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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國海岸防衛隊為全球先進海域執法專責機關，並具備先進搜救技術及設備，

具有完善之搜救體制，為學習美方長久以來建立之搜救制度與作業模式，並強化

本署所屬同仁專業技能，廣儲菁英人力，本署自 98 年起陸續選派人員赴美參加

「海事搜救規劃班(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Course)」。 

該課程主要係海上及岸際搜索與計畫技能之訓練，學習利用搜救規劃最佳化

的電腦輔助系統規劃搜救任務，並培養學員對搜救案件之察覺（獲報）、初期行

動、搜索計畫模式與任務總結等各階段任務分工與執行重點之認識與應變能力。 

本次訓練除瞭解美國海岸防衛隊最新的搜救處置方針、可運用的搜救資源及

各式系統介紹外，亦透過情境模擬由教官指導學員選擇合適之搜救處置方法，增

進學員處置經驗及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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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訓練目的 

「海上救難」係《海岸巡防法》規定本署掌理之執行事項之一，身為我國海

難搜救之執行單位，當海難發生後，本署為能儘快瞭解人、船位置，便針對風吹

流、海流、最後位置、發生時間長短等，原先以人工進行運算漂流位置，惟往往

只能單點計算，而算出可能漂流的點，只有 1 至 10 個點，不僅耗時，且在海流

流向改變等外在因素影響下，成功率也降低。 

為能精準搜索、提升搜救效率，本署已於 105 年引進美國海岸防衛隊使用之

「搜救優選規劃系統(Search and Rescue Optimal Planning System, SAROPS)」，取

代原本人工計算漂流位置之方式；該系統係一能在短時間處理大量資訊的平台，

以及系統化儲存各項環境資料，包括電子海圖、搜救資源、船舶、海洋環境等，

透過迅速計算，可立即模擬出約 1 萬個點的漂流情形，增加遇險目標的獲救率。 

本次派員赴美參加海事搜救規劃班（Search and Rescue Maritime），除學習本

署已引進之 SAROPS 外，亦可參考、瞭解其案件處置及規劃制度，並借鏡美方

作法，調整本署作業方式，以強化我海上救難能力。 

貳、訓練介紹 

本訓練主要學習美國海岸防衛隊對各類搜救案件之處置及 SAROPS 運用操

作方式，並透過情境模擬演練由教官指導學員合適之搜救處置方法，增進學員處

置經驗及技巧。 

依據美方所列受訓人員資格要求，參訓學員須具備搜救執行經驗、海圖、航

海及數學能力（代數及基礎三角函數），並熟悉微軟作業視窗系統，國際學生之

英文能力需達 ECL80 分以上。 

課程內容如下： 

「海事搜救規劃班」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第一天 7 月 22 日 

(星期一) 

0800-0930 歡迎暨課程簡介 

0940-1030 案例介紹(Morning Dew) 

1040-1130 搜索與救助體系 

1130-1230 午餐 

1230-1315 搜索與救助體系 

1325-1500 預警 

1510-1630 初步行動 

第二天 7 月 23 日 

(星期二) 

0800-1000 海事搜救協助政策 

1010-1100 船舶資源介紹 

1100-1200 午餐 

1200-1350 船舶資源介紹 

1400-1630 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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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7 月 24 日 

(星期三) 

0800-0850 搜索與救助基本介紹 

0900-1130 搜救規劃基本原理與變數 

1130-1230 午餐 

1230-1600 CMF L Familiarization & Lab 

1610-1630 課程複習 

第四天 7 月 25 日 

(星期四) 

0800-0830 紙筆測驗 

0840-0950 CMF-L 測驗 

1000-1030 存活可能性評估(PSDA)工具簡介 

1040-1130 搜救模式介紹 

1130-1230 午餐 

1230-1630 搜救模式介紹 

第五天 7 月 26 日 

(星期五) 

0800-0850 環境數據系統(EDS) 

0900-1130 內陸搜救及空難事件 

1130-1230 午餐 

1230-1300 案例介紹 

1300-1630 搜救優選規劃系統模擬器與規劃作業 

第六天 7 月 29 日 

(星期一) 

0800-1100 最後已知位置(LKP)研討 

1100-1200 午餐 

1200-1630 最後已知位置(LKP)與船位推測法(DR)

研討 

第七天 7 月 30 日 

(星期二) 

0800-0900 搜索行動計畫 

0910-1100 區域(Area)搜救法研討 

1100-1200 午餐 

1200-1250 逾時未歸(Overdue)船舶搜救法研討 

1300-1630 航程(Voyage)搜救法研討 

第八天 7 月 31 日 

(星期三) 

0800-1100 相互作用規劃器(Interactive Planner) 

1100-1200 午餐 

1200-1630 後續搜索(Subsequent Search)研討 

第九天 8 月 1 日 

(星期四) 

0800-1000 搜救優選規劃系統操作測驗 

1000-1100 焰火信號搜救事件(Flare Incidents) 

1100-1200 午餐 

1200-1630 焰火信號事件(Flare Incidents) 

第十天 8 月 2 日 

(星期五) 

0800-1100 搜救計畫數值解讀(POS Report) 

1100-1200 美國海岸防衛隊創立紀念慶祝活動(海

巡日) 

1200-1600 美國海岸防衛隊創立紀念慶祝活動(海

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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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天 8 月 5 日 

(星期一) 

0800-1100 無關聯的(Uncorrelated)災害事件研討 

1100-1200 午餐 

1200-1420 無關聯的(Uncorrelated)災害事件研討 

1430-1500 惡作劇報案處置 

1510-1630 表面海流測量浮標(DMB)、自主定位標

示浮標(SLDMB) 

第十二天 8 月 6 日 

(星期二) 

0800-0910 一般搜索與救助政策 

0920-1020 救助計畫 

1030-1130 使用衛星輔助搜救系統案件 

1130-1230 午餐 

1230-1330 案件總結 

1340-1630 反向推算案件(Reverse Drift) 

第十三天 8 月 7 日 

(星期三) 

0800-0815 作業複習(情境模擬) 

0815-0900 紙筆測驗 

0900-1100 搜救優選規劃系統測驗 

1100-1200 午餐 

1200-1300 帆船航程推算示範 

1310-1630 海事安全與執法訊息(MISLE)系統介紹 

第十四天 8 月 8 日 

(星期四) 

0800-1130 情境模擬及角色扮演練習 

1130-1230 午餐 

1230-1630 情境模擬及角色扮演練習 

第十五天 8 月 9 日 

(星期五) 

0800-1130 情境模擬及角色扮演練習 

1130-1230 午餐 

1230-1630 情境模擬及角色扮演練習 

第十六天 8 月 12 日 

(星期一) 

0800-1130 情境模擬及角色扮演練習 

1130-1230 午餐 

1230-1630 情境模擬及角色扮演練習 

第十七天 8 月 13 日 

(星期二) 

0800-1130 情境模擬及角色扮演測驗 

1130-1230 午餐 

1230-1630 情境模擬及角色扮演測驗 

第十八天 8 月 14 日 

(星期三) 

0800-1130 情境模擬及角色扮演測驗 

1130-1230 午餐 

1230-1630 情境模擬及角色扮演測驗 

第十九天 8 月 15 日 

(星期四) 

0800-0830 自我評量問卷調查 

0830-1130 案例介紹 

1130-1200 結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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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內容 

一、搜救體系介紹 

(一)定義 

美國搜索與救助系統係由「國家搜救委員會(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Committee)」的內閣級監管委員會、「國家搜救計劃(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Plan)」的聯邦監管協議以及「IAMSAR
1手冊的國家搜救附錄(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Supplement to the IAMSAR Manual)」(補充 IAMSAR 手冊的國家指南)所

