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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我國為促進經濟繁榮，進而邁向多元化之國際領域，由以往之農業社會

型態逐漸轉型為工商業社會，如今工業區、化工廠四處林立並持續進步與發展，

化學物品使用日益頻繁，數量龐大，種類日漸繁多且複雜，與民生之關係亦更為

密切，惟因其具毒性、易燃、易爆之危害特性，製造、儲存、處理、運作及運輸

若稍有一絲不慎，極易釀致成災。為強化國內環境毒災應變技術及國際經驗交

流，規劃派員參與 2010 美國杜邦緊急應變方案(DuPont Emergency Response 

Solutions Schedule of Classes for 2010)，以增進我國對於危害物質事故之應變能

力，參考國外對於危害物質之緊急應變處理技術及相關災害處理作為等，前往美

國杜邦公司訓練中心參與相關技術課程訓練，研究國外對於危害物質運作之法令

規定、危害物質事故之緊急應變體系運作概況及緊急應變技術實作訓練等，並與

訓練中心主管與負責人進行綜合座談，綜合整理出適合我國國情環境，與符合國

內相關機關及人員需要的技術，提出建言，以發揮最佳的緊急應變處理能量，提

昇我國危害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能力及達到環境保護之目的。 

本次教育訓練之目的為針對目前國內實際推動之災害應變防救瞭解國外緊

急應變實做經驗及案例、外洩技術、個人防護器材、偵檢儀器等議題蒐集資料，

藉由吸收國際其他專家學者及事故案例的應變經驗，可提供國內防救災體系對毒

災應變不同環境做法與措施加以參考與借鏡。故本單位遴派相關人員黃俊溢先生

前往美國西維吉尼亞州，參加由杜邦公司所舉辦的緊急應變方案教育訓練。 

本訓練專班是由美國杜邦公司在 Belle 辦理本項教育訓練。訓練期間為 99 年

10 月 04 日至 99 年 10 月 08 日。 

 

關鍵字：A 級防護衣、緊急應變、止漏操作訓練、儀器操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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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目前國內主要產業為半導體業、光電業及化工業，2 兆雙星之半導體業、光

電業及化工業產值達 2 兆，化學品之運作量已達前所未有之情況，但是國內針對

危害物質災害之緊急應變訓練不足，一但面對危害物質災害之發生，將造成生

命、環境及財產的損失。此外，國內過去幾年來發生多次工廠、實驗室、槽車運

輸外洩及火災事件，所幸未釀成重大傷亡，然危害物質事故屢出不窮，每每考驗

我國政府部門及產業界管理與緊急應變的處理能力。 

個人有幸獲得環保署中部環境毒災應變隊之出國訓練機會，前往美國實施

「危害物質緊急應變處理技術」訓練，實地學習並瞭解國外對此危害物質緊急應

變方面的相關法令規範、管理及應變技術，將之整理成此份報告，提供國內相關

緊急應變專業人員學習及提升相關之災前管理及救災能力和反應機制，期為人民

社會盡一份棉薄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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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訓練過程 

一、室內訓練課程經過 

本次國外教育訓練，安排至美國西維吉尼亞州的杜邦公司BELLE廠訓練中

心，實施為期5天的訓練課程。該訓練中心地理位置位於西維吉尼亞州的貝里市

（BELLE, WV），該地區是以雅緻、恬靜的美國鄉村景色著稱，而該訓練中心之

於危害物質緊急應變領域名聞遐邇，室內訓練課程設計完整。課程內容大致包括

美國危害物質運作規範、美國危害物質事故緊急應變體系介紹、危害物質事件緊

急應變技術等。 

 

二、實作訓練課程經過  

室內訓練課程結束後，接著再進行危害物質事件緊急應變實作訓練課程，課

程內容包括：1 噸槽桶止漏操作訓練、鋼瓶止漏操作訓練、53 加侖桶止漏操作訓

練、各類閥件介紹、各類型應變車組參觀、除污站搭設及操作訓練、監測儀器操

作訓練、鐵路運輸槽車止漏操作訓練、A 級防護衣穿著及操作訓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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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室內訓練課程具體成果及過程心得 

一、美國危害物質運作規範：  

本節主要在敘述關於危害物質的定義及運作的法令規定，法令條文規範有：

29 CFR 1910.120(q)、NFPA471&472、40 CFR 261.33、40 CFR rule311……等。 

 

