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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際搜救犬組織 (International Rescue Dog Organisation，以下簡稱 IRO)2014 年

年會於韓國舉行，並針對亞洲地區各國ＩＲＯ會員舉辦訓練，藉由參加訓練除與

其他國家ＩＲＯ會員建立友好關係，善盡會員義務責任，亦可與其他會員藉由觀

摩、訓練機會增進搜救犬馴養技術、分享經驗與資訊交流，對於提升我國在搜救

犬馴養技術領域有極大助益，爰擬應ＩＲＯ邀請，派遣消防署特種搜救隊人員４

名、搜救犬２隻，前往韓國首參加訓練。主辦單位韓國工作犬協會搜救犬分會

(KKCRD)，特別籌備辦理年會中訓練相關事宜，包含韓國、台灣、日本、泰國......

等其他國家，共 60 多組人犬參加訓練，訓練主要分為廣域搜救犬及瓦礫搜救犬

二大部份。 

訓練以瓦礫搜救犬訓練為重，訓練中主軸為吠叫箱，藉以修正犬隻吠叫姿態、

強度、專心程度及障礙物......等等，最後慢慢導入實際搜索訓練，讓搜救犬在執

行任務時可以快速並高效率的完成各種不同之堅難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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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國際搜救犬組織訓練(IRO)信函邀請內政部消防署（以下簡稱消防署）派員

赴韓國首爾參加 2014 年亞洲年會之搜救犬訓練，國內雖也有辦理類似訓練，但

只限國內訓練師及領犬員參加，此次訓練中包含多國訓練師及領犬員外，也有著

不同程度的犬隻及不同的犬種，在技術層面及犬隻條件訓練中，都有所不同，故

藉此訓練，可與其他會員藉由觀摩、訓練機會增進搜救犬馴養技術、分享經驗與

資訊交流，對於提升我國在搜救犬馴養技術領域有極大助益。 

（特搜隊過去海外派遣紀錄：2003 年伊朗巴姆地震、2004 年南亞地震海嘯、

2006 年印尼日惹地震、2010 年海地太子港市地震、2011 年紐西蘭基督城地震及

2011 年東日本 311 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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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行程概要 

 

 

 

 

 

日期 時間 行程內容 

11月5日 
（星期三） 

搭機前往韓國 

11月6日 
（星期四） 

07：00-08：00 從飯店出發前往KKCRD 

08：00-09：00 犬隻餵食、散放、便溺 

09：00-12：00 開幕及訓練 

12：00-13：00 用餐 

13：00-16：00 吠叫箱及環境變化訓練 

16：00-20：00 自主訓練及用餐 

20：00-21：00 犬隻餵食、散放、便溺 

21：00-22：00 返回飯店 

11月7日 
（星期五） 

07：00-09：30 
自飯店出發至KKCRD接狗後前往韓國消防

119訓練中心 

09：30-12：00 實施吠叫箱訓練 

12：00-13：00 用餐 

13：00-16：00 吠叫箱及環境變化訓練 

16：00-17：00 返回KKCRD 

17：00-20：00 自主訓練及用餐 

20：00-21：00 犬隻餵食、散放、便溺 

21：00-22：00 返回飯店 

11月8日 
（星期六） 

07：00-09：30 
自飯店出發至KKCRD接狗後前往韓國消防

119訓練中心 

09：30-12：00 實施吠叫箱訓練 

12：00-13：00 用餐 

13：00-16：00 吠叫箱及環境變化訓練 

16：00-17：00 返回KKCRD 

17：00-20：00 自主訓練及用餐 

20：00-21：00 犬隻餵食、散放、便溺 

11月9日 
（星期日） 

搭機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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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加人員 

編號 單位 職別 姓名 

1 內政部消防署 
特種搜救隊 

副隊長 黃博村 

2 內政部消防署 
特種搜救隊 

隊員 周聰吉 

3 內政部消防署 
特種搜救隊 

隊員 蔡百修 

4 內政部消防署 
特種搜救隊 

隊員 詹天文 

三、瓦礫搜救犬訓練內容重點 

（一）11 月６日 

1、開幕及說明訓練內容：國際搜救犬組織訓練(IRO)為增進會員們領犬員

的訓練能力，以及藉此次訓練促進各會員間的彼此交流，並特地依各領犬員

犬隻訓練狀況，做不同難度等級訓練，主軸為吠叫箱，再以吠叫箱延伸至實

際搜索訓練，或是藉由吠叫箱調整犬隻吠叫標定動作和突破障礙等。 

        圖 1：於ＫＫＣＲＤ訓練場地由主辦單位主持訓練並請訓練師講解本

日訓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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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吠叫箱訓練：此訓練係以訓練搜救犬吠叫標定待救者的強度，以及使

犬隻提升作業積極度和突破障礙能力為主，依照每隻搜救犬訓練程度給序不

同程度訓練．適時的提升難度。 

  圖 2：吠叫箱前放置滑動平台藉以訓練搜救犬突破困難地型。 

      圖３：訓練實際進入救災模擬，以門模擬成吠叫箱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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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１１月７日 

