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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第一篇第一篇第一篇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1.1 學校概況資料學校概況資料學校概況資料學校概況資料 

學校概況資料包含地理位置、學校基本資料及環境概況，主要內容為學校位置、校園配

置及周遭環境之介紹，內容分述如下： 

一、地理位置 

宜蘭縣立人文國民中小學（以下簡稱本校）位於宜蘭縣縣頭城鎮，為開蘭第一城頭城鎮西

南，頭城火車站正後方。靠近雪山山脈，鄰近福德坑溪。緊鄰蘭陽技術學院和頭城國中，背

山面海，視野寬闊。 

 

二、學校基本資料 

此項包含學校基本資料與建築物調查資料等二部分，說明如下。 

(一)學校基本資料部分：99 年度班級數 18 班人數 324 人。本校校區主要建築物共有 2 棟，分

別為如人文大樓、科技大樓等，本校班級總數、各班級人數與教職員工人數、建築物棟

數等詳細資料，如表 1-1-1 與表 1-1-2 所示。 

(二)建築物資料調查部分，總務組每年應調查本校各棟校舍資料總表、校舍基本資料、校舍

現況調查及各棟照片圖等資料，如表 1-1-3所示。 

三、環境概況 

(一)周邊環境及設施：本校附近有蘭陽技術學院、頭城國中、頭城運動公園等。 

(二)校園內建築物風格及特色：本校建築型態為營造多元且適性的課程教學，以朝向博物館

式的建築；目前有兩棟教學大樓，以圓的概念來連接之建築結構。 

(三)校園平面配置圖及周邊道路，如表 1-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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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宜蘭縣立人文國民中小

學 
學校電話 （03）977-3396 

學校地址 宜蘭縣頭城鎮拔雅里文雅路 150 號 

班級總數(日校：18 班) 

年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班級數 2 2 2 2 2 2 2 2 2 

人數 31 30 30 40 44 29 40 60 38 

學生總人數 342 教職員總人數 56 全校總數 398 

建築物總棟數： 2 棟 

建築物 1 人文大樓 

建築物 2 科技大樓 

學校照片 

學

校

正

面

照

(1) 

 

學

校

正

面

照

(2) 

 
校園平面配置 

學

校

平

面

配

置

圖 
 

校

園

周

邊

道

路

圖 

 

填表人員資料 

填表人員 連禹森 職稱 總務組 

電話 977-3396＃144 電子郵件信箱 yu30016@ilc.edu.tw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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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99 學年度學生人數 

年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班級數 2 2 2 2 2 2 2 2 2 

人數 31 30 30 40 44 29 40 60 38 

總計(人) 342 

填表人員資料 

填表人員 連禹森 職稱 總務組 

電話 977-3396＃144 電子郵件信箱 yu30016@ilc.edu.tw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表 1-1-3、人文大樓、科技大樓基本資料 

人文大樓建築物基本資料 

建築物名稱 人文大樓 地面樓層數 3 地下樓層數 0 

建造年代 民國 89 年 建築設計圖 □無  ■有，放置地點 總務組   

增建 ■無  □有，增建項目           

構造形式 
□木造  □磚造  ■鋼筋混凝土(RC)  □鋼構 

□鋼骨鋼筋混凝土(SRC)  □其他           

平日用途 教室、辦公室、會議室 教室總數(間) 18 間 

使用人數(人) 250 人 樓梯總數(座) 3 座 

是否為避難場所 ■否  □是 廁所總數(間) 12 間 

現況調查 

梁柱鋼筋鏽蝕 ■無  □有 

梁柱有裂縫或滲水 ■無  □有 

建築物沉陷或傾斜 ■無  □有 

走廊柱位 ■走廊外側無柱  □走廊外側有柱 

與鄰棟間距 
□小於 7 公分乘上樓層數 

■大於等於 7 公分乘樓層數或間距大於 50 公分以上 

備註* 建築物頂樓有防水隔熱(鋼構建築) 

建築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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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人員資料 

填表人員 連禹森 職稱 總務組 

電話 977-3396＃144 電子郵件信箱 yu30016@ilc.edu.tw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科技大樓建築物基本資料 

建築物名稱 科技大樓 地面樓層數 3 地下樓層數 0 

建造年代 民國 97 年 建築設計圖 □無  ■有，放置地點 總務組   

增建 ■無  □有，增建項目           

構造形式 
□木造  □磚造  ■鋼筋混凝土(RC)  □鋼構 

□鋼骨鋼筋混凝土(SRC)  □其他           

平日用途 教室、專科教室 教室總數(間) 9 間 

使用人數(人) 120 人 樓梯總數(座) 2 座 

是否為避難場所 ■否  □是 廁所總數(間) 6 間 

現況調查 

梁柱鋼筋鏽蝕 ■無  □有 

梁柱有裂縫或滲水 ■無  □有 

建築物沉陷或傾斜 ■無  □有 

走廊柱位 ■走廊外側無柱  □走廊外側有柱 

與鄰棟間距 
□小於 7 公分乘上樓層數 

■大於等於 7 公分乘樓層數或間距大於 50 公分以上 

備註* 建築物頂樓有防水隔熱(鋼構建築) 

建築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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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人員資料 

填表人員 連禹森 職稱 總務組 

電話 977-3396＃144 電子郵件信箱 yu30016@ilc.edu.tw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1.2 計畫依據計畫依據計畫依據計畫依據 

ㄧ、「災害防救法」。 

二、教育部令頒「構建校園災害管理機制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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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部令頒「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 

四、教育部函送「教育部軍訓人員值勤暨校安通報實施規定」辦理。 

五、教育部函轉內政部民防團隊基本訓練綱要計畫。 

六、內政部「各項活動安全管理指導綱要」。 

七、「消防法」。 

1.3 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 

擬定『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以建立天然與人為災害防救體系，使學校能有一妥善之緊急

應變程序，使資源靈活調度，達減災、消災與快速緊急應變與復原之功效。並依消防法規定

場所防火管理必要事項，以達到預防火災、地震及其他災害和保障人命安全、減輕災害為目

的。 

1.4 計畫適用範圍計畫適用範圍計畫適用範圍計畫適用範圍 

校園遭逢有關地震、颱風、水災、坡地災害、火災、傳染病災害、實驗室與實習場所災

害、交通安全事故及其他校園安全工作事項等緊急事故。除另有規定外，均需參照本計畫內

容實施處理。 

1.5 計畫檢討修正之時期及時機計畫檢討修正之時期及時機計畫檢討修正之時期及時機計畫檢討修正之時期及時機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應每學期舉行一次災害演練實施並檢討其結果，每二年依據學校軟硬

體設施或設備等實際狀況之改變檢討修正本計畫。 

1.6 計畫擬定基本原則計畫擬定基本原則計畫擬定基本原則計畫擬定基本原則 

本計畫內容擬定基本原則詳細說明如下： 

一、確立災害防救對策與措施 

(一)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為各級學校推動災害防救業務之實施計畫，應以學校所在區域為範圍

作整體性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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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期程以二年內可執行、達成事項為原則，惟因社會變動、業務執行需求，校園災害

防救計畫視需要檢討、補強，針對特殊狀況（如特別或重大災害），宜規定作必要之即時

修正，每四年進行整體的修正。 

二、成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研擬推動小組 

(一)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之內容須含括本校各類型潛勢災害之防救事項，由學校相關災害業務

處室成立計畫研擬及推動之工作小組，並建立相關權責處室之編組與分工，同時也可依

據學生特性考量學生參與可能性。 

(二)需要專業團隊支援協助之部分，可尋求相關專業團隊建議、諮詢，或共組工作小組進行

計畫之研擬與推動。 

(三)執行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應考量與學校周邊之社區防災組織、校外救援單位及醫療單

位密切相互配合，研擬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時如有需要應邀請前述相關人員參與。 

三、掌握學校災害特性進行學校災害潛勢評估 

(一)應確實考量影響學校之災害因素（颱風、豪雨、地震、火災、有害性化學物品等）、地質

（急傾斜地、軟弱地盤、斷層等）、設施與設備（老舊校舍建物、危險物設施之集中地區

等）、歷史災例等要因，以掌握學校災害特性。 

(二)參考直轄市、縣（市）政府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所設定各類型災害可能引發之最大災害規

模，以及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國家科技中心、中央地質調查所現有之災害潛勢資料，

進行綜合性之校園災害潛勢評估。 

四、計畫內容應涵蓋各災害類型與各災害管理階段 

(一)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的內容，必須涵蓋學校所在地區內可能發生之各類型之重大災害，依

據本校之災害潛勢評估分析之結果，優先針對危害度較高之災害擬定專篇計畫，而後逐

年增訂其他災害類別之專篇計畫。 

(二)為因應各類型重大災害之防救作業，必須考量平時預防、災害應變及災後復原重建等各

災害管理階段之工作內容。 

五、應協調整合學校相關處室之災害防救業務與經費應用 

(一)為使學校各單位從平時起就能夠協調、整合，確實推動全面性之學校災害防救業務，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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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災害防救計畫應由各相關處室共同參與研擬，以期有效推動、落實。 

(二)學校各相關處室亦應依據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各項內容，就其業務執掌範圍，擬訂災害防

救業務執行計畫並編列所需相關經費，以作為業務推動之依據。 

六、運用災害防救相關資料與資訊 

(一)運用學校所在區域之基本資料（例如人文、社會、經濟、歷史災害、校園災害潛勢資料

等）、建築特性（例如校舍結構、校舍高度等），作為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之基礎。 

(二)考量各級學校不同性質與學生特性，將各級學校學生自主能力、上下學交通方式等列入

疏散避難計畫之參考。 

(三)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中應包括災害防救業務所需應用資料、資訊之建置或更新方式。 

七、製作校園災害防救圖資 

(一)掌握學校所在區域之災害潛勢資料、參考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製作之災害防救相關

圖資等，建立考量該校災害特性之防災地圖。 

(二)校園防災地圖內容應明確標示校內危險處所、校內避難場所、校內避難路線、學校附近

防災機關與避難中心、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布該鄉、鎮、市之避難路線、學校周邊

之救援單位及醫療單位等資料。 

八、建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自評機制 

(一)為能確實有效落實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所列各項內容，應於計畫中訂定自評機制，以作為

各項災害防救業務執行管考之依據。 

(二)自評內容包含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內容，及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執行成效等。 

(三)執行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自評之方式，應由學校邀集相關處室與專家學者組成評鑑小組，

進行瞭解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擬定內容與執行情形之具體程度。 

九、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應考量該校特殊師生之需求，審慎納入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之編撰內容。 

十、各級學校編撰與執行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時，應與學校災害防救教育內容結合，藉由教學、

災害演練等學生參與過程，強化校園災害防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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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第二篇第二篇第二篇 共通性事項共通性事項共通性事項共通性事項 

2.1 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與通報與通報與通報與通報 

為避免學校行政體制之複雜化，於平時並不執行分組，各處室以平時業務範圍及性質來

執行災前之各項平時預防工作，應變分組將於災時啟動執行各項應變作業。 

2.1.1 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及其任務分工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及其任務分工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及其任務分工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及其任務分工 

校園內必須規劃因應災害發生之應變組織，於災害發生時肩負搶救災之責任，災害應變

組織需界定清楚各分組於災時之工作，避免於救災時人力分配不均之情形延誤搶救之時機，

學校亦須排定人員進行輪班，確實於災害初期即能快速啟動分組進行應變。 

一、應變組織 

針對常見之災害地震、颱風水災及火災等…考量學校現有之人力、物力，茲將校內之應

變組織分為指揮官(兼發言人)、副指揮官、搶救組、通報組、醫療組、支援組、輔導組及避

難引導組，校內之災害應變體系如圖 2-1-1‧ 

二、任務分工 

災害發生，由指揮官發布救災指示於各分組之負責人，再由負責人指派分組成員執行，

確保災時分組能快速進行救災行動，各分組於災時之任務分工如表 2-1-1，且為確保應變分組

之行動，各分組除負責人外需再行指定一名代理負責人，並確實紀錄聯絡方式(表 2-1-2)，各

應變成員依其分組須於平時接受相應之技能訓練，以提升災時應變之能力。 

三、輪值制度 

除平時即安排好緊急應變組織分組外，亦須針對晝夜或假日規劃執勤班表，並建立教職

員緊急時期上班體制，以於災害發生當下立即停止輪休，依學校排定之輪值時間出勤，相關

輪值出勤表格如表 2-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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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架構圖 

 

表 2-1-1、校園災害防救組織聯絡名冊 

職稱 組長姓名 組員 備註 

指揮官 校長          吳啟新   

副指揮官 行政中心主任  林斈憶 領域召集人（含未進入班群、班群之老師）  

發言人 校長          吳啟新 校刊組 梁思明  

搶救組 總務組       連禹森 庶務組 陳永聰、吳朝利  

通報組 學務組       蔡佩穎 

財務組 賴秀娘 

課外活動組 陳怡樺 

班群總導師、班群聯絡網負責家長 

 

避難引導組 課務組       林怡君 資訊組 莊智傑、林子為  

緊急醫護組 保健中心      楊芳瑜 財務組 吳秀貞  

輔導組 輔導組       陳昭幃 
調育中心 李麗玲 

班群總導師、家族老師 

 

支援組 家長會       李中玉 志工團及支援家長  

 

 

 

指揮官(發言人) 

副指揮官 

搶
救
組

 

通
報
組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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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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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
組

 

輔
導
組

 



12 

表 2-1-2、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分工表 

職職職職  稱稱稱稱 任任任任    務務務務 

指揮官 
一、 負責指揮、督導、協調一切事宜並召開危機處理會議。 

二、 依情況調動各組之間相互支援。 

發言人 
一、 蒐集資料並撰寫新聞稿。 

二、 負責統一對外發言，例如：回答上級、家長等諮詢。 

副指揮官 

一、 通報中心受災情形、目前處置狀況等。 

二、 聯絡對外協助單位，如鄉鎮衛生所、家長志工或其他相關單位支援。 

三、 確定各組所需支援項目，並請支援人員至各組提供所需協助。 

搶救組 

一、 受災之教職員工與學童之搶救與搜救。 

二、 清除障礙物協助逃生。 

三、 強制疏散不願避難之教職員工與孩童。 

四、 在合理範圍內處理地震所引起之災害，如火災…等。 

五、 準備搶救時所需器材：圓鍬、鋤頭、滅火器、照明設備、工地帽以及紅背心。 

通報組 

一、 通報縣市教育主管單位（教育局處）及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

已疏散人數、收容地點、災情等。 

二、 聯絡學生家長，回答家長諮詢。 

三、 登錄全校學生狀況（例如：受傷情形、家長是否接回…）。 

四、 負責蒐集、評估、傳播和使用有關災害、資源與狀況發展的資訊。 

避難引導組 

一、 平常擬定緊急疏散防災地圖（疏散路線和集合地點），以及師生教育訓練。 

二、 災時協助教職員工及孩童緊急疏散及安置。 

三、 在疏散集和地點設置服務台，提供協助與諮詢。 

四、 協助避難至學校民眾之緊急所需。 

五、 協助發放生活物資、糧食及飲水。 

六、 各項救災物之登記、造冊、保管及分配。 

七、 協助設置警戒標誌及交通管制。 

八、 維護學校及避難收容場所之安全。 

醫療組 
一、 檢傷分類、基本急救、重傷患就醫護送。 

二、 平常急救常識宣導。 

輔導組 

一、 安撫未受傷害學生情緒及輔導。 

二、 班群總導師統一彙整各班群學生狀況，並回報通報組。 

三、 家族主導師留置家族中，副導師、專任教室，統一由副指揮官調配工作任務。 

支援組 
一、 統整家長志工，製作志工名冊。 

二、 將可協助人員名單提供副指揮官，統一分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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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ᔚ靹人員班表 

頗 ਣ期一 ਣ期二 ਣ期三 ਣ期四 ਣ期五 ਣ期六 

ᔚ靹人員 連禹森 ࣥ子為 ܦཛܓ ๗ཕໃ ຫةᜣ ຫةᜣ 

校փ分ᖲ 144 148 145 148 146 146 

֫ᖲ 0958-395369 0930-392558 0937-161708 0980-877687 0937-159571 0937-159571 

備註       

相
關
聯
絡
電
話

 

校長聯絡電話 0929-332635 

教育ຝ（ݝ）電話 (02)7736-6666 

校ڜ中心電話 (02)3343-7855 

地נ所電話或 110 03-9771125 

地顆防分ၷ電話或 119，

۩動電話ᐸؚ 112 

03-9771044 

電Ժ公電話 03-9771014 

 電話 03-9775755水公ࠐ۞

 

2.1.2 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啟動時機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啟動時機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啟動時機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啟動時機 

校內之應變組織，應於災害發生視災害情況啟動，啟動時機包含： 

一、地方政府成立應變中心時。 

二、上級指示成立。 

三、學校位於災區且受到災損時。 

四、校長視災情程度啟動應變組織。 

五、氣象局發布中度、強烈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時。 

2.1.3 緊急應變小組之設立與運作緊急應變小組之設立與運作緊急應變小組之設立與運作緊急應變小組之設立與運作 

校內災害應變小組之設立場所須考量災害潛勢，並可於戶外設立第二災害應變場所以防

重大災害之發生，應變小組主要由指揮官下達指示，指揮各分組進行應變作業。 

一、應變小組之設立 

調查校內之建物，以人文大樓作為緊急應變小組場所，場所內備有電話、傳真、網路及

相關之救災器具，應變小組成員有指揮官、副指揮官、各應變小組負責人，由指揮官(校長)



14 

坐鎮發布救災指示，各應變小組負責人接獲指示後，帶領各分組成員進行救災作業。為確保

地震災害發生時應變小組之設立，指定戶外人文車站為第二開設應變小組集合地點。 

二、應變小組之運作 

災害發生後，指揮官、副指揮官及各分組負責人需快速進駐應變小組進行救災指示之發

布及分派調度，但於地震災害發生時，須由人員先前往勘查，確認兩棟教學大樓之結構安全

無虞，若有安全之虞慮，立即於戶外指定之第二設立位置進行應變小組之開設。指揮官視災

害之類別依各災害之應變程序指揮各分組進行救災作業。 

2.1.4 災情通報災情通報災情通報災情通報 

災情通報主要目的為爭取時效、掌握先機，快速將災害情報傳達，進行快速之搶救作業；

藉由廿四小時的值勤機制，即時協助處理校園緊急危安事件，以有效維護校園整體之安全、

安寧。 

一、通報原則及流程 

為有效協助本校處理校安事件，減少事件之損害程度，依照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

業要點之規定將災害進行分級通報。通報流程如圖 2-1-2： 

二、通報時機 

為使災害發生後之應變更為快速執行，通報之時機依事件級別之不同進行通報。 

(一)甲級事件：應於獲知事件十五分鐘內，以電話通報縣市教育局及教育部，並於二小時內

透過校園事件即時通報網實施首報。遇有網路中斷時，改以紙本方式傳真至教育部，俟

網路恢復後再補行通報作業。 

(二)乙級事件：應於獲知事件十二小時內，透過即時通報網完成通報作業。遇有網路中斷時，

作業方式同甲級事件。 

(三)丙級事件：應於獲知事件二週內，透過即時通報網完成通報作業。 

三、建立校外支援單位電話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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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災害發生快速尋求支援協助，通報組應建立之校外應變支援單位之聯絡資訊如下表

2-1-4，表中詳細記載支援之單位，及支援單位所能提供之器材。 

四、通報內容 

在通報上應有制式之說詞，先告知通報人姓名、單位、職稱，接著告知事故發生時間、

地點，再來說明事故狀況、傷亡情況、 已實施或將實施之處置以及所需之協助等，災害通報

之格式如下表 2-1-5。 

表 2-1-4、外ຝ支援位聯絡堚冊 

 

 

 

 

 

 

位名稱 聯絡電話 

顆防位  

頭城顆防ၷ 9771044 

ᤞਙ位 

宜蘭縣ᤞኘݝ 

ᄻ分ݝ 

9882053 

宜蘭縣ᤞኘݝᄻ

分ݝ頭城分ᕋ所 

9771125 

公٥設ਜ公 

電公頭城ࣚ務

所 
9771014 

水公頭城ᛜሎ所 9775755 

頭城電信9773369 ݝ 

頭城9771429 ీ߫־ 

頭城郵9771170 ݝ 

位名稱 聯絡電話 

縣ؑጥᖲ構 

宜蘭縣ਙ925-1000 ࢌ 

宜蘭縣ਙࢌ防災應

變中心 

931-1294 

教育1000-925 ݝ 

宜蘭縣ᓡ生ݝ 
9322634 

9322644 

宜蘭縣ᛩঅ9365206 ݝ 

宜蘭縣ਙࢌष會 9328822 

頭城鎮公所 9772371 

其他支援位 

家長會長  

校֖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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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ຏੌ࿓圖 

 

表 2-1-5、ຏփ韕 

ຏኙွ ຏփ韕 

顆防ၷ˂ᤞኘݝ(

 (所נ

ĵőő顆防分ၷ˂ᤞኘݝ(נ所)ႯĈຍᇙ是人文國民中小

學，ݺ是□□□（職稱）őőő（ࡩ名），大પőő點校փ有

őő棟建築，發生őő災害，目ছőő人員႞Ջ，有őő名

學生下ᆵլࣔ，բ進۩őő，ᓮޣ救援ăĶ 

 

2.2 災害防救資料蒐集災害防救資料蒐集災害防救資料蒐集災害防救資料蒐集 

學校之災害防救資料主要交由行政中心總務組負責調查蒐集，其餘則提供資料，並請校

內具有相關知識之老師進行協助，調查之項目包含災害潛勢資料、校園平面及空間配置、校

內各建物之平面配置以及校內曾發生之災害及災害特性分析。 

災害發生 

學校校ڜ中心 

災害分級 

縣、ؑਙࢌ教育ݝ 

教育ຝ校ڜ中心 

ઌᣂጥ位 

    級ظ級ظ級ظ級ظ

15 分ᤪփ電話ຏव 

2 小頗փ網路上ႚຏ

փ韕 

Ԭ級Ԭ級Ԭ級Ԭ級    

12 小頗փ網路上ႚຏ

փ韕 

ׇ級ׇ級ׇ級ׇ級    

2 ၜփ網路上ႚ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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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災害潛勢調查災害潛勢調查災害潛勢調查災害潛勢調查 

為掌握校園所在區域之災害潛勢資料，參考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製作之災害防救相關

圖 資 等 ， 或 政 府 部 門 公 布 之 災 潛 勢 資 訊 ， 如 中 央 地 質 調 查 所

(http://www.moeacgs.gov.tw/main.jsp)圖 2-2-1活動斷層圖，從圖 2-2-1中可知道目前本校附近

周邊並無斷層；圖 2-2-2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http://246.swcb.gov.tw/School/school-toknew.asp)所公布土石潛勢溪流位置圖，瞭解周邊之土石

流潛勢溪流，雖附近有可能之土石流，但經調查後發生率低，且距離本校上有一段距離；淹

水潛勢可參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http://ncdr.nat.gov.tw/chinese/default.asp)，所公布之資

料。 

 

 

圖 2-2-1、活動ឰ層圖 

(資料ࠐᄭ：ᆖᛎຝ中؇地ᔆ調查所) 

圖 2-2-2、土ੌفᑨႨᄻੌ位置圖(ᒤࠏ) 

(資料ࠐᄭ：۩ਙೃልᄐࡡ員會水土অݝ土ੌف

防災資訊網) 

 

 

2.2.2 校園平面及空間配置校園平面及空間配置校園平面及空間配置校園平面及空間配置 

藉由網路提供之電子地圖調查學校周邊環境，並繪製校區內之平面圖，以便做為避難逃

生路徑規劃之資料，如表 1-1-1，確實將校區內各棟建物之分布繪製清楚。 

2.2.3 校園各棟大樓樓層平面配置圖校園各棟大樓樓層平面配置圖校園各棟大樓樓層平面配置圖校園各棟大樓樓層平面配置圖 

說明學校每一棟建物樓層之平面配置狀況，可為未來災害疏散逃生動線規劃或救助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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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在繪製每一樓層平面圖時，宜將每一樓層隔間之教室、班級名稱或實驗室名稱同

時註明，該樓層中之防災硬體設備配置位置亦宜標明，如表 1-1-3。 

2.2.4 校園歷年災害與災害特性分析校園歷年災害與災害特性分析校園歷年災害與災害特性分析校園歷年災害與災害特性分析 

針對歷年校園災害事件或災害潛勢分析之說明，以便未來能優先針對危害度較高之災害

擬定專篇計畫，而後逐年增訂其他災害類別之專篇計畫，並逐年編列經費將現有防災缺失逐

步改善。 

一、歷年災害 

本校蒙受之災害類型主要包含地震、颱風、水災、坡地災害、火災、傳染病災害、實驗

室與實習場所災害以及交通事故等災害，歷年災害之情形統計如表 2-2-1，確實紀錄歷年受災

之類型，及校內財務損失之狀況。 

二、災害特性分析 

校內災害特性分析由總務組邀請專家學者協助分析，針對學校地理位置若鄰近邊坡或斷

層帯，則宜考量邊坡地滑或鄰近斷層帯所可能造成災害之風險。針對地處地勢低窪地區之學

校，則宜考量短暫豪大雨所造成淹水災害之風險，確實分析校內之潛在災害並做災損評估，

如表 2-2-2。 

表 2-2-1、校園ࠃਚอ計表(ᒤࠏ) 

頗 間

日期 

ಖ ᙕ

ᒳ號 

災 害

ᣊী 

發 生 地

點 

災害១૪ 災害ჾ؈ 災 ൣ   ൣ

形 人員 財務˂設備 

 001 靨災 科 技 大

樓 

ᎌॸॿ，造

ګ ࿗ ֪ ధ

裂，ॸ水大入

教 室 փ 造 ګ

水ă 

無႞Ջ 塊 ᨚ 及 փ

ຝ設備 

ႛ  財 物 ჾ

 ؈

災 人־ 002  文 大

樓 電 ᆰ

教室 

ڂ 電 ᒵ 走 ־

造ګă 

無႞Ջ 電 ᆰ 教 室

փ 設 備 全

ᄤă 

ႛ  財 物 ჾ

 ؈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 

(1) 根據學校受災時間進行紀根據學校受災時間進行紀根據學校受災時間進行紀根據學校受災時間進行紀錄錄錄錄。。。。 

(2) 填寫災害類型填寫災害類型填寫災害類型填寫災害類型、、、、受災範圍受災範圍受災範圍受災範圍、、、、受災情形以及應對狀況受災情形以及應對狀況受災情形以及應對狀況受災情形以及應對狀況(後續處理情形後續處理情形後續處理情形後續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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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ᑨڇ災害分࣫表(ᒤࠏ) 

