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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國聯邦救難犬協會為德國最早成立之救難犬組織，起源於巴登符騰堡邦，除擁有自己

的訓練場地外，在全德國計有 70 個分會，超過 600 隻搜救犬及 900 隻訓練中的犬隻，參與國

內外救援行動已逾 500 次，包括 1999 年三次海外救援，如土耳其及臺灣震災，曾獲時任總統

李登輝署名之感謝狀，為德國歷史中最悠久的救難犬訓練機構。德國聯邦救難犬協會人道救

援團隊獲得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辦公室 OCHA(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OCHA)認可之國際救難組織。 

  救難犬在德國受到高度支持及讚揚，並依賴民間捐款維持組織運作。於 2014 年所舉辦德

國聯邦救難犬協會內卡中區分會（最老分會，團隊中 17 組考試合格及 20 組訓練中救難團隊，

隨時支援警方提供免費義務之救難服務，另有６名成員具有參海外救援行動之資格）成立２

５週年慶祝會中，外交部駐慕尼黑辦事處鄭處長兆元偕游組長淑琪出席，處長應邀致詞表示：

「我國於 1999 年 9 月 21 發生大地震時恰在波昂服務，曾聯繫安排救難犬赴臺相關事宜，十

分欽佩該會之快速反應及高度效率。臺灣人民對德國救難犬隊第一時間趕赴協助之恩情，迄

仍感念不忘」。外交部駐慕尼黑辦事處與內卡中區分會自震災後持續友好聯繫，並在慶祝會上

邀請臺灣消防搜救犬隊人員至該組織共同訓練，該組織會提供訓練人員住宿及地面交通事宜，

藉以互相切磋學習並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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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德國聯邦救難犬協會(Bundsverband Rrttangshunde e.v,德國聯邦救難犬協會，以下簡稱 BRH)

邀請內政部消防署（以下簡稱消防署）派員赴德國參加搜救犬共同訓練，除為我國搜救犬工

作提昇能見度及訓練技術外，亦有助於外交工作，具有實質上意義。 

  1999 年 9 月 21 日地震發生後，國內開始了解搜救犬的重要，各縣市政府消防局，開始成

立專責搜救犬培訓工作，並穩定成長，因臺灣幅圓不大，各犬隊可以時常交流，提升我國在

搜救犬馴養技術，本次受 BRH 邀請至德國共同訓練，可了解雙方訓練技術方式差異處，也觀

察德國犬隻搜救裝備器具使用、照護、醫療及出勤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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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行程概要 

出差人 
職稱姓名 

周聰吉等4人 出國事由 
受邀至德國聯邦救難犬協會訓練中

心接受共同訓練 

日期 預訂行程 任務 備註 

10月2日 
（星期日） 

桃園機場－法蘭克福機場 啓程  

10月3日 
（星期一） 

BRH Hünxe 訓練中心 
BRH人員簡報介紹ISAR與簡
易搜索訓練了解彼此犬隻。 

 

10月4日 
（星期二） 

Hünxe 瓦礫搜索訓練場 瓦礫搜索訓練  

10月5日 
（星期三） 

1.巴登符騰堡邦消防局 

2.Hünxe 瓦礫搜索訓練場 

參觀巴登符騰堡邦消防局瓦
礫搜索訓練。 

 
 

10月6日 
（星期四） 

Hünxe 瓦礫搜索訓練場 瓦礫搜索訓練。  

10月7日 
（星期五） 

1.MOSBACH訓練基地。 

2.MOSBACH 警、消、軍聯

合防救災中心 

1.前往MOSBACH訓練基地。 
2.參訪MOSBACH警、消、軍
聯合防救災中心。 

 

10月8日 
（星期六） 

1.MOSBACH 當地獸醫院 

2.MOSBACH 搜索訓練場 

1.檢疫犬隻身體狀況開立獸
醫證明。 

2.瓦礫、原野、足跡搜索訓
練。 

 

10月9日 
（星期四） 

MOSBACH 搜索訓練場 
瓦礫、原野、足跡搜索訓練交
流 

 

10月10日 
（星期日） 

法蘭克福機場－桃園機場 返程  

10月11日 
（星期一） 

法蘭克福機場－桃園機場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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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訓練內容重點 