1、轉移訓練場地並實施相同訓練：搜救犬並非如人類訓練一般可以融會

貫通，所以須在不同的環境下做相同的訓練，並長期訓練，以達在搜救任務

時有良好的表現，本日轉移至韓國 119 訓練中心，使用不同的場地，做相同

吠叫箱的訓練和逐步模擬救災訓練。 

圖４：本署領犬員周聰吉與搜救犬亞當，訓練犬隻從狹小開口進入待救區塊中，

並標定吠叫。 

2、進入模擬救災訓練：確定吠叫連續性及標定動作皆完成犬隻，則進入

模擬救災訓練，以瓦礫堆基礎區化做簡單的搜索作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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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５：以簡易地型及躲藏區化施做搜索訓練。 

（三）9 月 11 日 

1、利用搜索訓練場實施搜索訓練並調整吠叫及突破下坡瓦礫堆：搜救犬為

四腳行走動物，故在往低處行走時較不便利，訓練搜救犬往低處行進並對低位

待救者位置吠叫，以達良好的地型突破與標定吠叫訓練。 

    圖６：突破下坡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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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感想 

一、此次訓練中除瓦礫搜索訓練之外，我國犬隻出入境也是重點之一，

我國原為非狂犬病疫區，故原先犬隻出入境之規定及作業都較為嚴

格及多重，並且犬用飼料不可攜帶出入境，所以在犬隻照護上也須

思考如何解決，在隊員蔡百修與防檢局的多次聯絡了解，並與當地

主辦單位提出搜救犬小組需求後，可以說完美的解決了出入境的層

層關卡和問題，從這樣的訓練中讓搜救犬小組可以在出國救災或訓

練上有一個更好的概念，才不會造成犬隻無法入境須送回或撲殺的

問題。 

二、在台灣的搜救犬，許多人會把重點放在訓練狗之中，但搜救犬訓練

最為重要的部份在於訓練領犬員以及訓練師的階段，有良好的訓練

師與領犬員，配合上能力強大的犬隻，才可以在訓練與執行任務時

達到事半功倍之效，若犬隻能力極為高等，但領犬員或訓練師無法

駕馭時，則形成低效作業。 

三、一個訓練科目中，在廣面程度來看，其中細分為技術及技巧層面、

態度控制犬隻訓練氛圍、訓練原理層面角度……等等，訓練人員不

斷重複著相同的訓練，不只是訓練犬隻的動作完整性等，在訓練其

中或訓練後的檢視裡，也包含了實施訓練人員對自己的訓練技能提

升，而此次訓練裡有許多來自各國的訓練師及領犬員，民俗風情皆

不同，訓練角度及思維也不同，所以在相同訓練中可以學習到更多

的技術並增進軟實力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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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從臺灣 921 集集大震發生後，許多救難隊帶領搜救犬進入台灣後，才發現台

灣在搜救犬的培訓落後太多，進而台北市及高雄市開始建構起搜救犬隊伍，新北

市與屏東縣也跟進，最後本署在年也成立搜救犬小組並開始推廣搜救犬事宜，指

導桃園縣消防局二位同仁訓練後通過評量，一路走來非常艱辛，在不斷聘請國內

外訓練師指導，並持續的訓練下，搜救犬慢慢的達到基本應有的水平，但在許多

層面還是略有不足，例如：訓練人力、犬隻條件、高階訓練技術……等。眼前台

灣搜救犬處於大發展期，對技術及良好犬種等等都非常需要、渴望，此並非提升

對國內地震災害救災效能，也是提高國際人道救援能力方法之一，並且可以讓台

灣更有機會走向國際。 

消防署此次受邀參加，可見ＩＲＯ組織對亞洲區也是相當重視，所有參賽同

仁，都可以感受到主辦單位之用心與無微不至之照顧，以及訓練師用心的指導讓

人刻骨銘心，永誌不忘。此行透過訓練，增進了許多知識技能，與通過聯合國認

證隊伍之技能差距為此行最大收穫。此外經由訓練過程與訓練教官溝通、交換救

災及訓練經驗，增進對災難救災觀念與有效搜索及安全救援施救法，為日後台灣

搜救犬提供更多的技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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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事項 

一、增進外語能力︰ 

 訓練中多以英文溝通，雖有翻譯人員，但若同仁本身能對外語有一定

程度時，對於授課時教官談論的內容可以更有進一步更深的體會甚至也可

以在課餘時間，與教官團及其他參訓人員有更多的交流。 

二、增加人力： 

以韓國中央１１９訓練中心來說訓練師有３名，領犬員有２４名，但本

署搜救犬小組只有３名，在訓練人力跟出勤能量來說非常不足，如能增加

人員配額，讓搜救犬小組維持基本出勤能量外，在訓練上可以更有進一步

的突破。 

三、定期長年邀請資深教官來台訓練︰ 

國內每年聘請教官來台訓練約一至二次，為期最多一星期，時常會因此

壓縮課程讓學員了解程度有差異，若能一至三個月聘請教官指導，可在下

一次教官來台時提出訓練時的問題點，並可以檢視受訓犬隻的訓練狀態，

對於領犬員及搜救犬才會有更全面性完整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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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活動照片 

           圖７︰犬隻入境作業。 

             圖８：早晨餵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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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９︰搜救犬勤務車及運輸拖車。 

           圖１０︰瓦礫訓練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