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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災害應變機制與未來展望

 內政部消防署災害管理組

 李明憲 組長
 前危險物品管理組長（108.07~110.08）

 前訓練中心主任（105.08~108.07）

 前緊急救護組兼災害搶救組組組長(103.12~1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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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護理學系
「人為災難的反思與應變」研習會(北區)

大規模災害應變機制與未來展望
簡報大綱

2

 壹、近年重大地震災害顧
 一、105年0206甲仙地震（台南維冠大樓）

 二、107年0206花蓮地震

 三、111年0918花蓮地震

 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變機制
 一、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二、災害應變中心資通訊

 三、111年0918池上地震實務

 參、未來展望—韌性的家園

 肆、112年土耳其國際人道救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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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理位置位於二大板塊之上

 二大板塊：菲律賓板塊與歐亞板塊

地震斷層圖

海嘯危害
性：東部
地震多，
但沿岸多，
不易有海
嘯襲擊可
能地點。



2024/1/3

3

台灣地震發生三次元立體圖

一年有感地震約16000件到18000件

東部地震多，但人口稀少，西部地震少，但一發
生重大地震，則傷亡與損失慘重，如921地震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一、105.02.06甲仙地震規模與震度概要

105年2月6日3時57分於高雄巿美濃區發生芮式規模6.6強
震，臺南市新化震度7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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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倒塌概要

7

地震發生後，大樓由西向東倒塌在永大路上，H棟建物壓在 A棟建物
之上，I棟建物也壓在G棟建物之上，經由H棟與I棟的擠壓造成A棟與
G棟兩棟16層建物完全的變形，大幅度的增加搜救的難度。

維冠大樓倒塌位置圖

8
維冠金龍大樓各棟建物分布圖

北

西

東

南

重
災
區

重
災
區



2024/1/3

5

9

2月9日早報—72小時救援時間已過

搜救結果—從空間軸與時間軸分析人命搜救

10

 依地震災害引起的傷亡，以死亡時間區分，一般可分為：

一、立即死亡：常因頭部、胸部等嚴重壓傷、內出血、外
出血等致命性原因，造成立即性死亡。

二、快速死亡：一般多是胸部被壓迫、吸入過多粉塵而引
起的窒息、低血容休克、低體溫等，導致在數分鐘到
數小時內引發死亡。

三、延遲死亡：因意外低體溫、脫水、高溫中暑、壓傷症
候群、傷口感染或是手術後併發症等，而於地震後數
日至數週內死亡。

 因此，搜救目標，就是在最可能生存的空間內，在最短的時
間內，搜救出最可能獲救人員(一般是尚有意識求救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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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 2月7日 2月8日 2月9日 2月10日 2月11日 2月12日 2月13日 2月14日 2月15日 2月16日 2月17日 2月18日

人
數

2月6日 2月7日 2月8日 2月9日 2月10日 2月11日 2月12日 2月13日 2月14日 2月15日 2月16日 2月17日 2月18日

OHCA 13 20 4 3 9 17 32 16 0 0 0 0 1

救出 164 7 4 0 0 0 0 0 0 0 0 0 0

OHCA+救出 177 27 8 3 9 17 32 16 0 0 0 0 1

大
鋼
牙
救
援
計
畫
啟
動

就統計資料顯示，在搜救的歷程中
2月8日與9日似乎達到搜救的瓶
頸，無論是人員的救出與屬於
OHCA狀態的受害者均未有明顯的
增加(共計僅3人)，可能為現地的環
境已達可搜救的極限有關，因此大
鋼牙救援計畫的啟動對於後續加速
人員的救出應有正面的效益。

