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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計畫依據本(99)年度本所派員出國研習相關防火與避難技術。計畫目的

主要前往日本消防研究中心、建築總合試驗所耐火防火實驗室，並研習「災害火

災避難區劃技術」與「災害避難行動輔助設備」技術。 

為提升本所安全防災研究廣度，鑒於日本對於都市地區洪泛減災技術具有

前瞻與獨特技術，增加「都市地區洪泛減災技術研習」等行程，前往日本雨水貯

流浸透技術協會、建設技術展示館、防災公園、大阪市水道局等單位，研習利用

浸透工法，透過貯存與的減災轉換技術，將災害減至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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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本計畫依據本(99)年度本所派員出國計畫辦理。計畫目的主要前往日本消

防研究中心、建築總合試驗所耐火防火實驗室，並研習以下技術： 

1.災害火災避難區劃技術：瞭解日本對於火災現場避難區劃之技術（例如：

等待救援空間設置或暫時避難空間）。 

2.災害避難行動輔助設備：學習日本對於災害避難行動輔助設備之研發構

想與技術。 

為提升本所安全防災研究廣度，因全球暖化造成氣候變化劇烈，例如去

（98）年莫拉克風災，鑒於日本對於都市地區洪泛減災技術具有前瞻與獨特技

術，殊值派員研習，增加「都市地區洪泛減災技術研習」等行程，前往日本雨水

貯流浸透技術協會、建設技術展示館、防災公園、大阪市水道局等單位，並研

習以下技術： 

1.應用浸透工法貯流減災技術：研習日本利用浸透工法於公共用地、住

宅、道路用地，將雨洪水貯流之減災技術，以及浸透工法推廣實施作

為。 

2.參訪建設技術展示館：研習日本對於建築技術之展示應用作為，尤其是

安全防災技術之推廣。 

3.參訪防災公園：研習日本對於防災公園規劃及運作技術。 

4.參訪大阪市地下雨水滯留隧道：研習大阪市克服都市地勢低窪的條件限

制，設置大型地下雨水滯留隧道將地面逕流滲入地下，防止地層下陷解

決排水問題的技術。 

效益預估：  

1.藉由本次研習可以蒐集與瞭解日本對於災害避難等場所之防火避難技術

與國內之差別，以及研習相關防火實驗技術，除了作為國內未來改善與

研究之借鏡外，更期望透過國際交流，強化精進與提升國內防火安全研

究技術。 

2.本次研習預計瞭解日本如何利用浸透工法於公園、學校、住宅、道路等

用地，將原本可能造成淹水災害的大量雨洪水，透過貯存與的減災轉換

技術，將災害減至最低並妥適運用，另外將研習日本對於該技術的推廣

方式，以作為國內應用可行性之評估研究與參考。 



 

2 

貳、考察過程 

一、參訪行程 

活動日期：99 年 8 月 30 日（一）至 9 月 10 日（五）合計 12 天 

 

日 期 活 動 內 容 備 考

8 月 30 日（一） 1.啟程、抵達東京 路程 

8 月 31 日（二）

～ 

9 月 04 日（六） 

2.參訪建設技術展示館（研習推廣安全防災技

術）。 

3.參訪防災公園：東京臨海廣域防災公園或堀

切二丁目防災公園或其他防災公園等（防災

公園規劃及運作技術研習觀摩）。 

4.參訪雨水貯流浸透技術協會（利用浸透工法

對雨洪水調節減災技術研習觀摩）。 

5.參訪日本消防研究中心（災害火災避難區劃

技術、避難設備研發構想與技術研習觀

摩）。 

東京 

9 月 05 日（日） 6.由東京至大阪 路程 

9 月 06 日（一）

～ 

9 月 09 日（四） 

7.參訪日本建築總合試驗所耐火防火實驗室

（日本防火材料與防火構造等相關先進實

驗技術研習觀摩）。 

8.參訪京都大學防災研究所 DPRI(地震災害應

變、坡地災害與極端氣候預測及防災技

術)。 

9.參訪下水道科學展示館（大阪市下水道防災

應用處理技術研習觀摩）。 

10.參訪人與防災未來中心（防災避難規劃及

運作技術研習觀摩）。 

大阪、京都

9 月 10 日（五） 11.返程由大阪抵達台北 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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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消防研究中心、建築總合試驗所耐火防火實驗室考

