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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2 年世界救援組織(The World Rescue Organization，簡稱 WRO) 辦

理盧森堡世界救援挑戰賽，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救助技術發展與諮詢協

會(簡稱 RTICAT)作為臺灣會員代表，遴選國內優秀消防人員 10 名並

辦理報名及聯繫事宜，本署協助相關消防人員參賽公務事宜外，另受

主辦國盧森堡消防救援總隊邀請參訪，爰規劃同本次公務人員出國計

畫案，進行臺盧雙方消防事務交流，期推動消防搶救業務及技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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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概述 

一、目的 

2022 年世界救援組織(The World Rescue Organization，簡稱 WRO)辦理盧森

堡世界救援挑戰賽，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救助技術發展與諮詢協會(簡稱 RTICAT)

作為臺灣會員代表，遴選國內優秀消防人員 10 名並辦理報名及聯繫事宜，本署

協助相關消防人員參賽公務事宜外，另受主辦國盧森堡內政部消防署邀請參訪，

爰規劃同本次公務人員出國計畫案，進行臺盧雙方消防事務交流，期推動消防搶

救業務及技術提升。 

二、緣由 

WRO 現任主席 Paul Schroeder 先生(亦為盧森堡大公國消防救援總隊主席)於

108 年經由網路轉播首見消防署於屏東縣所辦第 2 屆車禍救援挑戰賽事，對於臺

灣消防推動專業救援技術水平及努力為之驚艷，透過外交途徑邀請臺灣加入會員

並進行臺盧雙方互訪，如消防訓練中心、特種搜救隊及衛星搜救運用等業務交流，

消防署為因應近年重大交通事故及快速發展之電動車趨勢所帶來救援上課題及

挑戰，同時尋求歐美救援組織間互惠合作，於 109 年 10 月 28 日申請入會，並由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救助技術發展與諮詢協會擔任窗口成為 WRO 於亞洲首名會

員；2020 年和 2021 年的 WRC 賽事受 COVID-19 疫情影響相繼停辦，然 WRO

仍於 110 年 11 月 15 日至 27 日，進行了全球首次無國界的線上虛擬車禍救援競

賽，臺灣作為 WRO 會員亦派員參加線上創傷挑戰賽及虛擬車禍救援挑戰，並榮

獲雙銀牌殊榮。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救助技術發展與諮詢協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

社會團體，其宗旨為協助消防機關救助業務推動，提供救助技術專業諮詢及促進

國際人命救助技術交流。本次赴盧賽事在協會秘書長楊光海先生在南北奔走籌備

及擔任領隊下，遴選了國內對於交通事故救援技術提升富有熱誠及技術水平之

10 名消防菁英，分別為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賴文玉小隊長，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方

偉至小隊長、陳勝欽小隊長，桃園市政府消防局來張智小隊長，高福均隊員，臺

中市政府消防局蔡忠陵隊員、邱敬荐隊員，嘉義市政府消防局胡訓彰小隊長，彰

化縣消防局王佑仁分隊長及臺南市政府消防局邱士榮股長，並以 TRET(Technical 

rescue and extrication team)為隊名，報名參加 2022WRC 賽事，「TERT」同時也是

由基層消防同仁自發性為推動車禍救援技術團體，成員多為國內車禍救援技術教

授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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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盧森堡介紹 

盧森堡（正式名稱：盧森堡大公國；Lëtzebuerg）位於歐洲的心臟地帶，是

一個位於比利時、法國和德國之間的小國；盧森堡面積為 2.586.4 平方公里，擁

有約 634,700 名居民，這使其成為歐洲人口最少的國家之一；然而，47.2% 的人

口是外國人，代表了 170 多個民族。外國人最多的國家是葡萄牙人、法國人、意

大利人和比利時人；除了 634,700 名居民外，每天還有超過 195,928 名跨境通勤

者前往盧森堡工作；盧森堡的貨幣是歐元（1€=100cent）；盧森堡市是該國的首都，

盧森堡可分為 12 個縣(Canton)，縣層級以下再分為 102 個市鎮(Commune)。 

大多數盧森堡人會說多種語言，大公國的國語是盧森堡語；儘管如此，盧森

堡語、法語和德語是官方行政語言；由於大量非盧森堡居民，還有許多其他語言，

如英語、葡萄牙語或意大利語。盧森堡氣候溫和；年平均溫度範圍為-1.5°C 至

22.5°C；最熱的月份是為 7 月和 8 月，溫度可以達到 35°C。政府形式是君主立憲

制形式的議會民主制；自 2013 年起，國家元首為亨利公爵(Duke Henri)，首相為

澤維爾貝特爾(Xavier Bettel)。 

四、世界救援組織(The World Rescue Organization) 