ĵ靨災Ķᑨڇ災害分࣫表 

ી災ᄭ Ꮘ靨֧ದऱ校園災害 

ી災 本校校園及ઌᣂ設ਜ 

ᑨڇ災害 

校園փ老៱建築或᎘鋼架建築，無ऄ࠹ࢭᏈ靨ܬă 

教室॰࿗未上᠙，ᔡᏈ靨ܬۖధჾă 

Ꮘ靨ܬದऱᆵ物，ᚰ中建築物之॰࿗ੲᑿă 

ᖙ場॰未ࡳࡐܬ靼ă 

校園փऱक़౻ᖫ木未ᖞ鞈、ࡳࡐ，ᔡᏈ靨ܬ靼ă 

ᙁ電ᒵ路ᔡ߆靨ܬᆵ，有路之ᇄă 

災ჾေ۷ 

校ॐ靼Ⴥă॰࿗ੲᑿధჾă 

ᖙ場᧯育設ਜჾᡏă 

क़౻ᖫ木މឰă 

電ᒵ走־ી災ă 

ĵ地ᔼĶᑨڇ災害分࣫表 

ી災ᄭ 地ᔼ 

ી災 本縣為ဗ৳ᎏࣨჇ及ᑛࣨࠅჇᐳᚰ，ൄ發生地ᔼ 

ᑨڇ災害 

 靼Ⴥăৢࢪ.1

2.ᔼ৵־災ă 

3.ኔ᧭室有害頾᧯外ਜ਼ă 

4.外ᛥ磚ൾᆵă 

5.學校建築物ᛥ柱ჾᡏă 

災ჾေ۷ 

ൎ顝地ᔼऱ災ჾ所造ګऱჾ؈ല為ኰૹ，ೈԱ建築物與財物ऱჾ؈

外，ڂ為學生集中ڇ教室上課，ڇڕ上課頗間發生ൎ顝地ᔼ，ലױ౨ข

生人員ऱૹ大႞Ջൣࠃă 

ĵ־災Ķᑨڇ災害分࣫表 

ી災ᄭ 電頾路或࣐ᗏᗏᗈ 

ી災 本校校園及ᒵ路老֏或መሉ之ઌᣂ電頾設ਜ或用־場所 

ᑨڇ災害 

1.၌መԼ年未ޓང之老៱ᒵ路ă 

2 電Ժመሉ之電頾設備ă 

 電設備ă༻ڍ長ᒵ上༺有መ.3

ਜ工、放置休്或ᐒࡉᄅ建教室ईዪ中Ծ有電෬ڕ)ᄭ־ᗏ頕有֧࣐.4

休گڃ置入࣐ᗏ־鞝(ڕᄿᆳ) 

5.ᐓࢪ、塊ᨚ等ױ౨用ई、用־場所ă 

災ჾေ۷ 

ೈԱ建築物、設備與財物，ࡳ其所ᐙ之ᒤۖီ؈ऱჾګ災所造־.1

ऱჾ؈外，ڂ為學生集中ڇ教室上課，־ڕ災ᖺᄿ៚ᗈ۟正ڇ上課之班

級，ലױ౨ข生人員ऱႹ႞、ᗈ႞或ૹ大႞Ջൣٵ，ࠃ頗ٍױ౨ᐙ未

 之教學活動ă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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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校園災害防救教育訓練校園災害防救教育訓練校園災害防救教育訓練校園災害防救教育訓練 

災害防救教育為提升學校師生災害防救認知與技能之方法之一，由課務組邀請學者或消

防局人員舉辦防災教育相關之講座或各項逃生器材使用方法及逃生方式，並在校內舉辦活

動、宣導等方式(如校內公布欄張貼各項災害相關宣傳海報，定期舉辦校內防災相關比賽，如

防災書法或防災警語比賽等)，針對各項有關天然與人為災害生成原因、危險性說明，加強本

校師生對於各項災害之瞭解。 

為確實提升本校教職員工生於災害時之應變能力，於寒暑假過程中邀請學者、曾任救災

工作之人員至本校演講並要求校內所有導師、教職員工參加。並於每學年固定安排時間，由

班群或家族為單位，向學生宣導災時之避難需知，必要時可跨班群或領域聯合於戶外實地操

演。 

2.4 校園災害防救演練校園災害防救演練校園災害防救演練校園災害防救演練 

為使災害發生時各教職員工生能快速避難並啟動應變分組執行救災，由總務組規劃演練

內容，各組人員協助辨理，務求使校園災害演練能順利執行。 

演練目的在於使人員熟悉不同災害情境之應變作為，並提升應變技能，短期在學校人力、

資源有限之情況下可以每年逐棟或逐區來進行應變演練，逐年完成全校應變演練之規劃，或

配合多次各樓層或各棟小規模演練後，每年有一次中大規模或全校災害之演練。針對每年或

每次演練之缺失應於下年或下次演練規劃前即加以改進，提昇整體災害應變能力。 

學校每年至少應舉辦 1-2 次應變計畫演練(除消防防護計畫外亦宜考量其他災害類型之演

練)，演練情境可依該年度規劃重點進行腳本研擬。演練可依各年級施行或以樓層(棟別)為劃

分，依據可能發生之災害類型、規模，依實際需求來設計實務演練，如通訊對講機練習、避

難疏散演練、警報測試與廣播等。演練計畫之擬定必須基於以下基本觀念： 

一、研擬演練計畫之前，必須先有充分的「情境假定」，並以學校所面臨的實際問題為主。 

二、至少應包含緊急避難、救護、收容之細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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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必須明定各執行程序之權責編組及銜接介面。  

四、必須確保所需的應變時所需的資源與人力。  

五、在演練的過程中，所有作業均隨著時序有詳細的紀錄，以利事中查證及事後重構與檢討。 

2.5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經費編列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經費編列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經費編列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經費編列 

總務組每年應針對提升校內防災能力編列經費，此經費之用途為維護校內硬體減少致災

因素、整備校內之防災器具以及提升教職員工生之防災素養等，此經費不得挪為其他用途使

用。編列之項目如下： 

一、防災宣導手冊及教材。 

二、儲備物資。 

三、防災教育講座。 

四、防災/救災訓練 

五、災害應變演練。 

六、救災設備。 

七、其他。 

歷年災害防救計畫經費編列統計表如表 2-5-1所示。 

 

表 2-5-1、ᖵ年災害防救計ᆖ၄ᒳ٨อ計表 

年度 ᒳ٨ᆖ၄ 

(ᆄց) 

ച۩ૹ點 工܂項目փ韕 

(යࠏᜰנ) 

ᆖ၄ࠐᄭ 

96 2000 ց �防災導֫冊及教ޗ 

�ᚏ備物資 

■防災教育ᝑ座 

■防災˂救災ಝᒭ 

�災害應變ዝᒭ 

�救災設備 

 ■۞ᤂ(100ʸ) 

�教育ຝᇖܗ(  ʸ) 

�縣ؑਙࢌᇖܗ(  ʸ) 

�其他(  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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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97 2000 ց �防災導֫冊及教ޗ 

�ᚏ備物資 

■防災教育ᝑ座 

■防災˂救災ಝᒭ 

�災害應變ዝᒭ 

�救災設備 

�其他 

 ■۞ᤂ(100ʸ) 

�教育ຝᇖܗ(  ʸ) 

�縣ؑਙࢌᇖܗ(  ʸ) 

�其他(  ʸ)  

98 2000 ց �防災導֫冊及教ޗ 

�ᚏ備物資 

■防災教育ᝑ座 

■防災˂救災ಝᒭ 

�災害應變ዝᒭ 

�救災設備 

�其他 

 ■۞ᤂ(100ʸ) 

�教育ຝᇖܗ(  ʸ) 

�縣ؑਙࢌᇖܗ(  ʸ) 

�其他(  ʸ)  

99 2000 ց �防災導֫冊及教ޗ 

�ᚏ備物資 

■防災教育ᝑ座 

■防災˂救災ಝᒭ 

�災害應變ዝᒭ 

�救災設備 

�其他 

 ■۞ᤂ(100ʸ) 

�教育ຝᇖܗ(  ʸ) 

�縣ؑਙࢌᇖܗ(  ʸ) 

�其他(  ʸ)  

100 無 �防災導֫冊及教ޗ 

�ᚏ備物資 

■防災教育ᝑ座 

■防災˂救災ಝᒭ 

�災害應變ዝᒭ 

�救災設備 

�其他 

 ■۞ᤂ(100ʸ) 

�教育ຝᇖܗ(  ʸ) 

�縣ؑਙࢌᇖܗ(  ʸ) 

�其他(  ʸ)  

2.6 災害應變器材整備與分配災害應變器材整備與分配災害應變器材整備與分配災害應變器材整備與分配 

在災害來臨時，因救災資源之送達往往時程較長，因此學校在災時自救顯得相當重要，

在外部救災資源送達前先進行救援之工作，搜尋因受災而造成受困之學生，並針對受傷之教

職員工生進行緊急處置，以期能於災害時第一時間協助學校內之教職員生進行避難。 

為增加災害應變之搶救時效，總務組必須視學校實際情形來整備災害應變器材(表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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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每月一次定期進行檢查，若器材損壞或超過使用期限需進行替換，而整備之器材需放置於

固定地點進行管理，主要整備之器材項目包含有個人防護具、檢修搶救工具、急救器材、安

全管制工具、通訊聯絡器材等。個人防護具為保護搶救人員之裝備，防止救災人員轉變為受

災之人員；檢修搶救工具為搶救時可能用到之器材；急救器材為防止受傷人員因受傷流血過

度以致不及送醫之緊急包紮止血處理，待道路聯通情形再行將受傷之人員外送；安全管制工

具為將受損之建物劃定危險區域警戒及交通指揮之工具；通訊聯絡器材為搜救人員間之相互

聯絡或通報校外單位協助救援。 

表 2-6-1、災害應變ᕴࠠᖞ備表(ᒤࠏ) 

ᣊ

ܑ 

應變ᕴޗ 數ၦ 位 ژ放 

位置 

備註 

鞄

人

防

ᥨ

ࠠ 

១࣐式Ցᆝ    鞄   

工֫܂鞽    ᠨ   

ર有ᖲᄫᕪ֫鞽    ᠨ  ױ置於各使用地點或校փ應變ᕴޗᚏ放ژ放ă 

રᎨᨕ֫鞽    ᠨ  ױ置於各使用地點或校փ應變ᕴޗᚏ放ژ放ă 

工܂ቁ(ױર有ᖲ

ᄫᕪ或રᎨᨕ或

防ᄶ) 

   ᠨ  ီױᏁ၇ᔞᅝ之數ၦʿࠀ配ٽ各式防ᥨ۪之

ઠᚮࠀ置於應變中心ᕴޗ室中集中ጥ或校փ

應變ᕴޗᚏ放ژ放ă 

置於應ࠀᏁ၇ᔞᅝ之數ၦʿီױ，全ᕀ  ᠨ  ࠠᥨຉ鋼頭ڜ

變中心ᕴޗ室中集中ጥ或校փ應變ᕴޗᚏ放

ژ放ă 

ᛀ

鞈

ჿ

救

工

ࠠ 

備用൷頭、ጥᒵ

等 

   鞄  ಾኙױ౨ข生ਜ਼ዥ之ጥᒵ或൷頭，應有備ޗ以ࠎ

ጹ৺ޓངă 

ధᡏ工ࠠ組    組  ಾኙ人員ჿ救頗ױ౨所Ꮑ之ధᡏ工ࠠ，ڕ電ᙏ、

ᑁථ、࣌頭等，ױ於ॺ防ᡨ使用ă 

ਉൺ工ࠠ    ೋ  ಾኙ人員ჿ救頗ױ౨所Ꮑ之ਉൺ工ࠠ，ڕႽ、

ᢶ子等ă((((ၢޘী學校應ᄷ備ร一頗間ჿ救用之ၢޘী學校應ᄷ備ร一頗間ჿ救用之ၢޘী學校應ᄷ備ร一頗間ჿ救用之ၢޘী學校應ᄷ備ร一頗間ჿ救用之

工ࠠ工ࠠ工ࠠ工ࠠ，，，，ڕՏְ頂ڕՏְ頂ڕՏְ頂ڕՏְ頂、、、、ईᚘ೪ईᚘ೪ईᚘ೪ईᚘ೪、、、、照ࣔ設備照ࣔ設備照ࣔ設備照ࣔ設備、、、、頿頾等頿頾等頿頾等頿頾等ăăăă)))) 

ฝ動式發電ᖲ    組  110˂220˩-3000˪，ጹ৺ࠎ電用ă 

   水ᖲ    組ࢼ

堚ੑᖲ    組   

ං水ᕴ    支   

   鞄    ץޥ

ᖒ水ࣨ    鞄   

ృ及二頿֏ጙ    組  ױ為֫༼式，ױ置於校փ各場所ॵ२ژ放ă၆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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ᄰ־ᕴ Ꮪᕴঞ應ەၦ水ჾ或ృۆ之ംᠲ，ڼڂ建議

使用二頿֏ጙᄰ־ᕴ，܀ኙ於യຨ़間ঞ應ەၦ

使用二頿֏ጙᄰ־ᕴᄰ־頗之頿ംᠲ，ۖᖙ܂

ृՈ應小心使用，以避֫܍ຝ鞒႞之ױ౨ă 

৺

救

ᕴ

 ޗ

ᖜ架    組  ױ為ኹᦤ式ᖜ架或ࡳࡐ式ᖜ架ăૉەၦ႞൛ױ౨

有֏學ۆࢤ，ঞ應有(ࢹױඵ式)ೈݩۆ之ආ

，以ޡॣࠎೈۆă 

心৺救設備    組  এ指小ী១࣐式電ᚰ設備，建議應ڇ有᠔生或ᥨ

Փڇ頕ܗ࠰頗使用ă 

৺救箱    組  為一৺救所Ꮑ之ޗ料及ᢐ，應ࡳ期ᛀ查與ޓ

ᄅă 

頿頾      ࠎ৺救ࠎ頿用ă 

অᄊ用大ֻཹ    件   

   鞄    ࣨࡳࡐ

 ᄅăޓ期ᛀ查與ࡳ生ై      應ݼ

ኬࢤఐ備用ᢐ    ၢޘী學校應ᄷ備ࡳࠀ期ᛀ查與ޓᄅă 

ڜ

全

ጥ

ࠫ

用

工

ࠠ 

࡙間ᤞقᗉ    組  為ך電式ă 

࡙間ٌຏ指揮ཧ    組  為電ۃ式ă 

ٌຏ指揮હ心    件  ֘٠ীă 

֫電    支  ፋ٠ীă 

᥋式ཆᜢᕴ    鞄  電ۃ 9-12˩ă 

ຏ

訊

聯

絡 

大鞥大電話֫ᖲ    支   

無ᒵ電ኙᝑᖲ(ॵ

ᚘڬী發話ᕴ) 

   支   

 

2.7 開設災民收容所規劃與實施開設災民收容所規劃與實施開設災民收容所規劃與實施開設災民收容所規劃與實施(適用於被地方政府指定為收容場所適用於被地方政府指定為收容場所適用於被地方政府指定為收容場所適用於被地方政府指定為收容場所) 

本校於災害發生後被地方政府指定為緊急之避難收容場所，依縣市應變中心之需求開放

部分校區收容附近之居民。 

一、收容所規劃原則 

收容區之劃設以校長及行政中心成員開會進行決定，原則上收容之居民為附近之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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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區與學區需劃分仔細，在生活收容區之民眾以不影響災害復課之進行為原則。劃設上需

注意此區域是否具潛在災害之危害、收容所之收容人數等，各收容所需有負責人員進行管理

(表 2-7-1)。 

二、收容所之開設 

學校收容所負責人依指揮官(校長)指示開放收容所收容受災民眾，並於收容所門口發放

受災民眾人員識別證(表 2-7-2)；避難引導組引導災民前往收容所進行避難，並以戶為單位安

置居民；搶救組以戶為單位要求居民填寫收容所登記表(表 2-7-3)以方便管理，並尋求村里自

助隊協助定時巡視收容所周遭以防宵小於災時行不義之行為。 

表  韕所總配置表گ、2-7-1

ᒳ號 گ韕所 

名稱 

建築構造 樓層 負責人 聯絡電話 ڜ置人數 備註(代

負責人) 

01 大活動教

室 

RC 地上

3 層 

連禹森 977-3396 20 ࣥ㥠ᖋ 

註：1.گ韕所名稱ࠉ建物(場所)名稱ۖࡳă 

2.樓層ႊᐊࣔ地上及地下之樓層數ă 

3.ၲ設ႉࠉݧᒳ號ۖࡳă 

表  災人員ᢝܑᢞ࠹、2-7-2

 災民ฒ及師生ᢝܑᢞ࠹

ᒳ號：őőőő              ڜ置گ韕所：人文國民中小學 

 ：名ࡩ

 □□□□□□□□□□：號ڗ分ᢞߪ

۰址：őő縣őő鎮őő里őő鄰őő路őőőőőőݫőő號őő樓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 

(1) 此此此此識別證於災時發予受災人員識別證於災時發予受災人員識別證於災時發予受災人員識別證於災時發予受災人員。。。。 

(2) 識別證上需填寫基本資料識別證上需填寫基本資料識別證上需填寫基本資料識別證上需填寫基本資料、、、、安置地點安置地點安置地點安置地點。。。。 

(3) 此證於此證於此證於此證於災時可拿出使用災時可拿出使用災時可拿出使用災時可拿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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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韕所࿆ಖ表گ、2-7-3

ᒳ號： 

ĵ人文國民中小學Ķ災害災民ጹ৺ڜ置گ韕所࿆ಖ表 

填表人： 

家長ࡩ名 

(֪長) 
 

۰址 

ޘ    里   

鄰     路    

     ݫ     

號    樓 

 災࠹

日期 
年   月    日 

ڗᢞٝߪ

號 
 

災民 

 ᄭࠐ

 所ࠐ۩۞□

□  位 ಬ ࠐ

（           ） 

家韨人Ց

數 

٥   

人 

 人  ߊ)

Ֆ  人) 

電話  

 韕گ

日期 

۰進頗間： 

   年    月     日    

頗 

ᠦၲ頗間： 

     年    月     日    

頗 

ᠦ所 

ֱ式 

□۞۩१家 □ڜඈ座

߫ 

家ᘣ᥆ࡩ

名 
 

۰മ 

分配 

□有ฑ： 

□ߊ：ߪ□ Ֆ□ 

۰֪ 

ີ 
 

聯絡ᘣױ

֖ 
 

電

話 
 

ᔡ ࠹ ჾ

害ൣ形 
 

備註：本表࿆طಖ員ᓤᐊ一式ࠟٝף።圖ಖร一ٝղ災民ఎژ，ร二ٌٝطჿ

救組ڜ置گ韕之基本人ࠃ資料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 

(1) 此表填寫收容場所中安置此表填寫收容場所中安置此表填寫收容場所中安置此表填寫收容場所中安置人員的目前家庭狀況人員的目前家庭狀況人員的目前家庭狀況人員的目前家庭狀況。。。。 

(2) 此表於災時可拿出使用此表於災時可拿出使用此表於災時可拿出使用此表於災時可拿出使用。。。。] 

2.8 校園危險建物與危險設施之警戒標示校園危險建物與危險設施之警戒標示校園危險建物與危險設施之警戒標示校園危險建物與危險設施之警戒標示 

總務組於每學期開學前巡視校內之建物及設施，巡視之重點對象為校內老舊之建物及電

器設備，發現可能致災之建物與設施應立即張貼臨時警告標示，並自行改善或尋求校外專業

人員協助，若於開學時仍無法獲得改善，須劃定警戒區，張貼明顯標示，並於開學時周知所

有學童，並要求各家族導師於上課前再次告知，總務組人員於危險設施、建物未獲得改善前

須不定時巡視，待獲改善後始能拆除警告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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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第三篇第三篇第三篇 地震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地震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地震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地震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 

3.1 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 

總務組需針對地震災害進行相關調查，其調查項目校園災害潛勢區、校園設施等資料，

並對校園實驗室儀器、設備與校內建築物之設施進行危險評估並將所調查出危險之項目進行

改善，降低災害來臨時可能帶來之危害，關於災害潛勢調查，總務組可請校外專業技師公會

團體協助，災前工作事項流程如圖 3-1-1。 

 

圖  調查ੌ࿓圖ࢤ۞、3-1-1

3.1.1 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 

一、調查範圍 

檢視校園內之建物及其周邊於災害時是否有產生危害之可能，並且利用建築設施耐震檢

查表(表 3-1-1)，針對建築物中之主要結構進行檢視，並判定建物是否符合安全，若不符合安

全簡述需改善之內容。 

二、調查時機與原則 

原則上總務組每半年應進行一次校園環境安全維護狀況評估，並將記錄評估結果留存，

不合格項目將立即改善處理。若不合格項目需專業之專責人員時，將聘請專業技師或專業技

術輔導團體加以檢測或鑑定，以確保全校教職員工生於平時或災時之安全。若震度 5 級發生

校園ᛩቼ۞ࢤ調查 

 頴ٽ頴 լٽ

校園ᛩቼڜ全ޏ 

(ᝮᓮ專ᄐ技師ܗ࠰) 

 頴ٽ頴 լٽ

്၀ᜯ頗ᤞݹᑑ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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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總務組須立即進行校園環境安全狀況檢查與評估，並採取適度措施。 

表 3-1-1、建築設ਜરᔼᛀ查表 

ᛀ查人：                                    ᛀ查日期： 

ᛀ查建築物名稱(地點)： 

項目 ᛀီࣹრ點 ᛀ查࣠ ޏ日期 ޏփ韕 

 頴ٽ頴 լٽ

॰ 校॰॰᠙ᖙ܂使用正ൄă     

樓梯॰、ᥳ൴॰使用正ൄă     

教室॰、᠙使用正ൄă     

鞍韧॰使用正ൄă     

࿗ ࿗֪(木࿗及ᔱ࿗)使用正ൄă     

ᛥ 外ᛥ外磚無鞚ᆵ及裂縫現ွă     

外ᛥईዪ無鞚ᆵ、ಯۥ，սঅ٠ធ度ă    

փᛥ無נ現裂縫現ွă     

ᛥ無傾斜、裂縫現ွă     

֚क़ࣨ 梁有無傾斜ᚋ裂現ွă     

֚क़ࣨ無ܧ現ᚋ裂現ွă     

֚क़ࣨ無ईዪๅᆵ或ൾᆵ水ࣽჇă     

֚क़ࣨޗᔆޗ料無ػᢒॿ入或ధჾă     

地下室 ኙ於լؘ之地下室ၲՑղ以ຨă     

走廊 走廊地面平ࡖ，無裂縫ןൣ形ă     

校ॐ增建廊ၸᎲ൷യኔۖڜ全ă     

ৢ頂 ৢ頂使用無ᐙ校ॐ建築ڜ全ă     

ৢ頂有無裂縫、靼Ⴥऱ現ွă     

ৢ頂ऱ四周ڜ全、ᛥ或᥏ޝ正ൄă    

樓梯 樓梯֫ݿ無ឰ裂ధჾă     

樓梯ऱ地面無裂縫ൣ況ă     

樓梯間ᇘ置照ࣔ設備ă     

樓梯間ࠠࣔ᧩ᑑق、ᑑᒵă     

柱 柱無傾斜、ᚋ裂現ွă     

柱與地面無裂縫現ွă     

᥏ޝ ᥳᔆࡉլ鏽鋼ᔆ᥏ޝ無ឰ裂ൣ況ă     

水ࣽ᥏ޝ無裂縫、傾斜現ွă     

木ᔆ᥏ޝ無ፍᥓ現ွă     

ኔ᧭室 ኔ᧭室ᢐ឵ࡳࡐ、無傾斜現ွă     

 ：日期：                              頤人ګݙ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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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校園環境安全改校園環境安全改校園環境安全改校園環境安全改善善善善 

針對建築設施耐震檢查表(表 3-1-1)勾選之不合格項目進行改善並填寫改善內容，若有無

法改善之項目，且該項目有危及教職員工生安全之虞慮時，應張貼臨時警告標識，並聘請專

業技術人員協助改善。 

3.2 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 

工作項目含災害應變組織之運作、災害發生時學生安全之確保、學生安全疏散、收集受

災情況與受災情況回報、緊急救護與救助實施、緊急安置收容與家長聯繫，及緊急避難與收

容場所之開設等內容，災害應變工作流程如圖 3-2-1。 

 

圖 3-2-1、災害應變工ੌ܂࿓圖 

3.2.1 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 

為使地震災害發生後學校能快速執行避難救助之行動，宜將應變啟動時機以及各應變小

組所擔負之作業明確定義，方能於適當之時機召集進行災情分析以及進行避難救助之行動。 

一、應變小組啟動時機 

學校之緊急應變小組，於地震災害發生啟動，其啟動時機包括： 

(一)地方政府成立應變中心時。 

(二)上級指示成立時。 

災害應變࿓ݧ 

災ൣຏ 

避難งཋ之ቤ與ച۩ 

ጹ৺救ᥨ與救ܗ 

ᄤჾ建物與設ਜ之ᤞݹᑑق 

ඔ動ष۰֪與家長之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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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位於災區受到災損時。 

(四)校長視地震災情程度啟動應變小組以應付災情等。 

二、災害通報 

為適時掌握校園事件，加速處理應變，依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公告

之分級與內容進行通報。 

三、各應變小組擔負之任務 

各應變小組之應變工作項目於災前須確實劃分，以便災時能快速動員，各小組於災時之

工作分配如下，各組應變項目如表 3-2-1。 

表 3-2-1、應變小組應變ࠃ項ĩ地ᔼ災害Ī 

職職職職  稱稱稱稱 任任任任    務務務務 

指揮官 
一、 負責指揮、督導、協調一切事宜並召開危機處理會議。 

二、 依情況調動各組之間相互支援。 

發言人 
一、 蒐集資料並撰寫新聞稿。 

二、 負責統一對外發言，例如：回答上級、家長等諮詢。 

副指揮官 

一、 通報中心受災情形、目前處置狀況等。 

二、 聯絡對外協助單位，如鄉鎮衛生所、家長志工或其他相關單位支援。 

三、 確定各組所需支援項目，並請支援人員至各組提供所需協助。 

搶救組 

一、 受災之教職員工與學童之搶救與搜救。 

二、 清除障礙物協助逃生。 

三、 強制疏散不願避難之教職員工與孩童。 

四、 在合理範圍內處理地震所引起之災害，如火災…等。 

五、 準備搶救時所需器材：圓鍬、鋤頭、滅火器、照明設備、工地帽以及紅背心。 

通報組 

一、 通報縣市教育主管單位（教育局處）及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

已疏散人數、收容地點、災情等。 

二、 聯絡學生家長，回答家長諮詢。 

三、 登錄全校學生狀況（例如：受傷情形、家長是否接回…）。 

四、 負責蒐集、評估、傳播和使用有關災害、資源與狀況發展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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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災害應變ੌ࿓圖[地ᔼ災害] 

