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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指南介紹 

為解決目前臺灣災害現場對於各單位之管制、任務分派及災害現場場地配置等問題，參

考美國國土安全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DHS）所發布之 Joint Field 

Office Field Operations Guide（2006）、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FEMA）所發布之事故現場指揮體系（Incident Command System, ICS）

及臺中市擬定之臺灣緊急支援功能（Taiwan Emergency Support Function, TESF）等文獻內容，

並針對目前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及基隆市之現有前進指揮所、指揮站指揮架構［附錄一

～附錄五］進行分析討論，再依據現場作業指揮管制需求，研擬指揮架構調整之建議［附錄

六］，整合提出本指南之架構與內容，包含指南介紹、指南使用方式及限制、救災據點定義、

救災據點選擇、範圍劃定與管制等注意事項或原則、救災據點空間分配規劃注意事項或原則

等，以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災時管理災害現場作業或擬定相關規定之參考。 

二、 指南使用方式及相關限制 

本指南乃針對大規模災害發生時，消防救災所需建立之廣域救災支援集結據點及單點災

害現場（前進指揮所）作業提出相關原則。其使用方法為當災害發生時，各縣市政府需依其

災害類型為廣域或是單點災害，指派指揮官進行廣域救災支援集結據點或是單點災害現場（前

進指揮所）之開設，針對災害類型之特性選擇開設地點，並依據本指南提出之空間規劃原則

進行場地配置。在任務分工上，建議各縣市政府根據本指南提出之指揮架構編組任務範疇，

分派相關防救災單位，組成災害現場作業指揮體系，針對所應執行之人、物、事進行管制，

以確保指揮協調之流暢性。而廣域救災支援集結據點及單點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之撤離

時機，乃經指揮官及幕僚團隊研判可撤離並決議後，即可進行撤場。 

本指南僅針對廣域救災支援集結據點及單點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消防救災之所需，

提出相關管制作業及空間規劃原則，並未包含其他現場民力（無管制之隊伍）、醫療、收容…

等相關議題之管制規劃，此為本指南之限制。此外，針對廣域救災支援集結據點及單點災害

現場（前進指揮所）作業之場地大小配置有一定之限制，尤其以廣域救災支援集結據點之空

間有較多之限制。廣域救災支援集結據點需設置於較寬闊及相對安全的地區，但都市地區內

之可用場地較少，因此在位置選擇上有一定之限制。 

三、 救災據點（廣域及單點）定義 

(一) 廣域救災支援集結據點 

1. 定義 

依據日本災害對策基本法中所提之相關內容，對「廣域災害」之定義做出以下說明。 

（1）災害規模較大，且災區（點）範圍分布較廣。 

（2）所需動員能量較大。 

（3）對災區資通訊、交通、搜救、資源等產生系統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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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性 

（1）各縣市支援搜救隊伍之分派順序，乃依據該搜救隊伍之救災能力分級分配進駐救

災。 

（2）依據災害發生之規模進行災損評估並擬定支援進駐計畫。 

（3）災害發生後以最快抵達之方式前往救災支援集結據點進行進駐。 

（4）根據災害情況和使用情況決定救災支援集結據點位置，並調整救災支援集結據點內

進駐隊伍之位置安排。 

(二) 單點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 

1. 定義 

依據災害防救法及各縣市災害防救標準作業程序中所提之相關內容，對「單點災害」之

定義做出以下說明。 

（1）災害規模較大，且為單一災害點位。 

（2）所需救援支援較多。 

（3）影響周遭交通。 

2. 特性 

（1）災點周遭範圍內，依據災害地點與性質設立災害搜救作業區。 

（2）指揮站及隊伍進駐位置以災害熱區、暖區及冷區做配置。 

I. 熱區： 

i. 距離災害現場最近之第一層區域，具有一定的危險性。 

ii. 為第一線核心搜救作業區域。 

iii. 救災人員須著完整裝備進入。 

II. 暖區： 

i. 距離災害現場之第二層區域，相對熱區而言為較安全之區域。 

ii. 主要為除汙、醫療及臨時支援任務等進行之區域。 

iii. 救災人員須著完整裝備進入。 

III. 冷區： 

i. 距離災害現場較遠之第三層區域，為安全區域。 

ii. 主要為指揮管制、媒體、人道服務、後勤之區域。 

iii. 救災人員之輪班待命、休息、盥洗及飲食之區域。 

(三) 廣域救災支援集結據點與單點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之關係 

當大規模災害發生，隨即成立廣域救災支援集結據點，由廣域救災支援集結據點進行大

規模搜索後開始進行任務分派，並由廣域救災支援集結據點派遣救災隊伍進駐災點，設立單

點災害作業現場（前進指揮所）開始進行單點救災，而單點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之支援

進駐則由廣域救災支援集結據點內之指揮組下達進駐時機及順序，其關係如［圖 1］所示。

廣域救災支援集結據點內所進駐之組別依據災害之規模及支援進駐單位有所不同，而單點災

害現場（前進指揮所）則會依據現場需求及災害情況由廣域救災支援集結據點指派進駐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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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組成災害現場所需之組別，有關進駐單位、分組任務及任務執行順序之建議，請參閱［附

錄六］。當災害現場需要支援時，會由單點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負責之指揮官利用通訊設

施統一回報給廣域救災支援集結據點，再由廣域救災支援集結據點進行支援派遣或向中央請

求援助。 

 

