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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臺灣位處西太平洋颱風區及環太平洋地震帶上，近百年來平均每年約遭受 

3.6 次颱風侵襲，亦曾發生成災地震（如921全台大地震），加上近來土地過度開

發、都市化範圍不斷擴大、經濟高度成長及社會快速變遷等因素，導致災害呈

複合性型態發生。有鑑於此，為防範未然，研提有效的災害整備、應變、重建

等對策，方為積極之作法。爰依災害防救法研訂本鎮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以作

為未來災害防救工作執行方針。 

第一節 計畫概述 

一、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

二、目的 

為健全災害防救體系，強化災害之預防、災害發生時之緊急應變及災後之

復原重建措施，由後龍鎮公所（以下簡稱本所）擬訂本計畫，提供本所各單位

執行災害防救事務之依據，以提升鎮民災害防救意識、減輕災害損失、保障民

眾生命財產安全。 

三、架構及內容 

本計畫計分為五個部分，包括總則、災害預防、災害緊急應變、災後復原

重建及附錄等項目，除總則外，餘係基於不同類型災害（如風災、水災、震災、

旱災、寒害、土石流災害等天然災害，以及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

電線路災害、礦災、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森林火災、毒性化學物質災

害等），在災前預防、整備、災時應變、災後重建等各階段災害防救工作的對策

與措施，以供本所各單位遵循或參考使用，以健全推動落實災害防救體系， 

俾能減少災害發生與民眾生命財產損失，進而建立低災害風險並邁向永續發展

之城鄉與家園。 

四、與其他計畫間之關係 

本計畫係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及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相關災害

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潛勢特性，擬訂後龍鎮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經本鎮災

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並報苗栗縣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五、實施步驟 

針對本所主管之災害，規定各單位平時應執行災害預防、災時緊急應變措

施與災後復原重建機制，以因應災害防救任務需求。支付災害救助、災害應變

及災害防救所需經費，應確實依災害防救法第四十三條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

定，本移緩濟急原則籌措財源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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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本鎮地區特性 

一、自然條件 

（一）地理位置與面積： 

地理位置與面積：後龍鎮為苗栗縣轄內四個濱海市鎮之一，位於苗栗縣西

方，西瀕台灣海峽，北接造橋鄉，竹南鎮，南與西湖鄉為鄰，東與苗栗市、頭

屋鄉為界，地形有如飛翔中之蝴蝶，由後龍溪、中港溪與西湖溪流域之出海口

所沖積形成砂質土壤之丘陵地，東西最大距離約十公里，南北最長寬幅約二十

公里，總面積為七五．八○九平方公里，面積居苗栗縣第八位。 

（二）氣候: 

後龍鎮位屬亞熱帶氣候區，年平均氣溫約 22.0℃，以七~八月為最高，一~ 

二月為最低；雨量集中於夏季六月上旬至九月末，年降雨量約 1,761 公厘；年平

均相對濕度約 82.3﹪；風向主要受季風影響，東北季風於每年十月下旬迄翌年

三月中旬沿著台灣海峽，經後龍溪由西至東直接吹向特定區，初步估算其年平

均風速約 2.7 公尺/秒，而十二月之平均風速可達 3.0 公尺/秒以上。氣候屬海洋

性氣候，秋冬季有強勁之東北季風吹襲。 

二、社會條件 

人口是構成社會之主體，舉凡社會中各種活動，均因人而生，各種活動所

產生的問題，也因人而起，所以在本鎮防災的規劃過程中，人口發展現象與問

題的分析成為基本的工作。而從人口結構、社會屬性的分析可了解發展的特性， 

經由分析所得結果，將可作為都市區域及防災建設的基準。 

（一）人口概況 

依據苗栗縣戶政服務網之統計資料，資料如表 1.1。 

 

 表1、後龍鎮人口統計表（單位：人） 
 

村里別 鄰數 戶數 男 女 合計（男+女） 

中和里 22 470 587 468 1055 

中龍里 20 299 445 417 862 

北龍里 11 553 728 729 1457 

南港里 19 490 707 543 1250 

南龍里 24 560 826 789 1615 

埔頂里 21 969 1626 1444 3070 

外埔里 16 410 595 453 1048 

大山里 14 573 824 773 1597 

大庄里 22 1727 2665 2509 5174 

復興里 12 253 399 341 740 

新民里 15 477 722 732 1454 

東明里 15 598 855 760 1615 

校椅里 12 613 760 710 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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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別 鄰數 戶數 男 女 合計（男+女） 