避難引導組 

一、 平常擬定緊急疏散防災地圖（疏散路線和集合地點），以及師生教育訓練。 

二、 災時協助教職員工及孩童緊急疏散及安置。 

三、 在疏散集和地點設置服務台，提供協助與諮詢。 

四、 協助避難至學校民眾之緊急所需。 

五、 協助發放生活物資、糧食及飲水。 

六、 各項救災物之登記、造冊、保管及分配。 

七、 協助設置警戒標誌及交通管制。 

八、 維護學校及避難收容場所之安全。 

緊急醫護組 
一、 檢傷分類、基本急救、重傷患就醫護送。 

二、 平常急救常識宣導。 

輔導組 

一、 安撫未受傷害學生情緒及輔導。 

二、 班群總導師統一彙整各班群學生狀況，並回報通報組。 

三、 家族主導師留置家族中，副導師、專任教室，統一由副指揮官調配工作任務。 

支援組 
一、 統整家長志工，製作志工名冊。 

二、 將可協助人員名單提供副指揮官，統一分派工作。 

災害發生 

日 ॺ日 

校長ܒឰൣႨ 

發ؒᤞ৺應變 

ᔚ靹人員ٻ校長ຏ 

٣ࠀᜯ頗應變 

ٖ教職員工 

應ጐݶ१校 

校長१校ီࠀ災ൣ聯 

絡ઌᣂ應變人員ࠩ校 

應變人員ࠩ校 

 ܫ領ၷٻࠀ

教職員工ٻ 

所᥆領ၷࠩ 

各班導師ച۩ 

ጹ৺應變動܂ 

 ݧ應變࿓ࡨၲ

縣、ؑਙࢌ教育ݝ 

教育ຝ校ڜ中心 

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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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災情通報災情通報災情通報災情通報 

災情通報主要目的為爭取時效、掌握先機，快速將災害情報傳達，進行快速之搶救作業；

藉由廿四小時的值勤機制，即時協助處理校園緊急危安事件，以有效維護校園整體之安全、

安寧。 

為有效協助本校處理事件，減少事件之損害程度，依照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

點之規定進行通報。 

3.2.3 避難疏散之規避難疏散之規避難疏散之規避難疏散之規劃劃劃劃與執行與執行與執行與執行 

一、避難疏散規劃 

對於校內人員平時應加強防災演練，藉由演練各種災害應變演習，加強人員對於疏散動

線的熟悉程度，使得在實際災害發生時，能有效增加緊急疏散的效率。總務組每學期末前，

應擬定緊急疏散地圖(疏散路線和疏散地點)，並調查避難路線是否暢通，如有障礙物時應立

即清除，並於新學年度公告周知教職員工、避難引導人員及相關人員。 

(一)避難疏散原則及流程 

校園疏散主要以人員疏散為主，因此在規劃疏散計畫時，對疏散時機之認定非常重要，

而疏散時機為意外狀況有擴大之虞或對人員可能造成生命威脅時，須即刻通知人員進行疏

散。本校避難引導組規劃之緊急疏散流程如圖 3-2-3 所示。考量本校特殊師生之需要，給予

必要之疏散協助。 

(二)避難疏散動線規劃 

疏散路線的規劃不應只有一條(尚需規劃替代路線)，以因應災害情境變化，校園疏散路

線應盡量避開有潛在地震危險的地方，並於規劃後標示於逃生路線圖上。集結地點的選擇宜

考慮適當之安全距離，選擇附近沒有潛在危險地區及可容納部分或全部師生疏散人員之場

所，於事故發生時能依疏散路線，各棟建築物應規劃避難引導人員作適當管制進行人員疏散

引導。各棟建築物應規劃避難引導人員如表 3-2-2 所示，疏散路線如圖 3-2-4。 

(三)避難疏散集合場所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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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疏散集合場所應選擇無地震災害威脅之場所，儘量以空地或綠地為宜，第一時間疏

散集合場所為空地，最終疏散集合場所為運動場如圖 3-2-4。 

二、避難疏散之執行 

(一)指揮官在接受教育局的命令或自行判斷災情之下，可決定發布疏散命令之時間，並回報

至其教育主管單位及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 

(二)緊急疏散時各家族老師或任課老師應確認該班學生出席狀況及學生安全狀況，並依指示

就地避難或依避難逃生路線將學生帶領至安全地點集合。 

(三)避難引導人員在引導避難時，應注意行動不便或有特殊情況的學生。 

(四)避難疏散過程發現學生、教職員工發生意外時，救護人員應迅速實行救護行動。 

(五)清點學生人數並上報指揮官，如學生避難情形調查表如表 3-2-3。 

表 3-2-2、各棟建築物避難֧導人員表(地ᔼ災害ᒤࠏ) 

棟ܑ 樓層ܑ 班級或辦公所 避難֧導人員 備註 

人
文
大
樓

 
1 樓 

۩ਙ中心 

˚23 班群 

ˬoyo 家族 

๗ཕໃ 

上課老師 

2 樓 
᎖導組、調育中心 

國 
上課老師 

3 樓 ˚45 班群 上課老師 

科
技
大
樓

 

1 樓 ˚6789 班群 

ࣥ子為 

上課老師 

2 樓 ˚6789 班群 上課老師 

3 樓 ˚6789 班群 上課老師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 

(1) 依各棟建築物配置疏散引依各棟建築物配置疏散引依各棟建築物配置疏散引依各棟建築物配置疏散引導人員導人員導人員導人員，，，，並建表留存學務處並建表留存學務處並建表留存學務處並建表留存學務處。。。。 

(2) 此表於災時可拿出使用此表於災時可拿出使用此表於災時可拿出使用此表於災時可拿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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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學生避難งཋൣ形調查表(地ᔼ災害ᒤࠏ) 

班群  家族  家族老師  

應ࠩ人數  ኔࠩ人數  

學生ڜ全ൣ形ܫ 

學生ࡩ名 ጹ৺聯絡人 聯絡電話 ڜ全ൣ況 備註 

  ᓮ未ࠩ校□᠋؈□Ջڽ□႞࠹□   

  ᓮ未ࠩ校□᠋؈□Ջڽ□႞࠹□   

  ᓮ未ࠩ校□᠋؈□Ջڽ□႞࠹□   

  ᓮ未ࠩ校□᠋؈□Ջڽ□႞࠹□   

  ႞人數࠹

  Ջ人數ڽ

  人數᠋؈

ᓮ未ࠩ校人數  

٥計人數  

 

圖 3-2-3、ጹ৺避難งཋੌ࿓圖 

地ᔼ發生 

指揮官ܒឰ災ൣެࡳ 

發ؒ༉地避難或งཋ 

各班上課老師ᒔᎁ 

學生ڜ全無ᇄ 
導師ڜᐿ學生 

等ৱ指揮官指ق 

ፂ避難或放學ڃ家 

งཋ 
ፂ༉地避難 

堚點學生人數ࠀ上指揮官ĩĩĩĩ表表表表 3333----2222----3333ĪĪĪĪ 

 ऱ避難地點ࡳऱงཋ路ᒵࠩ指ࡳ照指ࠉ

ĩĩĩĩ圖圖圖圖 3333----2222----4444ĪĪĪĪ 

༉地܂ጹ৺避難 

 ܂অᥨ動᧯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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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圖 3-2-4、全校避難路ᒵ圖(地ᔼ災害ᒤ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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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緊急救護與救助緊急救護與救助緊急救護與救助緊急救護與救助 

校園周遭醫療資源大多無法與該都市區域行政里界相符合，因此搶救組應研議跨行政

區、里界及其鄰近區域醫療單位，協調相互支援機制，建立臨時救護站(保健室)，學校平時

於防災演練上宜加強宣導，以增加師生們防災意識與救助效率。 

一、建立校內急救物資、搶救器材及周遭醫院聯絡清冊 

醫療組將校內備有之急救物資、搶救器材登錄造冊(表 3-2-4)，詳細記錄數量及放置地點，

急救及搶救器材通常包含：個人防護具、搶救工具、急救器材等。建立周遭醫院(診所)之聯

絡清冊(表 3-2-5)，內容需詳實記載聯絡方式及地址，災時能將重傷患即時送往能夠進行救護

之地點。 

二、定期檢視急救用品並更新 

醫療組每月應確認急救器材之內容，檢查是否短缺並將放置日期過久之用品進行替換，

須保持存放急救用品容器之清潔，確保急救用品不受污染。 

三、教導學生簡易包紮急救助之知識 

於班群、家族師間或其他安排之宣導時間，由上課老師教導學生簡易包紮、搬運傷患之

知識。在災害發生時，藉由身邊之同學相互幫助增加獲救之機會；視災害情形，由教導課程

之導師引導學生於災害中協助救護。 

四、建立緊急救護及救助流程 

災害後至避難地點確認師生人數，由搶救組之人員前往受災地區搜尋未逃出之師生，並

進行初步之急救措施，爾後再送至避難地點，救護救助流程如圖 3-2-5。 

五、執行救助及救護作業 

(一)尋找傷患並搬運至緊急救護場所 

搶救組前往避難地點確認失蹤人數，基本上以 3 人為一團隊，視失蹤人數由指揮官決定

派遣團隊前往，團隊應攜帶擔架及急救箱。至現場後進行人員搜救，搜救出之人員由團隊中

之緊急救護人員進行初步包紮，之後將傷患送往避難地點。 

(二)緊急包紮、外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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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人員將傷患送達避難場所，緊急救護人員仔細檢查傷患之傷勢並包紮，人手不足可

從學生中挑選有能力之自願者協助救護，若傷患傷勢嚴重須聯絡附近醫院(診所)將重傷之傷

患送往。 

表 3-2-4、৺救、ჿ救ᕴޗ一ᥦ表(地ᔼ災害ᒤࠏ) 

ᣊܑ 應變ᕴޗ 數ၦ 位 ژ放位置 備註 

鞄 人

防 ᥨ

ࠠ 

 

១࣐式Ցᆝ  鞄   

工֫܂鞽  ᠨ   

ર有ᖲᄫᕪ֫鞽  ᠨ  ױ置於各使用地點或校փ應變ᕴޗᚏ放

ژ放ă 

રᎨᨕ֫鞽  ᠨ  ױ置於各使用地點或校փ應變ᕴޗᚏ放

ژ放ă 

工 ܂ ቁ ( ױ ર 有

ᖲᄫᕪ或રᎨᨕ

或防ᄶ) 

 ᠨ  ီױᏁ၇ᔞᅝ之數ၦʿࠀ配ٽ各式

防ᥨ۪之ઠᚮࠀ置於應變中心ᕴޗ室中

集中ጥ或校փ應變ᕴޗᚏ放ژ放ă 

Ꮑ၇ᔞᅝ之數ၦʿီױ，全ᕀ  ᠨ  ࠠᥨຉ鋼頭ڜ

室中集中ጥ或校ޗ置於應變中心ᕴࠀ

փ應變ᕴޗᚏ放ژ放ă 

ჿ 救

工ࠠ 

備用൷頭、ጥᒵ

等 

 鞄  ಾኙױ౨ข生ਜ਼ዥ之ጥᒵ或൷頭，應有

備ޗ以ࠎጹ৺ޓངă 

ధᡏ工ࠠ組  組  ಾኙ人員ჿ救頗ױ౨所Ꮑ之ధᡏ工ࠠ，

於ॺ防ᡨױ，頭等࣌、電ᙏ、ᑁථڕ

使用ă 

ฝ動式發電ᖲ  組  110˂220˩-3000˪，ጹ৺ࠎ電用 

顆 防

ᕴޗ 

ృ及二頿֏ጙ

ᄰ־ᕴ 

 組  ױ為֫༼式，ױ置於校փ各場所ॵ२ژ

放ă၆ૹᏚᕴঞ應ەၦ水ჾ或ృۆ

之ംᠲ，ڼڂ建議使用二頿֏ጙᄰ־

ᕴ，܀ኙ於യຨ़間ঞ應ەၦ使用二頿

֏ጙᄰ־ᕴᄰ־頗之頿ംᠲ，ۖᖙ܂

ृՈ應小心使用，以避֫܍ຝ鞒႞之ױ

౨ă 

৺ 救

ᕴޗ 

ᖜ架  組  ױ為ኹᦤ式ᖜ架或ࡳࡐ式ᖜ架ăૉەၦ

႞൛ױ౨有֏學ۆࢤ，ঞ應有(ࢹױඵ

式)ೈݩۆ之ආ，以ޡॣࠎೈۆă 

心৺救設備  組  এ指小ী១࣐式電ᚰ設備，建議應ڇ有

᠔生或ᥨՓڇ頕ܗ࠰頗使用ă 

৺救箱  組  為一৺救所Ꮑ之ޗ料及ᢐ，應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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ᛀ查與ޓᄅă 

頿頾    ࠎ৺救ࠎ頿用 

ຏ 訊

聯絡 

大鞥大電話֫ᖲ  支   

無 ᒵ 電 ኙ ᝑ ᖲ

( ॵ ᚘ ڬ ী 發 話

ᕴ) 

 支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 

填寫地震災害發生時需應用之救災器具填寫地震災害發生時需應用之救災器具填寫地震災害發生時需應用之救災器具填寫地震災害發生時需應用之救災器具，，，，詳列其功用詳列其功用詳列其功用詳列其功用、、、、數量及存放地點數量及存放地點數量及存放地點數量及存放地點。。。。] 

 

表 3-2-5、鄰२᠔᛭ᖲᣂጹ৺救ᥨ聯絡堚冊(地ᔼ災害ᒤࠏ) 

ᒳ號 ᠔ೃ或်所名稱 聯絡電話 ˂ 地 址 備註 

1 
頭城鎮 

照ո်所 

9774133 

頭城鎮ٳ壁路 88  27 號 

ᇠ᠔ೃ۟學校距ᠦ：0.5 公里 

ᇠ᠔ೃ救ᥨ߫ࣂױ學校່頗間：1.5 分ᤪ 

ᇠ᠔ೃ৺်ຝ॰ױ韕ݩ位：無  ݩ 

ᇠ᠔ೃࠎ༽ױ之᠔᛭ࣚ務項目： 

■壄യ縫ٽ技 

為પ܂ٽ᠔ೃ否Ĉ□是■否 

2 
ᄻၢ 

 ᠔ೃࡉޖ

9886996 

ᄻၢᄻ路四 129 號 

ᇠ᠔ೃ۟學校距ᠦ：12 公里 

ᇠ᠔ೃ救ᥨ߫ࣂױ學校່頗間：6 分ᤪ 

ᇠ᠔ೃ৺်ຝ॰ױ韕ݩ位：4Д10  ݩ

ᇠ᠔ೃࠎ༽ױ之᠔᛭ࣚ務項目： 

■壄യ縫ٽ技■物ᘬᇬࣚ務 

■ᇞᕪ༼ࠎ 

為પ܂ٽ᠔ೃ否Ĉ□是■否 

3 
宜蘭ؑ 

ၺࣔॵ設᠔ೃ 

9325192-5192 

宜蘭ؑᄅ民路 152 號 

ᇠ᠔ೃ۟學校距ᠦ：17 公里 

ᇠ᠔ೃ救ᥨ߫ࣂױ學校່頗間：12 分ᤪ 

ᇠ᠔ೃ৺်ຝ॰ױ韕ݩ位：20Д50  ݩ

ᇠ᠔ೃࠎ༽ױ之᠔᛭ࣚ務項目： 

■壄യ縫ٽ技■物ᘬᇬࣚ務 

■ᇞᕪ༼ࠎ 

為પ܂ٽ᠔ೃ否Ĉ□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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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鎮 

໑ფ᠔ೃ 

9543131-1131 

ᢅࣟ鎮ত࣑ဩ 83 號 

ᇠ᠔ೃ۟學校距ᠦ：26 公里 

ᇠ᠔ೃ救ᥨ߫ࣂױ學校່頗間：20 分ᤪ 

ᇠ᠔ೃ৺်ຝ॰ױ韕ݩ位：46~100  ݩ

ᇠ᠔ೃࠎ༽ױ之᠔᛭ࣚ務項目： 

■ᗈᗍ႞ఐࢪ■壄യ縫ٽ技 

■物ᘬᇬࣚ務■ᇞᕪ༼ࠎ 

為પ܂ٽ᠔ೃ否Ĉ□是■否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 

填寫此表前填寫此表前填寫此表前填寫此表前，，，，調查周遭可用之醫療資源調查周遭可用之醫療資源調查周遭可用之醫療資源調查周遭可用之醫療資源，，，，並紀錄可提供之醫療項目並紀錄可提供之醫療項目並紀錄可提供之醫療項目並紀錄可提供之醫療項目。。。。] 

 

圖 3-2-5、救ᥨ救ੌܗ࿓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學校依照緊急救護時序繪製流程圖學校依照緊急救護時序繪製流程圖學校依照緊急救護時序繪製流程圖學校依照緊急救護時序繪製流程圖。。。。] 

 

3.2.5 毀損建物與設施之警戒標示毀損建物與設施之警戒標示毀損建物與設施之警戒標示毀損建物與設施之警戒標示 

災害發生過後，避難引導組須檢視校內之建物是否有傾倒之危險，針對可能具危險之建

築物設立警戒線或標示，並定期派員前往巡視，避免人員進入造成二次傷害。 

一、警戒標示流程 

在地震災害過後，許多建築物可能會產生結構上之破壞，難以於第一時間內進行補強，

故須劃定危險區域拉起警戒線，必要時定時派員前往巡視，確認無學生進入拿取物品，流程

圖如圖 3-2-6。 

二、警戒線(警告標示)設置 

地震災害過後，由搶救組確認建築物無師生滯留，避難引導組若認定此建築物與設施為

 ᔼመ৵

ჺሎ႞൛ 

ጹ৺ץฮ 

۞۩ᠦگ װ韕႞൛ ૹ႞൛外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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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時，避難引導組之人員須立即設立警戒線(警告標示)，警告師生不可靠近，並且定時派

遣人員進行巡視，派遣巡視之人員以 2人為一組為原則，警戒設置判定如表 3-2-6。 

 
圖 3-2-6、ᤞੌݹ࿓圖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學校依警戒時序繪學校依警戒時序繪學校依警戒時序繪學校依警戒時序繪製流程圖製流程圖製流程圖製流程圖。。。。] 

表 3-2-6、建築物ٲᙠࡳܒ表 

 ჾᡏण況 有(中度、ᣤૹ) 無(᎘პ) 

1 建築物ᖞ᧯Ⴥ陷、ຝ分Ⴥ陷、上ຝ構與基៕ᙑၲ   

2 建築物ᖞ᧯或ຝ分樓層ࣔ᧩傾斜   

3 建築物柱、梁ჾᡏ，ᛥᕻᚋ裂   

4 ᏼᆵ物與傾靼物ٲ害ൣ形   

5 鄰२建築物傾斜、ధᡏ，ᐙ本建築物之ڜ全   

6 
建築基地或鄰२地表ၲ裂、下陷、邊ࡕഽᄶ、ᖒ土ᛥ靼

Ⴥ、土ᣦ֏ 
  

7 
其他(رڕཎጥధ裂رཎ外ᄨ、電ᒵൾᆵ、有頾᧯外

ᄨ等) 
  

資料ࠐᄭ：ᔼ災৵ٲᙠ建築物ጹ৺ᦸ܂ࡳᄐ基ᄷ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1) 以目視檢視方式勾選此表以目視檢視方式勾選此表以目視檢視方式勾選此表以目視檢視方式勾選此表，，，，並將並將並將並將判定結果上報指揮官判定結果上報指揮官判定結果上報指揮官判定結果上報指揮官，，，，此表於災害需建置於此表於災害需建置於此表於災害需建置於此表於災害需建置於

總務組總務組總務組總務組。。。。 

(2) 此表於災時可拿出使用此表於災時可拿出使用此表於災時可拿出使用此表於災時可拿出使用。。。。] 

3.2.6 啟動社區住戶與家長之協助啟動社區住戶與家長之協助啟動社區住戶與家長之協助啟動社區住戶與家長之協助 

由指揮官主導並偕同通報組與社區志工、家長會或校友會，協調災時所能提供的搶救災

資源及人力部署支援，通報組需建立支援機構之通訊錄(表 2-1-4)，以便於災時得以第一時間

請求所需支援。指揮官亦可請求社區提供具有專長的社區志工名單，協助學校搶救災之進行。 

地ᔼ災害መ৵ 

ᛀီ建物與設ਜ 

ᤉᥛ使用 

員ࡳ頗߲ီ 

 ᒵݹದᤞࢮ

及設置ᤞܫᑑق 

 ᙠٲ 全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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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第四篇第四篇第四篇 颱風颱風颱風颱風、、、、水災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水災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水災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水災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 

4.1 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 

一、風災 

為降低颱風來臨時所造成之損失，針對戶外之懸掛物及校內之樹木，總務組需派員定期

查看，固定懸掛物、修剪樹枝，避免遭強風吹落造成災害。 

二、水災 

總務組應調查校內容易受風害及容易淹(積)水之區域、校園設施等資料，並對校園儀器、

設備與建築物進行危險評估並將所調查出危險之項目進行改善，降低災害來臨時可能帶來之

危害，自主性調查流程如圖 4-1-1。 

 
圖  調查ੌ࿓圖ࢤ۞、4-1-1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學校依校內自主檢查步驟繪製流程圖學校依校內自主檢查步驟繪製流程圖學校依校內自主檢查步驟繪製流程圖學校依校內自主檢查步驟繪製流程圖。。。。] 

4.1.1 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風災風災風災風災 

一、調查範圍 

檢視校園內之建物及其周邊於災害時是否有產生危害之可能，並且利用校園環境安全檢

查表(表 4-1-1)，針對建築物中之結構進行檢視，並勾選建物是否符合安全若不符合安全，簡

述須改善之內容。 

二、調查時機與原則 

總務組第一、三學期開學前應進行校園環境安全維護狀況評估，並記錄評估結果留存，

不合格項目將立即改善處理。若不合格項目之改善需專業人員協助時，由總務組聘請專業技

師或專業技術輔導團體進行改善協助，以確保全校教職員工生之安全。若氣象局發布海上颱

風警報或豪雨特報時，總務組須立即進行校園環境安全狀況檢查與評估，並採取適度措施。 

校園ᛩቼ۞ࢤ調查 

 頴ٽ頴 լٽ

校園ᛩቼڜ全ޏ 

(ᝮᓮ專ᄐ技師ܗ࠰) 



43 

表 4-1-1、校園ᛩቼڜ全ᛀ查表 

ᛀ查人：                                      ᛀ查日期： 

ᛀ查建築物名稱(地點)： 

項目 ᛀီࣹრ點 ᛀ查࣠ ޏ  ݙ

 日期ګ

 փ韕ޏ

 頴ٽ頴 լٽ

॰ 校॰॰᠙有無ჾ害，ᖙ܂使用是否正ൄă     

樓梯॰、ᥳ൴॰有無ჾ害ਚᎽ，使用是否正ൄ     

教室॰、᠙有無ჾᡏ，使用是否正ൄă     

鞍韧॰有無ჾᡏ，使用是否正ൄă     

࿗ ࿗֪(木࿗及ᔱ࿗)有無ჾᡏਚᎽ，使用是否正ൄ     

࿗֪ੲᑿ有無ధჾ現ွ，是否౨ᖒ靨ॸă     

網架有無鏽ჾ、ឰ裂現ွă     

     靼Ⴥă࣐լ、ࡐ߂ᇘ是否ॺൄڜ

֚क़

ࣨ 

֚क़ࣨ有無ܧ現ᚋ裂現ွă     

֚क़ࣨ有無ዥ水ऱ現ွă     

֚क़ࣨޗᔆޗ料有無ػᢒॿ入或ధჾă     

地下 

室 

地下室ආ٠ຏ靨用之小ী࿗֪，有無設置ᖒ水防܂ࠎ

水ڜ全設ਜă 
本校無地下室 

ኙ於լؘ之地下室ၲՑ有無ղ以ຨă 

ᔞᅝ位置設۞動ࢼ水ᖲ，以ࠎᙟ頗水之用ă 

電梯˂

電梯

ܾ 

電梯ܾ有無ક磚ॴ水或ף設ַ水ă     

߫༖有無٣ࠃ༼֒۟樓層ೖ放ă     

電梯ܾփ有無ࢼඈ水ߓอ，ૉ有ᗨ水۞動ղ以ඈೈă    

走廊 走廊地面是否平ࡖ，有無裂縫ןൣ形ă     

走廊ඈ水是否正ൄ，未ߠᗨ水ă     

ৢ頂 ৢ頂有無ዥ水現ွă     

ৢ頂有無裂縫、靼Ⴥऱ現ွă     

ৢ頂ऱ四周ڜ全、ᛥ或᥏ޝ有無ჾᡏă     

樓梯 樓梯ऱ地面有無裂縫ൣ況ă     

樓梯間有無ᇘ置照ࣔ設備ă     

樓梯間有無ࣔ᧩ᑑق、ᑑᒵă     

其، 校փ外ඈ水ߓอ無ॴᡶă     

校փᖒ水॰是否正ൄ使用ă     

֪外ᣬ物ࡳլᄀ頚ă     

 ：日期：                                 頤人ګݙ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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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A 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水災水災水災水災(適用於有水災威脅之學校適用於有水災威脅之學校適用於有水災威脅之學校適用於有水災威脅之學校) 

一、調查範圍 

檢視校園內之建物及其周邊於災害時是否有產生危害之可能，並且利用校園環境安全檢

查表(表 4-1-2)，針對校內設施進行檢視，若不符合安全，簡述須改善之內容。 

二、調查時機與原則 

總務組每學期開學前應進行校園環境安全維護狀況評估，並記錄評估結果留存，不合格

項目將立即改善處理。若不合格項目之改善需專業人員協助時，由總務組聘請專業技師或專

業技術輔導團體進行改善協助。若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時，總務組須立即進

行校園環境安全狀況檢查與評估，並採取適度措施。 

表 4-1-2、校園ᛩቼڜ全ᛀ查表 

ᛀ查人：                                      ᛀ查日期： 

ᛀ查建築物名稱(地點)： 

項目 ᛀီࣹრ點 ᛀ查࣠ ޏ  ݙ

 日期ګ

 փ韕ޏ

 頴ٽ頴 լٽ

࿗ ࿗֪(木࿗及ᔱ࿗)有無ჾᡏਚᎽ，使用是否正

ൄă 

    

࿗֪ੲᑿ有無ధჾ現ွ，是否౨ᖒ靨ॸă     

網架有無鏽ჾ、ឰ裂現ွă     

     靼Ⴥă࣐լ、ࡐ߂ᇘ是否ॺൄڜ

地下室 ܂ࠎ地下室ආ٠ຏ靨用之小ী࿗֪，有無設

置ᖒ水、防水ڜ全設ਜă 
本校無地下室 

ኙ於լؘ之地下室ၲՑ有無ղ以ຨă 

ᔞᅝ位置設۞動ࢼ水ᖲ，以ࠎᙟ頗水之用ă 

電 梯 ˂ 電

梯ܾ 

電梯ܾ有無ક磚ॴ水或ף設ַ水ă     

߫༖有無٣ࠃ༼֒۟樓層ೖ放ă     

電梯ܾփ有無ࢼඈ水ߓอ，ૉ有ᗨ水۞動ղ

以ඈೈă 

    

