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神復健機構及精神護理之家 
災害潛勢套疊說明 
及水災因應策略討論 

李香潔組長 

體系與社經組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 

103.08 

 



2 

資料來源：數位核心平台No.1871 

臺灣重要案例 

十四名高齡者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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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縣紅十字會 

臺灣重要案例 

資料來源：高縣紅十字會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29名老人浸泡水中數小時    機構遭勒令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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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宜蘭縣 

水利署或NCDR淹水潛
勢範圍(600mm/24小時) 

宜蘭縣 

水利署或NCDR淹水
潛勢套疊機構點位 

機構落入水利署或
NCDR潛勢範圍者，
皆納入具淹水風險
之機構 

水利署或NCDR潛勢
圖層可分 
1.300-
350mm/24hr 
2.450mm/24hr 
3.600mm/24hr 

淹水潛勢： 
當雨量符合一定之降
雨量條件時，可能淹
水的地區 
 
淹水認定：0.3公尺
以上視為淹水 

找機構點位座標 

土石流潛勢區： 
水保局公佈 
 
土石流風險認定： 
當機構位於土石流潛
勢內，即認定有土石
流風險 

NCDR予心口司之清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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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DR予心口司之清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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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DR予心口司之清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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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DR予心口司之清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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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DR予心口司之清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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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災害風險_潛勢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www.ncdr.nat.gov.tw 



12 

了解災害風險_潛勢 

使用前請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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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災害風險_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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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DR於民國100年調查結果 

了解災害風險_環境特徵 

Q1：機構周邊是否有大水溝、渠道、
河川、河堤、海堤？ 

Q2：機構位置是否下雨時容易積水？ 

Q3：機構是否位於低窪地區？ 

Q4：機構是否緊鄰魚塭或水田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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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災害風險_環境特徵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www.ncdr.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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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淹水即時資訊 

水利署 

防災資訊網 

行動水情

APP 

7-11 POS

系統 

水利署 

語音/簡訊 

通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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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分工 

 應變時的輪值班表應於平時做好規劃。 

 各班人力及工作配置在應變的各時間點盡量平均。 

 於平時進行演練，並儘量用最少人力演練，確保分工之可行性。 

 針對護理之家住民，搬運及後送過程，醫護專業必須介入，才能
提高存活度，不能只靠警消人員。 

應變值班分班(三班/五班) 

指揮官 

指揮官 

通報班 

通報班 

搶救班 

搶救班 

避難引導班 

避難引導班 

救護班 安全防護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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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棋推演 實兵演練 

人員分工 



5.00 

10.67 

5.75 

11.33 

3.58 

13.55 

9.29 

15.23 

日間比(Median) 夜間比(Median) 日間比(Median) 夜間比(Median) 

平日 假日 

機構日/夜間，每位員工須照顧之住民人數(中位數) 

老福機構 

身障機構 

(983/1057 ) 

(266/285) 

 若依據班別進行分派時發現人力有限，應思考如何調配人力使得應變時可以發揮功
能。 

 考慮利用獎勵或福利等誘因，讓緊急之時，沒有職班的員工願意來協助。 

 思考其他備用人力的來源（住在機構的非值班人員、替代役、機構間的互助協
定、家屬、鄰居等）。 

 機構內部是否有行動較可自理住民，可協助他人？（護理之家應該比較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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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分工 

**NCDR於民國100年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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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網 

列出機構在災時可能需要的聯絡電話， 
以利於災時通報提供必要協助。 
聯絡對象、電話、地址、可提供的協助 (於平時建立關係) 

依據機構需求 

列出可能需要的聯絡電話 

縣市應變中心、119 
鄉鎮公所、村里長 

消防分隊 
民間團體 
水、電公司 

提供撤離交通工具者 
醫院、紅十字會 
社會局處室 

其他可後送的機構 

等……………。 

範 
例 



119通報優先順序 

 消防隊案件處理的優先順序評估原則：重病、生命危險、人數多寡。但
許多時候，因無時間判斷，以接獲報案的前後為唯一原則。 

119可能打不通 

 莫拉克/凡那比颱風時，部分社福機構通報119，約花1-2小時才打通。
打通後，因為災害較大，不見得能得到立即救援（沒人力或沒器材）。 

 救難人員因為接到的案件多皆為緊急，依照受理順序處理；其他民眾為
求案件被重視，誇大緊急性，影響救難人員判斷。 

萬一119不通怎麼辦？ 

機構除打119外，應於聯絡網中註明其他緊急求救電話，如：地方
應變中心、當地消防分隊、社政窗口、村里長等連絡電話。 

 
 

