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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5年 1 月 17日，日本阪神淡路大地震發生，造成人員大量死傷，

現有的裝備無法應對這樣大型的災難，日本察覺此種極為困難應變的災害，於

是東京消防廳規劃成立為因應大型災害的消防救助機動部隊，該部隊成員經由

特別培訓，具有最專業的救助技術並配備大量的救助裝備及特殊重型機具，使

消防人員於初期進行更迅速有效的人命搜救與救災工作。而橫濱市消防局亦具

有一支專業特殊救災部隊(SUPER RANGER)，平時至轄區內各救助隊進行訓練，

面對大型火災、地震災害時也會出動救援。 

本次研修除參訪東京消防廳、橫濱市消防局救助人員編制、救助訓練制度

及測驗外，也與日本救助隊同仁進行合同訓練，包括山難救助、地下室救助訓

練、空氣呼吸器訓練等，實際搭乘消防車、穿戴消防裝備及共同訓練的情境實

獲益良多，藉由獲取之資料及實際體驗想必可為我國救助訓練帶入更完整之訓

練方式。 

關鍵字:消防、東京消防廳、橫濱市消防局、救助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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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及目的 

日本，以嚴謹著稱的國家，面對各種災害防護、應對更是一絲不苟。同為

海島型國家，日本救助系統的許多經驗，足以成為台灣學習的養分。本次實習

進入日本東京消防廳與橫濱市消防局，著重在救助隊與訓練中心的體制、設

備、技術，希望藉此經驗，能為台灣救助人員育成方針注入清泉。 

日本面對的災害類型由於有地震、颱風、崩塌、土石流以及火山等各式天

然災害，因此致力於提升與研究地震的防災對策，研擬地震及海嘯之應變及減

災措施，強化避難場所、避難街道及消防設施之整備、醫院學校社福機構加強

抗震等作為。 

本訓練中心規劃消防特考班學員訓練課程之首要目標。鑒於消防特考學員

缺乏服勤經驗，而現規劃教學內容與其他課程部分重疊等情形，爰訂定「內政

部消防署訓練中心初任消防人員救助訓練教材編撰計畫」，研討修定初任消防人

員救助訓練專用教材，並妥善規劃辦理課程訓練所需事項，期能更符合初任消

防人員救助訓練所需。 

為推動本計畫之進行，本中心成立專案推動小組，負責綜理本計畫全盤行

政工作推動，專案推動小組下則設「編審委員會」、「編輯小組」、「工作小組」

等編組。編審委員會遴聘本署災害搶救組、特種搜救隊及本中心鄰近縣(市)消

防局業管規畫、執行救助訓練或執行救助勤務之專業人員，擔任本計畫編審委

員，組成編審委員會，主要負責提供本計畫編撰方向與諮詢顧問。 

    為此本中心預先邀請東京消防廳及橫濱市消防局救助專長先後來台，藉由

介紹日本國內救助體制分享及救助技術上的交流，了解到國內目前救助體制及

對於特考班新生救助教育上面的需求，再赴日本東京及橫濱研修，有助於安排

救助訓練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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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此次東京消防廳及橫濱研修機會，也俟機邀請東京消防廳安藤次長於

11月下旬來台參與本署研討會。持續交流學習，深化彼此合作關係並讓台灣與

國際接軌。綜上，本次行程重點如下： 

一、了解需求方赴日:預先邀請東京與橫濱救助專長來台，瞭解國內需求，再赴

日研修，有助於訓練課程與國際接軌。(106年 10月 30日至 11月 3日、

107年 8月 6 日至 10日) 

二、指揮訓練合併:研修成員眾多(含中心支援教官)，結合搶救組指揮出國議

題，與公共電視採訪(比較中日兩國消防裝備器材及勤休制度)。 

三、實際參與訓練:成員實際著裝參與訓練操作，深入體驗消防裝備與訓練課程

差異性。 

四、交流關係緊密:東京總監與橫濱局長皆受邀來過本署指導，高規格接待行

程，深化彼此合作關係。 

 

本署謝副署長與東京消防廳松川茂夫警防部長合影（106年 10月 30日至 11

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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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謝副署長與橫濱市消防局高坂局長合影 （107年 8月 6日至 10日） 

 

本次參訪俟機邀請安藤次長(後排中間，明年 4月接任總監)11月下旬來臺參

與本署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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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出國成員及行程 

一、出國成員：本次出國行程由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李主任明憲等 8人，前

往日本東京消防廳及橫濱市消防局實習救助隊救援訓練。人員名單如表： 

編號 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1 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 主任 李明憲  

2 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 專員 蔡明奮  

3 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 專員 簡宏儒  

4 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 科員 郭嘉倫  

5 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 科員 張琦雯  

6 彰化縣消防局 副大隊長 蕭智全  

7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隊員 蔡坤修  

8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隊員 郭乂睿  

 

二、行程如下表： 

日期 行程表 備考 

9月 11日 

(星期二) 

東京消防廳 

一、參訪指揮中心 

二、拜會總監 

三、參訪丸之內消防署：參訪出場訓練、車輛、器材、通 

信室及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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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2日 

(星期三) 

第九消防方面本部消防救助機動部隊研修 

一、部隊的概要説明，參觀施設及器材 

二、參觀訓練 

 

9月 13日 

(星期四) 

第九消防方面本部消防救助機動部隊研修 

一、參觀 2次檢查及 Q.A. 

二、參觀訓練 

 

9月 14日 

(星期五) 

參觀立川防災館與潜水訓練（第八本部訓練場） 

一、參觀訓練及 Q.A. 

二、參訪臨港消防署，參觀消防艇、水難救助法及 Q.A. 

 

9月 17日 

(星期一) 

一、參訪特別高度救助部隊(橫濱市消防局) 

二、參觀消防艇 

 

9月 18日 

(星期二) 

一、拜會髙坂消防局長（橫濱市消防局） 

二、參觀海上保安廳潜水訓練施設（橫濱海上防災基地） 

三、參觀横濱市消防訓練中心(救助隊人員技術認定測驗) 

四、參觀港南消防署（2016年度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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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參訪行程介紹 

第一節  第一日參訪行程內容（9月 11日） 

一、拜會東京消防廳總監 

東京消防廳總監村上研一先生前於 101年時，以消防學校校長身分來訪消防

署，本次至東京消防廳研修相關救助課程皆受其幫助許多，並藉以建立中日消防

良好關係。 

 

二、災害救急情報中心： 

    東京都之災害救急情報中心分為 2個地方，第一個是在東京消防廳，主

要負責東京都地區第 1 方面至第 7 方面以及第 10 方面的報案電話；另一個則是

多摩災害救急情報中心，負責第 8方面及第 9方面。東京消防廳之災害救急情報

中心（綜合指令室）其中心值勤人員主要分為 2 個區塊運作:第 1 區塊，1 號至

12號主要接受外線求助電話，並依燈號區分災害案件-紅色燈號是火警案件，橘

色燈號則是救助案件，綠色燈號則是救護案件，藍色燈號則是諮詢案件。在值勤

  