組成；對美國而言，國家的搜索與救助計畫是美國搜索與救助系統的基礎，此搜

救計畫是以地理區域來劃分搜救協調責任區，每一責任區有各自的協調官；此一

分配將可「避免機關間資源重複」及「確保在每一案件中政府都能提供及時與有 

效率的協助」。 

1、 搜索：使用可利用的與適當的人力、設備與資源，來定位遇難的人或資產。 

2、 救助：以將人從災難中救出來為目的所採取的行為，並提供遇難人員初步醫

療救護與其他需求，最後將他們送到安全的地方。 

換句話說，搜索與救助的定義為：「使用可利用的資源來協助真正遇難或處

於潛在危險狀態的人或資產」；真正遇難狀態指的是人或航空器受到嚴重威脅或

立即危險，若不採任何行動，人員將死亡或嚴重受傷；而美國海岸防衛隊要求所

屬單位在案件尚未被證明為非遇難案件時，需將潛在危險狀態視為真正的遇難狀

態，例如：活動受限的船舶處於暴風圈即將侵襲的區域、活動受限的船舶漂流於

繁忙之航道上及漁民妻子通報丈夫外出捕魚逾時未歸(或未以電話回報)；美國海

岸防衛隊的政策為：「無需俟船舶被證明真正遇難後，才提供協助」。 

(二)海岸防衛隊搜救任務應變 

美國海岸防衛隊制定的搜救任務應變時間標準為，於獲報後 30 分鐘內完成

搜救準備，並有 90 分鐘前往現場的移動時間，最後，搜救能量要在 2 小時內抵

達現場，此僅為一原則性標準，仍應視獲報時的實際天候、海象及當時任務多寡、

船艇調派情形等因素，進行彈性調整。 

(三)搜救協調指揮體系 

美國海岸防衛隊的搜救協調指揮體系可分為三大協調層級（如附圖 1），各

協調層級說明如下： 

1、 搜救協調指揮官(SAR Coordinator, SC) 

                                                      
1
 國際海空搜救手冊（International Aeronautical and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manual, IAMSAR），

由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與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所撰寫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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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權負責建立、人員配置、設備整合及管理搜救系統 

(2) 區域性責任制 

(3) 提供並規劃搜救設備 

(4) 發展搜救政策 

(5) 指派搜救協調任務指揮官 

(6) 協調整合搜救訓練 

(7) 擁有暫停權力 

2、 搜救任務協調官(SAR Mission Coordinator, SMC) 

(1) 掌握整個搜救案件 

(2) 取得並評估資料 

(3) 通知並派遣現場搜救能量 

(4) 發展搜救計畫 

(5) 指派現場指揮官 

(6) 向最高指揮官摘要報告案件 

(7) 彙整並製成案例 

3、 現場協調指揮官(On Scene Coordinator, OSC) 

(1) 指揮並調度搜救能量 

(2) 調整並制定搜救計畫 

(3) 執行搜救計畫 

(4) 通訊 

(5) 發展搜救計畫 

除上開搜救協調層級外，另一個重要角色為搜救能量(SAR Unit, SRU)，SRU

主要負責執行交辦任務，例如：提供協助、執行搜索、運送物資與生存設備、救

助生存者及現場通訊(提供現場海氣象、能見度及狀況)等。 

 

 

 

 

 

 

 

 

 

 

 

 

圖  1 美國海岸防衛隊各分區(District)搜救指揮體系 

資料來源：U.S. Coast Guard Addendum to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Supplement Pg.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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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搜救資源介紹 

(一) 小型巡防艇 

海岸防衛隊的小型巡防艇種類包含 47 呎動力救難艇(Motor Life Boat, MLB)、

應付惡劣天候為目的的 52 呎巡防艇(Heavy Weather Special Purpose Craft, HWX)、

41 呎多功能巡防艇(41-Foot Utility Boat, UTB)、自動扶正艇(Response Boat 

-Medium)等。 

(二) 大型艦船 

海岸防衛隊的大型艦艇包含 87 呎海洋守護級巡防艦 (87-Foot Marine 

Protector Class WPB, CPB)、110 呎(34 公尺)島嶼級巡防艦(110-Foot Island Class, 

WPB)、中長程艦艇(Medium and High Endurance Cutters, 包含WMEC及WHEC)、

65 呎港務船(65-Foot Harbor Tugs, WYTL)、140 呎破冰船(140-Foot Ice-Breaking 

Tugs, WTGB)等。 

(三) 空中資源 

海岸防衛隊的空中能量一般包含直升機與定翼機，類型有 H-65、H-60、

HC-130H、C-130J、HC-144、HU-25 等。 

(四) 其他政府機構資源 

除了海岸防衛隊的搜救艦船外，州立海事部門、州立魚類及野生動物部門、

在地消防部門、警察或州警部門的人員、艦艇、消防船或軍隊的艦艇及航空器均

有搜救資源。 

規劃搜救任務過程中，選擇何種類型船艇前往施救是最重要的決定之一，選

擇錯誤的救助船艇可能破壞整體救援任務，以下為選擇船艇時需考量之因素： 

1、 航程距離。 

2、 搜救任務期限。 

3、 離岸距離(某些離岸任務可能需要雷達，GPS 和/或 HF 通信)。 

4、 待救乘客或倖存者的數量及其狀況。 

5、 船舶設備狀態。 

6、 白日或夜晚(夜間搜索需雷達輔助)。 

7、 搜救能量(SRU)之航速。 

8、 船員通訊能力。 

選派船艇能量時，除考量船舶最大執勤時數外，亦應將所需休息時數納入考

量；以長 40 呎(約 12 公尺)以上船舶為例，在海象小於 4 呎(1.2 公尺)情況下，最

大執勤時數為 10 小時，勤務結束後，需有 8 小時休息時間為宜。(如附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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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船舶運作時數限制 

資料來源：美國海岸防衛隊訓練中心上課簡報 

三、搜救階段 

近乎每一搜救案件都將經歷此一自然歷程，且每階段所投入之時間與能量將

因案件複雜性而異；5 個搜救階段說明如下： 

(一) 察覺(Awareness) 

通訊系統(察覺階段)是搜索救助五階段其中之一，當真正遇難或潛在危險發

生時，在搜救系統內的任何人或機關都可開始本階段，此為一短期階段，在採取

搜救行動前，務必確認有遇難案件發生。 

1、 察覺方式 

任何遇險人員均有多種方式可進行求救，大致分為視覺的、聽覺的或電子的；

相關訊號分類可在國際航空及海事搜救手冊(International Aeronautical and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Manual, IMSAR)等相關海事出版品取得。 

(1) 視覺(Visual) 

常見視覺遇險訊號包含焰火信號、橘色煙霧、染劑、火焰或緩慢且重複

揮動手臂等方式。 

(2) 聽覺(Aural) 

聽覺遇險信號包含持續性的煙霧號角、間隔約 1 分鐘之槍聲、摩斯碼

(SOS)或英文字 MAYDAY 及 HELP。 

(3) 電子遇險信號：INMARSAT、PLB、406 EPIRB、DSC 及 ELT。 

2、 通訊系統 

(1) 搜救 21(Rescue 21) 

搜救 21 為美國於 1990 年代後期開始使用的國家級遇險及應變系統

(National Distress and Response System, NDRSMP)，係一超高頻(可調頻的)

無線電系統(VHF-FM Radio System)，用以監控無線電頻道 16(CH16)之遇險

信號及無線電頻道 70(CH70)之數位選擇呼叫(Digital Selective Calling, D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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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險信號，具尋位能力，並被廣泛用於美國 48 個州，主要用於管理美國海

岸防衛隊之通信能力，例如：當使用 2 公尺高之天線、1 瓦特無線電時，可

為區域指揮中心提供至少 20 浬之覆蓋海域；此系統使輪值人員可回播並重

複聽取遇險呼叫內容，避免因資訊疏漏而錯失搜救良機，此外，此系統亦具

有遇難船舶或人員定位功能。Rescue21 分布位置圖、涵蓋海岸線範圍示意

圖及塔台涵蓋範圍示意圖，如附圖 3 至 5。 

 

 

 

 

 

 

 

 

 

 

 

 

 

 

圖  3 Rescue 21 分布位置圖 

資料來源：網路截圖；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RESCUE21&tbm=isch&source=iu&ict

x=1&fir=xXANITUZcx2PVM%253A%252C4DbKfLLFbiv3pM%252C_&vet=1&usg=AI4_-kRkoeh

ZqtgrVx2WVqOlIe2xPRmfXQ&sa=X&ved=2ahUKEwi0v6Gi2drkAhVGBKYKHT9qAd4Q9QEwB3

oECAgQDA#imgrc=xXANITUZcx2PVM:&vet=1 

 

 

 

 

 

 

 

 

 

 

 

圖  4 RESCUE 21 涵蓋海岸線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網路截圖；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RESCUE21&tbm=isch&source=iu&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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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fir=xXANITUZcx2PVM%253A%252C4DbKfLLFbiv3pM%252C_&vet=1&usg=AI4_-kRkoeh

ZqtgrVx2WVqOlIe2xPRmfXQ&sa=X&ved=2ahUKEwi0v6Gi2drkAhVGBKYKHT9qAd4Q9QEwB3

oECAgQDA#imgrc=xXANITUZcx2PVM:&vet=1 

 

 

 

 

 

 

 

 

 

 

 

 

 

 