(一)組織簡介 

本組織為非營利機構及註冊之慈善機構，其願景為促進緊急救援及醫療技術

的推廣，旨在提供全世界的搜救人員一個平台，能夠提供一般救援、車禍救援、

事故指揮及傷患到院前處理之交流，藉此增進處理交通事故的相關救災人員之技

能與知識應用，進而對於交通事故傷患有所益處，本組織將藉以組織會員或合作

夥伴的經驗來發展救援挑戰賽，並制定訓練計畫，以利於提升救災和醫療人員在

嚴重交通事故環境下之救援能力，自 1999 年以來，WRO 每年都會舉辦世界救援

挑戰賽，使參賽隊伍能在實際的狀況下依循著全球認定的標準進行比賽，提升其

救援技能及競爭力，組織的目標在於將來自世界各地的搜救及救護人員聚集在一

起，透過彼此的分享及交流互相學習，將透過以下方實現： 

1. 將車禍救援挑戰賽的介紹與概念引入國際。 

2. 將專業認證的道路碰撞事故處理標準導入國際。 

3. 提升救援技術、事故管理及醫療救護的熟練程度。 

4. 以有系統的跨組織團隊合作方法執行。 

5. 發展國際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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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架構 

本組織由「WRO 執行委員會」及「WRO 委員會」管理，兩個委員會均由具

消防、救助及醫療專業的志工所組成，WRO 執行委員會由 WRO 委員會的當選

官員組成，包含主席、副主席、秘書、財務總監及營運總監，負責管理 WRO 的

日常運作；而 WRO 委員會由所屬組織成員提名人選組成，每個 WRO 所屬組織

成員代表的人數由每個組織的會員層級決定；除上述所述，WRO 設有多個工作

群組，包含：道路交通碰撞發展組、創傷發展組及裁判組(如圖 1)。 

 

圖 1 WRO 組織架構圖 

(三)組織會員 

WRO 由五個層級的會員所組成，目前計有 25 個會員，臺灣為唯一東南亞國

家的會員，其五個層級分別為(如圖 2)： 

1. 一級成員(Level 1)：包括澳大利亞道路救援組織 (ARRO)、英國救援組織 

(UKRO)、西班牙交通事故救援專業協會 (APRAT)、愛爾蘭救援組織 

(ROI)、德國事故救援系統促進協會 (VFDU)、北美車輛救援協會 

(NAVRA)、南非醫療救援組織 (SAMRO)、葡萄牙全國救援與脫困協會

(ANSD)、巴西救援協會(ABRES)、羅馬尼亞移動緊急脫困及復甦醫療服

務(SMURD)和法國全國消防員聯合會(FNSPF)，共 11 名會員。 

2. 二級會員(Level 2)：包括盧森堡救援組織 (LRO)、加納國家消防局、俄

羅斯聯邦(庫頁島)及巴拉圭車輛救援協會(APR) ，共 4 名會員。 

3. 三級會員(Level 3)：包含美國/加拿大交通緊急救援委員會(TERC US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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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摩爾多瓦、捷克消防員協會 (CAFO)、哥倫比亞救援車輛協會 

(ACRV)、秘魯救援車輛協會及臺灣中華民國救助技術發展與諮詢協會

(RTICAT)，共 6 名會員。 

4. 四級會員(Level 4)：包含加拿大阿爾伯塔省車輛救援協會(AVEA)、拉丁

美洲救援車輛協會(ALAREV)及全球道路安全夥伴關係協會(GRSP)，共 3

名會員。 

5. 五級會員(Level 5)：雷諾集團等 1 名會員。 

 

圖 2 WRO 五層級會員所在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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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行程內容  

出差人員 專門委員：邱景祥、專員：張哲維 

出差事由 參加 2022 世界車禍救援挑戰賽及參訪盧森堡消防救援總隊 

日期 行程 參與內容 

9 月 4 日~5 日 

(星期日、一) 
桃園國際機場-德國法蘭克福機場-盧森堡 

啟程及交通路程 
9 月 6 日 

(星期二) 
德國法蘭克福機場-盧森堡 

9 月 7 日 

(星期三) 
盧森堡大會現場 

參賽隊伍報到、檢錄、

領隊會議及開幕式 

9 月 8 日 

(星期四) 
盧森堡大會現場 賽事第 1 天 

9 月 9 日 

(星期五) 
盧森堡大會現場 賽事第 2 天 

9 月 10 日 

(星期六) 
盧森堡大會現場 賽事第 3 天 

9 月 11 日 

(星期日) 
盧森堡大會現場 賽事第 4 天及閉幕式 

9 月 12 日 

(星期一) 
盧森堡-德國法蘭克福機場 交通路程 

9 月 13~14 日 

(星期二、三) 
德國法蘭克福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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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赴盧森堡參訪行程 