圖 1本次實習團隊與總監合影 圖 2 101年總監以消防學校校長身分來訪 



17 
 

人員受理案件完成派遣工作之後，該案件即移至第 2區塊-第 13號至 25號-值勤

人員持續聯絡回報。在 2 區塊的後方設有 2 個火災，2 個救助，1 個醫療及 2 個

總監負責協助監控執勤人員。另外設有專門為瘖啞人士報案 APP系統，但須事先

登入註冊，年均有 80 件報案數。為因應外籍人士報案件數的提升，與翻譯公司

簽約提供中文、韓文、西班牙文 葡萄牙文及英文的翻譯進行三方通話，提升受

理派遣的時效。 

  

圖 3 災害救急情報中心（綜合指令

室） 
     圖 4 橘色燈號代表救助案件 

  

  圖 5 總監負責協助監控執勤人員         圖 6 瘖啞人士報案系統 

三、＃7119指揮中心： 

    參訪完災害救急情報中心（綜合指令室）之後，前往與台灣較不一樣

的＃7119指揮中心。當民眾不確定自己是不是急症時，可撥打＃7119 專線，先

提前諮詢商量，並且可根據通話的內容轉 119或提供相關醫療的信息。平成 17

年（2005年）時，輕症患者搭乘救護車達到 60%，在此考量下，於平成 19年時

開始設立＃7119指揮中心。雖然救護案件逐年上升，但輕症患者的比例逐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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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到去年時已降至 54%，而目前的報案件數已達到 1000件/天。＃7119指揮

中心執勤人員並非是東京消防廳的職員，而是由醫師、護理師及對緊急救護有

經驗者組成，來提供全天候 24小時的醫療諮詢及醫院諮詢的服務。 

  

圖 7 ＃7119 指揮中心 圖 8 救護案件輕症比例變化 

  

圖 9 左側由護理師提供醫療諮詢 圖 10 設有醫師協助指導諮詢 

四、丸之內消防署 

    丸之內消防署主要分成 2課：預防課及警防課。而其中預防課分為危

險物組、防火管理組、預防組及查察組，警防課分為機械裝備組、防災安全組

及消防組。由值班人員介紹接獲派遣，如何監控車輛出勤狀況，車輛衛星定

位，及現場水源都能利用電腦顯示掌握。接著到 1樓，開始示範 60 秒出勤演

練、高所救出及器材車輛介紹。 

（一）60秒出勤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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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60秒出勤演練 圖 12 60秒出勤演練 

  

圖 13 60秒出勤演練 圖 14 60秒出勤演練 

    （二）器材車輛介紹： 

個人防護裝備介紹：個人防護裝備上比較大的差異是:日本製的空氣呼吸

器，其裝備上並無肺力閥，而是以黃色及紅色旋鈕做調整，管線也是用螺牙固

定在面罩及白色裝置上。 

  

圖 15 日本製空氣呼吸器 圖 16 紅色旋鈕為洩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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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黃色旋鈕可關閉供氣，可用吸

氣解除 
圖 18 5公升玻璃纖維氣瓶 

  

圖 19 口袋中會隨身攜帶 2條 4米繩 圖 20 腰部會有一條確保救生繩 

（三）指揮車介紹： 

一般會配置 5 人，大隊長、指揮官、傳令官、情報官及通訊官。車上並配

置無線電通訊設備，可立即傳輸聯絡。控管災害指揮人員車輛 

  

圖 21 無線電通訊設備 
圖 22 指揮作戰板並配有防水紙及蠟

筆書寫 

（四）高所救出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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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火災緊急狀況，利用繩索將受困民眾快速救出。 

  

圖 23 帶隊官說明情形並任務分配 圖 24 架設三連梯 

  

圖 25 第一名救助手進入 圖 26 第二名救助手進入 

  

圖 27 第三名救助手以單繩穿過梯階

架設 
圖 28 緊急吊帶固定待救者 

  

圖 29 確保手擔任下放手，下放待救

者 
圖 30 成功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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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第二日參訪行程內容（9月 12日） 

一、第九消防方面本部消防救助機動部隊 

（一）東京消防廳介紹： 

東京消防廳自 1954年 3月 7日起，作為市政消防，為了保護公民的生命

（8月底約 13,748,989 人），身體和財產免受災害，將廣泛的轄區劃分為 10個

區域，由 10個消防方面本部負責。  

 

圖 31 東京消防廳管轄區域圖 

（二）隊伍編制： 

在東京消防廳內除了一般的消防隊及救護隊之外還有專門隊伍的編制：水

難救助隊（6隊）、消防救助機動部隊（5隊）、山岳救助隊（4隊）、特別救助

隊（25隊）、化學機動隊（9隊）及航空隊（2隊）。 

  

圖 32 水難救助隊（6隊） 圖 33 消防救助機動部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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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 

  

圖 34 山岳救助隊（4隊） 圖 35 特別救助隊（25隊） 

  

圖 36 化學機動隊（9隊） 圖 37 航空隊（2隊） 

（三）消防戰力： 

目前的消防職員總共 18408人，其中目前女性職員 1200人，約 6.5%，目

標是能增加到 8%。目前的消防車輛：幫浦車 489台、救護車 251台、化學車 48

台、指揮隊車 93台、雲梯車 86台、救助車 29台、消防艇 9艇及消防直升機 9

架。 

  

圖 38 消防人力 圖 39 消防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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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火災案件： 

平成 28年（2016 年）火災案件 3,982件，因火災死亡 83人，其中住宅火

警案件 1497件，因住宅火災導致 61人死亡。 其中瓦斯爐起火案件比例最高，

占了 24.4%，其他如煙草及縱火也是常見的火災的原因。 

  

圖 40火災案件及死亡人數 圖 41火災原因 

（五）救護案件： 

平成 28年（2016 年），救護件數 777,382件，運送人數為 691,423 人，創

歷史最高紀錄。這代表在東京都內每 41秒就有 1個人送醫。隨著老齡化的發

展，預計緊急救護的需求將會增加。  

  

圖 42救護件數 圖 43送醫人數及送醫原因 

（六）救助案件： 

平成 28年（2016 年），有 21,980個救助案例，救援人數 18,958 人。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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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救助出勤狀況最多的是，被困在建築物內的救助行動和交通事故佔據了 90％

以上。 

  