通報作業_機構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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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作業_機構通報 

社 
福 
機 
構 
範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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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那比颱風時，高雄市政府於災前及災後 
皆會去電調查各機構情況 

通報作業_主管單位作業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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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民活動空間位於1F或地下室？ 

28 

197 204 

345 

41 37 40 

最高風險 次高風險 未列入風險等級 

院民主要活動空間位於1F或地下室vs.風險等級 

老福機構(n=532) 身障機構(n=118) 

56 58 69 

6 7 9 

最高風險 次高風險 未列入風險等級 

無2樓以上避難空間vs.風險等級 

老福機構(n=183) 身障機構(n=22) 

避難收容_水災垂直避難 

有無2樓以上避難空間？ 
 通往2樓以上避難空間
的通道或樓梯是否暢通 

圖片來源：高雄縣溑防局岡山分隊 
民國99月09月19日凡那比颱風 



90 115 

221 

59 57 61 

最高風險 次高風險 未列入風險等級 

無臨時收容場所vs.風險等級 

老福機構(n=426) 身障機構(n=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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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53 

16 18 23 

最高風險 次高風險 未列入風險等級 

正門寬度低於4米vs.風險等級 

老福機構(n=116) 身障機構(n=57) 

 依據「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
則」評估救災需要的道路寬度為4公尺。 

避難收容_水災異地避難 

 有無其他臨時安置地點？ 正門寬度是否低於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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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_避難準備時間 

來源:簡賢文老師簡報: 護理之家火災災例之檢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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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_平時整備 

盡可能維持通道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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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時的門禁管理 
如何保持通道暢通 

避難坡道讓機
構人員藉病床
或輪椅的協助
快速撤離住民 

避難收容_平時整備 

避難滑梯協
助快速進行
異地撤離 
（應較不適用於
護理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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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動工具的事前規劃與整備 
是否適用於精神復健機構和精神護理之家？ 

避難收容_平時整備 

來源：單信瑜攝。宜蘭特
殊教育學校 

來源：
http://healthland.time.com/2012/10/30/lesson
s-from-storm-sandy-when-hospital-
generators-fail/ 

來源：
http://news.ltn.com.tw/new
s/local/paper/75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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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69 

148 

48 
67 

166 

24 17 20 30 
45 43 

最高風險 次高風險 未列入風險等級 最高風險 次高風險 未列入風險等級 

無發電機 發電機設於地下室 

發電機vs.風險等級 

老福機構(n=552) 身障機構(n=179) 

避難收容_平時整備 

停電對機構內住民有重大影響，應設置緊急發電設備、移
動式發電機等。 
範例策略：每個住房設計有發電機提供電力的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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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_平時整備 

如果發電機放地下室，怎麼辦？水匣門、沙包、擋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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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離工作負責人及人力分工 

• 安置地點名稱、地址、電話、聯繫窗口 

• 安置地點醫療設備條件 

• 預估撤離(安置)人數及置留時間多久 

• 避難路線規劃 

• 交通工具的安排 

• 備齊醫療物品、相關文件 (平時應收整於固定地
方，且易於快速搬移) 

• 食物、水、民生物品(保暖衣物)之事前準備 

• 通知家屬、通報政府單位之聯絡名冊 

避難收容_平時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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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性撤離 
 交通工具之準備(數量、分配) 

 注意對交通工具設備的特殊需求
(住民運送、設備運送) 

 可向其他社福機構或醫院等簽訂
契約或建立關係，在必要時提供
協助 

搶救人員抵達普德安養中心門口  
（資料來源：高雄縣消 防局岡山分隊） 

交通工具整備 

危急時刻 
 請求外援(政府/軍隊/其他機構/鄰里等) 

 軍卡可一次載運多人，但是其設備可能較不適合特殊需求者 

 已淹水至一定高度時，橡皮艇是目前主要的撤離器具，卻有容量小及容易
翻覆的問題。都市中淹水面下可能暗有危機，尤其施工路段。 



• 水：水塔(災前確認滿水位)、包裝飲用水 

• 食物：注意是否有特殊食物需求種類（如流狀食物） 

• 衣物：保暖衣物 

• 衛材：衛生紙、紙尿褲、清潔用品 

• 照明：備照明頭燈，方便雙手空出做更緊急之事 

• 醫療需求及備藥天數、病歷 

• 其他：如假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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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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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災害整備、應變作業、復原作為進行檢討、
記錄，並視情況進行災害應變計畫之修正。 

 設定災害應變計畫更新頻率(建議每兩年更新一次) 

 定期檢討機構災害風險(定期檢視災害潛勢資料與
機構周遭環境變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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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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