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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應近年國內外地震等複合性災害頻繁、災害規模亦日趨擴大，派員赴日本靜岡

縣參與「平成 30年緊急消防援助隊中部地區合同訓練」，並前往浜松市消防局、靜岡

市消防局、靜岡縣危機管理部及消防學校等單位進行參訪及業務考察，藉以詳細瞭解

緊急消防援助隊架構、區域救災能量整合方式及平時整備情形，作為國內救災調度方

案與緊急救援隊之建置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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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目的 

臺灣位居亞州地區之樞紐、為四面環海之海島型態，地理位置鄰近環太平洋地震

帶（Ring of Fire，又稱火環帶），近年來國內歷經 105年 2月 6日臺南市芮氏規模

6.4之地震、107年 2月 6日花蓮縣芮氏規模 6.2地震，各直轄市、縣(市)消防局均派

員前往搶救，但相關搜救經驗及現場安全管理未臻完善，鑑於廣域大規模災害必然形

成長時間、跨區域等救災型態，爰此，透過蒐集日本緊急消防援助隊編制、計畫等相

關規定，作為我國未來大規模災害搶救之參考；同時瞭解日本地方政府緊急消防援助

隊組織編制、預算、防災訓練及針對可能發生災害之應變對策，做為國內未來相關制

度規範之參考。 

日本於阪神淡路大地震後即在全國消防機關推動區域性相互援助機制，依地理環

境劃分為北海道東北地區、關東地區、中部地區、近畿地區、中國四國地區、九州地

區等 6區域，同時組織各類型緊急消防援助隊，各區域每年度依總務省消防廳之規

劃，成立任務型之合同訓練實行委員會並辦理大型合同訓練，本次「平成 30年緊急消

防援助隊中部地區合同訓練」即為中部地 7縣之大型年度合同訓練，透過此次考察汲

取日本緊急消防援助隊制度、動員機制，作為國內救災調度方案與緊急救援隊之建置

參考，藉以優化國內現行大規模災害指揮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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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行程概要 

本次奉派赴日考察人員為本署災害搶救組國內救災調度方案與緊急救援隊業務主

辦人員 2人、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特種搜救隊 6人、合計 8人，期間自 107年 10月 30

日起至 11月 6日止，除參訪行程外亦安排與當地特別高度救助隊(Hyper Rescue 

Team)進行組合訓練，茲將參訪行程、組合訓練項目、內容彙整供參。 

日期 國家 地   點 行程任務 

107/10/30 中華民國 桃園市 
自桃園國際機場搭機前往日本靜岡縣富

士山靜岡國際機場 

107/10/31 日本 靜岡縣浜松市 
參訪浜松市消防局、鴨江出張所及特別

高度救助隊 

107/11/01 日本 靜岡縣靜岡市 
參訪靜岡縣危機管理部、靜岡市消防局

及駿河消防署 

107/11/02 日本 靜岡縣靜岡市 
參訪靜岡縣消防學校火災模擬燃燒櫃及

架梯救援訓練 

107/11/03 日本 靜岡縣靜岡市 整理資料 

107/11/04 日本 靜岡縣浜松市 
參訪靜岡縣地震防災中心及緊急消防援

助隊訓練 

107/11/05 日本 靜岡縣島田市 
參與緊急消防援助隊訓練、參訪防災產

業 

107/11/06 日本 靜岡縣島田市 
自富士山靜岡國際機場搭機返回桃園國

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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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參訪研修過程 

第一節 參訪浜松市消防局及所屬鴨江出張所 

壹、 浜松市消防局簡介 

浜松市位於靜岡縣西部地區，轄區總面積約 1558.06平方公里約新北市土地

面積的 75％、居住人口數約 80萬人約新北市人口數 20％，屬於地廣人稀之城

市。浜松市消防局成立於 2009年，前身為浜松市消防本部，現有各級消防人員

888人(包括女性同仁 31名)，內勤 105人、外勤 783人，全體平均年齡 37.3

歲、平均年資 16.5年，所屬各式消防車輛 141輛、消防直昇機 1架。 

 

圖 1.1 浜松市消防局轄區圖(資料來源：浜松市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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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浜松市消防局人員配置圖(資料來源：浜松市消防局) 

 

圖 1.3 浜松市消防局消防直昇機性能介紹(資料來源：浜松市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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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浜松市消防局組織編制 

