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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第一篇第一篇第一篇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1.1 學校概況資料學校概況資料學校概況資料學校概況資料 

學校概況資料包含地理位置、學校基本資料及環境概況，主要內容為學校位

置、校園配置及周遭環境之介紹，內容分述如下： 

一、地理位置 

那瑪夏國民中學（以下簡稱本校）位於高雄市那瑪夏區，區內分為三里：南

沙魯里、瑪雅里、達卡努瓦里。本校地處瑪雅里社區旁，分布呈南北長方；西側

邊約 50 公尺有旗山溪流過，東側緊臨玉山山脈南端。 

本校聯外道路以台 21 線為主，區內除公車外無火車站、捷運等公共交通設

施，由本校到甲仙區最近車程約為 40 分鐘。 

二、學校基本資料 

101 學年度日校班級數 7 班(1 班為不分類資源班)人數共 97 人。本校校區主

要建築物共有 6 棟，分別為教學辦公大樓、風雨教室、餐廳、校長宿舍、男教職

員工宿舍及女教職員工宿舍等，本校班級總數、各班級人數與教職員工人數、建

築物棟數等詳細資料，如表 1-1-1 與表 1-1-2 所示。 

三、環境概況 

(一)周邊環境及設施：本校附近有區警察局(三民分駐所)、那瑪夏區消防隊、那

瑪夏區區衛生所等。 

(二)校園內建築物風格及特色：本校建築型態為一般學校建築，主要建築大樓呈

現 L 字形。 

(三)校園平面配置圖及周邊道路，如表 1-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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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學校電話 07-6701813 

學校地址 高雄市立那瑪夏區瑪雅理平和巷 171 號 

班級總數(日校：6 班、特教：1 班、補校：0 班) 

七年級(日校/補校)  2 班 / 0 班 

八年級(日校/補校)  2 班 / 0 班 

九年級(日校/補校)  2 班 / 0 班 

特教班(不分類)   1 班 

全校師生總人數： 120 人 

職員(日校/補校)   6 人 /  0 人 

教師(日校/補校)  17 人 /  0 人 

七年級  30 人 /  0 人 

八年級  34 人 /  0 人 學生(日校/補校) 

九年級  33 人 /  0 人 

建築物總棟數： 6 棟 

教學辦公大樓 
辦公室 4 間、一般教室 6 間、專科教室 6 間、圖書館 1 間、

公文室 1 間、廁所 5 處 

風雨教室 1 棟，全校室內活動及體育教學場所。 

廚房 1 棟，烹煮營養午餐場所。 

校長宿舍 1 棟，2 層樓空間，內含主臥套房 1 間、來賓套房 1 間。 

男教職員宿舍 1 棟，2 層樓空間，內含 8 間套房。 

女教職員宿舍 1 棟，2 層樓空間，內含 8 間套房。 

學校照片 

學

校

正

面

照

(1)  

學

校

正

面

照

(2)  
校園平面配置 



3 

學

校

平

面

配

置

圖 

 

校

園

周

邊

道

路

圖  

填表人員資料 

填表人員 曾建瑋 職稱 總務主任 

電話 07-6701813#22 電子郵件信箱 chris7219303@yahoo.com.tw 

填表日期： 101 年 8 月 28 日 

 

表 1-1-2、101 學年度學生人數 

日校 補校 年級 

班級 七 八 九 七 八 九 

甲 16 18 18 0 0 0 

乙 14 16 15 0 0 0 

合計(人) 30 34 33 0 0 0 

總計(人) 97 0 

填表人員資料 

填表人員 陳盈伶 職稱 註冊組長 

電話 07-6701813 電子郵件信箱  

填表日期： 101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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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計畫依據計畫依據計畫依據計畫依據 

ㄧ、行政院頒布「災害防救法」。 

二、教育部令頒「構建校園災害管理機制實施要點」。 

三、教育部令頒「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 

四、教育部函頒「教育部軍訓人員值勤暨校安通報實施規定」。 

五、教育部函轉內政部民防團隊基本訓練綱要計畫。 

六、內政部「各項活動安全管理指導綱要」。 

七、「消防法」。 

1.3 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 

擬定『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以建立天然與人為災害防救體系，使學校能有

一妥善之緊急應變程序，使資源靈活調度，達減災、消災與快速緊急應變與復原

之功效。並依消防法規定場所防火管理必要事項，以達到預防火災、地震及其他

災害和保障人命安全、減輕災害為目的。 

1.4 計畫適用範圍計畫適用範圍計畫適用範圍計畫適用範圍 

校園遭逢有關地震、颱風、水災、坡地災害、火災、傳染病災害、實驗室與

實習場所災害、交通安全事故及其他校園安全工作事項等緊急事故。除另有規定

外，均需參照本計畫內容實施處理。 

1.5 計畫檢討修正之時期及時機計畫檢討修正之時期及時機計畫檢討修正之時期及時機計畫檢討修正之時期及時機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應每學期舉行一次災害演練實施並檢討其結果，每二年依

據學校軟硬體設施或設備等實際狀況之改變檢討修正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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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計畫擬定基本原則計畫擬定基本原則計畫擬定基本原則計畫擬定基本原則 

本計畫內容擬定基本原則詳細說明如下： 

一、確立災害防救對策與措施 

(一)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為各級學校推動災害防救業務之實施計畫，應以學校

所在區域為範圍作整體性之規劃。 

(二)計畫期程以二年內可執行、達成事項為原則，惟因社會變動、業務執行

需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視需要檢討、補強，針對特殊狀況（如特別或重大

災害），宜規定作必要之即時修正，每四年進行整體的修正。 

二、成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研擬推動小組 

(一)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之內容須含括本校各類型潛勢災害之防救事項，由學

校相關災害業務處室成立計畫研擬及推動之工作小組，並建立相關權責處室

之編組與分工，同時也可依據學生特性考量學生參與可能性。 

(二)需要專業團隊支援協助之部分，可尋求相關專業團隊建議、諮詢，或共

組工作小組進行計畫之研擬與推動。 

(三)執行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應考量與學校周邊之社區防災組織、校外救

援單位及醫療單位密切相互配合，研擬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時如有需要應邀請

前述相關人員參與。 

三、掌握學校災害特性進行學校災害潛勢評估 

(一)應確實考量影響學校之災害因素（颱風、豪雨、地震、火災、有害性化

學物品等）、地質（急傾斜地、軟弱地盤、斷層等）、設施與設備（老舊校舍

建物、危險物設施之集中地區等）、歷史災例等要因，以掌握學校災害特性。 

(二)參考直轄市、縣（市）政府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所設定各類型災害可能引

發之最大災害規模，以及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國家科技中心、中央地質

調查所現有之災害潛勢資料，進行綜合性之校園災害潛勢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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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內容應涵蓋各災害類型與各災害管理階段 

(一)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的內容，必須涵蓋學校所在地區內可能發生之各類型

之重大災害，依據本校之災害潛勢評估分析之結果，優先針對危害度較高之

災害擬定專篇計畫，而後逐年增訂其他災害類別之專篇計畫。 

(二)為因應各類型重大災害之防救作業，必須考量平時預防、災害應變及災

後復原重建等各災害管理階段之工作內容。 

五、應協調整合學校相關處室之災害防救業務與經費應用 

(一)為使學校各單位從平時起就能夠協調、整合，確實推動全面性之學校災

害防救業務，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應由各相關處室共同參與研擬，以期有效推

動、落實。 

(二)學校各相關處室亦應依據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各項內容，就其業務執掌範

圍，擬訂災害防救業務執行計畫並編列所需相關經費，以作為業務推動之依

據。 

六、運用災害防救相關資料與資訊 

(一)運用學校所在區域之基本資料（例如人文、社會、經濟、歷史災害、校

園災害潛勢資料等）、建築特性（例如校舍結構、校舍高度等），作為校園災

害防救計畫之基礎。 

(二)考量各級學校不同性質與學生特性，將各級學校學生自主能力、上下學

交通方式等列入疏散避難計畫之參考。 

(三)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中應包括災害防救業務所需應用資料、資訊之建置或

更新方式。 

七、製作校園災害防救圖資 

(一)掌握學校所在區域之災害潛勢資料、參考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製作

之災害防救相關圖資等，建立考量該校災害特性之防災地圖。 

(二)校園防災地圖內容應明確標示校內危險處所、校內避難場所、校內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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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學校附近防災機關與避難中心、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布該鄉、鎮、

市之避難路線、學校周邊之救援單位及醫療單位等資料。 

八、建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自評機制 

(一)為能確實有效落實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所列各項內容，應於計畫中訂定自

評機制，以作為各項災害防救業務執行管考之依據。 

(二)自評內容包含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內容，及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執行成效等。 

(三)執行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自評之方式，應由學校邀集相關處室與專家學者

組成評鑑小組，進行瞭解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擬定內容與執行情形之具體程

度。 

九、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應考量該校特殊師生之需求，審慎納入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之編撰內容。 

十、各級學校編撰與執行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時，應與學校災害防救教育內容結

合，藉由教學、災害演練等學生參與過程，強化校園災害防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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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第二篇第二篇第二篇 共通性事項共通性事項共通性事項共通性事項 

2.1 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與通報與通報與通報與通報 

為避免學校行政體制之複雜化，於平時並不執行分組，各處室以平時業務範

圍及性質來執行災前之各項平時預防工作，應變分組將於災時啟動執行各項應變

作業。 

2.1.1 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及其任務分工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及其任務分工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及其任務分工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及其任務分工 

校園內必須規劃因應災害發生之應變組織，於災害發生時肩負搶救災之責

任，災害應變組織需界定清楚各分組於災時之工作，避免於救災時人力分配不均

之情形延誤搶救之時機，學校亦須排定人員進行輪班，確實於災害初期即能快速

啟動分組進行應變。 

一、應變組織 

針對常見之災害地震、颱風水災及火災等…考量學校現有之人力、物力，茲

將校內之應變組織分為指揮官、副指揮官(兼發言人)、搶救組、通報組及避難引

導組，校內之災害應變體系如圖 2-1-1‧ 

二、任務分工 

災害發生，由指揮官發布救災指示於各分組之負責人，再由負責人指派分組

成員執行，確保災時分組能快速進行救災行動，各分組於災時之任務分工如表

2-1-1，且為確保應變分組之行動，各分組除負責人外需再行指定一名代理負責

人，並確實紀錄聯絡方式(表 2-1-2)，各應變成員依其分組須於平時接受相應之技

能訓練，以提升災時應變之能力。 

三、輪值制度 

除平時即安排好緊急應變組織分組外，亦須針對晝夜或假日規劃執勤班表，

並建立教職員緊急時期上班體制，以於災害發生當下立即停止輪休，依學校排定



9 

之輪值時間出勤，相關輪值出勤表格如表 2-1-3 所示。 

 

圖 2-1-1、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架構圖 

 

表 2-1-1、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分工表 

編組及負責人員 負責工作 

指揮官指揮官指揮官指揮官    

校長 

1.負責指揮、督導、協調。 

2.負責協調及主導各組中所有運作。 

副指揮官副指揮官副指揮官副指揮官((((兼發言人兼發言人兼發言人兼發言人))))    

教務主任 

1.負責統一對外發言。 

2.通報中心受災情形、目前處置狀況等。 

搶救組搶救組搶救組搶救組    

學務處 

保健室 

 

1.受災學校教職員生之搶救及搜救。 

2.清除障礙物協助逃生。 

3.強制疏散不願避難之學校教職員生。 

4.基本急救、重傷患就醫護送。 

5.急救常識宣導。 

6.心理諮商。 

7.提供紓解壓力方法。 

通報組通報組通報組通報組    

輔導室 

 

1.以電話通報應變中心已疏散人數、收容地點、災情及 學

校教職員、學生疏散情況。 

2.負責蒐集、評估、傳播和使用有關於災害與資源 狀況

發展的資訊。 

3.負責協調及主導各組中所有運作。 

4.依情況支援搶救組。 

避難引導組避難引導組避難引導組避難引導組    

總務處 

教務處 

1.分配責任區，協助疏散學校教職員、學生至避難所。 

2.協助登記至避難所人員之身份、人數。 

3.設置服務站，提供協助與諮詢。 

指揮官 

副指揮官(發言人) 

搶
救
組 

通
報
組 

避
難
引
導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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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導師 

工 

 

4.協助疏散學區周 受災民 至避難所。 

5.協助發 生活物資、 靪及 。 

6.各 救災物資之登記、 冊、保 及分配。 

7.協助設置 及 通 制。 

8. 護學校災區及避難場所 。 

9.依情況支援搶救組。 

 

表 2-1-2、校園災害防救組織 名冊 

組別 職務 姓名 聯絡電話 原屬單位 代理人 聯絡電話 

指揮官 吳峻毅 0937276335 校長 葉 ㄧ 萱

  

0932323338 

副指揮官 葉ㄧ萱 0932323338 教務處 曾建瑋 0911177669 

組長 何秀珍 0932964236 輔導室 蔡育琳   0919628891 

蔡育琳 0919628891   輔導室   

林其昀   0910722341 輔導室   

林婉宜 0980883994 輔導室   

林美鳳  0989537718 輔導室   

通報組 
組員 

鄭景旭 0911218350 輔導室   

組長 曾建瑋 0911177669 總務處 高大芳 0927-110590 

高大芳 0927-110590 總務處   

林震宇   0922050971 總務處   

鄭錦鋒 0981770204 總務處   

黃子瓔 0932638396 教務處   

陳盈伶 0937562968 教務處   

趙月萍   0919643872 導師   

顏婉如  0912051770 導師   

黃宇賢   09116909961 導師   

避難引

導組 組員 

蔡敬揚   0985182062 導師   

組長 趙懷嘉 0980949896 學務處 王昭婷 0937900358 

王昭婷 0937900358 學務處   

陳穩仁 0933329974 學務處   
搶救組 

組員 

柯惠香 0919603363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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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靹人員班表 

 靹人員/ 理人 名 校內分  / 理人  註 

平 日

班 
曾建瑋/高大  22 0911177669 /0927-110590  

平 日

午班 
曾建瑋/高大  21 0911177669 / 0927-110590  

平 日

班

及

日 

正  23 0960-679519  

校長 電話 0937276335 

高雄市教育 電話 07-2011550 

校 中心電話 02-33437855 

那瑪夏區公所 07-6701001 

地區 所電話 110 07-6701168 

地區 防分 電話

119， 動電話 112 
07-6701440 

那瑪夏區 生所 07-6701142 

相
關
聯
絡
電
話 

電力公 電話 07-6751016 

 

2.1.2 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啟動時機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啟動時機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啟動時機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啟動時機 

校內之應變組織，應於災害發生視災害情況啟動，啟動時機包含： 

一、地方政府成立應變中心時。 

二、上級指示成立。 

三、學校位於災區且受到災損時。 

四、校長視災情程度啟動應變組織。 

五、氣象局發布中度、強烈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時。 

2.1.3 緊急應變小組之設立與運作緊急應變小組之設立與運作緊急應變小組之設立與運作緊急應變小組之設立與運作 

校內災害應變小組之設立場所須考量災害潛勢，並可於戶外設立第二災害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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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場所以防重大災害之發生，應變小組主要由指揮官下達指示，指揮各分組進行

應變作業。 

一、應變小組之設立 

調查校內之建物，以教學辦公大樓作為緊急應變小組場所，場所內備有電

話、傳真、網路及相關之救災器具，應變小組成員有指揮官、副指揮官、各應變

小組負責人，由指揮官(校長)坐鎮發布救災指示，各應變小組負責人接獲指示

後，帶領各分組成員進行救災作業。為確保地震災害發生時應變小組之設立，指

定戶外學校涼亭為第二開設應變小組集合地點。 

二、應變小組之運作 

災害發生後，指揮官、副指揮官及各分組負責人需快速進駐應變小組進行救

災指示之發布及分派調度，但於地震災害發生時，須由人員先前往勘查，確認教

學辦公大樓之結構安全無虞，若有安全之虞慮，立即於戶外指定之第二設立位置

進行應變小組之開設。指揮官視災害之類別依各災害之應變程序指揮各分組進行

救災作業。 

2.1.4 災情通報災情通報災情通報災情通報 

災情通報主要目的為爭取時效、掌握先機，快速將災害情報傳達，進行快速

之搶救作業；藉由廿四小時的值勤機制，即時協助處理校園緊急危安事件，以有

效維護校園整體之安全、安寧。 

一、通報原則及流程 

為有效協助本校處理校安事件，減少事件之損害程度，依照校園安全及災害

事件通報作業要點之規定將災害進行分級通報。通報流程如圖 2-1-2： 

二、通報時機 

為使災害發生後之應變更為快速執行，通報之時機依事件級別之不同進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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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一)甲級事件：應於獲知事件十五分鐘內，以電話通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及教育

部，並於二小時內透過校園事件即時通報網實施首報。遇有網路中斷時，改

以紙本方式傳真至教育部，俟網路恢復後再補行通報作業。 

(二)乙級事件：應於獲知事件十二小時內，透過即時通報網完成通報作業。遇有

網路中斷時，作業方式同甲級事件。 

(三)丙級事件：應於獲知事件二週內，透過即時通報網完成通報作業。 

三、建立校外支援單位電話清冊 

為使災害發生快速尋求支援協助，通報組應建立之校外應變支援單位之聯絡

資訊如下表 2-1-4，表中詳細記載支援之單位，及支援單位所能提供之器材。 

四、通報內容 

在通報上應有制式之說詞，先告知通報人姓名、單位、職稱，接著告知事故

發生時間、地點，再來說明事故狀況、傷亡情況、 已實施或將實施之處置以及

所需之協助等，災害通報之格式如下表 2-1-5。 

表 2-1-4、外 支援 清冊 

名稱 電話 人 支援工  

(服務 目及內容) 

註 

防   

地區 防  07-6701440    

 

分  

民分 所 

07-6701168    

分  

民生 所 

07-6701118    

公 設 公  

電力公 甲 分處 07-6751016    

市主 構 

高雄市  07-3368333    

市 防災應變中 07-226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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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教育  07-2011550    

生  07-7134000    

保  07-3373400    

摅  07-3373370    

那瑪夏區公所 07-6701001    

那瑪夏區 生所 07-6701142    

瑪雅 長 0985295535    

長 0932983700    

長 0975317956    

支援  

韑長摅長 0937-672129    

 

 

 

 
圖 2-1-2、通報 圖 

災害發生 

學校校 中心 

災害分級 

高雄市 教育  

教育 校 中心 

關主  

甲級甲級甲級甲級    

15 分 內電話通  

2 內 路 傳通

報內容 

乙級乙級乙級乙級    

12 內 路 傳通

報內容 

級級級級    

2 內 路 傳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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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通報內容 

通報內容 

( ) 那瑪夏國中， (職稱)

( 名)，大 間，校內 (地點)，發生 災害，目

前有 人員傷 ，有 名學生 擬不 ，已 (處

置)， 救援。  

 

2.2 災害防救資料蒐集災害防救資料蒐集災害防救資料蒐集災害防救資料蒐集 

學校之災害防救資料主要交由總務處負責調查蒐集，其餘處室提供資料，並

請校內具有相關知識之老師進行協助，調查之項目包含災害潛勢資料、校園平面

及空間配置、校內各建物之平面配置以及校內曾發生之災害及災害特性分析。 

2.2.1 災害潛勢調查災害潛勢調查災害潛勢調查災害潛勢調查 

為掌握校園所在區域之災害潛勢資料，可參考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製作之

災害防救相關圖資等，或政府部門公布之災潛勢資訊，如中央地質調查所

(http://www.moeacgs.gov.tw/main.jsp)圖 2-2-1 活動斷層圖，從圖 2-2-1 中可知道學

校位於哪些斷層上或周邊；圖 2-2-2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防災

資訊網(http://246.swcb.gov.tw/School/school-toknew.asp)所公布土石潛勢溪流位置

圖，可瞭解周邊之土石流潛勢溪流，淹水潛勢可參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http://ncdr.nat.gov.tw/chinese/default.asp)，所公布之資料，學校亦可委託專業機

構或專家協助釐定學校災害潛勢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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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活動 層圖 