從時間軸分析每日救出
及OHCA人數

11
合計77人

12

日期 類型 A棟 B棟 C棟 D棟 E棟 F棟 G棟 H棟 I棟
未記錄所
在結構物

合計

2月6日
OHCA 1 1 1 1 9 13

救 出 2 2 2 1 2 3 1 151 164

2月7日
OHCA 5 4 3 3 4 1 20

救 出 1 3 2 1 7

2月8日
OHCA 1 1 2 4

救 出 1 2 1 4

2月9日
OHCA 2 1 3

救 出

2月10日
OHCA 1 1 4 3 9

救 出

2月11日
OHCA 3 1 1 10 2 17

救 出

2月12日
OHCA 11 2 3 5 11 32

救 出

2月13日
OHCA 7 1 8 16

救 出

2月18日
OHCA 1 1

救 出

合計
OHCA 24 12 1 5 7 10 40 6 0 10 115

救 出 2 4 0 2 6 2 3 4 1 151 175

日期 類型 A棟 B棟 C棟 D棟 E棟 F棟 G棟 H棟 I棟
未記錄所
在結構物

合計

從空間軸分析每日救出生還及OHCA人數及發生位置統計
A、G棟死亡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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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棟OHCA及救出人數佔設籍人數比例統計

A棟 B棟 C棟 D棟 E棟 F棟 G棟 H棟 I棟

設籍人數 45 35 11 25 23 43 25 28 23

OHCA人數
(人)

24 12 1 5 7 10 40 6 0

OHCA人數佔
設籍人數比

例
53.3% 34.3% 9.1% 20.0% 30.4% 23.3% 160.0% 21.4% 0.0%

救出人數(人) 2 4 0 2 6 2 3 4 1

救出人數佔
設籍人數比

例
4.4% 11.4% 0.0% 8.0% 26.1% 4.7% 12.0% 14.3% 4.3%

13

災後24小時內

累計救出166名

災後24小時內

累計OHCA1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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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發生後，可自行脫困與
可被目視之待救者均在第一
時間即被救出，隨後搜救人
員入室搜索，以生命偵搜儀
器與搜救犬搜尋可能的生還
者，並以破壞方式建立通道
接近待救者。

14

災後24小時內累計救出及OHCA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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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名救出者
為災後第62小時

累計救出曲線後半段漸趨平緩，

累計OHCA曲線逐漸上升。

15

救援時間72小時內累計救出175名

救援時間72小時
內累計OHCA39

名

災後72小時內累計救出及OHCA人數

看不到的後勤運作地點—崑山國小

 指揮站距災區150公尺
遠崑山國小，指揮棚
內分幕僚作業區、搜
索器材類、破壞器材
類、後勤庶務等4區，
其餘品項置於中貨

4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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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罹難者與辨識地點

17

現地救災駐地辦理團體心理諮商
時間：105年2月11日3PM

事先訂定計畫，需要時及時啟動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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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7.02.06花蓮地震

20

災情概況摘要

大樓 災害情形 搶救情形

統帥大樓
(地上11層，地
下1層)

建築物倒塌1、2樓壓毀，3樓
變1樓

救出98人，死亡1人。
(其中2人壓在1樓，1人壓在地
下室，於16小時內全數救出，
1人死亡，2人受傷)。

吾居吾宿大樓
(地上9層，1樓
為停車場)

建築物倒塌，1樓壓毀 救出68人，死亡0人。

白金雙星大樓
(地上6層，1樓
為停車場)

建築物倒塌，1樓壓毀 無人員受困，疏散現場民眾。

雲門翠堤大樓
(地上12層、地
下1層)

建築物向東傾斜，東側1~4樓
下陷至地下，西側翹起

計救出70人，死亡14人。

自宅
林森路217巷18號 (無毀損) 送醫1人，己死亡。

吉安鄉南昌路167號(無毀損) 送醫1人，己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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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崙斷層災情概述

七星大橋

白金雙星、吾居吾宿大樓

雲門翠堤大樓

統帥大飯店

花蓮大橋

米崙斷層

22

雲門翠堤大樓(地上12層、地下1層)

計救出70人，死亡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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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門翠堤大樓搶救時序

