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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開設與疏散避難有關係

所以，我們先來討論疏散避難



3Source: Public Domain

Hurricane Rita Evacuation in 2005

什麼是疏散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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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需要疏散避難的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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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地疏散避難(撤離)

 就地避難(含垂直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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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轄區內易受災人口的分布

醫院（安養院機構）：病患多半行動不便，這些人員極易受災。

 2000年的象神颱風，造成基隆安養院的老人14條人命

 2005年卡崔納颱風，造成美國紐奧良市的一間醫院發現45具屍體

 獨居老人

 外來者(外勞、外配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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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避難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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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19日凡那比颱生帶來豪雨，高雄縣岡山鎮
「普德安養中心」，院內的老人一度受困漂浮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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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24日天秤颱生帶來豪雨，
屏東縣恆春基督教醫院急診室大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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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奧良MEMORIAL MEDICAL

CENTER

Hurricane Katrina後紐奧
良地區在醫院與護理之
家總共發現215具屍體

其中Memorial Medical 

Center 發現45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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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ANNA P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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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大雨前撤離行動弱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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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掌握

易受災人口的分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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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災為例

何處取得淹水潛勢圖?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網頁

https://dmap.ncdr.nat.gov.tw/

何謂水災保全對象?

通常模擬一日降雨量累積450mm，圈劃出淹水50cm

之地區，該範圍內之居民，即是水災保全對象。

https://dmap.ncdr.nat.gov.tw/


by J.Y. Wu 16



by J.Y. Wu 17



by J.Y. Wu 18



by J.Y. Wu

避難收容所開設

進駐避難收容所之災民類型：

因原本之住家受災

因疏散命令有家歸不得

因餘震或二次災害而不敢回家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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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所開設

通常災民的安置，依發生時間來區分可分為：

A. 緊急避難所(Emergency Shelter)

B. 臨時避難/收容所(Temporary Shelter)：收容所

C. 臨時性住屋(Temporary Housing)：中長期收容所/組合屋/中繼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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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所名稱 地址 人絡聯一第 話電 人絡聯二第 話電
積面
(m2)

級層設開
數人容收 性災適

A類 B類 C類 水災 地震 坡地 毒化

嘉義市東區

中國興北活動中
心

東博市義嘉
路262號

鄭○宏總務
組任

05-2766xxx
孫○志事務
組長

05-2766xxx 1,053 C 1,053 526 263 ◎ ◎ ◎

小國北嘉操場
區東市義嘉
街北嘉65號

陳○務總帆
任主

05-2757xxx
涂○慧務事
長組

05-2757xxx 1,404 B 1,404 702 - ◎

中動活區社藤荖
心

藤荖市義嘉
里29之1號

郭○長里喜 0912-991xxx
吳○宗事理
長

0935-214xxx 186 C 186 93 46 ◎ ◎

中動活區社庄頂
心

教義市義嘉
街542巷20號

鄭○事理芬
長

0921-891xxx
莊○基總幹

事
0937-355xxx 70 C 70 35 17 ◎

中動活區社湖後
心

義保市義嘉
路60巷40號

林○幹總蘭
事

0934-082xxx
郭○事理億

長
0911-358xxx 108 C 108 54 27 ◎

註：1.緊急避難場所(A類)：收容24小時內，1 m2/人；臨時收容所(B類)：一日至一週內，2 m2/人；
中期收容場所(C類)：一週至三個月內，4 m2/人。

2.適合B類之場所可做為A類使用，適合C類之處所亦可適用於A類與B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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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民的安置與前述的疏散避難、搜救及緊急醫療行動有關。

開設必須調查安置的人數及其背景，並進一步考量開設數量與位置。

避難所之開設：

 台灣：通常由政府的社政單位主導，民間非政府組織(NGOs)支援。

 美國：避難所統一由紅十字會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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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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覺空間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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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收容所開設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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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調查研究 進駐避難收容所狀況

美國

Bolin and Stanford
(1990)針對Loma Prieta地震
後調查

約有20%的人進駐政府開設的避難所。

Mileti et. al. (1992) 針對23次
疏散避難調查

平均約有14.7%的被疏散者進駐公共避難所，最少的一次僅有
5%。

Lindell et. al. (2001) 對德州
灣沿岸居民進行颶風疏散避難
調查

高達46.3%因颶風疏散的居民會選擇住在親朋好友家，有
32.9%的居民會選擇住在旅館，僅有3.4%的居民會會選擇住
在公共避難所。

台灣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對1999年921地震後的調查

臨時性收容所：共237處
總計收容人數：超過十萬人
各災區於臨時收容所收容之人數約佔各災區總人口的13.5％左
右，災害嚴重地區，如東勢地區收容人數比則高達39.49％。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2010)
對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調查

59%選擇在外租屋或居住於親友家，其次才是政府設立的收容
所，佔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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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所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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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所開設

收容所的區位如何決定？

通常以災民可步行範圍為佳

公家單位空間為優先

收容所的容量如何決定？

以過去的經驗為基礎

掌握轄區內居民的特性:中低收入戶比例? 大家族比例？租
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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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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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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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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921地震

臨時避難所：學校、公園或是鄰里性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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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集集震災都市防災調查報告，1999﹚

18%

5%
20%

57%
學校

公園綠地廣場

機關及軍事用地

其他

臨時避難所所在位置之面積比

收容所的空間形式包括：指揮、服務中心；儲備及臨時堆置、發放帳篷、睡袋及食物等臨時生活之彈
性空間，裝卸救難物資之臨時停車場、存放地；警衛治安維護中心；醫療、心理輔導場所；烹調場所；
臨時廁所及盥洗設施；曬衣場所；居民臨時聚集交換資訊場所。

收容所軟硬體設施應包括：
臨時水電、衛生及盥洗設施、消防用水、廣播
設備、臨時發電設備、接收災區外救援資訊以
了解救援進度、救援政策用之收音機、電視，
通訊用之公用電話、傳真及電腦網際網路。

避難收容所開設與管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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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莫拉克風災

避難收容所開設與管理案例

單高雄縣，就有超過六千人進駐收容所(B)

92%的避難收容所，非屬原先規劃的

許多災民被安排居住在寺廟，但因原住民宗教信仰之故，又開
設了教堂為收容所

營區廣泛被當為收容所(B)

當永久屋決策形成(不蓋中繼屋)時，居住在營區的時間超過一
年以上

善用在地的NGOs，並用運自治團體管理收容所

醫療體系與收容所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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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經驗，怎麼辦

看電影，學經驗

熟悉相關計畫

災民緊急疏散及避難收容計畫

嘉義市政府受理、分配各界捐贈物資計畫

舉辦演習演練

其他縣市開設收容避難所時，注意相關新聞

邀請其他縣市有經驗的人來分享

自動請纓，協助其他縣市收容所之運作

27



by J.Y. Wu

結語：接下來的行動

掌握/熟悉轄區內的災害潛勢及脆弱人口分佈

確認轄區內的避難收容所位置與容納人數

轄區內各單位協調清楚，收容所開設管理要負責的事項

與轄區內軍方單位/非政府組織(宗教、慈善團體)建立合作默契

善用里長進行疏散避難與收容所管理

看電影、看新聞、請教有經驗的人、自動至第一線協助、舉辦

演練演習，以增進類臨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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