(資料來源：操 中 地 調 所) 

圖 2-2-2、 摲 置圖 

(資料來源： 摇 員摅 保 防災

資訊 ) 

 

2.2.2 校園平面及空間配置校園平面及空間配置校園平面及空間配置校園平面及空間配置 

藉由網路提供之電子地圖調查學校周邊環境，並繪製校區內之平面圖，以便

做為避難逃生路徑規劃之資料，如表 1-1-1，確實將校區內各棟建物之分布繪製

清楚。 

2.3 校園災害防救教育訓練校園災害防救教育訓練校園災害防救教育訓練校園災害防救教育訓練 

災害防救教育為提升學校師生災害防救認知與技能之方法之一，由學務處邀

請學者或消防局人員舉辦防災教育相關之講座或各項逃生器材使用方法及逃生

方式，並在校內舉辦活動、宣導等方式(如校內公布欄張貼各項災害相關宣傳海

報，定期舉辦校內防災相關比賽，如防災書法或防災警語比賽等)，針對各項有

關天然與人為災害生成原因、危險性說明，加強本校師生對於各項災害之瞭解。 

為確實提升本校教職員工生於災害時之應變能力，每學期安排二次週會之時

間，針對較可能發生之災害，諸如地震、風災、火災及交通事故安排講座，每種

災害之講座以 20-30 分鐘為主，說明災害成因及如何逃生避難、宣導自助互助之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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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校園災害防救演練校園災害防救演練校園災害防救演練校園災害防救演練 

為使災害發生時各教職員工生能快速避難並啟動應變分組執行救災，由學務

處規劃演練內容，各處室人員協助辨理，務求使校園災害演練能順利執行。 

演練目的在於使人員熟悉不同災害情境之應變作為，並提升應變技能，短期

在學校人力、資源有限之情況下可以每年逐棟或逐區來進行應變演練，逐年完成

全校應變演練之規劃，或配合多次各樓層或各棟小規模演練後，每年有一次中大

規模或全校災害之演練。針對每年或每次演練之缺失應於下年或下次演練規劃前

即加以改進，提昇整體災害應變能力。 

學校每年至少應舉辦 1-2 次應變計畫演練(除消防防護計畫外亦宜考量其他

災害類型之演練)，演練情境可依該年度規劃重點進行腳本研擬。演練可依據可

能發生之災害類型、規模，依實際需求來設計實務演練，如通訊對講機練習、避

難疏散演練、警報測試與廣播等。演練計畫之擬定必須基於以下基本觀念： 

一、研擬演練計畫之前，必須先有充分的「情境假定」，並以學校所面臨的實際

問題為主。 

二、至少應包含緊急避難、救護、收容之細節操作。 

三、必須明定各執行程序之權責編組及銜接介面。  

四、必須確保所需的應變時所需的資源與人力。  

五、在演練的過程中，所有作業均隨著時序有詳細的紀錄，以利事中查證及事後

重構與檢討。 

2.5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經費編列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經費編列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經費編列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經費編列 

總務處每年應針對提升校內防災能力編列經費，此經費之用途為維護校內硬

體減少致災因素、整備校內之防災器具以及提升教職員工生之防災素養等，此經

費不得挪為其他用途使用。編列之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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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災宣導手冊及教材。 

二、儲備物資。 

三、防災教育講座。 

四、防災/救災訓練 

五、災害應變演練。 

六、救災設備。 

七、其他。 

2.6 災害應變器材整備與分配災害應變器材整備與分配災害應變器材整備與分配災害應變器材整備與分配 

在災害來臨時，因救災資源之送達往往時程較長，因此學校在災時自救顯得

相當重要，在外部救災資源送達前先進行救援之工作，搜尋因受災而造成受困之

學生，並針對受傷之教職員工生進行緊急處置，以期能於災害時第一時間協助學

校內之教職員生進行避難。 

因本校位置較為偏遠，救災資源難以快速進入，考慮到本校之可能受災學

生，添置急救箱、擔架、固定板、拐杖以及校內慢性病學生所須之藥品，防止因

救災資源運送不及，增添校內人員傷亡。 

 

2.7 開設災民收容所規劃與實施開設災民收容所規劃與實施開設災民收容所規劃與實施開設災民收容所規劃與實施(適用於被地方政府指定為收容場所適用於被地方政府指定為收容場所適用於被地方政府指定為收容場所適用於被地方政府指定為收容場所) 

本校於災害發生後被地方政府指定為緊急之避難收容場所，依縣市應變中心

之需求開放部分校區收容附近之居民。 

一、收容所規劃原則 

收容區之劃設以校長及各處室主任開會進行決定，原則上收容之居民為附近

之住戶，收容區與學區需劃分仔細，在生活收容區之民眾以不影響災害復課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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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原則。劃設上需注意此區域是否具潛在災害之危害、收容所之收容人數等，

各收容所需有負責人員進行管理(表 2-7-1)。 

二、收容所之開設 

學校收容所負責人依指揮官(校長)指示開放收容所收容受災民眾，並於收容

所門口發放受災民眾人員識別證(表 2-7-2)；避難引導組引導災民前往收容所進行

避難，並以戶為單位安置居民；搶救組以戶為單位要求居民填寫收容所登記表(表

2-7-3)以方便管理，並尋求村里自助隊協助定時巡視收容所周遭以防宵小於災時

行不義之行為。 

表 2-7-1、收容所總配置表 

編號 收容所 

名稱 

建築構  樓層 負責人 電話 置人數 註( 理

負責人) 

1 一甲教室 1  25 

2 一乙教室 1  25 

3 甲教室 1  25 

4 乙教室 2  25 

5 甲教室 2  25 

6 乙教室 

教學辦公

大樓 

2  

長 

 

 

25 

各 長 

 

表 2-7-2、受災人員識  

受災民 及師生識  

編號：               置收容所：那瑪夏國民中學 

名： 

身分 號：  

址： 路 巷 號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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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3、收容所登記表 

編號： 

那瑪夏國民中學 災害災民 急 置收容所登記表 

填表人： 

韑長 名 

( 長) 
 

受災 

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

號 
 

址 

                

     巷          

     號    
災民 

來源 

來所 

送 來

            

收容 

日期 

間： 

   年    月     日    

 

間： 

     年    月     日    

 

韑韨人

數 

   

人 

(男  人 

女  人) 

電話  

所 

方  

韑 韩

 

有 ： 宿 

分配 身：男  女  韑

名 
 

 

 
 

 
 

電

話 
 

受

害情形 
 

註：本表 登記員 一 份 圖記 一份 災民 ， 份 搶

救組 置收容之基本人 資料 

 

2.8 校園危險建物與危險設施之警戒標示校園危險建物與危險設施之警戒標示校園危險建物與危險設施之警戒標示校園危險建物與危險設施之警戒標示 

總務處偕同學務處之人員，於每學期開學前巡視校內之建物及設施，巡視之

重點對象為校內老舊之建物及電器設備，發現可能致災之建物與設施應立即張貼

臨時警告標示，並自行改善或尋求校外專業人員協助，若於開學時仍無法獲得改

善，須劃定警戒區，張貼明顯標示，並於開學時周知所有學童，並要求各班導師

於上課前再次告知，訓導處人員於危險設施、建物未獲得改善前須不定時巡視，

待獲改善後始能拆除警告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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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防災志工組訓防災志工組訓防災志工組訓防災志工組訓 

災害發生時，為迅速進行學生避難引導及緊集救護之功能，應結合家長會、

在校生、義消、義警及社會慈善團體成立防災志工隊，防災志工隊下分避難引導

班、緊急救護班、搶救班，並納入學校應變組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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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第三篇第三篇第三篇 地震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地震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地震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地震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 

3.1 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 

總務處需針對地震災害進行相關調查，其調查項目校園災害潛勢區、校園設

施等資料，並對校園實驗室儀器、設備與校內建築物之設施進行危險評估並將所

調查出危險之項目進行改善，降低災害來臨時可能帶來之危害，關於災害潛勢調

查，總務處可請校外專業技師公會團體協助，災前工作事項流程如圖 3-1-1。 

 

圖 3-1-1、 主 調 圖 

 

3.1.1 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 

一、調查範圍 

檢視校園內之建物及其周邊於災害時是否有產生危害之可能，並且利用建築

設施耐震檢查表(表 3-1-1)，針對建築物中之主要結構進行檢視，並判定建物是否

符合安全，若不符合安全簡述需改善之內容。 

二、調查時機與原則 

校園 主 調  

合  不合  

校園 全  

( 專摇 師協助) 

合  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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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總務處每半年應進行一次校園環境安全維護狀況評估，並將記錄評估

結果留存，不合格項目將立即改善處理。若不合格項目需專業之專責人員時，將

聘請專業技師或專業技術輔導團體加以檢測或鑑定，以確保全校教職員工生於平

時或災時之安全。若震度 5 級發生時，總務處須立即進行校園環境安全狀況檢查

與評估，並採取適度措施。 

表 3-1-1、建築設 表 

人：                                    日期： 

建築物名稱(地點)： 

 目 點 

合  不合  

日期 內容 

校 作使用正常。     

樓 、 使用正常。     

教室 、 使用正常。     

 

鞍韧 使用正常。     

 ( 及 )使用正常。     

外 外 鞚擬及 。     

外 鞚擬、 ， 保 度。    

內 。     

 

、 。     

有 。     

。     

擬 擬 。     

 

料 。     

地 室 對於不 之地 室 以 。     

地面平 ， 情形。      

校舍 建 處 全。     

使用 校舍建築 全。     

有 、靼 的 。     

 

的 周 全 、 正常。    

樓 。     

樓 的地面 情況。     

樓 間 置照 設 。     

樓  

樓 間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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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面 。     

和不 情況。     

、 。     

 

。     

室 室 、 。     

日期：                              人： 

 

3.1.2 校園環境安全改善校園環境安全改善校園環境安全改善校園環境安全改善 

針對建築設施耐震檢查表(表 3-1-1)勾選之不合格項目進行改善並填寫改善

內容，若有無法改善之項目，且該項目有危及教職員工生安全之虞慮時，應張貼

臨時警告標識，並聘請專業技術人員協助改善。 

3.2 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 

工作項目含災害應變組織之運作、災害發生時學生安全之確保、學生安全疏

散、收集受災情況與受災情況回報、緊急救護與救助實施、緊急安置收容與家長

聯繫，及緊急避難與收容場所之開設等內容，災害應變工作流程如圖 3-2-1。 

 

圖 3-2-1、災害應變工作 圖 

 

災害應變  

災情通報 

避難疏散之 與  

急救護與救助 

摛 建物與設 之  

動 區 與韑長之協助 



25 

3.2.1 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 

為使地震災害發生後學校能快速執行避難救助之行動，宜將應變啟動時機以

及各應變小組所擔負之作業明確定義，方能於適當之時機召集進行災情分析以及

進行避難救助之行動。 

一、應變小組啟動時機 

學校之緊急應變小組，於地震災害發生啟動，其啟動時機包括： 

(一)地方政府成立應變中心時。 

(二)上級指示成立時。 

(三)學校位於災區受到災損時。 

(四)校長視地震災情程度啟動應變小組以應付災情等。 

二、災害通報 

為適時掌握校園事件，加速處理應變，依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

理中心公告之分級與內容進行通報。 

三、各應變小組擔負之任務 

各應變小組之應變工作項目於災前須確實劃分，以便災時能快速動員，各小

組於災時之工作分配如下，各組應變項目如表 3-2-1。 

表 3-2-1、應變 組主 應變 地 災害  

應變 目 主 負責組 協助組 主 應變工作  

災情通報 通報組  1.依照校園 全及災害 件通報作摇

點之 災害 分級通報。 

2.建立校外應變支援 之 資訊。 

避難疏散之

與  

避難引導組  1.避難引導組 學期 棟建築物

辦一 地 避難疏散 。 

2.避難引導組 學期，應 地 急

疏散地圖(疏散路 和疏散地點等)。 

3.各棟建築物應 避難引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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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所 ，疏散路 圖 3-2-4。 

4.清點學生人數 報指揮官， 學生

避難情形調 表 表 3-2-3。 

急救護與

救助 

搶救組  1.搶救組應 區、 及

區 醫 ，協調 支援

制。 

2.搶救組 校內 有之急救物資、搶救

登 冊(表 3-2-4)， 記 數

及 置地點。 

3. 搶 救 組 月 應 急 救 之 內

容， 置日期

之用 。 

摛 建物與

設 之

 

避難引導組  災害發生 ，避難引導組 校內

之建物 有 之 ， 對

之建築物設立 。 

動 區

與 長之

協助 

通報組  通報組 建立支援 構之通訊 (表

2-1-4)， 於災 以 一 間 所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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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災害應變 圖[地 災害] 

 

3.2.2 災情通報災情通報災情通報災情通報 

災情通報主要目的為爭取時效、掌握先機，快速將災害情報傳達，進行快速

之搶救作業；藉由廿四小時的值勤機制，即時協助處理校園緊急危安事件，以有

效維護校園整體之安全、安寧。 

為有效協助本校處理事件，減少事件之損害程度，依照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

通報作業要點之規定進行通報。 

3.2.3 避難疏散之規避難疏散之規避難疏散之規避難疏散之規劃劃劃劃與執行與執行與執行與執行 

一、避難疏散規劃 

對於校內人員平時應加強防災演練，藉由演練各種災害應變演習，加強人員

對於疏散動線的熟悉程度，避難引導組每學期規劃每棟建築物舉辦一次避難疏散

災害發生 

日 日 

校長 情  

發 急應變 

人員 校長通 

報 應變 

教職員工 

應 校 

校長 校 災情  

關應變人員 校 

應變人員 校 

報  

教職員工  

所 報  

各班導師  

急應變動作 

應變  

市 教育  

教育 校 中心 

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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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練，使得在實際災害發生時，能有效增加緊急疏散的效率。避難引導組每學期

末前，應擬定緊急疏散地圖(疏散路線和疏散地點)，避難疏散路線可結合早上升

旗路線、班級集合地點進行規劃，並調查避難路線是否暢通，如有障礙物時應立

即清除，並於新學年度公告周知教職員工、避難引導人員及相關人員。資源班是

屬避難時較為弱勢之ㄧ環，需將教室規劃在一樓方便逃生。 

(一)避難疏散原則及流程 

校園疏散主要以人員疏散為主，因此在規劃疏散計畫時，對疏散時機之認定

非常重要，而疏散時機為意外狀況有擴大之虞或對人員可能造成生命威脅時，須

即刻通知人員進行疏散。本校避難引導組規劃之緊急疏散流程如圖 3-2-3 所示。

考量本校特殊師生之需要，給予必要之疏散協助。 

(二)避難疏散動線規劃 

疏散路線的規劃不應只有一條(尚需規劃替代路線)，以因應災害情境變化，

校園疏散路線應盡量避開有潛在地震危險的地方，並於規劃後標示於逃生路線圖

上。集結地點的選擇宜考慮適當之安全距離，選擇附近沒有潛在危險地區及可容

納部分或全部師生疏散人員之場所，於事故發生時能依疏散路線，各棟建築物應

規劃避難引導人員作適當管制進行人員疏散引導。各棟建築物應規劃避難引導人

員如表 3-2-2 所示，疏散路線如圖 3-2-4。 

(三)避難疏散集合場所之配置 

避難疏散集合場所應選擇無地震災害威脅之場所，儘量以空地或綠地為宜，

第一時間疏散集合場所為空地，最終疏散集合場所為運動場如圖 3-2-4。 

二、避難疏散之執行 

(一)指揮官在接受教育局的命令或自行判斷災情之下，可決定發布疏散命令之時

間，並回報至其教育主管單位及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 

(二)緊急疏散時各班導師或任課老師應確認該班學生出席狀況及學生安全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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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並依指示就地避難或依避難逃生路線將學生帶領至安全地點集合。 

(三)避難引導人員在引導避難時，應注意行動不便或有特殊情況的學生。 

(四)避難疏散過程發現學生、教職員工發生意外時，救護人員應迅速實行救護行

動。 

(五)清點學生人數並上報指揮官，如學生避難情形調查表如表 3-2-3。 

表 3-2-2、各棟建築物避難引導人員表(地 災害) 

棟  樓層  班級 辦公處所 避難引導人員 救護人員 註 

教 學 辦

公大樓 

2 樓 甲、 甲及

乙教室 

教師 疏散至 場空

地 

教 學 辦

公大樓 

1 樓 一甲、一乙、

乙、保健中心、

教 務 處 、 學 務

處、 室 

教師 

搶救組 

疏散至 場空

地 

 

表 3-2-3、學生避難疏散情形調 表(地 災害) 

班 級  班級導師  

應 人數  人數  

學生 全情形報  

學生 名 急 人 電話 全情況 註 

   受傷 校  

   受傷 校  

   受傷 校  

   受傷 校  

受傷人數  

人數  

人數  

校人數  

計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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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急避難疏散 圖(地 災害) 

 

地 發生 

指揮官 災情  

發 就地避難 疏散 

各班 師  

學生 全 擻 
導師 學生 

等 指揮官指  

避難 學 韑 

疏散 
就地避難 

清點學生人數 報指揮官 表表表表 3333----2222----3333  

依照指 的疏散路 指 的避難地點 

圖圖圖圖 3333----2222----4444  

就地作 急避難 

身體保護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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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路 ( 一 間疏散) 

圖 3-2-4、避難路 圖(地 災害) 

 

3.2.4 緊急救護與救助緊急救護與救助緊急救護與救助緊急救護與救助 

校園周遭醫療資源大多無法與該都市區域行政里界相符合，因此搶救組應研

議跨行政區、里界及其鄰近區域醫療單位，協調相互支援機制，建立臨時救護站

(保健室)，學校平時於防災演練上宜加強宣導，以增加師生們防災意識與救助效

率。 

一、建立校內急救物資、搶救器材及周遭醫院聯絡清冊 

搶救組平日需將校內所需之急救物資、搶救器備齊。建立周遭醫院(診所)之

聯絡清冊(表 3-2-4)，內容需詳實記載聯絡方式及地址，災時能將重傷患即時送往

能夠進行救護之地點。 

二、定期檢視急救用品並更新 

搶救組每月應確認急救器材之內容，檢查是否短缺並將放置日期過久之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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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替換，須保持存放急救用品容器之清潔，確保急救用品不受污染。 

三、教導學生簡易包紮急救助之知識 

健康教育課或軍訓課時，由上課導師教導學生簡易包紮、搬運傷患之知識。

在災害發生時，藉由身邊之同學相互幫助增加獲救之機會；視災害情形，由教導

課程之導師引導學生於災害中協助救護。 

四、建立緊急救護及救助流程 

災害後至避難地點確認師生人數，由搶救組之人員前往受災地區搜尋未逃出

之師生，並進行初步之急救措施，爾後再送至避難地點，救護救助流程如圖 3-2-5。 

五、執行救助及救護作業 

(一)尋找傷患並搬運至緊急救護場所 

搶救組前往避難地點確認失蹤人數，基本上以 3 人為一團隊，視失蹤人數由

指揮官決定派遣團隊前往，團隊應攜帶擔架及急救箱。至現場後進行人員搜救，

搜救出之人員由團隊中之緊急救護人員進行初步包紮，之後將傷患送往避難地

點。 

(二)緊急包紮、外送 

搶救人員將傷患送達避難場所，緊急救護人員仔細檢查傷患之傷勢並包紮，

人手不足可從學生中挑選有能力之自願者協助救護，若傷患傷勢嚴重須聯絡附近

醫院(診所)將重傷之傷患送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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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 醫 關 急救護 清冊(地 災害) 

編號 醫

所名稱 

電話 地 址 註 

1 那 瑪 夏 區

生所 

07-670114

2 

瑪 雅

內 

至學校 ：0.2 公  

急 容 ：3  

提供之醫 服務 目： 

傷中心 合 災責任

醫 物諮詢服務 解 提供  

合作醫  

2 那 瑪 夏 區

防  

07-670144

0 

瑪 雅

內 

至學校 ：1 公  

救護 學校 間：5 分  

 

 

圖 3-2-5、救護救助  

 