23

0206
23:50

地
震
發
生

2

月
7

日

00:04
搶救人員
建立安全通道
引導民眾逃生
以雲梯車救援
於12樓救出4人

7樓救出2人

01:58
確認
失聯人員
狀態

03:50
支援
搜救隊
抵達

04:19
救出
1名女性
罹難者

17:50
7-1房救出
1名外籍
罹難者

08:11
日本
搜救隊
抵達

18:10
確認2樓
尚有7名
待救者

09:50
透過
媒體確認
失聯人員

2

月
8

日

2

月
9

日

2

月
11

日

10:00
暫停搜救
針對201房
進行標示

2

月
25

日

14:00
救出最後2名
罹難者
搶救任務結束

00:02
119受理
雲門翠堤大樓
災情報告

24

雲門翠堤大樓現場指揮站-背面視角

第三面

救護站
第一面

第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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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門翠堤大樓

2月7日01:58現場利用雲梯
車、掛梯初步救出受困民
眾，當日計發現4名罹難者、
救出61人，另尚有55人失
聯。

圖/胡俊彥 提供

26

雲門翠堤大樓2月7日09:11專業土木技師
進駐，以大H型鋼梁支撐傾
斜大樓，並24小時監測大樓
傾斜狀況，以保護內部救災
人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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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指揮所運作

27

• 分面指揮站之指揮白板應呈現之資訊
• 國際搜救符號、安全管理方式
• 災區挖掘出來的財物、證物保存程序

28

任務結束向罹難者致敬—我們盡力了

2月25日全雲門翠堤大樓經過連日拆除，終將漂亮旅店
201室之2名罹難者移出，搜救行動宣告正式結束。

人命搜救期間共計出動3,145人次，含警消2,396人次、
民間團體749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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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變機制

29

111年0918池上地震當天總統視導場景

30

中央每日24小時維持21人值勤

掌握
救災能量

監控
災害訊息

協調調度
救災勤務

立即反應
陳報情資

啟動
應變機制

平日應變作業

30

一、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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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防辦
消防署
國搜中心
執行緊急
通報

內政部
（含消
防署）
緊急應
變小組

震災
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
開設

(21人)

災害
發生

消防署
緊急應
變小組

依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
分甲乙丙三級執行通報

(約70人) (5個單位
約80人)

(21個單位
約200人)

震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啟動流程
--原則上震度6弱以上即啟動

31

海上颱風警報發布
標準示意圖

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發布標準示意圖

32

颱風警報發布標準

預測24小時後，7級風暴風
範圍可能侵襲台灣、澎湖、
金門及馬祖近海100公里海
域內

預測18小時後，7級風暴風
範圍可能侵襲台灣、澎湖、
金門及馬祖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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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功能分組運作架構

33

作業群組 行政群組

搜
索
救
援
組

疏
散
撤
離
組

收
容
安
置
組

水
電
維
生
組

管
考
追
蹤
組

支
援
調
度
組

幕
僚
參
謀
組

新
聞
發
布
組

民
間
資
源
組

境
外
救
援
組

行

政

組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官、協同指揮官、副指揮官

交
通
工
程
組

農
林
漁
牧
組

參謀群組 訊息群組

財

務

組

醫
衛
環
保
組

後

勤

組

網
路
資
訊
組

情
資
研
判
組

災
情
監
控
組

前進協調所

核
能
救
援
組

應變中心的訊息來源

34

社群網路

(google、facebook)

災情通報

(EMIC、決策支援系統)

媒體管理

(新聞監看、記者會)

空中勘查

(空勘、衛星、空照圖)

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

二、應變中心的資通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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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共享

整合政府機關情資

資料開放

促進民間參與

國際交流

提升台灣能見

度

跨域多元
情資整合

數位防災
決策判斷

綠能機房
雲端服務

2.0

資料揭露

提升民眾生命安全

指揮官防災決策

快速掌握災情

應變管理資訊系統EMIC

368個
鄉鎮市區

22個
縣市政府

中央政府

災情
查報

災情
管制

人命
搜救

維生
搶修

應變
中心
開設

災情
監控

情資
研判

支援
調度

疏散
收容

損失
統計

訊息
發佈

應變
中心
撤除

分析
統計

任務指派、處理情形回覆
災情管理、119/1999通報、
新聞監看案件、NCDR LINE、
企業災情介接、網路災情通報

動態視覺災情通報、監測資訊、
警戒訊息、災情影像、

主題圖資訊、指揮官決策支援

救災資源、支援調度、
疏散撤離、收容安置、
災區親友現況查詢

災情看板、通報表、
應變處置報告、新聞稿發佈

動態視覺災情通報、
專案開設、工作會報、
通報傳送、基本資料維護

災害傷亡原因統計分析、
災害災情事件簿

2.0

災害應變中心資訊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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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中心運作核心-資訊整合