走廊 走廊地面是否平ࡖ，有無裂縫ןൣ形ă     

走廊ඈ水是否正ൄ，未ߠᗨ水ă     

其، 校փ外ඈ水ߓอ無ॴᡶă     

校փᖒ水॰是否正ൄ使用ă     

 ：日期：                                 頤人ګݙޏ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 

(1) 依校內各依校內各依校內各依校內各建築物現況填寫調查表建築物現況填寫調查表建築物現況填寫調查表建築物現況填寫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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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目視檢視方式調查校內建築於建構及周邊設施之安全性以目視檢視方式調查校內建築於建構及周邊設施之安全性以目視檢視方式調查校內建築於建構及周邊設施之安全性以目視檢視方式調查校內建築於建構及周邊設施之安全性，，，，並說明並說明並說明並說明改善之情改善之情改善之情改善之情

形形形形。。。。 

(3) 此表於平時調查使用此表於平時調查使用此表於平時調查使用此表於平時調查使用，，，，並並並並建檔於建檔於建檔於建檔於總務組總務組總務組總務組。。。。] 

 

4.1.2 校園環境安全改善校園環境安全改善校園環境安全改善校園環境安全改善-風災風災風災風災 

針對校園環境安全檢查表(表 4-1-1)所勾選之不合格項目進行改善並填具校園環境安全檢

查表之改善內容。若於颱風豪雨來臨前有無法改善之項目而有受災之虞時，須採取臨時之應

變措施(堆砂包、封閉窗戶或劃定區域禁止進入、拆除懸掛物等)已降低災害所帶來之影響。 

4.1.2.A 校園環境安全改善校園環境安全改善校園環境安全改善校園環境安全改善-水災水災水災水災(適用於有水災威脅之學校適用於有水災威脅之學校適用於有水災威脅之學校適用於有水災威脅之學校) 

針對校園環境安全檢查表(表 4-1-2)所勾選之不合格項目進行改善並填具校園環境安全檢

查表之改善內容。 

若於颱風豪雨來臨前有無法改善之項目而有水災之虞時時，須採取臨時之應變措施(砂

包、封閉窗戶或劃定區域禁止進入等)已降低災害所帶來之影響。 

若校園常受淹水(積水)之危害，則應採取減災工程(如提高校園高程，增設抽水機加高校

園四周高程等措施)。 

4.2 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 

包含災害來臨前之戒備、應變組織之運作、收集受災情況與受災情況回報、災害發生時

學生安全之確保、學生安全疏散、確認疏散安全情形、緊急救護與救助實施等必要措施，風

水災害應變工作流程如圖 4-2-1。 

 
圖 4-2-1、靨水災害應變工ੌ܂࿓圖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學校依應變事項繪製流程圖學校依應變事項繪製流程圖學校依應變事項繪製流程圖學校依應變事項繪製流程圖] 

災害應變࿓ݧ 

災ൣຏ 

ೖ課放學งཋ之ቤ與ച۩ 

ጹ৺救ᥨ與救ܗ 

ᜯ災ݹ備 

ඔ動ष۰֪與家長之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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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臨災戒備臨災戒備臨災戒備臨災戒備 

接獲氣象局預報有颱風或豪雨來襲時，指揮官(校長或代理人)須待在校區內下達指令，

發布停課指示或疏散一樓教室之人員；避難引導組人員巡視校內之門窗(擋水門)是否緊閉，

假若氣象局預測將有狂風產生，須針對校內玻璃做適當處置、校內若有易掉落之裝飾，選擇

強化固定之方式或將裝飾收起，先搬移到適當場所存放，並確認災害發生後使用之緊急應變

之工具是否齊全，如有缺漏或損壞立即告知總務組將項目補齊或替換。 

4.2.2 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 

為使災害發生後學校能快速執行避難救助之行動，宜將應變啟動時機以及各應變小組所

擔負之作業明確定義，以便於災時迅速召集相關人員於適當集結地點進行災情分析及進行任

務分配。 

一、應變啟動時機 

學校之緊急應變組織，應於災害發生時視時機啟動，其啟動時機包括： 

(一)上級指示成立時。 

(二)學校位於災區受到災損時。 

(三)氣象局發布強烈颱風警報或停止上課指示。 

(四)校長考慮校內可能受災情形啟動應變組織以應付災情等。 

二、災害通報 

為適時掌握校園事件，加速處理應變，依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公告

之分級與內容進行通報。 

三、各應變組織擔負之任務 

將各應變小組之應變工作項目確實劃分，以便災時之快速動員，各小組於災時之工作項

目分配如下，各組主要應變項目如表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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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應變小組應變ࠃ項ĩ靨水災害Ī 

應變項目 負責組 ܗ࠰組 應變工ࠃ܂項 

災ൣຏ ຏ組 無 
ࡳᄐ點之܂件ຏࠃ全及災害ڜ照校園ࠉ.1

ല災害進۩分級ຏă 

ೖ課放學之

ቤ與ച۩ 

避難֧導組 無 
1.避難֧導組ޢ學期أছ，應ᚵࡳጹ৺ೖ課放學ง

ཋ路ᒵă 

2.各棟建築物應ቤ避難֧導人員ڕ表 4-2-2 所

圖ڕงཋ路ᒵ，ق 4-2-4ă 

3.߲ီ校園ࠀᛀ查॰࿗是否ጹຨă 

 ᛀ頤堚Ķດ一ᛀ頤ă܂照ĵ防Ꮘ建物組工ࠉ.4

ጹ৺救ᥨ與

救ܗ 

᠔᛭組 無 
1.應ઔ議ሀ۩ਙ、里及其鄰२域᠔᛭位，

 調ઌյ支援ᖲࠫă࠰

2.ല校փ備有之৺救物資、ჿ救ᕴ࿆ޗᙕ造冊(表

4-2-4)，ᇡาಖᙕ數ၦ及放置地點ă 

ലࠀ之փ韕，ᛀ查是否ޗ月應ᒔᎁ৺救ᕴޢ.3

放置日期መՆ之用進۩ཙངă 

 人員堬水靪物等支援ăښఎࠎ༽.4

校園ఎښ ჿ救組 無 
點Ķ܂人員工ښ照ĵఎࠉࠀ人員ăښඈఎڜ.1

ă 

 ：ޗ人員ᕴښఎࠎ༽.2

、全༐、ॸ۪、ॸᕀ、無ᒵ電、֫電、ઌᖲڜ

電ۃ、ઌᣂ工ࠠ（ڕ防水ؒ、木ࣨ、ץޥċ等ă 

ඔ動ष۰

֪與家長之

 ܗ࠰

ຏ組 無 ຏ組Ꮑ建立支援ᖲ構之ຏ訊ᙕ(表 於ࠀ，(2-1-4

災頗以ร一頗間ᓮޣ所Ꮑ支援ă 

 อ，ຏव家長ăߓ用១訊ܓ

ඔ動家族聯絡網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 

填寫各應填寫各應填寫各應填寫各應變項目之負責小組變項目之負責小組變項目之負責小組變項目之負責小組、、、、協助小組協助小組協助小組協助小組，，，，並敘述應進行之作業事項並敘述應進行之作業事項並敘述應進行之作業事項並敘述應進行之作業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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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災害應變ੌ࿓圖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學校依應變時序繪製應變流程圖學校依應變時序繪製應變流程圖學校依應變時序繪製應變流程圖學校依應變時序繪製應變流程圖。。。。] 

 

4.2.3 災情通報災情通報災情通報災情通報 

災情通報主要目的為爭取時效、掌握先機，快速將災害情報傳達，進行快速之搶救作業；

藉由廿四小時的值勤機制，即時協助處理校園緊急危安事件，以有效維護校園整體之安全、

安寧。 

為有效協助本校處理事件，減少事件之損害程度，依照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

點之規定進行通報。 

4.2.4 停課放學疏散之規劃與執行停課放學疏散之規劃與執行停課放學疏散之規劃與執行停課放學疏散之規劃與執行 

一、停課放學之規劃與執行 

發ؒᏈ靨ᤞ 

進۩防Ꮘൻਜ 

縣ؑਙࢌ 

ؒೖ課放學 

發ؒᎌॸ
顠 

縣ؑਙࢌ 

ؒೖ課放學 

校長或代人 
 ឰൣႨ發ؒጹ৺應變ܒ

或ඔ動防Ꮘ小組 

避

難

֧

導

組 

ຏ



組 

ჿ

救

組 

᠔

᛭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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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組每學期末前，應擬定停課放學緊急疏散地圖(疏散路線和疏散地點)，第一時間之

避難疏散路線可結合放學路線進行規劃，並於新學年度公告周知教職員工、避難引導人員及

相關人員。 

(一) 停課放學疏散原則及流程 

校園疏散主要以人員疏散為主，因此在規劃疏散計畫時，對疏散時機之認定非常重要，

而疏散時機為氣象局發布強烈颱風警報或發布停課指示、校長考量校內可能受災(淹水)自行

宣布疏散避難指示。本校避難引導組規劃之緊急疏散流程如圖 4-2-3 所示，如若來不及疏散

則須暫時收容所有教職員工生待風雨過後始能讓學生自行離去。 

考量本校特殊師生(如有身心障礙之教職員生)之需要，給予必要之疏散協助，如指定專

人協助避難，並提供適當之輔具協助避難。 

(二) 停課放學疏散動線規劃 

各棟建築物應規劃避難引導人員作適當管制進行疏散引導。各棟建築物應規劃避難引導

人員如表 4-2-2 所示，疏散路線如圖 4-2-4，當所有聯外之路線皆淹水，則須將所有教職員工

生收容於學校建物二樓以上，並清點學生人數並上報指揮官(表 4-2-3)。 

二、停課放學疏散之執行 

(一)指揮官在接受教育局的命令或自行判斷災情之下，可決定發布疏散命令之時間，並回報

至其教育主管單位及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 

(二)緊急疏散時各家族老師或任課老師應確認該班學生出席狀況及學生安全狀況，並依停課

放學路線疏散學生。 

(三)避難引導人員在引導避難時，應注意行動不便或有特殊情況的學生。 

(四)避難疏散過程發現學生、教職員工發生意外時，救護人員應迅速實行救護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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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各棟建築物避難֧導人員表(靨水災害ᒤࠏ) 

棟ܑ 樓層ܑ 班級或辦公所 避難֧導人員 備註 

人
文
大
樓

 

1 樓 

۩ਙ中心 

˚23 班群 

ˬoyo 家族 

๗ཕໃ 

上課老師 

2 樓 
᎖導組、調育中心 

國 
上課老師 

3 樓 ˚45 班群 上課老師 

科
技
大
樓

 

1 樓 ˚678 班群 

ࣥ子為 

上課老師 

2 樓 ˚678 班群 上課老師 

3 樓 ˚678 班群 上課老師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 

(1) 依各棟建築物配置疏散引導人員依各棟建築物配置疏散引導人員依各棟建築物配置疏散引導人員依各棟建築物配置疏散引導人員，，，，並建表留存學務處並建表留存學務處並建表留存學務處並建表留存學務處。。。。 

(2) 此表於災時可拿出使用此表於災時可拿出使用此表於災時可拿出使用此表於災時可拿出使用。。。。] 

表 4-2-3、學生避難งཋൣ形調查表(靨水災害ᒤࠏ) 

班群 家族  家族老師  

應ࠩ人數  ኔࠩ人數  

學生ڜ全ൣ形ܫ 

學生ࡩ名 ጹ৺聯絡人 聯絡電話 ڜ全ൣ況 備註 

  ᓮ未ࠩ校□᠋؈□Ջڽ□႞࠹□   

  ᓮ未ࠩ校□᠋؈□Ջڽ□႞࠹□   

  ᓮ未ࠩ校□᠋؈□Ջڽ□႞࠹□   

  ᓮ未ࠩ校□᠋؈□Ջڽ□႞࠹□   

  ႞人數࠹

  Ջ人數ڽ

  人數᠋؈

ᓮ未ࠩ校人數  

٥計人數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 

(1) 此表填寫學生避難情形此表填寫學生避難情形此表填寫學生避難情形此表填寫學生避難情形，，，，紀錄未點到名或受傷之學生紀錄未點到名或受傷之學生紀錄未點到名或受傷之學生紀錄未點到名或受傷之學生，，，，詢問該生導師其家長詢問該生導師其家長詢問該生導師其家長詢問該生導師其家長

(監護人監護人監護人監護人)之聯絡方式之聯絡方式之聯絡方式之聯絡方式，，，，填畢上報予指揮官知曉填畢上報予指揮官知曉填畢上報予指揮官知曉填畢上報予指揮官知曉。。。。 

(2) 此表於災時可拿出使用此表於災時可拿出使用此表於災時可拿出使用此表於災時可拿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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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ጹ৺避難งཋੌ࿓圖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學校依避難時序繪製避難流程圖學校依避難時序繪製避難流程圖學校依避難時序繪製避難流程圖學校依避難時序繪製避難流程圖。。。。] 

  

頾ွݝ發ؒൎ顝Ꮘ靨、ᎌॸ

ᤞ或ೖ課指ق 

指揮官發ؒ 

ጹ৺避難或งཋ 

༉地܂避難動܂ 

(ല學生گ韕۟建物二樓以上) 

งཋ 
避難 

堚點學生人數ࠀ上指揮官 

ĩĩĩĩ表表表表 4444----2222----3333ĪĪĪĪ 

 ऱงཋ路ᒵല學生ࡳ照指ࠉ

進۩งཋĩĩĩĩ圖圖圖圖 4444----2222----4444ĪĪĪ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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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避難路ᒵ圖(งཋᒤࠏ) 

[繪製繪製繪製繪製說明說明說明說明：：：：(1) 準備校內之平準備校內之平準備校內之平準備校內之平面配置圖面配置圖面配置圖面配置圖。。。。 

(2) 調查各棟建築之人口數調查各棟建築之人口數調查各棟建築之人口數調查各棟建築之人口數、、、、出口樓梯數及寬度出口樓梯數及寬度出口樓梯數及寬度出口樓梯數及寬度。。。。 

(3) 依出口樓梯數分配避難人口依出口樓梯數分配避難人口依出口樓梯數分配避難人口依出口樓梯數分配避難人口，，，，原則上以班級為單位原則上以班級為單位原則上以班級為單位原則上以班級為單位，，，，將建物之所有出口平均將建物之所有出口平均將建物之所有出口平均將建物之所有出口平均

分配鄰近班級之學生分配鄰近班級之學生分配鄰近班級之學生分配鄰近班級之學生。。。。不可將該棟所有學生誘導至同一出口不可將該棟所有學生誘導至同一出口不可將該棟所有學生誘導至同一出口不可將該棟所有學生誘導至同一出口，，，，若該棟建物僅若該棟建物僅若該棟建物僅若該棟建物僅

具唯一出口具唯一出口具唯一出口具唯一出口，，，，規劃規劃規劃規劃時依出口之近遠時依出口之近遠時依出口之近遠時依出口之近遠，，，，管制班級疏散順序管制班級疏散順序管制班級疏散順序管制班級疏散順序。。。。 

(4) 避難疏散路線與放學路線一致為原則避難疏散路線與放學路線一致為原則避難疏散路線與放學路線一致為原則避難疏散路線與放學路線一致為原則，，，，繪製避難疏散路線繪製避難疏散路線繪製避難疏散路線繪製避難疏散路線。。。。 

(5) 每日以避難疏散路每日以避難疏散路每日以避難疏散路每日以避難疏散路線線線線時施學生放學時施學生放學時施學生放學時施學生放學，，，，每學期末每學期末每學期末每學期末檢討修正檢討修正檢討修正檢討修正避難路線避難路線避難路線避難路線。。。。] 

 

4.2.5 緊急救護緊急救護緊急救護緊急救護與救助與救助與救助與救助 

一、建立校內急救物資、搶救器材及周遭醫院聯絡清冊 

醫療組將校內備有之急救物資、搶救器材登錄造冊(表 4-2-4)，詳細記錄數量及放置地點，

急救及搶救器材通常包含：個人防護具、搶救工具、急救器材等。建立周遭醫院(診所)之聯

絡清冊(表 4-2-5)，內容需詳實記載聯絡方式及地址，災時能將重傷患即時送往能夠進行救護

之地點。 

二、定期檢視急救用品並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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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組每月應確認急救器材之內容，檢查是否短缺並將放置日期過久之用品進行替換，

須保持清潔存放急救用品容器之清潔，確保急救用品不受污染。 

三、教導學生簡易包紮急救助之知識 

班群、家族時間或其他安排宣導時間，由上課老師教導學生簡易包紮、搬運傷患之知識。

在災害發生時，藉由身邊之同學相互幫助增加獲救之機會；視災害情形，由教導課程之導師

引導學生於災害中協助救護。 

四、建立緊急救護及救助流程 

災害後至避難地點確認師生人數，由搶救組之人員前往受災地區搜尋未逃出之師生，並

進行初步之急救措施，爾後再送至避難地點，救護救助流程如圖 4-2-5。 

五、執行救助及救護作業 

(一)尋找傷患並搬運至緊急救護場所 

搶救組前往避難地點確認失蹤人數，基本上以 3 人為一團隊，視失蹤人數由指揮官決定

派遣團隊前往，團隊應攜帶擔架及急救箱。至現場後進行人員搜救，搜救出之人員由團隊中

之緊急救護人員進行初步包紮，之後將傷患送往避難地點。 

(二)緊急包紮、外送 

搶救人員將傷患送達安置地點，緊急救護人員仔細檢查傷患之傷勢並包紮，人手不足可

從學生中挑選有能力之自願者協助救護，若傷患傷勢嚴重須聯絡附近醫院(診所)將重傷之傷

患送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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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救、ჿ救ᕴޗ一ᥦ表(靨水災害ᒤࠏ) 

ᣊܑ 應變ᕴޗ 數ၦ 位 ژ放位置 備註 

鞄人

防ᥨ

ࠠ 

១࣐式Ցᆝ  鞄   

工֫܂鞽  ᠨ   

Ꮑ၇ᔞᅝ之數ၦʿီױ，全ᕀ  ᠨ  ࠠᥨຉ鋼頭ڜ

室中集中ጥ或ޗ置於應變小組ᕴࠀ

校փ應變ᕴޗᚏ放ژ放ă 

ჿ救

工ࠠ 

備用൷頭、ጥᒵ等  鞄  ಾኙױ౨ข生ਜ਼ዥ之ጥᒵ或൷頭，應有

備ޗ以ࠎጹ৺ޓངă 

ధᡏ工ࠠ組  組  ಾ ኙ 人 員 ჿ 救 頗 ױ ౨ 所 Ꮑ 之 ధ ᡏ 工

於ॺ防ױ，頭等࣌、電ᙏ、ᑁථڕ，ࠠ

ᡨ使用ă 

ฝ動式發電ᖲ  組  110˂220˩Ę3000˪，ጹ৺ࠎ電用 

ฝ動式ࢼ水ᖲ  組   

ං水ᕴ  支   

   鞄  ץޥ

ᖒ水ࣨ  鞄   

৺救

ᕴޗ 

ᖜ架  組  ױ為ኹᦤ式ᖜ架或ࡳࡐ式ᖜ架ăૉەၦ

႞൛ױ౨有֏學ۆࢤ，ঞ應有 （ױ

ೈޡॣࠎ之ආ，以ݩۆඵ式） ೈࢹ

 ăۆ

心৺救設備  組  এ指小ী១࣐式電ᚰ設備，建議應ڇ有

᠔生或ᥨՓڇ頕ܗ࠰頗使用ă 

৺救箱  組  為一৺救所Ꮑ之ޗ料及ᢐ，應ࡳ期

ᛀ查與ޓᄅă 

頿頾    ࠎ৺救ࠎ頿用 

ຏ訊

聯絡 

大鞥大電話֫ᖲ  支   

無ᒵ電ኙᝑᖲ（ॵᚘڬ

ী發話ᕴ） 

 支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 

填寫颱風填寫颱風填寫颱風填寫颱風、、、、水災發生時需應用之救災器具水災發生時需應用之救災器具水災發生時需應用之救災器具水災發生時需應用之救災器具，，，，詳列其功用詳列其功用詳列其功用詳列其功用、、、、數量及存放地點數量及存放地點數量及存放地點數量及存放地點。。。。] 

 

 

 



56 

表 4-2-5、鄰२᠔᛭ᖲᣂጹ৺救ᥨ聯絡堚冊(靨水災害ᒤࠏ) 

ᒳ號 ᠔ೃ或်所名稱 聯絡電話 ˂ 地 址 備註 

1 
頭城鎮 

照ո်所 

9774133 

頭城鎮ٳ壁路 88  27 號 

ᇠ᠔ೃ۟學校距ᠦ：0.5 公里 

ᇠ᠔ೃ救ᥨ߫ࣂױ學校່頗間：1.5 分ᤪ 

ᇠ᠔ೃ৺်ຝ॰ױ韕ݩ位：無  ݩ 

ᇠ᠔ೃࠎ༽ױ之᠔᛭ࣚ務項目： 

■壄യ縫ٽ技 

為પ܂ٽ᠔ೃ否Ĉ□是■否 

2 
ᄻၢ 

 ᠔ೃࡉޖ

9886996 

ᄻၢᄻ路四 129 號 

ᇠ᠔ೃ۟學校距ᠦ：12 公里 

ᇠ᠔ೃ救ᥨ߫ࣂױ學校່頗間：6 分ᤪ 

ᇠ᠔ೃ৺်ຝ॰ױ韕ݩ位：4Д10  ݩ

ᇠ᠔ೃࠎ༽ױ之᠔᛭ࣚ務項目： 

■壄യ縫ٽ技■物ᘬᇬࣚ務 

■ᇞᕪ༼ࠎ 

為પ܂ٽ᠔ೃ否Ĉ□是■否 

3 
宜蘭ؑ 

ၺࣔॵ設᠔ೃ 

9325192-5192 

宜蘭ؑᄅ民路 152 號 

ᇠ᠔ೃ۟學校距ᠦ：17 公里 

ᇠ᠔ೃ救ᥨ߫ࣂױ學校່頗間：12 分ᤪ 

ᇠ᠔ೃ৺်ຝ॰ױ韕ݩ位：20Д50  ݩ

ᇠ᠔ೃࠎ༽ױ之᠔᛭ࣚ務項目： 

■壄യ縫ٽ技■物ᘬᇬࣚ務 

■ᇞᕪ༼ࠎ 

為પ܂ٽ᠔ೃ否Ĉ□是■否 

4 
ᢅࣟ鎮 

໑ფ᠔ೃ 

9543131-1131 

ᢅࣟ鎮ত࣑ဩ 83 號 

ᇠ᠔ೃ۟學校距ᠦ：26 公里 

ᇠ᠔ೃ救ᥨ߫ࣂױ學校່頗間：20 分ᤪ 

ᇠ᠔ೃ৺်ຝ॰ױ韕ݩ位：46~100  ݩ

ᇠ᠔ೃࠎ༽ױ之᠔᛭ࣚ務項目： 

■ᗈᗍ႞ఐࢪ■壄യ縫ٽ技 

■物ᘬᇬࣚ務■ᇞᕪ༼ࠎ 

為પ܂ٽ᠔ೃ否Ĉ□是■否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填寫此表前填寫此表前填寫此表前填寫此表前，，，，調查周遭可用之醫療資源調查周遭可用之醫療資源調查周遭可用之醫療資源調查周遭可用之醫療資源，，，，並紀錄可提供之醫療項目並紀錄可提供之醫療項目並紀錄可提供之醫療項目並紀錄可提供之醫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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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救ᥨ救ੌܗ࿓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學校依照緊急救護時序繪製流程圖學校依照緊急救護時序繪製流程圖學校依照緊急救護時序繪製流程圖學校依照緊急救護時序繪製流程圖。。。。] 

 

4.2.6 啟動社區住戶與家長之協助啟動社區住戶與家長之協助啟動社區住戶與家長之協助啟動社區住戶與家長之協助 

指揮官主導並偕同通報組與社區志工、家長會或校友會，協調災時所能提供的搶救災資

源及人力部署支援，通報組需建立支援機構之通訊錄(表 2-1-4)，並於災時得以第一時間請求

所需支援。指揮官亦可請求社區提供具有專長的社區志工名單，協助學校搶救災之進行。

災害發生 

ჺሎ႞൛ 

ጹ৺ץฮ 

۞۩ᠦگ װ韕႞൛ ૹ႞൛外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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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篇篇篇篇 火災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火災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火災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火災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 

5.1 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 

依照消防法規定撰寫消防防護計畫書，計畫書內容包含自衛消防編組、防火避難設施之

自行檢查、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與管理、及其他災害發生時之滅火行動、通報聯絡即避難引

導等、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防災應變之教育訓練、用火、用電之監督管理、防止

縱火措施、場所之位置圖、逃生避難圖及平面圖以及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等十項內容，

並於每年年底依學校狀況修正消防防護計畫書，確實執行本校之防火管理的必要事項。 

根據各類場所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之規定，學校須每年委託消防設備師(士)做檢

修申報之作業，並針對不合格之部分進行改善，確保火災發生時，各類消防設備能確實發揮

功能。 

5.1.1 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 

學校應調查周遭環境易因人為因素而發生災害的潛勢區地點（如表 5-1-1、5-1-2所示）。

並進行歷年學校災害紀錄調查，將災害日期、引發災害因素、災害類型、規模、地點，及受

損狀況作成受災紀錄表(如表 5-1-3所示)。並針對受災頻繁或易受災部份，進行必要的改善或

相關減災工作。 

表  ईీף、5-1-1

(校園周邊 100 公֡ᒤփ) 

校園周邊有無ףईీ ■無  □有，٥    座 

ᒳ號 ףईీ名稱 距ᠦ校距ᠦ 

01  距ᠦ校      公֡ 

表頴ࠐᄭ：教育ຝ 95 年度ĵ全國學校災害ᑨႨ資料ቤ與建置Ķ計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調查學校調查學校調查學校調查學校周遭周遭周遭周遭加油站數量加油站數量加油站數量加油站數量，，，，並詳加紀錄與學校間之距離並詳加紀錄與學校間之距離並詳加紀錄與學校間之距離並詳加紀錄與學校間之距離。。。。] 

表 5-1-2、֏工ᐗ及ف֏設ਜ 

(校園周邊 500 公֡ᒤփ) 

