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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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橋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以下稱本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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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規定。 

（二）依據苗栗縣政府 105.3.10 府消管字第 1050003353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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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造橋鄉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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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鄉民災害防救意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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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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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造橋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經本鄉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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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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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鄉地區特性 

一、自然條件 

（一）地理位置與面積： 

造橋鄉位於苗栗縣的西北部，北面隔著中港溪下游及南港溪中、下游，與

竹南、頭份、三灣等鄉鎮為界；東面接壤三灣鄉；南面緊臨頭屋鄉；西面與後

龍鎮相接，外形類似等腰角形。地形東西綿長，南北較窄，東境屬於八角崠山

脈背斜山稜，野溪穿梭低丘之間，形成溪谷河階地形。全鄉面積 47 平方公里，

人口一萬三千餘人，樸質的景色，顯出當地居民刻苦耐勞的性格。造橋鄉雖無

法和其他大城市相比，但純樸的鄉野特色，更富風味。在地層方面，本鄉境內

之錦水背鈄地層，曾經蘊含豐富油氣，是本省油氣產量最豐富的氣田之一。 

（二）氣候: 

造橋鄉位於台灣中北部，北迴歸線以北，依柯本式的分類爲西部溫暖冬季

寡雨氣候，屬於副熱帶季風氣候區華南型，爲冬季東北風、夏季西南風的季風

範圍區，而在造橋鄉微氣候特色上，受到地理位置與季風的影響，氣溫方面冬

溫夏熱、春秋舒適宜人；降水方面春夏多雨、秋冬乾燥，而雨季以春夏間的鋒

面雨(梅雨)和夏季的對流雨(西北雨)爲為主。初步依據中央氣象局離本鄉最近之

新竹氣象雨量站記錄資料（見下表），分析本鄉各項氣象因素如下。 

表 0.1 中央氣象局 2021 年新竹氣象站觀測資料 

觀測時間 

(month) 
項目 

平均氣溫

(℃) 

最高氣溫 

(℃) 

最低氣溫 

(℃) 

降水量 

(mm) 

相對溼度 

(%) 

月 單位 攝氏度 攝氏度 攝氏度 毫米 百分比 

1 

觀
測
量 

13.3 25.2 1.4 15.5 80 

2 16.4 25.8 7 53 82 

3 20.75 30.9 10.6 83 85 

4 23.05 31.1 15 71.5 79 

5 27.95 38 17.9 240.5 77 

6 29.9 36.4 23.4 281 79 

7 30.85 37.1 24.6 191 78 

8 29.5 35.3 23.7 335 82 

9 29.2 36 22.4 56 79 

10 28.9 37.3 20.5 23 78 

11 20.15 33.8 6.5 17.5 81 

12 16.25 26.6 5.9 70 80 

資料來源: https://e-service.cwb.gov.tw/HistoryDataQuery/index.jsp 

https://e-service.cwb.gov.tw/HistoryDataQuery/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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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數量及分佈 

依據苗栗縣造橋鄉戶政事務所之統計資料，資料如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

源。： 

表 0.2 造橋鄉人口統計表 

村里別 鄰數 戶數 男 女 合計(男+女) 

大西村 16 1205 1917 1800 3717 

大龍村 9 169 295 221 516 

平興村 10 179 247 205 452 

朝陽村 12 443 685 671 1356 

談文村 11 373 493 438 931 

豐湖村 12 386 580 482 1062 

造橋村 18 837 1174 1039 2213 

錦水村 11 192 286 233 519 

龍昇村 13 369 573 427 1000 

總  計 112 4153 6250 5516 11766 

資料來源:苗栗縣戶政服務網(111 年 08 月) 

 

圖 0.1 造橋鄉人口統計圖(11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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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災害潛勢分析與歷史災情說明 

一、造橋鄉災害潛勢分析 

造橋鄉各村(里)天然災害資料如表 0.3 造橋鄉各村警戒標準所示；相關災害

潛勢圖同下所示。首先海嘯災害部分，本鄉並無海嘯災害影響地區；地震災害

以經濟部地質調查所公布 50 萬分之一活動斷層圖資料套疊本鄉各村範圍而得；

坡地災害部分採用經濟部地質調查所順向坡、崩塌及落石潛勢圖層，坡地災害

潛勢值是以(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公布各村坡地災害雨量警戒值為主；土石流

災害是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公告土石流潛勢溪流圖層，警戒值是以

各村之警戒基準值為主；淹水災害採用經濟部水利署公布苗栗縣地區累積雨量

350mm、400mm 及 650mm 之淹水潛勢圖，以該村範圍內發生淹水之最低累積雨

量為主。 

總結而言，本鄉以淹水災害及坡地災害為主，淹水災害以後龍溪、中港溪

及其支流南港溪所造成淹水災害為主，各村發生淹水災害之累積雨量如下表所

列；坡地災害部份，本鄉所有村警戒值皆為累積雨量 415mm；相關災害潛勢圖

如下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至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6 所示： 