土象

氣象

水象

路象災象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官)

氣象

38

7日17時
8日14時

第13號蘇迪勒颱風路徑預測示意圖 重點時間估計：
06日11時30分：發布海上警報
06日20時30分：發布陸上警報
07日11時：暴風圈進入近海
07日17時：暴風圈進入本島
08日07時：中心登陸
08日13時：中心離開本島
09日03時：暴風圈脫離本島
09日13時：暴風圈脫離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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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象

39

區
域

水資源

調度區
水庫

濁度警戒值

(NTU)

目前濁度

(NTU)

預估未來24
小時濁度增
加機率

北
部

北基 新山水庫 500 — 中

臺北
翡翠水庫 1,000 2.3

9
中

直潭壩 1,000

板新 鳶山堰 1,000 — 高
桃園 石門水庫 1,000 14 高

新竹
寶山第二水庫 1,000 0.9 中
隆恩堰 1,000 — 高

供水濁度警戒預警

曾文水庫

德基水庫

石門水庫
翡翠水庫

牡丹水庫

未來24小時內
五大水庫放流預警

放流中

機率高

機率低

機率中

土象

40

系集預報
累積雨量

紅黃警戒
鄉鎮
分布圖

未來24小時
累積雨量

土石流 08日08時 08日14時 08日20時 09日02時

黃色警戒 24 24 25 26

紅色警戒 6 10 2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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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象

41

台9線蘇花公路
風險等級：封閉

台7甲宜蘭支線
風險等級：封閉

台8線中橫公路
風險等級：封閉

台2線北部濱海公路
風險等級：警戒

台7線北橫公路
風險等級：封閉

台18線阿里山公路
風險等級：封閉

台8線85K~110K
風險等級：警戒

台14線87K~99K
風險等級：警戒

台20線154K~185K
風險等級：封閉

台23線0K~25K
風險等級：封閉

台11甲線0K~19K
風險等級：封閉

台9線北宜公路
風險等級：封閉

台9甲烏來路段
風險等級：封閉

一級監控路段：30處
二級監控路段：37處

41

加強警戒(3處)及預警性封閉(10處)路段

災象

42

新北市烏來區孤島救災現況

縣市別 死亡 失蹤 受傷

宜蘭縣 4 0 6

新北市 3 4 52

高雄市 0 0 6

臺北市 0 0 128

臺中市 0 0 233

屏東縣 1 0 1

新竹縣 0 0 2

臺南市 0 0 5

臺東縣 0 0 2

桃園市 0 0 2

合計 8 4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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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999/
究心科技/
網路災情通報
/NCDR LINE

填報機關

臺北市/
新北市

災情資訊

1.通報表
2.救災資源

衛生福利部

監測資訊

避難處所
民生物資

災區親友現
況查詢

指揮官
決策支援

1.災情資料
2.避難處所
3.應變中心開設
4.災情看板

1.災情資料
2.通報表
3.應變中心開設
4.處置報告
5.救災資源

1.災情資料
2.通報表
3.應變中心開設
4.疏散收容
5.救災資源

1.應變中心開設
2.災情看板
3.通報表

1. 專案開設情形
2. 災情資訊
3. 通報表

1.疏散收容
2.親友資訊

動態視覺
災情通報

2.0

Open Data

1. 應變中心開設 4.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
2. 災情資訊 5. 撤離區域劃定清單
3. 通報表資料 6. 救災資源資料