校園周邊有無ف֏ᐗ及設ਜ

 (ᑒ及分ᇘ場ژཎᚏرڕ)
■無  □有，٥    座 

ᒳ號 ֏工ᐗ及ف֏設ਜ名稱 距ᠦ校距ᠦ 

01  距ᠦ校      公֡ 

表頴ࠐᄭ：教育ຝ 95 年度ĵ全國學校災害ᑨႨ資料ቤ與建置Ķ計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調查學校周遭工廠數量調查學校周遭工廠數量調查學校周遭工廠數量調查學校周遭工廠數量，，，，並詳加紀錄與學校間之距離並詳加紀錄與學校間之距離並詳加紀錄與學校間之距離並詳加紀錄與學校間之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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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災ધᙕ表࠹災災害־、5-1-3

填表人：                                填表日期： 

災害日期 
֧ 發 災

害ైڂ 
 災ᣊী־

࠹ 災 地

點、ᒤ 
設ਜ、設備࠹ჾण況 備註 

98 年 6 月 

ڂ 電 ᒵ

走 ־ 造

 ăګ

C ᣊ־災（ׇ

ᣊ電ᕴ־災） 

人 文 大 樓

電ᆰ教室 

無人員႞Ջ 

電ᆰ教室փ設備全ᄤă 

ႛ  財

物ჾ؈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詳加紀錄過去發生的火災詳加紀錄過去發生的火災詳加紀錄過去發生的火災詳加紀錄過去發生的火災，，，，填寫火災發生日期填寫火災發生日期填寫火災發生日期填寫火災發生日期、、、、原因原因原因原因、、、、類型類型類型類型、、、、受災範圍受災範圍受災範圍受災範圍、、、、受損情受損情受損情受損情

形形形形。。。。] 

 

5.1.2 校園環境安全改善校園環境安全改善校園環境安全改善校園環境安全改善 

一、災害防救人員之整備編組 

為預防火災發生，平時應就校內災害防救業務進行火災預防管理編組。 

(一) 須設置管理權人與防火管理人。 

1.管理權人之職責共八項： 

(1)須選任位於管理或監督層次且具有能正當公正地執行防火管理業務的權限者為防火

管理人，使其推動防火管理業務。 

(2)指導監督防火管理上必要業務之推動。 

(3)申報消防防護計畫書。 

(4)消防安全設備之檢查維護之實施及監督。 

(5)管理權區分時，協同各管理權人制定共同消防防護計畫。 

(6)在防火管理人制定或變更消防防護計畫時，提供相關必要之指示。 

(7)申報防火管理人之遴用及解任 

(8)其他 

2.防火管理人之職責共十一項： 

(1)計畫之製作、檢討及變更。 

(2)用火、用電處理之指導及監督。 

(3)危險物品及相關設施之監督、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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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電器配線、電器、機械及用火設備之安全監督管理。 

(5)消防安全設備之檢查維護之實施及監督。 

(6)通報、滅火、避難訓練之實施。 

(7)對管理權人提出建議、請示及其他相關協調聯絡事項。 

(8)防火避難設施自主檢查及管理。 

(9)其他防止縱火之預防措施等防火管理上必要之事項。 

(10)管理權區分時，須將上揭各項事宜向共同防火管理人報告。 

(11)其他 

(二)根據消防法規定應針對場所內之防火避難設施、使用火氣設備、瓦斯設備、電器設施及

消防安全設備實施火災預防管理編組，以達防火管理業務分工分責之目的（如表 5-1-4所

示）。 

(三)由防火管理人名定各樓層、用途之防火責任者與防火員，其任務共有四項。 

1.輔佐防火管理人。 

2.有關火源使用之管理。 

3.有關防火避難設施、使用火氣設備、瓦斯設施、電器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危險物品設

施等之日常管理。 

4.地震時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之安全確認。 

(四)避難路徑之規劃與設定 

1.防火管理人應製作避難逃生路線圖，清楚標示各層消防安全設備位置，及通往室外之避

難逃生路線，張貼於顯而易見之位置。 

2.樓梯、走廊、出入口、通道等避難路徑不得放置物品。 

3.屋頂設有避難場所時，其屋頂及通往屋頂之避難路徑，不得放置妨礙避難之物品。 

4.平時教室門窗應保持正常動作，不得放置妨礙門窗機能之物品。 

5.避難路徑及滅火器、消防栓之周邊，應經常整理，不得放置妨礙逃生避難及滅火之物品。 

二、定期檢查校園設施及設備 

(一)定期針對使用火源、瓦斯、電器等設備實施檢查、管理，每月應檢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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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工時，應製作施工中限制使用火源及會同等之安全計畫。 

(三)防火管理人應對場所內之防火避難設施、用火用電設備器材、危險物品設施等之性能良

否實施自主檢查，其實施計畫應明訂於「防火管理自主檢查計畫」中。 

(四)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結果應詳細填寫。 

(五)為維護本場所消防安全設備平均保持其功能，每月進行一次自主檢查。 

(六)管理權人為維護管理消防安全設備，應訂定「消防安全設備之檢查實施計畫」 

(七)每年進行一次外觀檢查、機能檢查及綜合檢查，檢查結果依申報制度規定陳報消防機關。 

三、研擬搶救災資源運用機制 

(一)對於自衛消防隊之裝備(防災機具)，平時應定期清點項目與數量，建立清冊(如表 5-1-12

所示)，以利應變時使用，損壞或不足時，應予以汰換補充。 

(二)應定期檢查與維護保養防災機具，確保能正常運作，若有不足時應向上級教育單位申請

相關物資。 

四、實施防災教育訓練 

(一)防火管理人應積極參加消防機關或防火團體舉辦之講習會或研討會，同時應隨時對校內

相關人員辦理防火講習會或宣導會。 

(二)消防防護計畫之內容及教職員工之任務，應透過防災教育周知所有人員。 

(三)實施自衛消防編組訓練，使其於災害時能迅速展開活動。每次以四小時為主，並於十日

前先通報當地消防機關。 

(四) 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半年至少舉辦一次， 

(五) 定期實施災害演練，應每年進行一次以上假定訓練。 

 

 

 



62 

表  災ቃ防ጥᒳ組־、5-1-4

防־ጥ人 防־責ٚृ 
 ᄭ責ٚृ־

場所 人員 

職稱：庶務組 

 ᜣة名：ຫࡩ

人文大樓 

教室 

職稱：庶務組 

 ᜣة名：ຫࡩ

1 樓教室 各班老師 

人文大樓 

教室 

職稱：庶務組 

 ᜣة名：ຫࡩ

2 樓教室 各班老師 

人文大樓 

教室 

職稱：庶務組 

 ᜣة名：ຫࡩ

3 樓教室 各班老師 

科技大樓教

室 

職稱：庶務組 

 ᜣة名：ຫࡩ

1 樓教室 各班老師 

科技大樓教

室 

職稱：庶務組 

 ᜣة名：ຫࡩ

2 樓教室 各班老師 

科技大樓教

室 

職稱：庶務組 

 ᜣة名：ຫࡩ

3 樓教室 各班老師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 

填寫各間教室之防火責任人員填寫各間教室之防火責任人員填寫各間教室之防火責任人員填寫各間教室之防火責任人員、、、、火源責任人員火源責任人員火源責任人員火源責任人員。。。。] 

 

5.2 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 

包含應變組織之運作、收集受災情況與受災情況回報、災害發生時學生安全之確保、學

生安全疏散、確認疏散安全情形、緊急救護與救助實施，火災災害應變工作流程如圖 5-2-1。 

 
圖  ࿓圖ੌ܂災災害應變工־、5-2-1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 

學校依應變事項繪製流程圖學校依應變事項繪製流程圖學校依應變事項繪製流程圖學校依應變事項繪製流程圖。。。。] 

 

災害應變࿓ݧ 

災ൣຏ 

避難งཋ之ቤ與ച۩ 

ጹ৺救ᥨ與救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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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 

一、校內應變組織之設立與運作 

(一)校內應變時之自衛消防編組 

1.依據校內教職員工數事先進行編組，人數在十人以上者，至少編組滅火班、通報班，及

避難引導班；人數在五十人以上者，應增編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現場由隊長統合指

揮。(編組可與其他災害編組人員ㄧ致，滅火班→搶救組、通報班→通報組、避難引導班

→避難引導組、安全防護班→安全防護組以及救護班→緊急救護組，) 

2.火災或其他災害發生時，為使損失減至最低，故以為自衛消防隊隊長，實施自衛消防編

組。 

3.隊長及各班班長均需指定職務代理人，避免搶救災工作中斷。 

(二)設有就寢設施或夜間有學生上課，應製作夜間、假日自衛消防編組。夜間、假日發生火

災或其他災害時，應依「夜間、假日自衛消防編組」進行初期活動。 

二、收集受災情況與受災情況回報 

(一)發現火災應採取確認之措施。 

(二)受信總機火災地區顯示燈點亮之場所與警戒區域一覽表對照，查知火災顯示區域後，立

即趕赴現場，若受信總機有數名值班人員在場時，應留下一名監視，其餘均赴現場查看

確認。  

(三)若到達現場需要一段時間，而現場附近又有人在場時，由通報班利用緊急廣播設備，指

示在場人員前往現場確認並作報告。  

(四)受信總機多處警戒區域表示火災時，或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與自動撒水設備發生動作時，

原則上應斷定為火災，立即採取必要活動。  

(五)由防災中心趕赴現場之際，應同時攜帶滅火器、手電筒、鑰匙等物。  

(六)現場之確認，即使未見有煙時，亦不能斷定不是火災。天花板、管道間、配管空隙、電

線空隙等隙密部份應詳加觀察。若確認需耗費時間者；中途應將經過情形報告自衛消防

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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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現場確認人員應利用無線電、緊急電話等，將確認結果連絡自衛消防隊長。 

(八)通報連絡要領 

1.發現火災者，或接到火災報告者，應立即向消防機關通報。通報時應鎮定而正確地撥號

或按號鈕，並報告下列內容：  

(1)事故之種類（火災或救護）。 

(2)火災處所。 

(3)建築物之名稱。  

(4)火災之狀況（起火位置、燃燒物、燃燒程度、有無待救人員）。  

(5)其他。 

2.為使通報內容迅速、正確傳達，最好於防災中心、電話總機房等處，張貼「通報範例」，

緊急時可供參考。 

3.利用電話通報之方法 

(1)一般電話：利用工作場所之普通電話，撥 119，或利用個人手機撥打 112。 

(2)公眾電話：投幣式：拿起話筒，按電話機上之紅鈕再撥 119，不需投幣。卡式：拿起

話筒直接撥 119，不需插入卡片。  

(3)直接通報  

4.設置緊急通報裝置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連線。夜間當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動作時，能夠將

火警所在位置通報消防機關。 

(九)若瓦斯洩漏時，應即關閉附近瓦斯開關，並嚴禁火源，同時立即通報 119(手機撥打 112)，

告知（場所名稱）之瓦斯洩漏位置（或樓層）及有無受傷人員（及人數）。並進行場所內

廣播，其廣播範例如下：“這裡是（OOO），現在於 OO 地區發生瓦斯外洩。請立即關閉

瓦斯關開關、停止使用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並熄滅香煙等火源。各位教職員生依照避難

引導人員之指示避難。” 

(十)建立災害防救相關單位之緊急聯絡電話，於災害發生時，依緊急聯絡電話進行通報作業。 

5.2.2 災情通報災情通報災情通報災情通報 

災情通報主要目的為爭取時效、掌握先機，快速將災害情報傳達，進行快速之搶救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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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廿四小時的值勤機制，即時協助處理校園緊急危安事件，以有效維護校園整體之安全、

安寧。 

為有效協助本校處理事件，減少事件之損害程度，依照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

點之規定進行通報。 

5.2.3 避難疏散之規劃與執行避難疏散之規劃與執行避難疏散之規劃與執行避難疏散之規劃與執行 

一、避難路徑之規劃 

(一)防火管理人應每一樓層製作避難逃生路線圖(如圖 5-2-2所示)，清楚標示各層消防安全設

備位置，及通往室外之避難逃生路線，張貼於顯而易見之位置。 

(二)樓梯、走廊、出入口、通道等避難路徑不得放置物品。 

(三)屋頂設有避難場所時，其屋頂及通往屋頂之避難路徑，不得放置妨礙避難之物品。 

(四)平時教室門窗應保持正常動作，不得放置妨礙門窗機能之物品。 

(五)避難路徑及滅火器、消防栓之周邊，應經常整理，不得放置妨礙逃生避難及滅火之物品。 

二、災害發生時緊急疏散措施 

(一)火災發生之際，是否應立即進行避難，依災害規模之大小、遠近等條件而異，必須在各

適當之處所分別配置引導員進行避難引導，效果較佳。 

(二)避難引導員之言語及行動，對處於火煙侵襲下恐慌無助之教職員生，其影響非常深遠，

因此，每個避難引導員所作的初期指示及行動，將是決定整體避難引導活動成敗之關鍵。 

(三)避難引導之時機 

1.辦公室、教室等固定人員出入之場所，發生火災之際，在場人員原則上應立即通報聯絡，

並開始避難引導。 

2.不特定多數出入之場所，如體育館等，應於何時進行避難，則必須依據起火場所、火災

程度、煙的擴散狀況、滅火作業之實施狀況等各種因素綜合判斷，於最短時間 內作出判

斷。  

3.一般避難引導時期之判斷基準（如表 5-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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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避難引導時機之判斷，應注意下列事項： 

1.指示避難引導開始之命令，原則上由自衛消防隊長下令，若隊長不在場，則由職務代理

人指揮之。  

2.指揮班班長即使無接到指示命令，但依該地區之狀況，判斷有引導避難必要者，應立即

實施。  

3.判斷基準「（一）」之情形，原則上只限於疏散起火層及其上層，但其他樓層因煙之流入，

指揮班班長判斷有緊急避難時，亦可立即引導避難。 

4.避難引導與初期滅火應併行，但若人員稀少，兩方面分配人員困難時，除非火災之規模

不大，可用滅火器撲滅者外，應以避難引導為優先。滅火活動則委由後續前來支援之隊

員，甚至等待避難引導之後再行實施。 

(五)避難引導之原則 

1.避難有關之指示命令，使用緊急廣播設備為之。避難引導班人員則利用手提播音器或麥

克風為之。進行避難疏散除起火之該棟建築外，該建築相鄰之建物亦須進行疏散，避免

延燒造成人員傷亡(如圖 5-2-3)。若學校建築為ㄇ字型，則該棟全部人員須疏散至空地。 

2.傳達指示命令，應注意事項如次： 

(1)發生火災時之廣播，內容應簡潔易懂。同一內容重覆兩次。  

(2)廣播時應以鎮靜語調播放，避免急促慌亂。 

(3)明確告知廣播人員之名稱，提高信賴性。例如：「這裡是防災中心」。「這裡是自衛消

防隊長」。 

(4)廣播人員儘可能由同一人為之。 

(5)避難之指示，應附加勿使用電梯等言辭。 

3.引導員優先配置於起火層與其直上層之樓梯入口、通道角落處所。 

4.在電梯之前，應配置引導員以防止使用。 

5.起火層在地上二樓以上時，應優先引導起火層及其直上層人員避難。 

6.儘可能使用特別安全梯、室內安全梯、室外安全梯等較安全且可供多數人避難之設施。

在無其他避難方法下，才考慮使用救助袋，緩降機等避難器具。 

7.避難者人數眾多時，應速將人員疏散，以防止混亂。危險性較大之場所，應優先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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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避難層樓梯之出入口、門應事先開放。 

9.因火煙之侵襲，致樓梯無法使用，或短時間內無法將在場人員移動至安全處所時，應採

取下列措施： 

(1)將人員引導至消防隊可以救助的陽台等暫時安全之場所，並揮動布條求救。 

(2)運用附近之避難設備進行避難。  

(3)無法走出廊時，應速將出入口之門緊閉，防止煙霧流入，等待消防救助，並由窗口揮

動布條求救（夜間使用手電筒）。內線電話尚可通話者，應立即將人員、狀況、位置等

告知消防隊。 

10.一度已經避難者，勿使其再返回火場。  

11.引導員撤退時，應先確認是否尚有人未逃生。 

12.進行避難處人員之集合與人數調查，並將相關資料通報防災中心。 

三、確認學生安全疏散情形 

(一)校園內平時即應做好疏散引導標示，使學生熟悉避難疏散方向，疏散時應指導學生注意

避難或收容場所方向。 

(二)老師指導全班同學必須到事先指定的安全地點集合，嚴格點名清查人數，掌握人員情況。 

(三)在學生疏散的事務上，由避難引導班巡視分配責任區，遇有危險跡象，應立通知滅火班

人員搶救，並疏散該處教職員、學生至避難所。且透過校園廣播系統，告知身處危險建

物之師生，往空曠處或避難所移動。 

確認教職員生安全情形，瞭解學生出席情形，如表 5-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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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避難ಲ生路ᒵ圖 

[繪製繪製繪製繪製說明說明說明說明：：：：(1) 準備各棟建物各樓層之平面配置圖準備各棟建物各樓層之平面配置圖準備各棟建物各樓層之平面配置圖準備各棟建物各樓層之平面配置圖。。。。 

(2) 標示該樓層之隔間情形標示該樓層之隔間情形標示該樓層之隔間情形標示該樓層之隔間情形、、、、避難逃生設備位置避難逃生設備位置避難逃生設備位置避難逃生設備位置。。。。 

(3) 避難路線應有兩條以上避難路線應有兩條以上避難路線應有兩條以上避難路線應有兩條以上，，，，除該建築僅具單一出口除該建築僅具單一出口除該建築僅具單一出口除該建築僅具單一出口。。。。 

(4) 繪製避難路線圖繪製避難路線圖繪製避難路線圖繪製避難路線圖(含含含含圖例圖例圖例圖例)。。。。] 

 
圖 5-2-2、งཋ避難قრ圖 

表 5-2-2、一避難֧導頗期ܒឰ基ᄷ表 

ದ־層־災ण況 ದ־層為地上二層以上頗 ದ־層為一樓（避難層）或地下層

頗 

ᢞኔ為־災頗（立ܛᐴ

ᄰ頗ೈ外） 

ದ־層及ऴ上層應立ܛ避難 ದ־層、ऴ上層及地下層之人員全

數避難 

以ᄰ־ᕴ無ᄰ־或以室

փ顆防頸進۩ᄰ܂־ᄐ

頗 

ದ־層以上之樓層݁應避難 ᖞ棟建築物人員݁應避難 

以室փ顆防頸無ऄᄰ־

之ण況 

全棟建築物人員݁應避難  

資料ࠐᄭ：փਙຝ顆防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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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ᒔᎁ學生נ韥ൣ形表 

班群及家族  班級導師  

應ࠩ人數  ኔࠩ人數  

學生ڜ全ൣ形ܫ 

學生ࡩ名 ጹ৺聯絡人 聯絡電話 ڜ全ൣ況 備註 

  ᓮ未ࠩ校□᠋؈□Ջڽ□႞࠹□   

  ᓮ未ࠩ校□᠋؈□Ջڽ□႞࠹□   

  ᓮ未ࠩ校□᠋؈□Ջڽ□႞࠹□   

  ᓮ未ࠩ校□᠋؈□Ջڽ□႞࠹□   

  ႞人數࠹

  Ջ人數ڽ

  人數᠋؈

ᓮ未ࠩ校人數  

٥計人數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 

(1) 此表填寫學生避難情形此表填寫學生避難情形此表填寫學生避難情形此表填寫學生避難情形，，，，紀錄未點到名或受傷之學生紀錄未點到名或受傷之學生紀錄未點到名或受傷之學生紀錄未點到名或受傷之學生，，，，詢問該生導師其家長詢問該生導師其家長詢問該生導師其家長詢問該生導師其家長

(監護人監護人監護人監護人)之聯絡方式之聯絡方式之聯絡方式之聯絡方式，，，，填畢上報予指揮官知曉填畢上報予指揮官知曉填畢上報予指揮官知曉填畢上報予指揮官知曉。。。。 

(2) 此表於災時可拿出使用此表於災時可拿出使用此表於災時可拿出使用此表於災時可拿出使用。。。。] 

 

5.2.4 初期滅火與緊急救護初期滅火與緊急救護初期滅火與緊急救護初期滅火與緊急救護 

一、校內緊急救助實施：初期滅火若一舉成功，則小火即告熄滅。一旦失敗，則可能造成延

燒擴大，釀成悲劇。因此，自衛消防活動能否成功，初期滅火之成敗佔很大之比重。 

(一)初期滅火之時機 

1.火勢尚未延燒至天花板之前，得以滅火器、水桶等從事滅火。  

2.在未產生閃燃（flash over）之前，可藉室內消防栓鎮壓。  

3.滅火班長等指揮官判斷，在安全管理上尚無危險者。 

(二)初期滅火除自動撒水設備自動起動撒水外，均悉依賴人員以滅火器、水桶、室內消防栓

等進行滅火，以下是人為操作之滅火要領： 

1.於火災附近之人員，應速取附近之滅火器、水桶等器具從事滅火活動。注意使用之滅火

器具，應依火災之種類（普通、油、電氣）選擇適當之類別，儘可能將滅火器具大量集

中火源附近，以便連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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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滅火班應迅速將最近的室內消防栓箱打開，延長其水帶。一旦判斷無法以滅火器滅火時，

勿逸失良機，立即使用室內消防栓進行初期滅火活動。此時，千萬勿忘操作消防栓之啟

動鈕及開關閥。  

3.利用室內消防栓滅火者，注意勿過量射水，以免造成嚴重水損。另外，為避免喪失避難

時機，應經常確保退路。  

4.自動撒水設備啟動，確認火已撲滅時，應即關閉控制閥，停止撒水，以免造成水損。 

(三)安全防護措施部分，火災發生之際，針對危險物一般採取的防護措施 

1.火災發生場所附近，若存放有危險物質者，應立即將其移除，或將處理危險物之設施停

止運轉，切斷總開關，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2.無法採取移除等安全措施等，應緊急報告消防隊，以防爆燃等危及教職員生或消防隊員。 

(四)引導消防隊接續滅火活動消防隊到達後，為使其接續自衛消防編組之滅火活動，應採取

下列措施： 

1.消防隊進入門之開放。 

2.為使消防隊易於進入火場，應先將各門戶開放。對於進入門或進入通路，乃至於水源附

近會構成活動障礙之物品，亦應移除。 

3.引導消防隊至火災現場。 

4.為使消防隊迅速到達火災現場，應積極做下列引導： 

(1)到達起火場所最短通道之引導。 

(2)前往進出口之引導。 

(3)前後緊急用昇降機之引導。 

(五)現場情報提供部分，本校負責人、防火管理人或熟悉狀況內容之人，應積極與消防隊指

揮中心聯絡，提供下列情報： 

1.延燒狀況有關之事項*：起火場所、起火原因、燃燒範圍（火煙之擴散狀況等）、對滅火

活動有障礙之物等。 

2.避難有關之事項*：有無逃生不及之人員、避難引導狀況、傷亡者等之狀況。 

3.自衛消防活動有關事項：初期滅火狀況、防火區劃構成狀況、固定滅火設備(室內消防栓、

自動撒水設備、其他滅火設備等)之使用及動作狀況。提供情報之人員，應滯留於消防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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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指揮中心，以便隨時答覆消防隊之問題。 

(註)*者應最優先報告。提供情報之人員，應滯留於消防隊之指揮中心，以便隨時答覆消

防隊之問題。 

二、緊急救護實施 

(一)由救護班負責現場受傷人員搶救及送醫事宜。 

(二)設置緊急醫療站。 

(三)緊急處理傷患，並登記傷患之基本資料。 

(四)聯繫傷患後送之醫院，並紀錄患者之狀況與轉院紀錄。 

(五)回報本校指揮中心現場處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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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第六第六第六篇篇篇篇 傳染病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傳染病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傳染病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傳染病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 

6.1 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平時預防工作事項 

傳染病預防措施建立，不僅僅能使校園師生認識傳染病的危險性，並進而在日常生活中

也能讓師生隨時提高警覺，防範於未然，以避免疾病的發生。學校是一個團體，校內師生眾

多，彼此長時間於半密閉空間接觸，疾病易交互傳染，若不加以有效控制，有可能由學校蔓

延至家庭，更波及整個社區釀成大流行。因此由學校衛生知識傳授，不僅可以建立正確的觀

念和態度，並可實用於日常生活中，進而影響家庭成員的生活態度，以達預防傳染病人人有

責的共識。 

6.1.1 校園環境衛生調查校園環境衛生調查校園環境衛生調查校園環境衛生調查 

決定校園環境衛生調查之地區範圍及區域，進行調查，調查項目如表 6-1-1。調查發現的

衛生問題，應立即與地方衛生單位聯繫解決，並繼續追蹤，確認問題已經解決。 

表 6-1-1、校園ᛩቼᓡ生調查表 

ԣԣԣԣ、、、、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電ൣ形 □有ࠎ.1

  Ш ࠎ應頗：                

 有□

  Ш 是否有ጹ৺發電設備：□有 □有 

2.ຏ訊 □ዃຏ 

□中ឰШቃ計༚ຏ訊ࡸᏁ頗日：                

3.᠔᛭ీ □有 

  Ш ᠔᛭用是否ߩജ：□是 □否ШࡸᏁ數目：      

 有□

  Ш 有有᠔᛭ཙ代ֱ頥：□有 □有 

二二二二、、、、校園用水水ᔆ調查校園用水水ᔆ調查校園用水水ᔆ調查校園用水水ᔆ調查 

 水ࠐ۞.1

□有 

  Шࠎ應ൣ況：□ߩך □լߩך 

 有□

 水目ྒྷᑢ堚度水ᔆᛀ᧭࣠ࠐ۞.2
□堚ዲ 

□ྖᖼ 

3.堬用水ࠎ應ࠐᄭ 
 水ࠐ۞□

□ᛀ᧭ٽ頴ץ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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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廁所設ਜ廁所設ਜ廁所設ਜ廁所設ਜ 

1.廁所    

數ၦ：         

 以ױ以 □լױ□：水ޱ

是否顆：□有 □有 

2.廁所與靪物ऱ間距 
□ Њ20公֡  

□ І20公֡ 

四四四四、、、、靪物ࠎ應ൣ形靪物ࠎ應ൣ形靪物ࠎ應ൣ形靪物ࠎ應ൣ形 

1.ྦ靪地點之堚ᑥ    
 ړߜ□

□韤    

五五五五、、、、ఐण況調查ఐण況調查ఐण況調查ఐण況調查 

1.ಈ人ण況目ྒྷᣤૹ地點(ᒤ)        是

否ආ۩防एൻਜă 

□是 

□否 

2.ᛩቼ中፧ᢓ目ྒྷᣤૹ地點(ᒤ)        是否

ආ۩防एൻਜĈ 

□是 

□否 

3.ᛩቼ中ᓖ目ྒྷण況Ĉ是否ආ۩防एൻਜĈ □是 

□否 

4.ᛩቼ中老ቕ目ྒྷण況Ĉ是否ආ۩ᄰቕൻਜĈ □是 

□否 

六六六六、、、、ᛩቼᔆᛩቼᔆᛩቼᔆᛩቼᔆ 

 堚ሎൣ形݃ࡑ.1

□集中 □分ཋ 

□有 

  ШڍՆ堚ሎ一ڻ˲˲˲˲˲˲ 

 有□

  Ш是否進۩݃ࡑ顆：□是 □否 

2.ᛩቼ顆 

□有 

  ШڍՆ顆一ڻ：    日 

 有□

3.ᐒඵ物堚ሎൣ形 

□有 

 有□

  Ш是否進۩ᐒඵ物顆：□是 □否 

調查人員：˲˲˲˲˲˲˲˲˲˲˲˲˲˲˲˲       調查日期：  年  月  日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 