表 0.3 造橋鄉各村警戒標準 

村里別 坡地災害 土石流災害 

大西村 警戒值 415mm - 

大龍村 警戒值 415mm - 

朝陽村 警戒值 415mm - 

平興村 警戒值 415mm - 

談文村 警戒值 415mm - 

豐湖村 警戒值 415mm - 

造橋村 警戒值 415mm - 

錦水村 警戒值 415mm - 

龍昇村 警戒值 415mm - 

 

表 0.4 造橋鄉淹水災害警戒值(mm) 

警戒區域 二級警戒 一級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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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興村,大西村,朝陽村,

造橋村 
50 110 160 220 300 60 120 180 25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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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2 造橋鄉 350mm 淹水潛勢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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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3 造橋鄉 400mm 淹水潛勢地圖 

 

圖 0.4 造橋鄉 650mm 淹水潛勢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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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5 造橋鄉坡地潛勢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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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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造橋鄉內自然災害對建物區影響評估統計表 

村里 
總面積 

（m2） 

建物面積 

（m2） 
比例 

350mm

淹水潛

勢範圍

（m2） 

400mm

淹水潛

勢範圍

（m2） 

650mm 淹

水潛勢範

圍（m2） 

土石流

影響範

圍（m2） 

岩屑

崩滑

潛勢

範圍 

（m2） 

岩體滑

動潛勢

範圍 

（m2） 

落石潛

勢範圍 

（m2） 

順向坡

潛勢範

圍 

（m2） 

朝陽村 3,286,848  439,648  13.4% 908,221 858,650 1,012,507 0 7141 0 7,412 81,518 

龍昇村 6,558,249  449,554  6.9% 20,744 20,744 56,528 0 17,374 1,247 0 115,276 

談文村 5,101,199  345,594  6.8% 450,837 434,837 607,636 0 17,071 0 4,352 112,006 

造橋村 4,026,384  333,512  8.3% 63,746 33,227 126,155 0 9,159 0 196 165,086 

平興村 8,265,152  117,506  1.4% 17,681 16,121 64,799 0 31,930 5,398 510 584,852 

大西村 2,461,712  303,842  12.3% 1,478 0 20,213 0 2,143 0 0 44,445 

豐湖村 6,895,511  355,038  5.2% 10,789 9,114 85,240 0 31,806 0 10,981 181,372 

大龍村 9,663,661  103,050  1.1% 3,305 1,703 17,525 0 25,817 0 0 541,791 

錦水村 2,061,303  131,764  6.4% 0 0 0 0 19,805 0 4,823 18,615 

 

造橋鄉除錦水村外，其餘等村當累積雨量達 350mm 時受淹水災害影響，另

除大西村、錦水村外，其餘等村等村當累積雨量達 400mm 時受淹水災害影響，

除錦水村外，其餘等村當累積雨量達 650mm時受淹水災害影響；另坡地災害中，

各村村內部分建物區位處順向坡潛勢區、岩屑崩滑潛勢區；另外龍昇村、平興

村村內部分建物區位處於岩體滑動潛勢區，另龍昇村、大西村及大龍村之外，

其餘村內部分建物區位處落石潛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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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6 造橋歷史災情彙整資料 