交通部/氣象局/
水利署/水保局/
公路總局/營建
署/NCDR

本署其他資
訊系統

1.圖層資料
2.救災資源
3.災情資訊

應變管理資訊系統EMIC架構

系統架構

防救災專用-衛星通訊系統

防救災專用-微波通訊系統

救災指揮通信平臺車

大規模無線電通訊系統

災害預警與無線廣播通報系統

防救災緊急通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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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AT衛星通訊系統

VSAT

專用衛星

中央部會
VSAT站台

(6)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主站2+備援2）

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
心VSAT站台

(20)

 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直轄市、

縣（市）災害應變中心及其所屬

橫向機關建置專用VSAT衛星系統

，滿足相關指揮、聯絡及調度作

業需求。

 專用VSAT衛星站台30站，規劃於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2、備援中心*2

、20個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

心(金門縣及連江縣除外)，以及6

個中央部會。

 此外，目前全國各消防機關、警

察、鄉區公所等，目前具有663具

手持式衛星電話。

通信平台

車車載式

VSAT站台

（12）

防救災專用微波通訊系統

固定微波通訊統
•全國共計建置58站微波幹(支)線站臺，係為環島環

狀鏈路，涵蓋全國通訊，其中幹線站臺20座、中繼

站臺15座、終端站臺23座。

幹線站臺
(20)

1.蟾蜍山2.龍潭3.吉山4.火炎山5.鳳鳴6.太平7.關子嶺8.

中寮9.萬壽山10.大漢山11.金針山12.臺東13.永康山14.

大坡山15.舞鶴16.光復17.花蓮18.烏石鼻19.鶯子嶺20.

七星山

中繼站臺
(15)

1.牡丹坑2.深澳坑3.臺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4.彰化縣警
察局5.中興6.雲林縣警察局7.嘉義市警察局8.嘉義縣警
祭局9.馬公臺10.中視新聞中心11.中華電信臺南民生局
12.花蓮縣消防局美崙分隊13.桃園市政府工務局14中
華電信青草湖15華電信次格山

終端站臺
(23)

1.中央災害應變中心2.中部備援中心3.國防部貓九山
4~23.直轄市、縣市政府EOC(不含金門、連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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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指揮通信平臺車FCV

 12輛救災指揮通信平臺車，分區配置於
內政部消防署(特種搜救隊、基隆港務消
防隊)、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臺中
市、南投縣、臺南市、高雄市、宜蘭縣、
花蓮縣、臺東縣消防局

 遇緊急事故機動派遣至現場，整合現場
救災機關無線電系統，並透過衛星提供
電話、傳真、視訊及數據服務，將現場
影像即時傳回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讓各
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瞭解現場狀況

大規模無線電通訊系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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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預警與無線廣播通報系統圖

50

三、111年0918池上地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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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週日）1444發生台東池上地震
1600應變中心成立

1610院長抵達應變中心視察

51

0918地震初期應變—院長進駐應變中心
從16：15至17：40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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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倒塌的7-11是這模樣？但初期受困幾人？

53

災情大小有時也要靠老天幫忙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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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全國救災部隊

空運

C-130H型機

臺中嘉義屏東→花蓮

海運

中和級戰車登陸艦

蘇澳港→花蓮港

鐵運

火車平車及客車

蘇澳新站→花蓮站

 9月19日至21日模擬東部規模8.0地震，
於宜蘭及花蓮動員消防、國軍及民間
志工等1,300餘人、100餘車、C130H型
運輸機10架次及直升機1架次

3日後111年921演習在花蓮

112年1月12日大清水隧道坍方，動員貨輪於花蓮港及蘇澳港疏運

56

111年9月21日國家防災日
總統與AIT孫處長視導花蓮演習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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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9月21日國家防災日
總統與AIT孫處長視導花蓮演習會場

57

巨大
災害

沒有損害 部分損害 重大損害

災害預防 災害應變
災
害
發
生
機
率

自助與互
助的力量

三、未來展望—韌性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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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受災的國土環境