圖  5 塔台涵蓋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網路截圖；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RESCUE21&tbm=isch&source=iu&ict

x=1&fir=xXANITUZcx2PVM%253A%252C4DbKfLLFbiv3pM%252C_&vet=1&usg=AI4_-kRkoeh

ZqtgrVx2WVqOlIe2xPRmfXQ&sa=X&ved=2ahUKEwi0v6Gi2drkAhVGBKYKHT9qAd4Q9QEwB3

oECAgQDA#imgrc=9U62FtuN55R-QM:&vet=1 

(2) 全球海事遇險系統(The Global Maritime Distress and Safety System, GMDSS)
2
 

船舶於大洋中航行，若欲與其他船舶進行聯繫，在早期無線電尚未發明時，

航行員僅能依賴手勢旗號或燈光音響信號等方式進行通訊(如:摩斯密碼)；隨著無

線電與通信衛星之應用與發展，加上海上人命安全益受重視，國際海事組織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決定建立新的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

統(Global Maritime Distress and Safety System, GMDSS)。 

 

 

 

 

 

 

 

 

                                                      
2
 海洋數位典藏 海洋運輸，http://meda.ntou.edu.tw/martran/?t=3&i=0057（2019 年 9 月 18 日

閱覽）。 

http://meda.ntou.edu.tw/martran/?t=3&i=0057（2019年9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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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DSS 系統概念如附圖 6 所示。當船舶遇險時，透過無線電或衛星發送信

號後，在遇險船舶附近作業或航行之船舶與地面終端站(LUT)，能藉由 GMDSS

系統，在接獲遇險警報後，於最短時間內通報至任務管制中心(Mission Control 

Center, MCC)與搜救協調中心(Rescue Coordination Center, RCC)，以進行救援，

其架構如附圖 7 所示。 

 

 

 

 

 

 

 

 

 

 

 

 

 

 

圖  6 GMDSS 系統概念 

資料來源：海洋數位典藏 海洋運輸，http://meda.ntou.edu.tw/martran/?t=3&i=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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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GMDSS 系統架構 

資料來源：海洋數位典藏 海洋運輸，http://meda.ntou.edu.tw/martran/?t=3&i=0057 

GMDSS 系統依通訊距離將全世界水域劃分為下列四個海域： 

(1) A1 海域：通信半徑約 20 浬至 50 浬範圍內的海域，屬近距離或港內通訊。 

(2) A2 海域：通信半徑約 50 浬至 400 浬範圍內的海域，但不包括 A1 海域。 

(3) A3 海域：通信範圍約在南北緯 70 度之間但不包括 A1 與 A2 之海域，屬於

國際海事衛星系統 INMARSAT 的涵蓋區域。 

(4) A4 海域：為全球 A1、A2 及 A3 以外的海域，因南極周圍大部分為陸地，

所以 A4 海域以北極周圍之海域為主。 

GMDSS 功能為傳輸並接收船對岸遇險警告、船隊船遇險警告、搜救通訊整

合、現場通訊、定位信號、海事安全資訊(氣象預報、冰區公告、搜救訊息)、一

般無線電通訊、船橋對船橋通訊等。 

其他電子遇險呼叫系統尚包含國際海事衛星(INMARSAT B, C)、應急指位

無線電示標(Emergency Position Indicating Radio Beacon, EPIRB)－供船舶使用、

緊急位置發射機(Emergency Locator Transmitter, ELT) —供航空器使用、個人位

置示標(Personal Locator Beacon, PLB) —供個人於陸地上使用、數位選擇呼叫

(Digital Selective Calling, DSC)等。(如附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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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其他電子遇險呼叫系統示意圖 

資料來源：海洋數位典藏 海洋運輸；http://meda.ntou.edu.tw/martran/?t=3&i=0060 

(二) 初始行動(Initial Actions) 

初始行動亦即採取初步行動，此階段包含取得更多額外資訊、假設或指定搜

救任務協調官、確定案件類別、發布搜救廣播、警示或動員搜救能量等。 

1、 溝通(Communications) 

溝通係接獲報案時的首要工作，為取得正確的第一手資訊，在非常危急

情況下，接獲報案人員務必保持冷靜，說話速度保持適中、勿過快或過於大

聲，字句必須清晰，使報案人瞭解談話內容，精神務必集中，說話前需先思

考過，勿使用專業或軍事用語、俚語或簡稱，且不過度自我防衛，而導致溝

通失敗。 

2、 填寫搜救案件資訊表(QRC)(如附表 1) 

遇難案件發生後，初步資訊十分重要，攸關後續搜救行動之規劃，因此

美國海岸防衛隊便將所需資料表格化，建立一標準表格，使應變人員可於緊

急時刻照表提問「重要」且「相關」的問題，避免因緊張而疏漏重要訊息或

詢問無關緊要的問題，期在最短時間內，取得越多正確且詳細的資訊，有利

於制定更為完善的搜救計畫，並將取得的數值(資訊)填入搜救優選規劃系統

(Search and Rescue Optimal Planning System, SAROPS)，提高模擬準確度，以

採取合適的應變作為；案件資訊表(QRC) 4 大重要資訊如下： 

(1) 船舶位置：GPS 經緯度、Loran-C(Loran-C 是一種雙曲線無線電導航系

統，它允許接收機通過收聽由固定陸基無線電信標發射的低頻無線電信

號來確定其位置)、地理相對位置。 

(2) 船上人數：如大人、小孩及總人數。 

http://meda.ntou.edu.tw/martran/?t=3&i=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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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遇難型態：如人員落海、船舶翻覆、船舶失火、失去動力、船舶碰撞、

醫療詢問、醫療後送等。 

(4) 船舶描述： 

甲、船名、船長、材質、顏色、船舶類型(漁船、娛樂漁船、帆船、商

貨船等)。 

乙、盡可能查明人員有否穿著救生衣(Personal Flotation Devices, PFDs)，

如遇難人員著有救生衣，尋獲機率將會提高；此為一額外資訊，能

取得為佳。 

3、 決定案件嚴重/緊急程度(如何區別不確定／警示／遇難階段) 

初步填畢案件資訊表後，下一步驟為決定案件嚴重／緊急階段

(Emergency)，依據所取得的資料內容，可將案件分為「遇險(Distress)」、「不

確定(Uncertainty)」及「警示(Alert)」等 3 種狀態，如為遇險狀態，則應立

即啟動搜救機制，派遣搜救能量，通知報案者(或待救者)海巡單位的搜救行

動為何(給予希望)，同時發布緊急海事資訊廣播(Urgent Marine Information 

Broadcast, UMIB、如附表 2)，並回報防區(Sector)及分區(District)，另提供遇

險船舶緊急指導，及完成其他所需表格(Supplemental Check-sheets)。 

(1) 不確定狀態(Uncertainty) 

處於此一狀態時，需持續監控、掌握案件發展，並儘可能蒐集更多

資訊，然而，因案件未臻明朗，因此尚無須派遣船舶能量執行搜救任務，

於不確定狀態下最重要的任務是通訊搜救(Communications Searches)，

美國將通訊搜救分為「初步通訊搜救(Preliminary Communication Search, 

PRECOM) 」及「延伸通訊搜救 (Extended Communication Search, 

EXCOM)」兩種，內容如下： 

甲、初步通訊搜救(Preliminary Communication Search, PRECOM) 

聯絡「主要(major)」家人、朋友、店家等，如遇難者常去的地點、

可能知道遇難者動態的人。 

乙、延伸通訊搜救(Extended Communication Search, EXCOM) 

i. 常用於警示狀態時，且通常接續於初步通訊搜救作業後使用，

採取延伸通訊搜救作業時，應儘可能聯絡「所有可能有關」遇

難人員/船舶的資訊來源(Possibl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on the 

missing craft)，如要求店家或個人實地確認港口、遊艇碼頭或

機場等地，確認遇難人員或船舶是否出現在該地。 

ii. 延伸通訊搜救應持續執行，直到待救目標位置確認或搜救任務

暫停時，始可停止。 

(2) 警示狀態(Alert) 

遇難人員或船舶遭遇困難且處於須協助狀態，惟無立即性危險，此階段

可能須派遣搜救能量。 

(3) 遇難狀態(Di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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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難人員或船舶急需立即協助，並需考量遇難人員或船舶及搜救能量的