浜松市消防局除局本部外，設有 7個消防署，中消防署、東消防署、西消防

署、南消防署、北消防署、浜北消防署、天龍消防署，每個消防署設置 1~4個出

張所。以下為浜松市消防局組織架構圖： 

 

圖 1.4浜松市消防局組織架構圖(資料來源：浜松市消防局) 

參、 浜松市消防局勤務概況 

浜松市消防局於 2017年度救災出勤件數共 4034件、救護出勤件數共 3萬

7052件，火警出勤件數 213件約救災出勤件數 5.2%，火災死亡人數 7人(包括自

殺 2人)、受傷人數 24人、財物損失約 1億 3204萬 9120元(臺幣)。以下為浜松

市消防局火災勤務分析表： 



8 
 

 

圖 1.5浜松市消防局 2017年火災勤務分析表(資料來源：浜松市消防局) 

肆、 浜松市消防局參訪及鴨江出張所特別高度救助隊演訓 

一、參訪浜松市消防局： 

（一） 由浜松市消防局局長鵜飼孝先生親自接待，介紹消防局編制及各項業務

數據資料，並說明轄內緊急消防援助隊現況及合同訓練實施成果。 

  

圖 1.6~7 致贈紀念品及現場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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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浜松市消防局緊急消防援助隊清冊(資料來源：浜松市消防局) 

 

圖 1.9浜松市消防局緊急消防援助隊 2017年合同訓練成果 

(資料來源：浜松市消防局) 

（二） 參觀浜松市消防局指揮中心並由值勤官說明緊急消防援助隊派遣方式及

戰力掌控系統，平時建立各項清單，包含登錄車輛狀況、派遣申請(夜間

及假日)、情報聯絡體制、聯絡窗口、靜岡縣隊指揮體制及援助隊登錄狀



10 
 

況、集結場所清單、市外應援派遣手冊及 NBC(核生化)應變隊等資料。 

      

圖 1.10~11浜松市消防局緊急消防援助隊派遣方式簡報 

      

圖 1.12~13浜松市消防局緊急消防援助隊戰力掌控系統 

二、鴨江出張所特別高度救助隊演訓： 

（一） 由特別高度救助隊隊長介紹所屬車輛及人員配置情形，該所配有幫浦隊

及特別高度救助隊各 1隊，所內目前編制 26名人員，分為 2班制，每日

輪替交班。 

      

圖 1.14~15鴨江出張所所屬車輛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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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17鴨江出張所所屬車輛介紹 

 

（二） 演練雙節梯高所救助法：包括指揮官 1名、操作手 4名共 5名，想定情

境為 2樓有 1民眾受困待救，救助人員到達現場後立即利用 3連梯進行

架梯作業，並攜帶 20M繩索、4米繩、鉤環、救助三角巾等器材，登梯至

2樓進行高所救助。 

      

        

圖 1.18~21雙節梯高所救助法演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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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演練快速車操及水帶部線要領：包括水箱車 2輛、每車 4人共 8人，指

揮官 1名、司機 2名、水線組 5名，想定情境為 2樓 RC建築物起火、現

場有 1處地下式水源、不確定有無民眾受困待救，消防人員到達現場後

立即佈署 2水線並佔據水源，進行汲水快速射水滅火演練。 

      

      

圖 1.22~25快速車操及水帶部線演訓 

（四） 鴨江出張所廳舍介紹：參觀備勤室、器材室、個人裝備室、餐廳等空

間，並了解勤務編排方式及勤休規定。廳舍採挑高設計可供室內訓練使

用，且設有多處固定點可供繩索訓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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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6~29鴉江出張所廳舍介紹 

      

圖 1.30~31與鴨江出張所同仁進行業務交流 

 

第二節 參訪靜岡縣危機管理部、靜岡市消防局及駿河消防署 

壹、靜岡縣危機管理部簡介 

靜岡縣人口約 375萬人，各類災害管理包括減災規劃、整備應變、資通管考

等工作均由危機管理部負責，靜岡縣危機管理部為常設單位，位於静岡縣静岡市

葵區，與縣廳為同一建築物，而為了大規模災害發生時的情報蒐集，另外又設置

了賀茂、東部、中部及西部等 4個危機管理局，以強化靜岡縣各區域災害應變能

力。於災害發生時，將以本部為應變處置核心，負責彙整資訊、加強運用縣內各

區域的災害救援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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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靜岡縣危機管理部組織編制 