3.2.5 毀損建物與設施之警戒標示毀損建物與設施之警戒標示毀損建物與設施之警戒標示毀損建物與設施之警戒標示 

災害發生過後，避難引導組須檢視校內之建物是否有傾倒之危險，針對可能

具危險之建築物設立警戒線或標示，並定期派員前往巡視，避免人員進入造成二

次傷害。 

一、警戒標示流程 

在地震災害過後，許多建築物可能會產生結構上之破壞，難以於第一時間內

進行補強，故須劃定危險區域拉起警戒線，必要時定時派員前往巡視，確認無學

主  

運傷患 

急  

 收容傷患 重傷患外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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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進入拿取物品，流程圖如圖 3-2-6。 

二、警戒線(警告標示)設置 

地震災害過後，由搶救組確認建築物無師生滯留，避難引導組若認定此建築

物與設施為危險時，避難引導組之人員須立即設立警戒線(警告標示)，警告師生

不可靠近，並且定時派遣人員進行巡視，派遣巡視之人員以 2 人為一組為原則，

警戒設置判定如表 3-2-6。 

 

圖 3-2-6、 圖 

 

表 3-2-5、建築物 表 

 狀況 有(中度、 重) ( ) 

1 建築物 體 、 分 、 構與基    

2 建築物 體 分樓層    

3 建築物 、 ，    

4 擬物與 靼物 害情形   

5 建築物 、 ， 本建築物之 全   

6 
建築基地 地表 、 、邊 摭、 靼

、  
  

7 
( 外摟、電 擬、有 體外

摟等) 
  

 

資料來源： 災 建築物 急 作摇基摮 

地 災害  

建物與設  

使用 

員  

 

及設置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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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啟動社區住戶與家長之協助啟動社區住戶與家長之協助啟動社區住戶與家長之協助啟動社區住戶與家長之協助 

由指揮官主導並偕同通報組與社區志工、家長會或校友會，協調災時所能提

供的搶救災資源及人力部署支援，通報組需建立支援機構之通訊錄(表 2-1-4)，以

便於災時得以第一時間請求所需支援。指揮官亦可請求社區提供具有專長的社區

志工名單，協助學校搶救災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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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第四篇第四篇第四篇 颱風颱風颱風颱風、、、、水災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水災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水災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水災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 

4.1 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 

一、風災 

為降低颱風來臨時所造成之損失，針對戶外之懸掛物及校內之樹木，總務處

需派員定期查看，固定懸掛物、修剪樹枝，避免遭強風吹落造成災害。 

二、水災 

總務處應調查校內容易受風害及容易淹(積)水之區域、校園設施等資料，並

對校園儀器、設備與建築物進行危險評估並將所調查出危險之項目進行改善，降

低災害來臨時可能帶來之危害，自主性調查流程如圖 4-1-1。 

 
圖 4-1-1、 主 調 圖 

 

4.1.1 校校校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風災風災風災風災 

一、調查範圍 

檢視校園內之建物及其周邊於災害時是否有產生危害之可能，並且利用校園

環境安全檢查表(表 4-1-1)，針對建築物中之結構進行檢視，並勾選建物是否符合

安全若不符合安全，簡述須改善之內容。 

二、調查時機與原則 

總務處每學期開學前應進行校園環境安全維護狀況評估，並記錄評估結果留

校園 主 調  

合  不合  

校園 全  

( 專摇 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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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不合格項目將立即改善處理。若不合格項目之改善需專業人員協助時，由總

務處聘請專業技師或專業技術輔導團體進行改善協助，以確保全校教職員工生之

安全。若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時，總務處須立即進行校園環境安

全狀況檢查與評估，並採取適度措施。 

表 4-1-1、校園 全 表 

人：                                      日期： 

建築物名稱(地點)： 

 目 點 

合  不合  日期 

內容 

校 有 害， 作使用 正常。     

樓 、 有 害 障，使用 正常     

教室 、 有 ，使用 正常。     

 

鞍韧 有 ，使用 正常。     

( 及 )有 障，使用 正常    

有 ， 風雨。     

架有 、 。     

 

常 、不 靼 。     

有 。     

有 的 。      

料有 。     

供作地 室 通風用之 ，有 設置

 

防 全設 。 

    

對於不 之地 室 有 以 。     

地

室 

撔 置設 動 ，以供 之用。     

電 有 設 。     

有 提 至高樓層 。     

電 /

電

 電 內有 統， 有 動 以

除。 

    

地面 平 ，有 情形。      

正常， 。     

有 。     

有 、靼 的 。     

 

的 周 全 、 有 。     

樓  樓 的地面有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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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間有 置照 設 。     

樓 間有 、 。     

校內外 統 礙。     

校內 正常使用。     

 

外 物 不搷 。     

日期：                                 人： 

 

4.1.1.A 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水災水災水災水災 

一、調查範圍 

檢視校園內之建物及其周邊於災害時是否有產生危害之可能，並且利用校園

環境安全檢查表(表 4-1-2)，針對校內設施進行檢視，若不符合安全，簡述須改善

之內容。 

二、調查時機與原則 

總務處每學期開學前應進行校園環境安全維護狀況評估，並記錄評估結果留

存，不合格項目將立即改善處理。若不合格項目之改善需專業人員協助時，由總

務處聘請專業技師或專業技術輔導團體進行改善協助。若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警

報或豪雨特報時，總務處須立即進行校園環境安全狀況檢查與評估，並採取適度

措施。 

表 4-1-2、校園 全 表 

人：                                      日期： 

建築物名稱(地點)： 

 目 點 

合  不合  日期 

內容 

( 及 )有 障，使用 正

常。 

    

有 ， 風雨。     

架有 、 。     

 

常 、不 靼 。     

地 室 供作地 室 通風用之 ，有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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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防 全設 。 

對於不 之地 室 有 以 。     

撔 置設 動 ，以供 之用。     

電 有 設 。     

有 提 至高樓層 。     

電 / 電

 

電 內有 統， 有 動

以 除。 

    

地面 平 ，有 情形。      

正常， 。     

校內外 統 礙。      

校內 正常使用。     

日期：                                 人： 

 

4.1.2 校園環境安全改善校園環境安全改善校園環境安全改善校園環境安全改善-風災風災風災風災 

針對校園環境安全檢查表(表 4-1-1)所勾選之不合格項目進行改善並填具校

園環境安全檢查表之改善內容。若於颱風豪雨來臨前有無法改善之項目而有受災

之虞時，須採取臨時之應變措施(堆砂包、封閉窗戶或劃定區域禁止進入、拆除

懸掛物等)已降低災害所帶來之影響。 

4.1.2.A 校園環境安全改善校園環境安全改善校園環境安全改善校園環境安全改善-水水水水災災災災 

針對校園環境安全檢查表(表 4-1-2)所勾選之不合格項目進行改善並填具校

園環境安全檢查表之改善內容。 

若於颱風豪雨來臨前有無法改善之項目而有水災之虞時時，須採取臨時之應

變措施(砂包、封閉窗戶或劃定區域禁止進入等)已降低災害所帶來之影響。 

若校園常受淹水(積水)之危害，則應採取減災工程(如提高校園高程，增設抽

水機加高校園四周高程等措施)。 

4.2 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 

包含災害來臨前之戒備、應變組織之運作、收集受災情況與受災情況回報、

災害發生時學生安全之確保、學生安全疏散、確認疏散安全情形、緊急救護與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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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實施等必要措施，風水災害應變工作流程如圖 4-2-1。 

 

圖 4-2-1、風 災害應變工作 圖 

 

4.2.1 臨災戒備臨災戒備臨災戒備臨災戒備 

接獲氣象局預報有颱風或豪雨來襲時，指揮官(校長或代理人)須待在校區內

下達指令，發布停課指示或疏散一樓教室之人員；學務處偕同總務處人員巡視校

內之門窗是否緊閉，假若氣象局預測將有狂風產生，須針對校內玻璃做適當處

置、校內若有易掉落之裝飾，選擇強化固定之方式或將裝飾收起，先搬移到適當

場所存放，並確認災害發生後使用之緊急應變之工具是否齊全，如有缺漏或損壞

立即告知總務處將項目補齊或替換。 

4.2.2 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 

為使災害發生後學校能快速執行避難救助之行動，宜將應變啟動時機以及各

應變小組所擔負之作業明確定義，以便於災時迅速召集相關人員於適當集結地點

進行災情分析及進行任務分配。 

一、應變啟動時機 

學校之緊急應變組織，應於災害發生時視時機啟動，其啟動時機包括： 

(一)上級指示成立時。 

災害應變  

災情通報 

學疏散之 與  

急救護與救助 

災  

動 區 與韑長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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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位於災區受到災損時。 

(三)氣象局發布強烈颱風警報或停止上課指示。 

(四)校長考慮校內可能受災情形啟動應變組織以應付災情等。 

二、災害通報 

為適時掌握校園事件，加速處理應變，依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

理中心公告之分級與內容進行通報。 

三、各應變組織擔負之任務 

將各應變小組之應變工作項目確實劃分，以便災時之快速動員，各小組於災

時之工作項目分配如下，各組主要應變項目如表 4-2-1。 

表 4-2-1、應變 組主 應變 風 災害  

應變 目 主 負責組 協助組 主 應變工作  

災情通報 通報組  
1.依照校園 全及災害 件通報作摇

點之 災害 分級通報。 

學之

與  

避難引導組  
1.避難引導組 學期 前，應 急

學疏散路 。 

2.各棟建築物應 避難引導人員 表

4-2-2 所 ，疏散路 圖 4-2-4。 

急救護與

救助 

搶救組  
1.搶救組應 區、 及

區 醫 ，協調 支援 制。 

2.搶救組 校內 有之急救物資、搶救

登 冊(表 4-2-4)， 記 數 及

置地點。 

3.搶救組 月應 急救 之內容，

置日期 之用

。 

動 區

與 長之

協助 

通報組  通報組 建立支援 構之通訊 (表

2-1-4)， 於災 以 一 間 所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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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災害應變 圖 

 

4.2.3 災情通報災情通報災情通報災情通報 

災情通報主要目的為爭取時效、掌握先機，快速將災害情報傳達，進行快速

之搶救作業；藉由廿四小時的值勤機制，即時協助處理校園緊急危安事件，以有

災害發生 

日 日 

校長 理人
情 發 急應變 

人員 校長通 

報 應變 

校長 理人 校
災情 關應變

人員 校 

應變人員 校 

指揮官報  

應變人員  

所 組長報  

各班導師  

急應變動作 

應變  

市 教育  

教育 校 中心 

通報 

發 風 報 

防  

市  

宣 學 

發 雨
特報 

市  

宣 學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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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維護校園整體之安全、安寧。 

為有效協助本校處理事件，減少事件之損害程度，依照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

通報作業要點之規定進行通報。 

4.2.4 停課放學疏散之規劃與執行停課放學疏散之規劃與執行停課放學疏散之規劃與執行停課放學疏散之規劃與執行 

一、停課放學之規劃與執行 

避難引導組每學期末前，應擬定停課放學緊急疏散地圖(疏散路線和疏散地

點)，第一時間之避難疏散路線可結合放學路線進行規劃，並於新學年度公告周

知教職員工、避難引導人員及相關人員。 

(一) 停課放學疏散原則及流程 

校園疏散主要以人員疏散為主，因此在規劃疏散計畫時，對疏散時機之認定

非常重要，而疏散時機為氣象局發布強烈颱風警報或發布停課指示、校長考量校

內可能受災(淹水)自行宣布疏散避難指示。本校避難引導組規劃之緊急疏散流程

如圖 4-2-3 所示，如若來不及疏散則須暫時收容所有教職員工生待風雨過後始能

讓學生自行離去。 

考量本校特殊師生(如有身心障礙之教職員生)之需要，給予必要之疏散協

助，如指定專人協助避難，並提供適當之輔具協助避難。 

(二) 停課放學疏散動線規劃 

各棟建築物應規劃避難引導人員作適當管制進行疏散引導。各棟建築物應規

劃避難引導人員如表 4-2-2 所示，疏散路線如圖 4-2-4，當所有聯外之路線皆淹

水，則須將所有教職員工生收容於學校建物二樓，並清點學生人數並上報指揮官

(表 4-2-3)。 

二、停課放學疏散之執行 

(一)指揮官在接受教育局的命令或自行判斷災情之下，可決定發布疏散命令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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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並回報至其教育主管單位及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 

(二)緊急疏散時各班導師或任課老師應確認該班學生出席狀況及學生安全狀

況，並依停課放學路線疏散學生。 

(三)避難引導人員在引導避難時，應注意行動不便或有特殊情況的學生。 

(四)避難疏散過程發現學生、教職員工發生意外時，救護人員應迅速實行救護行

動。 

表 4-2-2、各棟建築物避難引導人員表(風 災害 ) 

棟  樓層  班級 辦公處所 避難引導人員 救護人員 註 

教 學 辦

公大樓 

2 樓 甲、 甲及

乙教室 

教師 疏散至 2 樓 

教 學 辦

公大樓 

1 樓 一甲、一乙、

乙、保健中心及

教務處、學務處

及 室 

教師 

搶救組 

疏散至 2 樓 

 

表 4-2-3、學生避難疏散情形調 表(風 災害 ) 

班 級  班級導師  

應 人數  人數  

學生 全情形報  

學生 名 急 人 電話 全情況 註 

   受傷 校  

   受傷 校  

   受傷 校  

   受傷 校  

受傷人數  

人數  

人數  

校人數  

計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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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急避難疏散 圖 

 

 

註： 路 ( 一 間疏散) 

圖 4-2-4、避難路 圖(風 災) 

發 強 風、 雨

報 指  

指揮官發  

急避難 疏散 

就地作避難動作 

( 學生收容至建物 樓) 

疏散 
避難 

清點學生人數 報指揮官 

表表表表 4444----2222----3333  

依照指 的疏散路 學生 

疏散 圖圖圖圖 4444----2222----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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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緊急救護與救助緊急救護與救助緊急救護與救助緊急救護與救助 

一、建立校內急救物資、搶救器材及周遭醫院聯絡清冊 

搶救組平時將所需急救物資、搶救器材備齊。建立周遭醫院(診所)之聯絡清

冊(表 4-2-4)，內容需詳實記載聯絡方式及地址，災時能將重傷患即時送往能夠進

行救護之地點。 

二、定期檢視急救用品並更新 

搶救組每月應確認急救器材之內容，檢查是否短缺並將放置日期過久之用品

進行替換，須保持清潔存放急救用品容器之清潔，確保急救用品不受污染。 

三、教導學生簡易包紮急救助之知識 

健康教育課或軍訓課時，由上課導師教導學生簡易包紮、搬運傷患之知識。

在災害發生時，藉由身邊之同學相互幫助增加獲救之機會；視災害情形，由教導

課程之導師引導學生於災害中協助救護。 

四、建立緊急救護及救助流程 

災害後至避難地點確認師生人數，由搶救組之人員前往受災地區搜尋未逃出

之師生，並進行初步之急救措施，爾後再送至避難地點，救護救助流程如圖 4-2-5。 

五、執行救助及救護作業 

(一)尋找傷患並搬運至緊急救護場所 

搶救組前往避難地點確認失蹤人數，基本上以 3 人為一團隊，視失蹤人數由

指揮官決定派遣團隊前往，團隊應攜帶擔架及急救箱。至現場後進行人員搜救，

搜救出之人員由團隊中之緊急救護人員進行初步包紮，之後將傷患送往避難地

點。 

(二)緊急包紮、外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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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人員將傷患送達安置地點，緊急救護人員仔細檢查傷患之傷勢並包紮，

人手不足可從學生中挑選有能力之自願者協助救護，若傷患傷勢嚴重須聯絡附近

醫院(診所)將重傷之傷患送往。 

 

表 4-2-4、 醫 關 急救護 清冊(風 災害) 

編號 醫

所名稱 

電話 地 址 註 

1 那 瑪 夏 區

生所 

07-670114

2 

瑪 雅

內 

至學校 ：0.2 公  

急 容 ：3  

提供之醫 服務 目： 

傷中心 合 災責任

醫 物諮詢服務 解 提供  

合作醫  

2 那 瑪 夏 區

防  

07-670144

0 

瑪 雅

內 

至學校 ：1 公  

救護 學校 間：5 分  

 

 

圖 4-2-5、救護救助  

 

4.2.6 啟動社區住戶與家長之協助啟動社區住戶與家長之協助啟動社區住戶與家長之協助啟動社區住戶與家長之協助 

指揮官主導並偕同通報組與社區志工、家長會或校友會，協調災時所能提供

的搶救災資源及人力部署支援，通報組需建立支援機構之通訊錄(表 2-1-4)，並於

災害發生 

運傷患 

急  

 收容傷患 重傷患外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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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時得以第一時間請求所需支援。指揮官亦可請求社區提供具有專長的社區志工

名單，協助學校搶救災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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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第五篇第五篇第五篇 坡地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坡地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坡地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坡地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 

(適用於有坡地災害威脅之學校適用於有坡地災害威脅之學校適用於有坡地災害威脅之學校適用於有坡地災害威脅之學校) 

5.1 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 

總務處應針對校園坡地災害潛勢區進行自主性調查，並對校園儀器、設備、

設施與建築物進行危險評估並將所調查出危險之項目進行改善，以降低災害來臨

時可能帶來之危害，並可設置簡易之監測設備(如在擋土牆設立水準器)，隨時留

意邊坡之情形，災前工作事項流程如圖 5-1-1。下雨時需派員觀看擋土牆排水孔

是否堵塞。 

 

圖 5-1-1、 主 調 圖 

 

5.1.1 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 

一、調查範圍 

檢視校園周邊之邊坡於災害時是否有產生危害之可能，並且利用校園周邊自

我檢查表(表 5-1-1)，針對邊坡之結構物是否有裂縫或崩塌之現象、校園周圍是否

有落石現象及邊坡是否有異常滲水之現象等。若有嚴重之項目，總務處須邀請專

業人員進行再次檢查，並勾選校園周邊環境檢查表(表 5-1-2)是否符合安全，若不

校園 主 調  

合  不合  

校園 全  

( 專摇 師協助) 

 

建置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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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安全簡述須改善之內容。 

二、調查時機與原則 

原則上總務處除應每學期進行一次校園環境安全維護狀況評估外，於地震發

生後、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及在四、五月防汛期前皆須進行校園安全之檢視，並

記錄評估結果留存，不合格項目將立即改善處理；不能改善之項目需由總務處聘

請專業技師或專業技術輔導團體會同檢測或鑑定，以確保全校教職員工生於之安

全。 

表 5-1-1、校園周邊 表 

人：                          日期： 

目 點  
日期 

內容 

學校 邊   ，

    公  

  構 物設

 

學校 摥 處  ， 摥

    公  

  

地 有   中度 

重 

  

地 有鞚   中度 

重 

  

地 構

物 

地 發   中度 

重 

  

面 有   中度 

重 

  面

構 物 

面 有鞚   中度 

重 

  

學校 面 電

有  

 ，

度     度 

  

學校 面 搼   ， 長 度  

公 、 度  公  

  

學校 面

 

 中度 

重 

  

面  

周 面 已有   ，體     

立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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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周 面 已有不

之  

 ，

度     公  

  

學校路面 搼   ， 長 度  

公 、 度  公  

  學校路面

 

學校路面 變形  中度 

重 

  

學校 摥   中度 

重 

  

學校 摥   中度 

重 

  

學校 摥   中度 

重 

  

統 動

不  

 ， 動

    立方公  

  

統

 

學校 統

不  

 中度 

重 

  

學校 發生

 

 中度 

重 

  及

設

 學校 發生

 

 中度 

重 

  

學校邊 有 常

 

 中度 

重 

  

學校邊 雨 有

 

 中度 

重 

  

學校邊 面 有

 

 中度 

重 

  

學校邊 面 有

摥  

層狀 指狀 

摥狀 

  

學校 、 護

外 變形  

 中度 

重 

  

學校 、 護

 

 ，

度     公分 

  

學校 擣 面

有  

 中度 

重 

  

學校 擣 面

有  

 中度 

重 

  

學校道路

邊  

學校 擣 面

有擬  

 中度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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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擣 面