執勤安全。 

4、 回報 SMC 

將彙整完的案件訊息向 SMC 回報，並宣布案件階段(嚴重/緊急階段)。 

5、 發出 UMIB 或 MARB 

發布緊急海事資訊廣播(UMIB)或海事協助請求廣播(Marine Assistance 

Request Broadcast, M.A.R.B.、如附表 3)，通知所有海巡站台，請求附近海域

船隻提高警覺，注意目標船舶是否於海上出現，必要時，請附近船舶提供協

助。 

6、 派遣搜救能量 

依據所知訊息決定初始行動後，下一步為研判是否需派遣航空器或艦船

能量前往救援。 

7、 填寫補充表格 

採取初步行動後，後續應持續掌握案件發展，如有更新資訊，可進一步

填寫適合之補充表格，例如「逾期未歸表格(Overdue Check-sheet、如附表

4)」、「焰火信號表格(Flare Sighting Check-sheet、如附表 5)」、「醫療諮詢

(MEDICO、如附表 6)／醫療後送(MEDEVAC、如附表 7)表格」、「大規模搜

救行動表格(Mass Rescue Operation Supplemental Check-sheet、如附表 8)」及

「棄船漂流翻覆碰撞失去動力人員落水等表格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heets)、如附表 9 至 10)」等，以釐清案件屬性。 

(三) 計劃(Planning) 

此階段為制定有效的搜救計畫階段，如：搜索計畫、救助計畫、接駁生存者

至鄰近醫院或其他安全區域等計畫。 

1、 操作風險評估 

接獲搜救案件後，需先進行操作風險評估(Operational Risk Management, 

ORM)，以決定是否接受該搜救任務，或何種前提下才能接受搜救任務；海

岸防衛隊係採取三步驟來判斷風險高低，並以表格化方式呈現評估程序(如

附圖 9、10)，三步驟分別為： 

(1) 第一步驟：辨識、評估及減緩風險因子(PEAACE) 

評估要素包含「有無足夠時間及資訊進行事前規劃(Planning, P)」、

「任務複雜性(如跨機關或跨國搜救案件、有無語言隔閡等)(Event, E)」、

「可運用搜救人員數量多寡及疲乏與否(Asset-Crew, A)」、「可運用搜救

船舶數量及耐航性(Asset-Cutter, A)」、「通訊狀況(可否全程保持通

聯)(Communication, C)」、「環境因素(氣候、白天或夜晚、海象、海流、

水溫、氣溫或能見度等)(Environment, E)」；每一要素均可區分為低度、

中度及高度危險。 

(2) 第二步驟：決定整體風險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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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前開各項因素評估後，需將各項因素影響搜救任務之嚴重程度，

及因素間是否交叉影響加以綜合考量，以決定整體風險高低。 

(3) 第三步驟：決定風險與增益高低 

完成整體風險評估後，需另評估「增益(Gain)」高低，說明如下： 

甲、低增益：不清楚結果是否良好之狀況。 

乙、中增益：可預見將產生立即且良好結果之狀況。 

丙、高增益：提供救助後將獲得立即且良好結果之狀況；反之，假如忽

視不處理該案件，將導致人命損失。 

圖  9 風險評估表 

資料來源：美國海事搜救規劃班上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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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操作風險評估步驟 

資料來源：U.S. Coast Guard Addendum to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Supplement 

Figure E-1 

 

 

 

完成風險與增益高低評估後，可能產生九種狀況(如附圖11)；舉例來說，

假如為「低風險、中增益」情況下(紅色框線處)，則建議「接受任務」，且

當任務發生變化時，應持續監控並重新評估風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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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風險評估模式 

資料來源：U.S. Coast Guard Addendum to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Supplement Figure E-2 

2、 搜救規劃基本原理與變數 

制定搜救計畫的目的係為儘可能在越短時間內找到搜救目標(時間)，並

儘可能涵蓋越廣範圍的搜尋區域(搜尋區域)，將尋獲機率最大化(搜救能量分

配)。 

(1) 推估位置(Datum) 

推估位置是指在任何時候，搜救目標可能出現的位置分布情形，其

型態可能是點、線或區域，且依據「初始位置(Initial Position)」及「環

境資料(Environmental Data)」可決定推估位置。 

(2) 初始位置(Initial Position) 

案件發生後，「建立遇險位置」為首要任務，有數種方法可用來表

示遇險位置，包含「最後已知位置(LKP)」、「區域(AREA)」、「航程

(VOYAGE)」及「方位線(LOB)」等。 

(3) 總水文向量(Total Water Current, TWC)與風壓差(Leeway) 

甲、總水文向量(Total Water Current, TWC) 

在得知遇難位置後，接著要取得「海流(Current)」及「風向(Wind)」

資訊，亦即由海流流向及風向所形成的「向量(Vectors)」，在計算

海流流向及風向所形成的向量時，海流流向是指其「去向」，而風

向則是指其「來向」。 

乙、風壓差(Leeway) 

因風吹過水面上的搜救目標導致其在水中之移動，風壓差會視物體

受風面大小而改變，受風面越大，風壓差越大。 

丙、海流流向是總水文向量及風壓差之總和向量，然而，在計算總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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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及風壓差之總和時，誤差值(Error)亦需納入考量；而 SAROPS

即是運用此一原理計算推估位置的範圍。 

(4) 環境數據伺服器(Environmental Data Server, EDS) 

甲、人員或船舶等物體於水中之流向，將受到風、流及岸際地形等因素

影響，在運用 SAROPS 推估搜救範圍時，選擇不同的環境數值伺服

器(EDS)將產生不同的模擬結果。環境數值伺服器(EDS)分為全球性

(Global Models)與區域性(Reginal Models)兩類，兩者差異除涵蓋範

圍多寡外，另一差異在於每平方浬內之風、流數值資料數；例如：

NAM(North American Mesoscale)是提供大部分北美區域風向及風

力資訊之區域性 EDS，其數值資料胞大小約為 6.5 平方浬；

GFS(Global Forecast System)則為全球性 EDS，其數值資料胞大小約

為 30 平方浬。取得越多數值資料，準確度越高，因此，執行模擬

演算時，區域性 EDS 優於全球性 EDS。 

乙、大部分環境數據伺服器(EDS)產品可分為電腦模擬與真實觀測結果

兩種，簡述如下： 

i. 電腦模擬：模擬風與表面流之移動情形。 

ii. 真實觀測結果： 

(i) 真實時間產品(Real Time Products) 

一種觀測模型，套用於 SAROPS 系統時，將延遲 30 分鐘

始能更新數值資料；例如：高頻雷達(HF Radar)為觀測海

面流之真實時間產品，並將提供 3 小時前之數值資料。 

(ii) 資料記錄浮標(Datum Marker Buoys, DMB)與自我定位資

料記錄浮標(Self Locating Datum Marker Buoys, SLDMB3) 

為真實的觀測設備，可視為一種環境數據伺服器(EDS)之

資料來源。 

(iii) 上開兩類產品雖無法如電腦模擬般，提供未來預報資訊，

惟如欲提高搜救成功機率，猶以真實觀測結果進行模擬，

效果為佳；因此，美國海岸防衛隊處置海上搜救案件時，

將優先施放觀測設備(如 DMB 及 SLDMB)進行水文資料蒐

集，以取得即時、真實數值，再將數值資料輸入 SAROPS

系統進行模擬。 

丙、為選擇合適之 EDS，以取得適當的風向風速及海流流向流速等資料，

海岸防衛隊依據不同防區、位於大陸礁層與否、靠近哪一港口或河

流等條件，加以選擇 EDS(如附圖 12) 

 

                                                      
3
自我定位資料記錄浮標(SLDMB)是利用衛星科技來決定浮標位置。SLDMB 將與水團漂流，提供

高品質之水流資訊，使用衛星科技相對於使用雷達測向器（RDF）或 DMB，將大量減少定位所

耗費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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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EDS 選擇輔助示意圖 

資料來源：美國海事搜救規劃班上課資料 

3、 搜索模式(Search Pattern) 

搜索模式之選擇取決於許多因素，包含推估位置之準確度、待救物大小、

搜索範圍大小、海域特性、岸際地形、環境因素及搜救單位之數量與能力等；

以下為各種搜救模式之介紹： 

(1) 航跡模式(Trackline Pattern, T) 

航跡模式常用於當待救物之預期航線已知時，此模式可迅速且合理

針對失蹤船舶所預定之航線及臨近區域(例如飛機或船舶預定航線)進

行搜索，常見搜索方式運用如下： 

甲、單一搜索單位不返回航跡線 (Trackline Single-Unit Non-Return , 

TSN)：此模式會沿著預定航線或推定位置線進行搜索，字母’’ N ’’

表示此搜索模式沿著航跡線呈現一條或多條搜索線，但搜索終點位

於搜索起點之反方向(如附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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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單一搜索單位不返回航跡線 

資料來源：U.S. Coast Guard Addendum to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Supplement 

