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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疏散撤離

4

疏散撤離相關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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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

1. 中央氣象局
http://www.cwb.gov.tw/V7/index.htm

方法工具

6

以往常發生過的颱風
為例，此網頁可查詢
颱風路徑、天氣警特

報等。

方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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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知道
目前的降
雨狀況!

方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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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觀測-十分鐘資料

雨量觀測-日累積圖

方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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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達回波-台灣

僅約略呈現空中雲雨系統含水量
〈包括三態之水〉的分布情形，
不能直接換算成地面降水量的多
寡。

可從顏色去判斷目前降雨強度：

弱 強

方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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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知道
未來的降
雨預測!

定量降水預報

方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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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署防災資訊網
http://fhy.wra.gov.tw/Pub_Web_2011/Page/SurveyStationInfos.
aspx

• 發布淹水警戒之鄉
(鎮、市) 如持續降雨，
轄內易淹水村里有
70%機率於三小時內
開始積淹水。

二級警戒

• 發布淹水警戒之鄉
(鎮、市)如持續降雨，
轄內易淹水村里有
70%機率已開始積淹
水。

一級警戒

方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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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筒從預估雨量做好災害整備!

方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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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署防災資訊網
http://fhy.wra.gov.tw/Pub_Web_2011/Page/SurveyStationInfos.aspx

水尺(河川水位)

方法工具

14

方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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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工具

1. 水利署防災資訊網(行動水情APP)
http://fhy.wra.gov.tw/Pub_Web_2011/page_html/appIntroduction.aspx

16

方法工具

When (何時疏散避難) 村里長現地巡查重點：降雨、
排水水位、積淹水狀況

水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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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長通知民眾進行疏散避難之方法：挨家挨戶
面對面告知、廣播系統、張貼告示單等

How (如何疏散避難)

水災
就地或鄰近高樓垂直疏散(二樓以上堅固建築)
異地避難(依親、避難收容所)

震災
就地或鄰近空地(建物可能倒塌範圍外)
異地避難(依親、開放空間之避難收容所)

方法工具

18

Whom (誰該被疏散避難)

居住於
災害潛
勢區者

居住於
地下室

者

須援護
之弱勢
族群

獨居老
人、慢
性病患
者、孕
婦、小
孩等

對於有危險之虞的保全對象應事先造冊
(姓名、地址、電話…)

方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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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到哪裡疏散避難)

方法工具

20

方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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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災害尚未發生之前便做好疏散撤離。
強化疏散撤離計畫，加強宣導，時常演練。
若災害已發生，如淹水太深(及腰)或水流太強時，應呼籲民眾找到安
全地點等待救援，不可隨意外出。

不要隨意進入積水及腰的空間搶救財物或泡水汽機車，以免造成危險。
淹水後應立即撤離現場，如無法離開時應集體行動，向安全、熟悉、
方便可及的高處避難，不可單獨行動，並置身於明顯處等待救援或洪
水退去。

疏散撤離注意事項

方法工具

22

二、避難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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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收容場所之功能在於災害發生後提供給附

近居民有個可靠的處所，也就是災難發生後災

民的安全場所，特別在臺灣地區面對發生頻繁

的風災、水災及震災等天然災害，更加顯示出

避難場所的重要性。

室內避難處所 室外避難處所

避難收容處所功能

24

安全原則：避難收容處所設備設置地點應避開災害潛勢區域，
以地勢高、不淹水、建築結構牢固、無坡地災害之地點設置較
為適宜，以避免二次遷移或二次災害發生。

就近原則：以選擇距離災害發生地較近之學校、村里活動中心
等公共建築物為主，必要時可徵用民間用地。

效益原則：避難收容處所應有完善的生活設備、設施，足夠的
活動空間，並位於水源易取得之處所，以及備有充足的避難物
資，滿足災民生活需求，提供良好的治安環境。

分類原則：避難收容處所的指定，應先勘察地形，調查環境，
並依災害類型指定不同性質的避難處所，備妥必要的防救設備
及設施。

避難收容處所劃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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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原則：
 第一階段/緊急避難場所(災害發生~災後24hr內)：主要以鄰里平