圖 1、廣域救災支援集結據點與單點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之關係圖 

四、 救災據點選擇、範圍劃定與管制等注意事項或原則 

(一) 廣域救災支援集結據點選定原則 

廣域救災支援集結據點選定原則如下： 

1. 場地空曠 

2. 周遭無安全疑慮 

3. 具備指揮調度及情報流通之便利性 

4. 具備基礎水、電及通訊設施 

5. 鄰近交通要道 

(二) 單點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指揮中心選定原則 

依據單點災害之選址需求，提出單點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指揮中心選定原則如下： 

1. 鄰近災點 

2. 指揮中心之安全性 

3. 救災行動管制之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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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具備基礎水、電及通訊設施 

5. 以熱區、暖區及冷區之概念，作為空間配置依據 

(三) 管制原則  

1. 人員管制：人員進入管制區內需出示身分證明（如穿著制服等），並於第一次進入管

制區時向報到區內之管制哨人員出示人員名冊及裝備清單以利管制作業

進行。 

2. 物品管制：進出皆須由報到區內之管制哨人員作登記動作，並出示由指揮官或帶隊官

所簽核之放行條作為進出管制區依據，以確保能有效控管裝備及器材。 

3. 事務管制：由安全官擔任主要負責人，並組織管制哨，設立於報到區內，協助人員及

裝備器材之進出管理。 

(四) 通訊規則 

廣域救災支援集結據點與單點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間之通訊規則： 

1、通訊頻道須於廣域救災支援集結據點內先做好頻道統一，以利外派之單點災害現場（前

進指揮所）之支援隊伍回報災情及災害現場狀況。 

2、外派至單點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作業之支援隊伍須定時向廣域救災支援集結據點

之指揮官回復救災進度及災害現場狀況，並在需要時立即向廣域救災支援集結據點請

求支援。 

(五) 調度災害防救團體原則 

為有效運用民間力量，提升救災效能，有關調度災害防救團體、災害防救志願組織或其

他人民團體，準用「消防機關調度災害防救團體暨災害防救志願組織與其他人民團體協助救

災作業原則」。 

五、 救災據點空間分配規劃（廣域及單點）及運作注意事項或原則 

(一) 廣域救災支援集結據點空間規劃及相關運作原則 

1、 空間規劃原則 

考慮災害現場支援隊伍需求及各項任務順序等因素，劃分指揮中心及各分組之災害現場

空間配置，並根據隊伍進駐順序提出現場空間分配原則，以供後續災害現場空間選定及劃分

之參考依據，基本空間配置所需內容及分配示意圖如［圖 2］所示。各分組任務及任務執行

順序請參閱［附錄六］。 

(1) 報到區：設置明顯「報到區」標示及相關設施，執行人員進出管制與救災隊伍識

 別（如民間災害防救團體等）、報到登記、資訊提供，以及導引服務等。 

(2) 除汙區：設置除汙車輛或相關設施，供救災人員結束搜救行動回到救災支援集結據

 點時，於 進入前先行進行除汙動作，以確保救災支援集結據點及人員的健

 康及安全。 

(3) 車輛機具停駐區：規劃供救災車輛及重機具集結所需停駐之區域，可考量依救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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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劃分區域，並應考量出入動線之流暢。 

(4) 人員待命休整區：規劃各救災部隊進駐、待命與駐紮之區域，由各救災部隊搭設所

 屬指揮帳、休息帳及裝備帳等。 

(5) 指管協調作業區：由受災直轄市、縣（市）政府、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以及國軍於救

 災支援集結據點設置指揮、協調、派遣、作業等功能，並建立資

 通訊與救災部隊及各級災害應變中心聯繫之區域。 

(6) 物資集結區：集結並存放供救災支援集結據點長時運作以及救災人員所需各項後勤

 物資之區域。 

(7) 直升機起降場：於救災支援集結據點內或其周邊，選定適合直升機起降，並考量起

 降所生之巨風對於帳篷等設施影響較小之地點，作為直升機起降場，

 強化機具、物資及人員運送效率。 

(8) 共同生活區：規劃現場救災人員生活之區域，包含用餐區、沐浴區以及醫療協助。 

(9) 垃圾及廢棄物處理區：因應救災支援集結據點運作與日生活所產生之垃圾及廢棄物，

        設置集中統一處理之區域，確保救災支援集結據點環境整潔。 

(10) 媒體接待區：規劃媒體進駐區域，由專人負責處理媒體採訪及公共資訊發布。 

 

圖 2、廣域救災支援集結據點空間分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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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間需求說明 