(1) 以目視檢視方式調查校內周邊環境以目視檢視方式調查校內周邊環境以目視檢視方式調查校內周邊環境以目視檢視方式調查校內周邊環境。。。。 

(2) 此表於平時調查使用此表於平時調查使用此表於平時調查使用此表於平時調查使用，，，，並並並並建檔於建檔於建檔於建檔於總務組總務組總務組總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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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校園環境衛生改善校園環境衛生改善校園環境衛生改善校園環境衛生改善 

針對校內環境進行改善，預防病媒蚊孳生，並實施衛生教育使學童由自身做起，增加學

童對疫病之認知。 

一、改善環境衛生—切斷傳染途徑。 

(一)安全的給水系統。 

(二)充足的洗手設備：所有洗手台確實提供洗手乳，供教職員工生使用。 

(三)排水及垃圾的妥善處理。 

(四)保持良好的採光及通風：每間教室設有吊扇，且隨時提醒學生將門窗打開，保持良好通

風。 

(五)注意飲食衛生。 

(六)配合各種傳染病的特性，應避免教職員工學生接觸傳染源之環境。(如：禽流感—避免安

排觀察禽鳥活動、接觸禽鳥、飼養禽鳥；若不慎接觸，應馬上以肥皂徹底清潔雙手。) 

(七)注意環境衛生，撲滅病媒，與流浪動物、野生動物或禽類保持安全距離。 

二、預防直接傳染 

早期發現、早期隔離、防止直接感染，預防疾病的蔓延。 

(一)依照衛生單位規定接種疫苗、類毒素，於必要時並配合醫師建議服用抗生素或抗病毒藥

物，接受完整之治療。 

(二)發現學生有可疑病徵時，立即通知保健組、家族老師師，必要時秉報校長，儘速通知家

長帶回就醫，依規定向當地衛生機關報告，轉由公共衛生專人對該家庭及社區做進一步

的調查及監督。 

(三)勸導病生在家休息，並按各病程長短准予病假。 

(四)接觸者的處理：傳染病流行時被確認為患病者需採嚴格的隔離措施，並對接觸者加以監

督至該病的潛伏期過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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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於傳染病流行期間，家族老師每日應監控班級學生請假人數，並隨時與家長聯繫以暸解

學生請假原因及相關症狀。 

(六)病癒後返校的學生並不代表沒有傳染力，因此最好有醫生證明其已無傳染性再讓其返校

上課。 

(七)環境消毒：平日就應做好環境衛生，至於在流行期間如：禽流感、登革熱等疾病皆需做

環境的消毒，必要時，請人噴藥以確保環境的安全。 

(八)購置必要之防疫器材，如：測量體溫器材、口罩、酒精等備用。 

(九)於傳染病流行期間，配合上級規定，必要時校內、外大型集會活動，如：校外教學、說

明會、餐會等，應延（暫）緩辦理；如有必要辦理者應採取必要之人員篩選及檢查措施。 

(十)傳染病盛行期間，必要時針對校外人士進入校園應於校門口量測體溫並貼識別標籤及配

戴口罩，若量測體溫超過 38℃，則禁止其進入，並勸導就醫。 

三、實施衛生教育 

衛生教育是最重要的一環，經由知識的傳授，做好事前的防患措施，學生可免於被傳染

及傳染給別人。 

(一)平日應教導學生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勤洗手、均衡飲食、適量運動、充足睡眠和休息，

減少到公共場所，加強自我健康管理，感冒戴口罩、咳嗽掩口鼻、發燒勿上學。 

(二)利用各科教學時間給予機會教育。 

(三)透過各種管道將訊息傳給全校師生，加深概念，如：健康櫥窗、專題演講、朝會宣導、

班會、單張宣傳、電子看板等。 

(四)配合時節做各種傳染病的知識宣導，如：剪報、張貼海報、朝會報告等加深全體師生的

危機意識，時時加以預防，免於被感染。 

(五)透過學生將相關知識及訊息帶回家庭，使學生與家庭相互合作，期能更有效之成果。 

四、病媒及有害動物處理 

(一)定期依環境衛生狀況適時進行噴藥滅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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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動清除孳生源及維護環境衛生。 

(三)各種病媒及有害動物、昆蟲處理方法如表 6-1-2。 

表 6-1-2、ఐ及有害動物、࣒之ֱऄ 

ጟᣊ ֱऄ 

 ࣒ࢤۨܮ

上有ق，應使用ᑑ࣒ਔಈ子、ሂಋ等ץ࣒ࢤۨܮ

ᛩቼঅᥨᆟ࿆ಖױᢞڗ號之වᕪ，ڇࠀ使用頗，

 ਊᎅࣔ使用ă，قาઔᦰᢐ上之ᑑג

ᓖ 

應使用ᑑق上有ᛩቼঅᥨᆟ࿆ಖױᢞڗ號ࠠව

ᓖ頒౨之වᕪ，ڇࠀ使用頗，גาઔᦰᢐ上之ᑑ

 ਊᎅࣔ使用ă，ق

፧ᢓ 

應使用ᑑق上有ᛩቼঅᥨᆟ࿆ಖױᢞڗ號ࠠව፧

ᢓ頒౨之වᕪ，ڇࠀ使用頗，גาઔᦰᢐ上之ᑑ

 ਊᎅࣔ使用ă，ق

老ቕ 
使用項ቕᦨ、⊺ቕࣨ或ᑑق上有ᛩቼঅᥨᆟ࿆ಖױ

ᢞڗ號之ᄰቕᕪ，ࠀᏁ配ٽᄰಋă 

ॡ頭ᇎ、、ੌ顄द ᅝ地ᦞ責ᖲᣂă 

 

6.2 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 

針對校內傳染病災害發生時之規模、等級及時機擬定應變程序，災害發生時緊急應變小

組之啟動應依傳染病災害類型及等級，作不同等級之應變劃分。包含應變組織之運作、收集

受災情況與受災情況回報、校園出入管制、校園病情控管、患者送醫與環境消毒等必要措施，

傳染病災害應變工作流程如圖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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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ఐ災害應變工ੌ܂࿓圖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學校依應變事項繪製流程圖學校依應變事項繪製流程圖學校依應變事項繪製流程圖學校依應變事項繪製流程圖] 

6.2.1 災害應變災害應變災害應變災害應變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因應不同災害階段之影響範圍、投入人力、物資之不同，不同的應變作業亦有不同之應

變組織幅員及參與成員，而人員於災害發生時能依據事前規劃的應變程序進行事故的應變處

理，以有效限制災情的發展或擴大。 

一、傳染病類型與分級 

(一)將傳染病類型先做區分，傳染病類型如表 6-2-1。傳染病災害發生的初期，最重要的是針

對傳染病災害本身作正確的了解與辨識，確認災害的危險程度與嚴重性，初步的辨識包

括傳染病之類型、災害等級之可能影響範圍。 

(二)將校園傳染病防治作分級如表 6-2-2，並依據此應變分級通則，啟動學校防疫措施。本防

治應變措施適用於具高傳染力且高致死率之疾病，尤其是經由飛沫或空氣傳染之嚴重傳

染病。其他疾病種類由校園傳染病防治小組視疫情變化並參考政府防疫單位之資料後議

定。 

二、傳染病應變流程 

完成初步的辨識步驟後，接著研擬傳染病應變行動方案，其中包括個人防護、避難疏散

方案及啟動校園傳染病防疫機制等。傳染病應變流程，如圖 6-2-2。 

 

災害應變࿓ݧ 

災ൣຏ 

校園נ入ጥࠫ 

校園ఐൣጥ൳ 

൛ृಬ᠔與ᛩቼ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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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ఐᣊী 

ᣊܑ ႚ名稱 

ร一ᣊ ֚क़、ቕ、ᣤૹ৺ܮࡅࢤ道鞅群、ׅ߆ఐ、ఔఐ、

˛5ˡ1 ੌტ 

ร二ᣊ ػ、႞༃、࿆靣熱、ੌ۩ࢤᆰ౩᧮ᓂङ、副႞༃、小ࠝ

ᅤ、ථပࢤ྿ఏ、ॳࢤ֣ۏ྿ఏ、ጋఏ、ఖ、৺ࢤ

ఐࢤ ˔ ীߗङ、ᆩ道ࢤۨנ大ᆩථပტ、ዧ他ఐ鞅

群、ᙥ႖、ᐚ國ఖ、ڍૹݼᢐࢤ頤ఐ、ࡹ公ఐ、۫؍

ᢅ熱、ੌ۩ࢤཌఖ႞༃ 

ร三ᣊ ۍ日য、ధ႞靨、日本ᆰङ、頤ఐ（ೈڍૹݼᢐࢤ頤

ఐ外）、ᥗఐ、ࢤ٣֚ᐚ國ఖ鞅群、৺ࢤఐߗࢤङ(ೈ

˔ ী外)、ᆫᆯङ、ಯٔ૨人ఐ、ॿࢤ ˵ ীႰۨථပტ

、ම、ැఐ、ᄅ生ࠝధ႞靨、ᆩఐტࠓ發ૹ 

ร四ᣊ 㲖ఖ ˕ ఐტ、ራጤᝅඝ᧯ఐ、ᣊᏗఔ、ۚ ථပ中、

ॿॄࢤङᢸပტ、ˤ 熱、地ֱࢤཌఖ႞༃、ဒࡥఐ、

ࠜ熱ఐ、韮ఐ、水࿃、ᘷތఐ、ը形ტ、ੌტࠓ

發ૹ、韧ᇸּఐ 

ร五ᣊ 裂ߣ熱、್ఐۨנ熱、႓熱ఐ、ْंࢮఐۨנ熱、ࢮ

៳熱 

其他 ᨽᣘ熱、ۮᐚࢮఐ及立ۍఐტ、ร二ীᓼᢸပ

ტ、ఐࢤᆩષङ、ޥ॰ּပტ、靪ࢤڂബ生 

ॺ靪ࢤڂബ生 

資料ࠐᄭ：۩ਙೃᓡ生ᆟఏఐጥࠫݝ 

表 6-2-2、校園ႚఐ防ए分級與ൻ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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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փ無

ൣ 

國փ有ఐࠏ校փ

無ఐࠏ 
校փ有ᙁ入ఐࠏ 

校փᙁ入ఐࠏ造

 級ტॣ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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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ఐ防ए小組 

ઌᣂൻਜ 

1.ఏఐ防

導 

ൈݺ۞.2

ጥ  之

 導 與

ച۩ă 

3.ᛩቼᓡ生

ፂ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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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議ೖ辦大ী活

動ă 

1.ᥛᥛᥛᥛ 1111 級ൻਜ級ൻਜ級ൻਜ級ൻਜ 

ᓡ生位及教ڇ.2

育ຝ指導下，൳

ࠫ校փൣă 

3.ቤڜඈ隔ᠦ۰

所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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णګ頒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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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2、ൣੌ࿓圖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學校依學校依學校依學校依疫情處理時序疫情處理時序疫情處理時序疫情處理時序繪製流程圖繪製流程圖繪製流程圖繪製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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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災情通報災情通報災情通報災情通報 

災情通報主要目的為爭取時效、掌握先機，快速將災害情報傳達，進行快速之搶救作業；

藉由廿四小時的值勤機制，即時協助處理校園緊急危安事件，以有效維護校園整體之安全、

安寧。 

為有效協助本校處理校安事件，減少事件之損害程度，依照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

業要點之規定將災害進行分級通報。 

6.2.3 校園出入管制校園出入管制校園出入管制校園出入管制 

落實門禁管制，謝絕閒雜人等進入校園。實施校園出入人員的管制，對於非本校師生要

進入校園者，一律要測量體溫，並登記來訪者姓名、出入時間、來訪事由及來訪者體溫，以

杜絕傳染疾病入侵本校校園及危害本校師生之生命安全。校外人士進出校門，應按規定辦理

登記並佩帶外賓證或來訪證，並知會相關處室或人員。排定值日人員固定巡視校園，適時反

映狀況，及時予以處理。學校警衛人員定期及不定期巡視校園，並注意死角巡察，隨時掌握

狀況，及時處理。 

6.2.4 校園病情控管校園病情控管校園病情控管校園病情控管 

疑似患病者請注意與自己密切接觸之人士是否有類似症狀；若有類似症狀，請記錄所有

生病者發病時間之間隔，於就醫時提供給醫師參考。當發現自己疑似遭到感染時，請務必迅

速通知保健中心，以免校內感染擴大。 

疑似患病者需保持良好衛生習慣，例如：在室內除進食外隨時戴口罩、勤洗手。學生及

教職員工在校期間如被醫療院所診斷為傳染病者，應暫時停止上學、上班，並配合學校管理

措施做隔離治療，直到醫師診斷無傳染之虞。患有傳染病之學生、教職員工，應配合學校相

關篩檢及接受保健中心之追蹤管理，並且遵照醫護人員指示服藥及接受複查。 

6.2.5 患者送醫與環境消毒患者送醫與環境消毒患者送醫與環境消毒患者送醫與環境消毒 

將疑似染病之教職員工生進行隔離後，安排車輛將隔離之教職員工生，送往醫院進行詳

細檢查，確認送醫之人員感染疫情，聽從醫生指示進行治療，學校獲知有教職員工生感染疫

情，總務組需迅速安排校園環境消毒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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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環境維護之措施，必要時得請求環保局、相關衛生單位協助以下工作： 

(一)進行災害地區及疑似污染地區之消毒，進行確認環境結果陰性。 

(二)災害地區環境採樣，後續監測環境檢驗結果。 

(三)感染廢棄物清理消毒後之清運、銷毀。 

二、自來水及飲用水處理方式注意事項： 

以蓄水池貯水之間接自來水之學校，蓄水池洗刷潔淨後，再予適當消毒，才可繼續蓄水

使用；或委請自來水事業單位輔導之蓄水池(塔)清洗業清洗消毒。 

三、廢棄物處理 

排泄物處理：廁所無法使用或廁所不足之建築物，應儘速設置公共廁所或流動廁所。 

四、垃圾處理 

(一)垃圾應妥善分類，裝於不透水的垃圾袋；廚餘應妥善包裝，避免蒼蠅、蟑螂、老鼠等病

媒孳生。 

(二)垃圾應存放於垃圾集中站，便於垃圾清運及消毒工作之進行。 

(三)若垃圾無法定期清運，因而造成髒亂之情形，請聯繫當地環保局協助解決。 

(四)垃圾集中站、排水溝及髒亂地點如需要進行消毒工作，可取適量之殺菌劑或消毒劑（如

酚類消毒劑、漂白粉及漂白水等），依實際需要消毒處所，直接噴灑、灑布於環境表面，

如於消毒後有大雨發生，則可於雨停後再行消毒一次，以發揮消毒之功效。 

五、病媒及有害動物處理 

(一)學校應依環境衛生狀況適時進行噴藥滅蟲工作。 

(二)請學校師生及人員主動配合清除孳生源及維護環境衛生。 

(三)適時宣導告知為避免蚊蟲叮咬，應儘可能穿著長袖衣褲。學校並可向各級衛生單位應視

衛生需求，請求提供適當之防蚊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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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第七第七第七篇篇篇篇 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 

實驗室與實習場所中若有不當操作或人為疏忽，均可能導致意外發生，輕則影響人員的

健康，重則造成工作環境的污染，甚至會造成人員之傷亡及財產之損失。然而，防護措施再

縝密，還是可能發生實驗室災害，為了確保實驗室與實習場所安全及落實防災工作，應確實

執行本篇工作事項以降低發生災害之風險。若發生意外事故時，應即採取快速又有效的緊急

應變措施，以將災害降至最低，避免因災害擴大而損及生命財產及造成環境危害，確保實驗

室與實習場所及附近周遭之安全。 

7.1 平時預防平時預防平時預防平時預防工作事項工作事項工作事項工作事項 

ㄧ、學校平時就應針對校園實驗室與實習場所進行基本資料調查、自我檢查及災害紀錄等環

境安全自主性調查，以瞭解學校實驗室與實習場所平時運作狀況。 

二、針對實驗室與實習場所進行環境安全改善，以降低發生災害之風險及損失。 

 

7.1.1 實驗室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實驗室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實驗室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實驗室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 

一、學校需調查及填寫實驗室與實習場所基本資料包括實驗室/實習場所名稱、聯絡電話、管

理人、用途、設備及實驗室/實習場所配置圖等，如表 7-1-1 實驗室及實習場所基本資料

調查表所示。 

二、學校實驗室應定期進行自我檢查，檢查表如表 7-1-2所示。 

三、調查實驗室曾經發生災害相關資料，並詳實記錄於表 7-1-3實驗室災害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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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ኔ᧭室基本資料調查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ኔ᧭室˂ኔ場所名稱 生物地科ኔ᧭室 面ᗨ(m
2
)  

ጥ人 ٠ޕ๖ 聯絡電話  

電 子 信 箱  其،聯絡ֱ式  

用途  

是否有使用ᛩঅᆟ公ܫ之ࢤ֏學物ᔆ，

 全資料表ăڜ建立物ᔆࠀ
□否 □是，資料表放置地點        

是否有ข生ᐒ或有害ᐒඵ物 □否 □是 

ᐒ是否分ᣊگ集ࠀᑑقփ韕物及ٲ害ࢤ □無 □有 

是否ࠠڞᔲ之ᕴࠠ □無 □有， 

是否有ᗑ立電ᄭ總ၲᣂ □無 □有 

電Ժ負๛ 220˩˲  ˲˔   110 ˩˲˲˔  其،     (ᓮᇡ填٨用電ၦृ) 

ຏ靨ང頾 □۞ྥຏ靨    □࿗及ඈ靨ᖲ    □യຨ室ܐ頾 

ආ٠照ࣔ □࿗۞ྥ٠    □日٠ᗉ        □以上ࠓ用 

顆防ߓอ □ᄰ־ᕴ        (ী式、數ၦ) 

        ،อ □其ߓอ □֫動ᤞߓᤞ۞動ᤞ־□

 ᗉ □無 □有قՑᑑנ入Ց設ጹ৺נ

是否有設ጹ৺照ࣔᗉ □無 □有 

防ᥨࠠ □鞄人防ᥨࠠ  □৺救箱  □ੑߪޱณᕴ   □其他        

ኔ᧭室˂ኔ場所配置圖 

ኔ

᧭

室

照

片 

 

ኔ

᧭

室

平

面

圖 

 
註：ᓮࠉ各ኔ᧭室及ኔ場所分ܑ建立資料表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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ኔ᧭室˂ኔ場所名稱 物֏學ኔ᧭室 面ᗨ(m
2
)  

ጥ人 ٠ޕ๖ 聯絡電話  

電 子 信 箱  其،聯絡ֱ式  

用途  

是否有使用ᛩঅᆟ公ܫ之ࢤ֏學物ᔆ，

 全資料表ăڜ建立物ᔆࠀ
□否 □是，資料表放置地點        

是否有ข生ᐒ或有害ᐒඵ物 □否 □是 

ᐒ是否分ᣊگ集ࠀᑑقփ韕物及ٲ害ࢤ □無 □有 

是否ࠠڞᔲ之ᕴࠠ □無 □有， 

是否有ᗑ立電ᄭ總ၲᣂ □無 □有 

電Ժ負๛ 220˩˲  ˲˔   110 ˩˲˲˔  其،     (ᓮᇡ填٨用電ၦृ) 

ຏ靨ང頾 □۞ྥຏ靨    □࿗及ඈ靨ᖲ    □യຨ室ܐ頾 

ආ٠照ࣔ □࿗۞ྥ٠    □日٠ᗉ        □以上ࠓ用 

顆防ߓอ □ᄰ־ᕴ        (ী式、數ၦ) 

        ،อ □其ߓอ □֫動ᤞߓᤞ۞動ᤞ־□

 ᗉ □無 □有قՑᑑנ入Ց設ጹ৺נ

是否有設ጹ৺照ࣔᗉ □無 □有 

防ᥨࠠ □鞄人防ᥨࠠ  □৺救箱  □ੑߪޱณᕴ   □其他        

ኔ᧭室˂ኔ場所配置圖 

ኔ

᧭

室

照

片 

 

ኔ

᧭

室

平

面

圖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 

(1) 學校依校內實驗室學校依校內實驗室學校依校內實驗室學校依校內實驗室數量建立表格數量建立表格數量建立表格數量建立表格，，，，分別記錄各棟建築之基本資料分別記錄各棟建築之基本資料分別記錄各棟建築之基本資料分別記錄各棟建築之基本資料。。。。 

(2) 填寫此表前填寫此表前填寫此表前填寫此表前，，，，須調查該教室的急救設施須調查該教室的急救設施須調查該教室的急救設施須調查該教室的急救設施、、、、電力使用狀況電力使用狀況電力使用狀況電力使用狀況、、、、管理人等管理人等管理人等管理人等。。。。 

(3) 依照該依照該依照該依照該教室教室教室教室建立平面圖建立平面圖建立平面圖建立平面圖、、、、拍攝拍攝拍攝拍攝教室教室教室教室之外觀等之外觀等之外觀等之外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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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2、ኔ᧭室ڜ全ᓡ生۞動ᛀ查ಖᙕ表 

位：            ኔ᧭室名稱：              ᛀ查日期： 

ᛀ查項目 ᛀ   查   ૹ   點 
ᛀ查࣠ 

備     註 
是 否 

ᢐ឵ 

1 ፹ٲ܂害物ᔆ堚ࠀᒔኔ填ᐊ    

2 
物ᔆڜ全資料表（ˠS˗S）應置於܂ᄐ場所ࣔ᧩࠷࣐之

 
   

3 ᢐ（ٲ害物ᔆ）應ࠉऄᑑق    

4 լઌ韕之֏學應分ၲژ放    

5 ٨ጥ之֏物應以專឵ژ放ࠀ上᠙    

6 ᢐ឵փ應অ堚ᑥ，無ᢐਜ਼ዥൣ形    

 全ᓡ生ڜ

防ᥨ 

1 ጹ৺ޱැ或ੑณᇘ置應有ᔞᅝऱᑑࡳࠀ，ق期ᛀ查    

2 
ജ數ၦ之防ᥨߩ頴ٽ᧭ᆖ國家ᛀݔᔆ所Ꮑ備ࢤ᧭ኔࠉ

ࠠ 
   

3 防ᥨࠠ使用ृ應ᛵᇞ正ᒔऱ使用及ፂᥨֱऄ    

4 有ᔞᅝױ用ऱ৺救設備，放ࡳࡐڇ地點，ࠀ有ࣔ᧩ᑑق    

顆防設備 

1 
有ߩജ數ၦ之֫༼式ᄰ־ᕴ，其ᚘԺ及使用有頒期ૻઃ

 於ᑑᄷٽ
   

2 
ᄰ־ᕴ、顆防頸箱ছᆃַ置放物，ࠀ有ࣔ᧩ऱᑑق，

以ܓጹ৺࠷用 
   

ඈᄿ឵ 

(˛ood) 

1 
֏學ࢤᖙ݁܂應ڇඈᄿ឵փ進۩，ࢮ॰ၲՑ應於ᔞ度

位置 
   

2 目ီᛀ查ඈᄿ឵外ᨠፂړߜणኪ    

3 լױലඈᄿ឵ᅝ܂֏學ᚏ឵ژ，應অ堚ᑥ    

    （三年）ژղધᙕ及অࠀ，期۞動ᛀ查ࡳ 4

用電ڜ全 
1 工܂人員使用Ꮪᕴ是否ࠉ࿓ݧᣂຨ    

2 Ꮪᕴ電ᒵ之ᒴץ是否有ధჾ    

ᐒඵ物 

1 ᐒඵ物或ᐒ應ࠉࡳ分ᣊگ集    

2 
ဿژᐒඵ物或ᐒ之韕ᕴ上註ࣔᐒඵ物ጟᣊ及၀上ᐒඵ

物ᑑق 
   

3 
ဿژ應ᠦ熱ᄭ、լ࣐傾靼、լॴᡶ走道及অ堚ᑥ

 ᖞݙ
   

ᚘ頾᧯ 

鋼 

1 鋼應ऴ立ژ放，ࠀආ࠷ᔞᅝࡳࡐൻਜ，以防鋼傾靼    

2 
鋼之ᚏژ應ᠦॺ防ᡨী電ᄭ、發熱ᄭ、ࣔ־及ױᗏ

物 
   

3 
鋼應ࠉࡳᑑق，փ韕ץ含頾᧯名稱、ٲ害ᤞܫ圖式

等訊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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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լઌ韕頾᧯լٵױژ放，ࠀ應অᔞᅝڜ全距ᠦ    

室փᖞ᧯ 

ᛩቼ 

1 ኔ᧭室լژ放ٚ۶靪及進靪    

2 ᚏ឵頂ጤլ應ഔ置物件，以防靼Ⴥ或ൾᆵ    

3 ຏ道有ᔞᅝऱ照ࣔ，ࠀঅຏዃ，լഔ置物    

其،ࠃ項：(ᓮࠉ本ߪኔ᧭室顠ࢤ其،有ᣂڜ全ᓡ生ᛀ查項目之ಖᙕ)  

 

ኔ᧭室負責人：                ᛀ查人：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 

(1) 依校內實驗室現況依校內實驗室現況依校內實驗室現況依校內實驗室現況填寫調查表填寫調查表填寫調查表填寫調查表。。。。 

(2) 以目視檢視方式調查教室之安全性以目視檢視方式調查教室之安全性以目視檢視方式調查教室之安全性以目視檢視方式調查教室之安全性，，，，並說明並說明並說明並說明改善之情形改善之情形改善之情形改善之情形。。。。 

(3) 此表於平時調查使用此表於平時調查使用此表於平時調查使用此表於平時調查使用，，，，並並並並建檔於建檔於建檔於建檔於總務組總務組總務組總務組。。。。] 

 

表 7-1-3、ኔ᧭室災害ಖᙕ表 

項ڻ 災害日期 教室 ႞Ջ人數(人) ჾ؈८ᠰ(ց) 災害ൣ形༴૪ 

01      

02      

03      

04      

註：᥏位ڕૉլߩ或መڍ，ᓮ۞۩增ܔă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 

詳加紀錄過去詳加紀錄過去詳加紀錄過去詳加紀錄過去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發生災發生災發生災發生災害害害害，，，，填寫發生日期填寫發生日期填寫發生日期填寫發生日期、、、、災害災害災害災害類型類型類型類型、、、、受災範圍受災範圍受災範圍受災範圍、、、、受損情形受損情形受損情形受損情形。。。。] 