(一)拜會盧森堡大公國消防救援總隊主席： 

盧森堡大公國消防救援總隊(The Luxembourg Fire and Rescue Corps; CGDIS)

依據 2018 年 3 月 27 日關於民事組織安全和建立大公國消防救援總隊的法律，以

行政性質的公共機構形式設立，隸屬於盧森堡內政部下，係以理事會形式管理，

該理事會由政府委員會提名 16 名成員組成(8 名縣行政人員及 8 名市鎮行政人

員)，總隊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重組，重組後負責火災勤務、盧森堡市火災及救

護車服務、盧森堡機場消防隊、緊急醫療服務(SAMU)及民防救援服務，現由 Paul 

Schroeder 先生擔任主席 1 職。 

 
圖 3 拜會 Paul Schroeder 先生並與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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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邱專門委員景祥代表本署致贈紀念品 

總隊所屬共計有 100 個消防分隊(CIS)、10 個特殊單位(GIS)及 5 個緊急醫療

據點，總計由約 4,000 名志願消防員、約 650 名職業消防員、約 85 輛救護車及

約 780 各式消防車組成，其中各式消防車及救護車(如圖 5)會依據轄區特性及消

防分隊之分布進行配置，各式消防車包含先遣救護車(綠色)、特種救援車(白色)、

消防水箱車(藍色)、器材車(紅色)及雲梯車(黃色)分布如下(如圖 6)： 

 
圖 5 各式消防車及救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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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盧森堡各分隊救災及救護車輛分布圖 

盧森堡大公國消防救援總隊所屬特殊單位負責處理火災及緊急救護以外之

情境事故，可分為核生化單組(NRBC group)、危險環境偵查組(Reconnaissance and 

intervention in dangerous environments group; 簡稱 GRIMP)、運作支援協調組

(Operational coordination support group) 、 人 道 主 義 干 涉 隊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team; 簡稱 HIT)、心理支持組(Psychological support group)、水域救援

隊(Water rescue team)、動物救援組(Animal rescue group)、搜救犬隊(Cynotechnical 

group)、技術運作支援組(Technological operational support group)及新領土組織

(New territorial organisation)等(如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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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盧森堡大公國消防救援總隊所屬特殊單位 

有關盧森堡大公國消防救援總隊負責救援行動的指揮鏈可分為五個層級，並

透過不同顏色的背心區分不同層級(如圖 8)，指揮官背心後方會有 COS 字樣，每

個層級僅會有 1 名指揮官，最高指揮官層級會依據災害規模不同而決定指揮官層

級，各層級指揮官配有無線電並予以顏色區分層級頻道(如圖 9)，指揮鏈層級說

明如下(如圖 10)： 

1. 小組(Binôme)：為指揮鏈中的最小單位，由 2 名成員組成，著紅色單黃條

及紅色單灰條背心。 

2. 小隊(Section)：由 1 至 4 個小組組成，並設立 1 名小隊長(chef de section)

著紅色雙黃條背心，最大人數為 9 名成員。 

3. 分隊(Peloton)：由 2 至 4 個小隊組成，並設立 1 名分隊長(chef de peloton)

著黃色背心，最大人數為 37 名成員。 

4. 中隊(Compagnie)：由 2 至 4 個分隊組成，並設立 1 名中隊長(chef de 

compagnie)著白色背心，最大人數為 149 名成員。 

5. 大隊(Bataillon)：由 2 至 4 個中隊組成，並設立 1 名大隊長(chef de Bataillon)

著綠色背心，最大人數為 597 名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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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指揮鏈層級 

 
圖 9 指揮鏈各層級無線電配置 

 

圖 10 指揮鏈分級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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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國家消防救援中心(CNIS) 

國家消防救援中心(CNIS)自 2021年起為盧森堡大公國消防救援總隊(CGDIS)