(1) 除汙區：18 公尺 x 6 公尺 

(2) 報到區：6 公尺 x 6 公尺 

(3) 媒體接待區：6 公尺 x 6 公尺 

(4) 指管協調作業區：40 公尺 x 20 公尺 

I. 指揮組：12 公尺 x 6 公尺 

II. 會議區：12 公尺 x 6 公尺 

III. 後勤組：12 公尺 x 6 公尺 

IV. 計畫組：12 公尺 x 6 公尺 

V. 醫療組：6 公尺 x 6 公尺 

VI. 工程處置組：6 公尺 x 6 公尺 

VII. 作業組：18 公尺 x 6 公尺 

VIII. 國軍支援：12 公尺 x 6 公尺 

IX.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支援協調：12 公尺 x 12 公尺 

(5) 車輛機具停駐區：20 公尺 x 6 公尺 

(6) 物資集結區：6 公尺 x 6 公尺 

(7) 計畫組公共資訊發布區：6 公尺 x 6 公尺 

(8) 人員待命修整區：15 公尺 x 13 公尺 

I. 休息帳：6 公尺 x 6 公尺 

II. 裝備帳：3 公尺 x 6 公尺 

III. 伙食帳：3 公尺 x 6 公尺 

IV. 討論帳：3 公尺 x 6 公尺 

(9) 共同生活區：38 公尺 x 20 公尺 

I. 用餐區：12 公尺 x 6 公尺 

II. 醫療帳：12 公尺 x 6 公尺 

III. 浴廁區：12 公尺 x 12 公尺 

(10) 開放空間（含直升機起降場）：50 公尺 x 20 公尺 

(11) 垃圾及廢棄物處理區：12 公尺 x 6 公尺 

(12) 油水儲存區：15 公尺 x 6 公尺 

I. 油：6 公尺 x 6 公尺 

II. 水：6 公尺 x 6 公尺 

3、 運作分工原則 

基於災害防救工作「地方執行、中央支援」原則，受災直轄市、縣（市）政府平時應對

於各救災支援集結據點之設施、裝備與功能，進行盤點、整備、規劃與分工，對於需中央支

援協助事項，做好溝通協調與確認，並於災時應主導救災支援集結據點之開設運作。 

惟當災害規模超出各受災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能因應時，中央與地方分工如下： 

(1) 受災直轄市、縣（市）政府： 

依災情狀況及當下所能掌握救災量能資源，評估救災策略，主導部分救災支援集結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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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運作，接受各支援部隊報到，評估支援部隊救災能力，並依災區嚴重程度或範圍大小，分

配救災執行區域，並掌握彙整救災執行情形，對於無力主導之救災支援集結據點，可提請中

央協助，但仍須主導該據點所轄責任區內所屬救災部隊執行救災工作，並另派員進駐救災支

援集結據點，協助有關災情狀況、救災執行、地理環境、資源分布、無線電通訊，以及與當

地政府單位溝通等協調事項。 

(2) 中央： 

中央依受災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需求，協助主導相關救災支援集結據點運作如下： 

I. 國防部 

甲、依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通知，調度 C130 運輸機、直升機及車輛載具，協

助載運路程較遠或因道路阻斷無法到達之支援部隊，至救災支援集結據點執行

救災工作，其中有關車輛部分，並持續配合該救災部隊執行救災工作。 

乙、主動派遣救災兵力進駐救災支援集結據點，成立國軍指揮站，並依災情與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派赴各據點人力狀況，主導或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協調官運作，

受理各支援部隊報到，並與該受災直轄市、縣（市）政府協調，共同分配救災

執行區域或任務，掌握彙整救災執行，以及其他相關事宜。 

丙、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需要，於救災支援集結據點支援成立中央前進協調所、人

員除汙、沐浴、淨水、帳篷等各項野戰後勤設施與裝備。 

丁、災區通訊中斷時，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規劃，調度天頻車進駐分配之救災支

援集結據點，協助該據點建立救災通訊，以及該據點與所屬縣（市）災害應變

中心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視訊連線。  

II.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甲、主動或依受災直轄市、縣（市）所提支援請求，依人力與災情評估，於各該救

災支援集結據點成立中央前進協調所，或派遣先遣小組、協調官進駐救災支援

集結據點國防部指揮站共同運作，必要時並得指派授權非受災直轄市、縣（市）

政府之支援部隊擔任指揮隊代行中央權責，受理各支援部隊報到，並與該受災

直轄市、縣（市）政府協調，共同分配救災執行區域或任務，掌握彙整救災執

行，以及其他相關事宜。 

乙、災區通訊中斷時，調度通信指揮平台車及民間電信行動基地台車進駐分配之救

災支援集結據點，協助該據點建立救災通訊，以及該據點與所屬縣（市）災害

應變中心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視訊連線。 

丙、協調經濟部調度派遣臺灣中油公司油罐車及自來水公司自來水車，支援救災支

援集結據點汽、柴油及用水供應。 

丁、協調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支援救災支援集結據點有關

救災人員膳食供應、淨水設施、帳篷、桌椅等後勤設施。 

4、 地方政府接受救災支援運作原則 

地方政府建議於平時根據本指南提出之指揮架構編組任務範疇，分派並進行相關防救災

單位編組事宜，同時制定相關報到表格、管制程序與救災據點之整備規劃，以利於實際受災

並接受支援時，依據事前規劃，組成災害現場作業指揮體系，主導救災部隊執行救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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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有效管制災害現場消防救災秩序。 

