

平時協

助防災

工作

災時應

用相關

技能

(108年培訓情況)

防災士培訓及運用流程：



降低空氣汙染排放

• 要求排放量前40%工廠

加強防制設備操作。

• 執行柴油車、機車車輛

巡查、車輛辨識及舉牌

宣導停車不怠速。

• 進行露天燃燒巡查作業，

架設24處制高點監控攝

影機及UAV空拍。

• 針對測站周遭10公里範

圍內及30大營建工地，

進行洗掃作業。

排水及下水道清淤

• 109年度本府編列1,730

萬元執行清疏緊急搶修

搶險及各鄉鎮市公所清

疏。

• 雨水下水道定期清淤，

108年度總清疏長度為

9,688公尺。

溝渠清疏

• 108年清理18個鄉鎮市

(99村里 )，清溝長度

76.15 公 里 、 溝 泥 量

51.5噸。

• 針對縣內易積淹水地區

側溝進行檢視及清淤，

風雨來襲期間，加派人

力進行各區全面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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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災作為—3.執行污染減量、維護生活環境

施工前

施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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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備工作—1.提升建物耐震、定期技師組訓

建築物耐震力評估

推廣及宣導危老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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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備工作—2.傳統及智慧防災科技並行

抽水機(站) 淹水感測器

東石鄉大型抽水機預佈圖

水情資訊系統

水情災情監測及監控設施設置圖

截至109年，本
縣已設置包括
CCTV、水位計、
雨量計等水情監
測設施，另共計
設置100組淹水
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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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備工作—3.健全災防管理系統與工具

嘉義縣排水圖資整合服務系統

嘉義縣災害情資網與兵棋台

補助住警器嘉義縣道路管理資訊平台

嘉義縣防災教育管理系統 補助健保IC卡讀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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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備工作—4.提升收容品質、確保物資無虞

縣定異地收容(廟

宇類)共2處(朴子

配天宮、新港奉

天宮)，合計可提

供1,750人收容。

縣級收容處所

109年統計全縣

共391處收容處

所，合計約可收

容10萬人。

鄉鎮市級

收容處所

107年起各鄉鎮

市陸續與旅館洽

談簽訂合作備忘

錄，共有12間旅

館具合作意願。

旅館合作

國軍提供7處營

區，約可提供

1,016人收容。

國軍營區

偏遠山區自行備有

物資儲備倉庫，可

供應3天以上物資。

其餘地區定期檢查

儲備物資狀況。

物資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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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復原—1.多元管道宣導防災及疏散撤離

消防車

跑馬燈

村里廣播

資源回收車

社群軟體

手機簡訊通知

廣播電臺網站



109年0826豪雨三級災害應變中心，各單位進駐後隨時監控雨勢，本次無災情。

108年白鹿颱風一級災害應變中心，縣長坐鎮主持，本次無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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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復原—2.應變中心開設、即時災情處理

108年8月

白鹿颱風

一級開設

109年8月

0826豪雨

三級開設

其他

西南氣流、熱帶低壓、颱風

未開設應變中心，氣象與水情監

控



109年5月12日朴

子溪出海口東石

南橋下 棄置斃死

豬屍體處置。

動植物疫災

短延時強降雨造成

大林積淹水，線上

監控水情後，及時

查證與回報災情。

水災

108年10月11日

嘉義縣朴子市地

區玉米田秋行軍

蟲防治。

109年5月22日 凌

晨岑海里豪大雨，

檢查結果為機械故

障，排除故障原因

後，恢復正常抽水。

水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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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植物疫災

應變復原—2.應變中心開設、即時災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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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復原—3.災後復建確實、補助迅速

依斯基亞那與多依真書農路災害復建工程

109年0129寒流高接梨穗災害救助

寒
害

受災面積39公頃、核定

金額234萬元、受災物種

果樹等。

竹崎、民雄、番路鄉

範
圍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歷年災害復建工
程執行成效檢討
會議109年5月21
日出席人員2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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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復原—4.跨局處防疫與居家關懷

縣府啟動跨局處會議共56次

成立關懷服務中心，共接
(撥)2000通以上電話。

醫院、診所及長照機構查核輔導

啟動八大行業稽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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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作為—1.在地防疫創意、杜絕防疫破口

02

01

04

03

全國首創
醫療院所
轉介

設置防疫
計程車

設置防疫
旅館

最早做
醫院實驗室

檢驗

嘉義長庚醫院2月12
日啟動雲嘉嘉唯一
最早建置武漢肺炎
檢驗資格，大林慈
濟醫院3月2日加入。

社區監測個案依鄉
鎮市分配轉介採檢
醫院，並指定後送
醫院(嘉義長庚醫院、
大林慈濟醫院)。

雲嘉嘉南率先超前佈
署， 3月16日起提供
服務(1台)，載送居家
隔離、檢疫民眾就醫，
由衛生局提供口罩、
消毒水等防疫設備。
至8月31日共執勤服務
64人。

3月21日在境內完成
設置「防疫旅館」1
處，提供居家檢疫/
隔離民眾服務。開
設58間套房，至8月
31日共入住24人次。

#口罩實名制藥局加入比率高達96%(119/123)

#雲嘉嘉唯一全縣衛生所
提供服務，鄉鎮涵蓋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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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作為—1.在地防疫創意、杜絕防疫破口

推動「樂活防
疫‧安心飲食」
標章認證

通訊診療服務，
共有31家醫
療院所響應加
入

重大傷病者免
費領取口罩
(每人2片、每
周一次)

梅山鄉40位
茶農送茶包
挺醫護落實
防疫新生活

(截至109/9/21止，嘉義縣確診新冠肺炎人數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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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作為—2.強化偏遠山區居民消防安全

最少的經

費

利用當地

資源

提高防火

意識

強化初期

滅火能力

結合現代

科技

提昇消防

隊出勤效

能

解決偏遠山區消防資源不足之問題：

100個

14組

13部落(村)

7分隊

裝設簡易消防車採水
口

編組山區農用小型噴
霧機

原住民族(偏遠)地區
自主防災民力資源隊

建置Google Map消防
相關圖資位置



創新作為—3.即時災情查詢系統

本局網站-即時
災情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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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作為—4.救災資訊新聞媒體群組

建立本局救災資訊新聞媒體
群組(109年9月26日中山高

新營路段車禍

年代新聞記者詢問

東森新聞記者詢問

中山高車禍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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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作為—5.建立消防會審勘進度查詢窗口

在本局網站設立
查詢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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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作為—6.建立消防會審勘進度查詢窗口

◆使用LINE官方帳號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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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設置水情監控設施，增加全

縣設置數量，即時掌握災情狀況，

提升應變效率。

智慧防災工作

持續維持優良防疫成績，公民合

作整備全縣防疫能量。

杜絕防疫破口

持續協調偏遠山區村落、部落建

置簡易消防車採水，精進防火宣

導成效，期以吸引更多居民參與

鄉鎮資源平衡

持續培訓民眾擔任防災士、持續

推動防災與韌性社區，養成民眾

防災意識。

全民防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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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習慣、重健康、樂教學、

愛鄉土、用科技、接國際

“

”
將防災融入生活，用好習慣做好防災準備工作，

有強魄體能才能戰勝疫情，也要將防災教育落

實與紮根，讓民眾認識嘉義的災害環境背景，

用愛好鄉土的心維護水土環境，減少災害發生，

力求將嘉義縣防災成就與國際接軌!

面對災害，隨時做好萬全準備

(翁章梁縣長創新教育白皮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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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惠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