察研習 

（一）日本消防研究中心 

日本消防研究中心（Fire Research Institute）設立於 1948 年係隸屬於日本國

家消防廳（National Fire Defense Agency），於 1961 年設立研究部門並於 1963 年

研究部門擴展為火災研究部門與第二研究部門，1969 年再增設第三研究部門，

2001 年改制為獨立行政法人消防研究所 NRIFD（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Fire 

And Disaster ）設置研究企劃部、基礎研究部門、專案計畫研究部門。2006 年獨

立行政法人消防研究所 NRIFD 再改制為隸屬於日本總務省消防廳消防大學之消

防研究中心，並設置火災災害調查部門、技術研究部門與研究企劃部門。 

目前的研究範圍包含有： 

1.過密都市間的火災安全確保 

2.化學物質火災與爆炸之預防與滅火 

3.地震與材質老化對石油儲槽之保護 

4.大規模自然災害發生之火災與災害防止對策 

5.特殊災害防止 

6.災害與意外事故之洩漏與危險物質調查 

 

本次參訪由日本消防研究中心的松島早苗主任研究官接待，並特別針對都

市公共區域火災進行簡報，包含地下鐵火災、歌舞伎町的擁擠居住型態火災、神

戶市倉庫火災、都市火災旋風現象、店鋪火災等議題。日本的火災研究始於二次

大戰之後，因都市大規模的木造建築容易引發火災，1970 年以後日本火災的型

態開始增加不同的類型，例如油槽火災。1990 年以後商場與醫院類型的火災增

加，近 20 來隨著防火研究的進步已較少發生重大的火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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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於災害避難行動輔助設備之研發構想與技術也有實際之研發應成

果。當火場有避難弱勢之人員例如行動不良或受傷者無法順利自行逃脫困境，日

本對於避難弱者研發了智慧化行動輔助設備，採用小型履帶式智慧化自走機器人

（如圖 11、12），當救難人員進入災害現場時機器人跟隨進入並記憶路徑，發

現避難弱者時再結合數台機器人將傷者運出。另有利用遙控機器人進行危險場所

偵測任務（如圖 10）。智慧化自走機器人技術可引進或將資訊提供廠商研發以

精進國內避難設備之功能。 

日本近年也對於地震造成的火災進行研究，在地震之後有關火災避難與防

災系統的議題如何規劃，例如除防災考量如何告訴居民災後要做什麼事情，如何

引導居進行下一步動作。所以對於防災與避難議題充分與松島研究官交換意見，

日本在地震火災後的避難考量可供我國火災避難議題的思考。 

 

圖 1  日本消防研究中心組織圖 

 

圖 2  日本消防研究中心全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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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參訪人員與松島早苗主任研究官

合影 

圖 4  日本消防研究中心本館外觀 

 

圖 5  松島研究官簡報 圖 6  撒水頭試驗裝置 

 

圖 7  防火綜合試驗場 圖 8  防火衣試驗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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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攜帶式低壓水霧滅火裝置 圖 10  火災現場遙控偵測設備 

 

  

圖 11 小型履帶式智慧化自走機器人 圖 12 小型履帶式智慧化自走機器人 

－操作範例 

 

圖 13  過密都市空間火災研究 圖 14  高壓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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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建築總合試驗所耐火防火實驗室 

財團法人日本建築總合試驗所是於 1964 年由國土交通省‧經濟產業省所共

同管理的社會法人組織。試驗所著重於建築的性能試驗、評估與研究開發事項，

以提升建築品質與安全性，增進國民生活品質。 

營運方針計有四項： 

1.本著公益法人的良知堅持，確保事業組織的透明性。 

2.作為第三者機關的公平性，本於中立的立場進行試驗與評估事務。 

3. 致力於最新的技術和知識的掌握，以符合顧客以及社會的需要。 

4. 試驗與評估事務之運營業務合於國際規範之要求。 

組織概要說明： 

1.試験研究中心( 105 名) 

2.產品認証中心(12 名)  

3.建築評定中心(31 名) 

4.構造評定中心(19 名) 