水尾里 12 404 579 522 1101 

海埔里 16 376 511 448 959 

海寶里 13 386 603 468 1071 

溪洲里 15 817 1258 1227 2485 

灣寶里 13 488 729 587 1316 

福寧里 12 270 428 336 764 

秀水里 10 254 386 323 709 

豐富里 16 491 717 664 1381 

龍坑里 20 521 763 629 1392 

龍津里 17 228 345 286 631 

總計 367 12227 18058 16158 34216 

資料來源:苗栗縣戶政服務網112年4月 

（二）發展概況： 

本鎮轄區有(1)後龍鎮擴大都市計劃區；(2)外埔漁港特定區，土地廣闊，生

活空間舒適，除在後龍鎮擴大都市計劃區中心地帶人口比較密集外，其他地方

人口適中，為一農業部落形態之社區，空氣良好，水資源充足，是為良好之居

住環境。 

第三節 災害潛勢分析與歷史災情說明 

一、後龍鎮災害潛勢分析 

後龍鎮各里天然災害資料如表 2 所示；相關災害潛勢圖同下所示。首先海

嘯災害部分，本鎮並無海嘯災害影響地區，但考量鄰近海溝可能發生之地震規

模，因此以「馬尼拉海溝地震事件」與「琉球海溝地震事件」作為評估依據進

行情災害潛勢分析；坡地災害部分採用地調所順向坡、崩塌及落石潛勢圖層，

坡地災害潛勢值是以(NCDR)公布各里坡地災害雨量警戒值為主； 土石流災害

是以水保局公告土石流潛勢溪流圖層，警戒值是以各里之警戒基準值為主；淹

水災害採用 NCDR 公布苗栗縣地區累積雨量 350mm、400mm 及650mm 之淹水

潛勢圖，以該村里範圍內發生淹水之最低累積雨量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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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而言，本鎮以淹水災害為主，少數里具有坡地災害潛勢，淹水災害以

後龍溪、西湖溪等溪流下流出海口處之淹水災害為主，各里發生淹水災害之累

積雨量如下表所列；坡地災害分布於中和里、南港里、埔頂里、東明里、校椅

里、龍坑里等建議警戒值為累積雨量 415mm，其餘皆無坡地災害潛勢；後龍鎮

各里災害警戒標準如下表1.2、1.3所示；相關災害潛勢圖如下圖 1.1 至圖 1.3 

所示： 

 表1、1後龍鎮各里警戒標準 

村里別 坡地災害 土石流災害 

南龍里 - - 

中龍里 - - 

北龍里 - - 

大庄里 - - 

溪洲里 - - 

豐富里 - - 

校椅里 警戒值 415mm - 

埔頂里 警戒值 415mm - 

新民里 - - 

復興里 - - 

東明里 警戒值 415mm - 

大山里 - - 

灣寶里 - - 

海寶里 - - 

外埔里 - - 

海埔里 - - 

秀水里 - - 

水尾里 - - 

龍津里 - - 

龍坑里 警戒值 415mm - 

福寧里 - - 

中和里 警戒值 415mm - 

南港里 警戒值 415mm - 
 

 表1、2後龍鎮淹水災害警戒值（mm） 

影響範圍 二級警戒 一級警戒 

WarinCountryAreaName 1hr 3hr 6hr 12hr 24hr 1hr 3hr 6hr 12hr 24hr 

豐富里,南龍里,新民

里,龍坑里,外埔里,大

庄里 

60 120 160 250 300 70 130 180 28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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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後龍鎮 250mm 淹水潛勢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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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後龍鎮 300mm 淹水潛勢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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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後龍鎮 350mm 淹水潛勢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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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後龍鎮坡地潛勢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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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後龍鎮海嘯潛勢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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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災害對建物區影響評估 

以國土測繪中心 2006 年國土調查成果中，建築與公共設施使用土地做為建

物區，評估淹水(表中灰底部分)與坡地等自然災害對各村里內部分建物區影響程

度如下： 

 表1、3後龍鎮內自然災害對建物區影響評估統計表 
 
 

村里 

 
 

總面積 

 
 

建物面積 

 
 