地方政府應於支援部隊抵達救災支援集結據點時，要求支援部隊填妥報到表格，以掌握

救災量能資源；並提供支援部隊救災支援集結據點之車輛停駐分配區域、駐紮營地分配區域、

現地通訊方式（如無線電提供或頻道統一與整合方式等）、可提供之相關後勤協助，以及救災

據點現場人、物、事之管制規定等資訊，以利現場秩序之維持。此外，召開搜救隊長會議，

依據支援部隊之屬性（搜救、救護、消防、機能型義消、志工等）及能力（人數、單位、車

輛、重機具、裝備等），以及災情輕重區域、災區範圍大小、災區需求等討論分派搜救區域，

擬定搜救策略，並建立分享圖資。同時，定時舉行會議，掌握各搜救隊任務執行進度，制定

輪班待命計畫及討論後勤支援相關事宜。報到及相關所需文件，可參考 INSARAG 表格［附

錄七］。 

支援部隊應配合事項，包含依據受災地方政府制定之相關報到表格，提供帶隊官（或聯

絡官）職稱姓名、手機、衛星電話號碼、支援部隊人數、車輛、機具、救災資源及相關後勤

需求等資訊。此外，支援部隊抵達救災支援集結據點接受任務後，應立即將救災支援集結據

點位置圖、執行搜救任務區域之空間配置圖、任務管制圖表等，清楚張貼於支援部隊營地，

以配合整體救災支援集結據點之管理作為。 

(二) 單點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空間規劃原則 

考慮災害現場支援隊伍需求及各項任務順序等因素，劃分指揮中心及各分組之災害現場

空間配置，並根據隊伍進駐順序提出現場空間分配原則，以供後續災害現場空間選定及劃分

之參考依據，空間分配示意圖如［圖 3］所示。各分組任務及任務執行順序請參閱［附錄六］。 

1. 作業區：第一線核心任務作業區域。 

2. 報到區：進行人員進出管制與報到登記。 

3. 除汙區：結束搜救行動回到緊急服務組部隊待命集結區休息前，應先進入除汙區進行

除汙動作，以確保救災人員的健康及安全。 

4. 指揮組：指揮官及幕僚團隊討論區。 

5. 會議區：召開例行會議之區域。 

6. 計畫組：進行資通訊與災情通報、分析研判、參謀計畫及公共資訊等區域。 

7. 計畫組之公共資訊發布區：媒體採訪及公共資訊發布區。 

8. 人道服務組：進行緊急醫療及搜救行動中之醫療行為管控。 

9. 工程處置組：進行災害現場協調運輸系統管理和基礎設施復原計畫管理。 

10. 後勤組：協助提供後勤規劃、管理和支援能力，充分整合公、私部門、NGO 等相關

單位資源，以滿足災害應變者的需求。 

11. 緊急醫療區：受困民眾之生命徵兆評估及第一線醫療救護。 

12. 緊急服務組部隊待命集結區：部隊待命及輪班休息之區域。 

(1) 醫療帳：搜救人員之醫療救護區。 

(2) 浴廁帳：搜救人員之盥洗區。 

(3) 休息帳：搜救人員之休息區。 

(4) 討論帳：部隊討論區域。 

(5) 伙食帳：搜救人員之用餐區。 

(6) 裝備帳：搜救裝備存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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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開放空間：搜救人員及搜救犬之休憩區域。 

13. 物資集結區：後勤組籌備及民眾捐贈之物資集結區域。 

14. 垃圾及廢棄物處理區：單點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內之垃圾及廢棄物統一處理區。 

 

圖 3、單點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空間分配示意圖 

六、 INSARAG搜救標記 

搜索標記之目的為標示建築物是否已完成搜救，避免重複搜救浪費搜救時間。而目前國

際上是使用國際搜索與救援諮詢團（INSARAG）及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FEMA）兩種

系統作為搜救標記之使用。這兩種類型的搜索和救援標記的用途因地理位置的不同而有所不

同，FEMA 標記在美國使用，INSARAG 則用於其他北約國家，而一個國家的部隊或搜救隊

即使在外國工作，他們仍可能使用其慣常使用之常規標記。以下介紹目前臺灣所使用的

INSARAG 搜救標記系統，以供災害現場作業人員參考運用。 

(一) 搜救現場（工作現場）標記 

在國際上，搜索結構物時，結構物上的標記通常使用國際搜索與救援諮詢團（INSARAG）

標記系統［圖 4］： 

1. 畫出一個 1.21 平方公尺的方形標示。 

2. 利用指示方向的箭頭確定工作場地的準確位置或其入口。 

3. 方形標示內：標註（1）工作場地代碼；（2）救援隊代碼；（3）完成的工作級別（ASR）；

（4）日期。 

4. 方形標示外：（1）任何需要鑑定的風險（最上方）；（2）優先分類級別（最下方）。 

5. 隨著 ASR 級別的進一步推進，更新隊伍代碼、完成的 ASR 級別和日期。 

6. 隨時更新失蹤人數、生還者人數和遇難者人數。 

7. 隊伍可使用以下材料：自噴漆、建築蠟筆、貼紙、防水卡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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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作場地代碼應使用高約 40 公分大小的字體。 

9. 救援隊代碼、ASR 級別和日期應當用小一點的字體，如 10 公分左右。 

10. 標記顏色應清晰可見並與背景顏色對比鮮明。 

11. 當工作場地的工作全部完成並且不需要在進行下一步行動時，需要在整個工作場地標

記中畫一條水平線。 

 

圖 4、INSARAG 建物標示系統 

資料來源：INSARAG，2015 

 

ASR 級別為評估、搜索和救援（Assessment, Search and Rescue）級別，共分為 5 級，第

1 級為廣域評估，第 2 級為分區評估，第 3 級為快速搜索和營救，第 4 級為全面搜索和營救，

第 5 級為覆蓋性搜索和恢復，其定義與目的說明如［表 1］。 

表 1、各 ASR 級別之定義和目的 

ASR 級別 定義和目的 

1 

（廣域評估） 

 對受災區域或被指派區域進行初步調查。 

 目的： 

1、確定災害的範圍和等級 

2、確定破壞的範圍、地點和類型 

3、評估急需的資源 

4、制定分區方案 

5、確定工作的優先順序 

6、識別一般危害 

7、識別基地設施相關事宜 

8、識別可行的作業基地（Base of Operation, BoO）地點 

 通常利用車輛、直升機、水路工具、步行或來自其他方面的報告來

完成此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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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R 級別 定義和目的 