5.事務局(19 名)  

總計 191 名 

設施概要說明： 

1.建築總合試驗所本部組織：  

(1) 建築總合試驗所本館  

(2) 耐火實驗棟 

(3) 音響・熱實驗棟 

(4) 風洞實驗棟  

(5) 新館  

2.本部以外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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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淀試験室・堺試験室・京都試験室・加古川試験室・神戸各試験室 

大阪事務所・東京事務所  

 

日本建築總合試驗所的參訪由「耐火・防火試驗室」田坂茂樹室長接待，

並介紹建築總合試驗所本部的實驗棟，包含耐火實驗棟、音響・熱實驗棟、 風

洞實驗棟、結構實驗棟等。建築總合試驗所除一般委託檢測與儀器校正之外，也

接受建築物的調查與診斷事項，同時也基日本建築基準法由國土交通大臣所認可

之「指定性能評定機關」，並且也是符合住宅品質促進等相關法律之「登錄試驗

機關」與「登錄住宅型式性能認定關」。 

 

 

圖 15  建築總合試驗所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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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建築總合試驗所 圖 17  與田坂茂樹室長合影 

 

圖 18  建築總合試驗所—圓錐量熱儀 圖 19  建築總合試驗所—水平板式構

件加熱爐 

 

  

圖 20  木構材炭化率試驗樣品 圖 21  建築總合試驗所—柱加載實驗

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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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建築總合試驗所—大型萬能試

驗機 

圖 23  建築總合試驗所—樓板衝擊音

實驗裝置 

 

圖 24  建築總合試驗所—高頻樓板衝

擊音實驗裝置 

圖 25  建築總合試驗所—風洞實驗裝

置 

 

有關日本防火檢測技術的發展在撒水幕的檢測實驗的技術方面，係採用加

熱爐提供熱源進行測試，較我國目前撒水幕的檢測實驗使用木材框架為熱源，在

溫度與壓力控制比較皆較為客觀。建築總合試驗所提供日本在撒水幕檢測的研究

成果與水系統結合耐火構件耐檢測實驗的研究成果供此行考察研習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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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雨水貯流浸透技術協會、建設技術展示館、防災公

園、大阪市水道局等單位考察研習 

 

（一）日本雨水貯留滲透技術協會 

氣候變遷因應全球氣候變化劇烈，日本在都市地區洪泛減災技術具有前瞻

與獨特技術，殊值派員研習。本計劃於東京地區「都市地區洪泛減災技術研習」

是由日本雨水貯留滲透技術協會忌部正博常務理事接待，並安排參訪「鶴見川多

目的遊水地」與「妙正寺川洪泛調節池設施」，介紹東京地區的洪泛減災技術與

設施。 

鶴見川流域目前由日本國土交通省關東地方整備局京濱河川事務所流域調

整課負責管理，此行參訪由該課二見拓也先生負責接待並進行簡報，介紹「鶴見

川多目的遊水地」相關防災技術與設施。鶴見川位於神奈川縣，流經町田市、橫

濱市青葉區、綠區、都築區、港北區、鶴見區、川崎市幸區河流長度 42.5 公

里、流域面積 235 平方公里，鶴見川的流域區域時常出現水災。1980 年為減少

洪患與確保河川整體機能而進行「總合治水對策」，河川整治對象包含流域、河

川與下水道，工作計畫事項包含綠地恢復、滯洪區設置、多目的遊水地、下水

道雨水貯留管道與建築物高架化等。2003 年完成啟用「鶴見川多目的遊水地」，

由提防包圍遊水地區域，區域範圍內設置公園、運動場、體育館、道路與停車

場等公共設施。 

日本為加強都市水患的治理，於 1977 年開始針對都市內河川進行整治並涵

蓋調整池、雨水貯留以及浸透等設施，例如東京的妙正寺川，為防範水患氾濫

再沿河川流域範圍即設置許多調整池，於河水暴漲時可以有緩衝空間疏解暴增

的水量，而且在平時這些調整池可以利用作為休憩廣場、公園綠地等多用途使

用。例如本次參訪的妙正寺川第一調整池及附屬於集合住宅之範圍，經由外觀

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建築物的居住使用範圍則抬高而底層低漥處處理成休憩庭

園，兼具防洪安全與休憩運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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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與忌部正博常務理事於「鶴見川