比例 

 
累積 

350mm 

 
累積 

400mm 

 
累積 

650mm 

土石

流影

響範 

圍 

 
岩屑

崩滑 

 
岩體

滑動 

 
落

石 

 
順向坡 

海寶里 5,199,055 282,336 5.4% 48,056 44,856 91,445 0 3,623 0 0 0 

大山里 5,776,582 438,894 7.6% 16,000 16,000 23,437 0 2,688 0 0 0 

外埔里 2,782,016 401,493 14.4% 387,181 403,181 587,774 0 0 0 0 0 

海埔里 1,888,969 222,513 11.8% 9,619 9,619 136,212 0 0 0 0 0 

灣寶里 3,153,489 258,769 8.2% 0 0 17,390 0 0 0 0 0 

秀水里 2,305,559 217,316 9.4% 198,469 182,945 722,540 0 0 0 0 0 

東明里 4,240,624 582,747 13.7% 93,121 89,921 117,124 0 0 0 0 0 

水尾里 1,735,214 188,382 10.9% 824,977 725,843 1,436,962 0 0 0 0 0 

埔頂里 3,412,159 429,052 12.6% 20,577 19,593 54,288 0 906 0 0 0 

龍津里 3,762,175 177,286 4.7% 36,574 30,135 52,763 0 3,032 0 0 0 

大庄里 2,345,249 369,572 15.8% 254,005 239,450 385,709 0 0 0 0 0 

龍坑里 9,579,349 624,654 6.5% 239,393 216,966 596,479 0 42,914 0 0 0 

校椅里 1,621,901 187,640 11.6% 92,082 87,356 201,450 0 0 0 0 0 

福寧里 5,618,523 230,597 4.1% 245,248 205,717 346,763 0 6,344 0 0 0 

中和里 8,162,831 359,318 4.4% 478,775 409,506 768,971 0 1,343 0 0 114,406 

豐富里 3,044,570 235,567 7.7% 74,273 59,498 351,141 0 0 0 0 0 

南港里 7,136,944 328,123 4.6% 0 0 0 0 1,967 0 0 160,001 

溪洲里 3,679,660 476,235 12.9% 1,181,309 1,095,392 1,491,632 0 0 0 0 0 

南龍里 1,232,997 175,844 14.3% 562,906 536,349 646,228 0 0 0 0 0 

北龍里 303,591 123,134 40.6% 61,795 58,587 113,454 0 0 0 0 0 

復興里 1,043,093 83,516 8.0% 403,903 373,042 506,433 0 0 0 0 0 

新民里 393,244 115,257 29.3% 0 0 13,344 0 0 0 0 0 

中龍里 105,292 59,867 56.9% 2,974 4,574 19,480 0 0 0 0 0 

註：表中面積單位為平方公尺

後龍鎮區內部分建物區累積雨量達 350mm 時已過半數里受淹水災害影響， 

當累積雨量達 650mm 時全部村里皆受淹水災害影響；坡地災害部分，僅龍津里

與龍坑里內少數建物位於坡地災害潛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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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鎮各單位暨各相關機關〈單位〉防災業務權責 

一、指揮官（鎮長）：綜理本鎮災害防救指揮事宜。 

二、副指揮官（主任秘書）：襄助指揮官處理本鎮災害防救各項事宜。

三、執行單位： 

（一）民政課： 

1. 辦理民政系統災情查報、通報事項。 

2. 協調辦理國軍支援執行災害搶修、搶救、搶險等各項宜。 

3. 提供國軍戰情系統蒐集之災情資料事項。 

4. 查報並加強村里防災教育宣導及其他有關民政事項。                 

(二)社會福利課： 

1. 辦理臨時災民收容及人員傷亡、失蹤、住屋倒毀救助事宜。 

2. 辦理災民生活救濟、救急物資儲備、運用、供給事項。 

3. 辦理各界捐贈救災物質之接受與轉發事項。 

4. 辦理其他社會救助（濟）有關事項。 

（三）財行課： 

1. 辦理災害準備金預算編審、提列及預算分配之核定，庫款撥付事宜。 

2. 協助辦理有關金融機構配合辦理災區金融優惠融通事項。 

3. 協助辦理鎮有建地災害業務事宜。 

4. 協助業務主管單位會同複堪災害工程及動支「災害準備金」核定事宜。 

5. 辦理有關災害稅捐減免事宜。 

（四）建設課： 

1. 辦理公民營事業有關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等防災措施、搶

修、維護及災情查報事項。 

2. 辦理公民營事業有關公用氣體、油料與電力、電信、自來水供應之協

調事項。 

3. 辦理營建工程災害、道路、橋樑、水利及防洪設施緊急搶修事項。 

4. 辦理受災建築物相關設施處理及動員專家技術人員、營繕機械協助救

災事宜。 

5. 辦理本鎮風景區災害搶修、搶險及其他有關災害時建設事項。 

6. 協調各港埠防救災害及其他有關事項。 

（五）農業課： 

1. 辦理有關農、林、漁、牧及農田水利災害緊急搶救及災情查報、通報

及善後處理事宜。 

2. 辦理救災糧食之儲備、供給、運用事宜。 

3. 辦理土石流及山坡地範圍內治山防洪野溪工程搶修、搶險、預警訊息

傳遞、處理等事宜。 

4. 其他有關農業災害處理事宜。 

（六）人事室、政風室： 

1. 督考本中心各機關進駐、處理災害防救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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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有關停止上班（課）事項。 

（七）財行課： 

1. 執行災害預警、準備、應變、復原重建等新聞發佈事項。 

2. 協調傳播媒體協助蒐集、報導災情及緊急應變相關資訊。 

3. 其他有關新聞業務事項。 

（八）主計室： 

協調各單位確實依「重大天然災害搶救復建經費簡化會計手續處理

要點」，配合協助各機關辦理災害搶救。 

（九）清潔隊： 

1. 辦理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搶救相關事宜。 

2. 辦理災區環境消毒、廢棄物清理及污泥清除、排水溝、垃圾堆（場） 

及戶外公共場所之消毒事項。 

3. 協助調度流動廁所事項。 

4. 辦理災後嚴重污染區之隔離、處理及追蹤管制事項。 

5. 辦理消毒藥品、器材之支援、供應及其他有關環保事項。 

6. 救、善後復原等經費核支事項。 

（十）後龍分駐所及新港派出所、大山派出所、外埔派出所、聯港派出所、南

勢派出所等五個單位： 

1. 辦理警政系統災情查報、通報等事項。 

2. 辦理有關災區警戒、管制、治安維護、交通疏導、犯罪偵防等事宜。 

3. 協助罹難者屍體相驗及失蹤者ＤＮＡ採驗、協尋等相關事項。 

4. 執行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一條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等事宜。 

5. 協調辦理有關外國人民事故處理。 

6. 其他有關警務事項。 

（十一）後龍消防分隊： 

1. 辦理消防系統災情查報、通報等事項。 

2. 辦理災害預報、警報、搶救，災情蒐集、彙整及通報事項。 

3. 辦理有關防救災整備、災害搶救、緊急救護等相關事宜。 

4. 辦理有關災害人命搶救、搜救相關事宜。 

5. 其他有關消防救災事項。 

（十二）後龍鎮衛生所： 

1. 辦理災區防疫及居民保健事項。 

2. 辦理緊急醫療及後續醫療照護事項。 

3. 辦理災區藥品醫材調度事項。 

4. 辦理災後食品衛生、飲用水安全及家戶環境衛生處理事項。 

（十三）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後龍服務所： 

1. 負責電力管線檢修維護及緊急搶修等防救災應變事宜。 

2. 統籌協調供電緊應變措施之實施事項。 

（十四）裕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瓦斯管線、瓦斯站檢修維護及緊急搶修等防救災應變協調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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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苗栗營運處： 