二、美國危害物質事故緊急應變體系介紹：  

當有重大事故發生時，抵達事故現場之救災單位眾多，為避免指揮系統紊亂，而

無法有效處理事故，必須建立明確之應變指揮系統，並要求所有救災單位之成員

必須接受訓練，使其熟悉災害應變指揮系統之意義及內容。 

第一個系統性建置應變指揮系統乃源自於 1970 年代初期，在美國南加州發生森

林大火之搶救經驗。當時的狀況涉及不同單位之聯合搶救，由於沒有統一的指揮

官有效掌握救災程序，也沒有適度之分工，導致救災現場異常混亂，並燒燬大片

林地及無數建築物。因此加州之森林火災預防部門與加州消防單位、緊急事故處

理辦公室及消防救災資源組織在美國森林處及美國聯邦緊急事故處理總署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簡稱 FEMA）之協助下，發展出全美迄

今已廣泛沿用之應變指揮系統。 

歐洲國家如：德國、法國、奧地利等國所發展之事故應變指揮系統也大致相同，

都具備下述之幾個要素：  

1.具備完整性之救災組織體系：依據事故處理上之實際需要，將指揮體系分成

指揮、搶救、計劃、後勤及財務支援等五部份。對於大規模事故，指揮組必須

有安全官、協調官、新聞官等參謀，以確保複雜事故搶救之人員安全、資訊有

效傳達及媒體報導等必要需求。至於較小規模之事故場合，則第一批抵達現場

之應變隊，也可由資深有經驗之搶救人員，擔任初期指揮官之工作，如果事故

情況提高，則由廠區主管擔任指揮官。至於第一階段之現場指揮官轉移指揮權

後，仍須負責該事故區之搶救及安全管制任務，而不是由上一層指揮官直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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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搶救隊員救災。因此總指揮官主要為有效掌控及管理各應變編組之組長，而

各組成員則由組長指揮，此為符合有效指揮幅度（Span of Control）之原則。通

常在小規模事故，以直接指揮 3-5 人，大規模事故直接指揮 5-7 人為原則。 

 

2.統一指揮權責（Unity of Command）之要求：統一指揮是作為事故現場有條不

紊，避免混亂之要件。然而統一指揮並不意味指揮官必須從事故發生到事故終

止都須維持同一個人，而可因應事故規模擴大而改變。當事故擴大須由多個單

位共同負責處理時，則聯合指揮並分別從事平時業務相關之搶救任務，亦不違

反統一指揮之概念，尤其是涉及多重轄區或由多個單位共同指派之人員更須建

立此一機制。 

 

3.具建立完整之資源管理：當有突然的資源需求，包含人員、裝備、耗材及資

訊等。必須經由完整之 ICS 編組，以確保前述各項資源之持續供應，否則可能

出現搶救過程中冷卻水、 消防泡沫或空氣呼吸器空氣供應不足之問題，則不

僅不能控制事故情況，反而被情況所控制。當出現救災資源有限及時間緊迫之

事故情況，則人命安全是指揮官決策之優先考慮，其次為穩定現場狀況（並不

全然要進行滅火或止漏，而可能是降低火場溫度或避免洩漏污染區擴大）。而

不同的搶救策略考量，所需建立及應變資源也不相同。在應變指揮體系中，不

論事故大小，每一件事故都要有指揮官，而指揮官要對事故處理，擔負所有的

責任，並能判斷那些應變指揮在事故發展中會不足，而能提前準備因應。必須

注意的是小規模事故可能衍生為必須有相對龐大的應變編組及更完整之救災

資源。 

 

三、危害物質事件緊急應變： 

本節課程內容先講解危害物質的物理、化學性質及毒理性質，因為危害物質事故

中，很多行動方案都需要先瞭解此危害物質之物理、化學性質及毒理性質，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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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採取何種行動方案，比如說一個危害物質事故中，是否需灑水霧稀釋空氣中

的危害物質濃度？傷患的除污需採取何種除污方式……等，皆須瞭解此危害物質

之物理、化學性質及毒理性質，才能執行相關行動方案。 

接著講解有關危害物質的運作場所種類及運作模式及相關緊急應變技術，如監測

儀器操作、移槽、溢漏圍堵、除污……等。 

 

 

 



 9

肆、實作訓練課程具體成果及心得 

本次實作訓練課程詳述如下：  

一、鋼瓶止漏操作訓練 

（一）操作 Emergency KIT “A”止漏工具組進行止漏作業 

 