流域中心」合影 

圖 27  二見拓也先生簡報「鶴見川多目

的遊水地」 

 

圖 28  鶴見川防災設施配置圖 圖 29  鶴見川流域之公共足球場 

 

圖 30  鶴見川流域 圖 31  「鶴見川流域中心」之大廳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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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妙正寺川第二調節池解說牌 圖 33  妙正寺川第二調節池溢水孔 

 

圖 34  妙正寺川第一調節池內部區域 圖 35  妙正寺川第一調節池溢水孔 

 

圖 36  妙正寺川第一調節池 圖 37  妙正寺川第二調節池 

 

 

 

 



 

14 

圖 38  妙正寺川上高田調節池解說牌 圖 39  妙正寺川上高田調節池 

 

圖 40  妙正寺川 圖 41  妙正寺川沿岸調節池 

 

圖 42  妙正寺川沿岸調節池公園解說

牌 

圖 43  妙正寺川沿岸調節池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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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建設技術展示館 

建設技術展示館係隸屬於日本國土交通省關東地方整備局關東技術事務

所，建設技術展示館的主要宗旨為介紹日本最新的建設技術，展示最新建設技術

在公共建設方面節省成本與增加安全保障，以及有助於環境保護等新的建設技

術。在建設技術展示館中展示介紹分為室內展示場與室外展示場二部份，展示概

要分述如下： 

1.室內展示場：新技術展示區、歷史展示區、關東地區整備局的事業介紹展

示區、NETIS 寬頻無線晶片技術展示區、接觸互動展示區。 

2.室外展示場：模型的展示實物包含介紹 46 種道路鋪路技術的實物展示介

紹、 落水管與共同溝的施工過程的展示等。 

 

 

圖 44  建設技術展示館全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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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室內展示場平面圖 

 

圖 46  室內展示場平面外觀 圖 47  展示看板 

 

圖 48  新技術展示區 圖 49  共同管溝實物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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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  東京防災體系架構 圖 51  都市高空鳥瞰正攝系統 

 

  

圖 52  超輕型高功率抽水馬達 圖 53  坡地植生抑制技術 

 

圖 54  免工具假設工程技術實物展示 圖 55  道路鋪路技術實物展示 

 

 



 

18 

 

（三）東京臨海廣域防災公園 

來自於阪神淡路大地震的經驗，為預防首都東京發生大地震災害如何匯整

由全國各地的救災隊伍及資源，及有效整合調度及指揮並建立對災害的應變處

理據點。所以日本在東京灣的海埔新生地上規劃並建立一個具整備與水上聯合

運輸功能的防災據點。 

「東京臨海廣域防災公園」是東京都圈的防災司令部，也是賑災時之支援

部隊等的大本營及支援災害醫療工作的基地。此防災公園內設有「災害現場對策

本部」等機構，可以在發生東京都都直下型地震等大規模災害時，彙整現場的受

災情況調整就災的對策。防災公園分為二部份，國營公園佔地面積為 6.7 公頃，

東京都立公園佔地面積為 6.5 公頃，總面積達 13.2 公頃。在管理方面，為了提高

公園平時的利用率，由國土交通省和東京都來共同分擔其規劃建設工作。規劃建

設設定為以下三方面的定位來進行： 

1.在平時係為防災準備的場所。 

2.提供提供各種防災體驗、學習、訓練場所，以增長一般民眾對於防災的知

識與技術，並培養自助及互助意識。 

3.利用臨海副都心的區位特色，創造的一個兼具都市休憩的場所。 

 

「東京臨海廣域防災公園」的本棟建築物於東京發生地震等大規模災害時

是整合調度及指揮應變的中心，在平時則肩負教育與宣導功能。教育與宣導所展

示的內容包含：災害情境體驗、靜態的宣導看板、救災物資的實物展示、動畫影

片播放等，其中給於參訪者印象深的是災害情境體驗—「東京直下型地震 72 小

時體驗」，利用實際情境讓參訪者可以真的體會震災後的情形，並利用手持式問

答操作小型電腦來考驗參訪者對模擬情境的反應，以提供受災時最正確的反應動

作與觀念，教育效果非常好可供我國進行防災教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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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東京臨海廣域防災公園平面配置圖 