的總部，包含一般管理部、行動協調部、行動策略部、行政與財務部；此外包含

112緊急派遣中心及國家救援培訓學院也在此處，亦為盧森堡市消防分隊的駐地，

國家消防救援中心(CNIS)主要分為兩個區域： 

1. 第一區域以紅色立面為特色的主要建物為代表，主要為盧森堡大公國消防

救援總隊(CGDIS)、112 緊急派遣中心、盧森堡市消防分隊及國家救援培

訓學院之駐地，內部設施包含： 

(1) 18 間教室及大型禮堂，可容納 147 人進行配訓或辦理相關課程活動。 

(2) 設有餐廳供給培訓課程的學員及總部相關行政人員三餐飲食。 

(3) 提供 1 間體育館和 1 間健身房，在體能教官的監督下，可維持消防同

仁的體能狀態。 

(4) 提供 34 間房間，供國家救援培訓學院受訓學員之住宿。 

2. 第二區域為歐洲最現代化的訓練區域之一，提供消防或義消人員培訓所

需之訓練場地，亦為本次世界車禍救援挑戰賽競賽場地之一，內部設施

包含： 

(1) 場地內部的主要元素為模擬盧森堡的代表性建物，並可模擬火災或其

他事故的場景供訓練使用(如圖 11) 

(2) 模擬建物立面和屋頂的訓練場域，與消防人員在擬真條件下練習不同

的救援技術。 

(3) 具備配合鐵軌的訓練隧道，讓消防人員模擬火車及隧道火災，強化火

車及隧道火災的救援技術(如圖 12)。 

(4) 具備水域救援訓練用的訓練水池。 

(5) 具有 37 公尺高的乾燥塔，作為危險環境偵查組(GRIMP)人員受訓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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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模擬盧森堡的代表性建物訓練場地 

 
圖 12 鐵軌訓練場地 

(三)參訪 112 緊急派遣中心(CSU 112) 

盧森堡境內設有 1 個 112 緊急派遣中心，座落在國家消防搜救中心內，中心

僅有一個進出口以利人員管制，該中心設有 8 個席位，以及 1 個備援中心共計 4

個席位，目前共計有 70 名執勤員(包含護理師)以及 5 名執勤官 24 小時輪值，並

使用電腦輔助派遣系統，值得一提的是，因為盧森堡 47.2% 的人口是外國人，

所以每位執勤員和執勤官必須精通盧森堡語、法語和德語等語言，時常在受理案

件時，必須切換不同語言進行溝通，此外，盧森堡與周邊鄰近國家的城市成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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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支援的區域，包含比利時的阿爾隆(Arlon)及烈日(Liège)、法國的梅斯(Metz)與

南錫(Nancy)以及德國的特里爾(Trier)與薩爾布呂肯 (Saarbrücken)。 

根據統計 112 緊急派遣中心 1 小時約有 30 通的報案電話進線量，一天約有

720 通報案電話進線，平均每 2 分鐘需受理 1 通報案電話；其中有關緊急救援任

務的案件 1 小時約有 7 件，一天約有 158 件緊急救援案件的派遣，平均每 7.5 分

鐘就會受理 1 件緊急救援案件，除了救援任務外，112 緊急派遣中心還有其他任

務如下： 

1. 提供醫院、藥房或獸醫院的醫師線上緊急諮詢服務。 

2. 協調案件相關的單位。 

3. 受理來自高速公路 140 個緊急聯絡站的緊急報案。 

4. 監測卡特農核電站(Cattenom Nuclear Power Plant)的預警訊息。 

5. 接收來自公共警報傳輸網有關火災的訊息。 

除了日常受理的一般案件外，112 緊急派遣中心在重大災害發生時，在各種

災害應變計畫中，於其中扮演應變的角色，實際上 112 緊急派遣中心負責管理

140 個不同的應變計畫，舉幾個特別的計畫包含： 

1. 大規模槍擊事件應變計畫。 

2. 防洪計畫。 

3. 卡特農核電站(Cattenom Nuclear Power Plant)事故應變計畫。 

4. 汙染應變計畫。 

5. 加油站等高危害風險場所的應變計畫。 

(四)參訪 HESPERANGE 消防分隊 

本次賽事期間，主辦方安排 HESPERANGE 消防分隊同仁協助賽事期間交通

接駁，並由分隊長 Jean STEIN 先生安排參訪分隊(如圖 13)，此外，分隊長 Jean 

STEIN 先生安排我方拜會 HESPERANGE 市市長(如圖 14)，以促進臺盧雙邊之國

際交流，有關分隊部分依參訪所見分為人力、車輛及裝備器材、廳舍三部分進行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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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盧森堡 HESPERANGE 消防分隊外觀 

 

圖 14 拜會 HESPERANGE 市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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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力部分： 

