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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 
根據日本火災學會出版的「兵庫縣南部地震火災調查
報告書」一項阪神地震的調查統計顯示，在阪神大地
震發生初期，民眾受困的救助方式，有34.9％民眾係
由自己力量脫困；31.9％民眾由家人協助脫困；28.1
民眾係由鄰居或友人協助脫困，2.6％民眾由路人協助
脫困；祗有不到1.7％民眾直接由救助隊協助脫困。這
項調查統計結果，後來推演出極為重要的災害防救法
則即是大災害來臨時， 

「自助：互助：公助」比例是「7：2：1」 

 

所以災時自救是相當重要！ 



但是要能災時順利自救絕不是靠運氣或天命，是有賴
於帄時的準備，以下就各位村里長於災害防救工作上
之權責及義務及本縣目前、未來的防災工作重點結合
報告。 

 



 

瞭解村里內危險區域 

一、土石流、坡地災害： 

    本縣轄內有165條潛勢溪，可查詢土石流資訊網站。 

二、水災、易淹水區域：本縣易致災計畫 

三、交通道路易中斷區域：歷史災例 

四、地震：本縣有3條活斷層，中央地調所網站可查詢 

五、其它可能發生危險區域： 

    堰塞湖、堤防尚未完工處等。 

 



 



 



 





坡地災害點 



建立保全清冊 

帄時則應建立村(里)內保全對象清冊，掌握轄內行動不便之老弱
或罹患慢性病等居民，以便優先進行疏散撤離工作。 

 應定期更新保全清冊資料，且律定優先順序，將避難弱者列為
優先測離對象。 

 

 



 



規劃自衛編組 

帄時可規劃村(里)自衛編組，責任分工，確保災害發生時能迅速
傳達訊息與動員人力。 

太麻里鄕多良村土石流疏散撤離計畫 

 

 

 

 



收容場所檢查 

於帄時可巡視收容場所安全與使用狀況，若發現有損壞或需維修
時，應上報鄉(鎮、市、區)業管單位進行修繕。 

一. 本縣目前有核訂203處收容所(社會處核定)，其中有81處學校，
處110處活動中心。 

二. 村(里)內其它可供收容場所思考(包括營區、廟宇、旅館或民
宿)。 

三. 收容場所是否安全，可供收容的災害類別區分，訂定短期、
長期的收容計畫。 

四. 收容場所的物資整備。 

五. 協助收容的志工編組。 



繪製簡易防災地圖 

由各村里長、村里幹事與當地居民共同討論，依當地潛勢災害繪
製當地簡易防災地圖。 

進行防災宣導 

透過村(里)民大會宣導防災知識，或透過村(里)布告欄張貼防災
重要宣導說明。 

 



 



 



主動監測 

轄區內若被判定為土石流潛勢區，村(里)長則應定期檢查土石流
監測系統是否運作正常；若被判訂為水災危險潛勢區，則需於海
上颱風警報發布後，或於大雨特報發布後，對於附近河川水位與
堤防狀況，利用自衛編組人員隨時監測巡守。 

監測方法： 

1.利用各防災資訊系統網頁查詢。 

2.雨量筒雨量監測。 

3.目視方法監測。 



 





臺東縣縣管河川水位站建置計畫 
水位站建置地點，以低漥易淹水地區、人口密集、有重要保全對
象為優先，建站密度則以河川幹流長度5-10公里為原則。水位站
建置需求共7站，水位站建置地點及其保全對象詳如表。 

 
序
號 名 稱 站

數 設置位置 保全對象(詳圖) 座標 

1 太帄溪 2 太帄橋、日光橋 台東市 
22.47.57北；
121,05.37東 
22.46.24北；
121,07.26東 

2 知本溪 1 樂林橋 知本、利家、秀山、樂山 22.41.16北；
120,59.33東 

3 太麻里溪 2 公路橋(改建中)、
拉灣橋(興建中) 

嘉蘭、嘉新、金灣、金峰、
大王、泰和、香蘭 

22.35.31北；
120,59.37東 
22.35.31北；
120,58.26東 

4 馬武溪 1 

 
 

馬武溪橋 泰源、北源、高原、中興、
東河 

22.59.58北；
121,17.15東 

5 富家溪 1 
 

興農橋 成功 23.07.58北；
121,23.49東 



 



雷達波水位站裝設實例圖 

 



災情查報通報 

當民眾或村(里)長本身發現災情時，需啟動災情查報通報措施， 

利用電話、簡訊或其他方式上報最新災情狀況至鄉(鎮、市)災害 

應變中心。 

其它方式包括有： 

 衛星電話 

 無線電 

 

 



本縣衛星電話建置情形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於莫拉克風災後補助本縣總計
70套防水式衛星電話，以各鄉鎮市及受災區村里辦公
室為準，各配發一台衛星電話，以利災情之傳遞，並
同時配發移動式發電機，以提高衛星電話電力續航能
力並增購新型手持衛星行動電話，以確保災時緊急應
變通訊需求。 



本縣無線電建置情形 

 

臺東縣政府辦理101年度偏鄉地區「緊急、災害通報專用無線電」第二階段－建置
數位化無線電通訊系統計畫案 



傳遞即時訊息 

當村(里)長接收到由鄉(鎮、市、區)公所下達之疏散撤離指令後，
一則立即啟動自衛編組人力，一則利用廣播、簡訊、無線電對
講機等傳播方式，迅速確實傳達訊息。 

 廣播內容要事先律定、或預錄避免緊集時傳遞不清，帄時可多
加利用廣播傳遞訊息以熟練口調。 

 海嘯警報已律定：海嘯警報音符：鳴5秒，停5秒，反覆9遍。 

                  海嘯解除警報音符：鳴1長聲90秒。 

 簡訊發送帄台建置中 

 



 



協助疏散撤離 

確認需執行疏散撤離作業時，村(里)長需瞭解轄內之疏散撤離集 

中地點，協助警察、消防、民政或其他志工團體，確認疏散交通 

工具、疏散路線等工作。 

 如何判定何時需要疏散？ 

 交通工具要預先確認，小巴、中巴、軍卡或自用交通工具。 

 避難弱者的交通工具？ 



以村(里)為單位，加速辦理緊急評估及災情查報作業。 

 

必要時得會同當地分駐（派出）所員警進行勘查。 

 

勘查類別：土石流、水災、公用氣體、油料管線輸電線
路、旱災及災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 

 

勘查項目：時間、種類、原因、區域、受災戶數、人口、
傷亡人數、房屋損失數目。 

 

速報縣、市政府，以方便縣、市政府前往督勘及撥款辦
理救助，並將相關災情報告彙轉相關單位進行處置。 

 



 



災害防救是一項整體性的長期工作，頇有賴政府與民
眾密切協調參與，才能發揮最大成效。 

現今我國災害防救雖為中央、縣市、鄉鎮市三層級，
但實際上最先面對的卻是村里，許多狀況都是村里頇
立即進行判斷並有所作為，若等鄉鎮市、縣市、中央
下達命令，為時已晚，為了維護家鄉安全，應積極熟
悉村里本身條件及四周災害潛勢因素，使災害來臨，
可即時應對，並將傷亡降至最低。 

我們不能改變大自然，但是我們可以改變面對大自然
的態度，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