 

圖 56  東京臨海廣域防災公園本部大

樓外觀 

圖 57  東京臨海廣域防災公園本部大

樓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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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防災公園解說牌 圖 59  防災公園救災物品倉庫 

 

圖 60  防災設施解說牌 圖 61  可外搭帳篷之涼亭 

 

圖 62  多功能炊事椅 圖 63  緊急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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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多功能廣場 圖 65  衛生設施 

 

 

圖 66  多功能飲水機 圖 67 癌研有明醫院緊鄰防災公園 

 

 

圖 68  東京臨海廣域防災公園本部大樓—東京直下型地震 72 小時體驗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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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  東京直下型地震 72 小時體驗—

解說牌 

圖 70  東京直下型地震 72 小時體驗—

體驗屋 

 

圖 71  東京直下型地震 72 小時體驗—

手持式問答操作小型電腦 

圖 72  東京直下型地震 72 小時體驗—

宣導看板 

 

圖 73  東京直下型地震 72 小時體驗—

救災物品介紹（一） 

圖 74  東京直下型地震 72 小時體驗—

求生物品介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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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堀切二丁目防災公園 

防災活動據點「堀切二丁目防災公園」位於東京都葛飾區，於 1999 年 4 月

完成併的開始營運。這個防災公園是由鄰近的四個防災民間組織所籌設，從討論

設立基本概念開始，到公園內防災機能的確立，到防災公園完成後並設立「堀切

二丁目公園管理運營委員會」負責公園營運與自主管理。 

堀切二丁目防災公園的內容特點如下： 

 

1.在平時營運時 

無論平常或者災害來臨時公園的最大受益者都是鄰近的居民，所以

公園的使用是以鄰近居民為主要考量。另外公園平常的主要使用者是兒

童，所以營運委員會的組織成員有會有青少年委員會與兒童活動相關組

織人員參加。 

2.當發生災害初期時 

當發生災害初期時防災公園可提供作為初期滅火所使用的 D 級幫浦

和消防用水槽（40 噸），雨水貯留槽(20 噸)，另外公園還配置有防止火災

延燒功能的設備。 

3.災害發生後的生活維持 

提供受災戶生活的支持保障，例如自來水供應缺乏時衛生器具的運

作可以利用雨水貯留槽的設計考量，或設置提供臨時住宅用電的發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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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堀切二丁目防災公園配置圖 

 

圖 76  堀切二丁目防災公園指示牌 圖 77  堀切二丁目防災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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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  堀切二丁目防災公園—多功能

飲水機 

圖 79  堀切二丁目防災公園—雨水儲

槽出水口 

 

圖 80  堀切二丁目防災公園—多功能

作業台 

圖 81  堀切二丁目防災公園—消防水

池指示牌 

 

圖 82  堀切二丁目防災公園—防災倉

庫 

圖 83  堀切二丁目防災公園—防災倉

庫物資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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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京都大學防災研究所 DPRI 

京都大學防災研究所 DPRI（Disaster Prevention Research Institute ）設立於 1951

年隸屬於日本東京大學，設立宗旨主要為自然災害研究。該所共設置包含「災害

理工學的基礎基礎研究部門」、「水災防治研究部門」與「地震及風災研究部門」

等三個研究部門。由於 1996 日本阪神˙淡路大地震所帶來的巨大災害，顯示出

社會組織系統對於風險管理與災害減緩的缺乏，但是當時京都大學防災研究並

沒已針對上述議題之研究部門。由於阪神˙淡路大地震之經驗與社會對於自然

災害研究需求的增加，故於 1996 年進行組織調整，共設置 5 個研究部門與 6 個

研究中心如下所示。 

京都大學防災研究所 DPRI 研究部門 

1.社會防災研究部門 

2.地震災害研究部門 

3.地震防災研究部門 

4.地盤災害研究部門 

5.氣象水災研究部門 

京都大學防災研究所 DPRI 研究中心 

1.附屬巨大災害研究中心 

2.附屬地震預測研究中心 

3.附屬火山活動研究中心 

4.附屬山坡地災害研究中心 

5.附屬流域災害研究中心 

6.附屬水資源環境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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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  京都大學防災研究所校區配置圖 