負責電信管線檢修維護及緊急搶修等防救災應變事宜。 

（十六）台灣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後龍加油站： 

        負責油管線路、加油站檢修維護及緊急搶修等防救災害應變協調事宜。 

  (十七)後龍鎮户政事務所： 

災民身分認定及申請戶籍資料等相關事宜。 

   (十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苗栗管理處： 

負責農田水利災害防救等相關事宜 

   (十九)殯葬管理所： 

         辦理罹難者祭儀、屍體處理等各項事宜。 

第五節 計畫之訂定實施程序 

本計畫經本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並報苗栗縣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第六節 計畫檢討之期程與時機 

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八條規定，本鎮每二年應依相關災害防救計畫 

與地區災害發生狀況及災害潛勢特性等進行勘查、評估，檢討地區災害防 

救計畫；必要時，得隨時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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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災害預防 

第一節 規劃避難收容處所、路線、防災據點等防災因應措施確保維生

管線設施 

一、避難收容 

考慮地區災害潛勢特性，透過土地利用之規劃，建造一個較安全之城鄉； 

且積極規劃避難場所、避難路線、防災據點等防災因應措施。 

（一）考量災害、人口分佈、地形狀況，事先指定適當地點做為災民避難場

所、避難路線，宣導民眾周知，並定期動員居民進行防災演練，對老

人、幼童、身心障礙等弱勢族群應優先協助。 

（二）在避難場所或其附近設置儲水槽、臨時廁所及傳達資訊與連絡之電信

通訊設備；並應規劃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炊事用具之儲備。 

（三）訂定有關避難場所使用管理頇知，並宣導民眾周知。 

（四）掌握搭建臨時收容所所需物資之供應量，並事先建立調度、供應體制。 

（五）事先調查可供搭建臨時收容所之用地。 

（六）加強對都市計畫避難場所、設施、路線之規劃設計： 

1. 加強對都市計畫避難場所、路線、設施之規劃設計。 

2. 定期通盤檢討都市計畫，加強規劃設計新擬都市計畫。 

3. 確實提昇災害防救據點建築物之安全性。 

4. 確實劃設防災避難圈，以有效檢討防災空間之設置、規模及機能並提昇 

5. 緊急救援及應變能力。 

（七）加強推動供弱勢族群使用的醫院、老人安養中心等場所之防災整備。 

（八）配合道路整建、確保消防救災路線之通暢：配合市區道路改善工程， 

加速拓寬各都市計畫區內消防車無法進入之巷道。對於違規建築物佔

有巷道情形，依法查報拆除。 

（九）事先與運輸業者訂定協議，以便順利緊急運送。 

（十）儘量確保交通號誌、資訊看板等道路設施於災害中之安全，並規劃災

時道路交通管制措施。 

第二節 防災教育與訓練 

一、防災意識之提昇 

蒐集風災、水災、地震災害及其他災害之相關資訊，及以往發生災害事例，  

研擬災害防救對策，依地區災害潛勢特性與季節發生狀況，訂定各種災害 

防救教育宣導實施計畫，分階段執行；並定期檢討，以強化民眾防災觀念， 

建立自保自救及救人之基本防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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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災知識之推廣 

（一）進行災害潛勢、危險度及境況模擬之調查分析，適時告知民眾準備緊

急民生用品及攜帶品，並教導災時應採取的緊急應變及避難行動等防

災知識。 

（二）推動各級學校從事防災知識教育。

三、防災訓練之實施 

（一）透過防災週等活動，實施防災訓練。 

（二）事先模擬各種災害發生之狀況與災害應變措施，定期與相關機關所屬

人員、居民、團體、公司、廠場等共同參與訓練及演習。對高齡者、

身心障礙者、嬰幼兒及外國人等災害避難弱勢族群，應規劃實施特殊

防災訓練。 

第三節 防災訓練、演習 

一、各相關機關與公共事業密切聯繫，模擬大規模風災、水災、地震災害及其

他災害實施演習、訓練。 

二、各相關機關及公共事業與國軍、社區災害防救團體、民間災害防救志願組

織、企業等密切聯繫，並實施演練。 

三、各相關機關與公共事業辦理災害防救演練時，應模擬各種風災、水災、地

震災害及其他各種災害狀況，以強化應變處置能力，並於演練後檢討評估， 

供作災害防救之參考。 

第四節 物資儲備 

一、推估大規模風災、水災、地震災害及其他災害時，所需食物、飲用水與生

活必需品之種類、數量，並訂定調度與供應計畫；計畫中應考慮儲備地點

適當性、儲備方式完善性、儲備建築物安全性等因素。 

二、整備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生活必需品及電信通訊設施之儲備與調度

事宜。 

第五節 災害防救經費 

一、災害防救所需經費之編列及執行依災害防救法（第四十三條至四十七條規

定）第四十三條實施本法災害防救之經費，由各級政府按本法所定應辦事

項，依法編列預算。 

二、防救天然災害之經費應優先就各單位原核定預算內核實支付，如原則預算

不敷支應或無相關經費可勻支時，再行專案報府核撥。各級天然災害之值

勤（班）工作人員加班費，如於辦公時間外留守，各單位按實際加班時數

核實支給，不限班次。但不得再發給午餐費。 

三、執行本項計畫有關經費由權責機關自行編列預算，但災害重大超出編列預

算時，得報請本所動支預備金或追加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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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災情蒐集通報 