靜岡縣危機管理部為靜岡縣防災指揮總部，編制為 170人，分為危機政策

課、危機情報課、危機對策課、消防保安課及核能安全對策課等幕僚單位。同時

將縣本部職員依功能編組分為本部員、指令部各班員、各部各班員及業務調整人

員等 4組，其中本部員組成人員為知事、副知事及各局部首長等 18人、指令部

各班員組成人員為負責召開本部會議、救出救助、滅火、運送支援等對策調整、

情報蒐集、傳達、宣傳等業務之人員 333人、各部各班員組成人員為各局處負責

防災應變業務的職員 1,801人、業務調整人員則為從事後勤支援業務(煮飯、維

持廳舍機能)、市町防災業務支援、港灣物資關聯業務等人員，計 118人，總計

縣本部協助災害應變之職員人數為 2,270人。 

參、靜岡縣危機管理部參訪 

一、參訪靜岡縣危機管理部： 

（一） 由危機管理監杉保聡正先生親自接待，杉保先生曾多次赴本國進行業務交

流，對本國防災體系瞭解甚多，並建議可參考日本整合區域救災能量之方

式，將消防人力、救災車輛、各類器材及裝備進行量化管理，於災害發生時

可以模組化進行調度。 

      

圖 2.1~2與危機管理監杉保聡正先生進行業務交流 

（二） 參觀災害對策本部：設有決策區、制訂對策與支援區、災情蒐集及分析資料

區以及通訊控管室，另有各行政區域地圖、電話、傳真機等通訊設備，亦可

透過各新聞媒體播報的畫面情報、災情查證直升機的長鏡頭拍攝畫面、制高

點攝影機的 Realtime影像畫面等方式迅速掌握各區域災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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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4 參觀靜岡縣危機管理部災害對策本部 

貳、參訪靜岡市消防局 

靜岡市消防局下設 6署、1分署及 17個出張所，其中駿河消防署與靜岡市

消防局本部共構，為地上 6層樓地下 1層之 RC建築物，後方設有訓練高塔 1

座，可與消防局後側外梯平臺搭配成為橫渡訓練 AB塔，並符合日本消防人員救

助競賽之陸上項目場地標準。 

  

圖 2.5~6靜岡市消防局後方訓練高塔 

一、參觀靜岡市消防局指揮中心：由值勤官說明派遣模組及受理流程。 

  

圖 2.7~8 參觀靜岡市消防局指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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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觀靜岡市消防局警防本部：消防局內設有警防本部即災害應變中心，為臨時

任務編組，於災害發生時由各本部派員進駐彙整轄內災情，並將相關資料提供

災害對策本部彙辦。 

  

圖 2.9~10參觀靜岡市消防局警防本部 

三、參觀靜岡市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實驗室：由當日值班的調查人員逐一介紹各項

鑑識實驗器材，包括電子顯微鏡、氣相層析儀、質譜儀及採證工具，並示範電

線熔痕判斷方式，其中比較特別之處是實驗室若發現易生火災之原因時會將相

關資料提供給新聞媒體報導，提高預防宣導效果。 

              

圖 2.11~12講解實驗室業務與相關成果的新聞報載 

四、駿河消防署特別高度救助隊演訓：示範各類橫渡技巧。 

  

圖 2.13~14 與駿河消防署特別高度救助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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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參訪靜岡縣消防學校火災模擬燃燒櫃及架梯救援訓練 

壹、靜岡縣消防學校簡介 

根據消防組織法，日本消防事務屬於地方(市、町、村層級)自治事項，而都

(道、府、縣)及部分政令指定都市應設置消防學校，因此靜岡縣在危機管理部門

下設有消防學校執行縣內各消防局所屬消防人員(包含義消)之教育訓練。靜岡縣

消防學校位於靜岡縣靜岡市清水區，成立於 1960年 4月，前身是靜岡縣消防訓

練所，校內正式職員包括校長、課長及教官(由靜岡縣內各消防局支援)等共 18

人。 

  

圖 3.1~2 與靜岡縣消防學校校長澤野岳志先生及教官團業務交流 

學校總面積 3萬 6973平方公尺，校訓為「嚴守紀律、磨練技術、鍛鍊體力

勇氣」，校內訓練設施包含水域救援訓練場、訓練用消防車車庫、室內綜合訓練

場、體適能訓練場、訓練 AB塔、訓練高塔、滅火射水訓練場、火災模擬燃燒櫃

等，另設有行政大樓、教室(管理教育棟)、宿舍(南寮、北寮)等公共空間。 

  