（一）10 月 3 日 

BRH 成員及團隊介紹其組織出勤依據、方式、成立宗旨及目的，對海外救援和弱勢團體的幫

助，除了醫療團隊外，還興建學校助學和建設臨時收容所等等。 

 

圖１：BRH 成員及團隊介紹。 

 

訓練環境遼闊，德國民情對動物極有愛心，訓練犬隻也不多，故 BRH 領犬員和犬隻皆共同生

活，連夜晚睡覺也與領犬員一同，更能對狗有好的照護與觀察。 

 

圖２：領犬員及搜救犬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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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為了解彼此的簡易搜索訓練。 

 

（二）10 月 4 日： 

前往瓦礫搜索訓練場，首次接觸 BRH 訓練師，彼此了解訓練上的不同，BRH 多以領犬員與犬

隻慢慢拉開待救者躲藏點，我國多以待救者從犬隻等待點移至躲藏點方式訓練，皆有很好成

效。 

 

圖 4：瓦礫搜索訓練   

（三）10 月 5 日： 

上午參觀巴登符騰堡邦（位於德國西南部，萊茵河和內卡爾河流經其中，享有聯邦水道

的地位。）消防局，其特色在於內卡爾河注入萊茵河處，擁有歐洲最大的內河港口，特

別設置消防船艇港區分隊，以及配有完整潛水裝備之消防車。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E%B7%E5%9B%BD%E8%81%94%E9%82%A6%E6%B0%B4%E9%81%93&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E%B7%E5%9B%BD%E8%81%94%E9%82%A6%E6%B0%B4%E9%81%93&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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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與當地消防局局長會談 

 

圖 6：潛水裝備車 

下午用餐過後前往另一搜索訓練場，德國建築與台灣有些許不同，因德國冬天會下雪，

故房子多為Ａ字型屋頂，為完整利用空間，許多房子皆有頂樓閣設計，所以多了高處氣

味與較為垂直樓梯攀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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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屋頂閣樓搜索訓練 

（四）10 月 6 日： 

BRH 屬非公務部門救災團隊，其訓練器材及場地多為民間資助，上午至搜索訓練場發現

其佔地不大，但卻在模擬救災設施上應有盡有，高處氣味訓練點、地下涵管、多層次夾

層、不平穩地面、深井高處氣味訓練點等。可以說在自家庭院就可以訓練所有基本搜救

犬應學習的課程內容。 

 

                 圖 8：多層次夾層搜索訓練屋 

 

（五）10 月 7 日： 

本日前往新的訓練基地，基地為廢棄軍營改建，目前人員辦公及住宿已完成建構，搜索

場目前已規劃區塊準備動工，規模浩大，許多瓦礫堆為軍營原建物加上大型瓦礫建構，

完工後會是一極具訓練能量的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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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領犬員與搜救犬依然形影不離。 

午間參訪 MOSBACH 警、消、軍聯合防救災中心後，晚間與外交部長官和 BRH 主席、

成員餐敍，共同討論訓練以及日後交流事項，盼有機會常年保持雙方共同訓練，以達技

術分享外，也達到國民外交之效益。 

 

    圖 10：參訪 MOSBACH 警、消、軍聯合防救災中心後合影。 

（六）10 月 8 日： 

BRH 屬民間救難團體，本日事適逢星期六，訓練人數非常多人外，也包含了許多幼童，

猶如家庭日般，訓練上依照著技術理論依舊進行，但氛圍卻是家庭活動般輕鬆，與我國

公家機關嚴肅訓練著實為不同情形，搜索瓦礫堆為德國歷史最悠久的瓦礫堆外，至今也

還一直保持著不斷的變化更新，瓦礫與大型水泥片(塊)皆為 BRH 成員之友人慷慨捐出及

協助建構，規模及待救者可躲藏之可變化性可以說比許多臺灣瓦礫堆搜救犬訓練場好上

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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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訓練心得交流 

 

     圖 12：搜索訓練後合影。 

（七）、10 月 9 日： 

本日訓練以原野搜索為主，BRH 對搜索方式除瓦礫搜索外，也包含了廣域原野搜索及氣

味辨識足跡追縱，對於這二項訓練，特別點在於搜救犬頸部掛上了電子項圈，除可了解

搜救犬的位置外，還可以控制犬隻，並參考手上接收器知道搜索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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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3：使用電子項圈心得分享。 