 

7.1.2 實驗室環境安全改善實驗室環境安全改善實驗室環境安全改善實驗室環境安全改善 

一、危害鑑別 

(一)學校可先行進行實驗活動清查分析，由該實驗課程老師討論相關之例行性與非例行性實

驗或研究、作業及所有人員進入實驗或實習場所之可能活動，包含訪客與承攬商與供應

商、所有可使用到之公共設施、機械與儀器設備做清查區分。 

(二)有關實驗之部分可指定實驗課程老師進行危害辨識，危害辨識時須包含人員、機械、材

料、環境及正常、異常、緊急之可能危害。 

二、風險評估 

(一)學校實驗課程老師、實驗助教(理)等指定人員依所辨識之危害，再將其轉登錄填寫於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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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風險評估表如表 7-1-4。 

(二)依風險發生頻率判定基準 （F），如表 7-1-5，及嚴重性 （S）判斷基準，若單純只考量

人員之傷害，則如如表 7-1-6所示。 

(三)由於災害之嚴重性之考量端視其是否包括人員、設備等其它影響因之考量而有所不同，

因此嚴重性等級之判定亦可以是如表 7-1-7之表示方式。風險 ＝ 發生頻率 × 嚴重度，

最後用以評估所得總分，依風險矩陣排列重要順序並界定風險等級數。 

(四)有關風險評估之內容，學校可依現行或他校之經驗值、輔導單位之建議來修正建立，例

如有些學校單位在進行風險評估時，亦可即採行下述作法： 

風險＝嚴重性 × 危害 / 暴露特性 × 損失發生機率 

(五)針對實驗室可能發生災害風險之估算，可參考勞研所於 94年度所編撰之「實驗室緊急應

變程序建立」計畫中有關實驗室風險評估資料、軟體及實驗室危害辨識表，針對校內相

關實驗室進行風險評估工作。 

(六)有關實驗室危害之風險評估，可至中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學會 http://www.cshm.org.tw，進

入學校安全衛生輔導團網站 http://labsafety.cshm.org.tw/。 

1.於最新消息中找到實驗室緊急應變程序下載 （2003年 05 月 02 日公告）下載風險評估

軟體 http://labsafety.cshm.org.tw/news/newsbrowser.asp?listpage=3及風險評估軟體更新資

訊 http://labsafety.cshm.org.tw/esafety/ 

2.至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92年度研究報告中下載有關「實驗室緊急應變程序」研究報告書

面資料，電子檔下載請至 http://labsafety.cshm.org.tw/esafety/。 

 

表  全ᓡ生靨ᙠေ۷表ڜ、7-1-4

項目 ᒳ號 ኔ᧭活動

名稱 

ᑨٲڇ害 發生᙮ 

˙ 

ᣤૹࢤ 

S 

᧩ထࢤ 

Cː˙×S 

ඈݧ 靨ᙠ等級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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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5、校園ኔ᧭室災害發生᙮ࡳܒ基ᄷ 

分數 ጟᣊ ႞害或რ外ࠃਚ之發生᙮ 

5 頗ൄ ޢ年發生Њ5  ڻ

4 ৰױ౨ ޢ年發生 1Ę5  ڻ

ޢ ౨ױ 3 5 年發生 1 ڻ 7 以上ޢ年Љ1  ڻ

2 ৰ֟ ޢ 10 年發生 1 ޢ以上ڻ 5 年Љ1  ڻ

1 ᄕ֟ ޢ 10 年發生Љ1  ڻ

表 7-1-6、校園ኔ᧭室災害ᣤૹܒࢤឰ基ᄷ 

分數 ጟᣊ ႞害或რ外ࠃਚ之發生᙮ 備註 

4 ᄕᣤૹ 一人ڽՋ或三人以上࠹႞ 
電ᚰીڽ、中靨 

 Ջڽ、

3 ᣤૹ ณᅪ或四ॆ႞ྲྀ 
ณᅪ或四ॆ႞ྲྀ、˛˙

之骨ᙽჾ害 

2 中度 ށ႞或ࢮ႞，Ꭸ、ᨕፍ蝕 
電ᚰ、ށ႞或ࢮ႞、

Ꭸፍ蝕 

1 ᎘პ 
ဠ᧫ࠃਚ，᎘პ໊႞，ؼᓅᑊ或ױ۞

 ฮ或ץ۩

᎘პ໊႞、ؼᓅᑊ 

表 7-1-7、校園ኔ᧭室災害ᣤૹ等級分級 

分數 ጟᣊ 人員 
財務ჾ؈ 

(含設備ჾ؈) 
ᔞऄࢤ 

ኙᛩቼ˂公ฒ之

ᓢᚰ 

ኙ教學、ઔߒ

活動之ᐙ 

4 ᄕᣤૹ 

一人ڽՋ

或三人以

上࠹႞ 

ૹ大財務ჾ؈

(100 ᆄց以上) 

ሔ ऄ 

 ፆ࠹

ᤩ放۟ᛩቼࠀ

造ګ公害ࠃ件 

ೖ ַ ઌ ᣂ 活

動數月以上 

3 ᣤૹ 
ณ ᅪ 或 四

ॆ႞ྲྀ 

ࠠ᧯財務ჾ؈

(30 ۟ 100 ᆄց

之間) 

ሔ ऄ 

Ꮑ 立 ܛ

 ޏ

ኙ設備造ۆګ

，ඈ放۟外

ࠀኙᛩቼ造

 პᐙ᎘ګ

ೖ ַ ઌ ᣂ 活

動數ၜ 

2 中度 

႞ࢮ、႞ށ

或 頎 ႞ ，

Ꭸ、ᨕፍ蝕 

᎘პ財務ჾ؈ 

(3 ۟ 30 ᆄց之

間) 

ૻ 期 ޏ

 

ኙ設備造ۆګ

܀未ኙᛩቼ

造ګౡ 

ೖ ַ ઌ ᣂ 活

動數日 

1 ᎘პ 

ဠ ᧫ ࠃ

ਚ，᎘პ໊

႞，ؼᓅᑊ

 或 ױ ۞

۩ ץ ฮ 或

 

༓無ჾ؈ 

(0 ۟ 3 ᆄց以

下) 

ٽ  ऄ

 

౨ጥࠫ或

無ᐙ 
無ᐙ 

註：本表中分數、ጟᣊ及ࠃਚᣤૹ度ᎅࣔփ韕各校݁ݺ۞ࠉױ現況܂鞈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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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風險控制規劃 

(一)經風險評估後，依風險矩陣所得之結果來界定可容忍及不可容忍之範圍。 

(二)學校可針對上述結果，所鑑別出之重大風險項目依其災害之類型進行相關緊急應變計畫

之規劃及應變流程之撰寫。 

(三)依據實驗室意外事故發生可能性、嚴重性及風險較高且最急迫改善之事項中，訂定出相

關之防救計畫，並依此投注適當之人力及資源，以降低校園實驗室災害事故之風險等及

損失。 

(四)實驗室應自備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乙份，以備緊急應變時所需。 

(五)使用前負責實驗室老師須對學生施予必要之安全衛生防護教育訓練。 

(六)使用化學品時，必須佩帶適當之防護設備方可操作。 

 

7.2 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災害應變工作事項 

實驗室教學設施中具有潛在危害因子，一旦發生災害事故，應立即採取快速、有效的緊

急應變處理措施，以避免因災變擴大損及生命財產及造成環境危害確保工作場所及附近周遭

之安全。 

學校之教職員工及學生應對於緊急意外事故之應變能力及應變之處理技術上都能熟練，

並於災害發生時能有正確而有效之處理，以使災害之傷害及損失降至最低。 

災害應變工作事項包含災害應變程序、災情通報、避難疏散、緊急救護與救助實施等必

要措施。 

 

7.2.1 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災害應變程序 

為使災害發生後學校能快速執行避難救助之行動，宜將應變啟動時機以及各應變小組所

擔負之作業明確定義，以便於災時迅速召集相關人員於適當集結地點進行災情分析及進行任

務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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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變啟動時機 

學校之緊急應變組織視災害發生時機啟動，其啟動時機包括： 

(一) 實驗室發生災害時 

(二)天然災害發生時，校長考慮校內實驗室可能受災時 

二、應變組織之任務 

將各應變小組之應變工作項目確實劃分，以便災時之快速動員，各小組於災時之工作項

目分配如下，各組主要應變項目如表 7-2-1。 

表 7-2-1、應變小組應變ࠃ項ĩኔ᧭室災害Ī 

應變項目 負責組 ܗ࠰組 應變工ࠃ܂項 

災ൣຏ ຏ組 無 
ᄐ܂件ຏࠃ全及災害ڜ照校園ࠉ.1

點之ࡳല災害進۩分級ຏă 

避難֧導 避難֧導組 無 
ጹ৺ೖ課放學งཋࡳছ，應ᚵأ學期ޢ.1

路ᒵă 

2.各棟建築物應ቤ避難֧導人員ă 

ጹ৺救ᥨ與

救ܗ 

᠔᛭組 無 
1.應建立與顆防位、鄰२域᠔᛭位

及ᛩঅ位，建立聯ᢀ及支援ᖲࠫă 

2.校փ備有之৺救物資、ჿ救ᕴ࿆ޗᙕ造

冊，ᇡาಖᙕ數ၦ及放置地點ă 

之փ韕，ᛀ查是否ޗ月應ᒔᎁ৺救ᕴޢ.3

ࠀല放置日期መՆ之用進۩ཙ

ངă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 

填寫各應變項目之負責小組填寫各應變項目之負責小組填寫各應變項目之負責小組填寫各應變項目之負責小組、、、、協助小組協助小組協助小組協助小組，，，，並敘述應進行之作業事項並敘述應進行之作業事項並敘述應進行之作業事項並敘述應進行之作業事項。。。。] 

 

7.2.2 災情通報災情通報災情通報災情通報 

災情通報主要目的為爭取時效、掌握先機，快速將災害情報傳達，進行快速之搶救作業；

藉由廿四小時的值勤機制，即時協助處理校園緊急危安事件，以有效維護校園整體之安全、

安寧。 

為有效協助學校處理事件，減少事件之損害程度，依照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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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之規定將進行通報。 

7.2.3 避難疏散之規劃與執行避難疏散之規劃與執行避難疏散之規劃與執行避難疏散之規劃與執行 

一、避難疏散之規劃 

(一)實驗室疏散主要以人員疏散為主，因此在規劃疏散計畫時，對疏散時機之認定非常重要，

而疏散時機為意外狀況有擴大之虞或對人員可能造成生命威脅時，就必須即刻通知人員

進行疏散。 

(二)疏散路線的規劃不應只有一條，以因應不同災害情境變化，校園疏散路線應盡量避開有

潛在危險的地方，並於規劃後標示於逃生路線圖上，在進行疏散管制規劃時，宜擬定適

當風向狀況下之各種疏散方向，而集結地點的選擇宜考慮適當之安全距離，選擇附近沒

有潛在危險地區及可容納部分或全部師生疏散人員之場所，以於事故發生時能依疏散路

線作適當管制人員配置進行疏散人員引導工作。 

(三)學校亦應考量該校特殊師生之需要，給予必要之疏散協助，並依災害發生時學生在實驗

場所內、實驗場所外等情況下確認學生之安全。 

(四)緊急疏散時實驗室老師應確認學生出席狀況及學生安全狀況，並依指示依避難逃生路線

將學生帶領至安全地點集合。 

 二、避難疏散之執行 

(一)依應變災害等級之不同，其疏散之時機與疏散之方法亦不同，應作必要之調整，而疏散

時機為意外狀況有擴大到實驗室或實習場所之虞時，必須即刻通知附近人員進行疏散。 

(二)若實驗室正在作實（試）驗而發生一級災害時，可由實驗室在場老師請同學協助通報之

同時，至少進行該實驗室內人員之疏散，然後在由隨後到來之現場應變指揮官決定。 

(三)應變指揮官需依救災負責組長之意見及應變計畫中風險評估的資料及其它因素：目前的

災情是否會持續擴大、是否還有其它化學物質會產生其它危害，作下達疏散之決定。 

(四)進行疏散管制規劃時，應擬定適當風向狀況之各種疏散方向狀況，以於事故發生時能依

疏散路線作適當管制人員配製置進行疏散人員引導工作。 

(五)避難疏散路線需依實驗室逃生路線，進行緊急避難疏散，再依各樓層逃生路線避難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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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緊急避難場所。 

(六) 疏散時機 

實驗室災害分為下述狀況 

第 1級狀況：災害影響範圍侷限於實驗室內，先行疏散該實驗室，並通知至整樓其他實驗

室或教室注意。 

第 2級狀況：災害影響範圍有向外擴散但侷限於至該樓時，進行至整樓全面疏散，並通知

其他棟教室注意。 

第 3級狀況：指災害影響範圍有可能擴大到至整樓以外範圍時，進行全校疏散。毒性化學

物質災害發生時亦通知附近民眾進行疏散或就地避難。緊急疏散時實驗室與

實習場所老師應確認學生出席狀況及學生安全狀況，並依指示依避難逃生路

線將學生帶領至安全地點集合。 

第 1、2級狀況由現場教師下令疏散，第 3級狀況由指揮官下令疏散，而指揮官依搶

救組組長之意見及評估災情是否會持續擴大、是否還有其他化學物質可能洩漏決定是否

疏散。 

 

7.2.4 緊急救護與救助緊急救護與救助緊急救護與救助緊急救護與救助 

一、緊急處理事項 

(一)化學藥品洩漏： 

化學藥品洩漏是實驗室最常見之意外事故，應作適當處理，其處理程序為: 

    1.立即疏散附近人員，並打開抽風設備。 

    2.依緊急通報程序通知實驗室負責人員。 

    3以適當之外洩液中和劑，中和處理。處理時應穿戴必要之防護用具。 

    4將污染區以黃塑膠帶隔離標示。 

(二)化學藥品傷害緊急處理措施： 

    1.濺到眼睛：立即以大量清水沖洗 15～20分鐘，沖洗時間應張開眼皮以水沖洗眼球及眼

皮各處。但水壓不可太大，以免傷及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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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沾及皮膚：立即脫去被污染之衣物，以清水沖洗被污染部份。若是大量藥劑附著時，

可能被皮膚吸收而引起全身症狀，先採取中毒急救措施。再儘速送醫。 

    3.氣體中毒：將傷者迅速移至空氣新鮮處，救護人員並應配戴必要之防護具，以免中毒。 

    4.誤食中毒：重覆漱口後，飲下大量的水或牛奶。若傷者呈現昏迷、不省人事、衰竭、

抽筋等現象，不可催吐，否則應協助患者吐出所食入之物質。 

(三)火災及爆炸緊急應變措施： 

化學品使用操作不當引起火災及爆炸為各種意外事故中，最嚴重的化學災害。火災

及爆炸處理及預防原則是相通的。其處理原則有： 

    1.關閉總電源及瓦斯，並儘速移開周圍之易燃物。 

    2.通知現場人員疏散。 

    3.確認火災種類，選擇實驗室內適當滅火器滅火。 

    4.如火勢持續擴大，應立即打電話通知中山消防分隊支援協助滅火。 

    5.若引起爆炸，則應防範爆風、飛散物的破壞，可能導致第二次事故或繼續爆炸之危險，

故應儘速撤離。 

二、緊急救護實施 

(一)由救護班負責現場受傷人員搶救及送醫事宜。 

(二)設置緊急醫療站。 

(三)緊急處理傷患，並登記傷患之基本資料。 

(四)聯繫傷患後送之醫院，並紀錄患者之狀況與轉院紀錄。 

(五)回報防災中心現場處理狀況。 

三、緊急救助措施 

(一)引導外部救災支援單位接續救災活動：外部救災支援單位到達後，為使其接續自衛消防

編組之救災活動，應採取下列措施： 

1.救災支援單位進入門之開放。 



94 

2.為使救災支援單位易於進入災害現場，應先將各門戶開放。對於進入門或進入通路附近

會構成活動障礙之物品，亦應移除。 

3.引導救災支援單位至災害現場。 

4.為使救災支援單位迅速到達災害現場，應作下列引導： 

(1)到達起災害現場所最短通道之引導。 

(2)前往進出口之引導。 

(3)前後緊急用昇降機之引導。 

(二)現場情報提供部分，機關或單位之負責人或熟悉狀況內容之人，應積極與救災支援單位

指揮中心連絡，提供下列情報： 

1.災害狀況有關之事項： 

(1)災害引起地點。 

(2)災害引起原因。 

(3)受影響範圍（化學品之擴散狀況等）。 

2.避難有關之事項： 

(1)有無逃生不及之人員。 

(2)避難引導狀況。 

(3)傷亡者等之狀況。 

3.自衛救災活動有關事項： 

(1)初期救災狀況。 

(2)救災設備之使用及動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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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第八第八第八篇篇篇篇 交通事故減災及應變事項交通事故減災及應變事項交通事故減災及應變事項交通事故減災及應變事項 

8.1 交通事故減災交通事故減災交通事故減災交通事故減災 

一、強化校園交通安全設施整體規劃，並將「家長接送區」與「交通標線、標誌」納入校園

整體設施之一部分，以配合境教之推廣。 

二、學校交通車，除行車執照核發、定期及臨時檢驗、車身顏色及標誌、保養紀錄卡輔導建

立及查驗、其他配合教育與社政機關督導及檢查事項由該管公路監理機關辦理外，其保

養及駕駛人管理之情形，應隨時檢查及督導。 

三、學校之校車應定期保養、維護制度、通學計畫路線、安全門演練、安檢紀錄、保險、緊

急應變計畫、緊急醫療網絡(通學路線周邊醫院名稱)、緊急聯絡電話等相關計畫、紀錄、

手冊及辦法。 

四、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應重視租用車輛之安全，得由學校相關人員預先評估合格公司

之信譽、車輛狀況及學校條件後，辦理租用手續，依教育部頒『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

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辦理相關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事宜。 

五、要求騎腳踏車之學生攜帶防護具，至少須備有安全帽，且不可雙載。 

六、於易肇事路段派遣老師協助學生上放學。 

七、校車定期送廠進行檢驗，有故障疑慮之校車暫停使用，於整修完畢再行載學生上放學。

總務組(學務處)需派員於校車司機開車前進行酒精檢測，並確認司機之精神狀況。 

八、加強宣導交通安全教育標語、圖片、海報、法令規章及禮節等，供教學之用；並舉辦交

通安全繪畫比賽等相關活動等。 

8.2 交通事故應變交通事故應變交通事故應變交通事故應變 

發生交通意外事故，立即通報警察單位與回報學校狀況，如有人員受傷立即通報消防單

位前來支援，並先行初步救護。 

一、一般道路、高(快)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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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乘坐之遊覽車發生事故時，乘客應配合司機或隨車領隊指揮，立即依逃生演練路徑逃生，

並緊急疏散至路旁、護欄外(高速公路)或其他安全處所，同時於車後 50~100公尺設置故

障標誌，警示來車，避免追撞。 

(二)緊急逃生時應注意各方來車，確保自身安全。 

(三)利用路邊緊急電話或行動電話撥打 112尋求支援。 

二、長公路隧道： 

於長公路隧道發生事故時，應立即利用路邊緊急電話或以行動電話通報 112請求支援，

並設置警示牌或其他設施警示來車，避免追撞，再依各隧道之逃生指示處理。 

三、鐵路平交道： 

鐵路平交道遇事故發生，無法自軌道區駛離時，應立即按下平交道兩旁「紅色緊急按鈕」

示警，並立即疏散車上乘客。無緊急按鈕或按鈕未發生作用時，需立即撥打 0800-800-333示

警。 

四、學生發生意外車禍 

學校獲知學生發生意外車禍，學務處立即派員前往現場，協助學生解決車禍紛爭。 

五、校車發生車禍 

司機立即詢問車內學生是否有受傷，並連絡警察單位、救護單位、學務處。若有傷患，

待救護人員到時，由專業人員移動傷患，並協助警察處理交通事故。學務處接獲通知立即找

尋可用之校車，派員協同校車前往現場處理並將沒受傷之學生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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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九九九九篇篇篇篇 其他校園安全工作事項其他校園安全工作事項其他校園安全工作事項其他校園安全工作事項 

9.1 晨間及夜間安全維護事項晨間及夜間安全維護事項晨間及夜間安全維護事項晨間及夜間安全維護事項 

9.1.1 預防預防預防預防 

一、人員管制 

(一)防止不法份子侵入。 

(二)對於可疑人、物之查察與盤詰。 

(三)上班時間進出之非學校人員，必須確實辦理登記，嚴格管制。 

(四)防止人員挾帶危險物品進入校園；員工訪客攜出之物品，如與公物性質相關者，應予以

查檢後放行。 

二、車輛管制 

(一)注意進出門口路邊紅、黃線區嚴禁停放車輛，以維交通順暢。 

(二)校門口出入開放時間嚴格管制，上放學時間嚴禁車輛進出，其他時間進出請作好交通指

揮。 

(三)校園內車道之管制必須徹底執行，無學校通行證者一律禁止進入。洽公及送貨車輛，須

停車熄火換證後，慢速進入，並依指定位置停放。 

三、一般勤務 

(一)應於學校指定地點值勤，便於管制門禁及執行警戒，不得擅離。非學校師生員工進入

必須詢查，下班後外人進入應憑證件登記換證，態度必須和善。 

(二)應定時巡邏校園，並隨時注意監視器畫面，以維護安全。 

(三)校門開、關時需在旁監視，避免發生危險。 

(四)交接前後應巡視校園，做好門禁及燈火管制工作。 

(五)禁止小販、宣傳、推銷人員及其與校務不相干人員等進入校園。 

9.1.2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一、發現校園內師生受傷，應即通報救護單位，並即通知健康中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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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可疑人物侵入，應即通知學校相關單位及人員，依需要通知警察局及教育部校安中心。 

9.2 餐飲衛生安全管理事項餐飲衛生安全管理事項餐飲衛生安全管理事項餐飲衛生安全管理事項 

9.2.1 預防預防預防預防 

一、規劃設計 

(一)營養午餐廚房 

1.廚房面積高度考慮通風與採光，排水設備應維持良好的排水性。 

2.前處理區與烹調區應隔開，避免食物受到汙染。 

3.庫房應設置在避免日光直接照射，室內清潔，通風良好，溫度保持攝氏 20度以下；且避

免室內有下水道，蒸氣管通過。 

4.廚房需要具備病媒防治措施，於窗戶及通風口加細鐵網、空氣門，另於門的四周包覆金

屬。 

5.調理場所之照明應在 200燭光以上並有燈罩保護，以避免汙染。 

6.桶裝瓦斯不可橫放並定期檢查瓦斯管線是否老化。 

(二)合作社 

1.合作社應選擇通風，採光照明良好之場所。 

2.合作社內外應保持整潔。 

(三)飲用水 

1.飲食水源應採用自來水，無自來水者，應有淨水及消毒設備處理，水質須符合法令規定。 

2.水源應與廁所最少相距 15公尺以上。 

3.非使用自來水者，使用前應向當地環保機關申請檢驗。繼續使用時，每年至少重新申請

檢驗 1次，合格後，始可使用，檢驗紀錄並保存 1年。 

二、設備安裝施工 

(一)營養午餐廚房 

1.設備機械與食品接觸面應平滑、完整，不可有裂縫或破損。 

2.設備與食品之接觸面，應具備無吸附性、無毒、無臭，不受食品、原料及清潔劑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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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可使用有毒金屬，如：鎘、鉛等。 

4.廚具擺設之低層應與地面距離 15-20公分，離牆至少 5公分，避免造成死角，不易清洗。 

(二)飲用水 

1.自來水與井水或其他水源之管線應分裝，不得混用，水龍頭須加以識別。 

2.水管應定期檢修，以防破裂，或生鏽污染水質。 

3.水塔池與水池應加蓋密封，設有防汙措施。 

(三)蒸飯設備 

如有自帶便當者，學校應設置蒸飯設備，並加強注意用電安全，及保溫功能。 

三、食品採購 

(一)自辦午餐 

1.建立嚴格驗收標準，確實執行。 

2.驗收奶類及調味乳時應詳讀標籤日期，驗收後應予冷藏，不可置於常溫下。 

3.冷凍肉品應有 CAS標誌，若為生鮮肉類，廠商應具有電宰證明。 

4.魚類、海鮮之食品新鮮度應予嚴格要求，因在食物中毒事件中，此類食品最多。 

5.應以新鮮食品為主，避免使用半成品，因無法掌握其製作場所的衛生情形、添加物的種

類、送貨車的衛生、食品的溫度等，易發生中毒。 

(二)餐盒訂購 

1.學校向外訂購餐盒，應向領有工廠登記或營利事業登記證之合格廠商訂購。 

2.餐盒廠商應領有衛生局檢查合格之證明。 

3.由校方、家長、學生等代表組成訪問小組，確實到廠商工作場所勘查，並作成紀錄備查。 

4.由訪視小組訂定餐盒品質、價格標準、驗收方式等標準。 

5.餐盒業者名單應送當地衛生單位列管。 

6.學校應與廠商訂合約，且不得抽取任何手續費用。 

7.餐盒數量大，應分數家廠商，不宜集中某一家供應商。 

8.供應商與學校運送距離以不超過車程 30分鐘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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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運送車輛應加裝保鮮、保溫設備。 

四、衛生管理 

(一)自辦午餐 

1.廚工衛生： 

(1)廚房作業人員應每學年實施健康檢查，其項目包括：身高、體重、血壓等一般檢查，

胸部 X 光檢查、皮膚病、尿液、糞便、B 型肝炎等。 

(2)廚工工作時應戴整潔工作衣帽，戴口罩，以防止頭髪、皮膚及其他雜物等掉入食品中。 

(3)工作人員養成工作前洗手之習慣，並了解其重要性，以確保衛生。 

(4)工作人員指甲應修剪，且不可戴戒指或首飾，避免藏汙納垢。 

(5)若手部有瘡傷、膿腫者，嚴禁從事直接接觸食品之作業，以防止金黃色葡萄球菌之汙

染，造成食物中毒。 

(6)工作中不可吸煙、飲食、嚼檳榔，如非必要切勿交談。 

2.冷藏（凍）庫管理： 

(1)設有溫度指示器，確保冷藏溫度在攝氏零度到 10度之內，冷凍溫度在攝氏零下 18度

以下。 

(2)庫內物品須排列整齊，且容量應在 50%~60%之間，不可過滿以利冷氣充份循環。 

(3)貯存時間不可過久，煮熟食物應用容器盛裝或經包裝後冷藏。 

3.乾貨庫之管理： 

(1)專人負責：負責場所之整理、清潔及貨品出入之日期、數量等的登記。 

(2)貨品分類：貨品應分類存放並記錄。 

(3)置物架：食品、原料不可直接於地上，置物架應採用金屬製造。 

(4)良好通風、採光及適當的溫度、濕度，並有防止病媒侵入設施。 

(5)應設貯存位置之平面圖與卡片，並記錄出入貨品之品名、數量及日期。 

4.餐具櫥： 

(1)餐具櫥具應以金屬製造，最好採用不鏽鋼，不宜採木製，避免潮濕發霉。 

(2)增加加熱或烘乾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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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砧板、刀具、容器： 