圖 3.3~4 靜岡縣消防學校室內綜合訓練場及器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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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6 靜岡縣消防學校室內綜合訓練場及器材室 

 

 

圖 3.7 靜岡縣消防學校平面圖 

貳、靜岡縣消防學校課程內容 

因消防消防學校的訓練對象包含縣內各消防局的成員，針對消防人員的相關

訓練，課程分為「初任教育」、「幹部教育」及「專科教育」三大類，該校會針對

年度相關訓練預排相關行程，充分發揮學校教學資源分配容訓量；本次研修期間

的在校班期即為女性消防員講習，日本在政策上有逐步提高女性消防員比例的目

標，以往女性多從事文職工作或是擔任救護等工作，因政策及性別平等因素下，

女性消防員有投入火災搶救及救助工作的機會大增，為此，特別開辦此一班期

(第 1回)重新針對現職的女性消防員再次強化(複習)相關工作能力。學校相關課

程概要如下： 

一、初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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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訓練對象：初任消防人員。 

（二） 課程時數：115天(共 1459小時)，學科 19.9%(290小時)、術科

80.1%(1169小時) 。 

（三） 課程內容：包括基礎教育、實務教育、實科教育、其他研修等 4項。 

二、幹部教育：對象為儲備幹部人員。 

（一） 初級幹部：對象為消防士長，共 10天 70小時。 

（二） 中級幹部：對象為消防司令補、消防司令，共 8天 56小時。 

（三） 高級幹部：對象為消防司令長、消防監，共 3天 21小時。 

三、專科教育：  

（一） 火災調查科：共 10天 70小時。 

（二） 救助科：共 20天 140小時。 

（三） 救急科：共 36天 252小時。 

（四） 警防科：共 12天 84小時。 

（五） 預防查察科：共 13天 91小時。 

四、特別教育： 

（一） 水難救助科：共 10天 70小時。 

（二） 潛水員講習：共 1天 7小時。 

（三） 女性消防員訓練：共 2天 14小時。 

 

圖 3.8 靜岡縣消防學校訓練流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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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火災模擬燃燒櫃訓練 

一、課程目標：使消防員於火場救災時，能具備判讀煙層、火流之能力，進而判斷

應使用之戰技、戰術，提升救災效能同時保障救災安全。 

二、操作程序： 

（一） 使用具若干開口之大型鐵櫃模擬為房屋。 

（二） 燃燒木材或稻草產生濃煙及火燄。 

（三） 運用開口部之開閉以通風控制燃燒。 

（四） 使學員能體驗煙層及火流的變化。 

（五） 使學員能體驗滾燃及閃燃。 

三、操作方式： 

（一） 人員：教官 1人消防人員 3人（教官學生比 1：3）。 

（二） 裝備：消防衣、褲、帽、鞋、手套、頭套、空氣呼吸器 SCBA。 

（三） 器材：熱顯像儀、無線電、繩索。 

四、注意事項： 

（一） 注意學生意識狀態避免熱傷害。 

（二） 注意中性帶位置避免灼傷。 

  

圖 3.9~10 靜岡縣消防學校火災模擬燃燒櫃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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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12 靜岡縣消防學校火災模擬燃燒櫃訓練 

 

圖 3.13 與火災模擬燃燒櫃訓練學員合影 

肆、架梯救援訓練 

一、課程目標：使消防員於救災時，能運用各式節梯進行救援，克服樓層高度及開

口面積不足之狀況。 

二、操作程序： 

（一） 使用三連梯進行基本梯操。 

（二） 擇定要架設之位置及預計進入之開口。 

（三） 確認開口部之安全性。 

（四） 救助手入室進行救援。 

（五） 使用搖籃式搬運法將患者救出。 

三、操作方式： 

（一） 人員：消防人員 4人（指揮官 1人、救助手 2人、確保手 1人）。 

（二） 裝備：全套救助服或消防衣、手套。 

（三） 器材：三連梯、繩索。 

四、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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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注意三連梯架設角度，避免節梯滑動。 

（二） 注意確保手姿勢，避免三連梯滑動。 

（三） 注意救助手搬運患者姿勢，避免患者墜落。 

  

