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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亞太災難管理聯盟(AsiacficAlleceforsManagement,APAD)主要負責執

行日本外務省針對太平洋環地震帶地區開發中國家，平時災害應變能

力之提昇，並於災時提供受災國實際救援行動之相互支援组織，目前

會員國計有：日本、韓國、菲律賓、印尼、孟加拉共和國、斯里蘭卡

及尼泊爾等 7 國。今(111)年計畫預計於斯里蘭卡為該陸軍、空軍特

戰、特警救援隊及該國合格之民間救援團體執行急流救援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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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一、 亞太災害管理聯盟 (A-PAD)成立背景 

亞太災害管理聯盟 (A-PAD) 是一個跨國災害援助聯盟，致力於促進亞太地

區政府、私營公司和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合作，亞太地區國家經歷了許多嚴

重的自然災害，為了預防、應對和盡量減少此類災害造成的損失，建立一

個全面的合作和支持系統，利用私營部門、非政府組織、當地社區，中央

政府和地方當局迫切需要，在此背景下，來自亞太地區國家的七個國家救

災平台決定成立跨國救災聯盟，以促進亞太地區國家之間的協作，以提供

有效和高效的援助。通過備災、減少風險、救濟和恢復來提供救災援助。 

二、 使命核心價值 

通過成員國之間的合作，以便通過備災、降低風險、救災和恢復提供有效

和高效的救災援助提供救災支持，不分國界和國家、地區、政治和宗教分

界線，通過積極主動的參與來建設創建能夠在災前、災時和災後提供具體

支持的平台。 

 

三、 訓練教學目的 

本署特種搜救隊積極與國外進行多邊交流，除建立友好關係，並持續推動

國際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工作，期藉協助此次訓練，除與日方優秀消防同仁

協助執行訓練，期亦能提升本署特種搜救隊救災經驗交流，並建構國內日

後執行國際救援訓練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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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過程 

一、 行程內容 

A-PAD 2022 斯里蘭卡日台國際救助技術援助計畫訓練日程表 

日期 天數 內容 隊伍說明 

9/24 Day1 移動日 台灣---斯里蘭卡 台灣隊 5人 

9/25 Day2 船艇暨訓練器材準備日 台灣隊 5人 

9/26 Day3 R1訓練   激流救生初級 台灣隊 5人 

9/27 Day4 R1訓練   激流救生初級 台灣隊 5人 

9/28 Day5 R1訓練   激流救生初級 台灣隊 5人 

9/29 Day6 河道船艇救援 台灣隊 5人 

9/30 Day7 R2訓練   激流救生初級 台灣隊 5人 

10/1 Day8 R2訓練   激流救生初級 台灣隊 5人 

10/2 Day9 R2訓練  激流救生初級 台灣隊 5人 

10/3 Day10 船艇暨訓練器材保養日 台灣隊 5人 

10/4 Day11 移動日 返國 斯里蘭卡—台灣 台灣隊 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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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訓練過程 

(一)、 船艇暨訓練器材準備:  

       

檢查-組裝-試動以此流程檢視明天開始訓練要使用的裝備,並查看訓練區域。 

我們將檢查並開始檢查協助準備的船隻和物資,，裝備驗證完成後,進行訓練水域

預覽，課程項目預擬決定訓練流程及地點確保有效的教學並確保安全。 

 

與斯里蘭卡帶隊官討論參與的課程，進行課程差異化制訂，並於召開課程會議

討論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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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訓典禮、急流 Level1:  

 

  開訓典禮-以斯里蘭卡傳統儀式祈禱整個課程的成功與所有參與者安全。 

開訓典禮後,，訓練第一步，首先我們檢查所有參加者的游泳能力，第一天的訓

練菜單是裝備解說和訓練基本技能(攻擊式游泳、防禦式游泳、鱷魚翻滾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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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能力測試顯現了受訓者之間的互相幫助,並讓他們體驗穿著裝備後救援游泳

與平常游泳之間的不同進而調整自己的泳姿。 

個人基本技能訓練完成時,夜晚水域基礎概論教授及會議。 

 

(三)、 岸上及入水救援技術 

開始進入全方位的急流救援技術。訓練課程重點:拋繩袋救援和活餌救援!分析兩

種救援方式使用時機及風險。介紹兩種救援結合,讓第一階段救援及二階段備援

系統結合來獲得更安全的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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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受訓學員先在岸上練習各種姿勢拋擲,選擇自己最順手準確率最好的方

式，並練習在第一次失手時如何快速收繩準備二次拋擲。  

岸上熟練後進入實際利用拋繩袋救援及利用可脫離急流專用救生衣進行活餌救

援。 

 

(四)、 船艇救援 

在河域救援中，船艇可說是最有效的工具之ㄧ。但沒有具備操舟技巧及經驗的

人員，將置救援團隊於險境。選擇一種可在河域中用於運輸且可靠、適當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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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是相當重要的。一艘橡皮艇的成員組成通常是由一位具經驗的艇長帶領四位