 對受災或被指派區域進行初步快速的視覺觀察。 

 執行此一級別評估任務的隊伍必須保持機動性，不涉及救援行動，

並需盡快上報結果。 

2 

（分區評估） 

 主要目的：在被指派的區域內識別特定且可行的救援地點，從而擬

出優先任務並制定行動計畫。 

 需要展開快速但符合標準方法的評估，以便及時地對整個區域進行

評估。 

 必須使用工作場地分類單以蒐集此階段的重要資訊。 

 來自當地居民和當地應變單位的資訊通常很有價值，需要在評估中

盡力收集。 

 除非出現意外機會，在本階段通常不展開營救行動。 

 假如發現受困者，須根據具體情況和隊伍接到的情況通報來決定是

要展開營救行動還是繼續評估，此時有以下選擇： 

1、請求其他支援隊伍展開營救。 

2、評估隊伍留下展開營救，但必須確保由其他人員盡快完成該區域

的評估。 

3、採取派遣聯合隊伍的策略，既可以進行級別 2 的分區評估工作，

也可以展開級別 3 的快速搜索和營救工作。 

 如果需要，級別 2 的評估工作可以重複進行。例如：展開夜間評估

或增加搜救犬一起評估，這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3 

（快速搜索和 

營救） 

 通常用於大規模災害初期階段，救援隊伍數量相對較少時。 

 隊伍被分配到一個或多個工作場地（通常在級別 2 分區評估時確

定）。 

 快速展開工作以確保相對迅速地完成對所有建築物的搜索，從而最

大程度地增加挽救生命的可能。 

 每一個場地都應當做到以下幾點： 

1、採用人工、搜救犬和技術等方法進行搜索。 

2、採用移除雜物、有限支撐、突破和侵入等方法展開營救行動。 

3、有限地深入建築物/廢墟內部。 

 搜索和/或營救通常在一個行動階段內完成，如幾小時。 

 隊伍應該可以同時在多個工作場地進行工作。 

 此一級別的行動需要在超出當地應變單位和當地居民救援能力，或

那些尚未展開任何救援工作的場地進行。 

 隊伍通常不會展開長期工作（多於一個行動階段）去深入到廢墟結

構內部。 

 在此一級別，深埋的受困者可能不會被發現。 

 在此一級別，隊伍應確定哪些結構或工作場地需展開級別 4 的搜索

行動。 

 如果確認有深埋的倖存者，隊伍在情況允許的情況下，徵得分區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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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R 級別 定義和目的 

調負責人的同意下，可展開級別 4 的行動，但應確保被分配的其他

工作場地完成級別 3 的工作。 

 任何時候如果確定有新的救援工作場地，則應該創建一個新的工作

場地編碼。 

4 

（全面搜索和 

營救） 

 本級別的搜索和營救工作，應確認、定位並營救那些當地救援力量

或級別 3 的行動中無法救出的被困或深埋的少數倖存者。 

 通常在單個工作場地或少量工作場地進行。 

 救援隊伍將深入大部分或所有可能有倖存者的空間。 

 此一級別的行動持續時間更長（多於一個行動階段），並需要一系列

的技術，例如： 

1、運用一切可能的搜索技術和設備，重複搜索直到確定營救通道。 

2、運用大面積支撐以確保廢墟結構或營救通道的安全。 

3、對各種結構構件重複進行重型破壞和侵入。 

4、吊起和/或移除大型構件。 

5、如果需要建立接近確定的倖存者營救通道時，本級別可能會展開

一些移除工作。 

6、在受限空間內作業，有時需要深入廢墟結構內部。 

 在同一工作場地可能有多個支援隊伍同時作業。 

 需要對工作場地進行全面管理和控制。 

5 

（覆蓋性搜索 

和恢復） 

 通常是指在工作場地挖掘遇難者屍體的行動。 

 本級別的行動通常不由國際搜索隊伍執行。 

 一般情況下，是在救援階段結束、進入恢復階段時進行。 

 在被協調機構認定是必要的情況下，本級別的工作仍是救援階段的

一部分。 

 在移除和拆除建築物時，仍然有可能發生奇蹟，找到倖存者。 

 假如工作場地是倒塌的建築物或廢墟堆，本級別的工作可能包含： 

1、搜索或進入每一個可能的空間。 

2、運用級別 4 所列出的全部技術。 

3、移除大的構件以進入倒塌建築物或廢墟的每一個部分。 

4、使用重型機械如：起重機或大型拆除設備，以建立通道。 

5、對工作場地進行全面管理和控制至關重要。 

 本級別的工作適用於破壞不是很嚴重的區域，但需要技術確保建立

通道或安全進入完成所有遇難者的清理。在這種情況下，行動包含

下內容： 

1、在被指派的行動區域對每一個建築物的每一個房間進行系統搜

索。 

2、應當快速清理相對較大的區域。 

3、在必要的情況下，可以採用強行方式進入所有的區域。 

4、可能需要重型機具去清理相對較小的廢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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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R 級別 定義和目的 

 可能特別適用於遇難者的定位/挖掘。 

 行動規則必須詳細描述隊伍在發現遇難者/倖存者時該如何做，例

如：通知其他隊伍或留下自行處理。 

 隊伍需對已完成清理的區域進行全面管理和協調，並做詳細記錄。 

資料來源：INSARAG，2015 

 

在 ASR 級別 2 分區評估的目的，是為了在所分配的區域內確定具體的可存活生命救援位

置，以確定任務的優先順序並制定工作計畫。在確定工作場地優先順序時，一個非常重要的

參考因素就是優先分類級別。工作場地的優先分類級別，根據相關的壓埋人員訊息、空間大

小和所需的 ASR 級別，區分為 A～F 不同等級，各級別判定依據如［表 2］。 

 

