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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圖資應用與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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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DR電子圖資應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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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DR電子圖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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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DR電子圖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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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疏散避難地圖
繪製與使用

各地方、機關可依所轄災害類型，自行決定製作單一防災地圖，或將相關地圖，
例如：水災、土石流及地震防災資訊整合成一張地圖。在程序上，持續完成相關
資料之收集與彙整後，藉由資料之篩選及分類，擬定地區之防災地圖，並納入疏
散避難計畫。相關之地圖與計畫建議於每年汛期前檢核校正，以確保資料的有效
性。

製作程序：

1. 確立防災地圖之主題與用途
2. 決定範圍、型式與格式
3. 資料蒐集與分析
4. 實地踏勘
5. 地圖繪製
6. 校正與審查
7. 發佈與應用
8. 維護與更新

繪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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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級簡易疏散避難地圖

地圖標題及編號：
1.地圖標題：嘉義市○○區○○里
簡易疏散避難圖。

2.地圖編號:
(1)依據防災地圖作業手冊規定，縣(市)+鄉(鎮、市、
區)之代碼計7碼，村(里，含部落)為3碼。

第1組五碼表示「縣(市)」(詳下表)，
第2組二碼數字代表「鄉(鎮、市、區）」，
第3組三碼數字代表「村（里，含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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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方法
(建議村里、公所繪製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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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標題及編號：
2.地圖編號:
(2) 數字編碼由縣(市)政府統一律定審閱後使用，以避

免編碼重複，並利於未 來調閱查詢。

(3)考量同一村(里，含部落)之地圖可能會有2張以上之
情況，請於三組編碼後之最末端加註（1/n）表示：
n代表張數，第一張為1/n、第2張為2/n、第3張為
3/n…第n張為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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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方法
(建議村里、公所繪製時使用)

地圖標題及編號：
範例：以嘉義市為例，假設嘉義市律定東區的代碼為01
，在里層級公園聯合里的代碼為001，若整個里需要兩
張圖才能涵蓋，該里編號則為：
10020-001-001（1/2）及10020-001-0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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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方法
(建議村里、公所繪製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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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圖：
1. 開啟Microsoft PowerPoint，建立新簡報。
2. 開啟網頁瀏欄器至「Google MAP」，搜尋欲繪製

之里別街道圖，作為主要底圖。
3. 按下電腦鍵盤「Print Screen」鍵，貼至剛新增之

簡報，並調整成所需大小。

19

繪製方法
(建議村里、公所繪製時使用)

防災資訊：
1. 行政區位圖緊急聯絡人：村(里)長、里幹事等相關人員之姓

名與電話。
2. 災害通報單位：單位名稱、電話。
3. 防災資訊網站：如經濟部(水利署)、農委會(水保局)、交通

部(中央氣象局)等防災資訊網，以利居民查詢最新災害情資。
4. 避難處所：處所（建築物）名稱、地址、面積、可容納人數

與管理人電話。
5. 相關資訊：如直昇機起降點等資訊，由各地方政府依需求彈

性增列。
6. 製圖單位與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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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方法
(建議村里、公所繪製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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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格式(中
央防災地圖作
業手冊修正規
定)

繪製方法
(建議村里、公所繪製時使用)

使用時機、方法

1. 災害防救深耕計畫，建置鄉(鎮、市、區)防救災電子圖
資為重點工作項目之一，並依據不同對象及授課需求規
劃教育訓練課程，其中也包含防災地圖之製作與應用。
此外，於社區層級，也透過防災社區之推動，教育民眾
如何繪製屬於自己的防災地圖。

2. 教育訓練之目的在於使基層人員也能了解防災地圖之重
要性，亦可將防災圖資之相關知識教育親友、廣傳里民，
平時重視防災觀念，將可達到預防災害之目的，讓民眾
皆有防災基本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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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眾於平時應了解疏散路線及避難收容據點之資訊，便
於災害預警發布或發生時，得儘快至安全場所避難，其
主要為村里或社區層級之疏散避難圖。

4. 此類地圖不需包含過於複雜的資訊，重點於正確地呈現
避難處所位置分布及安全逃生路線，並可呈現災害通報
單位、緊急連絡人及防災資訊網站等資料，民眾可上網
得知防災知識或災害預警等相關資訊，或是第一時間發
現災情得以通報相關單位。

使用時機、方法

使用時機：

1. 平時預防：檢核並持續新增相關圖資內容，例如：地
標、過去曾受災地方、易淹水處、道路或橋樑受損處、
避難場所、收容區域、物資集散地…等。

2. 災時應變：利用防救災圖資所繪製之各項資源標示，
進行疏散撤離指引，並可輕易自圖上得到所需之資訊，
例如：醫療場所、救災機關、機具….等。

3. 災後復原：可再利用災害發生期間，所遭遇的問題進
行回饋修正這份村里級之防救災圖資。

使用時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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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1. 電子圖資的操作簡單也容易判讀，民眾在家時可自
行上網操作，瞭解自身所在地區有哪些災害潛勢，
可及早準備防災工作。

2. 運用簡易及免費的網路資源與通訊技術，可以達到
足夠的應變防災資訊。

3. 對於所處的地理環境多一分了解，對防救災多一分
準備與認識，在面臨無可抗力的天災時就會多一分
保障。

4. 災害是無法避免的，但藉著過去的經驗，發揮自助
互助的精神，正確的因應可讓減少傷害和損失。

5-13



感謝聆聽

5-14


	手冊-封面-1.pdf
	0.議程
	1.各類災害特性說明內頁
	1.各類災害特性說明講義-48
	2.線上陳情系統操作及錯誤樣態說明內頁
	2.線上陳情查報錯誤態樣-2
	3.災情查通報內頁
	4.疏散撤離與避難收容內頁
	4.疏散撤離與避難收容-18
	5.防災地圖判讀方法說明與製作內頁
	5.防災地圖判讀方法說明與製作-14
	MEMO
	講義議程-里長災害防救訓練課程
	組合 1
	01 災害防救法權責介紹
	02災情查通報與避難疏散-民政處 田文珍 科長
	03 村里防救災圖資之介紹與使用
	04.嘉義市常見災害潛勢特性---
	05 災害潛勢電子圖資判讀方法
	06災害避難場所設置說明
	07防災社區之推動
	08.災害應變中心運作與實務

	memo

	手冊-封面-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