有  

 中度 

重 

  

日期：                    人： 

 

表 5-1-2、校園周邊 表 

人：                                        日期： 

 目 

  日期 

內容 

建築物周 有地 。     

建築物周 有地層摭動 地表 。     

建築物 方邊 方邊 有 。     

建築物 方邊 有的擬 。     

建築物 方邊 方邊 有 。     

建築物 方邊 方邊 有 。    

之 、 有 之 。     

專摇 師：                                      人： 

 

5.1.2 校園環境安全改善校園環境安全改善校園環境安全改善校園環境安全改善 

針對校園周邊環境檢查表(表 5-1-1)所勾選之不合格項目，由總務處人員會同

專業技師前往審視並提出改善辦法，而校園周邊環境檢查表之改善內容，若有無

法在短期內改善項目而有安全之疑慮時，應在此區域設置相關警告標示，並設置

安全監測設備進行監視，並避免校內教職員生進入。 

5.1.3 安全監測之建置安全監測之建置安全監測之建置安全監測之建置 

經過校園環境自主調查與改善後經專業技師確認依然具危害校園之地點，總

務處應立即增設監視器，監視該地點邊坡之即時情形，尤其於颱風豪雨時，須安

排人員日夜輪班(表 5-1-3)監看該坡地之狀況，如若發現坡地有滑動之疑慮應立即

通報校長或是留守之指揮官，由校長(或指揮官)決定是否提前疏散校內教職員

生。 

裝設之監視裝置應由總務處人員或請專業人員每學期進行維護，且於強風豪

雨過後進行不定時之檢查，確保監視裝置之正常運作，此監視器為監視邊坡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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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不得兼為監視校內之裝置進行轉動。 

 

表 5-1-3、 靹人員班表 

 靹人員/ 理人 名 校內分  / 理人  註 

平 日

班 
曾建瑋/高大  22 

0911177669 / 

0933654199 
 

平 日

午班 
曾建瑋/高大  21 

0911177669 / 

0933654199 
 

平 日

班

及

日 

 / 正  23 
0928521604 / 

0981891790 
 

校長 電話 0930055632 

高雄市教育 電話 07-2011550 

校 中心電話 02-33437855 

那瑪夏區公所 07-6701001 

地區 所電話 110 07-6701168 

地 區 防 分 電 話

119， 動電話 112 
07-6701440 

那瑪夏區 生所 07-6701142 

相
關
聯
絡
電
話 

電力公 電話 07-6751016 

 

5.2 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 

包含災害來臨前之戒備、應變組織之運作、收集受災情況與受災情況回報、

災害發生時學生安全之確保、學生安全疏散、確認疏散安全情形、緊急救護與救

助實施、受災建物之警戒及警戒建物之巡視等必要措施，應變工作流程如圖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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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邊 災害應變工作 圖 

 

5.2.1 臨災戒備臨災戒備臨災戒備臨災戒備 

接獲氣象局預報有颱風或豪雨來襲時，指揮官(校長或代理人)須待在校區內

下達指令，當氣象預報降雨量大於警戒值時，須立即下達避難指示，撤離依靠邊

坡之教室班級或進行全校區撤離；學務處派人巡視校園相關擋土設施，封閉可能

遭受土石衝擊之區域，並設警告標示以及拉警戒線並利用廣播系統通知教職員工

生，並確認坡地災害發生後使用之緊急應變之工具是否齊全，如有缺漏或損壞立

即告知總務處將項目補齊或替換；總務處須派遣人員確保監控邊坡的相關設備是

否正常運作，並監看坡地之情形，如若發現土石滑落之現象須立即通告指揮官，

總務處尚需確認校外避難地點之情形，以便災時之避難疏散；上課老師須於上課

時確實點名，並告知教務處出席狀況進行登記，待災害發生疏散至安置場所之人

數清點。 

5.2.2 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 

為使坡地災害發生後學校能快速執行避難救助之行動，宜將應變啟動時機以

及各應變小組所擔負之作業明確定義，方能於災時迅速召集相關人員於適當集結

災害應變  

災情通報 

避難疏散之 與  

急救護與救助 

摛 建物與設 之  

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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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進行災情分析及進行任務分配。 

一、應變啟動時機 

學校之緊急應變組織，應於坡地災害發生時視時機啟動，其啟動時機包括： 

(一)地方政府成立應變中心時。 

(二)上級指示成立時。 

(三)學校位於災區受到災損時。 

(四)氣象局發布陸上颱風警報、豪大雨特報或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公告該區土

石流危險溪流水位達黃色警戒時。 

(五)校長視坡地災情程度啟動應變組織以應付災情等。 

二、災害通報 

為適時掌握校園事件，加速處理應變，依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

理中心公告之分級與內容進行通報。 

三、各應變組織擔負之任務 

將各應變小組之應變工作項目確實劃分，以便災時之快速動員，各小組於災

時之工作項目分配如下，各組主要應變項目如表 5-2-1。 

表 5-2-1、應變 組主 應變 地災害  

應變 目 主 負責組 協助組 主 應變工作  

災情通報 通報組  1.依照校園 全及災害 件通報作摇 點

之 災害 分級通報。 

2.校外應變支援 之 資訊。 

避難疏散之

與  

避難引導組  1.避難引導組 學期 棟建築物 辦

一 避難疏散 。 

2.避難引導組 學期 前，應 地災害

急疏散地圖(疏散路 和疏散地點等)。 

3.各棟建築物應 避難引導人員 表

5-2-2 所 ，疏散路 圖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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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點學生人數 報指揮官， 學生避難

情形調 表 表 5-2-3。 

急救護與

救助 

搶救組  1.搶救組應 區、 及 區

醫 ，協調 支援 制。 

2.搶救組 校內 有之急救物資、搶救

登 冊(表 5-2-4)， 記 數 及 置

地點。 

3.搶救組 月應 急救 之內容，

置日期 之用

。 

摛 建物與

設 之

 

避難引導組  災害發生 ，避難引導組 設立

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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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災害應變 圖 

 

5.2.3 災情通報災情通報災情通報災情通報 

災情通報主要目的為爭取時效、掌握先機，快速將災害情報傳達，進行快速

之搶救作業；藉由廿四小時的值勤機制，即時協助處理校園緊急危安事件，以有

效維護校園整體之安全、安寧。 

為有效協助本校處理事件，減少事件之損害程度，依照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

災害發生 

日 日 

校長 情  

發 急應變 

人員 校長通 

報 應變 

教職員工 

應 校 

校長 校 災情  

關應變人員 校 

應變人員 校 

報  

教職員工  

所 報  

各班導師  

急應變動作 

應變  

市 教育  

教育 校 中心 

通報 

發 風 雨特報 

市  

宣 學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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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作業要點之規定進行通報。 

5.2.4 避難疏散之規劃與執行避難疏散之規劃與執行避難疏散之規劃與執行避難疏散之規劃與執行 

一、避難疏散規劃 

對於校內人員平時應加強防災演練，藉由演練各種災害應變演習，加強人員

對於疏散動線的熟悉程度，避難引導組每學期規劃每棟建築物舉辦一次避難疏散

演練，使得在實際災害發生時，能有效增加緊急疏散的效率。避難引導組每學期

末前，應擬定緊急疏散地圖(疏散路線和疏散地點)，避難疏散路線可結合放學路

線進行規劃，並調查避難路線是否暢通，如有障礙物時應立即清除，並於新學年

度公告周知教職員工、避難引導人員及相關人員。 

(一)避難疏散原則及流程 

校園疏散主要以人員疏散為主，因此在規劃疏散計畫時，對疏散時機之認定

非常重要，而疏散時機為氣象局預報雨量大於警戒值時或對人員可能造成生命威

脅時，須即刻通知人員進行疏散。本校避難引導組規劃之緊急疏散流程如圖 5-2-3

所示。 

考量本校特殊師生(如有身心障礙之教職員生) 須提早進行避難，並給予必

要之疏散協助，如指定專人協助避難，並提供適當之輔具協助避難。 

(二)避難疏散動線規劃 

疏散路線的規劃不應只有一條(尚需規劃替代路線)，以因應災害情境變化，

並於規劃後標示於逃生路線圖上。集結地點的選擇須考慮安全距離，選擇附近沒

有潛在危險地區及可容納部分或全部師生疏散人員之場所，於事故發生時能依疏

散路線，各棟建築物應規劃避難引導人員作適當管制進行疏散引導。各棟建築物

應規劃避難引導人員如表 5-2-2 所示，疏散路線如圖 5-2-4。 

(三)避難疏散集合場所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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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疏散集合場所應選擇無坡地災害威脅之場所，之後由指揮官(校長)視災

情決定於原地避難或移往校外之避難場所。 

二、避難疏散之執行 

(一)指揮官在接受教育局的命令或自行判斷災情之下，可決定發布疏散命令之時

間，並回報至其教育主管單位及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 

(二)緊急疏散時各班導師或任課老師應確認該班學生出席狀況及學生安全狀

況，並依避難逃生路線將學生帶領至安全地點集合。 

(三)避難引導人員在引導避難時，應注意行動不便或有特殊情況的學生。 

(四)避難疏散過程發現學生、教職員工發生意外時，救護人員應迅速實行救護行

動。 

(五)清點學生人數並上報指揮官，如學生避難情形調查表如表 5-2-3。 

表 5-2-2、各棟建築物避難引導人員表( 地災害) 

棟  樓層  班級 辦公處所 避難引導人員 救護人員 註 

教 學 辦

公大樓 

2 樓 甲、 甲及

乙教室 

教師 搶救組 疏散至 2 樓 

教 學 辦

公大樓 

1 樓 一甲、一乙、

乙、保健中心及

教務處、學務處

及 室 

教師  疏散至 2 樓 

 

表 5-2-3、學生避難疏散情形調 表( 地災害) 

班 級  班級導師  

應 人數  人數  

學生 全情形報  

學生 名 急 人 電話 全情況 註 

   受傷 校  

   受傷 校  

   受傷 校  

   受傷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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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傷人數  

人數  

人數  

校人數  

計人數  

 

 

圖 5-2-3、 急避難疏散 圖( 地災害) 

 

災害發生 

指揮官 災情  

發 急避難 

就地作避難動作 

導師 學生 

等 指  

清點學生人數 報指揮官 表表表表 5555----2222----3333  

依照指 的疏散路 指 的避難地點 

圖圖圖圖 5555----2222----4444  

指揮官 災情  

鞝地 校外避難 

避難引導組引導學生

前 校外避難場所 

清點學生人數 報指揮官

表表表表 5555----2222----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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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路 ( 一 間疏散) 

圖 5-2-4、避難路 圖( 地災害) 

 

5.2.5 緊急救護與救助緊急救護與救助緊急救護與救助緊急救護與救助 

學校平時於防災演練上宜加強宣導，以增加師生們防災意識與救助效率。 

一、建立校內急救物資、搶救器材及周遭醫院聯絡清冊 

搶救組平時將校內所需之急救物資、搶救器材備齊。建立周遭醫院(診所)之

聯絡清冊(表 5-2-4)，內容需詳實記載聯絡方式及地址，災時能將重傷患即時送往

能夠進行救護之地點。 

二、定期檢視急救用品並更新 

搶救組每月應確認急救器材之內容，檢查是否短缺並將放置日期過久之用品

進行替換，須保持存放急救用品容器之清潔，確保急救用品不受污染。 

三、教導學生簡易包紮急救助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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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課或軍訓課時，由上課導師教導學生簡易包紮、搬運傷患之知識。

在災害發生時，藉由身邊之同學相互幫助增加獲救之機會；視災害情形，由教導

課程之導師引導學生於災害中協助救護。 

四、建立緊急救護及救助流程 

災害後至避難地點確認師生人數，由搶救組之人員前往受災地區搜尋未逃出

之師生，並進行初步之急救措施，爾後再送至避難地點，救護救助流程如圖 5-2-5。 

五、執行救助及救護作業 

(一)尋找傷患並搬運至緊急救護場所 

搶救組前往避難地點確認失蹤人數，基本上以 3 人為一團隊，視失蹤人數由

指揮官決定派遣團隊前往，團隊應攜帶擔架及急救箱。至現場後進行人員搜救，

搜救出之人員由團隊中之緊急救護人員進行初步包紮，之後將傷患送往避難地

點。 

(二)緊急包紮、外送 

搶救人員將傷患送達避難場所，緊急救護人員仔細檢查傷患之傷勢並包紮，

人手不足可從學生中挑選有能力之自願者協助救護，若傷患傷勢嚴重須聯絡附近

醫院(診所)將重傷之傷患送往。 

表 5-2-5、 醫 關 急救護 清冊( 地災害) 

編號 醫

所名稱 

電話 地 址 註 

1 那 瑪 夏 區

生所 

07-670114

2 

瑪 雅

內 

至學校 ：0.2 公  

急 容 ：3  

提供之醫 服務 目： 

傷中心 合 災責任

醫 物諮詢服務 解 提供  

合作醫  

2 那 瑪 夏 區

防  

07-670144

0 

瑪 雅

內 

至學校 ：1 公  

救護 學校 間：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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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5、救護救助  

 

5.2.6 毀損建物與設施之警戒標示毀損建物與設施之警戒標示毀損建物與設施之警戒標示毀損建物與設施之警戒標示 

災害發生過後，避難引導組須立即將校區進行封鎖，禁止人員進出已遭受土

石淹埋之校園，須設立警戒線或標示，並定期派保全或警衛前往巡視，避免人員

進入造成二次傷害。待災害過後視受災情形始能解除警戒進入校區進行復原作

業。 

一、警戒標示流程 

校區內可能僅有部分區域遭受土石淹埋，但為避免土砂流動造成淹埋範圍擴

大進而危害教職員工生之生命安全，應立即將校區進行全面性之封鎖拉起警戒

線，定時派員巡視，確認無學生進入拿取物品，流程圖如圖 5-2-6。 

二、警戒線(警告標示)設置 

坡地災害過後，由搶救組確認避難場所之師生人數，避難引導組之人員須對

校區立即設立警戒線(警告標示)，警告師生不可靠近，並且定時派遣人員進行巡

視，派遣巡視之人員以 2 人為一組為原則。 

地災害  

運傷患 

急  

 收容傷患 重傷患外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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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6、 圖 

災害  

員  

 

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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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第六篇第六篇第六篇 火災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火災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火災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火災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 

6.1 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 

依照消防法規定撰寫消防防護計畫書，計畫書內容包含自衛消防編組、防火

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與管理、及其他災害發生時之滅火行

動、通報聯絡即避難引導等、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防災應變之教育訓

練、用火、用電之監督管理、防止縱火措施、場所之位置圖、逃生避難圖及平面

圖以及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等十項內容，並於每年年底依學校狀況修正消

防防護計畫書，確實執行本校之防火管理的必要事項。 

根據各類場所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之規定，學校須每年委託消防設備

師(士)做檢修申報之作業，並針對不合格之部分進行改善，確保火災發生時，各

類消防設備能確實發揮功能。 

6.1.1 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 

學校應調查周遭環境易因人為因素而發生災害的潛勢區地點（如表 6-1-1、

6-1-2 所示）。並進行歷年學校災害紀錄調查，將災害日期、引發災害因素、災害

類型、規模、地點，及受損狀況作成受災紀錄表(如表 6-1-3 所示)。並針對受災

頻繁或易受災部份，進行必要的改善或相關減災工作。 

表 6-1-1、 站 

(校園周邊 100 公 內) 

校園周邊有 站   有，     韩 

編號 站名稱 校區  

01  校區      公  

02  校區      公  

03  校區      公  

04  校區      公  

 

表 來源：教育 95 年度 全國學校災害 資料 與建置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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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2、 工 及 設  

(校園周邊 500 公 內) 

校園周邊有 及設

( 及分 場) 
  有，     韩 

編號 工 及 設 名稱 校區  

01  校區      公  

02  校區      公  

03  校區      公  

04  校區      公  

 

表 來源：教育 95 年度 全國學校災害 資料 與建置 計  

 

表 6-1-3、 災災害受災 表 

填表人：                                填表日期： 

災害日期 
引 發 災

害  
災類  

受 災 地

點、  
設 、設 受 狀況 註 

      

      

      

 

6.1.2 校園環境安全改善校園環境安全改善校園環境安全改善校園環境安全改善 

一、災害防救人員之整備編組 

為預防火災發生，平時應就校內災害防救業務處室進行火災預防管理編組。 

(一) 須設置管理權人與防火管理人。 

1.管理權人之職責共八項： 

(1)須選任位於管理或監督層次且具有能正當公正地執行防火管理業務的權

限者為防火管理人，使其推動防火管理業務。 

(2)指導監督防火管理上必要業務之推動。 

(3)申報消防防護計畫書。 

(4)消防安全設備之檢查維護之實施及監督。 



67 

(5)管理權區分時，協同各管理權人制定共同消防防護計畫。 

(6)在防火管理人制定或變更消防防護計畫時，提供相關必要之指示。 

(7)申報防火管理人之遴用及解任 

(8)其他 

2.防火管理人之職責共十一項： 

(1)計畫之製作、檢討及變更。 

(2)用火、用電處理之指導及監督。 

(3)危險物品及相關設施之監督、檢查。 

(4)電器配線、電器、機械及用火設備之安全監督管理。 

(5)消防安全設備之檢查維護之實施及監督。 

(6)通報、滅火、避難訓練之實施。 

(7)對管理權人提出建議、請示及其他相關協調聯絡事項。 

(8)防火避難設施自主檢查及管理。 

(9)其他防止縱火之預防措施等防火管理上必要之事項。 

(10)管理權區分時，須將上揭各項事宜向共同防火管理人報告。 

(11)其他 

(二)根據消防法規定應針對場所內之防火避難設施、使用火氣設備、瓦斯設備、

電器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實施火災預防管理編組，以達防火管理業務分工分

責之目的（如表 6-1-4 所示）。 

(三)由防火管理人名定各樓層、用途之防火責任者與防火員，其任務共有四項。 

1.輔佐防火管理人。 

2.有關火源使用之管理。 

3.有關防火避難設施、使用火氣設備、瓦斯設施、電器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

危險物品設施等之日常管理。 

4.地震時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之安全確認。 

(四)避難路徑之規劃與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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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火管理人應製作避難逃生路線圖，清楚標示各層消防安全設備位置，及通

往室外之避難逃生路線，張貼於顯而易見之位置。 

2.樓梯、走廊、出入口、通道等避難路徑不得放置物品。 

3.屋頂設有避難場所時，其屋頂及通往屋頂之避難路徑，不得放置妨礙避難之

物品。 

4.平時教室門窗應保持正常動作，不得放置妨礙門窗機能之物品。 

5.避難路徑及滅火器、消防栓之周邊，應經常整理，不得放置妨礙逃生避難及

滅火之物品。 

二、定期檢查校園設施及設備 

(一)定期針對使用火源、瓦斯、電器等設備實施檢查、管理，每月應檢查一次。 

(二)施工時，應製作施工中限制使用火源及會同等之安全計畫。 

(三)防火管理人應對場所內之防火避難設施、用火用電設備器材、危險物品設施

等之性能良否實施自主檢查，其實施計畫應明訂於「防火管理自主檢查計畫」

中。 

(四)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結果應詳細填寫。 

(五)為維護本場所消防安全設備平均保持其功能，每月進行一次自主檢查。 

(六)管理權人為維護管理消防安全設備，應訂定「消防安全設備之檢查實施計畫」 

(七)每年進行一次外觀檢查、機能檢查及綜合檢查，檢查結果依申報制度規定陳

報消防機關。 

三、研擬搶救災資源運用機制 

(一)對於自衛消防隊之裝備(防災機具)，平時應定期清點項目與數量，建立清冊

(如表 6-1-12 所示)，以利應變時使用，損壞或不足時，應予以汰換補充。 

(二)應定期檢查與維護保養防災機具，確保能正常運作，若有不足時應向上級教

育單位申請相關物資。 

四、實施防災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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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火管理人應積極參加消防機關或防火團體舉辦之講習會或研討會，同時應