圖 44救助件數 圖 45救助人數及救助原因 

（七）消防救助機動部隊（Hyper Rescue Team簡稱 HR）介紹： 

消防救助機動部隊:當重大災害發生，如果以一般的消防裝備及消防車輛無

法應對，就要出動相關特殊的裝備及車輛救援，而消防救助機動部隊就是負責

管理及操作這些裝備及車輛的特殊單位。消防救助機動部隊部屬在方面本部

下，目前在第 2消防方面本部、第 3消防方面本部、第 6消防方面本部、第 8

消防方面本部及第 9消防方面本部皆有配置。每個救助機動部隊都有各自的特

色： 

2、 

第 8消防方面本部：主要以震災及大規模災害之應變及搶救為主。 

第 3消防方面本部：主要以 NBC災害(核生化災害)之應變及搶救為主。 

第 6消防方面本部：主要以水上救助之應變及搶救為主。 

第 9消防方面本部：主要以複合式災害(包含有震災、海嘯、核災等大規模 

災害)之應變及搶救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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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消防救助機動部隊配置圖 

  

圖 47消防救助機動部隊徽 圖 48消防救助機動部隊配置圖 

（八）第 9消防方面本部消防救助機動部隊介紹： 

目前第 9消防方面本部消防救助機動部隊人員配置 63人，包含 1位本部總

括隊長及庶務 2名，下面編制 3名部隊長，每名部隊長管轄有 19 名部隊成員，

由 4名小隊長及 15 名隊員組成，採取三班制輪班(勤 1休 2)。部隊主要分成 4

個類型：機動特科隊、機動救急救援隊，機動科學隊及機動救助隊。 

    1、機動特科隊： 

負責操作重機械應對具有大型重型機械的災難，並且可以消除阻礙交通的

重量障礙和其他障礙，讓一般傳統消防力量，得以快速抵達災害現場搶救。 

  2、機動救急救援隊： 

主要從事災害現場的緊急救援和 NBC災害的除汙。配有物資運輸車輛、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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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供水設備及加油車輛等車輛，做為後勤支援部隊。 

   3、機動科學隊： 

主要是從事 NBC 災難的部隊。當 NBC發生災難時，使用分析和使用測量儀

器等來識別有害物質和評估危險。此外，它是一個處於 NBC災難現場最前線的

團隊，例如高污染場地的救生和受救傷員的除汙。 

   4、機動救助隊： 

它利用 100多種救援設備，迅速啟動所有救援活動。除了大型災害外，他

們還會參與轄區火災和一般救援活動並採取行動。 

  

圖 49 人員組織圖 圖 50部隊組織圖 

  

圖 51 機動特科隊 圖 52機動救急救援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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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機動科學隊 圖 54機動救助隊 

9HR於平成 30 年（2018年）南多摩總合防災設施全面使用開始，佔地

54,622.60平方公尺，主要分為救助部隊廳舍、車庫 AB、給油設施、車輛操作

訓練場，土砂災害訓練場、中層訓練場、方面訓練場及訓練管理棟。而目前機

動部隊主要的工作除了一般的災害外，亦會支援國外的訓練如：泰國、台灣及

越南等，也有許多國外的考察團如：臺灣、非洲、法國、韓國、中國、越南及

馬來西亞等，到 7 月底，現在已有 57件 1187人次。除了國外，在日本國內亦

會代訓日本其他縣市消防人員進行高級救援隊的訓練，也會出差到各縣市當訓

練教官，如秋田、山形、福島、新潟、志賀、德島、高知、兵庫縣等消防培訓

學校、消防部門總部教授 NBC技術和救援技術、災害調度的經驗教訓等講座。

最主要的工作還是支援重大災害，如御嶽山噴火災害、北海道及福島等重大災

害。 

 

圖 53 9HR概要圖 



29 
 

  

圖 56支援國外訓練（台灣） 圖 57國外參訪團 

  

圖 58國內代訓 圖 59國內訓練教官 

  

圖 60 支援御嶽山 圖 61支援北海道 

災難是不可預期且無法判斷，因此平時會有各式各樣的訓練來提升救災能

力，以因應各式災害的發生：山岳警防調查、NBC訓練、東京電塔高低所訓

練、派遣出勤訓練、低處取水訓練、山難訓練、山林火災訓練、山林 NBC訓

練、直升機訓練、聯合訓練、消防艇訓練及大量射水訓練等，因為訓練繁多，

因此在每個月都會制定一個訓練主題，列出相關課程訓練細項去做訓練，例如

4月的訓練主題是 NBC災害訓練。 

台

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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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山岳 NBC訓練 圖 63山岳警防調查 

 （九）車輛器材設施介紹 

   1、NBC演練及裝備器材介紹： 

介紹偵測輻射相關器材，依據輻射的種類及輻射的強弱去分別使用。另外

也有針對化學災害會使用到的器材介紹，可針對固態或液態的化學品取樣，利

用偵測儀器去比對資料庫 36000種檔案，分析比對出正確物質，也有針對氣體

去分析測試的儀器。化學防護衣與台灣防護衣差別不大，但日本有針對放射能

防護衣，其表面上有一層特殊塗層可防止放射性物質粘附。NBC災害救援演

練，模擬民眾受困在一個有毒氣體產生的環境，實施救援行動。 

  

圖 64輻射及化災器材裝備介紹 圖 65各式防護衣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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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NBC演練 圖 67 NBC演練 

  

圖 68 NBC演練 圖 69 NBC演練 

    2、特殊災害對策車（9-CS1）： 

車身配備有鉛板（伽馬輻射線對抗）和加水防護（中性子線對抗），以防止

輻射進入汽車內部。它是一種專門從事輻射災害的消防車輛，車內可以提供正

壓和對抗車外的輻射。利用鉛板包護後，可利用車上攝影機影像開車。 

  

圖 70特殊災害對策車（9-CS1） 圖 71車身配有水槽及鉛板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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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窗戶玻璃可加裝鉛板 圖 73利用上方攝影機影像駕駛 

    3、除染車（9-CS2）： 

除染車會在 NBC 災害現場展開快速除汙行動（清除附著在受害者身上的有

害物質）。設有可供脫衣和淋浴室的服裝室，如無法行走上車可使用設置於車輛

後部折疊部署型淋浴房，配備熱水供應設備，淋浴專用水（300公升）和存放

污水專用水箱（300 公升）。 

  

圖 74除染車（9-CS2） 圖 75設置車輛後方淋浴室 

  

圖 76淋浴室設置完成 圖 77內部淋浴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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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高踏破型特殊災害對策車（9-CS3）： 

以軍用卡車底盤打造，通過 6輪驅動具有較高的通行性能，對抗地震災害

和泥沙相關災害等崎嶇不平的道路。它具有正壓功能，提高汽車內部的壓力來

防止放射性物質和有毒氣體進入汽車，但後面車廂並無正壓，主要會運送穿戴

好防護衣的消防員，並具有監控汽車外部附著的各種測量儀器的功能。 

  

