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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亞洲和大洋洲地區頻繁發生地震、暴雨、洪水和海嘯等天然災害，加上經濟發展快速，人口、

產業集中於都市，各國均面臨發生潛在大規模災害之高度風險，特別是 2018年 2月臺灣花蓮發

生芮氏規模 6.2地震，造成 17人罹難、291人受傷，同年度 6月日本大阪發生芮氏規模 6.1地震，

造成 5人死亡、至少 389人受傷，地震造成的傷亡多為被倒塌的房屋壓死或窒息而死，更凸顯救

災人員在倒塌建築中進行救援的重要性。  

針對這種狀況，亞洲和大洋洲地區各國搜救隊共同執行國際人道救援任務的網絡，與增進國

際搜救隊之搜索救援技能益發重要，2018年亞洲消防首長協會（IFCAA）秘書長來信邀請臺灣（2

人）、馬來西亞（1人）、蒙古（2人）、越南（2人）、印尼（2人）、新加坡（2人）、孟加拉（2

人）及香港（2人）等 8個國家 15名國際搜救隊成員，加上日本東京消防廳 60名搜救人員，於

東京國際展示場（Outdoor Exhibition Area, Tokyo Big Sight）共同參演國際搜救隊聯合演習

及救援技術的交流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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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內政部消防署所屬特種搜救隊除執行國內重大災害搶救外，遇國際間重大災害

發生時，亦代表國家前往受災國支援國際搜救工作，特種搜救隊過去海外派遣紀

錄：2003 年伊朗巴姆震災救援、2004 年南亞地震海嘯救援、2006 年印尼日惹震災

救援、2010 年海地太子港市震災救援、2011 年紐西蘭基督城震災救援及 2011 年日

本東日本大震災救援。 

亞洲消防首長協會每屆均會來信邀請內政部消防署派遣所屬特種搜救隊人員

參加國際搜救隊聯合演習，如 2012 年日本札幌與 2016 年日本大阪國際搜救隊聯合

演習，本次第 30 屆由日本東京負責舉辦，日方循例邀請內政部消防署特種搜救隊

派員參加國際搜救隊聯合演習，藉由演習過程，不僅可增進技術及資訊交流，對促

進各國消防救災領域之國際合作確有助益，亦可使本國搜救隊伍與國際接軌，與各

國建立友好關係，盡 IFCAA 會員之義務責任，因此決定派員參加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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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概要 

一、出國期間 

自 2018 年 5 月 29 日至 2018 年 6 月 4 日止，共計 7 日。 

 

二、會議行程 

日期 時間 行程內容 

5 月 29 日 搭機前往日本 

5 月 30 日 

1420 國際搜救隊成員飯店大廳集合。 

1420-1500 國際搜救隊成員統一帶至開幕典禮會議廳。 

1500-1630 

開幕典禮 

1.國際搜救隊參演人員自我介紹。 

2.東京消防廳介紹本次演習及救災技術交流流程。 

3.國際搜救隊參演人員開幕式預演。 

4.東京消防廳廳長主持開幕式。 

5.開幕式結束，國際搜救隊與東京消防廳廳長合影留

念。 

1745-1815 國際搜救隊成員統一帶至 IFCAA 歡迎晚宴會場。 

1830-2000 IFCAA 歡迎晚宴。 

2000 國際搜救隊成員統一帶至飯店休息。 

5 月 31 日 

0810 國際搜救隊成員飯店大廳集合。 

0830-0850 國際搜救隊成員統一帶至救災技術交流場地。 

0915-1115 
國際搜救隊救災技術交流，交流項目—倒塌建築物牆

面支撐作業。 

1130-1150 國際搜救隊成員統一帶至國際搜救隊聯合演習場地。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00-1500 第一次預演 2018 年 IFCAA 聯合演習。 