隨時對校內相關人員辦理防火講習會或宣導會。 

(二)消防防護計畫之內容及教職員工之任務，應透過防災教育周知所有人員。 

(三)實施自衛消防編組訓練，使其於災害時能迅速展開活動。每次以四小時為

主，並於十日前先通報當地消防機關。 

(四) 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半年至少舉辦一次， 

(五) 定期實施災害演練，應每年進行一次以上假定訓練。 

表 6-1-4、 災 防 理編組 

源責任  
防 理人 防 責任  

場所 職稱 名 

一樓 教務主任 擱一擭 職稱： 務組

長 

名：高大

教 學 辦 公

大樓 

職稱：總務主

任  

名：曾建瑋 
樓 學務主任  

 

6.2 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 

包含應變組織之運作、收集受災情況與受災情況回報、災害發生時學生安全

之確保、學生安全疏散、確認疏散安全情形、緊急救護與救助實施，火災災害應

變工作流程如圖 6-2-1。 

 
圖 6-2-1、 災災害應變工作 圖 

 

災害應變  

災情通報 

避難疏散之 與  

急救護與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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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 

一、校內應變組織之設立與運作 

(一)校內應變時之自衛消防編組 

1.依據校內教職員工數事先進行編組，人數在十人以上者，至少編組滅火班、

通報班，及避難引導班；人數在五十人以上者，應增編安全防護班、及救護

班；現場由隊長統合指揮。(編組可與其他災害編組人員ㄧ致，滅火班→搶

救組、通報班→通報組、避難引導班→避難引導組、安全防護班→安全防護

組以及救護班→緊急救護組，) 

2.火災或其他災害發生時，為使損失減至最低，故以為自衛消防隊隊長，實施

自衛消防編組。 

3.隊長及各班班長均需指定職務代理人，避免搶救災工作中斷。 

(二)設有就寢設施或夜間有學生上課，應製作夜間、假日自衛消防編組。夜間、

假日發生火災或其他災害時，應依「夜間、假日自衛消防編組」進行初期活

動。 

二、收集受災情況與受災情況回報 

(一)發現火災應採取確認之措施。 

(二)受信總機火災地區顯示燈點亮之場所與警戒區域一覽表對照，查知火災顯示

區域後，立即趕赴現場，若受信總機室有數名值班人員在場時，應留下一名

監視，其餘均赴現場查看確認。  

(三)若到達現場需要一段時間，而現場附近又有人在場時，由通報班利用緊急廣

播設備（或業務用廣播），指示在場人員前往現場確認並作報告。  

(四)受信總機多處警戒區域表示火災時，或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與自動撒水設備發

生動作時，原則上應斷定為火災，立即採取必要活動。  

(五)由防災中心趕赴現場之際，應同時攜帶滅火器、手電筒、鑰匙等物。  

(六)現場之確認，即使未見有煙時，亦不能斷定不是火災。天花板、管道間、配

管空隙、電線空隙等隙密部份應詳加觀察。若確認需耗費時間者；中途應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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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情形報告自衛消防隊長。  

(七)現場確認人員應利用無線電、緊急電話等，將確認結果連絡自衛消防隊長。 

(八)通報連絡要領 

1.發現火災者，或接到火災報告者，應立即向消防機關通報。通報時應鎮定而

正確地撥號或按號鈕，並報告下列內容：  

(1)事故之種類（火災或救護）。 

(2)火災處所。 

(3)建築物之名稱。  

(4)火災之狀況（起火位置、燃燒物、燃燒程度、有無待救人員）。  

(5)其他。 

2.為使通報內容迅速、正確傳達，最好於防災中心、電話總機房等處，張貼「通

報範例」，緊急時可供參考。 

3.利用電話通報之方法 

(1)一般電話：利用工作場所之普通電話，撥 119，或利用個人手機撥打 112。 

(2)公眾電話：投幣式：拿起話筒，按電話機上之紅鈕再撥 119，不需投幣。

卡式：拿起話筒直接撥 119，不需插入卡片。  

(3)直接通報  

4.設置緊急通報裝置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連線。夜間當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動作

時，能夠將火警所在位置通報消防機關。 

(九)若瓦斯洩漏時，應即關閉附近瓦斯開關，並嚴禁火源，同時立即通報瓦斯公

司及 119(手機撥打 112)，告知（場所名稱）之瓦斯洩漏位置（或樓層）及有

無受傷人員（及人數）。並進行場所內廣播，其廣播範例如下：“這裡是

（OOO），現在於 OO 地區發生瓦斯外洩。請立即關閉瓦斯關開關、停止使

用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並熄滅香煙等火源。各位教職員生依照避難引導人員

之指示避難。” 

(十)建立災害防救相關單位之緊急聯絡電話，於災害發生時，依緊急聯絡電話進

行通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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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災情通報災情通報災情通報災情通報 

災情通報主要目的為爭取時效、掌握先機，快速將災害情報傳達，進行快速

之搶救作業；藉由廿四小時的值勤機制，即時協助處理校園緊急危安事件，以有

效維護校園整體之安全、安寧。 

為有效協助本校處理事件，減少事件之損害程度，依照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

通報作業要點之規定進行通報。 

6.2.3 避難疏散之規劃與執行避難疏散之規劃與執行避難疏散之規劃與執行避難疏散之規劃與執行 

一、避難路徑之規劃 

(一)防火管理人應製作避難逃生路線圖(如圖 6-2-2 所示)，清楚標示各層消防安全

設備位置，及通往室外之避難逃生路線，張貼於顯而易見之位置。 

(二)樓梯、走廊、出入口、通道等避難路徑不得放置物品。 

(三)屋頂設有避難場所時，其屋頂及通往屋頂之避難路徑，不得放置妨礙避難之

物品。 

(四)平時教室門窗應保持正常動作，不得放置妨礙門窗機能之物品。 

(五)避難路徑及滅火器、消防栓之周邊，應經常整理，不得放置妨礙逃生避難及

滅火之物品。 

二、災害發生時緊急疏散措施 

(一)火災發生之際，是否應立即進行避難，依災害規模之大小、遠近等條件而異，

必須在各適當之處所分別配置引導員進行避難引導，效果較佳。 

(二)避難引導員之言語及行動，對處於火煙侵襲下恐慌無助之教職員生，其影響

非常深遠，因此，每個避難引導員所作的初期指示及行動，將是決定整體避

難引導活動成敗之關鍵。 

(三)避難引導之時機 

1.辦公室、教室等固定人員出入之場所，發生火災之際，在場人員原則上應立

即通報聯絡，並開始避難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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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特定多數出入之場所，如體育館等，應於何時進行避難，則必須依據起火

場所、火災程度、煙的擴散狀況、滅火作業之實施狀況等各種因素綜合判斷，

於最短時間 內作出判斷。  

3.一般避難引導時期之判斷基準（如表 6-2-5 所示）。 

(四)避難引導時機之判斷，應注意下列事項： 

1.指示避難引導開始之命令，原則上由自衛消防隊長下令，若隊長不在場，則

由職務代理人指揮之。  

2.指揮班班長即使無接到指示命令，但依該地區之狀況，判斷有引導避難必要

者，應立即實施。  

3.判斷基準「（一）」之情形，原則上只限於疏散起火層及其上層，但其他樓層

因煙之流入，指揮班班長判斷有緊急避難時，亦可立即引導避難。 

4.避難引導與初期滅火應併行，但若人員稀少，兩方面分配人員困難時，除非

火災之規模不大，可用滅火器撲滅者外，應以避難引導為優先。滅火活動則

委由後續前來支援之隊員，甚至等待避難引導之後再行實施。 

(五)避難引導之原則 

1.避難有關之指示命令，使用緊急廣播設備為之。避難引導班人員則利用手提

播音器或麥克風為之。進行避難疏散除起火之該棟建築外，該建築相鄰之建

物亦須進行疏散，避免延燒造成人員傷亡(如圖 6-2-3)。若學校建築為ㄇ字

型，則該棟全部人員須疏散至空地。 

2.傳達指示命令，應注意事項如次： 

(1)發生火災時之廣播，內容應簡潔易懂。同一內容重覆兩次。  

(2)廣播時應以鎮靜語調播放，避免急促慌亂。 

(3)明確告知廣播人員之名稱，提高信賴性。例如：「這裡是防災中心」。「這

裡是自衛消防隊長」。 

(4)廣播人員儘可能由同一人為之。 

(5)避難之指示，應附加勿使用電梯等言辭。 

3.引導員優先配置於起火層與其直上層之樓梯入口、通道角落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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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電梯之前，應配置引導員以防止使用。 

5.起火層在地上二樓以上時，應優先引導起火層及其直上層人員避難。 

6.儘可能使用特別安全梯、室內安全梯、室外安全梯等較安全且可供多數人避

難之設施。在無其他避難方法下，才考慮使用救助袋，緩降機等避難器具。 

7.避難者人數眾多時，應速將人員疏散，以防止混亂。危險性較大之場所，應

優先避難。  

8.避難層樓梯之出入口、門應事先開放。 

9.因火煙之侵襲，致樓梯無法使用，或短時間內無法將在場人員移動至安全處

所時，應採取下列措施： 

(1)將人員引導至消防隊可以救助的陽台等暫時安全之場所，並揮動布條求

救。 

(2)運用附近之避難設備進行避難。  

(3)無法走出廊時，應速將出入口之門緊閉，防止煙霧流入，等待消防救助，

並由窗口揮動布條求救（夜間使用手電筒）。內線電話尚可通話者，應立

即將人員、狀況、位置等告知消防隊。 

10.一度已經避難者，勿使其再返回火場。  

11.引導員撤退時，應先確認是否尚有人未逃生。 

12.進行避難處人員之集合與人數調查，並將相關資料通報防災中心。 

三、確認學生安全疏散情形 

(一)校園內平時即應做好疏散引導標示，使學生熟悉避難疏散方向，疏散時應指

導學生注意避難或收容場所方向。 

(二)老師指導全班同學必須到事先指定的安全地點集合，嚴格點名清查人數，掌

握人員情況。 

(三)在學生疏散的事務上，由避難引導班巡視分配責任區，遇有危險跡象，應立

通知滅火班人員搶救，並疏散該處教職員、學生至避難所。且透過校園廣播

系統，告知身處危險建物之師生，往空曠處或避難所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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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教職員生安全情形，瞭解學生出席情形，如表 6-2-2 所示。 

 

圖 6-2-2、避難逃生路 圖( 災) 

 

 

表 6-2-2、一般避難引導 期 基摮表 

層 災狀況 層 地 層以  層 一樓 避難層 地

層  

災 立

摧 除外  

層及 層應立 避

難 

層、 層及地 層之人

員全數避難 

以摧 摧

以室內 防

摧 作摇  

層以 之樓層 應避

難 

棟建築物人員 應避難 

以室內 防 法

摧 之狀況 

全棟建築物人員 應避難  

 

資料來源：內 防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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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3、 學生 韥情形表 

班 級  班級導師  

應 人數  人數  

學生 全情形報  

學生 名 急 人 電話 全情況 註 

   受傷 校  

   受傷 校  

   受傷 校  

   受傷 校  

受傷人數  

人數  

人數  

校人數  

計人數  

 

6.2.4 初期滅火與緊急救護初期滅火與緊急救護初期滅火與緊急救護初期滅火與緊急救護 

一、校內緊急救助實施：初期滅火若一舉成功，則小火即告熄滅。一旦失敗，則

可能造成延燒擴大，釀成悲劇。因此，自衛消防活動能否成功，初期滅火之

成敗佔很大之比重。 

(一)初期滅火之時機 

1.火勢尚未延燒至天花板之前，得以滅火器、水桶等從事滅火。  

2.在未產生閃燃（flash over）之前，可藉室內消防栓鎮壓。  

3.滅火班長等指揮官判斷，在安全管理上尚無危險者。 

(二)初期滅火除自動撒水設備自動起動撒水外，均悉依賴人員以滅火器、水桶、

室內消防栓等進行滅火，以下是人為操作之滅火要領： 

1.於火災附近之人員，應速取附近之滅火器、水桶等器具從事滅火活動。注意

使用之滅火器具，應依火災之種類（普通、油、電氣）選擇適當之類別，儘

可能將滅火器具大量集中火源附近，以便連續使用。  

2.滅火班應迅速將最近的室內消防栓箱打開，延長其水帶。一旦判斷無法以滅

火器滅火時，勿逸失良機，立即使用室內消防栓進行初期滅火活動。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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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勿忘操作消防栓之啟動鈕及開關閥。  

3.利用室內消防栓滅火者，注意勿過量射水，以免造成嚴重水損。另外，為避

免喪失避難時機，應經常確保退路。  

4.自動撒水設備啟動，確認火已撲滅時，應即關閉控制閥，停止撒水，以免造

成水損。 

(三)安全防護措施部分，火災發生之際，針對危險物一般採取的防護措施 

1.火災發生場所附近，若存放有危險物質者，應立即將其移除，或將處理危險

物之設施停止運轉，切斷總開關，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2.無法採取移除等安全措施等，應緊急報告消防隊，以防爆燃等危及教職員生

或消防隊員。 

(四)引導消防隊接續滅火活動消防隊到達後，為使其接續自衛消防編組之滅火活

動，應採取下列措施： 

1.消防隊進入門之開放。 

2.為使消防隊易於進入火場，應先將各門戶開放。對於進入門或進入通路，乃

至於水源附近會構成活動障礙之物品，亦應移除。 

3.引導消防隊至火災現場。 

4.為使消防隊迅速到達火災現場，應積極做下列引導： 

(1)到達起火場所最短通道之引導。 

(2)前往進出口之引導。 

(3)前後緊急用昇降機之引導。 

(五)現場情報提供部分，本校負責人、防火管理人或熟悉狀況內容之人，應積極

與消防隊指揮中心聯絡，提供下列情報： 

1.延燒狀況有關之事項*：起火場所、起火原因、燃燒範圍（火煙之擴散狀況

等）、對滅火活動有障礙之物等。 

2.避難有關之事項*：有無逃生不及之人員、避難引導狀況、傷亡者等之狀況。 

3.自衛消防活動有關事項：初期滅火狀況、防火區劃構成狀況、固定滅火設備

(室內消防栓、自動撒水設備、其他滅火設備等)之使用及動作狀況。提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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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之人員，應滯留於消防隊之指揮中心，以便隨時答覆消防隊之問題。 

(註)*者應最優先報告。提供情報之人員，應滯留於消防隊之指揮中心，以

便隨時答覆消防隊之問題。 

二、緊急救護實施 

(一)由救護班負責現場受傷人員搶救及送醫事宜。 

(二)設置緊急醫療站。 

(三)緊急處理傷患，並登記傷患之基本資料。 

(四)聯繫傷患後送之醫院，並紀錄患者之狀況與轉院紀錄。 

(五)回報本校指揮中心現場處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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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第七篇第七篇第七篇 傳染病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傳染病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傳染病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傳染病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 

7.1 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 

傳染病預防措施建立，不僅僅能使校園師生認識傳染病的危險性，並進而在

日常生活中也能讓師生隨時提高警覺，防範於未然，以避免疾病的發生。學校是

一個團體，校內師生眾多，彼此長時間於半密閉空間接觸，疾病易交互傳染，若

不加以有效控制，有可能由學校蔓延至家庭，更波及整個社區釀成大流行。因此

由學校衛生知識傳授，不僅可以建立正確的觀念和態度，並可實用於日常生活

中，進而影響家庭成員的生活態度，以達預防傳染病人人有責的共識。 

7.1.1 校園環境衛生調查校園環境衛生調查校園環境衛生調查校園環境衛生調查 

決定校園環境衛生調查之地區範圍及區域，進行調查，調查項目如表 7-1-1。

調查發現的衛生問題，應立即與地方衛生單位聯繫解決，並繼續追蹤，確認問題

已經解決。 

表 7-1-1、校園 生調 表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1.供電情形 有 

   供應 ：                

有 

   有 急發電設 ： 有 有 

2.通訊 通 

中 計 通訊 日：                

3.醫 站 有 

   醫 用 ：  數目：      

有 

   有 有醫 方 ： 有 有 

、、、、校園用 調校園用 調校園用 調校園用 調  

1. 來  

有 

  供應情況：  不  

有 

2. 來 目 清度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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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 供應來源 
來  

合  

、、、、廁所設廁所設廁所設廁所設  

1.廁所    

數 ：         

： 以 不 以 

： 有 有 

2.廁所與靪物處理的間  
 20公   

 20公  

、、、、靪物供應情形靪物供應情形靪物供應情形靪物供應情形 

1.煮靪地點之清     
 

韤    

、、、、 狀況調狀況調狀況調狀況調  

1. 人狀況目 重地點( )        

防 。 

 

 

2. 中 目 重地點( )        

防  

 

 

3. 中 目 狀況 防   

 

4. 中 目 狀況 摧   

 

、、、、  

集中 分散 

1. 處清運理情形 

有 

  清運一  

有 

  ：   

2.  

有 

  一 ：    日 

有 

3. 物清運處理情形 

有 

有 

  物 ：   

調 人員：        調 日期：  年  月  日 

 

7.1.2 校園環境衛生改善校園環境衛生改善校園環境衛生改善校園環境衛生改善 

針對校內環境進行改善，預防病媒蚊孳生，並實施衛生教育使學童由自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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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增加學童對疫病之認知。 

一、改善環境衛生—切斷傳染途徑。 

(一)安全的給水系統。 

(二)充足的洗手設備：所有洗手台確實提供洗手乳，供教職員工生使用。 

(三)排水及垃圾的妥善處理。 

(四)保持良好的採光及通風：每間教室設有吊扇，且隨時提醒學生將門窗打開，

保持良好通風。 

(五)注意飲食衛生。 

(六)配合各種傳染病的特性，應避免教職員工學生接觸傳染源之環境。(如：禽流

感—避免安排觀察禽鳥活動、接觸禽鳥、飼養禽鳥；若不慎接觸，應馬上以

肥皂徹底清潔雙手。) 

(七)注意環境衛生，撲滅病媒，與流浪動物、野生動物或禽類保持安全距離。 

二、預防直接傳染 

早期發現、早期隔離、防止直接感染，預防疾病的蔓延。 

(一)依照衛生單位規定接種疫苗、類毒素，於必要時並配合醫師建議服用抗生素

或抗病毒藥物，接受完整之治療。 

(二)發現學生有可疑病徵時，立即通知學務處、導師，必要時秉報校長，儘速通

知家長帶回就醫，依規定向當地衛生機關報告，轉由公共衛生專人對該家庭

及社區做進一步的調查及監督。 

(三)勸導病生在家休息，並按各病程長短准予病假。 

(四)接觸者的處理：傳染病流行時被確認為患病者需採嚴格的隔離措施，並對接

觸者加以監督至該病的潛伏期過後為止。 

(五)於傳染病流行期間，導師每日應監控班級學生請假人數，並隨時與家長聯繫

以暸解學生請假原因及相關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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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病癒後返校的學生並不代表沒有傳染力，因此最好有醫生證明其已無傳染性

再讓其返校上課。 

(七)環境消毒：平日就應做好環境衛生，至於在流行期間如：禽流感、登革熱等

疾病皆需做環境的消毒，必要時，請人噴藥以確保環境的安全。 

(八)購置必要之防疫器材，如：測量體溫器材、口罩、酒精等備用。 

(九)於傳染病流行期間，配合上級規定，必要時校內、外大型集會活動，如：校

外教學、說明會、餐會等，應延（暫）緩辦理；如有必要辦理者應採取必要

之人員篩選及檢查措施。 

(十)傳染病盛行期間，必要時針對校外人士進入校園應於校門口量測體溫並貼識

別標籤及配戴口罩，若量測體溫超過 38℃，則禁止其進入，並勸導就醫。 

三、實施衛生教育 

衛生教育是最重要的一環，經由知識的傳授，做好事前的防患措施，學生可

免於被傳染及傳染給別人。 

(一)平日應教導學生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勤洗手、均衡飲食、適量運動、充足

睡眠和休息，減少到公共場所，加強自我健康管理，感冒戴口罩、咳嗽掩口

鼻、發燒勿上學。 

(二)利用各科教學時間給予機會教育。 

(三)透過各種管道將訊息傳給全校師生，加深概念，如：健康櫥窗、專題演講、

朝會宣導、班會、單張宣傳、電子看板等。 

(四)配合時節做各種傳染病的知識宣導，如：剪報、張貼海報、朝會報告等加深

全體師生的危機意識，時時加以預防，免於被感染。 

(五)透過學生將相關知識及訊息帶回家庭，使學生與家庭相互合作，期能更有效

之成果。 

四、病媒及有害動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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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期依環境衛生狀況適時進行噴藥滅蟲工作。 