經驗較少的艇員。艇長通常坐於船尾並扮演指揮官的角色，下達“前進”、

“後退”、“左轉”及“右轉”的指令，以及作最後決策。由經驗較豐富的艇

員兼任指揮者的角色，除了下達指令外，亦須決定船艇航行路線。如果所有艇

員都同時具備豐富的經驗及熟練的技巧，那麼他們可以團結一心，如同單一個

體般朝目標前進。 

 

翻轉的嚴重性由激流的特性來決定。一個淺水處的翻覆，在急流持續拉扯下是

非常困難和危險的。翻覆後期望在河流平緩且深的地方翻轉回來，使船、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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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設備恢復正常也許是一段很長的路程，正確處理翻轉小船，取決於團隊成員

保持冷靜。第一優先是清點成員，以確保每個人都是安全的。船艇成員游回到

船的位置，盡快協助船艇扶正。 

 

(五)、 急流繩索系統架設及運用 

緊繃繩索救援系統，可用於：穿越河流，渠道和淹沒的街道。 

•搶救在河中間受困的功能；包括汽車，在水中的受困。 

•疏散被困船艇上或沙洲的人員。 

•救援陷困的受害者。 

 

(六)、 夜間救援訓練 

經過驗收前幾日教授的每個單項技術後，,進行了課程中唯一的夜間實作訓練，

目的在於讓學員了解救援行動在一天的任何時間都可能展開，橡皮艇在黑暗的

河岸上,在划行 600 公尺離岸，夜色已讓所有參訓學員看不到任何物體。接下來

讓所有人離開船體以游泳方式朝岸上返航，參訓學員有些激動,有些焦慮害怕，

我們決定在出發前與所有參加者一起唱斯里蘭卡歌曲,以激勵來緩解其緊張心

情，加強其信心，當大合唱結束時,參與者的心思都安定下來,感覺同伴在身邊,

焦慮從表情中消失了。現場分為幾個團隊,在水中防禦式游泳 600m。各隊都喊

著、唱著歌,互相幫助,達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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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斯里蘭卡災害防救署署長參與瞭解訓練內容 

本次訓練過程中斯國當局災害防救署署長中將 Sudatha Ranasinhe 特別重視

本次急流救援訓練課程，除親自蒞臨訓練場地關心及慰問參訓人員外，並對本

次訓練課程內容表達高度興趣及感謝，本署也藉此機會介紹現行臺灣位於南投

消防署訓練中心內急流訓練設施及相關訓練課程內容，此外亦積極邀請斯國未

來可派員來訪臺灣進行交流演練，建立雙方訓練合作機制。 

 

參、心得及建議 

印度洋島國「斯里蘭卡(Sri Lanka)」為我國行政院「新南向政策」所列舉 

18 個目標國之一，屬高度發展等級（high development level），在所有新南向政

策對象國家中最具發展潛力，我國與該國（斯里蘭卡）在外交上並無正式邦

交，此次與亞太災害管理聯盟 (A-PAD)合作此次國際教學經驗，進一步讓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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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訓練業務往前推展更進一步，透過此次參與與日本非官方組織及斯里蘭卡

當地救援組織進行多邊互動交流，本署奉派人員有以下幾點心得建議： 

一、 厚植我國急流救援人才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問題，動態水域救生問題已成為世界各國須積極面對的課

題，各國無不積極辦理急流救援訓練，強化水域救援能量，消防署以往亦於竹

山訓練中心舉辦過國際急流救生訓練教官班(南向班)，協助東南亞國家建立急流

訓練種子教官，並分享我國在急流救災及訓練的經驗，希望持續並穩定發展我

國與東南亞國家人道救援合作關係。 

二、 推廣我國急流救援裝備器材 

我國急流救援發展期程有一定的歷史，台灣工廠產製各項水域防護裝備已漸趨完善

南亞國家急流訓練仍處於起步階段，透過這次與南亞國家的訓練交流，在訓練期間

展示及操作，讓南亞受訓學員嫻熟了解台灣產製的各項急流裝備器材，也可透過急

流救援教官培訓經驗，提供南向國家相關急流救生器材規格標準，協助南亞國家推

廣台製的急流救生裝備與器材，進一步拓展我國災害防救的軟、硬體實力。 

三、 深入與各國際救援團體交流合作 

因應我國面臨國際局勢下，要與各國官方組織交流合作甚至加入國際組織

有實質上之困難，此次與亞太災害管理聯盟 (A-PAD) 這個非純粹官方組織交

流，促進彼此瞭解期能後續更進一步的合作，甚至共同組隊於國際重大災害時

投入救援，確實不失為我國走出國際外交困境的其中一個方式，救援無國界!未

來跟各國國際非官方救援組織交流合作，都是我國與國際接軌，救援技術體系

成長的重要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