圖 78高踏破型特殊災害對策車

（9-CS3） 
圖 79 6輪驅動 

    5、中層訓練棟： 

中層訓練棟於平成 29年（2017年）5月完成，是一個先進複合式訓練塔，

可以在訓練塔內通過燃燒石油燃料來利用泡沫滅火的設施，並搭配廢氣處理設

備（利用屋頂上方 6個氣孔抽至屋頂焚燒爐，利用 800度的高溫將這些煙完全

燃燒）使得產生的黑煙無害並且被排放，剩下的泡沫溶液通過廢水處理設備

（利用細菌分解後將上層水做酸鹼處理後排出，下層的汙泥會回收清理）進行

淨化。此外，在建築物內外也設置各種訓練模擬設施，如黑暗迷宮、屋頂破壞

練習等，可進行消防訓練及救援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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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0 中層訓練棟 圖 81泡沫藥劑介紹 

  

圖 82排煙處理設備圖 圖 83排煙設備 

  

圖 84排水設備處理圖 圖 8泡沫排水過濾設備 

  

圖 86黑暗迷宮訓練場 圖 87屋頂破壞訓練場 

    6、山難救助訓練： 

模擬民眾在山難受困，利用下降接近患者，固定患者後上拉，搬運患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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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可直接下放至平地之地點，架設斜降系統將患者直接下放至地面。 

  

圖 88於集結處說明情形及分配

任務 
圖 89發現受困民眾及任務分工 

  

圖 90救助手下降至患者處，固

定患者 
圖 91架設固定點準備上拉 

  

圖 92利用 3：1省力系統將患者

上拉 
圖 93患者成功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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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4將患者後送下山 圖 95發現將患者斜降地點並下

放至平地 

     7、下水道救助訓練： 

模擬下水道有 2位民眾受困，到達現場利用排煙車送入新鮮空氣，隨即下

去搜索患者，因坑道環境格局一樣，所以在進入洞口時，都會擺設螢光棒作為

出口的辨識，發現患者後利用簡易吊帶固定，上方人員利用 AZ救援腳架架設固

定點將患者上拉救出。 

  

圖 96利用氣體偵測器偵測氣體

濃度 

圖 97架設排煙車風管將空氣送

至下方 

  

圖 98救助手著裝準備 圖 99救助手著 SCBA 下坑道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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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0利用 AZ救援腳架架設固

定點 

圖 101橫坑利用照明及螢光棒標

示出口 

  

圖 102利用簡易吊帶固定患者 圖 103用雙繩 3：1 將患者上拉

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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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第三日參訪行程內容（9月 13日） 

一、每日器材點檢示範： 

針對每項器材都會仔細得檢查每個部分，並針對點檢項目大聲朗誦，當日

小隊長也會於旁邊督導隊員點檢情形。 

  

圖 104三連梯點檢 圖 105吊臂點檢 

  

圖 106軍刀鋸點檢 圖 107圓盤切割器點檢 

二、車輛介紹：遠距離大量送水裝備（Super Pumper）： 

這是一套由遠距離大量送水車（9-PS1）和水帶延長車（9-PS2）組成的兩

輛車。 送水車能夠每分鐘向前方 2公里發送 8,000升水，因此延長車可以裝載

2公里長的水袋。送水車能夠從高度差 50米的高度抽水 8000升/分鐘，水帶延

長車可以將直徑 6 吋的水帶延伸到前方 2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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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8遠距離大量送水裝備（9-

PS1及 9-PS2） 

圖 109遠距離大量送水車（9-

PS1） 

  

圖 110水帶延長車（9-PS2） 
圖 111可用吊臂將抽水幫浦放置

50M落差處 

  

圖 112將水帶下放及回收裝置 圖 113專用 6 吋水帶 

  

圖 114 5線分歧 圖 115流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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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防救助機動部隊標準介紹 

（一）消防救助機動部隊測驗標準： 

特別救助技術研修課程需要有外勤服務經驗資格才可以參加訓練。一次訓

練會有 50個學員參加，分成 3次的測驗：1次試驗-學科測驗、2 次試驗-體力

測驗及 3次試驗-面試，要通過前面的試驗才可以參加下一個試驗。學科測驗：

在要 80分鐘內，完成 40題 5選 1的選擇題。體力測驗：測試握力、背肌力

量、單槓、垂直跳躍、重複側向跳躍、仰臥起坐、伏地挺身及 1500 公尺跑步，

測驗標準舉例：單槓 30下、仰臥起坐 60下/分、伏地挺身 100下及 1500公尺

跑步 5分鐘內。體力測驗通過者會進入面試：先做身體檢查及視力檢查，然後

進行面試。面試官會問一些實務且困難的題目，讓學員回答，利用這樣層層的

測驗，才可以挑選出優秀的特別救助隊員。 

  

圖 116 3次試驗內容 圖 117選擇題型範例 

（二）消防救助機動部隊技能維持： 

成為救助機動隊員，會利用定期的考試，幫隊員們維持技能。主要有 3個

測驗項目：滅火技術、特別災害技術（NBC災害）及救助技術去做定期的測

驗。測驗標準舉例：滅火技術-先做空氣呼吸器的檢查，並在 60秒內著裝完

成，抵達現場架設三連梯，延伸水帶後上 2樓，在繩索下放固定後往上拉再出

水，就完成測驗。測驗官會依據操作的時間、正確性及安全性審視其操作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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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規定。這些技能記錄表會存檔，當人事考核時也會參考這些資料。一般的

消防隊員也有這樣的技能記錄表，但特殊部隊會有特別的各自測驗項目，如

NBC測驗、潛水測驗及重機械操作測驗等。測驗方式是會先公布題目，小組角

色則是以抽籤的方式選出，所以必須每一個角色都要很熟練。利用這樣測驗的

方式讓每位隊員可以持續的複習，去維持一定水平的技能。 

  

圖 118測驗內容 圖 119 NBC測驗範例 

四、操作訓練 

（一）空氣呼吸器操作： 

因日本製的空氣呼吸器構件上與台灣不一樣，所以操作上有些許的不同。 

  

圖 120說明空氣呼吸器操作 圖 121空氣呼吸器操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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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呼吸器測試 台灣 日本 