(二)主動清除孳生源及維護環境衛生。 

(三)各種病媒及有害動物、昆蟲處理方法如表 7-1-2。 

表 7-1-2、 及有害動物、 之處理方法 

類 處理方法 

 

子、 等 ，應使用 有

保護擖登記 號之 ， 使用 ，

之 ， 使用。 

 

應使用 有 保護擖登記 號

之 ， 使用 ， 之

， 使用。 

 

應使用 有 保護擖登記 號

之 ， 使用 ， 之

， 使用。 

 
使用 、 有 保護擖登記

號之摧 ， 配合摧 。 

、 、  撔地 責 關。 

 

7.2 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 

針對校內傳染病災害發生時之規模、等級及時機擬定應變程序，災害發生時

緊急應變小組之啟動應依傳染病災害類型及等級，作不同等級之應變劃分。包含

應變組織之運作、收集受災情況與受災情況回報、校園出入管制、校園病情控管、

患者送醫與環境消毒等必要措施，傳染病災害應變工作流程如圖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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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1、傳 災害應變工作 圖 

 

7.2.1 災害應變災害應變災害應變災害應變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因應不同災害階段之影響範圍、投入人力、物資之不同，不同的應變作業亦

有不同之應變組織幅員及參與成員，而人員於災害發生時能依據事前規劃的應變

程序進行事故的應變處理，以有效限制災情的發展或擴大。 

一、傳染病類型與分級 

(一)將傳染病類型先做區分，傳染病類型如表 7-2-1。傳染病災害發生的初期，最

重要的是針對傳染病災害本身作正確的了解與辨識，確認災害的危險程度與

嚴重性，初步的辨識包括傳染病之類型、災害等級之可能影響範圍。 

(二)將校園傳染病防治作分級如表 7-2-2，並依據此應變分級通則，啟動學校防疫

措施。本防治應變措施適用於具高傳染力且高致死率之疾病，尤其是經由飛

沫或空氣傳染之嚴重傳染病。其他疾病種類由校園傳染病防治小組視疫情變

化並參考政府防疫單位之資料後議定。 

二、傳染病應變流程 

完成初步的辨識步驟後，接著研擬傳染病應變行動方案，其中包括個人防

護、避難疏散方案及啟動校園傳染病防疫機制等。傳染病應變流程，如圖 7-2-2。 

災害應變  

災情通報 

校園 制 

校園 情  

患 送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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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1、傳 類  

類  傳 名稱 

一類 、 、 重急 道 鞅擙、

、 、 5 1  

類 、傷 、登靣 、 擧

、副傷 、 撛 、 、

、 、 、急

、擠道 大擠

、 鞅擙、 、 國 、

重 、 公 、

、 傷  

類 日 、 傷風、日本擧 、 除

重 外 、 、

國 鞅擙、急 (除

外)、擢擦 、 人 、

、 、 、搼

生 傷風、擠 發重  

類 、 體 、類

、 中 、

、 、地方 傷 、

、 、韮 、 、 、

形 、 發重 、韧

 

類 、 、 、

、  

 、 及立

、 、 擠

、 、靪 生  

靪 生  

 

資料來源： 生擖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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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2、校園傳 防 分級與  

國內 情 

(依 公

) 

國內

情 

國內有 校內

 
校內有  

校內

級  

校園 情 校園 0 級 校園 1 級 校園 2 級 校園 3 級 

指揮層級 各 所處

室 
傳 防 組 

關  

1. 防

宣導 

2. 健

理 之

宣 導 與

。 

3. 生

護 

1. 0000 級級級級  

2. 主 關 及

。 

3.教室及活動空間

。 

4.建 辦大 活

動。 

1. 1111 級級級級  

2. 生 及教

育 指導 ，

制校內 情。 

3.

所。 

4.主動 關

狀 。 

1. 2222 級級級級  

2. ，

建 分 區

全校 。 

3.撺 辦大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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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2、 情處理 圖 

 

1.調  

2. 急應變摅  

3. 份 全校  

4.辦理 情防 及情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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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 急 人 

2.協助送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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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鞄  

(健 中心) 

依 況 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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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內主 及發言人 

2. 導師 

3. 生主 關 

4.韑長 護人 

5.教育  

動校園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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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 

源 校園 理 鞄 理 

依醫生建

韑鞈養，操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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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災情通報災情通報災情通報災情通報 

災情通報主要目的為爭取時效、掌握先機，快速將災害情報傳達，進行快速

之搶救作業；藉由廿四小時的值勤機制，即時協助處理校園緊急危安事件，以有

效維護校園整體之安全、安寧。 

為有效協助本校處理校安事件，減少事件之損害程度，依照校園安全及災害

事件通報作業要點之規定將災害進行分級通報。 

7.2.3 校園出入管制校園出入管制校園出入管制校園出入管制 

落實門禁管制，謝絕閒雜人等進入校園。實施校園出入人員的管制，對於非

本校師生要進入校園者，一律要測量體溫，並登記來訪者姓名、出入時間、來訪

事由及來訪者體溫，以杜絕傳染疾病入侵本校校園及危害本校師生之生命安全。

校外人士進出校門，應按規定辦理登記並佩帶外賓證或來訪證，並知會相關處室

或人員。排定值日人員固定巡視校園，適時反映狀況，及時予以處理。學校警衛

人員定期及不定期巡視校園，並注意死角巡察，隨時掌握狀況，及時處理。 

7.2.4 校園病情控管校園病情控管校園病情控管校園病情控管 

疑似患病者請注意與自己密切接觸之人士是否有類似症狀；若有類似症狀，

請記錄所有生病者發病時間之間隔，於就醫時提供給醫師參考。當發現自己疑似

遭到感染時，請務必迅速通知保健中心，以免校內感染擴大。 

疑似患病者需保持良好衛生習慣，例如：在室內除進食外隨時戴口罩、勤洗

手。學生及教職員工在校期間如被醫療院所診斷為傳染病者，應暫時停止上學、

上班，並配合學校管理措施做隔離治療，直到醫師診斷無傳染之虞。患有傳染病

之學生、教職員工，應配合學校相關篩檢及接受保健中心之追蹤管理，並且遵照

醫護人員指示服藥及接受複查。 

7.2.5 患者送醫與環境消毒患者送醫與環境消毒患者送醫與環境消毒患者送醫與環境消毒 

將疑似染病之教職員工生進行隔離後，安排車輛將隔離之教職員工生，送往

醫院進行詳細檢查，確認送醫之人員感染疫情，聽從醫生指示進行治療，學校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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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有教職員工生感染疫情，總務處需迅速安排校園環境消毒之作業。 

一、執行環境維護之措施，必要時得請求環保局、相關衛生單位協助以下工作： 

(一)進行災害地區及疑似污染地區之消毒，進行確認環境結果陰性。 

(二)災害地區環境採樣，後續監測環境檢驗結果。 

(三)感染廢棄物清理消毒後之清運、銷毀。 

二、自來水及飲用水處理方式注意事項： 

以蓄水池貯水之間接自來水之學校，蓄水池洗刷潔淨後，再予適當消毒，才

可繼續蓄水使用；或委請自來水事業單位輔導之蓄水池(塔)清洗業清洗消毒。 

三、廢棄物處理 

排泄物處理：廁所無法使用或廁所不足之建築物，應儘速設置公共廁所或流

動廁所。 

四、垃圾處理 

(一)垃圾應妥善分類，裝於不透水的垃圾袋；廚餘應妥善包裝，避免蒼蠅、蟑螂、

老鼠等病媒孳生。 

(二)垃圾應存放於垃圾集中站，便於垃圾清運及消毒工作之進行。 

(三)若垃圾無法定期清運，因而造成髒亂之情形，請聯繫當地環保局協助解決。 

(四)垃圾集中站、排水溝及髒亂地點如需要進行消毒工作，可取適量之殺菌劑或

消毒劑（如酚類消毒劑、漂白粉及漂白水等），依實際需要消毒處所，直接

噴灑、灑布於環境表面，如於消毒後有大雨發生，則可於雨停後再行消毒一

次，以發揮消毒之功效。 

五、病媒及有害動物處理 

(一)學校應依環境衛生狀況適時進行噴藥滅蟲工作。 

(二)請學校師生及人員主動配合清除孳生源及維護環境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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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適時宣導告知為避免蚊蟲叮咬，應儘可能穿著長袖衣褲。學校並可向各級衛

生單位應視衛生需求，請求提供適當之防蚊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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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第八篇第八篇第八篇 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 

實驗室與實習場所中若有不當操作或人為疏忽，均可能導致意外發生，輕則

影響人員的健康，重則造成工作環境的污染，甚至會造成人員之傷亡及財產之損

失。然而，防護措施再縝密，還是可能發生實驗室災害，為了確保實驗室與實習

場所安全及落實防災工作，應確實執行本篇工作事項以降低發生災害之風險。若

發生意外事故時，應即採取快速又有效的緊急應變措施，以將災害降至最低，避

免因災害擴大而損及生命財產及造成環境危害，確保實驗室與實習場所及附近周

遭之安全。 

8.1 平時預防平時預防平時預防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工作事項工作事項工作事項 

ㄧ、學校平時就應針對校園實驗室與實習場所進行基本資料調查、自我檢查及災

害紀錄等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以瞭解學校實驗室與實習場所平時運作狀

況。 

二、針對實驗室與實習場所進行環境安全改善，以降低發生災害之風險及損失。 

 

8.1.1 實實實實驗室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驗室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驗室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驗室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 

一、學校實驗室應定期進行自我檢查，檢查表如表 8-1-1 所示。 

二、調查實驗室曾經發生災害相關資料，並詳實記錄於表 8-1-2 實驗室災害記錄

表。 

 

表 8-1-1、 室 全 生 動 記 表 

：            室名稱：              日期： 

 目       重   點 

  

     

註 

1 作 害物 清 填      

2 物 全資料表 應置於作摇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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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 

3 害物 應依法     

4 不 容之 學 應分     

5 之 物應以專     

6 內應保 清 ， 情形    

1 急 置應有 撔的 ， 期     

2 
依 所 操國韑 合 數 之

防護  
   

3 防護 使用 應 解正 的使用及 護方法    

全 生 

防護 

4 
有 撔 用的急救設 ， 地點， 有

 
   

1 
有 數 之 提 摧 ， 壓力及使用有 期

合於 摮 
   

防設  

2 
摧 、 防 箱前撺 置 物 ， 有 的

，以 急 用 
   

1 
學 作 應 摶 內 ， 應於

度 置 
   

2 目 摶 外 狀     

3 不 摶 撔作 學 ，應保 清     

摶  

( oo ) 

4 期 動 ， 及保 年     

1 工作人員使用 依 關     
用電 全 

2 電 之 有     

1 物 應依 分類收集    

2 
物 之容 註 物 類及

物  
   物處

理 

3 
區應 源、不 靼、不 礙 道及保

清  
   

1 
應 立 ， 撔 ，以防

靼 
   

2 
之 應 防 電源、發 源、 及

物 
   

3 
應依 ，內容 含 體名稱、 害

圖 等訊韵  
   

高壓 體 

 

4 不 容 體不 區 ， 應保 撔 全     

1 室不 任 靪 及 靪    

2 不應 置物件，以防靼 擬    
室內 體 

 
3 通道有 撔的照 ， 保 通 ，不 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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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身 室特 有關 全 生 目之記 )  

 

室負責人：                人：          

 

表 8-1-2、 室災害記 表 

 災害日期 教室 傷 人數(人) ( ) 災害情形  

01      

02      

03      

04      

 

註： 不 ， 。 

 

8.1.2 實驗室環境安全改善實驗室環境安全改善實驗室環境安全改善實驗室環境安全改善 

一、危害鑑別 

(一)學校可先行進行實驗活動清查分析，由該實驗課程老師討論相關之例行性與

非例行性實驗或研究、作業及所有人員進入實驗或實習場所之可能活動，包

含訪客與承攬商與供應商、所有可使用到之公共設施、機械與儀器設備做清

查區分。 

(二)有關實驗之部分可指定實驗課程老師進行危害辨識，危害辨識時須包含人

員、機械、材料、環境及正常、異常、緊急之可能危害。 

二、風險評估 

(一)學校實驗課程老師、實驗助教(理)等指定人員依所辨識之危害，再將其轉登

錄填寫於安全衛生風險評估表如表 8-1-3。 

(二)依風險發生頻率判定基準 （F），如表 8-1-4，及嚴重性 （S）判斷基準，若

單純只考量人員之傷害，則如如表 8-1-5 所示。 

(三)由於災害之嚴重性之考量端視其是否包括人員、設備等其它影響因之考量而

有所不同，因此嚴重性等級之判定亦可以是如表 8-1-6 之表示方式。風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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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頻率 × 嚴重度，最後用以評估所得總分，依風險矩陣排列重要順序並

界定風險等級數。 

(四)有關風險評估之內容，學校可依現行或他校之經驗值、輔導單位之建議來修

正建立，例如有些學校單位在進行風險評估時，亦可即採行下述作法： 

風險＝嚴重性 × 危害 / 暴露特性 × 損失發生機率 

(五)針對實驗室可能發生災害風險之估算，可參考勞研所於 94 年度所編撰之「實

驗室緊急應變程序建立」計畫中有關實驗室風險評估資料、軟體及實驗室危

害辨識表，針對校內相關實驗室進行風險評估工作。 

( 六 ) 有關實驗室危害之風險評估，可至中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學會

http://www.cshm.org.tw ， 進 入 學 校 安 全 衛 生 輔 導 團 網 站

http://labsafety.cshm.org.tw/。 

1.於最新消息中找到實驗室緊急應變程序下載 （2003 年 05 月 02 日公告）下

載風險評估軟體 http://labsafety.cshm.org.tw/news/newsbrowser.asp?listpage=3

及風險評估軟體更新資訊 http://labsafety.cshm.org.tw/esafety/ 

2.至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92 年度研究報告中下載有關「實驗室緊急應變程序」

研究報告書面資料，電子檔下載請至 http://labsafety.cshm.org.tw/esafety/。 

 

表 8-1-3、 全 生風 評估表 

目 編號 活動

名稱 

害 發生  

 

重  

 

 

 

 風 等級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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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4、校園 室災害發生 基摮 

分數 類 傷害 外 之發生  

5 常 年發生 5  

4  年發生 1 5  

3  5 年發生 1 7 以 年 1  

2  10 年發生 1 以 5 年 1  

1 摌  10 年發生 1  

 

 

表 8-1-5、校園 室災害 重 基摮 

分數 類 傷害 外 之發生  註 

4 摌 重 一人 人以 受傷 
電 、中風 

、  

3 重 撡 傷  
撡 傷 、

之 害 

2 中度 傷 傷， 、  
電 、 傷 傷、

 

1  
， 傷，

處理 

傷、  

 

表 8-1-6、校園 室災害 重等級分級 

分數 類 人員 
務  

(含設 ) 
法  

對 /公 之

 

對教學、

活動之  

4 摌 重 

一人

人以

受傷 

重大 務

(100 撻 以 ) 

法

受  

至

公害 件 

關 活

動數月以  

3 重 
傷  

體 務

(30 至 100 撻

之間) 

法

立

 

對設

， 至外

對

 

關 活

動數  

2 中度 
傷、 傷

傷 ，

務  

(3 至 30 撻 之

期

 

對設

對

關 活

動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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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  

1  

，

傷，

處理 

 

(0 至 3 撻 以

) 

合 法

 

制處理

 
 

 

三、風險控制規劃 

(一)經風險評估後，依風險矩陣所得之結果來界定可容忍及不可容忍之範圍。 

(二)學校可針對上述結果，所鑑別出之重大風險項目依其災害之類型進行相關緊

急應變計畫之規劃及應變流程之撰寫。 

(三)依據實驗室意外事故發生可能性、嚴重性及風險較高且最急迫改善之事項

中，訂定出相關之防救計畫，並依此投注適當之人力及資源，以降低校園實

驗室災害事故之風險等及損失。 

(四)實驗室應自備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乙份，以備緊急應變時所需。 

(五)使用前負責實驗室老師須對學生施予必要之安全衛生防護教育訓練。 

(六)使用化學品時，必須佩帶適當之防護設備方可操作。 

 

8.2 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 

實驗室教學設施中具有潛在危害因子，一旦發生災害事故，應立即採取快

速、有效的緊急應變處理措施，以避免因災變擴大損及生命財產及造成環境危害

確保工作場所及附近周遭之安全。 

學校之教職員工及學生應對於緊急意外事故之應變能力及應變之處理技術

上都能熟練，並於災害發生時能有正確而有效之處理，以使災害之傷害及損失降

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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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應變工作事項包含災害應變程序、災情通報、避難疏散、緊急救護與救

助實施等必要措施。 

 

8.2.1 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 

為使災害發生後學校能快速執行避難救助之行動，宜將應變啟動時機以及各

應變小組所擔負之作業明確定義，以便於災時迅速召集相關人員於適當集結地點

進行災情分析及進行任務分配。 

一、應變啟動時機 

學校之緊急應變組織視災害發生時機啟動，其啟動時機包括： 

(一) 實驗室發生災害時 

(二)天然災害發生時，校長考慮校內實驗室可能受災時 

二、應變組織之任務 

將各應變小組之應變工作項目確實劃分，以便災時之快速動員，各小組於災

時之工作項目分配如下，各組主要應變項目如表 8-2-1。 

表 8-2-1、應變 組主 應變 室災害  

應變 目 主 負責組 協助組 主 應變工作  

災情通報 通報組  
1.依照校園 全及災害 件通報作摇

點之 災害 分級通報。 

避難引導 避難引導組  
1.避難引導組 學期 前，應 急

學疏散路 。 

2.各棟建築物應 避難引導人員。 

急救護與

救助 

搶救組  
1.搶救組應建立與 防 、 區 醫

及 保 ，建立 及支援

制。 

2.搶救組 校內 有之急救物資、搶救

登 冊， 記 數 及 置地

點。 

3.搶救組 月應 急救 之內容，

置日期 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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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 災情通報災情通報災情通報災情通報 

災情通報主要目的為爭取時效、掌握先機，快速將災害情報傳達，進行快速

之搶救作業；藉由廿四小時的值勤機制，即時協助處理校園緊急危安事件，以有

效維護校園整體之安全、安寧。 

為有效協助學校處理事件，減少事件之損害程度，依照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

通報作業要點之規定將進行通報。 

8.2.3 避難疏散之規劃與執行避難疏散之規劃與執行避難疏散之規劃與執行避難疏散之規劃與執行 

一、避難疏散之規劃 

(一)實驗室疏散主要以人員疏散為主，因此在規劃疏散計畫時，對疏散時機之認

定非常重要，而疏散時機為意外狀況有擴大之虞或對人員可能造成生命威脅

時，就必須即刻通知人員進行疏散。 

(二)疏散路線的規劃不應只有一條，以因應不同災害情境變化，校園疏散路線應

盡量避開有潛在危險的地方，並於規劃後標示於逃生路線圖上，在進行疏散

管制規劃時，宜擬定適當風向狀況下之各種疏散方向，而集結地點的選擇宜

考慮適當之安全距離，選擇附近沒有潛在危險地區及可容納部分或全部師生

疏散人員之場所，以於事故發生時能依疏散路線作適當管制人員配置進行疏

散人員引導工作。 

(三)學校亦應考量該校特殊師生之需要，給予必要之疏散協助，並依災害發生時

學生在實驗場所內、實驗場所外等情況下確認學生之安全。 

(四)緊急疏散時實驗室老師應確認學生出席狀況及學生安全狀況，並依指示依避

難逃生路線將學生帶領至安全地點集合。 

 二、避難疏散之執行 

(一)依應變災害等級之不同，其疏散之時機與疏散之方法亦不同，應作必要之調

整，而疏散時機為意外狀況有擴大到實驗室或實習場所之虞時，必須即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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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附近人員進行疏散。 