災害

類型 

通報 

時間 
災害範圍（地點） 原因 危害（影響）程度 

水災 

10708241020 豐湖村北勢溪排水護岸淘空 連日豪雨 護岸掏刷 

10708271100 造橋村造橋排水護岸崩塌 連日豪雨 護岸崩塌 

10805200910 大西村苗 14-1線 1K+600道路邊坡崩塌 連日豪雨 邊坡擋土牆崩塌 

10805201030 大龍村三錦農路路基淘空 連日豪雨 路基掏空 

10806281100 大龍村苗 17 線道路崩塌 連日豪雨 部分道路中斷 

10806171420 談文村阿八窩農路邊坡崩塌 連日豪雨 排水溝淤塞 

10806111130 造橋村 16 鄰野溪護岸淘空 連日豪雨 護岸掏刷 

10806110820 錦水村東赤崎農路下邊坡崩塌 連日豪雨 路基掏空 

10808160930 造橋村造橋區排護岸崩塌 連日豪雨 護岸崩塌 

10808161530 龍昇村九車籠區排護岸損壞 連日豪雨 護岸錯位 

10808091420 造橋村朝陽路邊坡崩塌 連日豪雨 邊坡滑動 

10808160920 大龍村三百六坑農路邊坡崩塌 連日豪雨 部分道路中斷 

10903171020 大龍村 7 鄰三百六坑農路崩塌 豪雨 部分道路中斷 

10905281610 豐湖村北勢溪區排支線護岸崩塌 連日豪雨 護岸崩塌 

10905220810 大龍村 5 鄰野溪護岸崩塌 連日豪雨 護岸崩塌 

10905221400 朝陽村大湖內農路塌陷 連日豪雨 部分道路中斷 

10908141100 豐湖村阿義碑農路路基掏空 豪雨 路基掏空 

11007070900 錦水村 14 鄰農路塌陷 豪雨 路基掏空 

11007071000 大龍村 7 鄰三百六坑農路塌陷 豪雨 路基掏空 

11008070900 平興村 6 鄰鹽菜坑農路邊坡滑動 豪雨 邊坡滑動 

11008080800 大西村苗 14-1 鄉道崩塌 豪雨 道路中斷 

11008080900 談文村 4 鄰淡文湖農路邊坡滑動 豪雨 邊坡滑動 

11008081200 大龍村 7 鄰麻竹窩苗 17 鄉道崩塌 豪雨 路基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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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6 造橋鄉地震災害模擬推估芮氏規模 6.8 之地震震源深度為 10 公里 

 

 

表 0.7 震後傷亡情形表 

村里名 
輕傷 

(不需住院) 

中傷 

(需住院) 

重傷 

(命危) 
死亡 

造橋村 1 0 0 0 

平興村 0 0 0 0 

豐湖村 0 0 0 0 

大西村 1 1 1 0 

錦水村 0 0 0 0 

大龍村 0 0 0 0 

朝陽村 1 0 0 0 

談文村 1 0 0 0 

龍昇村 0 0 0 0 

合計 4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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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名 
低樓層 

1~3 樓 

中樓層 

4~7 樓 

高樓層 

8 樓以上 
總棟數 

造橋村 6 0 0 6 

平興村 1 0 0 1 

豐湖村 1 0 0 1 

大西村 11 1 0 12 

錦水村 3 0 0 3 

大龍村 3 0 0 3 

朝陽村 8 0 0 8 

談文村 2 1 0 3 

龍昇村 2 0 0 2 

合計 37 2 0 39 

 

 

 

 

 

 

 

表 0.8 震後房屋半倒情形表 

村里名 
低樓層 

1~3 樓 

中樓層 

4~7 樓 

高樓層 

8 樓以上 
總棟數 

造橋村 1 0 0 1 

平興村 0 0 0 0 

豐湖村 0 0 0 0 

大西村 2 0 0 2 

錦水村 0 0 0 0 

大龍村 0 0 0 0 

朝陽村 1 0 0 1 

談文村 0 0 0 0 

龍昇村 0 0 0 0 

合計 4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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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9 震後房屋全倒情形表 

村里名 需搬遷戶數 需搬遷人數 
臨時避難收容人

數 

造橋村 12 36 11 

平興村 2 8 2 

豐湖村 3 11 3 

大西村 20 76 23 

錦水村 3 9 3 

大龍村 3 11 3 

朝陽村 9 31 9 

談文村 4 13 4 

龍昇村 4 14 4 

合計 60 209 62 

 

 

 

 

 

 

表 0.10 震後民生物資需求情形表 

民生物資和設備 數量 

寢具數量(套) 209.0 

帳篷數量(座) 105.0 

飲用水量(噸/日) (3 日內) 0.6 

生活用水量(噸/日) (3 日內) 4.2 

廁所數量(間) (3 日內) 2.0 

盥洗設施數量(套) (3 日內) 12.0 

垃圾及排泄物量(噸/日) (3 日內) 0.0 

飲用水量(噸/日) (1 個月內) 0.2 

生活用水量(噸/日) (1 個月內) 1.2 

廁所數量(間) (1 個月內) 1.0 

盥洗設施數量(套) (1 個月內) 3.0 

垃圾及排泄物量(噸/日) (1 個月內)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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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鄉各單位暨各相關機關〈單位〉防災業務權責 