壓力測試 300BAR 300BAR 

洩漏測試 
關閉開關，靜置 1 分鐘觀察

壓力表下降情形。 

關閉開關，靜置 1 分鐘觀察

壓力表下降情形。 

殘壓測試 
輕按 ByPass，洩至 55±5BAR，

開始警報。 

旋開旋鈕，洩至 55±5BAR，開

始警報。 

氣密測試 

手掌心放置肺力閥接合處，

以吸氣方式檢視面罩氣密

度，接上肺力閥後，閉氣後

是否有洩漏聲。 

用手捏住連結面罩的管路，

以吸氣方式檢視面罩氣密

度。 

正壓測試 

接著調整腮帶做正壓測試，

把右手食指及中指往外插到

耳帶和腮帶中間往外撥，聽

聲音大小。 

戴上面罩後，先拉開面罩作

正壓測試，再將五爪帶拉好。 

（二）三連梯操作：三連梯操作上與本訓練中心三連梯操作技術手冊無明

顯差異。 

  

圖 122取梯 圖 123左迴轉至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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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4立梯 圖 125升梯 

  

圖 126拉繩固定 圖 127靠梯 

  

圖 128立梯 圖 129解除拉繩 

  

圖 130收梯 圖 131後方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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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2置梯後取梯 圖 133左迴轉後置梯 

（三）圓盤切割器操作：圓盤切割器操作上跟臺灣並無明顯差異。 

  

圖 134 按下藍色洩壓扭 圖 135打開阻風門 

  

圖 136將油門調至一半固定 圖 137確認周圍是否安全 

  

圖 138拉動拉繩 圖 139確認轉速是否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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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0 紅色按鈕關閉 圖 141圓盤切割器操作練習 

（四）情境演練： 

模擬住宅 2樓火警，有 1名民眾於陽台呼救，另 1名受困於屋內。 

  

圖 142現場 2F火警，民眾於陽

台呼救 
圖 143立即架設三連梯 

  

圖 144清醒民眾自行下梯 圖 145破壞開口準備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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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6 著裝準備入室 圖 147開門程序 

  

圖 148 入室搜救滅火 圖 149成功將受困民眾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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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第四日參訪行程內容（9月 14日） 

一、立川防災館： 

東京消防廳有設立 3個防災館，池袋防災館、本所防災館及立川防災館，

每年約有 10萬人次會來參觀，而立川防災館位於東京都立川市泉町 1156-1 〒

190-0015，開館時間為早上 9點至下午 5點。因近年來日本有許多災難發生，

藉由科技讓民眾從中建立防災的觀念。目前設施：1樓：孩童防災體驗廣場、

地震體驗區、濃煙體驗區及防災迷你劇場，2樓：消火訓練室、緊急救護訓練

室、救出救助區、日常生活事故防止區、多功能學習區、通報訓練區、防災

Q&A區及消防直升機遊戲。 

 （一）救出救助區：最新的體驗設施，藉由一開始的影片介紹，融入實際

場景，讓民眾更能深刻體驗當房子倒塌或地震要怎麼把人救出，及櫃子倒塌如

何利用槓桿原理將民眾救出的方式。 

  

圖 150立川防災館簡介 圖 151救出救助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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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2倒塌建築物體驗開口 圖 153槓桿原理將衣櫃頂起 

  

圖 154 救出注意要領 圖 155救出搬運方法 

（二）家具傾倒防止對策：讓民眾比較出有固定及沒有固定的家具，經由

地震的晃動，了解到固定家具的重要。 

  

圖 156模擬地震，體驗沒有固定

的家具傾倒 
圖 157各式固定家具器具介紹 

（三）日常生活事故防止區：模擬日常生活中可能會發生危險的地點，例

如跌倒、夾傷及摔傷等，利用平板顯示這些可能發生危險的影像。讓民眾了解

事故預防以及如何避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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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8日常生活事故防止區 
圖 159平板對應到危險處所，產

生事故動畫 

（四）家具安全配置體驗：讓民眾去思考當地震發生，家具要如何擺放，

才不會去影響民眾的安全及逃生的動線。 

  

圖 160家具安全配置體驗 圖 161選擇家具放置位置 

  

圖 162 模擬地震發生 圖 163顯示選擇是否正確 

（五）孩童防災體驗廣場：主要對象是小朋友，結合最新的模擬體驗技巧

等，融合遊戲和學習，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可以在玩樂的同時學習防災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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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4孩童防災體驗廣場 
圖 165將孩童的照片置入，將遊

戲和學習融入 

二、參訪臨港水難救助隊 

東京消防廳有 6個水難救助隊：臨港水難救助隊、浜町水難救助隊、大森

水難救助隊、綾瀬水難救助隊、小岩水難救助隊、調布水難救助隊。要成為水

難救助隊隊員基本要符合 2項資格，第一要有國家發行的潛水師執照，另一是

要通過東京消防廳潛水資格測驗。這次參訪的是臨港水難救助隊，負責的轄區

是最廣的，包含海域及河川，年均 120次至 130次。出勤時會出動 2艘消防

艇，1名隊長、2名駕駛員及 6名隊員，共 9名。除了出 2艘船艇外，另外也會

搭配直升機或水上摩托車一起出動。另外亦會執行水底搜救任務，主要搜救方

式分為 2種：循環搜索法及 Jackstay搜索法。循環搜索法：通常用於救援，其

中必要的救援人員的目擊信息（淹沒位置）相對清楚。 一種將稱為細繩的窄繩

與以重物（目標）的中心為中心連接的方法，並以環形方式搜索其一端。

Jackstay搜索法：在大範圍內搜索需要救援人員時使用。一種浸沒繩索的方

法，稱為基礎導向裝置，其中重物在兩端連接並沿基礎繩索搜索。有障礙物會

先檢查障礙物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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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6臨港水難救助隊介紹 圖 167第八方面本部練習泳池 

  

圖 168 Jackstay搜索法 圖 169越過障礙物 

  

圖 170模擬橋墩無法越過 圖 171成功救出溺水者 

三、參訪臨港消防署 

臨港消防署位於東京都中央區晴海五丁目 1番 27號，轄區 7.813平方公

里，水上 89.8平方公里。這次主要參訪大江戶號及都鳥號。 

（一）大江戶號：配置年份：平成 30年（2018年）3月，總重：198噸，

長：37.6公尺，寬：9.7公尺，出水量： 2300公升/分，射水砲塔可伸高 15

公尺，且備有直升機停機坪，可搭配直升機救援。目前編制船員 18 人，分 3班

1班 6人，一周約出勤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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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2大江戶號 圖 173船長駕駛室 

  

圖 174操縱桿 
圖 175雷達、電子海圖及水深顯

示 

  

圖 176可操作船上 200公尺繩索 圖 177消防幫浦操作 

   

圖 178寢室 圖 179倉庫 

（二）都鳥號：配置年份：平成 25年（2013年）3月，總重：195噸，

長：43.2公尺，寬：7.5公尺，速度：37km/h，放水量：70000L/分，設有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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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目前有 6張床，可擴充至 14張床，並有各式救護器材：AED、外傷處理包及

隊長包，目前編製船員 30人，分 3班 1班 10人。 

  

圖 180都鳥號 圖 181船長駕駛室 

  