1500-1630 第二次預演 2018 年 IFCAA 聯合演習。 

1645-1655 國際搜救隊成員統一帶至飯店換裝。 

1800-1930 參加 IFCAA 意見交流晚宴。 

1930 晚宴結束，各自返回飯店休息。 

6 月 1 日 

0820 國際搜救隊成員飯店大廳集合。 

0820-0840 國際搜救隊成員統一帶至國際搜救隊聯合演習場地。 

1000-1020 第一次 2018 年 IFCAA 正式演習。 

1030-1130 參觀 2018 東京國際防災展覽會。 

1140-1200 國際搜救隊成員統一帶至救災技術交流場地。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00-1650 
國際搜救隊救災技術交流，交流項目— 

1.鋼筋混凝土破壞切割（di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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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鋼筋混凝土破壞切割（clean）。 

3.狹小侷限空間搜索救援。 

1650-1700 
國際搜救隊救災技術交流結業式，與東京消防廳人員

合影留念。 

1720 

1.國際搜救隊成員統一帶至飯店休息。 

2.臺灣及馬來西亞繼續參加 6月 2、3日演習。 

3.蒙古、越南、印尼、新加坡、孟加拉及香港國際搜

救隊準備返國事宜。 

6 月 2 日 

0850 國際搜救隊成員飯店大廳集合。 

0900 步行前往演習場地。 

1100-1120 第二次 2018 年 IFCAA 正式演習。 

1140-123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00-1320 第三次 2018 年 IFCAA 正式演習。 

1340-1430 休息時間 

1500-1520 第四次 2018 年 IFCAA 正式演習。 

1540 演習結束，步行返回飯店休息。 

6 月 3 日 

0850 國際搜救隊成員飯店大廳集合。 

0900 步行前往演習場地。 

1100-1120 第五次 2018 年 IFCAA 正式演習。 

1140-1230 午餐及休息時間 

1300-1320 第六次 2018 年 IFCAA 正式演習。 

1340-1430 休息時間 

1500-1520 第七次 2018 年 IFCAA 正式演習。 

1540 
演習結束離開演習場地，步行返回飯店並準備返國事

宜。 

6 月 4 日 搭機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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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國際搜救隊開幕典禮 

一、各國成員自我介紹 

開幕典禮首先由東京消防廳介紹這次演習計畫及救援交流技術科目，方便

各國搜救隊掌控集合時間；再由各國搜救人員自我介紹，此次國際搜救隊救援技

術交流及聯合演習邀請臺灣（2人）、馬來西亞（1人）、蒙古（2人）、越南（2

人）、印尼（2人）、新加坡（2人）、孟加拉（2人）及香港（2人），共有 8個國

家 15名國際搜救隊成員參加。 

二、救援技術交流開幕式 

開幕式由東京消防廳總監村上研一先生主持，代表日方歡迎各國搜救隊成

員，亦感謝與會國家能參與此次盛會，儀式簡單隆重。 

 

 

圖 1：東京消防廳示範國際搜救隊救援技術交流開幕式（預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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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東京消防廳總監村上研一先生主持國際搜救隊救援技術交流開幕式 

 

 
圖 3：東京消防廳總監村上研一先生與國際搜救隊所有成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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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國際搜救隊救援技術交流與操作 

一、Shoring—倒塌建築物牆面支撐作業技術交流 

  （一）場地：東京消防廳安排國際搜救隊成員至東京消防廳第二消防方面本部消

防救助機動部隊訓練場地。 

（二）示範講解：首先由東京消防廳教官以圖例講解倒塌建築物牆面支撐作業所

需器材及步驟，再由第二消防方面本部消防救助機動部隊人員

介紹器材並依教官授課內容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示範操作，示範

操作結束後，再由國際搜救隊成員進行操作。 

（三）分組操作：主辦單位將國際搜救隊成員分成 2 組進行倒塌建築物牆面支撐

作業，我國與蒙古、越南、印尼分配在同 1 組共同作業，由救

助機動部隊人員在旁協助並指導器材正確使用方式及注意事

項。 

（四）結論：我國在倒塌建築物牆面支撐作業主要依據美國 FEMA 倒塌建築物救

援手冊規範，美、日作業方式均相同，只有在楔型本規範有差異，

其差異處為美國 FEMA 楔型木為 4 吋，而日本的楔型木為 2 吋，其

餘操作均相同。 

 