 

圖 85  京都大學宇治校區 圖 86  田中哮義教授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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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與未來防災中心 

人與未來防災中心主要是紀念發生於 1995 年 1 月 17 日的「阪神˙淡路大地

震」。此地震發生在日本兵庫縣的南部臨海地區，地震規模 7.3，最大震度 7，

死亡與失蹤人數達 6,437 人，財產損失高達 89,268 億日圓，是日本近 80 年所造

成傷亡最嚴重的地震。 

人與未來防災中心的主要功能有 6 項： 

1.展示：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示阪神˙淡路大地震的經驗與教訓。特別是過

對兒童進行有效的信息傳播，以講述防災的重要性、生命的可貴

與共同生活的美好意義。 

2.資料收集、保存：為了不使人們對阪神˙淡路大地震的記憶隨著時間的流

逝而消失，以便將受災者的感受與與地震的教訓傳之於後世，防

災中心將收集與累積的資料整理成淺易懂的形式傳達給市民。 

3.災害對策與專業人員的培養：大地震經驗的收集與最新的研究成果，通過

系統性的提供有關防災的知識與技術，以培養地區防災人員與災

害對策及實務的人才。 

4.實踐性的防災研究與年輕防災專家的培養：以大地震經驗的累積與學術性

的研究成果為基礎，進行有助於政府與地方制定防災政策。 

5.應對災害的現場支援：大規模災害發生時，因應當地政府需求向受災地區

派遣具有防災經驗豐富與執行實務的專家，並進行處置建議等

等。 

6.交流與網路：防災人員、研究人員、市民與企業等多種網路的形成，以成

為國內外合作的中心，並促進及提高社會防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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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7  人與未來防災中心西棟空間配置圖 

 

 

圖 88  人與未來防災中心東棟空間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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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9  人與未來防災中心西棟建築外

觀 

圖 90  人與未來防災中心東棟建築外

觀 

 

圖 91  人與未來防災中心中庭景觀 圖 92  人與未來防災中心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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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下水道科學展示館 

現代都市化急速發展，河川流域內保水、儲水能力降低，氣候變遷雨水量

大增，常造成超出各抽水站排水量之降雨逕流量，而產生都市內大規模的積水

現象。下水道除了肩負一般日常家庭與工業廢水排放與處理功能之外，另一項

重要功能即是排放暴雨所造成之雨水排放以保護都市免於水患之威脅。 

大阪市的下水道接管率已高達 100％，日本在下水道工程除了實際執行面的確實

要求，在教育宣導方面亦不遺餘力值得我國學習，大阪市於 1995 年設立「下水

道科學館」來記錄大阪現代化下水道系統的百年紀錄，同時介紹大阪市的下水道

建設成果與推廣下水道之相關教育觀念。「下水道科學館」為地下一層及地上六

層之建築物，藉由不同樓層之展示主題來提供市民瞭解下水道系統的各項功能。

各樓層相關主題如下所述： 

1.地下一樓—「地下探險」：包含有劇場型態介紹下水道發展的歷史介紹，

乘坐「地下探險號」到地底世界遨遊等。 

2.一樓「大廳、水資訊角落」：接待中心、相關水資訊查詢區。 

3.二樓「辦公行政區」：辦公行政區。 

4.三樓「都市環境與污水系統」：都市下水道縮尺模型實體展示、水環境圖

書館。 

5.四樓「大阪的下水道系統」：污水處理程序、下水道的維持管理、豪雨體

驗設施、合流式下水道系統改善介紹等。 

6.五樓「水的奇觀」：對流、表面張力與水壓手動操作設施、水循環立體展

示櫃。 

7.六樓「水與生活」：利用溫室與水耕技術來栽培植物與養殖魚類，來展示

放流水可以應用於生活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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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3  下水道科學展示館外觀 圖 94  水循環立體展示櫃 

 

 

 

 

圖 95  利用放流水進行水耕栽培植物 圖 96  對流手動操作設施 

 

圖 97  都市下水道縮尺模型 圖 98  污水處理程序體驗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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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察心得 