坦安全之設施為緊急避難場所；收容空間以1m2/人為原則。
 第二階段/臨時收容場所(災後一日~三周內)：為臨時安置階段，

將大型避難據點(學校、公園、棒球場及其他平坦安全之公共設
施)轉變為臨時收容場所進行收容工作；收容空間以2m2/人為原
則

 第三階段/中長期收容場所(災後三週至三月內)：成立中長期收容
所安置災民，並提供災民安置方案；收容空間以4m2/人為原則。

整備原則：考量災害特性、人口分布、地形狀況，事先指定適當
地點做為災民避難收容處所，宣導民眾週知，並定期動員居民演
練，熟悉避難路徑，劃設為避難收容處所之建物應由專人負責平
時之定期安全檢查及設施維護，並備妥相當數量的救濟物資，以
確保災民生活安全及環境品質。

避難收容處所劃定原則

26

避難收容處所之開設：

 台灣：通常由政府的社會福利單位主導，民間慈善組織支援。

 美國：統一由紅十字會開設。

一. 食：災民的三餐如何準備？外送？或在避難所內開伙？素食？

二. 衣：由誰提供？是否有特殊需求，例如尿片？

三. 住：收容所睡覺空間如何分配？有洗澡設備嗎？寵物可以進駐收容所
嗎？找不到父母的孩童由誰看護？

四. 醫療：慢性病患的處理？需有醫療人員進駐嗎？

五. 通訊：災民的親朋好友要如何找尋災民？災民如何對外聯繫？

避難收容所開設後的管理，至少要考慮食、衣、住、醫療、通訊等方面的問題：

避難場所開設與管理

嘉義市屬都會、半都會地區，因交通便利、物資運補較為迅速，其安全存量應
以2日份之非食品類之民生用品為主，而儲備之物資存量至少需包含保全對象之
人口數量。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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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民登記

災民收容

災民識別證

床位分配

編組管理

災民救濟

食衣住行之物資調度

災民調查

災民遣散/移轉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與管理

28

消除謠言對策
(1)建立對災民發言之唯一管道，統一發布消息。
(2)透過各種資訊管道之提供，使災民便於接收外部之正

確訊息。
防火對策

(1)避難收容處所應有消防安全設備。
(2)避難收容處所不得儲放、攜入危險易燃物。
(3)舉辦防火宣導。

防止犯罪對策
(1)請求警力協助執行避難收容處所維護治安與警戒工作。
(2)請求警力協助執行避難收容處所附近交通安全管制。
(3)協調民防團體與義警支援避難收容處所治安，防止犯

罪發生。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與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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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處所開設與管理

衛生管理對策
(1)請市府衛生局調派醫療資源、災民救護等作業。
(2)請市府環保局調派清潔人員協助環境消毒、清掃等。
(3)提供緊急醫療救護諮詢服務。
(4)辦理災民一般急救訓練，加強宣導災民自救之觀念。

保障生活環境品質對策
(1)由災民自行組成清掃班，每日自行清掃。
(2)垃圾車定時赴收容處所清運。
(3)定時清理排水溝，以保持排水功能。
(4)應設置隔音設備及管制災民不當行為，保持寧靜生活。

30

避難收容應變及復原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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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案例

震後至數週後，災民集中於空曠或較安全的場所，形成臨時避難所。
總計有237處，尖峰時間達105,000人避難。
距離：均在災區居民步行可及範圍內，約為500~600m。

1999年 921地震

2011年 日本311地震

分別於學校、體育館、活動中心等處成立災民收容所，期間最高開設2,500處，收
容災民55萬餘人；

2016年 0206地震

台南市總共開設7處避難收容處所，累計總收容災民313人次。
持續提供住宿之旅館，並轉知各區公所可供安置災民

3232

疏散避難是保全人命成本最低、最有效的方法

時常關心村里環境狀況，並加強向民眾宣導防災概
念。

製作簡易疏散避難地圖，熟悉村里災害潛勢。

掌握保全對象。

知悉疏散避難時機

里內之特殊人口者眾多，若里長、里幹事及志工無
法負荷，應平時與市政府/區公所、國軍以及NGO團
體建立合作默契

協助公所進行收容相關作業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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