(二)若實驗室正在作實（試）驗而發生一級災害時，可由實驗室在場老師請同學

協助通報之同時，至少進行該實驗室內人員之疏散，然後在由隨後到來之現

場應變指揮官決定。 

(三)應變指揮官需依救災負責組長之意見及應變計畫中風險評估的資料及其它

因素：目前的災情是否會持續擴大、是否還有其它化學物質會產生其它危

害，作下達疏散之決定。 

(四)進行疏散管制規劃時，應擬定適當風向狀況之各種疏散方向狀況，以於事故

發生時能依疏散路線作適當管制人員配製置進行疏散人員引導工作。 

(五)避難疏散路線需依實驗室逃生路線，進行緊急避難疏散，再依各樓層逃生路

線避難疏散至緊急避難場所。 

(六) 疏散時機 

實驗室災害分為下述狀況 

第 1 級狀況：災害影響範圍侷限於實驗室內，先行疏散該實驗室，並通知至

整樓其他實驗室或教室注意。 

第 2 級狀況：災害影響範圍有向外擴散但侷限於至該樓時，進行至整樓全面

疏散，並通知其他棟教室注意。 

第 3 級狀況：指災害影響範圍有可能擴大到至整樓以外範圍時，進行全校疏

散。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發生時亦通知附近民眾進行疏散或就地

避難。緊急疏散時實驗室與實習場所老師應確認學生出席狀況

及學生安全狀況，並依指示依避難逃生路線將學生帶領至安全

地點集合。 

第 1、2 級狀況由現場教師下令疏散，第 3 級狀況由指揮官下令疏散，

而指揮官依搶救組組長之意見及評估災情是否會持續擴大、是否還有其他化

學物質可能洩漏決定是否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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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緊急救護與救助緊急救護與救助緊急救護與救助緊急救護與救助 

一、緊急處理事項 

(一)化學藥品洩漏： 

化學藥品洩漏是實驗室最常見之意外事故，應作適當處理，其處理程序為: 

    1.立即疏散附近人員，並打開抽風設備。 

    2.依緊急通報程序通知實驗室負責人員。 

    3 以適當之外洩液中和劑，中和處理。處理時應穿戴必要之防護用具。 

    4 將污染區以黃塑膠帶隔離標示。 

(二)化學藥品傷害緊急處理措施： 

    1.濺到眼睛：立即以大量清水沖洗 15～20 分鐘，沖洗時間應張開眼皮以水

沖洗眼球及眼皮各處。但水壓不可太大，以免傷及眼球。 

    2.沾及皮膚：立即脫去被污染之衣物，以清水沖洗被污染部份。若是大量藥

劑附著時，可能被皮膚吸收而引起全身症狀，先採取中毒急救

措施。再儘速送醫。 

    3.氣體中毒：將傷者迅速移至空氣新鮮處，救護人員並應配戴必要之防護

具，以免中毒。 

    4.誤食中毒：重覆漱口後，飲下大量的水或牛奶。若傷者呈現昏迷、不省人

事、衰竭、抽筋等現象，不可催吐，否則應協助患者吐出所食

入之物質。 

(三)火災及爆炸緊急應變措施： 

化學品使用操作不當引起火災及爆炸為各種意外事故中，最嚴重的化

學災害。火災及爆炸處理及預防原則是相通的。其處理原則有： 

    1.關閉總電源及瓦斯，並儘速移開周圍之易燃物。 

    2.通知現場人員疏散。 

    3.確認火災種類，選擇實驗室內適當滅火器滅火。 

    4.如火勢持續擴大，應立即打電話通知中山消防分隊支援協助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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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若引起爆炸，則應防範爆風、飛散物的破壞，可能導致第二次事故或繼續

爆炸之危險，故應儘速撤離。 

二、緊急救護實施 

(一)由救護班負責現場受傷人員搶救及送醫事宜。 

(二)設置緊急醫療站。 

(三)緊急處理傷患，並登記傷患之基本資料。 

(四)聯繫傷患後送之醫院，並紀錄患者之狀況與轉院紀錄。 

(五)回報防災中心現場處理狀況。 

三、緊急救助措施 

(一)引導外部救災支援單位接續救災活動：外部救災支援單位到達後，為使其

接續自衛消防編組之救災活動，應採取下列措施： 

1.救災支援單位進入門之開放。 

2.為使救災支援單位易於進入災害現場，應先將各門戶開放。對於進入門或進

入通路附近會構成活動障礙之物品，亦應移除。 

3.引導救災支援單位至災害現場。 

4.為使救災支援單位迅速到達災害現場，應作下列引導： 

(1)到達起災害現場所最短通道之引導。 

(2)前往進出口之引導。 

(3)前後緊急用昇降機之引導。 

(二)現場情報提供部分，機關或單位之負責人或熟悉狀況內容之人，應積極與

救災支援單位指揮中心連絡，提供下列情報： 

1.災害狀況有關之事項： 

(1)災害引起地點。 

(2)災害引起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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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影響範圍（化學品之擴散狀況等）。 

2.避難有關之事項： 

(1)有無逃生不及之人員。 

(2)避難引導狀況。 

(3)傷亡者等之狀況。 

3.自衛救災活動有關事項： 

(1)初期救災狀況。 

(2)救災設備之使用及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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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第九第九第九篇篇篇篇 其他校園安全工作事項其他校園安全工作事項其他校園安全工作事項其他校園安全工作事項 

9.1 晨間及夜間安全維護事項晨間及夜間安全維護事項晨間及夜間安全維護事項晨間及夜間安全維護事項 

9.1.1 預防預防預防預防 

一、人員管制 

(一)防止不法份子侵入。 

(二)對於可疑人、物之查察與盤詰。 

(三)上班時間進出之非學校人員，必須確實辦理登記，嚴格管制。 

(四)防止人員挾帶危險物品進入校園；員工訪客攜出之物品，如與公物性質相關

者，應予以查檢後放行。 

二、車輛管制 

(一)校門口出入開放時間嚴格管制，上放學時間嚴禁車輛進出，其他時間進出請

作好交通指揮。 

(二)校園內車道之管制必須徹底執行，無學校通行證者一律禁止進入。洽公及送

貨車輛，須停車熄火換證後，慢速進入，並依指定位置停放。 

三、一般勤務 

(一)應於學校指定地點值勤，便於管制門禁及執行警戒，不得擅離。非學校師

生員工進入必須詢查，態度必須和善。 

(二)應定時巡邏校園，並隨時注意監視器畫面，以維護安全。 

(三)校門開、關時需在旁監視，避免發生危險。 

(四)交接前後應巡視校園，做好門禁及燈火管制工作。 

(五)禁止小販、宣傳、推銷人員及其與校務不相干人員等進入校園。 

9.1.2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一、發現校園內師生受傷，應即通報救護單位，並即通知健康中心處理。 

二、有可疑人物侵入，應即通知學校相關單位及人員，依需要通知警察局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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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校安中心。 

9.2 餐飲衛生安全管理事項餐飲衛生安全管理事項餐飲衛生安全管理事項餐飲衛生安全管理事項 

9.2.1 預防預防預防預防 

一、規劃設計 

(一)營養午餐廚房 

1.廚房面積高度考慮通風與採光，排水設備應維持良好的排水性。 

2.前處理區與烹調區應隔開，避免食物受到汙染。 

3.庫房應設置在避免日光直接照射，室內清潔，通風良好，溫度保持攝氏 20

度以下；且避免室內有下水道，蒸氣管通過。 

4.廚房需要具備病媒防治措施，於窗戶及通風口加細鐵網、空氣門，另於門的

四周包覆金屬。 

5.調理場所之照明應在 200 燭光以上並有燈罩保護，以避免汙染。 

6.桶裝瓦斯不可橫放並定期檢查瓦斯管線是否老化。 

 (二)飲用水 

1.飲食水源應採用自來水，無自來水者，應有淨水及消毒設備處理，水質須符

合法令規定。 

2.水源應與廁所最少相距 15 公尺以上。 

3.非使用自來水者，使用前應向當地環保機關申請檢驗。繼續使用時，每年至

少重新申請檢驗 1 次，合格後，始可使用，檢驗紀錄並保存 1 年。 

二、設備安裝施工 

(一)營養午餐廚房 

1.設備機械與食品接觸面應平滑、完整，不可有裂縫或破損。 

2.設備與食品之接觸面，應具備無吸附性、無毒、無臭，不受食品、原料及清

潔劑之影響。 

3.不可使用有毒金屬，如：鎘、鉛等。 

4.廚具擺設之低層應與地面距離 15-20 公分，離牆至少 5 公分，避免造成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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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清洗。 

(二)飲用水 

1.自來水與井水或其他水源之管線應分裝，不得混用，水龍頭須加以識別。 

2.水管應定期檢修，以防破裂，或生鏽污染水質。 

3.水塔池與水池應加蓋密封，設有防汙措施。 

(三)蒸飯設備 

如有自帶便當者，學校應設置蒸飯設備，並加強注意用電安全，及保溫功能。 

三、食品採購 

(一)自辦午餐 

1.建立嚴格驗收標準，確實執行。 

2.驗收奶類及調味乳時應詳讀標籤日期，驗收後應予冷藏，不可置於常溫下。 

3.冷凍肉品應有 CAS 標誌，若為生鮮肉類，廠商應具有電宰證明。 

4.魚類、海鮮之食品新鮮度應予嚴格要求，因在食物中毒事件中，此類食品最

多。 

5.應以新鮮食品為主，避免使用半成品，因無法掌握其製作場所的衛生情形、

添加物的種類、送貨車的衛生、食品的溫度等，易發生中毒。 

(二)餐盒訂購 

1.學校向外訂購餐盒，應向領有工廠登記或營利事業登記證之合格廠商訂購。 

2.餐盒廠商應領有衛生局檢查合格之證明。 

3.由校方、家長、學生等代表組成訪問小組，確實到廠商工作場所勘查，並作

成紀錄備查。 

4.由訪視小組訂定餐盒品質、價格標準、驗收方式等標準。 

5.餐盒業者名單應送當地衛生單位列管。 

6.學校應與廠商訂合約，且不得抽取任何手續費用。 

7.餐盒數量大，應分數家廠商，不宜集中某一家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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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供應商與學校運送距離以不超過車程 30 分鐘為原則。 

9.運送車輛應加裝保鮮、保溫設備。 

四、衛生管理 

(一)自辦午餐 

1.廚工衛生： 

(1)廚房作業人員應每學年實施健康檢查，其項目包括：身高、體重、血壓

等一般檢查，胸部 X 光檢查、皮膚病、尿液、糞便、B 型肝炎等。 

(2)廚工工作時應戴整潔工作衣帽，戴口罩，以防止頭髪、皮膚及其他雜物

等掉入食品中。 

(3)工作人員養成工作前洗手之習慣，並了解其重要性，以確保衛生。 

(4)工作人員指甲應修剪，且不可戴戒指或首飾，避免藏汙納垢。 

(5)若手部有瘡傷、膿腫者，嚴禁從事直接接觸食品之作業，以防止金黃色

葡萄球菌之汙染，造成食物中毒。 

(6)工作中不可吸煙、飲食、嚼檳榔，如非必要切勿交談。 

2.冷藏（凍）庫管理： 

(1)設有溫度指示器，確保冷藏溫度在攝氏零度到 10 度之內，冷凍溫度在攝

氏零下 18 度以下。 

(2)庫內物品須排列整齊，且容量應在 50%~60%之間，不可過滿以利冷氣充

份循環。 

(3)貯存時間不可過久，煮熟食物應用容器盛裝或經包裝後冷藏。 

3.乾貨庫之管理： 

(1)專人負責：負責場所之整理、清潔及貨品出入之日期、數量等的登記。 

(2)貨品分類：貨品應分類存放並記錄。 

(3)置物架：食品、原料不可直接於地上，置物架應採用金屬製造。 

(4)良好通風、採光及適當的溫度、濕度，並有防止病媒侵入設施。 

(5)應設貯存位置之平面圖與卡片，並記錄出入貨品之品名、數量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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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餐具櫥： 

(1)餐具櫥具應以金屬製造，最好採用不鏽鋼，不宜採木製，避免潮濕發霉。 

(2)增加加熱或烘乾設備。 

5.砧板、刀具、容器： 

(1)應依生、熟食完全區隔。其中刀具及砧板需明顯標示，以利區分。 

(2)宜用合成塑膠砧板，不宜採木製。 

(3)刀具及砧板使用後，應立即清洗消毒。 

6.洗滌： 

(1)餐具應洗滌乾淨，並經有效殺菌，置於餐具存放櫃，存放櫃應足夠容納

所有餐具，並存放在清潔區域。 

(2)使用全自動高溫洗碗機洗滌餐具者，應使用洗碗機專用之洗潔劑；該洗

碗機並應具備溫度及壓力指示器。                             

(3)採用人工洗滌餐具時，應具合乎標準之三槽式人工餐具洗滌設備，並依

三槽式洗滌餐具流程，使用符合食品衛生相關洗滌規定之食品用洗潔劑。 

(4)每週應抽檢各餐廳餐具之澱粉性及脂肪性殘留，並記錄之，不合格者應

改善及追蹤管理。 

7.烹煮： 

烹煮過程應注意溫度及時間的掌握，宜少量方式翻炒，避免有中心溫度不

足、部份食物不熟。 

8.供應： 

(1)運送過程食物應加蓋，並置於陰涼處。 

(2)應設置高度 20-65 公分矮桌或替代設備，放置餐具與飯菜食物，避免直接

放置地面。 

(3)食品調製完成後，須加蓋或遮蔽物。 

(二)飲用水 

1.學校宜使用煮沸法，經鍋爐蒸汽燒開後冷卻之飲用水，或經合格濾水器處理

過之飲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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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動飲水機或濾水器應加強維修、保養，並定期委託檢驗及公布水質狀況，

以保障師生飲用水安全。 

3.水塔與水池應每學期利用假期清洗一次。 

五、檢驗 

(一)自辦午餐： 

1.指定專人，實施簡易檢查方法，隨時檢驗各項衛生事務。 

2.每日應留存膳食樣品。 

(二)訂購餐盒： 

每日應留存膳食樣品(覆以 PE 保鮮膜放攝氏 5 度以下)，保存 2 天以上，以

便查驗。 

(三)飲用水： 

定期請當地衛生局檢驗水質並作記錄。 

表 9-2-1、 靪 生 理 表 

日期 年 月 日 

    項
目 

項
次 全 應 點 負責人員 

合  
註 

1 
廚房應有 通風， 場所 度至 200

度以 ， 有 擔保護。 

    

2 
及 道，應 、

防 設 。 

    

3 
廚 設之 層應與地面 15 20 公

分， 至 5 公分。 

    

4 廚工 年應 健 ， 有記 。     

5 

廚工烹調 ，應 之工作 、

擔， 不 指甲， 指甲 及

物。 

    

學
校
自
辦
午
餐 

6 
廚工工作中不 摶、 摆、 靪等

靪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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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鞒、 韧 保 清 ，韧內摬度

18 度， 韧摬度 7

度以 。 

    

8 
韧內物 ，容 應 50 60

之間，不 ，以 。 

    

9 
調 應與 學 分 設置， 清

摈，避 學 於靪 場所。 

    

10 應各 套，生 靪分 使用。     

11 靪 調 ， 物。     

12 期 全 ， 作記 。     

13 期 廚房用 ， 護廚房清 。     

14 

日應 靪 ， 以 保

5 度以 ， 以 鞒，

保 2 日以 ，以 。 

    

1 
對外 餐 ，應 有工 登記及營

摇登記 之合法 商 。 

    

2 商供應韑數不 一韑。     

3 
商與學校運送 以不 30 分

鞝 。 

    

餐
盒
訂
購 

4 日應 靪 ，以 。     

1 用 源應與廁所 15 公 以 。     

2 

用 源 用 來 ， 使用 來

，使用前應 撔地 保 關 。

使用 ， 年至 重搼 1

，合 使用， 記 保

1 年。 

    

3 
與 應 。 學期至 清

1 。 

    

4 
來 與 源 應分 。

使用煮 法。 

    

飲
用
水
衛
生 

5 
指 專人 理 護及 期清 ，

。 

    

註：1.各 靪設 ，除 學期 學前 期 外， 應 作不 期

，以 護 ， 保 全。 

  2.送 電 ， 月 期 專摇 商 鞈保養， 作記 。 

辦人：       組長：       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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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一、學生集體食物中毒事件，不論於校外或校內發生，易引起媒體關注。且事涉

原因追查及法律求償責任等，因此要把握「送醫要快、查證要慎、通報要實」

之原則。 

二、如在校內發生，送醫之前必須由健康(衛生保健)中心先做緊急處理，必須把

握學生清醒時機，詢問所進食物品及時間。並令餐廳停止供饍保留樣本，同

時通知當地衛生主管機關及教育部校安中心。 

三、如發生於校外(其他縣市)，則必須請教育部校安中心協調當地直轄市及縣市

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協助處理，同時派員趕赴現場。 

四、事發後學校應即啟動應變小組，綜理全程並統一對外發言。 

五、通知家長時應婉轉緩和，勿造成家長無謂緊張情緒。 

六、每位送醫學生的班級、姓名、送往醫院名稱要查證記錄清楚並持續續報校安

中心。 

七、協助蒐集樣本，樣本是否確實，將影響爾後法律責任與民事求償。 

9.3 防止或遏阻校內暴力事件事項防止或遏阻校內暴力事件事項防止或遏阻校內暴力事件事項防止或遏阻校內暴力事件事項 

9.3.1 預防預防預防預防 

一、嚴禁校門門禁管制，防範不良份子入校滋事。 

二、強化生活輔導，確實瞭解學生動態，以防止變態。對兇狠好鬥、暴力犯罪傾

向的學生，多予愛心感化， 並予以追蹤輔導。 

三、引導學生正常交往活動，防止學生因感情受挫，演變成自我或暴力侵犯行為。 

四、裝置校園安全監視系統及加強校區照明設備，避免產生死角。 

五、建立警民聯防系統協調警察治安機關，加強校園周邊之巡邏查察工作。 

六、上課期間加強巡查相互支援，以避免宵小歹徒闖入。 

七、課後、假日，值勤人員注意留校、來校學生活動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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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注意掌握學生校外交往與活動的情形。有所糾葛時主動協助處理，必要時通

知家長到校協助處理。 

9.3.2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一、發現階段 

(一)暢通投訴管道：學校設置投訴專線、申訴信箱，安排專人輪值接聽、受理，

並由校長親自督導。另接受學生或家長投訴電話或信函時，應將相關事件摘

要及處理情形記錄陳核，經校長核章後留校備查。） 

(二)編訂校園生活問卷：研擬學生校園生活問卷，主動發覺校園暴力、霸凌及受

暴受凌學生。 

(三)設計輔導課程：設計輔導課程，瞭解實際情形。 

(四)教師觀察評估：透過平日教學過程及學生反應，主動發覺學生受凌情形。 

二、處理階段 

(一)成立防制校園暴力及霸凌之專責小組，做好求證確認工作。 

(二)啟動輔導機制，針對不同對象施以不同之輔導方案：給予遭受暴力、霸凌學

生、施暴學生及旁觀學生妥適輔導。 

(三)倘發生「學生打學生」、「家長打老師」、「學生打老師」之情況，學校處理依

據校安事件處理。 

(四)轉介與結案：處理得宜者予以結案；超越學校處理範圍者予以轉介。 

三、追蹤階段 

(一)相關人員列入個案認輔。 

(二)與專業合作，必要時引進社會資源進行協助。 

(三)檢視處理流程，作為改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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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防竊處理事項防竊處理事項防竊處理事項防竊處理事項 

9.4.1 預防預防預防預防 

一、以預防與嚇阻並重為原則。 

二、將學校教室劃分為若干安全防竊責任區，俾利各單位就近監視及立即於第一

時間內趕赴現場處理失竊案件，提高校區整體安全。 

三、平常隨時注意周遭人、事、物等，如發現陌生人在校園逗留或行蹤可疑者，

立即通報權責單位。 

9.4.2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一、各單位責任區發生竊案時，除儘速至案發現場處置外，並應即向權責單位反