圖 3.14~15 靜岡縣消防學校架梯救援訓練 

 

第四節 參訪靜岡縣地震防災中心 

壹、 靜岡縣地震防災中心簡介 

靜岡縣地震防災中心地點位於靜岡縣靜岡市葵區，是為了提升靜岡縣居民對

地震的知識與因應對策而設立，針對東海地震的防災意識及災害應變進行推廣教

育，1樓為防災體驗區、2樓為防災品展示區、3樓為會議室、共 3樓。 

   

圖 4.1~2 與靜岡縣地震防災中心主任外岡達朗先生合影 

一、防災體驗設施： 

（一） 入口處大型宣導螢幕：全天播放最新防災資訊及宣導影片。 

（二） 海嘯影片：為地震宣導影片，具備多國語言片長約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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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東海地震宣導區：利用模型互動展示地震、海嘯及土壤液化原理。 

（四） 地震體驗區：可模擬芮氏規模 7.0之地震，可 6人同時操作。 

（五） 住宅內地震防災宣導：模擬傢俱傾倒情形，教導如何固定傢俱避免危害。 

（六） 建築物耐震補強宣導：展示木造建築物補強方式及原理。 

（七） 自主防災用品宣導：展示各類防災用品及防災食品。 

 

圖 4.3 靜岡縣地震防災中心 1樓平面圖(資料來源：靜岡縣地震防災中心) 

  

圖 4.4~5 觀賞海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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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7 地震、海嘯及土壤液化模型 

  

圖 4.8~9 建築物耐震補強模型 

貳、 靜岡縣地震防災教育 

一、藉由歷史數據了解日本及其週邊海域地震災害： 

（一） 1923年關東地震，芮氏 7.9，多處房屋損毀引發火災。 

（二） 1948年福井地震，芮氏 7.1，3769人死亡，多處房屋倒塌。 

（三） 1964年新瀉地震，芮氏 7.5，26人死亡，土壤液化、海嘯。 

（四） 1978年宮城縣沖地震，芮氏 7.4，28人死亡，各地區房屋損毀。 

（五） 1995年阪神淡路地震，芮氏 7.3，6434人死亡，房屋損毀、都市型災害。 

（六） 2004年新瀉中越地震，芮氏 6.8，68人死亡，山崖崩塌、道路崩壞。 

（七） 2011年東日本地震，芮氏 9.0，15885人死亡，土壤液化、海嘯。 

二、大型地震之災情預測 

（一） 將地震規模依歷史地震分為 2級，Level1(發生頻率較高且帶來重大災情)、

Level2(發生頻率極低但發生時將帶來毀滅性災情)。 

（二） 將地理上最可能發生的地點列出：駿河舟狀盆地、南海舟狀盆地邊緣、相模

舟狀盆地邊緣。 

（三） 將地震規模與發生地點進行分析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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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析可能造成的災情及需要的救災能量。 

 

圖 4.10地震強度及發生地點想定(資料來源：靜岡縣地震防災中心) 

 

圖 4.11地震可能造成的災情想定(資料來源：靜岡縣地震防災中心) 

三、防災對策 

（一） 宣導火災預防對策。 

（二） 請民眾積極參加地區性防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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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宣導家戶儲備緊急避難用品。 

（四） 宣導家戶居家安全觀念。 

 

圖 4.12 緊急避難用品清單(資料來源：靜岡縣地震防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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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參與中部地區緊急消防援助隊合同訓練 

壹、 緊急消防援助隊簡介 

緊急消防援助隊成立於 1995年阪神淡路地震後，日本總務省消防廳鑑於災

害若達到一定規模以上，受災的地方政府要具備相對應的救災能量會極為困難，

於是建構了全國消防機關相互援助的體系「緊急消防援助隊」，依地理環境劃分

為北海道東北地區、關東地區、中部地區、近畿地區、中國四國地區、九州地區

等 6區域，並於 2003年修改消防組織法將相關規定法制化、2004年 4月正式生

效，此後於大規模災害、特殊災害發生時，受災地消防機關首長可依程序申請其

他單位派遣滅火、救助、救護等隊伍協助，截至 2018年 4月止日本全國各類緊

急消防援助隊共登記了 5,978隊。 

 

圖 5.1 日本全國各類緊急消防援助隊清單(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消防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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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緊急消防援助隊動員狀況 