圖 4：東京消防廳圖示講解倒塌建築物牆面支撐作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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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東京消防廳圖示講解倒塌建築物牆面支撐作業方法 

 

 

圖 6：東京消防廳示範倒塌建築物牆面支撐作業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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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東京消防廳示範倒塌建築物牆面支撐作業技術 

 

 
圖 8：國際搜救隊分組操作倒塌建築物牆面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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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國際搜救隊分組操作倒塌建築物牆面支撐 

 

 
圖 10：國際搜救隊完成倒塌建築物牆面支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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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國際搜救隊與東京消防廳教官團支撐作業技術交流後合影留念 

 

二、Breaching 鋼筋混凝土破壞切割 

  （一）場地：東京消防廳安排國際搜救隊成員至東京消防廳第二消防方面本部消

防救助機動部隊訓練場地。 

（二）方式：首先操作鋼筋混凝土破壞切割，分成 dirty（骯髒破壞）及 clean（乾

淨破壞） 2 組分別示範操作。 

（三）示範講解： 

1.首先由東京消防廳教官以圖例、現場鋼筋混凝土講解作業所需器材、方式及

步驟，再由第二消防方面本部消防救助機動部隊人員介紹器材並依教官授課

內容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示範操作，示範操作結束後，再由國際搜救隊成員進

行操作。 

2.「骯髒破壞」與「乾淨破壞」之選擇，主要是考量受困者的位置，如果破壞

的掉落物不會對受困者會產生影響，則可直接破壞牆面或地板，反之，如果

破壞的掉落物對受困者會產生影響，則須以「乾淨破壞」方式進行破壞，必



 

11 

須讓破壞的掉落物對受困者產生最小限度的影響。 

（三）分組操作：主辦單位將國際搜救隊成員分成 2 組進行倒塌建築物牆面支撐

作業，我國與蒙古、越南、印尼分配在同 1 組共同作業，由救

助機動部隊人員在旁協助並指導器材正確使用方式及注意事

項。 

（四）結論：我國在鋼筋混凝土破壞切割與日方的作業方式均相同，只有在破壞

器材方面有差異，我國器材屬於中型破壞器材，可由 1 人單獨作業，

日本的器材為大型破壞器材，操作業必須由 2 名人員操作（1 人為

主操作手，1 人為輔助手），依指揮官標定破壞位置進行破壞任務。 

 
圖 12：東京消防廳介紹鋼筋混凝土破壞切割所需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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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東京消防廳示範鑽孔機作業操作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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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臺灣搜救隊操作鑽孔機作業 

 

 
圖 15：臺灣搜救隊操作鑽孔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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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東京消防廳示範蛇管偵測器利用鑽孔機鑽孔偵測有無受困待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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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東京消防廳示範破碎機破碎鋼筋混凝土 

 

 
圖 18：臺灣搜救隊操作破碎機破碎鋼筋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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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鋼筋混凝土破碎完成後使用軍刀鋸切割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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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東京消防廳示範利用鐵管將切割的鋼筋拉開並製作出可進入搜救的空間 

 

 
圖 21：東京消防廳示範利用膠帶鋼筋切斷面包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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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東京消防廳圖示講解鋼筋混凝土乾淨切割作業方法 

 

圖 23：臺灣搜救隊操作鋼筋混凝土乾淨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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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臺灣搜救隊操作鋼筋混凝土乾淨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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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東京消防廳圖示講解將鋼筋混凝土完成切割後吊升作業方法 

 
圖 26：東京消防廳清除切割縫殘留的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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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完成切割之鋼筋混凝土準備吊升作業 

 



 

22 

 

圖 28：完成鋼筋混凝土吊升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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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SR—狹小侷限空間搜索救援 