Figure H-30 

乙、單一搜索單位返回航跡線(Trackline Single-Unit Return , TSR)：此模

式是以距離預定航線或推定位置線約二分之一寬度之位置進行搜

索，搜索單位沿著搜索線搜索後，會進行折返，而搜索終點將位於

搜索起點同側(如附圖 14)。 

圖  14 單一搜索單位返回航跡線 

資料來源：U.S. Coast Guard Addendum to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Supplement 

Figure H-31 

丙、多搜索單位返回航跡線(Trackline Multi-Unit Return , TMR)：類似於

TSR 搜索模式，但加入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搜索單位，以增加搜索寬

度(如附圖 15)。 

圖  15 多搜索單位返回航跡線 

資料來源：U.S. Coast Guard Addendum to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Supplement 

Figure H-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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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多搜索單位不返回航跡線(Trackline Multi-Unit Non-Return , TMN)：

相似於 TMR 搜索模式，但搜索終點位於搜索起點之反方向(如附圖

16)。 

圖  16 多搜索單位不返回航跡線 

資料來源：U.S. Coast Guard Addendum to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Supplement 

Figure H-33 

(2) 平行搜索模式(Parallel Pattern, P) 

平行搜索模式最適合用於長方形或方形區域之搜索，且搜索航跡之

長軸與搜索區域之長邊平行；平行搜索模式通常於大範圍搜索區域且初

始位置僅約略確定之情況下使用。 

甲、單一搜救單位平行搜索模式(Parallel Track Single-Unit, PS)：單一搜

救單位平行搜索模式係指搜索路徑沿著搜索範圍之長軸搜尋，提供

較長的搜索路線以減少轉向，最常用於定翼機(如附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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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單一搜救單位平行搜索模式 

資料來源：U.S. Coast Guard Addendum to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Supplement 

Figure H-34 

乙、多搜救單位平行搜索模式(Parallel Track Multi-Unit, PM)：多搜救單

位平行搜索模式可提供準確的搜索軌跡及建立快速的搜索區域，並

增進航空器於水面上搜索之安全。其中一個搜索單位將被指派擔任

引導、掌握航行、通訊及管控之角色(如附圖 18)。 

 

 

 

 

 

 

 

 

 

 

 

 

 

 

 

圖  18 多搜救單位平行搜索模式 

資料來源：U.S. Coast Guard Addendum to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Supplement Figure H-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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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蔓延線搜索模式(Creeping Line Pattern, C)：蔓延線搜索模式是平行搜索

模式的特別類型，有別於一般平行搜索模式與長軸平行，此模式搜索路

徑係沿著搜索範圍之短軸搜尋。通常優先用於搜救範圍某一側之搜尋，

或用於逆光、或因強光而需改變搜索路線時使用(如附圖 19)。 

圖  19 蔓延線搜索模式 

資料來源：U.S. Coast Guard Addendum to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Supplement 

Figure H-41 

(4) 擴大方形搜索模式(Expanding Square Pattern, S)：當對遇險位置存有疑

義時，於搜尋小區域情況下使用，相較於扇形搜索模式，此模式將能更

平均地進行搜尋。擴大方形搜索以推估位置為起始點，並逐漸向外擴展；

倘推估位置非單一點位而是線條時，方形模式也可能拓展成長方形(如

附圖 20)。 

 

 

 

 

 

 

 

 

 

 

 

 

 

圖  20 擴大方形搜索模式 

資料來源：U.S. Coast Guard Addendum to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Supplement Figure H-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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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扇形搜索模式(Sector Pattern, V)：此模式用於推估位置較為確定且範圍

較小，需於推估位置鄰近區域進行高涵蓋率搜尋時使用；此模式類似輪

軸形狀，且搜索區域呈現圓形，推估位置位於輪軸中心，執行搜尋時，

應以浮標標記中心位置。藉由標記推估位置，搜救單位可於通過搜索區

域中心時進行確認，在各項搜索模式裡，扇形模式經常被使用，倘於使

用平行搜索或其他搜索方式時發現船舶殘骸，亦可運用此模式，以該殘

骸為中心進行扇形模式搜索(如附圖 21)。 

 

 

 

 

 

 

 

 

 

 

 

 

 

 

圖  21 扇形搜索模式 

資料來源：U.S. Coast Guard Addendum to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Supplement 

Figure H-44 

以上為基礎搜索模式簡要介紹，另外尚有障礙物搜索模式(Barrier Pattern, B)、

海岸線搜索模式(Shoreline Pattern)、焰火信號搜索模式(Flare Single-Unit, FS)、平

行四邊形搜索模式(Parallelogram Search Patterns)等，可視案件類別及待搜索範圍

大小等因素選擇合適之搜索模式，最大化搜救效能。 

4、 決定搜索目標與範圍 

(1) 搜索目標 

以報案人所告知之遇險船舶為搜索標的，如無法取得遇險船舶之確切類

別，可約略依據當地常使用之船舶種類為目標。 

(2) 搜索範圍 

規劃搜索範圍時，應將每一搜索範圍加以命名，第一次搜索範圍可命名

為 Alpha，第二次搜索範圍可命名為 Bravo。 

5、 利用 SAROPS 推算搜救區域並進行搜索行動規劃 

將已知資訊填入 SAROPS 系統，並選擇適合的 EDS 資料，俟取得目標

船舶最可能出現的海域，接續依搜救能量特性，規劃合適的搜索模式。 



29 
 

(四) 執行(Operations) 

泛指搜尋遇難人員或物體，提供協助並送至安全區域。 

(五) 總結(Conclusion) 

當搜救任務中止/結束，必需儘速通知所有能量或設備是項任務的狀況(訊息

錯誤或已順利救援)，並清點搜救能量，後續製成案例教育。 

四、搜救優選規劃系統(SAROPS) 

搜救優選規劃系統(SAROPS)是美國海岸防衛隊用來規劃與執行所有美國和

加勒比海及周邊地區搜救案件的一套整合性系統，該系統為一系列以電腦為基礎

的工具，用以協助搜救規劃人員發展最理想的搜救計劃：SAROPS 包含三項主要

組件：圖形用戶界面(The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環境數據伺服器(The 

Environmental Data Server, EDS)和模擬器（The Simulator, SIM）。 

(一)三項主要組件 

1、 圖形用戶界面(The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
4
 

圖形用戶界面(GUI)使用環境系統搜尋機構（The 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 ESRI）之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rcGIS），並已進行調整，以符合特殊應用於美國海岸警衛隊之作業程序，

例如 SAR 工具擴展和 SAROPS 擴展。這些作業程序具有以嚮導為基礎之界

面，並可在 ArcGIS 分層環境中工作。向量圖和柵格圖以及搜索計劃、搜索

模式、環境數據與概率圖均可顯示。最後，GUI 提供有關所有搜索操作的報

告。 

2、 環境數據伺服器(The Environmental Data Server, EDS) 

環境數據服務器（EDS）主要用於蒐集並儲存環境信息，以運用於 SAROPS

中，美國各地的區域性 SAROPS 伺服器會根據相關聯的區域特性向 EDS 請

求環境信息。伺服器上會對不同的環境產品進行分類，範圍從觀測系統到模

型產品，觀測資料包括海面溫度、氣溫、能見度、浪高、全球/區域潮汐和

海流等。混合座標海洋模型（Hybrid Coordinate Ocean Model, HYCOM）和

全球 NRL 沿海海洋（NRL Coastal Ocean, NCOM）等運營預測模型的高分辨

率模型輸出可提供隨時間和空間變化的風向(速)與海流信息。最後，EDS 能

夠提供客觀的分析工具和彙整。適合的 EDS 資訊是不斷隨著海軍、當地大

學或搜救中心改善產品正確性與可靠性而改變的。 

3、 模擬器（The Simulator, SIM） 

(1) 定義 

                                                      
4
 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arch_and_Rescue_Optimal_Planning_System(2019 年

10 月 29 日閱覽)。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zard_(softwar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arch_and_Rescue_Optimal_Planning_System(2019年10月2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arch_and_Rescue_Optimal_Planning_System(2019年10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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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可能涵蓋率（Probability of Containment, POC）：搜索對象包含在

某些區域邊界內的可能性，通過使區域越來越大直到覆蓋所有可能

的位置，可以實現 100%POC。 

乙、偵測率（Probability of Detection, POD）：檢測對象或識別搜索對

象的可能性，不同的飛機，環境條件和搜索對象類型可提供不同的

偵測率，通常，偵測率隨著與搜索對象的距離增加而降低。 

丙、成功率（Probability of Success, POS）：指找到搜索對象的可能性。

POS 取決於 POC 和 POD。POS = POC x POD 

(2) 模擬器(Simulator) 