圖 182救護室 圖 183相關救護器材介紹 

  

圖 184吊臂及船艇 圖 185射水砲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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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第五日參訪行程內容（9月 17日） 

一、拜會橫濱市消防局局長 

本次研修亦拜訪橫濱市消防局局長高坂哲也先生，高坂局長於 107年 8月

6日至 10日曾至本署訓練中心指導講授橫濱市消防局編制、勤休制度、人口組

成與火災概況分析等重要政策及介紹。本次至橫濱市消防局研修消防用船艇、

特別高度救助隊等亦獲高坂局長幫助良多。 

 

二、橫濱市消防局特別高度救助隊 

（一）特別高度救助隊介紹： 

橫濱分為 18個行政區，自行負責自己轄區，假如有發生大型火災、救助或

特殊災害，特別高度救助隊則會出勤支援。特別高度救助隊編制 8 台車，一天

執勤人員 14人，2 班輪值，1班值勤 24小時，依據災害種類去派遣車輛。另

  

圖 186 與橫濱市消防局高坂哲也局長合影  
圖 187 橫濱市消防局局長本署訓練中心

與謝副署長合影(107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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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市民防災中心也有配置一個特殊部隊，2個部隊共編制 59人。 

  

圖 188特別高度救助隊列隊歡迎 圖 189特別高度救助隊介紹 

（二）個人裝備介紹 

銀色消防衣耐熱可達 500-800度，總重約 10公斤，相較台灣，較為輕便許

多，且不須戴頭套，雖然較輕便但防護較為不足，消防帽頭頂貼有 AR的標誌，

主要是標示可以與直升機搭配救災。 

  

圖 190帽頂標有 AR標誌 圖 191配有 5公尺安全繩 

  

圖 192 橫濱專用安全扣 
圖 193無頭套，皮膚無法完全防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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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合指揮車 

指揮車上主要有 2個隊長：部隊長及綜合指揮隊長，總合指揮車由廂型車

改裝，可以在裡面開會，並設有與直升機連線的天線，可將直升機拍攝影像傳

送到指揮車內電視，另有移動式螢幕，也可以同步影像，車上配置發電機可供

充電、無線電及手電筒使用，並有平板可將影片及照片立即傳輸指揮中心。 

  

圖 194 總合指揮車介紹 圖 195車輛接收天線 

  

圖 196指揮車內部 圖 197平板即時傳輸 

  

圖 198作戰指揮桌 圖 199熱衰竭偵測儀 

（四）牽引工作車： 

牽引工作車，主要任務拖吊重型物體：如大型車輛翻覆或清空道路。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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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承受力為 36噸，但此為腳架可以完全伸出及吊臂是在最佳角度的狀況下。吊

臂最長 7公尺，仰角 60度，左右可旋轉 180度，配有鋼索 2條，總長度 70公

尺，單繩索可承重 13噸；後方則是拖吊設備，主要任務為移動或拖吊車禍中的

車輛，可拖吊 6-20 噸的車輛。操作時 1個人操作，一個人指揮。 

  

圖 200牽引工作車介紹 圖 201工作車吊臂 

  

圖 202懸吊裝備 圖 203其他裝備 

（五）機動第 2救助工作車 

機動第 2救助工作車，於平成 14年（2002年）開始使用，主要任務為水

難、NBC及各式特殊災害等。車輛有配置各種救援機械器材以應對各種災害，

並配備絞盤和照明設備（150瓦），並裝有高壓滅火設備以應對火災。車長 9.1

公尺， 寬 2.4公尺，高 3.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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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7機動第 2救助工作車介紹 圖 208水難救助裝備 

  

圖 206 水難救災裝備 圖 207高壓滅火設備 

三、鶴見水上消防出張所 

鶴見水上消防出張所位於橫濱市鶴見区大黒ふ頭 1，主要轄區橫濱港港灣

區域。配置 2艘消防艇及 1艘救助艇，也是橫濱有配置消防艇的單位。目前溺

水事件為出勤原因最多，年約 100件。 

  

圖 208鶴見水上消防出張所 圖 209消防艇よこは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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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消防艇まもり 圖 211消防艇ゆめはま 

（一）消防艇よこはま： 

消防艇よこはま是日本第 3大消防艇，射水量則是最多，單隻砲塔可出水

15000公升/分，可搭配直升機救災。目前編制一班 6人，兩班在輪。航行範圍

為日本領土沿岸皆可航行，以船上燃料單趟北至仙台，南至和歌山。 

（二）消防艇まもり： 

消防艇まもり船體較平較小，轄區內鶴見川則是會派遣消防艇まもり。目

前編制一班 5人，兩班在輪。 

 

  

圖 212消防艇よこはま射水演練 圖 213まもり射水演練 



60 
 

  

圖 214消防艇よこはま駕駛室 
圖 215消防艇よこはま船上滅火

裝備 

  

圖 216消防艇よこはま暫時救護

所 

圖 217消防艇よこはま搭配直升

機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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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第六日參訪行程內容（9月 18日） 

一、橫濱海上防災基地【隸屬於第三管區海上保安本部】 

(一) 第三管區海上保安本部橫濱海上防災基地 

 

       圖 218橫濱海上防災基地 

第三管區海上保安本部橫濱海上防災基地，為海上保安廳於關東地區之防

災據點。橫濱海上保安部是日本最大規模的海上保安部，其機動力超凡，能有

效地運用技術、治安的維持、'海上交通的安全確保、海難的救助及海上防災、

確保海洋環境安全和建立國內外相關機關聯合機制。並有完整之訓練設備，包

含緊急應變之勤指中心、武道場、室內射擊訓練用靶場、各式訓練用水槽及訓

練用模擬船室、耐震碼頭等。除本身為一耐震基地外，同時為緊急災害狀況時

之應變指揮中心。防災基地內有橫濱海上保安部、橫濱機動防除基地、航空整

備管理中心三個單位之辦公室，其中橫濱海上保安部為海上保安廳於東京灣內

最大之防災主力；橫濱機動防除基地則負責處理全國性大規模漏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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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橫濱海上防災基地業務職掌 

基地業務包含: 