  （一）場地：東京消防廳安排國際搜救隊成員至東京消防廳第二消防方面本部消

防救助機動部隊訓練場地。 

（二）示範講解： 

1.首先由東京消防廳教官以 SKED 操作示範狹小侷限空間搜索救援方式及步

驟，各國搜救隊執行狹小侷限空間搜索救援均以 SKED 為主，操作方式各國

均相同。 

2.東京消防廳示範並講解以毛毯及膠帶操作狹小侷限空間搜索救援，此為日本

自創之救援技術，由於各國搜救隊均未曾接觸此一救援方式，所以由東京消

防廳詳細介紹器材並依教官授課內容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示範操作，示範操作

結束後，再由國際搜救隊成員進行操作。 

（三）分組操作：主辦單位以國為單位，2 人 1 組操作毛毯及膠帶執行狹小侷限

空間搜索救援，由救助機動部隊人員在旁協助並指導器材正確

使用方式及注意事項。 

（四）結論：目前全世界的搜救隊幾乎都是利用 SKED 執行狹小侷限空間搜索救

援，而毛毯及膠帶是普遍可以取得的物品，如現場沒有 SKED，則

可利用毛毯及膠帶替代。 

 

圖 29：東京消防廳示範操作 SKED 狹小侷限空間搜索救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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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東京消防廳示範操作 SKED 狹小侷限空間搜索救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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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東京消防廳示範操作毛毯及膠帶狹小侷限空間搜索救援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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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臺灣搜救隊以毛毯及膠帶操作狹小侷限空間搜索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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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臺灣搜救隊以毛毯及膠帶操作狹小侷限空間搜索救援 

 

 

圖 34：臺灣搜救隊以毛毯及膠帶操作狹小侷限空間搜索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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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搜救隊救援技術交流結業式 

6 月 1 日 1650 結束「CSR—狹小侷限空間搜索救援」技術交流後，緊接著

在現場（東京消防廳第二消防方面本部消防救助機動部隊訓練場地）舉行國際

搜救隊救援技術交流結業式，由東京消防廳本部訓練單位頒發修業證書，再由

東京消防廳本部及教官團與國際搜救隊與合影留念。 

合影留念後，隨即蒙古、越南、印尼、新加坡、孟加拉及香港國際搜救隊

完成 IFCAA國際搜救隊聯合演習及救援技術交流，返回飯店準備返國事宜，臺

灣及馬來西亞繼續參加 6月 2、3日演習。 

 

 

 

圖 35：東京消防廳本部及教官團與國際搜救隊與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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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國際搜救隊救援技術交流修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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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國際搜救隊聯合演習概要 