模擬器包含模擬精靈 (Simulator Wizard)和優選規劃精靈 (Optimal 

Planning Wizard)，在接收了有關事故的情資後，運用蒙地卡羅(Monte 

Carlo)方法，來模擬約 10,000 個點的漂移情境，乃是依據隨時間改變的

海流、風場與偏航(Leeway)因素，每 20 分鐘計算一次漂移情形，並以

一個動態的機率密度地圖(Probability Density Map)來展示漂移過程。使

用者還可增加輸入其他資料，諸如相關搜救資源、現場狀況、搜索寬度

等，發展出合用的搜索區域，以達到最佳的尋獲成功率。5
 

(二) SAROPS 操作流程簡要說明 

1、 SAROPS 初始介面 

下圖為 SAROPS 初始介面，可分為「工具列」(上、左)、「圖層」(左上)、「案

件」(左下)及「時間軸」(下)等四大區域，中間大視窗為麥卡托投影世界地

圖。 

 

 

 

 

 

 

 

 

 

 

 

 

圖  22 SAROPS 初始畫面 

資料來源：U.S. Coast Guard Addendum to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Supplement Figure H-16 

                                                      
5
 徐月娟，「海流與搜救的有關問題探討」，海巡雙月刊，2013 年第 65 期，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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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增案件基本資料 

可於初始介面左下方「案件」資料夾新增搜救案件，並輸入案件基本資料，

包含案件名稱、案件狀態（開啓或關閉）、創立案件人員、案件編號、事故

種類、遇難人數及船舶編號等；一般案件名稱係以遇難船舶或人名命名，而

案件地點可以相對位置進行描述（例如：高雄港西方 12 浬等），如處於不確

定狀態，相關欄位可留白或輸入「未知」。 

 

 

 

 

 

 

 

 

 

 

 

 

 

 

 

 

圖  23 案件基本資料視窗 

資料來源：美國海事搜救規劃班上課資料 

 

3、 輸入案件基本資料 

輸入規劃者名稱及案件概要等，案件概要可包含時間、案件種類、遇難人數

及地點等；完成後點選「Next>」即可進行下一步驟。 

 

 

 

 

 

 

 

 

 

 



32 
 

 

 

 

 

 

 

 

 

 

 

 

 

 

圖  24 案件基本資料視窗 

資料來源：美國海事搜救規劃班上課資料 

4、 選擇搜救標的 

系統內建項目包括人員落水（有穿著救生衣或沒穿著救生衣，並可選擇救生

衣種類，如無法確知救生衣種類為何，可選擇平均 Average）、救生筏、帆船、

動力船舶等；選擇搜救標的時，會決定搜索目標的風壓差參數及偵測率參數，

並將影響規劃時的搜索寬度。 

 

 

 

 

 

 

 

 

 

 

 

 

 

 

圖  25 搜索標的選擇視窗 

資料來源：美國海事搜救規劃班上課資料 

5、 情境描述 

現行 SAROPS 可使用四種情境，包含「LKP」(最後已知位置)、「LKP+DR」(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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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已知位置加上航位推測法)、「AREA」(區域、例如捕魚作業區域)及「VOYAGE」

(航線、在船舶或航空器逾時未歸或未回報案件中運用其預估航程或飛行路

線進行計算)。(如附圖 26 至 29) 

 

 

 

 

 

 

 

 

 

 

 

 

 

 

 

圖  26 LKP 情境視窗 

資料來源：美國海事搜救規劃班上課資料 

 

 

 

 

 

 

 

 

 

 

 

 

 

 

圖  27 LKP+DR 情境視窗 

資料來源：美國海事搜救規劃班上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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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AREA 情境視窗 

資料來源：美國海事搜救規劃班上課資料 

 

 

 

 

 

 

 

 

 

 

 

 

 

 

圖  29 Voyage 情境視窗 

資料來源：美國海事搜救規劃班上課資料 

6、 選擇模擬時間區間 

選擇欲模擬的起始時間與結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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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模擬區間視窗 

資料來源：美國海事搜救規劃班上課資料 

7、 選擇風及水流資料 

可依據案件發生地區選擇系統已介接的合適 EDS 資料(如附圖 11)，或選擇手

動輸入 DMB 測得的風向水文數據資料(如附圖 31)。 

 

 

 

 

 

 

 

 

 

 

 

 

 

圖  31 環境資料選擇視窗 

資料來源：美國海事搜救規劃班上課資料 

8、 搜救模擬器(Simulator) 

完成上述資料輸入後，SAROPS 即可進行演算，取得搜索標的之推估位置(如

附圖 32)；每一紅點係電腦所模擬出搜索標的的推估位置可能地點，另區分

推估位置分布密度，亦可選擇以圖 33 方式呈現，紅色區域代表搜索標的在

該區域出現的機率較高，反之，藍色則出現機率較低，依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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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模擬器模擬結果示意圖 

資料來源：美國海事搜救規劃班上課資料 

 

 

 

 

 

 

 

 

 

 

 

 

 

 

 

 

圖  33 模擬器模擬結果漂流機率示意圖 

資料來源：美國海事搜救規劃班上課資料 

9、 搜索規劃器(Planner) 

將預計派遣搜救能量的船名或航空器名稱、最小搜尋寬度、總耐航時間、現

場耐航時間輸入後，接著選擇搜索模式、預計抵達時間、預計搜索時間、搜

索速度、現場能見度、風速、浪高等資料進行搜索路徑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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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輸入搜救能量基本資料 

資料來源：美國海事搜救規劃班上課資料 

 

 

 

 

 

 

 

 

 

 

 

 

 

 

 

 

 

 

 

 

圖  35 選擇搜索模式預計抵達時間等資料 

資料來源：美國海事搜救規劃班上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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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輸入現場能見度、風速、浪高等資料 

資料來源：美國海事搜救規劃班上課資料 

 

 

 

 

 

 

 

 

 

 

 

 

 

 

 

 

 

 

 

                           圖  37 取得搜索規劃相關數值 

資料來源：美國海事搜救規劃班上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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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搜索規劃結果示意圖 

資料來源：美國海事搜救規劃班上課資料 

五、災害事故種類及處置 

(一)焰火信號案件(Flare Incidents)  

1、 當目擊者在海上看見焰火信號時，通常無法精準地指出該焰火信號之種類、

距離、高度及方位，或無法描述自身所處的地點，然而，就焰火信號搜救案

件而言，報案人能否提供即時、完全且正確的焰火信號位置，將決定成功救

援機率之高低；因此，美國海岸防衛隊使用焰火信號書寫表格(如附表 5)，

以簡單、易懂的方式，逐一詢問並協助報案人判別該焰火信號位置，取得更

準確的資訊，相關問題如下： 

(1) 報案人看見焰火信號時所處之位置，可以地理位置、經緯度或地址方式

描述等。(假如報案人無法明確指出，則以附近有無建築物、在該建築

物的北/南/東/西向、面對建築物時焰火信號位於左側或右側等問題輔

助提問) 

(2) 是否仍停留在目擊時之位置(假如仍在原位，詢問是否願意等海岸防衛

隊航空器或船艇抵達現場時提供協助) 

(3) 看見焰火信號之時間 

(4) 焰火信號數量及信號間隔多久(可判別為手持式、流星式或降落傘式信

號) 

(5) 每個焰火信號持續多久 

(6) 焰火信號顏色 

甲、紅色、橘色、白色、綠色或其他 

乙、其中，紅色、橘色焰火信號被視為海事及航空的緊急信號，除非有

資訊指出其他可能，否則應被視為遇險信號並立即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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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未解除的(沒有足夠資訊結束或終止)紅色或橘色焰火信號事件，需

執行黎明搜索，意即於夜間搜索完畢仍未尋獲，應於翌日日出時立

即執行當日之第一次搜索。 

(7) 焰火信號在海平面上或海平面下 

(8) 焰火信號可能從何處出現(海面或空中) 

(9) 焰火信號軌跡為何(上升、下降、弧線、平行或其他) 

(10) 在報案人與焰火信號間有無障礙物 

(11) 附近有無船舶或航空器 

(12) 以握拳法協助報案人判斷焰火信號高度： 

一般詢問報案人焰火高度及角度時，考量在電話中難以形容，可以使用

握拳法讓報案人描述其看到焰火的角度，意即握拳並將小拇指下緣對準

水平面，觀察焰火信號約於哪一指間，據以判斷角度。(如附圖 39) 

 

 

 

 

 

 

 

 