    HESPERANGE 消防分隊除了分隊長 Jean STEIN 先生以及其中一位

同仁為職業消防員，其餘隊員均為義消，每日在隊值勤人數約 7 至 8 人，

如遇勤務時需支援，則會通知其餘未在隊人員於規定時間內返隊支援出勤。 

    此外，義消人力對盧森堡每個消防分隊是重要的支柱，因此，為培育

未來的消防戰力，年滿 8 歲未滿 16 歲的兒童或青少年可向當地消防分隊

報名青年消防員，學習火災搶救與緊急救護的基本知識，並提供救助技能、

車輛以及裝備器材之操作等訓練課程，以 HESPERANGE 消防分隊為例，

該分隊通常會每隔兩個星期，於星期六的下午三點鐘，定期舉辦消防演練

並邀請青年消防員一同參與，藉此提升相關經驗，此外為鼓勵青年消防員，

每年亦會舉辦知能測驗，測試所學知識與技能，並設立金、銀、銅三個階

級，每通過一次測驗即可獲得新的階級，並將階級章黏貼於制服上，當青

年消防員年齡滿 16 歲時，即可以加入消防隊成為消防人員，本次參訪時

分隊裡一位女性消防員 Lise Tavernirt，從小因為父親也擔任消防人員，在

耳濡目染下，加入了青年消防員，並且在 16 歲時也成為正式消防人員，

目前與他的父親同在 HESPERANGE 消防分隊工作，成為佳話。 

2. 車輛及裝備器材 

    HESPERANGE消防分隊的救災車輛及機具種類包含水箱車、器材車、

雲梯車、救護車、救護先遣車、勤務車等，從該分隊同仁介紹車輛及乘載

之裝備器材時，可以發現車內器材的陳列已經事先經過規劃，方便消防人

員出勤時方便依分類取用(如圖 15)，且將存放空間達到最佳化的利用(如圖

16)，此外，車輛內部可以發現一些人性化的細節設計，消防車駕駛座艙內

部安裝綠色燈，主要目的是為了消防同仁夜間出勤時，避免因白色強烈光

線造成眼睛調適不良，而導致出勤時乘車的危險(如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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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盧森堡 HESPERANGE 消防分隊器材車輛器材擺設展示-1 

 

圖 16 盧森堡 HESPERANGE 消防分隊器材車輛器材擺設展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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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消防車駕駛座艙綠色燈光設計 

    此外，每台消防車輛駕駛位置配有導航定位設備，能即時與 112 緊急

派遣中心連線，消防人員可藉由該設備調整該車輛執勤狀態，供派遣中心

掌握各分隊車輛出勤與待命情形，另於出勤時亦可藉由該設備定位了解車

輛位置(如圖 18)。 

 

圖 18 消防車輛導航定位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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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廳舍部分： 

    HESPERANGE 消防分隊於 2018 年 7 月 7 日正式啟用，相較其他盧

森堡的消防分隊，屬於較新的廳舍，在參訪過程中了解到當初在分隊建立

前，為了能更貼近消防人員的使用，特別邀集相關人員進行討論研商後，

方開始興建，從空間規劃上可以看得出設計的用心，相關介紹如下： 

(1) 裝潢設計：HESPERANGE 消防分隊部分空間可以看見有關消防的設

計小巧思，例如員工休息的空間將舊有的消防設備(如舊式消防帽、水

帶瞄子、無線電等)或是過去案例所遺留的殘物納入陳設裝飾(如圖 19

及圖 20)，使人感受到專屬消防的設計巧思，同時展現消防技術的與

時俱進，也時時刻刻提醒消防人員必須銘記過往的經驗持續進步。 

 
圖 19 將舊有的消防設備作為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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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過去案例所遺留的殘物納入陳設裝飾 

(2) 空間設計：HESPERANGE 消防分隊的空間分配可感受到是經過討論

設計的，以訓練塔為例，該分隊特別規劃 5 層樓高的訓練塔供平時消

防人員體能或高空作業訓練，在同一個空間，利用訓練塔的高度規劃

可晾掛水帶的設計，搭配電動吊掛水帶的裝置，供出勤後消防人員可

輕鬆晾掛水帶，此外，該分隊規劃消防衣、手套及消防鞋的清潔室與

晾掛空間，提供同仁自行清洗消防衣、手套及鞋子等相關設備並方便

晾掛，整齊又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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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 分隊訓練塔                        圖 22 電動吊掛水帶的裝置 

  

          圖 23 消防裝備清潔室                      圖 24 消防衣晾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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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 2022 世界救援挑戰賽 

在過去 20 年，救援挑戰賽已經在 15 個國家舉行，舉辦目的在於讓世界各國

道路救援人員，不論是車禍救助還是緊急醫療，可以齊聚一堂進行技術與經驗交

流，2022 世界救援挑戰賽可分為創傷救護及車禍脫困兩項競賽，本次賽事有 21

個會員國參加，共有 75 隊報名，創傷救護競賽共計 40 隊、車禍脫困競賽共計 35

隊為車禍救援挑戰賽之隊伍，總計 288 人參加，臺灣目前為 WRO 唯一的亞洲會

員，本次參加車禍脫困競賽。 

 