表 2、工作場地優先分類級別 

工作場地 

優先分類級別 
壓埋人員訊息 空間大小 所需的 ASR 級別 

A 確定有倖存者 所有空間 級別 3（快速搜索和營救） 

B 確定有倖存者 所有空間 級別 4（全面搜索和營救） 

C 未知或可能有壓埋人員 大空間 級別 3（快速搜索和營救） 

D 未知或可能有壓埋人員 小空間 級別 3（快速搜索和營救） 

E 未知或可能有壓埋人員 大空間 級別 4（全面搜索和營救） 

F 未知或可能有壓埋人員 小空間 級別 4（全面搜索和營救） 

資料來源：INSARAG，2015 

 

(二) 受困者標記 

應用受害者標記時，應使用以下方法，標記方式如： 

1. 當隊伍（例如搜索隊）無法留在現場繼續工作。 

2. 涉及多人傷亡，或者可以透過搜索行動進行精確定位的事件。 

3. 盡可能離傷亡人員近的地方進行標記。 

4. 隊伍可使用以下材料：自噴漆、建築蠟筆、貼紙、防水卡片等。 

5. 字體大小應約為 50 公分。 

6. 標記顏色應清晰可見並與背景顏色對比鮮明。。 

7. 當救援行動結束後無需再使用。 

8. 不要標記在建築物前方有工作場地代碼的位置，除非該地方有傷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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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INSARAG 受困者標記 

資料來源：INSARAG，2015 

七、 各項後勤設施之量化需求建議 

各項後勤設施與民生物資之量化需求建議如［表 3］所示。 

表 3、後勤設施量化需求建議 

後勤設施 

項目 種類 需求建議 

通訊 

無線電 1 支/人 

充電器 1 個/人 

衛星電話 1 支/組 

基本設施 

帳篷 4 個/組（3 m *3m） 

睡袋 1 個/人 

桌子 4 張/組 

椅子 30 張/組 

電腦 2 台/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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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勤設施 

項目 種類 需求建議 

印表機 1 台/組 

電池 10 顆/組 

傳真機 1 台/組 

白板 1 個/組 

投影幕 1 個/組 

望遠鏡 1 個/組 

尺 1 把/組 

照明設備 照明燈具 2 個/組 

發電設施 
發電機 1 台/組 

發電機所需油料 15 公升/台（每日） 

支援設施 

沐浴車 2 輛 

通訊平台車 1 輛 

水車 1 輛 

伙食設備 炊具 1 組/組 

其他設備 

喊話器 1 台/組 

封鎖帶 1 捲/組 

空拍機 1 台/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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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執行重大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設置作業規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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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臺北市政府執行重大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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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新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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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桃園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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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附錄五、基隆市消防局緊急應變小組編組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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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指揮架構調整之建議 

依據現場作業指揮管制需求，並針對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及桃園市等四縣市之現場

作業指南進行整合分析，參考 TESF（Taiwan Emergency Support Function）功能架構研擬出以

下指揮架構調整之建議，以利後續災害現場指揮之一致性。 

(一) 指揮組 

指揮官及由副指揮官、新聞官及協調官組成的幕僚團隊共同組成指揮組，並指派各組組

長進行團隊組成。 

1. 指揮官：指揮及決策下達。 

2. 幕僚團隊： 

(1) 副指揮官（由消防局長/相關局處首長擔任）：協助指揮官進行決策，提供決策相關

建議 

(2) 新聞官：新聞發布與發言，災情傳遞 

(3) 協調官：對內與對外溝通協調事項 

3. 任務： 

(1) 掌握各組任務執行進度 

(2) 定期舉行幕僚會議，統整各組資訊並統一由計畫組中的公共資訊小組進行對外公

布 

(3) 定期舉行聯席會議（由指揮組、其他各組組長、軍方及各縣市之援單位代表） 

(4) 聯席會議討論內容： 

I. 討論並制定廣域災害派遣指揮管理架構 

II. 討論任務及分工進行救災行動，任務分派隊伍順序依據搜救隊伍之救災能力分

級，進行搜救任務派遣原則 

III. 例行會議時間： 

i. 早上：當日任務提示及分派會議 

ii. 晚上：當日搜救進度回報及任務檢討會議 

IV. 後勤事務分工及需求調查 

V. 輪班待命計畫制定 

(二) 計畫組 

1. 資通訊與災情通報：支援通訊基礎設施的復原重建，並且在需要的時候為緊急工作提

供通訊支援，進行預警和通知。 

(1) 與遠端通訊和資訊技術業合作 

(2) 遠端通訊基礎設施修建和修復 

(3) 電腦和資訊技術資源的保護、修建和維護 

(4) 事故現場管理和應變架構的通訊監管 

(5) 辦理災情蒐報查證及追蹤事宜 

2. 分析研判：資訊蒐集、分析和管理，確認哪些資源可用來進行災害預警、應變啟動和

後續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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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理災害潛勢分析預警等事宜 