1. 海上災害的防止 

海上災害的防止部分，在東京灣運輸原油、有害液體物質和液化瓦斯等等

的船舶的相撞或發生火災等海上災害的的時候，能迅速地對應。為了避免損害

的二次擴大並防止災害，配備強化災害對應功能的巡邏船艇，同時整備特殊的

資器材，俾便防備海上災害。海上災害防止中心和各排出油防治協議會等等的

指導培養，與有關機關合併訓練，接續實施俾致力於聯繫體制的充實。 

2. 自然災害的對應 

第三管區海上保安本部橫濱海上防災基地於發生災害的的時候，即發動巡

邏船艇和飛行工具進行損害狀況調查和救難活動，進行對緊急時避難對策，並

對附近航行船舶緊急發佈航行警報。另外設置對策本部，以因應來自地方自治

團體的請求、物資的運輸以及防災有關人員的安全和防止犯罪對策配備巡邏船

等等。 

3. 大規模地震的防備 

在日本政府的中央防災會議上，針對南關東地區上，作為發生大地震時的

對應方式，籌劃制定了南關東地區震災應急對策活動要領。為了準確及迅速地

處理災害應急對策，包含援助派遣，巡邏船艇大約 100艘、飛行工具大約 30

架，以有效進行人命救助災害應急對策，與人員、物資的緊急運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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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橫濱海上防災基地作為東京灣以及關東一帶的海上災害應急對策的

據點，成為災害發生時的直升飛機的集結據點。運用立川廣范區域防災基地，

謀求防災體制的充實強化。 

(三)橫濱海上防災基地相關設備 

＊救難訓練設備 

1. 造波池：防災基地有長 25公尺的造波池，利用馬達擺動葉片製造如同

海上波浪般的效果。救難人員在水中利用各式器具，隨著波浪，學習如何救

生。 

2. 攀繩訓練：利用繩結的方式，三人為一組，將人由下往上攀附運送，

訓練直昇機利用吊掛作業，將人從發生火災的船舶上或受困的船艙中救出。 

3. 深水槽：防災基地具備四個不同深度的深水槽，最深有 15 公尺的，訓

練潛水人員水下作業、救生等。 

 

圖 219訓練用Ａ水槽 

＊ 訓練用Ａ水槽：長２０米、寬５０米、深１０米，可送風、造出約１６

呎之浪高以及二節海流。用來訓練惡劣海象中之直昇機救難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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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訓練用Ｂ水槽 

＊ 訓練用Ｂ水槽：直徑 10米、深 10米之圓形水槽，可進行模擬排除水底

障礙物之潛水式之訓練。 

 

圖 221訓練用Ｃ水槽 

＊ 訓練用Ｃ水槽：邊長 10米之方形水槽，用來訓練潛水士之水中焊接切

割等救難作業。 

＊除污訓練設備 

1. 輕油質性與重油質性吸油綿：藉由將輕油與重油放入水槽中，利用吸

油綿吸取或沾附油品之實際操作，達到除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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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式汲油器：利用說明與實物參觀，講解各式汲油器的用途與操作方

式，包括堰型汲油器、吊掛型汲油器、臂型汲油器、吸取式汲油器等，堰型汲

油器及吸取式汲油器用於油污擴散最外圍之薄油膜區，吊掛型汲油器與臂型汲

油器則是用於乳化之重油與溢油源附近之厚油膜區。 

3. 各式攔油索：利用說明與實物參觀，講解各式攔油索的用途與操作方

式，包括充氣式深海型攔油索、沿岸機械式攔油索與駁油防止洩溢之簡單型攔

油索。 

＊基本訓練設備 

訓練保安官基本體能與防衛之各式場所包括 

1. 劍道場 

2. 室內射擊訓練用靶場 

3. 柔道場（武道場）：共 350坪大，可供作為臨時災民收容所。 

 

圖 222訓練用場地 

＊其他相關設施 

1.緊急應變勤指中心：可將外部緊急狀況影像直接傳輸回此應變中心。 

2.耐震碼頭：2個 200米長船席、1個 160米長船席及 2個 148 米長船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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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圍：直升機起降場、地下儲備槽（燃料、泡沫滅火劑）、大型攔油索展

開作業場（長 60米、寬 35米）及 130個車位之停車場。 

4.「八島號」巡邏艦：5200噸級巡邏艦，負責太平洋之犯罪偵查、海上救

難、海上交通安全、海洋污染監控、海洋環境保護、海上災害防止、領海警備

等任務。最高速約 23節，全長 130公尺。可搭載 54名海上保安官員，裝設 20

厘米機關槍與 35厘米機關炮武器。可搭載 2架美製 BELL-212型直升機，巡邏

艦上亦設有直升機攝影畫像收信裝置。該艦並備有 2艘高速警備救難挺及 2艘

救生艇。 

5.「伊豆號」巡邏艦：3700噸級巡邏艦，為海上保安廳第一艘針對特殊海

難具高度救難技術之災害對應巡邏艦，全長 110公尺，平時可搭載 38名海上保

安官員，緊急難時可乘載災民約 1000人。 

6.海上保安資料館橫濱館 Japan Coast Guard Museum YOKOHAMA： 

為使日本國民們理解日本周邊海域的現狀和海上警備的重要性，於平成 16

年(西元 2004年)12 月 10號開館。館內目前正在展示平成 13年(西元 2001

年)12月 22號發生的案例－「九州西南海域可疑船事件」中的工作船以及相關

證物，包括偽裝的日本船名、四具高速直立舷內機、偽裝的無後座力砲台及火

砲、連發機關槍、自動歩槍等武器及北韓的工作服、物品等，並將全程蒐證影

片配合詳細說明展示。 

(四)海難救助體制 

第三管區海上保安本部為 24小時的值班體制，俾利隨時防備海難的發生。

巡邏船艇設置於事故發生的可能性大的沿岸海域，另外，有效地利用飛行工具

高速性、搜索能力強化等等最大限度，即使用有效率地配備，於需要因應時迅

速的救助。融合日本水災救濟會等民間救助團契，實施緊急應變聯繫機制，同

時加入船舶以及海上自衛隊的合作，以建立最有效率的海難救助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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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橫濱市消防局消防培訓中心 

 

圖 223橫濱市消防學校 

  橫濱消防員早期在神奈川縣消防學校受訓，隨者人口增長，加上需求大

量的消防人員，因此於 1976年 3月設立了橫濱消防訓練中心，至今已使用 42

年，在神奈川縣裡有一所訓練學校及橫濱訓練中心。另設有救急救命士養成

所，負責培育高級救護技術員。有關新人教育部分，每年 4月招聘新人接受教

育（初級教育）一年。 初級教育在消防培訓中心接受初級教育六個月，然後從

10月起在該市的每個消防部門接受為期 6個月的就職實踐教育。 通過全年接

受教育，將成為一名正式消防員。 每年十月到隔年三月，開辦其他訓練，例如

救護員、潛水員及機關員的培訓訓練。 

  除了有室內教育訓練，還有室外的操作訓練課程。已使用 42 年的場所，

有些設施老或及破舊，場所的維護及改建是目前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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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 橫濱消防學校配置圖 

（一）特別救助資格認定 

  

圖 225 特別救助資格認定測驗 圖 226背運下 7公尺 

  

圖 227 20 公尺水兵橫渡 圖 228 20公尺猴式橫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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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9座位式下降 圖 230操作講解 