一、演習日期： 

（一）2018 年 5 月 31 日（星期四）1300 第一次預演。 

（二）2018 年 5 月 31 日（星期四）1500 第一次預演。 

（三）2018 年 6 月 1 日（星期五）1000 第一次正式演習。 

（四）2018 年 6 月 2 日（星期六）1100 第二次正式演習。 

（五）2018 年 6 月 2 日（星期六）1300 第三次正式演習。 

（六）2018 年 6 月 2 日（星期六）1500 第四次正式演習。 

（七）2018 年 6 月 3 日（星期日）1100 第五次正式演習。 

（八）2018 年 6 月 3 日（星期日）1300 第六次正式演習。 

（九）2018 年 6 月 3 日（星期日）1500 第七次正式演習。 

二、演習地點：東京國際展示場（Outdoor Exhibition Area, Tokyo Big Sight） 

三、狀況想定：東京發生芮氏規模 9.0 的地震，東京都全區域内遭受重大火災、交

通事故及建築物倒塌等災害，許多受困民眾急待救援。 

四、演習內容： 

地震發生後，民眾立即向東京消防廳報案，消防局於是立即派出直升機及

消防隊出勤，執行災情蒐報，以確定發生火災場所與需要救援民眾之待救處所。 

隨即，東京消防廳派員出動前往災害場所滅火與救援，由於應變搶救困

難，東京都鄰近消防本部支援部隊前來支援，之後，東京都鄰近以外的橫濱市、

川崎市、千葉市內消防本部支援部隊前來支援，所有的火災搶救、人命搜救及

緊急醫療救護工作由東京都內各消防部隊共同執行。最後，國際搜救隊前來日

本支援救災，日本國內的特種搜救隊與國際支援的搜救人員共同編組，在倒塌

建築物災害使用城市搜救技術，將受困民眾救出。 

所有救出的傷患，在救護人員、醫師處理下，立即由救護直升機、救護車

後送至各醫療院所治療。 

五、演習項目如表 1： 

 表 1：演習項目表  

項次 演習項目 參演單位 

1 演習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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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演習參加機關： 

（一）IFCAA 會員國：臺灣、馬來西亞、蒙古、越南、印尼、新加坡、孟加拉及香港等 8個

國際搜救隊。 

（二）直升機運航機關：東京消防廳消防航空隊。 

（三）日本國内消防機關：東京消防廳消防本部及橫濱市、川崎市、千葉市特別高度救助隊。 

2 東京消防廳消防航空隊空中災情蒐報 
東京消防廳消

防航空隊 

3 

消防救災單位出場 

消防直升機、搜救人員直升機繩降 

各式消防救助車輛 

大型消防船 

東京消防廳各

部隊 

4 

災害地轄區消防本部消防部隊到達現場，演練如下： 

建築物雙節梯加掛梯操作 

發生火災建築物人命救助演練 

建築物繩索下降操作 

建築物繩索斜降操作 

道路中斷搶救操作 

連環車禍事故搶救 

中高層建築物受困民眾救出 

東京消防廳各

部隊 

5 

國際搜救隊、特別高度救助隊到達現場，演練如下： 

倒塌建築物支撐作業 

重物搬移作業 

倒塌建築物搜索破壞操作 

侷限空間人命救助演練 

車禍救助演練 

國際搜救隊、橫

濱市、川崎市、

千葉市特別高

度救助隊 

6 直升機吊掛救援（第 1 架次） 
東京消防廳消

防航空隊 

7 船舶火災滅火演練 東京消防廳 

8 直升機空勘作業（第 2 架次） 
東京消防廳消

防航空隊 

9 
一齊滅火操作—東京消防廳消防車、美國空軍消防

隊、東京消防廳消防船艇共同演練 

東京消防廳 

美國空軍消防

隊 

10 演習結束 

所有參演人員

集合向觀禮台

長官暨觀眾敬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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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參加演習過程 

一、任務分配：主辦單位將國際搜救隊分成 4 組，分別分配操作倒塌建築物破入，

倒塌建築物支撐作業、狹小空間救援、車禍人命救助，臺灣及馬來

西亞為同 1 小組，負責操作車禍人命救助，每一個演習項目均有日

本搜救隊人員共同操作演練。 

二、任務情境：因大地震造成重大車禍發生且現場車輛相互堆疊，車輛內部有人員

受傷並且受困於車內，日本搜救隊人員先將車輛堆疊情況排除，再

由國際搜救隊操作油壓破壞器材將變形的車輛駕駛座的門撐開，再

將受困於車內之傷患以長背板固定後救出，抬上擔架送上救護車送

醫。 

三、預演： 

  （一）第一次預演：5 月 31 日 1300 進行第一次預演，主要熟悉現場的環境、練

習演練項目及器材操作、熟悉集結場域及進退場的程序。 

  （二）第二次預演：5 月 31 日 1500 進行第二次預演，由於第一次預演相互配合

極佳，第二次預演的進退場，演習科目操作的熟練度均已達

到主辦單位的要求，指揮官宣布翌日就定位的時間後解散。 

四、正式演習： 

  （一）第一次正式演習： 

      6 月 1 日 1000 進行第一次正式演習，0930 所有參演單位均就定位，此一演習

為所有的國際搜救隊（8 國 15 人）均有參加演練，依預先分配的任務分別操演倒

塌建築物破入，倒塌建築物支撐作業、狹小空間救援、車禍人命救助；臺灣及馬

來西亞負責車禍救助項目，演練操作油壓破壞器材將變形的車輛駕駛座的門撐

開，再將受困於車內之傷患以長背板固定後救出，抬上擔架送上救護車送醫，完

成交付任務。演習過程中指揮官特別要求參演人員精神及態度，必須將口令及動

作表現出來，讓觀眾能感受參演人員的士氣及專業能力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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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演習開始由直升機繩索下降拉開序幕 