一、災情蒐集、通報與分析應用 

（一）建立多元化災情通報管道，建立各機關間災情蒐集及通報聯繫體制。 

（二）建立災害現場蒐集通報機制，視需要整備先進科技系統之運用。 

（三）視需要規劃衛星通訊、資訊網路、無線電通訊等設施之運用，以蒐集

來自民間企業、傳播媒體及民眾等多方面之災情。 

二、通訊設施之確保 

（一）確保災害時通訊之暢通，應視需要規劃通訊系統停電、損壞替代方案、通

訊線路數位化、多元化、CATV 電纜地下化、有線、無線、衛星傳輸對

策。 

（二）定期辦理通訊設施檢查、測試、操作訓練，並模擬斷訊或大量使用時

之應變作為。 

（三）建構防災通訊網路，以確保將災害現場的資料傳達給災害應變中心及

防災有關機關。 

（四）規劃民眾行動電話、無線電系統，於災害發生時之運作模式。 

三、災情分析應用 

平時蒐集防災有關資訊，建置災害防救資訊系統。 

四、各機關對自有電腦電訊設施或資料資訊庫應設置支援系統，並推動企業安全 

    自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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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都市防災規劃 

一、設施管理權人對於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學校、醫療機構、警察、消防等

緊急應變上之重要設施，應特別考量耐風災與水災之安全。 

二、採取有效管理對策以防止因強風而產生墜落物。

三、積極推動現有建築物之耐震評估或補強等對策。 

四、加強推動住宅、重要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災害防救設施、設備之檢查、補

強、維護工作。 

第八節 災害時危險區域之強化 

一、依據災害防救對策之研究運用災害防救科技研究成果，進行災害防救對策

之研擬及推動。 

二、資料蒐集加強災害及災害防救對策基本資料之蒐集。 

三、災情分析應用平時蒐集災時危險區域及防災有關資訊，建置災害防救資訊

系統，供民眾參考查閱。 

第九節 建築物災害預防 

一、設施管理權人對於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學校、醫療機構、警察、消防等

緊急應變上之重要設施，應特別考量耐風災、水災及地震災害之安全。 

二、採取有效管理對策以防止因強風而產生墜落物。

三、積極推動現有建築物之耐震評估或補強等對策。 

四、加強推動住宅、重要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災害防救設施、設備之檢查、補

強、維護工作。 

五、確保下水道、工業用水道、電力、瓦斯、電信及廢棄物處理設施之安全， 

並規劃多元替代方案及都市災害防救機能之改善措施。 

六、配合推動老舊建築物及木造建築物密集地區之都市改建：依據都市更新方

案推動老舊建築物及木造建築物密集地區之都市改建，並納入本區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 

第十節 與其他機關相互支援 

一、跨鄉鎮市之支援：視災害規模，必要時依事先訂定之相互支援協定，請求

鄰近鄉鎮公所支援，或向縣災害應變中心請求支援。 

二、國軍之支援：依災情判斷，無法因應災害處理，需申請當地國軍支援時， 

應依協定管道申請，當地國軍接受申請時，應依申請事項及軍力所蒐集災

情研判後，派遣適當部隊、裝備支援協助。 

三、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之動員：地區發生重大災害，情況嚴重緊急時，得

依有關規定動員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進行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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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災害緊急應變 

第一節 災害預報及警報 

一、風災與水災之預報及警報發布、傳遞 

（一）依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天氣監測資料，預測即將有颱風侵襲或豪（大） 

雨發生時，應運用大眾傳播媒體及網路，將颱風未來路徑、豪（大） 

雨及可能發生災害之地區等警報資訊周知民眾，使本所能依既定災害

防救計畫確實整備。 

（二）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第二、三河川局、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三區管理處洪

水監測資訊，發布洪水預警警報時， 並通報本鎮災害防救相關機關（單位）

及早因應水災。 

二、居民避難引導 

（一）依氣象預報警訊，對可能發生水患、土石流災害地區實施警戒措施； 

至研判可能發生危害時，應對居民進行避難勸告或指示撤離，必要時

申請直昇機、船舶等交通工具配合運送。 

（二）有災害發生之虞時，應視需要開設避難收容場所，並告知民眾。 

（三）在可能發生災害地區，對弱勢族群聚集場所，應優先實施避難勸告。

三、災害防範措施 

預測可能發生災害時，河川排水、水庫等管理人員應主動採取必要之應變 

措施，蓄水及排洪設施調節洩洪時，應事先通知有關機關及本鎮災害應變中心，  

採取必要之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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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災害宣傳 