圖 25 車禍脫困競賽參賽隊伍 

(一)開幕式 

本次賽事開幕式於當地時間 111 年 9 月 7 日下午 5 時舉行，由主持人逐一介

紹各國參賽隊伍，並全程於網路直播，當介紹到臺灣代表隊同時國旗也被放在大

螢幕上讓世界得以看見臺灣在車禍救援上的努力(如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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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開幕式介紹臺灣代表隊網路直播節錄畫面 

(二)車禍脫困競賽 

越來越多消防人員或是救援人員被要求需要處理比以往更具挑戰性的車禍

救援傷亡情況，WRO 為了幫助消防人員及救援人員提升救助與創傷處理等相關

技能，使其能應對各種情況，爰辦理車禍脫困競賽，根據實務上所發生的車禍救

援情境，針對「指揮」、「救援」及「緊急醫療」三部分技能作為賽事評分項目，

同時提供來自世界各地的救援人員一個可以互相交流的平台，以利於提升及發展

車禍救援的能力。 

參加車禍脫困競賽的人員的條件，必須具備車禍救援或道路救援領域的能力，

並且為國內執行相關勤務的人員，另該參賽團隊必須透過WRO的會員授權報名，

在車禍脫困競賽中，每支隊伍由 6 名隊員組成，包含指揮官 1 名、救助人員 3 名

及醫療人員 2 名，如非使用英語國家參加競賽，隊伍需自行負責提供語言翻譯人

員(如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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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代表臺灣參賽選手 

賽事可分為「快速脫困」、「標準脫困」及「複雜脫困」等情境，情境設定目

的在於，讓參賽隊伍有機會能夠展示救援技術進行脫困作業，並在一系列的車禍

模擬場景中了解各參賽隊伍的團隊救援效率，促進車禍救援各方面的經驗交流，

使參賽隊伍能將所學運用在未來車禍救援的任務執行上，根據本競賽之指引，車

禍脫困救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需創造執行傷患緊急醫療的通道及空間、第

二：建立脫困選項計畫及第三：傷患脫困作業及路徑選擇，情境說明如下： 

1. 快速脫困：1 名重傷患者，操作時間為 10 分鐘，在此項情境中，參賽隊伍

應掌握傷患所需的醫療需求，並且在效率、安全以及緊迫性之間取得平衡，

以在規定時間範圍內完成任務。 

2. 標準脫困：1 名受困人員，操作時間為 20 分鐘，在此項情境中，參賽隊伍

應評估傷患並選擇適當脫困方案，同時亦能在此階段觀察參賽隊伍使用救

援裝備器材之能力，參賽隊伍必須有效的執行任務並管理可用資源，在時

間範圍內完成人員脫困作業。 

3. 複雜脫困：1 名重傷患者及 1 名受困人員，操作時間為 30 分鐘，在此項

情境中，參賽隊伍需要在車內創造足夠的空間供醫療人員進行傷患醫療評

估作業，並對 2 名傷患進行檢傷分類，以確定救援優先順序，為能完成競

賽，參賽隊伍應在上開所述脫困救援的三個完整階段內執行任務，並將 2

名傷患完成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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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情境主要是要參賽隊伍展現以傷者為中心的救援任務，並演示如何使用

各種救援裝備器材進入、處理傷者夾困的部分，另將傷者進行脫困的動作，並能

高度重視所有人員的安全，本次臺灣代表隊被安排於當地時間 111 年 9 月 8 日上

午 10 時 15 分進行「快速脫困」項目競賽、9 月 9 日上午 11 時進行「標準脫困」

項目競賽及 9 月 10 日 12 時進行「複雜脫困」項目競賽；此外，標準脫困項目競

賽當天我國駐比利時代表率隊前來關心並慰勞參賽選手，令選手備感溫馨。 

  

 圖 28 臺灣代表隊參加快速脫困項目賽事   圖 29 臺灣代表隊參加標準脫困項目賽事 

  

圖 30 臺灣代表隊參加複雜脫困項目賽事-1  圖 31 臺灣代表隊參加複雜脫困項目賽事-2 

  

 圖 32 我國駐比利時代表慰勞參賽選手-1    圖 33 我國駐比利時代表慰勞參賽選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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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屆賽事針對指揮官、救助人員及醫療人員分別具有評分標準，賽事