(2) 召開分析研判會議，分析研判可能發生之災情，並提供應變措施建議 

3. 參謀計畫：負責擬定整體應變策略，管制進度，資源獲取和管理，提供支援和計畫功

能，負責事故現場全方位支援。 

(1) 人員、物資調度 

4. 公共資訊：成立聯合資訊中心（JIC），由相關局處新聞官組成，針對事故內容做出迅

速的確認，並將緊急資訊向一般民眾發布統一且持續的資訊。 

(1) 辦理新聞發布 

(2) 錯誤報導更正 

(3) 民眾安全防護宣導 

(4) 新聞媒體聯繫溝通 

(5) 輿情蒐集 

5. 資源管理：協助救災據點進行災時現場管制、資源管理及整備，以確保能有效進行災

害現場之人、物、事管制，且有效的利用相關資源，確實整合現場救災資源。 

(1) 組織管制哨，設立於報到區內，並指派安全官擔任主要負責人，協助人員及裝備

器材之進出管理 

(2) 儲備資源並建立互助協議，以利由鄰近區域獲取資源 

(3) 制定計畫並確實分配救災據點之現有資源 

6. 任務： 

(1) 評估選定救災據點位置及劃定場地配置 

(2) 蒐集災害資訊進行分析，並擬定整體應變及救災策略 

(3) 事故現場管理和應變架構的通訊監管 

(4) 呈報給指揮組，並進行討論修正 

(5) 提出災害整體應變及救災策略以供後續救災行動之依據 

(6) 組織管制哨，進行救災據點現場人、物、事之管制作業 

(7) 進行救災據點之資源管理 

(三) 緊急服務組 

1. 消防搜救：對事故現場消防和搜救工作進行管理與協調，如災害監測、受困人員的定

位。 

(1) 救生支援 

(2) 搜索和救援作業 

(3) 緊急搶救調度支援 

2. 治安維護：災區警戒治安維護事項，並為事故現場、基礎設施或重要設施採取保護性

措施，因應公共安全和保障需要。 

(1) 設施和資源安全 

(2) 安全計畫和技術資源援助 

(3) 公共安全和保障支援 

(4) 通路、交通和人群控制支援 

3. 核生化應變：造成對民眾健康、安寧或環境危險做好準備、積極應變與災後復原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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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實際需要提供技術專家。 

(1) 有害物質（化學、生物和輻射性物質等）應變 

(2) 短期及長期環境清理 

4. 國軍支援：地方政府災時向所在後備指揮部轉各作戰區提出協助申請，惟發生重大災

害時，國軍應主動派遣兵力及機具協助災害防救，並立即通知地方災害應變中心，達

成聯合災害防救之目的。 

(1) 國軍支援相關事項 

(2) 辦理結合全民防衛動員整備體系，資源調度支援 

5. 任務： 

(1) 依據計畫組所規劃之場地配置進行進駐 

(2) 根據災害整體應變及救災策略進行搜救及搶修計畫擬定 

(3) 安全計畫及公共安全計畫之擬定 

(4) 相關計畫呈報給指揮組，並進行討論修正 

(5) 結合國軍進行搜救搶修行動 

(6) 搜救設備之管制與調度 

(7) 整理現場搜救情形並於幕僚會議中提出，由計畫組中的公共資訊小組統一公開搜救

相關訊息 

(8) 道路、交通和人群控制 

(四) 人道服務組 

1. 醫療與公共衛生：因應受災群體和災害應變者遭受物質侵害相關的精神健康、行為健

康和醫療需求等。 

(1) 緊急醫療 

(2) 心理健康服務 

(3) 大規模傷亡管理 

(4) 公共衛生 

2. 避難與安置：協助人員疏散避難、臨時安置和其他緊急服務，進行管理與協調配置，

包括個人、家庭、社區、家庭寵物、執勤動物、特殊需求或用途、特定場所等。 

(1) 民眾臨時避難與疏散撤離 

(2) 災後中期安置 

3. 民生物資與農糧資源：提供營養援助，確保商業食品供應的安全，對動植物疾病和害

蟲做出應變。 

(1) 民生物資供應與協調 

(2) 營養品援助 

(3) 動植物疾病和蟲害應變 

(4) 食物安全和保障 

(5) 自然、農業資源 

(6) 家庭寵物安全和健康 

4. 災民家屬安撫：提供災民家屬之心靈撫慰與協助，以及死亡民眾的喪葬協助、慰問金

發放、規劃長官慰問關懷民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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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任務： 

(1) 災害初期： 

I. 設立檢傷站進行受災民眾檢傷 

II. 確認後送醫院及建立救護聯絡系統 

III. 檢視現場醫療資源是否足夠並派遣醫療人員進行災區現場醫療支援行動之進駐 

(2) 搜救期間： 

I. 配合搜救行動進行現場醫療支援及生命徵兆評估 

II. 確認後送醫院內之受災民眾並進行名單建置 

III. 整理現場醫療相關資訊，呈報指揮組，於幕僚會議中提出，並由計畫組中的公

共資訊小組進行對外公開相關資訊（包括傷患後送醫院等） 

(五) 工程處置組 

1. 交通運輸：在事故現場協調運輸系統管理和基礎設施的復原，當無法使用或超負荷運

行時，提供可實施的臨時替代運輸方案。 

(1) 航空管理和控制 

(2) 載具調度 

(3) 交通安全 

(4) 交通基礎設施重建和復原 

(5) 流動限制 

(6) 損失和影響評估 

2. 公共工程與環境資源：針對事故現場管理的變化要求，提供公共工程設施和環境資源

方面的支援，進行緊急修復、技術援助和相關調查評估作業等，並協調聯繫結構技師

針對建物及設施進行安全性評估。 

(1) 基礎設施保護、緊急修復及更新 

(2) 技術維護和施工管理 

(3) 工程搶險開口契約 

(4) 環境清潔及廢棄物清理 

(5) 自然與人文資源保護 

(6) 社會經濟影響評估 

(7) 長期地方政府、私部門社會重建援助 

(8) 減災計畫執行的分析評估 

3. 水電與能源：協助受損的水電維生與能源系統進行損害狀況和中斷影響評估進行資訊

蒐集、測算和資訊共用，克服復原重建過程中的各種困難與挑戰。 

(1) 維生管線（供水、公用氣體、油料、電力系統）基礎設施評估、維修和修建 

(2) 各類管線業者效用協調及能源預測 

4. 任務： 

(1) 載具及救災機具調度 

(2) 交通基礎設施重建和復原 

(3) 損失和影響評估評估 

(4) 基礎設施保護、緊急修復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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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維生管線（供水、公用氣體、油料、電力系統）基礎設施評估、維修和修建 