一、災情之蒐集、通報 

（一）於災害發生初期，應多方面蒐集災害現場狀況、維生管線受損情形、

醫療機構療傷人數情況等相關資訊。 

（二）在發生大規模風災、水災或地震災害及其他重大災害時，視需要申請

飛機、直昇機蒐集災情，並運用影像資訊等方式掌握災害境況。 

（三）各相關機關利用相關災害評估及監測系統，快速分析評估災害規模。 

（四）災害發生初期即透過消防、警察、民政等系統進行災情蒐集及損失查

報工作，並通報本鎮災害應變中心及相關機關。 

（五）應將緊急應變辦理情形與災害應變中心設置運作狀況，分別通報上級

有關機關與鎮長。 

二、通訊之確保 

（一）在災害初期，應對通訊設施進行功能確認，設施故障時立即派員修復， 

以維通訊良好運作。 

（二）災害時，得採取有效通訊管制措施，並妥善分配有限之通訊資源。 

三、掌握災情，迅速且確實把災情、警訊等訊息，利用公所跑馬燈、社區廣播 

系統由村里長、幹事傳達給民眾。 

第三節 避難疏散 

一、避難或強制撤離 

災害發生時，應以人命安全為優先考量，實施當地居民之避難勸告或指示  

撤離，並提供避難場所、避難路線、危險處所、災害概況及其他有利避難 

之資訊。 

二、避難收容處所 

（一）災害發生時，應視需要開設避難場所，並宣導民眾週知；必要時得增

設避難場所。 

（二）妥善管理避難場所，規劃避難場所資訊的傳達、食物及飲用水的供應、分

配、環境清掃等事項，並謀求受災民眾、當地居民或社區災害防救團

體等志工之協助；必要時得請求鄰近地方政府支援。 

（三）隨時掌握各避難場所有關避難者身心狀態之相關資訊，並維護避難場

所良好的生活環境。 

三、跨縣市避難收容處所 

依受災民眾的避難、收容情況判斷，有必要辦理受災區外之跨縣市避難收   

容時，得透過苗栗縣災害應變中心或直接對避難收容相關機關（內政部、 

經濟部、國防部、教育部、交通部、農委會及相關縣市等）請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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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弱勢族群照顧 

（一）充分關心避難場所與臨時收容所之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等弱勢族群之生

活環境及健康狀態之照顧，辦理臨時收容所之優先遷入及設置老年或

身心障礙者臨時收容所。對無助老人或幼童應安置於安養或育幼等社

會福利機構。 

（二）對受災之學生應立即安排至附近其他學校或設置臨時教室就學，或直

接在家施教，並進行心理輔導以安撫學童心靈。 

第四節 災害應變器材、機械現況之掌握及徵用 

一、搜救行動所需之裝備、器材，平時應定時予以保養，隨時保持最佳狀況， 

執行搜救行動時，原則上由負責該行動之機關攜帶前往。 

二、各相關機關（單位）平時應與協力廠商訂定支援協定並造冊列管，於災害

必要時，徵調人員及徵用搜救裝備、機具、器材及車輛等協助救災，以利

搜救行動。 

第五節 民生物資與重建資材供應、分配 

一、調度、供應之協調 

災害應變中心或相關機關（單位）應辦理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生活 

必需品及重建資材之調度、供應之整備協調事宜。 

二、調度、供應之支援 

於供應物資不足，需要調度時，得請求上級苗栗縣災害應變中心或中央機 

關（經濟部、衛生福利部、農委會、交通部、內政部等）申請調度。 

三、民間業者之協助 

視需要協調民間業者協助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生活必需品及重建資

材之供應。 

第六節 動物管理及飼料供給 

一、飼養場所安全、衛生及防疫措施 

遇有災害導致家畜死亡，數量少時以掩埋方式或由牧場自備之焚化爐自行 

焚化，數量多時由本鎮農業暨觀光課協助委由鄰近家畜加工廠處理，並組 

織消毒隊，分區分組實施緊急畜舍全面消毒，以防止疾病蔓延。 

二、飼料安全衛生措施 

為確保飼料品質及保障家畜家禽健康，飼料品質及衛生管理極為重要，平 

時由相關單位依據飼料管理法規定，嚴格執行抽查飼料品質，並取締不合 

格之飼料廠商。如發生重大災害時，飼料廠商應將飼料及包裝袋集中放置安全 

地點， 預防受到火災及水患之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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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遺體處理 