（二）特別救援隊  

 

 

圖 231 特別救援隊 圖 232 A級及 B 級防護衣 

 

 

圖 233偵檢器材 圖 234輻射偵檢器材 

 
 

圖 235 生化偵檢器材 圖 236化學偵檢器材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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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港南消防署 

 

圖 237港南消防署 

港南消防署為橫濱市轄區內最新的消防廳舍。橫濱市內有十八個區域，十

八個消防署，港南消防署轄區 20平方公里 ，轄區內人口 21萬 4000 人，約九

萬三千戶。港南消防署有一個本署及四個出張所，共有九隊消防隊，四隊救護

隊，共 68位職員。港南消防署轄區內火災件數，今年至今共有十一件，為橫濱

市內火災發生最少的。救護隊出動的件數為八千七百一十四次，跟去年相比，

出動次數相對多，為此新添購一台救護車。 

看似平靜的市容內，人口高齡化相當嚴重，21萬 4000人的人口裡，65歲

以上的人口佔 28%。高齡化帶來部分好處，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相當密切，相對

的災害就比較少，卻也因為高齡化的關係，救護出動次數也非常的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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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8 基本車操介紹 圖 239水箱車配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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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修心得 

一、勤休制度：截至 107年 8月底，台灣全國各消防機關，實際員額 15,071

人，消防人口服務比 1：1,564；東京消防廳 18,408人，消防人口服務比

1：764。台灣消防人口服務比約為東京消防廳 2倍多，故台灣消防人力無

法像東京消防廳外勤單位是專責救災，沒有業務的負擔，且勤休制度採三

班制為勤一休二，這是目前依台灣人力是無法達到的。 

二、維持技能：東京消防廳對於救助隊員維持技能相當重視。除基本的常年訓

練外，會依據各救助隊的特性，去設計相對應的情境測驗項目，藉由定期

的專業考試，幫助救助隊員們複習知識並維持技能。 

三、裝備專業：經過 1995年阪神大地震後，日本發現現有的車輛器材是無法應

對未來即將發生的各種複合性災害，因此設計了許多特種車輛去適應各種

災害。相對於台灣消防車，多是水箱車、救助車、雲梯車及化學車；而日

本則是有震災對策用救助車、救助用重機具、吊車、曲折放水塔車、特殊

災害對策車、除汙車、無人行走放水設備、遠距離大量送水裝備及特殊救

急車並有許多專業的器材及訓練，能有效的利用特殊裝備去對應特殊災

害。不像臺灣有時候到達現場，必須用原始及效率較差的方式去救災。不

僅救災時間拉長，也影響到救災人員的安全。 

四、環境保育：於第九方面中層訓練棟，有設計廢氣處理設備及排水處理設

備，可利用 800 度的高溫將這些煙完全燃燒，使得這些黑煙無害並且被排

放。而其排水處理設備，可以將泡沫利用細菌分解後，將上層水做酸鹼處

理後排出，下層的汙泥會回收清理。因目前本署訓練中心有模擬石化及油

槽災害搶救訓練場，但因中心設施不可使用泡沫，故都以水線模擬泡沫，

無法讓學員實際用泡沫滅火來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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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災觀念：除救助體制完整外，日本對於防災的教育也是相對重視，於東

京內設立 3個防災館，池袋防災館、本所防災館及立川防災館。防災館是

採免費入場的，藉以提升民眾入場體驗之意願。在參訪過程中，也有許多

日本小學生團體入館體驗。設有兒童防災體驗廣場，結合最新的模擬體驗

技巧等，融合遊戲和學習，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可以讓小朋友在玩樂

的同時學習防災知識。設有震體驗區、濃煙體驗區及防災迷你劇場、消火

訓練室、緊急救護訓練室、救出救助區、日常生活事故防止區、多功能學

習區、通報訓練區、防災 Q&A區及消防直升機遊戲，讓各年齡層都可以入

館來體驗。日本在經過阪神大地震發現，除了自己的防災觀念及自救外，

民眾互助的力量也是相當重要，大家胼手胝足，互助互愛投入救災。所以

藉以學習、體驗及互動遊戲，讓各種年齡層的民眾具有防火防災知識及災

害應變能力，從而降低災害發生時的各種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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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一、每日加強裝備器材點檢之建議：在每日點檢時，針對每項器材都會仔細於

每個部分做檢查並會針對點檢項目大聲朗誦。當天主管也會於督導隊員點

檢情形，且每項裝備接擺放整齊，並用束帶固定於車上，可以藉由點檢熟

悉分隊器材及操作。並在車上都會放置保護毯，避免器材直接接觸地面，

以及當架設時可包覆尖銳面減少繩索磨損。 

二、修正特考班救助隊課程：因目前消防工作並非只限定於火災搶救人命，隨

時會面對車禍救助、化災、震災、風災、水災、山難、土石流甚至核災等

複合性災害。考量消防特考班學生尚無在職實務經驗累積，將本署訓練中

心所受訓練內容重新規劃，以協助救助現場副手角度切入。訓練強調個人

基本救助知能熟悉、基本繩索運用以及相關救助體系介紹，未來參加各及

消防機關所辦在職訓練時，更能銜接實務經驗，救助基礎訓練有別於在職

救助人員資格培訓訓練。 

三、駐地跟訓練場地結合：這次參訪了的第八方面本部及第九方面本部其訓練

場地皆為救助隊駐地，可提供救助隊完整的訓練場地，對於救助隊員操作

技術及整體默契有很大的幫助。 

四、操作簡單化：在這次與第九方面共同訓練中發現，對於架設繩索並無使用

特殊器材及複雜的繩索架設，而是使用最基礎簡單的方式。而且可以觀察

出日本救助隊員，針對這項操作是相當的熟悉，對於每個操作順序都配合

的相當好。所以將一個簡單的模組，反覆訓練，能提高大家的熟練度及效

率。而不是使用一大堆專業器材及繁瑣的繩索架設，卻沒辦法使整個團隊

能有效搭配、提升救助安全及品質。 

五、救助專責化：以目前台灣對於特搜隊的定義，是火災、救助、水難及震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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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就會派遣特搜隊，這對專業度及救災安全上有很大的影響。以目前東

京消防廳的救助隊區分為：航空消防救助機動部隊 2隊、消防救助機動部

隊 5隊、特別救助隊 25隊、水難救助隊 6隊、化學機動隊 9隊及山岳救助

隊 4隊。依據的轄區特性設立特殊救助隊，讓各項災害都有專門救助人員

對應處理，將任務分工，訓練也可以更專業，有助於提升救災效率及救災

人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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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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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消防救助機動部隊） 

四、特別救助技術研修（第九方面本部之簡報） 

五、臨港消防署所屬船艇及功能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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