山高谷深

河川短急地形陡峭

地質脆弱

斷層綿密 地震頻繁

氣候變遷 風化作用

暴雨連連

颱風不斷

先天不足 後天失調

人為因素

地層下陷

土地超限利用汛期
每年5月~11月

災害防救的韌性

業務持續計畫＝BCP（ Business Continuity Plan）

選定必須優先辦理的業務，業務的執行體制或對應順
序，確保持續業務必要的資源等，事先擬定前述計畫。

業務持續計畫的効果

業
務
量

時間軸

災前 災後（初動&業務持續對應）

發生
災害

100%

藉由事先擬定BCP，讓
災害發生後的修復曲線
可以整體向上提升

BCP啟動後修復曲線

目前的修復曲線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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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體的概念

消防

國防

民防 災防

四防合一
培養民間初期應變及
援外之組織動員能力

A

61

公部門的界限
---98年莫拉克風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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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韌性社區----全球思考，草根行動

全世界政府都在找尋新的防災模式

消防署特種搜救隊

NFA

天佑土 耳其
臺灣搜救隊趕赴土耳其執行人道救援
專案報告

資料與照片來源：內政部消防署特種搜救隊



2024/1/3

33

0206土耳其地震臺灣搜救隊自2月
6日第1梯次人員裝備器材集結完
畢(計共計40人3犬；裝備6.6噸，
於7日零時47分起飛) ；第2梯次
搜救人員（計90人2犬；裝備6.4
噸，於2月7日21時集結完畢，於
22時39分起飛）至2月15日完成任
務全員(共計140人5犬；裝備10.6
噸餘捐贈土耳其)平安返國，於土
耳其協助救災期間，計搜救出3位
受困者。

概要

人員勤務表 搜救犬管理

• 搜救犬基本資料

• 各項評量認證紀錄

• 受訓/救災紀錄

• 疫苗施打紀錄

• 抗體力價紀錄

• 搜救員基本資料

• 搜救員勤務管理

• 國際簽證及護照資訊

• 證書及證照

• 受訓/救災紀錄

66

一、準備

人員與搜救犬管理模組

裝備管理模組
裝備物品管理

平時

• 裝備速查作業

• 裝備移動作業

• 裝備出入庫管理

• 裝備型號/資料/類型/報廢/庫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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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署特種搜救隊

NFA

災情報告
土耳其南部與敘利亞北部交界處
連續發生大規模地震

• 死傷人數：約35,259人
• 建築物倒塌：約6,444棟
• 影響人數：約18,0000人

68

二、動員

受災區域資訊表 USAR隊伍概況表

專案 INSARAG表單

• 災害事件資訊

• 安全性

• 受災地區基本資訊

• 地理/建築物特徵

• 支援國家 / 隊伍資訊

• 隊伍資訊

• 隊伍能力

• 預計抵達資訊

• 是否需要後述協助

動員階段表單

人員

人員報到 (證件辨識)

搜救犬

搜救犬出國文件證明手續

裝備

快速攜出裝備 (QR Code掃描)

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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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署特種搜救隊

NFA

轉機
耗費時間

搜救
人數受限

裝備
攜帶有限

過去搜救隊共乘民航機問題

消防署特種搜救隊

NFA

動員時間軸

災情持續
傳出

監控

0917

通報

1014

聯合國
立案

1020 1030

去電
外交部

動員
完成

1310

完成
登入

外交部
啟動協調

130人隊伍
檢點完成

1502

外交部
通報先遣

40人

1755

預計搭乘
2225土航

第一梯
授旗

40人3犬
5.5頓裝

啟動搜救專機
模式

協調10國
航權完成

警政署
協調開道

2100

第二梯
授旗

2200

搜救專機
起飛

第二梯次
90人2犬

4.5頓裝備

1103
1515

2130

235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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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署特種搜救隊

NFA

初抵土國遭遇難題

第一梯次
抵達伊斯坦堡

轉機至ADANA 機
場

RDC報到
指派Adiyaman省

交通混亂

約10小時車程

抵達Adiyaman現
場UCC並無有效運
作

混亂狀況下

迅速應變建立接管SCC
即刻投入救災

第二梯次
抵達伊斯坦堡

ADANA機場量能不
足第二梯貨物無法配
合送達

第二梯次先遣抵達
BoO投入救災

多次討論後
決議派遣48人3犬
先行支援投入救災

完整130人團隊集結

當地政府混亂
第一梯次遭遇轉機等待3小時
第二梯次裝備無法配合轉機送達
陸路運輸混亂耗時

消防署特種搜救隊

NFA

7
2

8千公里的遠行
飛行8千多公里
陸運6百多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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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署特種搜救隊