進行時，三個項目均有評核官進行評分，說明如下(如圖 34)： 

1. 指揮官部分：主要可分為初期救援隊伍抵達、制定計畫、指揮和管制以及

安全等四大項目進行評核，並將各項目分為五個評分等地： 

(1) 初期救援隊伍抵達：包含車輛內部與外部檢視、確認優先執行事項以

及確認人員受困狀況。 

(2) 制定計畫：包含制定完整計畫與緊急計畫、傷患脫困計畫以及流程計

畫。 

(3) 指揮和管制：包含定位、團隊領導、溝通能力、團隊管理、動手與教

學、動機與指揮節奏、團隊信任及醫療人員間的聯繫等。 

(4) 安全：包含個人安全防護裝備使用與管制、裝備器材管制、情境管制、

安全和危害警示。 

 

圖 34 本屆賽事指揮官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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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救助人員部分：主要可分為初期救援隊伍抵達、穩固與評估、組織工作區

域、執行操作、傷患照護、空間與脫困等五大項目進行評核，並將各項目

分為五個評分等地，說明如下(如圖 35)： 

(1) 初期救援隊伍抵達：當隊伍抵達現場應針對安全與風險評估，針對車

輛油料洩漏或溢出、車輛是否滑行、車輛底部等進行 360 度外部檢視，

以及電池、車輛鑰匙位置、安全氣囊、安全帶等內部檢視，確認現場

環境狀況。 

(2) 穩固與評估：包含初期穩固、進階穩固及穩固重複評估等。 

(3) 執行操作：包含車禍救援準備、工具應用、技術表現、流程、團隊合

作與溝通、個人防護裝備、工作區域之防護等項目。 

(4) 傷患保護：包含警告與回饋、傷患緊急醫療處理以及任務執行中的保

護措施等。 

(5) 空間與脫困：包含車輛內部空間以及外部救援空間的創造以及脫困作

業等。 

 

圖 35 本屆賽事救助人員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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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醫療人員部分：主要可分為一般項目、時間關鍵性傷亡評估和管理、標準

傷亡評估與管理以及溝通等四大項目進行評核，說明如下(如圖 36)： 

(1) 一般項目：包含現場評估、初期傷患接觸、傷患保護及器材使用等。 

(2) 時間關鍵性傷亡評估和管理：包含呼吸道評估與處置、呼吸評估與處

置、循環評估與處置、殘疾評估與處置、接觸與檢查、脊椎照護、管

理以及脫困等。 

(3) 標準傷亡評估與管理：包含觀察檢視以及脫困等。 

(4) 溝通：包含與指揮官的溝通、與第二救護人員的溝通、與團隊的溝通、

與傷患的溝通以及交接等。 

 

圖 36 本屆賽事緊急醫療人員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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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閉幕式 

閉幕式於當地時間 111 年 9 月 11 日舉行，並於閉幕式舉行本次賽事頒獎儀

式，本次車禍脫困競賽可分為個人獎項與團體獎項，個人獎項部分包含最佳指揮

官、最佳救助人員及最佳醫療人員各 1 個獎項，團體獎項部分包含快速脫困、標

準脫困、複雜脫困及總成績各取前 3 名，本次臺灣代表隊雖未能得獎，但在車禍

救援技術與經驗的交流上收穫滿滿，對於國內車禍救援技術的提升與傳承，有相

當大的效益。 

 

圖 37 閉幕式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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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感想 

本次赴盧森堡參加世界車禍救援挑戰賽，並參訪盧森堡大公國消防救援總隊、

國家消防救援中心(CNIS)、112 緊急派遣中心(CSU 112)及 HESPERANGE 消防分

隊，返國後於 111 年 10 月 5 日邀集出國團員召開返國座談會，會中團員提及心

得感想如下： 

一、國外車禍救援賽事救助情境相對複雜 

參加世界車禍救援挑戰賽後發現救助情境除了基本的車輛碰撞，另包含嚴重

潰縮至車內空間狹窄、多種類型障礙物阻隔等，例如本次我國隊伍比賽的複雜脫

困情境，其中一輛車體是有類似高速公路護欄的設施從頭到尾貫穿整輛車體的情

境設定，此外，觀察其他賽事也有發現除了基本的兩輛車體碰撞堆疊外，也會伴

隨道路常見的水泥護欄、電線杆、樹幹或消防栓等設施，另車體部分可能是為了

模擬高速撞擊的情況，所以大多車體有嚴重的擠壓潰縮的情形，大大提升救援的

困難度，但緊急救護處置作為部分就多半以口述為主，相較起來國外車禍救援賽

事救助情境相對複雜。 

  