一、2018年動員狀況： 

（一） 2018年 4月大分縣中津市土石流災害，動員 56隊。 

（二） 2018年 6月大阪府北部地震，動員 2隊。 

（三） 2018年 7月關西地區豪雨，動員 3713隊。 

（四） 2018年 9月北海道東部地震，動員 590隊。 

二、歷年動員狀況：共動員 35次(截至 2018年 4月) 

 

圖 5.2 日本緊急消防援助歷年動員狀況(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消防廳) 

參、 緊急消防援助隊合同訓練 

一、各區域每年度依總務省消防廳之規劃，成立任務型之合同訓練實行委員會並辦

理大型合同訓練、每區域 1場，共辦理 6場次。2018緊急消防援助隊各區合同

訓練期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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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海道東北地區：2018年 11月 17~18日，福島縣主辦。 

（二） 關東地區：2018年 11月 30~12月 1日，神奈川縣主辦。 

（三） 中部地區：2018年 11月 4~5日，靜岡縣主辦。 

（四） 近畿地區：2018年 11月 9~10日，福井縣主辦。 

（五） 中國四國地區：2018年 10月 20~21日，愛媛縣主辦。 

（六） 九州地區：2018年 11月 10~11日，鹿兒島縣主辦。 

 

圖 5.3緊急消防援助隊各區合同訓練期程 

(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消防廳) 

二、中部地區緊急消防援助隊合同訓練 

（一） 訓練期程：2018年 11月 4~5日。 

（二） 訓練地點：靜岡縣內浜松市、島田市、磐田市、菊川市、藤枝市等多點災害

想定。 

（三） 參訓單位： 

1. 消防:總務省消防廳、富山縣消防局、石川縣消防局、福井縣消防局、岐

阜縣消防局、愛知縣消防局、三重縣消防局、千葉市消防局、大阪市消

防局、靜岡市消防局、陸上自衛隊、靜岡 DMAT、靜岡災害救助犬、新北

市政府消防局等單位，共動員緊急消防援助隊約 150個部隊(600人次)。 

2. 相關機關:海上保安廳、國土交通省、陸上自衛隊、航空自衛隊、靜岡縣

警察本部、市町防災協會、靜岡 DMAT（Disaster Medical Assistance 

Tea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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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想定情境： 

1. 第 1天(11月 4日)：上午 8點 30分發生地震，震央位於靜岡縣遠州灘附

近、芮氏規模 9.1，靜岡縣內震度 7級並引發海嘯，地震造成房屋倒塌損

毀、土石流及市區火災。 

2. 第 2天(11月 5日)：上午 8點 30分發生餘震，於磐田市、島田市測得震

度 6級以上，引發房屋倒塌、市區火災持續擴大。 

 

圖 5.4中部地區緊急消防援助隊合同訓練災害點 

(資料來源：靜岡縣危機管理部) 

（五） 演練內容： 

1. 第 1天(11月 4日)：依照各種演練內容與情境，於不同地點實際演練。 

(1)圖上訓練(08時 30分)：包含第 2階段(6小時後)、第 3階段(24小時

後)、緊急援助隊的派遣狀況確認、自衛隊的部隊進出確認、災情整理

與援助隊的分配、醫療運送與重要案件之對應。 

(2)本部運營訓練(13時整)：包含部隊分散運用的操作訓練、浜松基地訓

練、廣域醫療搬送、指定救護活動據點。 

(3)後方支援：大規模防災據點的援助隊與自衛隊宿營及汽(柴)油的燃料

補給訓練等。 

(4)航空自衛隊浜松基地之實兵演練(12時整)：包含在地義消組織、指定



31 
 

統括縣大隊長、現場合同調整所運作、救護運送及利用各式飛行器運

送傷患。 

(5)御前崎濱海公園演練(13時 15分)：跨機關航空隊伍的聯合救助活動

與被救者的交接。 

(6)菊川市消防本部(14時整)：當地消防隊伍(滅火隊及救護隊)與消防緊

急援助隊之接管事宜。 

(7)國道 473號工事現場(15時 30分) ：災害現場的全況掌握、現場地形

的因應活動及直升機之傷患運送。 

  

圖 5.5~6航空自衛隊浜松基地內之實兵演練 

  