 

 

 

 
圖 38：所有人員車輛陸續抵達開始實施搜救任務 

 



 

34 

 
圖 39：國際搜救隊伍抵達災害現場 

 

 

 

 
圖 40：國際搜救隊伍向現場指揮官報到並接受任務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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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臺演暨馬來西亞搜救隊演練車禍人命救助 

 

 

 
圖 42：孟加拉暨印尼搜救隊將傷患救出後送演練 

 



 

36 

 
圖 43：新加坡、香港、蒙古搜救隊演練 

 

 

 

 
圖 44：香港暨越南搜救隊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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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國際搜救隊演練現場空拍圖 

 

 



 

38 

 

圖 46：直升機空中實施吊掛演練將受困災民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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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所有消防車一齊放水結束演練 

 

 

 
圖 48：演練結束所有參演人員集合向觀禮台長官暨觀眾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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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演練結束國際搜救隊伍合影留念 

  （二）第二次正式演習： 

      6 月 2 日 1100 進行第二次正式演習，1030 所有參演單位均就定位，此一演習

的國際搜救隊僅有臺灣及馬來西亞（2 國 3 人）參演，原先國際搜救隊操演科目

（倒塌建築物破入，倒塌建築物支撐作業、狹小空間救援）則由東京消防廳搜救

隊人員替代，車禍人命救助科目仍由國際搜救隊（臺灣及馬來西亞）搭配日本搜

救人員負責操演；由於國際搜救隊人員由 15 人減少至 3 人，在進退場及操演動

作更容易受到觀眾的關注，所以演練過程必須更專注，才能體現出臺灣搜救人員

積極的態度及專業的能力。 

      演練結束後，所有參演的人員及車輛集結至觀禮臺前整齊列隊 10 分鐘，提

供現場觀眾參觀，並配合現場觀眾需求合影留念。 

  （三）第三次、第四次正式演習： 

      第三次、第四次正式演習分別於 6 月 2 日 1300 及 1500 進行，所有參演單位

均提早 30 分就定位，演習內容與第二次演習相同。 

  （四）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正式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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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正式演習分別於 6 月 3 日 1100、1300 及 1500 進行，

所有參演單位均提早 30 分就定位，演習內容與 6 月 2 日演習相同。 

      第七次演習結束後，現場指揮官召集所有參演人員成聽訓隊形集合，由主辦

單位演習負責主管對所有參演人員的辛勞表達感謝之意，並宣布演習圓滿成功。 

演習結束後，我國及馬來西亞搜救隊伍返回飯店準備返國事宜。 

 
圖 50：演習開始由直升機繩索下降拉開序幕 

 
圖 51：第二次演習國際搜救伍出場（車內僅剩臺灣及馬來西亞搜救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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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臺演暨馬來西亞搜救隊向現場指揮官報到並接受任務分派 

 

 
圖 53：臺演暨馬來西亞搜救隊演練車禍人命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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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演練結束所有參演人員集合向觀禮台長官暨觀眾敬禮 

 

 
圖 55：演練結束臺灣、馬來西亞及東京消防廳翻譯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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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內政部消防署所屬特種搜救隊除執行國內救災救護任務外，遇國際重大災害發生