圖  39 握拳法判斷焰火信號高度示意圖 

資料來源：美國海事搜救規劃班上課資料 

2、 彙整完目擊者所見的焰火信號資訊後，接著操作 SAROPS 系統，將所得訊息

輸入，並模擬取得該焰火信號的可能發出位置。 

(二)逾時未歸(Overdue)或未回報案件 

1、 初步行動 

逾時未歸或未回報船舶係指船舶於預定時間仍未返回或未於預定時間

回報其位置，當船舶逾時未歸或未回報時，表示該船舶可能遇難、航行中(只

是延遲)、靠泊(但未通知任何人)或可能從未展開航程或離港等；當獲報該類

案件時，美國海岸防衛隊處置程序如下： 

(1) 填寫初步案件資訊表(Initial SAR Checksheet)及逾時未歸表格(Overdue 

Checksheet、如附表 4) 

甲、當獲報逾時未歸(Overdue)或未回報船舶案件時，依據表格內容仔細

詢問並聽取報案人提供的資訊，並試圖從報案人的描述內容及語氣

中尋找有助釐清案情的訊息，此舉將使值班人員獲取更多表格上未

呈現的額外資料，當獲得越多案件訊息，更有助於進一步規劃搜救

任務；儘量一次完成所需詢問項目，避免多次回電報案人，多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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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將使報案人對海巡人員失去信心，並有失專業。 

乙、最後詢問內容儘量以開放性問題提問(例如：你還有想到其他資訊

可以提供的嗎？)，此種提問方式可促使報案人以說故事方式還原

案件全貌，提供更多先前可能未想起的資訊。 

(2) 填畢上述表格後，立即將訊息陳報搜救任務協調官(SMC)，進一步評估

案件的緊急性，通常逾時未歸(Overdue)或未回報船舶大多非遇險案件，

因此需花時間確認案件屬性，儘量用盡各種方式與目標船舶取得聯繫、

確認其位置及狀態，並將報案人的關切傳達給目標船舶。 

(3) 如無法與目標船舶取得聯繫，則試圖與船舶出發港口及預定返回港口的

岸際店家、附近漁船聯繫，確認船舶是否確實自該港口出港或確實未返

港；假如始終無法與目標船舶取得聯繫，且確定該船舶已出港，但仍未

返港時，即可確定為逾時未歸(Overdue)或未回報船舶案件。 

2、 發布初步通訊搜救(PRECOM) 

3、 發布緊急海事資訊廣播(UMIB、如附表 2) 

根據相關案件資訊(如船舶名稱、特徵、可能的經緯度等)填寫 UMIB 表

格後，將訊息發布給各海岸防衛隊站台，並請附近船舶提高警覺、協助瞭望，

如有任何發現，儘可能提供協助，並回報鄰近的海巡單位。 

4、 決定緊急階段 

一般來說，逾時未歸(Overdue)或未回報案件常屬不確定階段，為儘速判

斷是否需立即採取行動，除使用 PRECOM 及 UMIB 方式外，可同步就「天氣

(Weather)」、「船員健康狀況與年齡(Crew’s health or age)」、「逾時多久(How 

long overdue)」、「船舶大小及類型(Vessel size/type)」、「船長及船員經驗

(Experience level of operator and crew)」等因素進行綜合研判，如認為狀態已

達需採取行動階段，那麼就將不確定階段提升至遇難階段。 

5、 規劃搜尋階段 

(1) 在處理逾時未歸(Overdue)或未回報案件中，通常會以目標船舶的預定航

線為第一次搜尋範圍，而航跡模式(T)最適合用於此類案件。 

(2) SAROPS 系統亦可推算出船舶的預定航程或區域，假如航程中有可預知

的障礙物，SAROPS 系統亦可納入考量一併推算，提高模擬精準度。 

(3) 當搜索任務進行中，並非鬆懈時刻，而是時候採取延伸通訊搜救

(EXCOM)，進一步詢問額外資訊，包含聯絡當地執法單位、確認船長或

船員手機或信用卡使用狀況、聯絡大橋管理員、當地醫院、考慮發布新

聞尋求媒體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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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關聯遇險廣播(Uncorrelated Distress Broadcasts) 

1、 美國國家級遇險及應變系統—搜救 21(Rescue 21)主要用以監控無線電頻道

16 之遇險信號及無線電頻道 70 之數位選擇呼叫(DSC)遇險信號。 

2、 無關聯遇險廣播是運用兩個或多個鄰近的 Rescue 21 站台所偵測到遇險信號

與否，來判斷可能的遇險位置；以圖 40 為例，藍色圓表示已接收到遇險信

號，紅色圓表示未接收到任何遇險信號，經交叉比對後，所得的藍色區域即

為可能的遇險位置。 

 

 

 

 

 

 

 

 

圖  40 Rescue 21 信號接收情形示意圖 

資料來源：美國海事搜救規劃班上課資料 

3、 美國海岸防衛隊已將 Rescue 21 系統內建至 SAROPS 中，因此，只要開啟該

功能，便可快速得知可能的遇險位置，並進一步規劃搜索路線，派遣能量前

往救援。(如附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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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Rescue 21 信號接收情形及搜索模式示意圖 

資料來源：美國海事搜救規劃班上課資料 

(四)謊報(Hoax) 

在美國海岸防衛隊的政策中，如發現為謊報情形，謊報者將面臨鉅額罰鍰。 

(五)醫療諮詢與醫療後送(MEDICO&MEDIVAC) 

1、 緊急醫療救助(Emergency Medical Assistance) 

美國海岸防衛隊將緊急醫療救助細分為「醫療諮詢(MEDICO)」及「醫療後送

(MEDEVAC)」等 2 項，當接獲尋求醫療救助電話時，需向合格的醫務人員徵

詢專業意見後，才可判斷是否需後送，進一步說明如下： 

(1) 醫療諮詢(MEDICO) 

甲、醫療諮詢(MEDICO)為一國際性常用術語，意指透過無線電傳遞醫療

訊息；醫療建議可透過多種管道取得，包括海岸防衛隊和國防部醫

療人員、醫療單位、船運公司簽約醫院和國際服務組織，例如國際

廣播電台—醫療中心(International Radio-Medical Center, CIRM)等。 

乙、海岸防衛隊應在可能的範圍內提供協助，以決定合適的醫療資源，

並傳遞醫療援助資訊；當商業通聯頻道無法使用時，則協助船舶建

立其與簽約醫院間之聯絡管道。 

(2) 醫療後送(MEDEVAC) 

甲、由於海上常遇險惡環境，當患者進行海上及空中接駁等醫療後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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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EVAC)作業時，對病患及搜救人員而言均相當危險，因此，於

決定案件是否具急迫性，且需進行醫療後送前，搜救任務協調官

(SMC)應先向海岸防衛隊、國防部或醫院等熟悉整體搜救機制、海

岸防衛隊緊急醫療能力及搜救艦船特性之醫務人員取得專業建議；

在所有醫療後送案件中，必須綜合衡量任務的危險性及病患與搜救

機艦的安全性，而進行醫療後送(MEDEVAC)的最終決定權在於現場

飛機機長、海巡船艇之船長或艇長。 

乙、為確保及時採取醫療後送(MEDEVAC)或將醫療諮詢(MEDICO)建議

傳達至海上請求緊急醫療救助之船舶，海岸防衛隊要求每一防區

(District)均應建立以下聯絡清單： 

i. 合格且熟稔海岸防衛隊船舶及航空器之救助系統的醫療人

員。 

ii. 海岸防衛隊或國防部所屬飛行外科醫生。 

iii. 海岸防衛隊或國防部航空醫務人員。 

iv. 海岸防衛隊或國防部一般醫療人員。 

v. 民間醫師。 

(3) 為有效應處海上醫療諮詢(MEDICO)及醫療後送(MEDEVAC)案件，海岸防

衛隊亦發展出書寫表格(如附表 6、7)，明確列出病患資訊及生理徵象等

詢問項目，提供執勤人員於接獲報案之緊急狀況下，可有條理的取得重

要資訊，並提供專業醫療人員判斷如何提供及時且有效之協助，提高救

助效率。 

2、 此外，美國海岸防衛隊亦針對遇有「病患家屬陪同後送(Next of Kin, NOK)」、

「家屬吊掛」、「傳染病患者後送」、「血源性病原體(如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HIV)患者後送」及「呼吸疾病患者後送」等狀況時，海岸防衛隊人員之因應