圖 5.7~8 傷病患處理、DMAT實兵演練 

2. 第 2天(11月 5日)：本次演練與第 1天之方式不同，將所有情境集合在

同一場地(方式富士山靜岡機場西側多用途主會場)，依時序推展分項且

持續同步演練。 

(1)演練項目：調整本部及指揮支援本部運營訓練、災情查報與通訊訓

練、市街地中高層建物倒塌現場搶救訓練、市街地倒塌民宅搶救訓

練、山坡地倒塌民宅搶救訓練、山坡地土石流災害搶救訓練、道路啟

開訓練、大規模市街地(多處)火災搶救訓練及後方支援訓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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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調整本部運營訓練     圖 5.10市街地倒塌民宅搶救訓練 

  

圖 5.12道路啟開訓練圖          圖 5.13靜岡縣隊宿營場所(展示) 

(2)演練場地規劃：演練現場為開闊空間，除規劃配置各演練項目的區

塊、觀禮位置及動線外，亦規劃非演練人員之觀看區域，同時開放相

關機關在場見習及一般民眾觀看演練。 

 

圖 5.11現場演練開放觀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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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演練現場配置圖(資料來源：靜岡縣危機管理部) 

（六）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參訓項目：因山坡地土石流將一住宅埋沒，週邊道路嚴重

損壞無法以車輛靠近現場，輔以具越野功能之履帶式車輛「レッドサラマン

ダー」(全長 8.2公尺、寬 2.2公尺、高 2.6公尺，最大載重 4400公斤，前

側可乘坐 4人，後側可乘坐 6人，最高時速達 50公里，可爬行 26.6度斜

坡、跨越 0.6公尺的高低落差及 2公尺的凹地、可涉水深度達 1.2公尺)進

入災區進行搶救工作。 

  

圖 5.15~16中部地區緊急消防援助隊合同訓練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參訓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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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7~18中部地區緊急消防援助隊合同訓練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參訓情形 

 

第六節 參訪防災產業 

壹、 靜岡縣相關防災產業推廣情形 

靜岡縣內有專門集結防災相關產品製造商及販售商的組織，持續與行政機關

和學校合作進行產品開發與推廣，範圍包括家具固定器材、資訊收發器材、能

源、淨水設備、糧食、廁所及住屋等，該組織除於日本境內銷售相關產品外，亦

曾多次與國內地方縣市或相關產業交流推廣。 

圖 6.1 靜岡縣防災產業推廣類別(資料來源：靜岡縣防災用品普及促進協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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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參訪防災產業 

一、糧食類 

  參訪項目包含軟罐頭(鋁箔包裝)粥品及罐裝麵包，可以發現其共通特點，

除了作為防災食品所必要之長久保存期限(約 4 至 5 年)及易於食用(不需額外

烹煮或加熱)外，在口味上有多種選擇且讓人易於接受的口感，除了作為防災

食品亦可作為平常的食品，使民眾接受度提高。另外本次行程亦參訪了麵包製

造工廠，可以發現一樣的麵包同時也以一般包裝方式販售，只是在包裝及保存

技術上的改良後即成了防災食品，降低防災產業成本並增加民眾的接受度，充

分與日常生活結合。 

  

圖 6.2~3 參訪罐裝麵包防災食品生產工廠 

二、資訊收發器材 

  此次參訪之資訊收發器材，係結合太陽能板、蓄電池、廣播設備、訊號接

收設備及相關固定裝置組成，以克服在災害發生時可能的電源（路）、信號源

（路）及廣播設備故障的風險，持續提供當地民眾災害狀況、避難指示及後續

引導等資訊，減少人員因為資訊不足或認知錯誤時採取不當應對時所造成的傷

亡，因此在靜岡的避難地點也逐步推廣設置相關設施，達到安撫避難民眾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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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心得與建議 

第一節 心得 

壹、 消防學校宿舍設計用心 

靜岡縣消防學校建校至今接近 60年時間，雖然可見歲月痕跡且訓練設施不

一定比國內現有設備先進，但其在訓練設施及宿舍規劃等堪稱完整，其中宿舍的

規劃相當用心，每個房間可容納 4位學員，內部除了基礎的床、桌椅及櫃子外，

亦可見其貼心之設計，例如每張床邊都有床頭燈、甚至有簾子可做建議區隔，降

低室友因作息不同所造成的影響，另外亦有足夠的收納空間，可供放置個人物品

及吊掛衣物；此外學校設有大澡堂及泡澡池，可供教官及受訓學員使用，在整日

辛勞的訓練之後，有助於恢復疲勞。 

  