NFA

7
3

8千公里的遠行
伊斯坦堡轉機至阿達納機場
公路運輸6百多公里至聯合國指
定災區阿德亞曼

112年2月6日土耳其地震國際人道救援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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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三、行動 (ASR概述)

R
救援

e s c u eA
評估

ssessment S e a r c h
搜索

• 第一級廣域評估

• 第二級分區評估

• 第三級快速搜索救援

• 第四級全面搜索救援

• 第五級覆蓋性搜索和恢復

受災區域資訊表

USAR隊伍概況表

RDC簡報講義

廣域評估表

分區評估表

任務簡報分包

工作場地評估表

事件/區域(分區)評估表

工作場地報告表

受困者解救情況表

傷患治療表

INSARAG工作表單

USAR隊伍撤離情況表

任務總結報告

消防署特種搜救隊

NFA

7
6

災區劃定 搜索點

救援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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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署特種搜救隊

N F A

BoO建置
Logistics

第一時間混亂狀況下
有效營地建設及自給自足的維運

國家搜救隊伍能力分級認證NAP
推動下的成果

掌握了廁所，就掌握天下

消防署特種搜救隊

NFA

廁所排泄物管理與戰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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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署特種搜救隊

NFA

任務管理
Management

消防署特種搜救隊

N 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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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署特種搜救隊

N F A

消防署特種搜救隊

N 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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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署特種搜救隊

N F A

受困民眾恢復良好

消防署特種搜救隊

NFA

千里之外

隨時提出需求，政府都會盡速寄送物資

再三提醒，注意自身安全及保暖，務必平安返國

來自台灣的加油、打氣

視訊力挺台灣搜救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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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四、撤離 (災時階段)

撤離狀態 INSARAG表單 裝備歸還 人犬清點

人員管理系統裝備管理系統

任務報告USAR隊伍撤離情況表

資訊整合看板
1. 透過資訊整合看板確認各國隊伍撤離狀態。

2. 確認搜救任務完成後填寫『USAR隊伍撤離情況表』進行撤離
資訊更新。

3. 填寫任務總結報告，說明搜救狀況及建議。

4. 運用裝備管理模組，協助搜救隊清點現有裝備器材。

5. 搜救人員、搜救犬隻管理，確認各隊員的狀態。

顯示隊伍列表、撤離列
表

撤離資訊、撤離需求說
明

裝備打包、倉庫移入 人員清點、搜救犬清點

消防署特種搜救隊

NFA

賑濟土敘震災記者會
Pray for TURKRY & SYRIA

臺灣援贈土耳其震災款項衛福部賑災捐款運用情形
土國藉此機會感謝臺灣搜救隊參與國際救援

2月18日外交部舉辦震災記者會

署長蕭煥章
副隊長黃博村受邀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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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署特種搜救隊

NFA

搜救
專機

接軌
國際

第一次
First time 

重型搜救隊
認可

NAP 推動

Fairfax County USAR TF#1

LA County Fire Dpt. USAR TF #2

結緣土國
捐贈裝備

消防署特種搜救隊

NFA

總統接見慰勞台灣國際搜救隊

部長林右昌於台北喜來登大飯店舉辦歸國午宴

午宴
院長陳建仁於台北圓山大飯店舉辦歸國晚宴

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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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署特種搜救隊

NFA

消防署特種搜救隊

NFA

來自國際認證隊伍的肯定

美國USAID
2支IEC認證隊伍對台灣的即時
支援區域協調中心及搜救隊能力

表示高度肯定並在後續指派任務時

派遣USAR HEAVY任務派前
台灣隊伍

重型搜救隊認可
台灣IEC重型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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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署特種搜救隊

NFA

在土耳其的故事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