處置作法予以規範，以確保執行醫療救助人員的生命安全。 

六、海事搜救協助政策 

(一) 當海上案件不具立即危險性，且無海岸防衛隊到場處理之急迫性時，可善用

民間單位提供非緊急援助，因此，美國國會為避免海岸警衛隊的資源被非必

要性地使用在不具立即危險性之案件上，於 1982 年指示海岸防衛隊指揮官

檢視有關拖曳與救助運轉受限制船舶的政策與程序，將海岸防衛隊、拖船公

會、海岸防衛隊輔助機構三者間的合作關係加以闡明，並制定海上搜救協助

政策(Maritime SAR Assistance Policy, MSAP)。 

(二) 海上搜救協助政策(Maritime SAR Assistance Policy, MSAP)所列案件類別有強

制撤離船隻(Forcible Evacuation of Vessels)、一般打撈政策(包含拖曳)(General 

Salvage Policy (Other than Towing))、滅火行動方針(Firefighting Activities Policy)、

導航協助(Direction and Navigational Assistance for Mariners)、緊急醫療救助

(Emergency Medical Assistance)、非海事緊急醫療反應(Non-Maritime 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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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冰河救助(Ice Rescues)、漂流案件(Float Plans)、人員掉落橋下或

跳海(Persons Falling or Jumping from Bridges)、寵物及其他動物救援(Rescuing 

Pets and Other Animals)等，擇要說明如下： 

1、 強制撤離船隻(Forcible Evacuation of Vessels) 

(1) 美國海岸防衛隊在可有效利用其設施和人員的地方，被賦予可於任何

時間以及任何地方救援及協助人員並保護(存)財產之權力。 

(2) 儘管海岸防衛隊確實有權在危及生命安全情況下，強迫船長放棄船隻，

惟以船長自願撤離為佳，且僅在存在威脅生命的緊急情況時才進行撤

離；考慮是否下令撤離時，需評估現場環境狀況、是否存有潛在危險、

有無淺灘、其他危險障礙物、船舶狀況及海岸防衛隊可運用之資源等

因素。 

(3) 當海岸警衛隊發出疏散命令後，船長無權防止其船員遵守疏散指示，

且船長使用(或企圖使用)任何強制力阻止人員遵守疏散指示可能構成

刑事犯罪。 

2、 一般打撈政策(包含拖曳)(General Salvage Policy (Other than Towing)) 

(1) 當商業救助公司於現場實施救助並提出協助請求時，海岸防衛隊可在

其能力範圍內提供協助；當無商業救助公司於現場實施救助，海岸防

衛隊只能有限度提供可防止現場情況惡化或船舶完全沉沒之協助(如：

防止擱淺、抽水、損害控制措施等)，且於提供協助過程中，以不遭受

過度危害為要，指揮官可下令採取以下作為防止狀況惡化： 

甲、幫助下錨，穩定船舶。 

乙、撤離船員及乘客。 

丙、協助船長評估船舶是否具適航性。 

(2) 當船長堅持要求海岸防衛隊採取行動(例如：自礁石區將船隻拖帶出來)

時，經海岸防衛隊評估並無採取該行動之必要時，海岸防衛隊並無義

務同意任何此類請(要)求，如確需執行船長之要求時，應明確表示船員

需承擔相關風險，另需將根據船長請求採取行動之事實(且非海岸防衛

隊自願提供拖帶協助)詳實予以記錄。 

肆、心得與建議 

一、建立區域性環境數據系統提高模擬準確度 

(一) 美國海岸防衛隊為選擇合適之環境數據系統(EDS)，以取得適當的風向風速

及海流流向流速等資料，依據不同防區、位於大陸礁層與否、靠近哪一港口

或河流等條件，加以建立區域性環境數據系統選擇來源，其所有之環境數據

系統相當多元、細緻。 

(二) 我國由於地理位置及海底地形，加上海流(黑潮)、季風、颱風及潮汐等影響，

致各地區海洋環境有其獨特性，為蒐整地區性水文資料，本署「海岸巡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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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執行海上救難作業程序」第七點有關「水文及特殊海域流場資料庫之建立」

業規定，各搜救任務單位可妥善運用科技部自然司海洋學門資料庫、交通部

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海象資料庫及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

心港灣環境資訊網相關水文資料，蒐集轄內海域潮汐、海流、波浪、水溫、

風壓及氣壓等資料。 

(三) 建議持續與有關單位合作，蒐整轄內海域水文及特殊海域流場資料，並可將

有關單位之觀測系統資料庫與本署 SAROPS 介接，豐富環境數據系統(EDS)

來源，使本署可以區域性環境數據系統為主、全國性為輔，提高 SAROPS 模

擬準確度。 

二、航空器施放浮標觀測水流提高模擬準確度 

(一) 由於 SLDMB 所蒐集到的現場水文資料較為即時、準確(註：SAROPS 鏈結

之環境參數通常會有時間差)，因此在模擬室進行獲報救難案件應處模擬訓

練時，美方教官不斷提醒，當指派航空器前往遇難現場搜救時，務必要求航

空器攜帶 SLDMB 至現場投放，以搜集當時水文資料作為系統模擬所需之環

境參數，提高 SAROPS 模擬結果之準確度。 

(二) 本署係採購KT-800D型衛星浮標，由各船艦執勤時執行浮標施放監測工作，

觀測海流流向流速，掌握真實的漂流路徑6；惟真實案例中，為求救援時效，

第一時間抵達現場的搜救能量以航空器居多，而我國海上救難案件之空中搜

索任務係由本署吊掛分隊人員與空勤總隊人員共同執行，因此建議可參考美

方作法，由本署吊掛分隊人員攜帶測量浮標出勤，並於航空器抵達事發海域

上空後立即投放，以蒐集最新之水文資料，作為 SAROPS 系統所需之環境

參數。 

三、表格化各類搜救案件書寫文件 

(一) 搜救案件因攸關人命安全，報案者的口氣及情緒可能較為急躁與慌張，稍一

不慎，接獲報案的值班人員就有可能遭受影響而思緒雜亂，導致無法詢問精

準且重要的遇難資訊，而延誤救援時機；因此，美國海岸防衛隊針對各類搜

救案件，設計一系列書寫表格，將有關遇難人/船的必要資訊鉅細靡遺列在

表格中，使值班人員可於獲報第一時間依據表格內各項目逐一詢問報案人，

完善蒐整報案資訊。 

(二) 建議可依據歷來獲報救難案件類型，將常見的必要資訊彙整成簡單易懂的表

格化書寫文件供同仁使用，以減少獲報時思考問題之時間，並迅速填畢表格

文件，研判案情狀況，爭取救援的黃金時間；另藉由表格化文件統一書寫方

式，亦有助於有條理地分析救難案件類型，建立資料庫。 

                                                      
6
 徐國鈞、陳彥宏，「GPS 衛星浮標應用在海難搜救之實證研究」，2015 年海域執法理論與實務研

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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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續關注菲律賓海巡強化能量情形 

(一) 筆者赴美受訓期間，遇到 10 多位來自菲律賓海岸防衛隊的官員亦於訓練中

心受訓，菲國學員所參加的課程有「指揮中心當值(Command Center 

Watchstanding Course)」、「A 級機械技術 (Machinery Technician’s ‘’A’’ 

School Course)」與「A 級水手長班 (Boatswains Mate ‘’A’’ School Course)」，

且與菲國學員交談過程中得知，菲國近年持續派員赴美接受訓練，顯見菲國

不斷強化其海巡執法人員之專業職能；另菲國學員亦表示，將於本年 9 至

10 月間派員前往法國接收由法國製造之 83 公尺長巡邏艦，並航返菲國，為

該國海域巡邏能量注入新血。 

(二) 近年來菲律賓不斷自日本、美國、韓國、中國大陸等國，以貸款或二手接收

方式，添購巡邏艦船艇能量，由於我國與菲國部分海域重疊，曾發生漁事爭

議，建議持續關注菲國海巡能量提升情形，及後續艦船配置地點，以利本署

及早掌握預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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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表 

一、搜救案件資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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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緊急海事資訊廣播 UM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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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事協助請求廣播 M.A.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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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逾期未歸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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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焰火信號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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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醫療諮詢與醫療後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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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規模搜救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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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棄船漂流翻覆碰撞失去動力人員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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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受訓照片 

  

美國海岸防衛隊維吉尼亞州約克郡訓練中心大門 學員宿舍 CAINHALL 房間擺設 

  

官員餐廳 PORT OF YORK 咖啡廳 CYBER CAFE 

  

上課大樓 CAINFIELD HALL 上課大樓 CAINFIELD HALL 一樓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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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教室 學員個人座位 

  

講師授課情形 講師授課情形 

  

講師授課情形 情境模擬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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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分別操作 SAROPS(右)及通訊設備(左) 受贈國際軍事學生辦公室致贈結訓紀念幣 

  

致贈國際搜救學院本署署徽紀念幣 海事搜救規劃班結訓紀念幣 

 

 

海事搜救規劃班結訓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