時，亦代表國家前往受災國支援國際搜救工作，尤其近年來全球重大地震災害層出不

窮，且多次地震災害死亡人數超過 1 萬人，財產損失難以估計，每當國外發生重大災害

亟需奧援時，我國外交部均主動積極聯繫當地政府或接受聯合國請求，同時通知內政部

消防署特種搜救隊整備國際人道救援裝備器材，銜命前往受災國支援國際搜救工作，如

2003 年 12 月 26 日伊朗巴姆震災造成 2 萬 6,271 人死亡，3 萬人受傷、2004 年 12 月 26

日南亞海嘯造成超過 29 萬 2,000 人死亡，2 萬 2,000 人失蹤、2006 年 5 月 27 日印尼日惹

震災，造成 6,487 人死亡，9 萬 6,786 人受傷（25 至 65 萬人流離失所）、2010 年 1 月 13

日海地震災造成 27 萬人死亡、2011 年 2 月 22 日紐西蘭基督城震災造成 145 人死亡，超

過 200 人失蹤、2011 年 3 月 11 日東日本大震災造成 1 萬 5,889 人死亡、2,609 失蹤、6,152

受傷。我國國際人道救援隊伍執行任務時，在災區發揮人溺己溺、人飢己飢之人道關懷

精神，冒著生命危險、不眠不休搶救受困民眾，除贏得國際友誼與尊敬，同時建立良好

國際形象。 

2018 亞洲消防首長協會(IFCAA)邀請亞洲各國一同參與國際搜救隊聯合演習，與內

政部消防署所屬特種搜救隊業務有重要關係，本案應邀前往能藉此機會直接與多國消防

機關接觸連繫，同時維繫友好關係，對促進各國消防救災領域之國際合作確有助益，本

案派員前往，透過國際搜救隊聯合演習及搜救技術交流的過程，增進各國搜救技術及資

訊交流，對促進各國消防救災領域之國際合作確有助益。 

    二、建議 

      （一）與聯合國國際人道救援機制接軌： 

聯合國針對地震災害人道救援訂定「國際搜索及救援應變準則」

(International SAR Team Response Guidelines，INSARAG)，規範國際搜救

隊伍國際地震災害救援技術及國際震災通用標誌之規定，建議我國應參

照 INSARAG 規範，針對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特種搜救隊辦理「地

震災害搜索救援訓練」，以期整合各級消防機關特種搜救隊之技能，統

一各搜救編組之搜救程序，增加相互間之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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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加與國際搜救隊訓練與交流： 

內政部消防署特種搜救隊過去執行國際人道救援任務，從 2003 年

伊朗巴姆震災救援、2004 年南亞地震海嘯救援、2006 年印尼日惹震災救

援、2010 年海地太子港市震災救援、2011 年紐西蘭基督城震災救援及

2011 年日本東日本大震災救援，尤其海地太子港市震災救援成功救出 2

名生還者，顯示出我們的城市搜救技術純熟、裝備精良，與國際主流的

搜救技術裝備不相上下，但是搜救技術、裝備推陳出新，搜救觀念及思

考面向各國均有不同，透過交流能得知最新的裝備技術，好的觀念及方

法我們亦能採用，未來如能派員出國前往其他國家搜救隊訓練、聘請其

他國家搜救外籍教官來台舉辦訓練或參加國際搜救隊演習等，增加國際

間交流，刺激同仁思考，對於未來國內搜救知能將能獲得顯著提升。 

（三）提升同仁英語聽說能力： 

INSARAG 明確規範國際搜救隊伍各項作業必須以英語相互溝通，

並針對地震災害救援作業規範相關專有名詞，同時規定國際搜救隊伍執

行各項訓練、評測或救災任務，必須以英語與聯合國或當地政府官員溝

通協調，顯見英語溝通能力影響資訊交流，未來如欲持續增加國際交

流，與國際接軌者，英語溝通與對話能力良窳影響至鉅，因此建議能夠

提升同仁英語聽說能力，並能適時展現國家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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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附錄 

一、日本主辦單位提供國際搜救隊聯合演習暨搜救技術交流計畫及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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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主辦單位提供國際搜救隊聯合演習暨搜救技術交流參演人員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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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主辦單位提供國際搜救隊聯合演習暨搜救技術交流參演國家及人員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