一、相關單位（殯葬所、社政單位、分駐派出所）應即時協調地方檢察機關儘速

進行罹難者屍體相驗工作，警察機關並協助罹難者 DNA 比對，並妥適處理

遺物，實施靈柩之調度及遺體安全搬送與衛生維護，且蒐集殯葬及屍體存放

相關資訊，以便妥善處理；必要時得請求其他鄉鎮市或鄰近縣市政府協助處

理，涉及意外事件或不明原因死亡者，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69 條規定，送公

立殯儀館(頭份市立殯儀館)。 

二、應妥善處理罹難者遺體，應包括遺體暫存、遺物管理、遺體指認、無人認

領遺體保存、死亡證明開立等相關事項。 

第八節 廢棄物處理、防疫及衛生保健 

一、衛生保健 

（一）衛生所應隨時掌握藥品醫材需求，確保藥品醫材之供應。 

（二）為避免避難場所或臨時收容所之受災者因生活劇變而影響身心健康， 

應經常保持避難場所良好的衛生狀態、充分掌握受災者之健康狀況， 

並考量醫療救護站之設置。 

（三）規劃調派衛生所或急救責任醫院醫護人員提供災區巡迴保健服務，並

執行災區衛生保健活動。 

（四）為確保避難場所的生活環境，應設置臨時廁所，並就排泄物及垃圾之

處理等採取必要措施，以保持災區衛生整潔。 

二、消毒防疫 

採取室內外的消毒防疫措施，以防止疫情發生；防疫人員之派遣及防疫藥

品之供應，必要時得請求苗栗縣衛生局、環保局或中央相關機關、協調其

他縣市政府或申請國軍協助支援。 

（一）訂定發動全民實施災後環境清潔及消毒 

1. 災害後受災之地區，清潔隊應即成立環境污染工作小組，並隨時掌握災

情，立即展開整頓環境，勘查災區及實施環境消毒工作。 

2. 透過本鎮災害應變中心，將環境衛生用消毒藥品，配合環境污染地區住

戶，輔導自行消毒，必要時委託領有執照之病媒防治業者協助執行。 

（二）訂定飲用水之抽驗管制 

1. 對災害後環境污染地區，或其他足以影響飲用水安全之事故發生後，由

自來水公司第三區管理處及本所配合本縣環保局立即執行飲用水之處理

及抽驗。 

2. 抽驗水質不合標準應通知自來水公司及引用水井所有（管理）人儘速改

善，並擇日再復驗，並告知民眾宜暫時飲用包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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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後嚴重危害污染區之隔離、處理及追蹤管制 

1. 本鎮如發生災害污染事件，由清潔隊緊急應變小組前往現場評估狀況， 

先行初步判定環境是否已被危害性物質污染，並劃定污染區之範圍，立

即採取緊急措施，並通報本鎮災害應變中心及上級環保主管機關。危害

污染物之清除，各事業單位應自行清除處理，或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

處理機構代為清除處理。 

2. 對嚴重危害污染區需立即採取對人、畜、物資之隔離措施，並由環保、

警察、消防單位實施人員之隔離、車輛、運輸之調配，必要時協調當地

國軍部隊支援。社政單位應擇定收容場所收容撤離污染區之居民，並提

供必要之生活必需品。 

3. 危害性污染物質之清除可用化學品、泥土、沙包或其他有效之方式收集

污染物，或在四周築堰防止污染物流入下水道。 

4. 危害污染區由清潔隊針對污染傳播途徑如土壤、地面水、地下水、空氣、

結構物或設備進行環境監測，直至無污染之虞為止。清潔隊應於災後環

境污染防治工作結束後一週內，將辦理情形送環保局彙整。 

第九節 防治病蟲害 

一、為防止病蟲害蔓延，針對農作物狀況採行防治措施，農林作物所在地之所

有人、管理人或耕作人發現農林作物病蟲害，經實施一般防治，無法抑止

其蔓延者，應即報告本所轉報苗栗縣政府農業局勘查處理，並通報蟲害地

區附近農林業者注意防治。 

二、為避免災害後受污染農作物採收上市流通，以維護消費者健康與權益，應

訂定災區「農作物檢驗及管制要點」據以嚴格執行，以免受病蟲害之農作

物感染其他地區。 

第十節 通訊計畫 

通訊設施之整備及充實： 

一、建立防洪、氣象、警察、消防、交通、醫療單位緊急聯絡電話名冊及建立

本鎮災害事故緊急聯絡手冊。 

二、持續依據緊急醫療網建置緊急救護區之醫療單位與消防單位之無線電通訊

網。以無線通訊為主，有線通訊為輔。 

三、為確保災害時通訊資訊之安全暢通，規劃防範停電、分散通訊設施風險、

通訊線路數位化、多元化及無線電支援等對策。 

四、定期實施通訊設施檢查、測試與斷訊時重要通訊傳遞作業，及辦理通訊設

施操作、使用、保養訓練，以熟習緊急通訊的處理，並參與相關機關通訊

演練。 

五、設置緊急通訊系統機制，建構有線及無線電通訊系統一體化及確保災害時

重要通訊之對策。 

六、整合手提式電話、移動式通訊設施與民眾使用無線電系統，以有效運用志

工使用之無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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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 設施、設備之緊急修復 