本次參訪與研習的過程中對於日本火災安全避難研究的現況與都市水

患的防止措施，有深刻的印象，許多值得我國學習與借鏡之處。以下即就參

訪與研習重要之心得分述如下︰ 

一、有關日本火災安全避難研究因當地都市大規模的木造建築特點容易引發火

災，所以早於二次大戰之後即開始進行。隨著都市型態發展的複雜化火災的

類型也增加許都不同的型態，例如油槽火災、商場與醫院類型的火災等。但

防火的法規與觀念也逐步更新，所以日本近 20 來已較少發生重大的火災案

例。部分研究重心已開始思考地震造成的火災進行研究，以及在地震之後有

關火災避難與防災系統的議題如何規劃等議題。 

二、日本消防研究中心的發展過程，係由公部門設立再改制獨立行政法人，目前

已再併入公部門。其過程顯示有關防災避難的研究機構因負有配合政策研

發的任務需求，所以防災研究機構性質上較不適發展為獨立法人機構。 

三、日本防災安全避難教育廣非常用心，例如「東京臨海廣域防災公園」的本棟

建築物於東京發生地震等大規模災害時是整合調度及指揮應變的中心，在平

時則肩負教育與宣導功能。其中災害情境體驗—「東京直下型地震 72 小時

體驗」，提供參訪者受災時最正確的反應動作與觀念，教育效果非常好可供

我國進行防災教育參考。 

四、日本都市水患的治理的經驗，並非將都市的雨水改快的排出，排出的速度越

快是必增加河川的負擔，而且必須增加堤防的高度，所以只要將雨水蓄留，

避過降雨高峰期，再逐步將蓄留的雨水排出，則可減輕河川的排水負擔，減

少都市水患，另外雨水蓄留池也可提供附近居民多用途使用的休憩運動功

能。 

五、日本對於防災的觀念非常的全面化與全民化，公園除遊憩與運動功能之外常

兼具，防災的作用，例如小小的「堀切二丁目防災公園」平時就是小朋友的

遊戲場所，災時則可提供附近居民避難的協助，在公園當中設置有避難設施

並皆可運作，顯示平常有確實保養維護，以及居民的防災意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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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一、都市防災策略的研究 

日本近年積極對於高密度都市的火災（例如地鐵火災、大規模震災產生

的火災等）避難進行研究，台灣的都市人口與建築物也是朝著高密度都市發

展，此趨勢所延生防火與避難的議題我國亦有可能面臨。都市淹水防範研

究之議題可參酌日本將雨水蓄留，避過降雨高峰期，再逐步將蓄留的雨水排

出，減輕河川排水負擔的觀念。另外在執行面若能配合建管與土地政策的修

改，例如土地開發配合獎勵措施以留設或提供部分土地為防災之用，或採取

繳納代金措施以統一建設都市蓄洪設施，應可逐步減輕都市的水患威脅。所

以高密度都市的火災的議題與都市雨水蓄留減輕河川排水負擔的觀念亦可

提供國內對於都市防災研究之參考。 

二、防火檢測技術的開發 

有關日本防火檢測技術的發展在撒水幕的檢測實驗技術方面，係採用

加熱爐提供熱源進行測試，較我國目前撒水幕的檢測實驗使用木材框架為

熱源，在溫度與壓力控制比較皆較為客觀；另外日本在水系統結合耐火構件

耐檢測實驗亦有許多研究成果。未來國內撒水幕的檢測與水系統結合耐火

構件耐檢測方法建議可參酌改進。 

三、防災安全教育的推廣 

日本防災安全避難教育廣非常用心，例如災害情境體驗—「東京直下

型地震 72 小時體驗」，提供參訪者受災時最正確的反應動作與觀念，教育

效果非常好可供我國進行防災教育參考。宣導影片的製作也非常用心的採用

小朋友喜歡的動畫形式，動畫影片中並融入災害來臨時居民所需作的正確反

應動作，宣導效果非常良好，深值我國的防災教育宣導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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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一、日本消防研究中心－最新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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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撒水幕檢測試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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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撒水幕檢測試驗與水系統結合耐火構件耐檢測實驗

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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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京都大學防災研究所 DPRI－最新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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