一、指揮官（鄉長）：綜理本鄉災害防救指揮事宜。 

二、副指揮官（秘書）：襄助指揮官處理本鄉災害防救各項事宜。 

三、執行單位： 

（一）民政課： 

1.主辦風災、震災、重大火災、爆炸災害、輻射災害、生物病原等災害應

變中心成立及撤除簽報事宜。 

2.民政系統災情查報、通報事項。 

3.罹難者祭儀、屍體處理等各項事宜。 

4.協助各業務單位災害應變中心成立事宜。 

5.加強村里防災教育宣導及其他有關民政事項。 

6.協調辦理國軍支援執行災害搶修、搶救、搶險等各項救災事宜。 

7.協助提供國軍戰情系統蒐集之災情資料事項。 

8.協助業務主管單位會同複勘災害事宜。 

9.臨時災民收容及人員傷亡、失蹤、住屋倒毀救助事宜。 

10.災民生活救濟、救濟物資儲備、運用、供給事項。 

11.各界捐贈救災物資之接收與轉發事項。 

12.協助辦理救災糧食之儲備、供給、運用事宜。 

13.辦理其他社會救助（濟）有關事項。 

14.協調學校提供校舍辦理災民收容所各項事宜。 

15.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16.指揮官臨時交辦事項。 

（二）建設課： 

1.主辦水災、旱災、坡地及土石流災害、空難事故、陸上交通事故災害、

工業管線災害、土壤液化、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等災害應變

中心成立及撤除簽報事宜。 

2.公民營事業有關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等防災之措施、搶修、

維護及災情查報事項。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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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堤防、擋水牆、抽水站、水門及其他有關防洪設施之管理操作及維護事

項。 

5.配合水災災害潛勢分析預警及災情蒐報查證及追蹤。 

6.水位觀察及查報事項。 

7.與有關水利機關之聯繫協調及查報事項。 

8.協調境內公共汽車災區運輸交通工具之調用問題。 

9.營建工程災害、道路、橋樑、下水道緊急搶修事項及災情查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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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土石流及山坡地範圍內治山防洪野溪工程搶修、搶險等事宜。 

11.道路工程災害搶救、搶險事項及協調聯繫事宜。 

12.災害搶救所需工程機具、人員調配事項。 

13.災害彙整公路損壞狀況。 

14.機具儲備、運送、供應協調事項。 

15.協助辦理防災救災使用器具、物資之採購事項。 

16.臨時住宅之規劃及發包興建工作。 

17.各項建材之供應調節事項。 

18.古蹟防災事項。 

19.有關風景區及觀光景點災情查報事項。 

20.災後觀光產業復甦各項事項。 

21.協助業務主管單位會同複勘災害事宜。 

22.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23.指揮官臨時交辦事項。 

（三）農業課： 

1.主辦寒害、森林火災、動植物疫災、海嘯災害等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及撤

除簽報事宜。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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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土石流預警訊息傳遞、處理等事宜。 

4.協助業務主管單位會同複勘災害事宜。 

5.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6.指揮官臨時交辦事項。 

（四）財政課： 

1.配合與協助各業務單位辦理災害準備金預算編審、提列及簽辦、動支、

核定等手續，撥付災害準備金因應災害搶修及復建等事宜。 

2.有關金融機構配合辦理災區金融優惠融通事項。 

3.鄉有建地災害業務事宜。 

4.協助有關稅捐減免事項。 

5.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6.協助業務主管單位會同複勘災害事宜。 

7.指揮官臨時交辦事項。 

（五）行政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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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發布及錯誤報導更正等媒體聯繫事宜。 

4.協助業務主管單位會同複勘災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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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6.指揮官臨時交辦事項。 

（六）人事室、政風室： 

1.督考本中心各單位進駐、處理災害防救事項。 

2.有關停止上班、上課事項。 

3.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4.協助業務主管單位會同複勘災害事宜。 

5.指揮官臨時交辦事項。 

（七）主計室：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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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後復原等經費核支事項。 

2.協助業務主管單位會同複勘災害事宜。 

3.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4.指揮官臨時交辦事項。 

（八）警察分駐（派出所）： 

1.警政系統災情查報、通報事項。 

2.有關災區警戒、管制、治安維護、交通疏導、犯罪偵防等事宜。 

3.協助災區罹難者身分查證、協尋及協調辦理屍體相驗、DNA 等檢體採驗

有關事項。 

4.執行災害防救法第 30 條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等事項。 

5.協助辦理有關外國人民事故處理。 

6.其他有關警務事項。 

7.指揮官臨時交辦事項。 

（九）消防分隊：  

1.辦理消防系統災情查報、通報等事項。 

2.辦理風災、震災、重大火災、爆炸災害災害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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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現場協調聯繫調度支援。 