(6) 各類管線業者效用協調及能源預測 

(7) 將相關之工程處置訊息呈報予指揮組 

(六) 後勤組 

1. 後勤支援：協助提供後勤規劃、管理和支援能力，充分整合公、私部門、NGO 等相關

單位資源，以滿足災害應變者的需求。 

(1) 後勤計畫、管理和維護能力 

(2) 資源支援（作業空間、辦公設備和供應契約服務） 

(3) 資源及器材儲備供應 

2. 行政庶務：處理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所需行政庶務、相關資源採購與稽核、各項會計事

務、救災財務調度支援及統籌經費動支核撥等。 

(1) 各項行政庶務處理 

(2) 辦理會議、應變建議、文書紀錄、圖資提供等事宜 

(3) 相關資源採購及稽核 

(4) 各項會計事務 

3. 任務： 

(1) 作業空間及設備等建置 

(2) 後勤計畫擬定 

(3) 後勤計畫呈報給指揮組，並進行討論修正 

(4) 搜救人員生活所需物資之管制與調度 

(5) 將相關之後勤訊息及所需物資清單等呈報予指揮組 

 

 

災害現場指揮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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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INSARAG 報到及相關表格 

 前來支援的 USAR 隊伍 
隊伍代碼 

分級 隊伍 預計到達時間 

在
途
中

? 

已
抵
達

? 

聯絡人/電話 資源需求 送往 
預計離

境日 
重 中 無 犬數 人數 日期 時間 

 
 

             

 
 

             

 
 

             

 
 

             

 
 

             

AUS-1 
USAR 

Yes   4 72 
31 

FEB 

 
1200 

 
Yes Yes 

Bob Smith 
+61 412 345 

678 

Oxygen 
Timber 

5000L water 

BoO State sports 
arena 

12 MAR 

“H” = heavy classified  -  “M” = medium classified  -  “No” = Unclassified  -  “K9” = Canine capability  -  “Pax” = No. of People in team  - “Arr?” = Arrived?  -  “EDD” = Estimated departure date 
 

01 Incoming USAR teams 
 RECEPTION DEPARTURE USAR COORDINATION SECTOR COORDINATION  PUBLIC DISPLAY INFO FOR TEAMS CC STAFF ONLY 

 RECEPTION DEPARTURE USAR COORDINATION SECTOR COORDINATION  PUBLIC DISPLAY INFO FOR TEAMS CC STAFF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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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調人員訊息 
作息時間: 上班:  休息:  

RDC/UCC/SCC 位置: 地址:  GPS:  
RDC/UCC/SCC 聯絡方式: 常用

電話:  常用 

Email:  
 RDC/UCC/SCC 主管: 姓名:  聯絡

方式:  
人員 1: 姓名:  聯絡

方式:  
人員 2: 姓名:  聯絡

方式:  
人員 3: 姓名:  聯絡

方式:  
人員 4: 姓名:  聯絡

方式:  
名冊: 上午  

 下午  
 夜間  

 
16 Coordination staff information  RECEPTION DEPARTURE USAR COORDINATION SECTOR COORDINATION  PUBLIC DISPLAY INFO FOR TEAMS CC STAFF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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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災害種類:  

事件日期及時間:  

估計大小和範圍:  

失蹤:  

死亡人數:  

受傷:  

無居所:  

當地緊急服務: 

警察 
狀態: 

消防 
狀態: 

救護車 
狀態: 

 

07 Current situation  RECEPTION DEPARTURE USAR COORDINATION SECTOR COORDINATION  PUBLIC DISPLAY INFO FOR TEAMS CC STAFF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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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設施狀況 
類別 狀態 問題 位置 備註 

道路    
 
 

橋梁    
 
 

鐵路    
 
 

電力    
 
 

行動電話     

行動數據     

水源    
 
 

其他    
 
 

如果可能，使用地圖顯示受損的基礎設施 
 

11 Infrastructure status  RECEPTION DEPARTURE USAR COORDINATION SECTOR COORDINATION  PUBLIC DISPLAY INFO FOR TEAMS CC STAFF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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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概述(依照分區) 
 

日期 分區 隊伍(s) 
ASR2 

% 

總工作

場地 
作業中

場地 
完成場地 

# 救出

倖存者 

# 移出

大體 
#失蹤 

 
 
 

    
  

   

 
 
 

    
  

   

 
 
 

    
  

   

 
 
 

    
  

   

31 DEC A 
NZL-1  AUS-2    

INA-10 
42 

 
12 

 

  
2 12 63 

此概述應結合有顯示分區界線的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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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後勤資源 
種類 狀態 提供者 位置 聯絡資訊 備註 

人員運輸      

裝備運輸      

重機具      

燃料      

木材      

氧氣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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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勤資源需求 
需求 地點 提出需求者 

開始日期/

時間? 

結束日期/

時間? 
分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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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時間表 

 

報告應通知各協調中心、

OSOCC，包含作業內容，問題

及進度。 

應盡可能使用簡要表格，避免

癱瘓各協調中心。 

Report from:  隊伍成員 隊伍 分區協調中心 搜救協調中心 

Report to: 隊伍成員 分區協調中心 搜救協調中心 OSOCC/LEMA 

By:  

日期:     
時間: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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