        圖 38 標準脫困情境設定                圖 39 複雜脫困情境設定 

二、蒐整國際賽事資訊 

自 2017 年於屏東縣政府消防局辦理國內第 1 屆車禍救援挑戰賽後，業已陸

續辦理 3 屆挑戰賽，其評分依據係參考 WRO 2015 年評分規則，經翻譯中文後沿

用至今，並成為國內車禍救援訓練主要教學方向；本次參加 WRC 賽事，我國代

表隊伍呈現出的救援技術雖與國際主流差異不大，然而，仍能感受因賽事規則間

的差異，裁判與選手間的救援觀念有些許落差。此外，本次世界車禍救援挑戰賽

所需器材均由大會提供，並於賽前公布於本屆賽事官方網站，對比我國各隊自行



 

33 

攜帶器材較具統一性及公平性，惟仍可攜帶規則允許之個人裝備，未來出國參賽

前可依大會提供之器材清單事前多加練習，及自行攜帶個人裝備，俾符參賽人員

使用之習慣性。 

三、團隊默契及專業外語能力 

本次參加國際賽事選手來自各縣市，賽前較少能有時間聚在一起進行團練，

參賽隊伍應增加團練次數以提升彼此默契，另選手間的溝通為車禍救援挑戰賽重

要的評分環節，本次賽事因語言隔閡之故，裁判未能及時得知我國選手間的溝通

內容，僅能透過 1 名翻譯協助裁判團瞭解指揮、救援與醫療選手間溝通以及救援

動作的目的，在評分的角度上容易有掛一漏萬的情形發生。 

四、國外賽事裁判評分機制 

本次國際賽事共分快速、標準及複雜脫困等 3種情境，而各情境又排定指揮、

救援及醫療裁判各 1 名，裁判人選排定後便不再異動。換言之，9 名裁判負責所

有賽程評分，且賽事期間不異動所排定的任務，由此可知，裁判團需要付出大量

體能及專注度，然而評分標準卻能保持一致，避免因裁判更迭造成評分標準差異，

另 WRC 除為國際間辦理車禍救援挑戰競賽外，其目的之一係成為參賽隊伍車禍

救援觀念、技術的交流平台，故每場賽事結束後，大會排定時間由裁判團與參賽

選手進行歸詢，針對指揮、救援及醫療技術討論優劣之處。除讓參賽選手透過雙

向的交流讓車禍救術技術、觀念在討論過程中精進，也讓各隊返國後協助推廣普

及更完備的訓練。 

肆、建議事項 

一、國內車禍救援賽事提升情境複雜度 

本年度國內車禍救援挑戰賽在賽事情境的設定上，大多為車輛的碰撞與堆疊，

建議為來在經費許可下可參考本次國際賽事增加道路周邊常見的設施或障礙物，

提升情境擬真度與困難度，以利與國際賽事接軌。 

二、掌握國際賽事資訊增加團隊練習次數 

本次車禍脫困賽事有關指揮官、救助人員與醫療人員等相關評分表、情境指

引於 WRO 官方網站上提供，建議未來參賽前應掌握最新國際賽事規定，同時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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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賽事內容深入了解，並可於賽前研究相關規則，完整翻譯 WRC 評分規則，調

整我國賽事規則與國際主流觀念更加契合，將有助於國內未來教學、訓練方向的

整合；由於車禍救援訓練需要動用大量廢棄車輛、油壓破壞器材、救護器材等團

體裝備才能辦理，非選手能力範圍內，建議以公家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相關場地

及相關裝備器材，並規劃增加團隊練習機會以提升團隊默契與熟悉技能，此外，

參賽人員應進行車禍救援專業外語訓練，比賽時直接以外語說明，避免透過翻譯

人員因時間落差導致無法即時呈現參賽人員操作情形。 

三、建立國外參賽隊伍選拔制度 

考量參與國際賽事之延續性，建議研議參賽隊伍之選拔機制，選拔制度應考

量選手外語能力、規則熟悉度、適合擔任角色及應變能力等項，並盡早完成選拔，

讓選手得以適材適所並有充份時間準備，得透過國內賽事成績挑選優秀隊伍以組

成國家代表隊，並補助相關經費，且選拔機制應配合賽事期程儘早規劃，以利後

續集訓團練、語言訓練及爭取贊助商補助等事宜。 

四、國內賽事建立賽後歸詢機制並增加個人獎項 

本次國內賽事評分部分，事先針對裁判進行講習，故評分標準統一未受質疑，

惟建議參考國外賽事模式，各比賽項目宜由同一組裁判人員統一評分，以維持評

分之一致性，另建議賽事應規劃賽後歸詢機制，俾利參賽隊伍瞭解賽事期間處理

之優（缺）點與尚可學習之處，此外，獎項部分建議參考國外賽事納入最佳指揮

官、最佳救助手及最佳救護手等個人獎項供選手追求個人榮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