映。 

二、遇狀況時，邊處理邊反應，密切協調聯繫，不爭功、不諉過。 

三、應發揮先知快報精神，機警反映，及早防範，杜絕失竊案件之發生。 

四、竊案發生時，設法管制現場，研擬處置措施，應即通知學校相關單位及人員，

依需要通知警察局及教育部校安中心。 

9.5 緊急停課與放學之處理緊急停課與放學之處理緊急停課與放學之處理緊急停課與放學之處理 

一、災害發生時，學校是否停止上課應依行政院「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

辦法」辦理。 

二、若災害導致建築物及教學設備需時間復建無法上課者，本校得衡量實際情形

自行決定是否停止上課。作成停止上課決定後，應由教務處經由以下管道協

助轉達師生： 

(一)通知各班導師轉知學生。 

(二)通知學校總機、工友或值班人員，以解答師生詢問。 

(三)將停課事宜公告於學校網頁。 

(四)通知各傳播媒體協助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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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長在確認過附近道路之安全後，應迅速讓學生們返家。 

四、學生提早下課時需先與家長聯絡，確認回家交通方式，以確認學生的安全。 

五、路途較遠之學生可先將學生安置於學校並與家長保持聯繫。 

六、放學時應讓住在同地區的學生集體行動。 

七、應將學校自行決定停止上課情形向教育部與本縣教育局報備。 

9.6 緊急疏散之處理緊急疏散之處理緊急疏散之處理緊急疏散之處理(有毒氣體有毒氣體有毒氣體有毒氣體、、、、煙煙煙煙塵或其他塵或其他塵或其他塵或其他) 

9.6.1 整備整備整備整備 

調查周遭可能產生有毒氣體或大量煙塵之工廠記錄其方位，選擇上風區或氣

體煙塵不易入侵之地點作為避難場所（如圖 10-6-1 所示），並劃設避難地圖於學

期初進行公告，各樓層間及重要路口處設置避難引導人員協助避難。 

 

圖 9-6-1、避難場所區 分 圖 

9.6.2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發現或接獲通報有毒氣侵襲校園時，避難引導人員立即引導各班學生前往避

難場所並由搶救組人員巡視各班教室，如發現學生不願避難需強制學生前往避難

場所，若發生學生已因毒氣影響而昏闕，須立即搬運該生前往避難場所交由搶救

組進行急救並聯絡附近醫院協助救護，通報組立即進行通報縣市教育局、教育部

校安中心及相關單位協助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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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送醫時需告知醫院係「中毒」。 

二、急救人員需先對中毒者清除汙染，以免連帶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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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第十第十第十篇篇篇篇 災害復原工作事項災害復原工作事項災害復原工作事項災害復原工作事項 

11.1 受災學生心靈輔導受災學生心靈輔導受災學生心靈輔導受災學生心靈輔導 

一、先由一般的級任或專科老師(第一線的心輔老師)進行初步心理諮商，由輔導

室指導各班導師適當地引領學生抒發對各類災害的觀感，進一步發揮其應有

輔導特殊個案的功能。 

二、藉由集體的創作或活動，設計一些相關的活動，讓同學們在活動中，渲洩情

緒，且由同儕中，發現大家的共通性及獲得支持。 

三、運用媒介物幫助溝通，有時口語的表達是很有限的，可準備一些工具協助同

學從另一種途徑來表達對災後的感受。 

四、協助學生做有助益的事，設計各類災害演習協助同學獲得控制環境的力量，

參加社區重建活動，使同學有機會重新建立自己的學校或自己的家園，做一

些快樂的事。 

五、運用相關宣導海報、手冊、網站及專書進行輔導(表 10-1-1)。 

六、可成立學生心靈輔導支援中心，動員學校所有教師及鄰近相關人力，進行學

生心靈輔導。 

(一)成立學校學生輔導工作(師生心理復健)小組，策訂完成學校輔導工作計畫及

學校師生心理復健工作計畫。  

(二)實施一般性團體輔導及班級輔導。  

(三)受災學生均獲致個別諮商及小團體輔導服務及必要的家庭訪問輔導。  

(四)輔導資源有效整合，落實運用於災變後師生心理復健。 

(五)組織成員：  

1.校內服務性社團、及輔導團團員(擴大編組)。  

2.社區可用輔導資源。 

七、可請求教育主管機關或民間團體(表 10-1-2)的適時支援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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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1、災 心理諮商、輔導 關 站、 冊與專書表 

分類 名稱 註 

心理諮商資訊  htt //h art. c . .tw/ 

921 地 心 重建 
htt //www.c mh.com.tw/i tr/i tr2/c3360/ .ht

m 
站 

921 災 重建 htt //www.yam.com.tw/921/ 

災難： 發生 鞝 心理 生專

摇人員工作 冊 
htt //www.yam.com/921/car / .htm 

地 心理輔導 冊 

中 民國全國教師摅、 大 921 災 心理

健 組、 大學心理 、 文 基 摅、

中 民 國 書 摅 發 展 協 摅 編

htt //www.ccra.or .tw/r i / ctio co / is

h/ oc s i show.as s 784 ty 3 

地 心理調 輔導 冊 
教育 學生輔導支援中心 

htt // t .ascc. t/archi /mo /mo - 21.htm  

摅、心理 健 冊之鞄人心理

 

大 學 摅 工 作 / 心 理 健 諮 詢 組 

htt //www.yam.com/921/car / r.htm  

921 大地 災 心理輔導 冊 
全國教師摅 大 921 災 心理 健 組 

htt // t .ascc. t/archi /mo / 29.htm  

921 大地 災 心理輔導教師

冊 

大 921 災 心理 健 組 

htt //921.yam.com/car /t ach r.htm 

921 災 心理 健： 動

的學理   

大學 921 摅、心理 健 組 

htt //www.yam.com/921/car / ac .htm  

傷 冊 
法人 韃 全文教基 摅 

htt //www.yam.com/921/car /chi ro/i .htm  

冊 

工 助 冊 
大 921 災 心理 健 組 

htt //www.yam.com/921/car / o t r.htm  

災 助 的 子：

學前 學

年  

大 921 災 心理 健 組編  

用心 子的 靦： 子的

人 ， 靽 以  
大 921 災 心理 健 組編  

子面對  大 921 災 心理 健 組編  

的地 書 心理學專

摇之災區班級導師編 的災 心

理 健 長 體活動教 ： 年

級 、高年級 、 年  

大 921 災 心理 健 組編  

專書 

用 間 書 助學 前及 大 921 災 心理 健 組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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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年級 處理 、韱

等 ：以 的 物  

物。   文 圖， ，大

。  

的地 書 心理學專

摇之 災區 教 師編 的 921

大地 關教 。 

大 921 災 心理 健 組編  

 

資料來源：教育 室 校園災害防救計 編 指  

 

表 10-1-2、民間心理諮詢 構表 

名稱 電話 地址 

撠文教基

摅 
02-2748-6006 

市 區民生 路 137 巷 2 號 5 樓

之 1 

法人 韑

韨 助基 摅 
04-2206-1234 中市民 路 234 號 12 樓 

展 摅 02-2585-6300 市中 路 30 號 5 樓 

基 摅 02-2550-9595 市長 路 49 號 

法人人本教育文教

基 摅 
02-2367-0151 市大 區 路 3 227 號 9 樓 

中 基 督 教 救 助 協 摅

總  
02-2776-9995 105 市 區 路 248 號 9 樓 

中 民國 教育協

摅 總  
02-8230-0151  

法 基 摅

中分  
04-2255-0665 407 中市 區市 路 37 號 

教 摇

基 摅 
03-826-6779 搼 舍 88 巷 1 號 

摅 基 摅 02 2230-7715 市文 區撻 一 55 號 3 樓 

主教 基 摅 02-2381-5402 市中 路一 2 號 

資料來源：教育 室 校園災害防救計 編 指  

 

11.2 學校環境衛生之維護學校環境衛生之維護學校環境衛生之維護學校環境衛生之維護 

一、災後環境衛生之維護，可設置臨時廁所，並就排泄物及垃圾之處理等採取必

要措施，以保持校園衛生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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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防疫與食品衛生管理等相關計畫。 

三、立即建立廢棄物、垃圾、瓦礫等處理方法，設置臨時放置場，循序進行蒐集、

分類、搬運及處置等程序，以迅速整潔校園，並避免製造環境污染。 

四、採取消毒等措施，以維護師生之健康。 

五、相關處置方式 

(一)由相關處室將全校圖面檢討選擇不受災威脅及廢棄物清運進出方便之空地。 

(二)建立廢棄物清運及處理方法，此部份可由相關處室評估若情況許可採行外

包，若不可行可請求鎮公所支援。 

(三)定期採取消毒措施維護師生健康，由相關處室評估分別採三天、一星期及一

個月消毒一次，可視情況自行縮短時程。 

(四)維持校園之整潔，由相關處室調配人手定期維持校園之整潔。 

11.3 學生復課計畫學生復課計畫學生復課計畫學生復課計畫、、、、補課計畫補課計畫補課計畫補課計畫 

一、應視校園安全與否，進行復課或補課計畫。 

二、校舍若毀損欲在原校地復課時，請教育部或本縣教育局協助簡易教室之興建。 

三、若原校地安全有疑虞時，經由本縣教育局協助安排學生至鄰近學校或其他適

當地方上課。 

四、補課計畫應以教育部所定之課程標準進行，但可因地區特性，做適切之調整，

使學生能繼續學習。 

五、教職員應掌握學生的動向及學生具體受災情形(教科書、就學用品、制服、

學費之減免、獎學金之發給、對災害造成家庭生活困難之學生給予就學補

助)，確認此次災害對學生的心理層面有何影響，同時也應建立與家長間的

聯絡體制。 

11.4 供水與供電等緊急處理供水與供電等緊急處理供水與供電等緊急處理供水與供電等緊急處理 

一、對於災害造成設施、設備與維生管線等損壞之相關事宜，應以校內飲用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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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為優先。 

二、搶救組應派員初勘檢查水利設施或各管線災後受損情形。 

三、供水供電前應檢查牆壁中水電管線是否已經損毀。 

四、檢查水池、水塔、飲水機等相關用水設備是否受損，改善學校飲用水設施，

使飲用水能達到法定之標準，視為當務之急。 

五、若校園需分區輪流供水，或請求運水車調度支援，則在各區分別設置三到五

個供水站。 

六、處理完畢後，再逐樓各區域恢復供電，不要同時供電供水，儘量以小單位恢

復供應為準，這樣才能逐一確認是否有問題。 

七、先行搶修損壞之水、電管線，減少漏水及漏電危害，再復原校區全面供水供

電。 

八、恢復電力改善學生的讀書環境。 

九、立即通知相關業者(如自來水公司及台灣電力公司…等)，派遣專業技術人員

緊急檢查所管設施、設備，掌握其受損情形，並對設施、設備與維生管線進

行緊急修復及供應之措施，以防止二次災害，確保師生之正常生活。 

十、調查災情，提報搶修預算，追蹤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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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第十一第十一第十一篇篇篇篇 計畫實施與考核計畫實施與考核計畫實施與考核計畫實施與考核 

11.1 計畫實施計畫實施計畫實施計畫實施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之考核實行，除校內自評外，並邀請縣市教育局人員、學

者進行審查，掌握教育局及學者建議的重心，進而確立未來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改

進的方向與實施要領。 

一、評估之時機 

於每年年底完成本校災害防救計畫之評估作業。並將評估後之建議確實紀

錄，以作為改進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之依據。 

二、評估之範圍 

本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之各編內容之重點執行工作。其範圍包括：地震災

害、颱風、水災災害、坡地災害、火災、傳染病災害、實驗室與實習場所災害、

校園安全工作事項等。 

三、評估之方式 

(一)填報自評表 

由校長及各處室主任填寫績效考核表內容。 

(二)文件審查 

本校依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之內容準備相關文件，邀請縣市教育局人員、學者

進行審查，於既定之日期及地點完成審查評估工作。 

11.2 績效考核績效考核績效考核績效考核 

學校依照表 11-2-1 績效考核表之內容評估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並於備註欄

中撰寫改進方法，並修正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分數計算上，以完整給予 2 分，待

改進為 1 分，無則為 0 分，選擇不須此項，則該項不列入成績考量。合計分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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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後求加權分數，加權分數=合計/(項目*2)*100，求得分數即為學校校園災害防

救計畫之得分。96-100 優等、91-95 甲等、86-90 乙等、81-85 丙等，80 以下為丁

等。 

表 11-2-1、 表 

評估 目 評估 點 評估內容 評分 註 

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

織與通報 

對校內之人力資

源 分組，

辦 應 負 之 工

作。 

有，已 。 

有， 。 

。 

不 。 

  

災害防救資料蒐集 蒐集校內之災害

資料、校園平面

圖、各棟建物樓層

平面圖及 年

災害統計、校內災

害特 分 。 

有，已 。 

有， 。 

。 

不 。 

  

校園災害防救教育

 

學期中有 學

前來教導防災 識

防 員教

防災設 使用

。 

有，已 。 

有， 。 

。 

不 。 

  

校園災害防救  本年度有 對不

災害 2 場 。 

有，已 。 

有， 。 

。 

不 。 

  

校園災害防救計 操

編  

對災害編 操

提 校園之防災

力。 

有，已 。 

有， 。 

。 

不 。 

  

通

 

搶救災物資 與分

配 

關防災

含鞄人防護 、

鞈搶救工 、急

救 、 全 制

用工 以及通訊

。 

有，已 。 

有， 。 

。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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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災民收容所

與  

災民收容場所

有 理之場所之

。 

有，已 。 

有， 。 

。 

不 。 

  

校園 建物與

設 之  

建物 ，

設 置

。 

有，已 。 

有， 。 

。 

不 。 

  

平 防工作  調 校園 指

。 

有，已 。 

有， 。 

。 

不 。 

  

災害應變  建立應變

立各分組災 之工

作 應變。 

有，已 。 

有， 。 

。 

不 。 

  

災情通報 建立通報 依

災 害 分 級 通

報。 

有，已 。 

有， 。 

。 

不 。 

  

避難疏散之 與

 

避難疏散路韬

設置引導人員。 

有，已 。 

有， 。 

。 

不 。 

  

急救護與救助 急救護 有

建立重傷外送之

制。 

有，已 。 

有， 。 

。 

不 。 

  

摛 建物與設 之

 

對摛 之建物設

立 員

。 

有，已 。 

有， 。 

。 

不 。 

  

地

災

害

災

與

應

變

 

動 區 與韑長

之協助 

建立周 區

與韑長之 方

有協助之 制。 

有，已 。 

有， 。 

。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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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防工作  調 校園 指

。 

有，已 。 

有， 。 

。 

不 。 

  

災  發 災害 ，

校內 災

作摇， 災害

來之 。 

有，已 。 

有， 。 

。 

不 。 

  

災害應變  建立應變

立各分組災 之工

作 應變。 

有，已 。 

有， 。 

。 

不 。 

  

災情通報 建立通報 依

災 害 分 級 通

報。 

有，已 。 

有， 。 

。 

不 。 

  

避難疏散之 與

 

避難疏散路韬

設置引導人員。 

有，已 。 

有， 。 

。 

不 。 

  

急救護與救助 急救護 有

建立重傷外送之

制。 

有，已 。 

有， 。 

。 

不 。 

  

風

、

災

災

與

應

變

 

動 區 與韑長

之協助 

建立周 區

與韑長之 方

有協助之 制。 

有，已 。 

有， 。 

。 

不 。 

  

平 防工作  調 校園 指

，

設置邊 全

設 。 

有，已 。 

有， 。 

。 

不 。 

  

地

災

害

災

與

害

災  發 災害 ，

校內 災

作摇， 災害

來之 。 

有，已 。 

有， 。 

。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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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應變  建立應變

立各分組災 之工

作 應變。 

有，已 。 

有， 。 

。 

不 。 

  

災情通報 建立通報 依

災 害 分 級 通

報。 

有，已 。 

有， 。 

。 

不 。 

  

避難疏散之 與

 

避難疏散路韬

設置引導人員。 

有，已 。 

有， 。 

。 

不 。 

  

急救護與救助 急救護 有

建立重傷外送之

制。 

有，已 。 

有， 。 

。 

不 。 

  

應

變

 

摛 建物與設 之

 

對摛 之建物設

立 員

。 

有，已 。 

有， 。 

。 

不 。 

  

平 防工作  調 校園 指

。 

有，已 。 

有， 。 

。 

不 。 

  

災害應變  建立應變

立各分組災 之工

作 應變。 

有，已 。 

有， 。 

。 

不 。 

  

災情通報 建立通報 依

災 害 分 級 通

報。 

有，已 。 

有， 。 

。 

不 。 

  

災

災

與

應

變

 

避難疏散之 與

 

避難疏散路韬

設置引導人員。 

有，已 。 

有， 。 

。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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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摧 與 急救護 急救護 有

建立重傷外送之

制。 

有，已 。 

有， 。 

。 

不 。 

  

平 防工作  調 校園 指

。 

有，已 。 

有， 。 

。 

不 。 

  

災害應變  建立應變

立各分組災 之工

作 應變。 

有，已 。 

有， 。 

。 

不 。 

  

災情通報 建立通報 依

災 害 分 級 通

報。 

有，已 。 

有， 。 

。 

不 。 

  

校園 制 制人員 設

立 鞠，

校外 情 校

內。 

有，已 。 

有， 。 

。 

不 。 

  

校園 情  之師生

有搼

患 。 

有，已 。 

有， 。 

。 

不 。 

  

傳

災

害

災

與

應

變

 

患 送醫與  患 外送 對

校 園

。 

有，已 。 

有， 。 

。 

不 。 

  

平 防工作  調 校園 指

。 

有，已 。 

有， 。 

。 

不 。 

  

室

與

場

所

災害應變  建立應變

立各分組災 之工

作 應變。 

有，已 。 

有， 。 

。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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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通報 建立通報 依

災 害 分 級 通

報。 

有，已 。 

有， 。 

。 

不 。 

  

避難疏散之 與

 

避難疏散路韬

設置引導人員。 

有，已 。 

有， 。 

。 

不 。 

  

災

害

災

與

應

變

 急救護與救助 急救護 有

建立重傷外送之

制。 

有，已 。 

有， 。 

。 

不 。 

  

間及 間 全 護

 

人 員 日

班， 災害立

通報應變。 

有，已 。 

有， 。 

。 

不 。 

  

餐 生 全 理

 

期 校內餐

靪、不 期

餐 之 生。 

有，已 。 

有， 。 

。 

不 。 

  

防 校內 力

件  

學生言

學生間之 ，

制 之人

員， 與外校人

之 。 

有，已 。 

有， 。 

。 

不 。 

  

防 處理  學、 日

校內教室

之風

人員 。 

有，已 。 

有， 。 

。 

不 。 

  

急 與 學之處

理 

韑長 急

之方 ， 導學

生 韑。 

有，已 。 

有， 。 

。 

不 。 

  

校

園

全

工

作

 

 

急疏散之處理(有

體、摶 ) 

人員 調 鞝

。 

有，已 。 

有， 。 

。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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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全 理  制 人 員 宿

舍，設置 防避難

設 。 

有，已 。 

有， 。 

。 

不 。 

  

受災學生心 輔導 曾 難 於受

災 場之學生，

話內容 期

， 已

災害 。 

有，已 。 

有， 。 

。 

不 。 

  

學校 生之 護 物處理、

護避 發

災害。 

有，已 。 

有， 。 

。 

不 。 

  

學生 計 、補

計  

補 、

地 點 及 導

師。 

有，已 。 

有， 。 

。 

不 。 

  

災

害

鞝

工

作

 

供 與供電等 急處

理 

外 協助

校內 電。 

有，已 。 

有， 。 

。 

不 。 

  

總   

分數   

配分 ： 

1.有，已 ：2 分。有， ：1 分。 ：0 分。不 ：--， 不 分數計 。 

2. 分數 總/( 目 2)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