（二）操作 Emergency KIT “A”止漏工具組進行瓶身止漏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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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 噸槽桶止漏操作訓練 

（一）操作 Emergency KIT “B”止漏工具組進行栓塞止漏作業 

 

 

（二）操作 Emergency KIT “B”止漏工具組進行槽體破孔止漏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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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鐵路與公路運輸槽車止漏操作訓練 

（一）操作 Emergency KIT “C”止漏工具組進行裝洩壓閥止漏作業 

 

 

（二）操作 Emergency KIT “C”止漏工具組進行止漏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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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53 加侖桶止漏操作訓練 

（一）利用砂紙將洩漏孔表面磨平，接著用木栓進行止漏作業 

 

 

（二）最後再利用ＡＢ膠進行黏合，並貼上抗化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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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類槽車與管線閥件介紹 

（一）管線閥件介紹 

 

 

（二）各式洩壓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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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訓練用應變車組介紹 

（一）訓練用應變車配置有 KIT A、B、C 止漏工具、Ａ級防護衣、除污棚...等 

 

 

（二）鐵路運輸止漏工具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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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除污站搭設及操作訓練 

（一）除污站架設說明 

 

 

（二）除污人員操作介紹與實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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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監測儀器操作訓練 

（一）利用 pH 試紙進行酸鹼值測試 

 

 

（二）利用檢知管進行濃度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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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A 級防護衣穿著及操作訓練 

（一）著 A 級防護衣進行管線組裝實作訓練 

 

 

（二）A 級防護衣穿著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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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53 加侖桶移槽介紹與實作訓練 

（一）53 加侖桶移槽作業介紹 

 

 

（二）53 加侖桶移槽操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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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水體圍堵介紹與實作訓練 

（一）DUPONT 講師介紹水體的圍堵作業 

 

 

（二）水體圍堵實作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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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次出國受訓，主要為杜邦公司之應變訓練實做之外、該課程也包含介紹

了美國對於危害物緊急應變體系的架構及各項規定，係以廠商方面、教育訓練方

面、各政府單管理面及法規面給予建議： 

1. 廠商面向：現階段國外知名化工廠，均設有危害物緊急應變隊(HAZMAT 

MATERIALTEAM)，反觀國內廠商，僅部份科學園區或離島工業區，設置有

廠區消防隊，或自衛消防隊外，在一般工業區內並無相關應變單位進駐，且

部份廠商有接受一般的消防訓練外(若有加入工業區聯防體系及毒化物區域

聯防體系者，有額的專業教育訓練課程)，大多數的廠商，皆未具備合格之

危害物操作人員、專家級人員及指揮官級人員訓練，導致當事故發生後，廠

商喪失自主之應變能力，故建議應普及廠商各級別之緊急應變人員訓練。 

2. 教育訓練面向：國內目前消防署於南投竹山設有消防訓練實場，提供消防人

員進行實場訓練，然而、國內目前對於危害物之大型實場訓練及種子教師不

足，造成多數危險品訓練課程只能以投影片或教室上課等進行授課，以致於

學員對於講師授課因沒有實物觀看及操作而造成對上課內容一知半解，容易

產生認知上的落差，現階段環保署委請國軍建置毒化災訓場案，目前先期規

劃工作以辦理基本之測量及地質鑽探等作業，及訓場初步功能設計與配置為

主，未來國內待毒化災訓場設署完成後，使其能落實相關毒化災教育訓練。 

3. 管理面向：國內目前毒化災防救主管機關眾多、分為毒化物—環保署、公共

危險品—消防署、危險物及有害物--勞委會，目前環保署已成立專責緊急應

變之單位，希冀能於 102 年政府組織再造時，能將台灣的化學品主管機關進

行整合，依目前的應變體系來說，可依毒災應變為主體，進行各類化學品災

害緊急應變之整合工作，以使應變體系更加周全。 

4. 法規面向：美國交通部對於危害物品運輸甚為重視，交通法規對危險品運輸

規範眾多，包括運輸的標示、運輸工具(如槽車)的各種形式及規範、運輸各



 21

種化學品所必須具備的訓練，而國內目前僅以道安法 84 條對危險品運輸進

行規範，而教育訓練也僅見兩天課程之危險品運輸人員訓練課程，相較國外

法令規範，國內之管理實有改進之空間，建議未來可將高工局與國道公路警

察加強化災的通識教育，或由各應變隊進行代訓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