  

貳、 以實際演練方式驗證整備成效 

不同於台灣災害防救演習，為了能在正式演習當日有良好的成果，會針對同

樣情境預演好幾次，並逐步強化演練流程與重點畫面的呈現，在正式演習時以緊

圖 7.1~3消防學校宿舍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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湊的精采畫面迅速展現出救災整備，使演練單位過於著重腳本流程及重要橋段的

演出，使演練性質逐漸「表演化」。本次參訪日本演習，主辦單位只事先通知參

與演習單位演練科目，正式演習情境都是參考情境模擬實際狀況，由參演單位應

變演練，現場同時有評審人員，針對參演單位操作的正確性進行紀錄，從情境下

達後，參演單位依序進場依據標準作業程序進行報到、任務分配、實際搶救、指

揮調度、通訊聯絡及安全管理等等，使整體演練更貼近事實，並能展現出跨區支

援與指揮調度等機制的妥適性，同時又有第三方「檢討員」的評價機制，針對各

項重點予以評價，驗證平時整備與參演人員的應變能力，演練機關可再據以策進

或強化。 

 

圖 7.4訓練評價的機制(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消防廳) 

參、 防災產業的推展 

靜岡縣多年來一直為各種天然災害作準備，除了各項軟硬體持續加強外，縣

政府亦協助發展防災產業；防災產業的結盟有助於推廣相關產品，除了廠商及販

售商能因此賺取利潤外，也減輕政府推廣防災的負擔，使防災產業與民眾生活的

連結更加緊密，甚至逐步推廣至國外，交流相關知識與經驗，使產品更趨於完善

同時拓展海外商機，以正向效益循環推動產業發展，並強化民眾防災整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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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壹、 救災資源以模組化方式調度支援 

大型災害發生時往往需要大量救災資源，若無事先律定各種災害支援人車裝

備數量，在臨時緊急調度可用資源並集結支援時，常需耗費寶貴第一時間於彼此

溝通及確認相關資訊上，甚至造成救災資源無法於現場充分發揮功能之情形，進

而徒增受災地的額外負擔；未來可參考日本緊急消防援助隊之作法，針對搶救各

類災害需求之資源予以模組化，跨機關支援時以模組為調度單位，對於提升調度

支援效率有莫大的幫助。 

貳、 救災資源功能化 

日本在消防工作發展上，逐漸以專業化及專責化方式因應不同的災害狀況，

在日本緊急消防援助隊機制中亦可見一斑，緊急消防援助隊依其災害類別或專業

化(特殊性)項目分成數類(指揮、滅火、救助、救急、後方支援、特殊災害、特

殊裝備及航空等)，綜觀國內消防分隊性質多為一般分隊，即使是救助分隊或特

搜分隊等編制亦須擔負支援各項災害搶救之工作，除了部分縣市消防機關有所謂

高級救護隊或專責救護隊等僅從事救護工作之編制外，沒有實際所謂專攻單一災

害或僅處理單一勤務種類之單位或人員，為能提升應對各項災害狀況或救災需

求，實際救災時仍應考量予以專業分工調度，俾提升救災效能。 

參、 災害現場指揮團隊的確立 

大規模災害發生時，受災之區域範圍可能相當廣泛，各災區都需要投入救災

資源(包含人力、車輛裝備及機具)，而救災資源能否有效發揮成效的關鍵，涉及

資源分配、現場調度、任務指派與執行管制等，除了指揮中心(或應變中心)派遣

調度外，多仰賴現場指揮作業的進行，惟災害現場有眾多不確定因素、各種突發

狀況、大量的資訊傳遞、同時且持續有各項救援工作執行、資源集結、傷患緊急

醫療與後送……等，均需仰賴以團隊分工方式執行，方能建立災害現場之指揮運

作體系；依現行救災模式，受災區多由轄區救災人員擔任指揮工作，但若遭逢受

災區域數過多(或廣泛)時，可能超過災區指揮體系所能控管的有效幅度，爰各直

轄市、縣(市)指揮團隊跨區投入災區，亦是重要的課題，未來可參考日本指揮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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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方式，授權指定指揮團隊跨區指揮並建立支援的優先順序等，強化救災資源

整合及災害應變處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