6.各項災情蒐報查證及追蹤。 

7.其他有關消防救災事項。 

8.指揮官臨時交辦事項。 

（十）衛生所： 

1.災害防疫及居民保健事項。 

2.災區緊急醫療及後續醫療照護事項。 

3.災區藥品醫材調度事項。 

4.災後食品衛生及家戶環境衛生處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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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緊急醫療環境衛生消毒調度支援。 

6.指揮官臨時交辦事項。 

（十一）清潔隊： 

1.通報縣級處理單位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宜。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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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度流動廁所事項。 

4.災後飲用水安全及嚴重污染區之隔離、處理及追蹤管制事項。 

5.消毒藥品、器材之支援、供應及其他有關環保事項。 

6.協助業務主管單位會同複勘災害事宜。 

7.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8.指揮官臨時交辦事項。 

（十二）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三區管理處苗栗營運所、竹南頭份營運所： 

1.自來水管線檢修維護及緊急搶修等防救災應變事宜。 

2.鄉境內所管轄各水庫之水位、洩洪及洪水預警事項。 

3.協調用（配）水緊急應變措施之實施事項。 

4.指揮官臨時交辦事項。 

（十三）台灣電力公司苗栗區營業處： 

1.電力管線檢修維護及緊急搶修等防救災應變事宜。 

2.協調緊急供電應變措施之實施事項。 

3.指揮官臨時交辦事項。 

（十四）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氣事業部北區營業處竹南服務中心： 

1.瓦斯管線檢修維護及緊急搶修等防救災應變協調事宜。 

2.指揮官臨時交辦事項。 

（十五）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苗栗營運處： 

1.電信管線檢修維護及緊急搶修等防救災應變事宜。 

2.指揮官臨時交辦事項。 

（十六）戶政事務所： 

1.災民身份證件補發事宜。 

2.臨時災民收容戶籍資料提供事宜。 

3.指揮官臨時交辦事項。 

第五節 計畫之訂定實施程序 

本計畫經本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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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條規定，本鄉每二年應依相關災害防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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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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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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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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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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防災週等活動，提升民眾防災觀念及推廣防災知識，並實施防災訓練

及舉辦各單位防災業務人員講習，利於各防災人員與本所同仁熟悉各項防

災作業，並透過講習訓練，共同溝通觀念及統一作法，提升災害防救效能。 

二、事先模擬各種災害發生之狀況與災害應變措施，定期辦理演訓。 

三、與相關機關或公共事業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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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完成相關防救災開口合約之簽定。 

第五節 災害防救經費 

一、災害防救所需經費之編列，及執行災害防救法第五十七條至六十條災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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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節 災情蒐集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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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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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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分析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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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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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資料蒐集加強災害及災害防救對策基本資料之蒐集。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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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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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建築物災害預防 

一、採取有效管理對策以防止因強風而產生墜落物。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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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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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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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災與其他災害之預報及警報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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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通報本鄉災害防救相關機關（單位）

及早因應水災 

（三）其他災害，依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之通知，由本鄉鄉關災害防救業

務主管課室預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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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災害應變中心，

採取必要之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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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災情查報 

一、災情之蒐集、通報 

（一）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二十九條：「民眾發現災害或有發生災害之虞時，即

主動通報消防或警察單位、村長或村幹事。前項受理單位或人員接受

災情通報後，應迅速採取必要措施。各級政府及公共事業發現、獲知

災害或有災害之虞時，應主動蒐集、傳達相關災情並迅速採取必要之

處置。」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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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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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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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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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通報本鄉災害應變中心及相關機關。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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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機關與鄉長。 

（七）災情查報通報內容應包括：人員傷、亡、受困情形；建築物損壞情形；

淹水情形；道路受損、橋樑受損情形；疏散撤離情形；其他受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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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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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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收容救濟編組人員實施災名登記作業與收容，

於登記時製發識別證與物品供應補給等，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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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作業時可謀求受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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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給予災民

撫慰關懷與輔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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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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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請教育處協助安排至附近其他學校或設置臨時

教室就學，或經教育主管機關同意直接在家施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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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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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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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多時由本鄉農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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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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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分駐(派出）所協助災區罹難者身分查證、協尋及

協調辦理屍體相驗、DNA 等檢體採驗等有關事項，並妥適處理遺物。民政、

社政單位則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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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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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衛生局或中央相關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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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本鄉災害應變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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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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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通報本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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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勘查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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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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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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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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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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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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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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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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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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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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第四章 災後復原重建 

第一節 災後復原重建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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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緊急應變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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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橋鄉災後重建工作推動委

員會」，由鄉長擔任主任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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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橋鄉災後重建工作推動委員會組織任務分工表 

任務區分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安置、濟助、心靈重建組 民政課 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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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室  

救災組 建設課 消防分隊 

總體營造組 民政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