對於搜救犬應有的保護，BRH 成員可以說各有一套，例如：為了搜救犬上下車便利及健

康維護，設計犬用梯子，後車箱也改裝成運輸犬隻的良好區塊。 

 
圖 14：為搜救犬設計之階梯。 

不同訓練方式、觀念和態度，使用的訓練器材也不同，在臺灣多為咬棒或是繩球等訓犬

器材為獎勵品，而 BRH 成員多為愛犬人士，訓練時使用的器材多為可愛寵物用品，在

訓練中給領犬員和訓練人員的心境就差別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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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犬隻獎勵品。 

（八）10 月 10 日、11 日：搭機返國。 

 

參、心得感想 

  世界各國搜救犬訓練及執行任務，有許多民間非公務部門之團體，BRH 就屬其中之一，

並且歷史悠久。 

  公務體系目前有臺灣、韓國、泰國等少數國家，而訓練角度及方式相形之下就有所不同，

不論是訓練動機、訓練時間、犬隻來源以及資源來源等，皆與公務體系有很大的差異性，好

比瓦礫堆的建制，多以民間熱心人士捐贈、友人贊助等方式建構，但其完善度與難易度等條

件都非常好，甚至訓練場地還曾舉辦搜救犬世界盃的比賽，由此可見這支搜救犬隊有相當好

的管理運作，得以成立至今 25 年，並且在軟硬體皆有相當的水準。 

  搜救犬訓練技術千變萬化，同一個動作裡有許許多多的方式可以訓練，雖國內不時聘請

訓練師教學，但多為審查員或訓練師，訓練方式許多雷同，角度、心理層面及經驗層面，未

必比 BRH 組織來的廣泛，在共同訓練這期間，看不見任何的教學，是雙方訓練師對彼此展示

自己的訓練，彼此討論優缺點後，再繼續訓練，過程不再是單向性的教學，雙方活化思維，

思考如何訓練、如何溝通、如何可以讓搜救犬有更好的表現，所有過程沒有任何壓力，且領

犬員及助手都在開心的狀況下完成訓練，讓犬隻在良好的環境下有更好的表現，實在難能可

貴。 

   出國前原本擔心共同訓練中會有許多因語言而產生誤會，但發現擔心是多餘的，訓練中

的溝通常以簡單的英文就可以做很完整的溝通，彼此訓練師請對方協助訓練並講述訓練內容

時，還沒說完，助手都了解訓練內容，甚至有時只需要眼神便了解彼此想表逹的事，根本未

接觸過的彼此，卻在訓練時有如此的默契，著實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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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一、定期辦理國內、外交流及訓練： 

國內各搜救犬團隊常邀請國外教官指導訓練，自 100 年起每年均向 IRO 申請國際評

量檢測，訓練及出勤能量已逹一定水準，建議可以常年舉辦國內、外搜救犬團隊之

交流，除技術性交流外，還有訓練犬隻時的經驗分享，以及心得感受，對領犬員訓

練犬隻的角度、經驗、感受及成熟度都能夠更具豐富性並且更為紮實。 

二、搜救犬運輸車輛之改善： 

國內對於犬隻運輸多以休旅車及箱型車放入犬用運輸籠，而在此次訓練中，不論是

BRH 出勤用車或是成員私人車輛，皆在內部改裝成適合運輸犬隻及出勤用車，建議

整合多方意見及構思，對於搜救犬隊用車做適度的調整。 

三、電子項圈之購置： 

  此次訓練中發現對於大範圍搜索工作中，BRH 有些成員使用電子項圈（含 GPS、PDA

功能），以記錄犬隻工作時搜索過的區域，對於任務及訓練後的歸詢檢討有不少幫助，

電子項圈有許多功能，可以參考採購使用。 

四、建立更完善的瓦礫搜索訓練場： 

  本署訓練中心瓦礫堆無法取得大型瓦礫塊及其他多變化性料件，在硬體上稍嫌不足，

辦理國際搜救犬組織評量活動時，僅能以其他方式補強不足之處，若能夠有更多資

源，相信訓練中心之瓦礫搜索訓練場可以更吸引其他縣市犬隊前來訓練，也能提高

國外犬隊來臺意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