災害發生後，應立即動員或徵調專業技術人員緊急檢查所管設施、設備， 

掌握其受損情形，並對維生管線、基礎民生設施與公共設施、設備進行緊急修

復，以防止二次災害並確保災民生活。 

第十二節 國軍支援 

本鎮遇天然災害或其他重大災害，於地方救災能力不足時，聯繫國軍部隊

支援。由苗栗縣政府透過苗栗後備指揮部協調有關支援災害防救作業細節，簽

訂相互支援協定書(苗栗縣後備指揮部、裝甲 586 旅及 206 旅)，並予部隊保持協

調聯繫，以利災害任務之達成。 

一、建立與各作戰區聯繫管道，完成救災準備。與國軍支援單位保持電信通暢， 

建立聯繫管道。 

二、災害發生需國軍支援搶救時，協調派遣各地區軍事單位支援兵力、裝備執

行救災事宜。 

三、災情擴大需增派兵力或特種機具支援時，立即向上級申請國軍支援，強化

救災工作。 

第十三節 緊急復原 

一、毀損設施之迅速修復 

運用事先訂定的有關物資、裝備、器材之調度計畫與專業技術人員之支援

計畫，迅速進行受災毀損設施的修復工作。 

二、作業程序之簡化 

立即修復與受災區攸關災民生活之維生管線、交通運輸等設施，應在可能

範圍內設法簡化有關執行修復之作業程序、手續等事項。 

三、緊急修復之原則 

執行快速修復受災設施時，以恢復原狀為基本考量，並從防止再度發生災

害之觀點，施以改良之修復。 

四、災區整潔 

建立廢棄物、垃圾、瓦礫等處理方法，設置臨時放置場、最終處理場所， 

循序進行蒐集、搬運及處置，以迅速整潔災區，並避免製造環境污染；另應採

取適當措施維護居民、作業人員之健康。 

第十四節 強化探詢災民情資 

一、災情之傳達： 

掌握災民之需求，藉傳播媒體之協助，將氣象狀況、災區受損、傷亡、災 

害擴大、維生管線、公共設施、交通設施等受損與修復情形、與政府有關機關

所採對策等資訊，隨時傳達予災民。 

二、災情之諮詢： 

為提供有關災情之諮詢，得設置專用電話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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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節 志工支援與協助 

一、志工協助體制之建立： 

平時應掌握社區災害防救團體、民間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後備軍人組織民  

防團隊等，建立聯繫管道，並建置受理志工協助之體制。 

二、國際救災支援： 

災害擴大，無法應付災害需國際支援時，透過苗栗縣政府及中央對國際救 

災支援提出申請。 

第十六節 受理救援物資、救濟金 

一、民眾、企業之物資協助： 

對企業、民眾之物資援助，應考量災區災民迫切需要的物資種類、數量與 

指定送達地區、集中地點、透過傳播媒體向民眾傳達。 

二、捐助之處理： 

接受海內外各機關、團體、企業與個人等金錢捐助時，應成立有關管理委 

員會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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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災後復原重建 

第一節 災後復原重建基本方向(各編組) 

一、復原重建計畫之訂定 

考量地區特性、災區受損情形、有關公共設施所屬機關的權責與居民之願 

景等因素，以謀求防災城鄉建設之中長期計畫性重建為方向，訂定復原重 

建計畫。 

二、復原重建之計畫性實施 

尊重受災區災民的意願，有計畫地實施受災區之復原重建。

三、財政、金融措施之融通 

執行災害緊急應變措施、災後復原重建工作，如需龐大資金，配合中央訂 

定資金融通措施規範配合辦理。 

四、申請中央協助 

必要時，透過縣府申請中央派遣相關專業技術人員、調派裝備、器材或其 

他辦理事項協助。 

第二節 租地、租屋特例 

因災害住屋倒毀之認定災害發生後，對於受災之村里由本鎮緊急應變小組    

實地勘查後彙整，認有必要，執行必要之租地、租屋措施或申請苗栗縣政府作

必要之協助。 

一、因災害住屋倒毀之救助 

（一）依據相關規定配合苗栗縣政府辦理住屋倒毀、災民受傷、死亡之補助

及慰問金發放工作。 

（二）依據相關規定協助辦理住屋倒毀之鑑定工作。 

（三）對於重建過程中的災民，應藉興建臨時住宅或提供公用住宅等，以協

助在重建期間維持居家生活。 

第三節 成立災後重建工作推動委員會(各編組) 

因應災害善後之災民安置與重建工作，成立「後龍鎮災後重建工作推動委

員會」，由鎮長擔任主任委員，並依據災後重建工作需要將任務區分如下表，由本

所各相關單位派員擔任委員共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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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後龍鎮災後組織任務分工表 

任務區分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安置、濟助、心靈重建組 社會福利課 衛生所、民政課 

營建組 建設課  

維生組 建設課  

環境組 清潔隊 衛生所 

衛生組 清潔隊 衛生所 

交通與安全組 分駐所  

教育組 民政課  

後勤組 財行課 主計室 

救災組 消防隊  

總體營造組 社會福利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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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執行與評估 

第一節 短中期防救災重點工作事項 

每年應訂定或修訂短中期防救災重點工作事項表(如表 5 所示)，推動各重點

工作事項。 

表 5.1 短中期防救災重點工作事項表 
 
 

負責單位 

 
項

次 

 
計畫

名稱 

 
計畫

目的 

 
執行

方式 

 

經費來源 
預計執行 

時間 

 

期程 

(短、中、長

程) 

協

辦

單 

位 

 
 

備註 

預算 來源 起 迄 

 

 

 

 

 
負責推動

或執行之

單位 

 

 

 
 

1 

   

 
 

自 辦

或 委

辦 

    (1 年內開

始執行)、中

程 (1 年以

上、3 年內

開 始 執

行)、長程(3 

年 以 上 開  

始執行) 

  

2           

3           

4           

5           

           

第二節 執行成效評估機制 

一、應定期召開防救災工作自評會議，得邀集上級政府災害權責機關或專家學

者共同組成評鑑團隊，依工作執行成效評估表進行成效評估。 

二、依工作執行成效評估表進行成效自評，評分等第區分： 

(1)特優：90 分以上。(2)優等：80 分以上，不及 90 分。(3) 甲等：70 分以 

上不及 80 分。(4)乙等：60 分以上不及 70 分。(5)丙等：60 分以下。於召開 

災害防救會報應依評分結果進行獎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