(1)應依生、熟食完全區隔。其中刀具及砧板需明顯標示，以利區分。 

(2)宜用合成塑膠砧板，不宜採木製。 

(3)刀具及砧板使用後，應立即清洗消毒。 

6.洗滌： 

(1)餐具應洗滌乾淨，並經有效殺菌，置於餐具存放櫃，存放櫃應足夠容納所有餐具，並

存放在清潔區域。 

(2)使用全自動高溫洗碗機洗滌餐具者，應使用洗碗機專用之洗潔劑；該洗碗機並應具備

溫度及壓力指示器。                             

(3)採用人工洗滌餐具時，應具合乎標準之三槽式人工餐具洗滌設備，並依三槽式洗滌餐

具流程，使用符合食品衛生相關洗滌規定之食品用洗潔劑。 

(4)每週應抽檢各餐廳餐具之澱粉性及脂肪性殘留，並記錄之，不合格者應改善及追蹤管

理。 

7.烹煮： 

烹煮過程應注意溫度及時間的掌握，宜少量方式翻炒，避免有中心溫度不足、部份食物

不熟。 

8.供應： 

(1)運送過程食物應加蓋，並置於陰涼處。 

(2)應設置高度 20-65公分矮桌或替代設備，放置餐具與飯菜食物，避免直接放置地面。 

(3)食品調製完成後，須加蓋或遮蔽物。 

(二)飲用水 

1.學校宜使用煮沸法，經鍋爐蒸汽燒開後冷卻之飲用水，或經合格濾水器處理過之飲用水。 

2.自動飲水機或濾水器應加強維修、保養，並定期委託檢驗及公布水質狀況，以保障師生

飲用水安全。 

3.水塔與水池應每學期利用假期清洗一次。 

五、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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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辦午餐： 

1.指定專人，實施簡易檢查方法，隨時檢驗各項衛生事務。 

2.每日應留存膳食樣品。 

(二)訂購餐盒： 

每日應留存膳食樣品(覆以 PE保鮮膜放攝氏 5度以下)，保存 2天以上，以便查驗。 

(三)飲用水： 

定期請當地衛生局檢驗水質並作記錄。 

表 9-2-1、堬靪ᓡ生ጥᛀ頤表 

查頤日期ţţ年ţţ月ţţ日 

項
目

 

項
次

 

 全ᛀီ應ࣹრ點 負責人員ڜ
ᛀ 頤  ࣠ 

備註 
ฤٽ ৱޏ進ࠃ項 

學
校
自
辦
午
餐

 

1 
ᐓࢪ應有ړߜຏ靨，場所٠度۟֟ 200

度以上，ࠀ有ᗉᆝঅᥨă 

    

2 
ᇘ॰、ף入Ց॰࿗及其他֞道，應נ

࿗或其他防ַఐॿ入設ਜă 

    

3 
ᐓࠠឭ設之ࢍ層應與地面距ᠦ 15~20 公

分，ᠦᛥ۟֟ 5 公分ă 

    

4 ᐓ工ޢ年應ኔਜൈᛀ查，ࠀ備有ಖᙕă     

5 

ᐓ工෪調頗，應ઠᚮᖞᑥ之工۪܂༐、ᚮ

Ցᆝ，լ፝ఎ指ظ，Ⴡࢳ指ظई及ࠕ

ᚮ堸物ă 

    

6 
ᐓ工工܂中լܮᄿ、ᣥឳᄏ、堬靪等ױ

౨ۆ靪之۩為ă 

    

7 

ڇ韧宜অ堚ᑥ，韧փᄵ度Ꮑ៲ܐ、鞒ܐ

᥊ּሿ下 18 度，ܐ៲韧ᄵ度ႊڇ᥊ּ 7 度

以下ă 

    

8 
韧փ物Ꮑඈ٨ᖞᏘ，韕ၦ應ڇ 50ʸ~60ʸ

之間，լױመየ，以ܐܓ頾༛ᛩă 

    

9 
調࠺應與֏學ᢐ分ၲ設置，ࠀᑑق堚

ᄑ，避܍֏學ᢐژ放於靪ဿژ場所ă 

    

10 తࣨԸࠠ應各備ࠟ鞽，生ᑵ靪分ၲ使用ă     

11 靪調፹ګݙ৵，Ꮑף።或ᔟᓈ物ă     

     ಖᙕă܂ࠀ，᧭全ᛀڜݺ۞期ኔਜࡳ 12

     堚ᑥăࢪ用ࠠ，ፂᥨᐓࢪ期顆ᐓ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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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以ࠀ，ᘇ靪ᑌژ日應ఎޢ ˣ˘ অធᓂ放᥊

ּሿ下 5 度以下，ղ以ܐ៲或ܐ鞒，ࠀঅ

ژ 2 日以上，以備查᧭ă 

    

餐
盒
訂
購

 

1 
ኙ外ૡ፹塊ฏ，應ٻ領有工ᐗ࿆ಖ及ᛜܓ

 ऄᐗૡăٽᄐ࿆ಖᢞ之ࠃ

    

2 ᙇᐗࠎ應家數լ౨֜֟或ૻ一家ă     

3 
ᐗ與學校ሎಬ距ᠦ以լ၌መ߫࿓ 30 分ᤪ

為鞝ঞă 

    

     ᘇ靪ᑌ，以ঁ查ᛀăژݔ日應ޢ 4

飲
用
水
衛
生

 

1 堬用水ᄭ應與廁所ઌ距 15 公֡以上ă     

2 

堬用水ᄭᕣၦආ用۞ࠐ水，ॺ使用۞ࠐ水

ृ，使用ছ應ٻᅝ地ᛩঅᖲᣂعᓮᛀ᧭ă

ᤉᥛ使用頗，ޢ年۟֟ૹᄅعᓮᛀ᧭ 1 ，ڻ

ژঅࠀ使用，ᛀ᧭ಖᙕױࡨ頴৵ٽ 1 年ă 

    

3 
水Ⴣ與水ۃ應ף።യăޢ學期۟֟堚ੑ 1

 ăڻ

    

4 
ࠀ水與մ水或其他水ᄭጥᒵ應分ᇘăࠐ۞

使用ྦआऄă 

    

5 
指ࡳ專人ጥፂᥨ及ࡳ期堚ੑ，ޓང堬水

ᖲ或ៀ水ᕴៀޗă 

    

合
作
社
衛
生

 

1 
室փ外ᛩቼঅᖞᏘ堚ᑥă無ກᔄᆃഇ物

ă 

    

2 
子、塿頭、堩ฏ等熱靪，應置於᥊ּץ

60 度以上অᄵ設備փă 

    

3 
ຫ٨於ࠀ，ऄᐗ所፹造ٽഇ物Ꮑ為נ

物架上ă 

    

     期ૻăژ፹造ᐗ及অقഇ物應ᑑנ 4

自
帶
便
當

 

1 ፣堩設備অᄵ度應ሒ᥊ּ 60 度以上ă     

2 
家長ಬ堩ࠩ校，應ቤ設置場所，ࠀᓮ人

ጥă 

    

ॵ註：1.各項堬靪設備，ೈޢ學期ၲ學ছኔਜࡳ期ᛀီ外，ࠀ應ᙟ頗܂լࡳ期ࢼᛀ，以༳༽

ፂᥨ頗頒，ᒔঅڜ全ă 

  2.ಬလ電梯，ޢ月ࡳ期ᓮ專ᄐᐗፂ鞈অ塄，܂ࠀಖᙕă 

    ：校長       ：ٚ       ：辦人：       組長ࢭ

  

[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撰寫說明：：：：(1) 依校內依校內依校內依校內廚房廚房廚房廚房現況現況現況現況填寫調查表填寫調查表填寫調查表填寫調查表。。。。 

(2) 以目視檢視方式調查以目視檢視方式調查以目視檢視方式調查以目視檢視方式調查廚房周遭之環境廚房周遭之環境廚房周遭之環境廚房周遭之環境，，，，並說明並說明並說明並說明改善改善改善改善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3) 此表於平時調查使用此表於平時調查使用此表於平時調查使用此表於平時調查使用，，，，並並並並建檔於建檔於建檔於建檔於總務組總務組總務組總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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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一、學生集體食物中毒事件，不論於校外或校內發生，易引起媒體關注。且事涉原因追查及

法律求償責任等，因此要把握「送醫要快、查證要慎、通報要實」之原則。 

二、如在校內發生，送醫之前必須由健康(衛生保健)中心先做緊急處理，必須把握學生清醒

時機，詢問所進食物品及時間。並令餐廳停止供饍保留樣本，同時通知當地衛生主管機

關及教育部校安中心。 

三、如發生於校外(其他縣市)，則必須請教育部校安中心協調當地直轄市及縣市學生校外生

活輔導委員會協助處理，同時派員趕赴現場。 

四、事發後學校應即啟動應變小組，綜理全程並統一對外發言。 

五、通知家長時應婉轉緩和，勿造成家長無謂緊張情緒。 

六、每位送醫學生的班級、姓名、送往醫院名稱要查證記錄清楚並持續續報校安中心。 

七、協助蒐集樣本，樣本是否確實，將影響爾後法律責任與民事求償。 

9.3 防止或遏阻校內暴力事件事項防止或遏阻校內暴力事件事項防止或遏阻校內暴力事件事項防止或遏阻校內暴力事件事項 

9.3.1 預防預防預防預防 

一、嚴禁校門門禁管制，防範不良份子入校滋事。 

二、強化生活輔導，確實瞭解學生動態，以防止變態。對兇狠好鬥、暴力犯罪傾向的學生，

多予愛心感化， 並予以追蹤輔導。 

三、引導學生正常交往活動，防止學生因感情受挫，演變成自我或暴力侵犯行為。 

四、裝置校園安全監視系統及加強校區照明設備，避免產生死角。 

五、建立警民聯防系統協調警察治安機關，加強校園周邊之巡邏查察工作。 

六、上課期間加強巡查相互支援，以避免宵小歹徒闖入。 

七、課後、假日，值勤人員注意留校、來校學生活動的安全。 

八、注意掌握學生校外交往與活動的情形。有所糾葛時主動協助處理，必要時通知家長到校

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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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一、發現階段 

(一)暢通投訴管道：學校設置投訴專線、申訴信箱，安排專人輪值接聽、受理，並由校長親

自督導。另接受學生或家長投訴電話或信函時，應將相關事件摘要及處理情形記錄陳核，

經校長核章後留校備查。） 

(二)編訂校園生活問卷：研擬學生校園生活問卷，主動發覺校園暴力、霸凌及受暴受凌學生。 

(三)設計輔導課程：設計輔導課程，瞭解實際情形。 

(四)教師觀察評估：透過平日教學過程及學生反應，主動發覺學生受凌情形。 

二、處理階段 

(一)成立防制校園暴力及霸凌之專責小組，做好求證確認工作。 

(二)啟動輔導機制，針對不同對象施以不同之輔導方案：給予遭受暴力、霸凌學生、施暴學

生及旁觀學生妥適輔導。 

(三)倘發生「學生打學生」、「家長打老師」、「學生打老師」之情況，學校處理依據校安事件

處理。 

(四)轉介與結案：處理得宜者予以結案；超越學校處理範圍者予以轉介。 

三、追蹤階段 

(一)相關人員列入個案認輔。 

(二)與專業合作，必要時引進社會資源進行協助。 

(三)檢視處理流程，作為改進參考。 

9.4 防竊處理事項防竊處理事項防竊處理事項防竊處理事項 

9.4.1 預防預防預防預防 

一、以預防與嚇阻並重為原則。 

二、將學校教室劃分為若干安全防竊責任區，俾利各單位就近監視及立即於第一時間內趕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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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處理失竊案件，提高校區整體安全。 

三、平常隨時注意周遭人、事、物等，如發現陌生人在校園逗留或行蹤可疑者，立即通報權

責單位。 

9.4.2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一、各單位責任區發生竊案時，除儘速至案發現場處置外，並應即向權責單位反映。 

二、遇狀況時，邊處理邊反應，密切協調聯繫，不爭功、不諉過。 

三、應發揮先知快報精神，機警反映，及早防範，杜絕失竊案件之發生。 

四、竊案發生時，設法管制現場，研擬處置措施，應即通知學校相關單位及人員，依需要通

知警察局及教育部校安中心。 

9.5 緊急停課與放學之處理緊急停課與放學之處理緊急停課與放學之處理緊急停課與放學之處理 

一、災害發生時，學校是否停止上課應依行政院「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辦理。 

二、若災害導致建築物及教學設備需時間復建無法上課者，本校得衡量實際情形自行決定是

否停止上課。作成停止上課決定後，應由教務處經由以下管道協助轉達師生： 

(一)通知各班導師轉知學生。 

(二)通知學校總機、工友或值班人員，以解答師生詢問。 

(三)將停課事宜公告於學校網頁。 

(四)通知各傳播媒體協助傳達。 

三、校長在確認過附近道路之安全後，應迅速讓學生們返家。 

四、學生提早下課時需先與家長聯絡，確認回家交通方式，以確認學生的安全。 

五、路途較遠之學生可先將學生安置於學校並與家長保持聯繫。 

六、放學時應讓住在同地區的學生集體行動。 

七、應將學校自行決定停止上課情形向教育部與本縣教育局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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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緊急疏散之處理緊急疏散之處理緊急疏散之處理緊急疏散之處理(有毒氣體有毒氣體有毒氣體有毒氣體、、、、煙塵或其他煙塵或其他煙塵或其他煙塵或其他) 

9.6.1 整備整備整備整備 

調查周遭可能產生有毒氣體或大量煙塵之工廠記錄其方位，選擇上風區或氣體煙塵不易

入侵之地點作為避難場所（如圖 9-6-1所示），並劃設避難地圖於學期初進行公告，各樓層間

及重要路口處設置避難引導人員協助避難。 

 
圖 9-6-1、避難場所域ቤ分რق圖 

[繪製繪製繪製繪製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毒氣煙塵可能產生之場所毒氣煙塵可能產生之場所毒氣煙塵可能產生之場所毒氣煙塵可能產生之場所。。。。 

(2) 圖中標示當地之風向圖中標示當地之風向圖中標示當地之風向圖中標示當地之風向。。。。 

(3) 標示上下風處標示上下風處標示上下風處標示上下風處。。。。 

(4) 避難場所位置避難場所位置避難場所位置避難場所位置。。。。 

(5) 繪製禁區繪製禁區繪製禁區繪製禁區、、、、禁區管制線禁區管制線禁區管制線禁區管制線、、、、出入管制區及除污區出入管制區及除污區出入管制區及除污區出入管制區及除污區。。。。] 

9.6.2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發現或接獲通報有毒氣侵襲校園時，避難引導人員立即引導各班學生前往避難場所並由

搶救組人員巡視各班教室，如發現學生不願避難需強制學生前往避難場所，若發生學生已因

毒氣影響而昏闕，須立即搬運該生前往避難場所交由搶救組進行急救並聯絡附近醫院協助救

護，通報組立即進行通報縣市教育局、教育部校安中心及相關單位協助救援。 

ㄧ、送醫時需告知醫院係「中毒」。 

二、急救人員需先對中毒者清除汙染，以免連帶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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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其他安全管理事項其他安全管理事項其他安全管理事項其他安全管理事項 

一、加油站漏油爆炸、污染水質事件 

顧及學童上放學之安全，於每學期初進行宣導，讓學生盡量避免經過加油站通學，如若

通學時加油站為必經之地，則須快速通過避免逗留，降低傷亡產生之可能。不定期對校園水

質進行調查，避免校園周遭之油料管線破裂汙染校內之飲水危及教職員工生之健康，如若發

現水質異常立即通報縣市教育局及相關單位進行處理，尚未處理改善之期間內，學校大量購

置礦泉水確保校內教職員工生之飲水。 

 

二、校園內及周遭無人看守水域溺水事故 

(一)校內溺水事故 

經調查校內可能使學生發生溺水之地點包括校內游泳池、噴水池、生態池、消防蓄水池

等，於這些地點放置警告標示，並於開學時由各班導師告知學生，不可在其附近嬉戲玩鬧，

校內游泳池由體育組老師進行看守，其餘場所由訓導處(學務處)派人不定時巡視。 

發現有學生落水，學生通知於該場所看守之體育老師或離該地最近之導師進行救助行

動，該導師進行救助行動同時，要求周遭學生至訓導處(學務處)、保健室進行通報，訓導處(學

務處)、保健室接獲通報須立即有人員前往，當學生救出，若學生昏闕停止呼吸須快速尋求會

心肺復甦術之人員進行施救，待進行急救後安排車輛，將該生送往鄰近醫院進行細部檢查，

並通知該生家長。 

(二)校外溺水事故 

於學期初由各班導師告知學生周遭水域之危險性，警告學生不可私下前往，並請經過該

水域之老師、居民協助留意是否有學生靠近，若不幸有學生發生溺水，學校接獲通知，訓導

處(學務處)主任/組長須立即前往確認學生身份，並通知該生家長及級任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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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內變電箱、校外高壓電塔漏電事故 

(一)校內變電箱 

校內之變電箱須以護欄或圍柵上鎖，並設置警告標示，並於周遭設置監視器由總務組進

行監視，且於學期初時由導師告知學生，不可至變電箱附近嬉戲。若發現有學生至變電箱周

遭玩耍、發生觸電之情形，總務組立即派遣穿著防護具之人員並通知保健室之人員前往救助，

該生若有休克之情形需快速進行急救，迅速安排車輛將學生送往附近醫院治療並通知該生家

長。 

(二)校外高壓電塔 

於學期初由各班導師告知學生校外高壓電塔之危險性，告知學生放學盡量避免通過電塔

附近，如需通過須快速不可在附近逗留玩耍，並請訓導處(學務處)人員、學校老師、居民協

助留意是否有學生於電塔周遭玩耍，若不幸有學生發生觸電情況，學校接獲通知，訓導處(學

務處)主任/組長須立即前往確認學生身份，並通知該生家長及級任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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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第十第十第十篇篇篇篇 災害復原工作事項災害復原工作事項災害復原工作事項災害復原工作事項 

10.1 受災學生心靈輔導受災學生心靈輔導受災學生心靈輔導受災學生心靈輔導 

一、先由一般的家族老師(第一線的心輔老師)進行初步心理諮商，由輔導組指導各家族老師

適當地引領學生抒發對各類災害的觀感，進一步發揮其應有輔導特殊個案的功能。 

二、藉由集體的創作或活動，設計一些相關的活動，讓同學們在活動中，渲洩情緒，且由同

儕中，發現大家的共通性及獲得支持。 

三、運用媒介物幫助溝通，有時口語的表達是很有限的，可準備一些工具協助同學從另一種

途徑來表達對災後的感受。 

四、協助學生做有助益的事，設計各類災害演習協助同學獲得控制環境的力量，參加社區重

建活動，使同學有機會重新建立自己的學校或自己的家園，做一些快樂的事。 

五、運用相關宣導海報、手冊、網站及專書進行輔導(表 10-1-1)。 

六、可成立學生心靈輔導支援中心，動員學校所有教師及鄰近相關人力，進行學生心靈輔導。 

(一)成立學校學生輔導工作(師生心理復健)小組，策訂完成學校輔導工作計畫及學校師生心理

復健工作計畫。  

(二)實施一般性團體輔導及班級輔導。  

(三)受災學生均獲致個別諮商及小團體輔導服務及必要的家庭訪問輔導。  

(四)輔導資源有效整合，落實運用於災變後師生心理復健。 

(五)組織成員：  

1.校內服務性社團、及輔導團團員(擴大編組)。  

2.社區可用輔導資源。 

七、可請求教育主管機關或民間團體(表 10-1-2)的適時支援協助。 

表 10-1-1、災৵心ᘬ、᎖導ઌᣂ網ీ、֫冊與專頟表 

分ᣊ 名稱 備註 

網ీ 心ᘬ資訊網 ˻ttpˍ˂˂˻e˴rt.nc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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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地ᔼ心ᨋૹ建 
˻ttpˍ˂˂www.c˺m˻.com.tw˂intr˂intr2˂c3360˂ˣ˧S˗.˻t

m 

ᘓᢏ 921 災৵ૹ建 ˻ttpˍ˂˂www.y˴m.com.tw˂921˂ 

֫冊 

災難：ൕ發生ࠩ༚鞝 心ᓡ生專

ᄐ人員工֫܂冊 
˻ttpˍ˂˂www.y˴m.com˂921˂c˴re˂ˠˣ˛.˻tm 

地ᔼ心᎖導֫冊 

中ဎ民國全國教師會、大 921 災৵心༚

小組、大學心ߓ、顃՞文֏基८會、

中 ဎ 民 國 ᦰ 頟 會 發 韙 ࠰ 會 ٥ ٵ ᒳ ٱ

˻ttpˍ˂˂www.ccr˴.or˺.tw˂relie˹˂˙unctioncode˂ˣu˵lis

˻˂˹ocus˹inds˻ow.˴sp˒snː784ʹtypeː3 

地ᔼ৵心調ᔞ᎖導֫冊 
教育ຝ學生᎖導支援中心 

˻ttpˍ˂˂˾˵teq.˴scc.net˂˴rc˻ive˂moe˂moe-p21.˻tml 

ष會、心༚֫冊之鞄人心

ᒧ 

  大 學 ष 會 工 ܂ ˂ 心  ༚  ᘬ ᇬ 小 組 

˻ttpˍ˂˂www.y˴m.com˂921˂c˴re˂per.˻tml 

921 大地ᔼ災৵心᎖導֫冊 
全國教師會大 921 災৵心༚小組 

˻ttpˍ˂˂˾˵teq.˴scc.net˂˴rc˻ive˂moe˂p29.˻tml 

921 大地ᔼ災৵心᎖導教師֫

冊 

大 921 災৵心༚小組 

˻ttpˍ˂˂921.y˴m.com˂c˴re˂te˴c˻er.˻tm 

921 災৵ࠝ࿙心༚：۩動હ

৵ऱ學頨ᖕ  

大學 921 ष會、心༚小組 

˻ttpˍ˂˂www.y˴m.com˂921˂c˴re˂˵˴c˾up.˻tml 

ࠝ࿙໌႞֫冊 
財團ऄ人壃韃ࠝ࿙ڜ全文教基८會 

˻ttpˍ˂˂www.y˴m.com˂921˂c˴re˂c˻ildpro˂index.˻tml 

志工۞֫ܗ冊 
大 921 災৵心༚小組 

˻ttpˍ˂˂www.y˴m.com˂921˂c˴re˂volunteer.˻tml 

專頟 

災৵۶ڕᚥܗ൞ऱ子：᚛ؔࠝ

ᒧĆ學ছؔࠝᒧĆ學ࠝ࿙ᒧĆ

ॹ֟年ᒧ 

大 921 災৵心༚小組ᒳ 

用心แᦫ子ऱᜢ靦：子ऱᘣ

人ڽԱ，ݺ靽ױ以ཙ他չᏖĈ 
大 921 災৵心༚小組ᒳ 

大 Ջڽ۶領子面ኙڕ 921 災৵心༚小組ᒳ 

ĵݺऱ地ᔼ頟ĶЁ為ॺ心學專

ᄐ之災班級導師ᒳᐊऱ災৵心

༚ګ長團᧯活動教頥：܅年

級ठ、年級ठ、ॹ֟年ठ 

大 921 災৵心༚小組ᒳ 

學ছ及ܗ用ܽ間࿙頟ᚥܓ۶ڕ

國小܅年級ࠝ࿙ڽՋ、韱᥈

等議ᠲ：以ĵ㖻ऱ៖物Ķ為ࠏ 

（大 921 災৵心༚小組ᒳ）（㖻ऱ៖

物ăᤕੱ ᜴֣ 文Я圖，ࣥటભ，大֫

小֫٨ߓăੌנठष） 

ĵݺऱ地ᔼ頟ĶЁ為ॺ心學專 大 921 災৵心༚小組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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ᄐ之ॺ災ؔ教老師ᒳᐊऱ 921

大地ᔼઌᣂ教頥ă 

資料ࠐᄭ：教育ຝം室ĵ校園災害防救計ᒳᐷ指তĶ 

 

表 10-1-2、民間心ᘬᇬᖲ構表 

名稱 聯絡電話 地址 

ࠝ࿙壂ܓ聯ᅩ文教基८

會 
02-2748-6006 

՞民生ࣟ路五࣪ؑק 137  2 號 5 樓

之 1 

財團ऄ人ࠝ࿙ዄ家

韨ܗݿ基८會 
04-2206-1234 中ؑ民ᦞ路 234 號 12 樓 

韙ඨ會 02-2585-6300 ؑק中՞ק路三 30 號 5 樓 

ᚐᤲ基८會 02-2550-9595 ؑק長۫ڜ路 49 號 

財團ऄ人人本教育文教

基८會 
02-2367-0151 ፕؑק大ڜᢅཎ壂路 3  227 號 9 樓 

中 ဎ 基 ᅮ 教 救 ܗ ࠰ 會

 （總ຝק）
02-2776-9995 105 路三ࣟࠇ՞ত࣪ؑק 248 號 9 樓 

中ဎ民國ृ教育࠰

會（總ຝ） 
02-8230-0151  

ऄቔ՞ს基८會（

中分ೃ） 
04-2255-0665 407 中֢ؑ۫ؑਙ路 37 號 

۵教სᛎსࠃᄐ

基८會 
03-826-6779 क़ᓊ縣ᄅ城ၢൈᑗޘ壄ॐဩ 88  1 號 

文՞ᆄભဩ一ؑק 基८會 02 2230-7715ܓष會壂ߋْ 55 號 3 樓 

路一ק中՞ؑק ड基८會 02-2381-5402ק教֚ 2 號 

資料ࠐᄭ：教育ຝം室ĵ校園災害防救計ᒳᐷ指তĶ 

 

10.2 學校環境衛生之維護學校環境衛生之維護學校環境衛生之維護學校環境衛生之維護 

一、災後環境衛生之維護，可設置臨時廁所，並就排泄物及垃圾之處理等採取必要措施，以

保持校園衛生整潔。 

二、加強防疫與食品衛生管理等相關計畫。 

三、立即建立廢棄物、垃圾、瓦礫等處理方法，設置臨時放置場，循序進行蒐集、分類、搬

運及處置等程序，以迅速整潔校園，並避免製造環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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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採取消毒等措施，以維護師生之健康。 

五、相關處置方式 

(一)由相關處室將全校圖面檢討選擇不受災威脅及廢棄物清運進出方便之空地。 

(二)建立廢棄物清運及處理方法，此部份可由相關處室評估若情況許可採行外包，若不可行

可請求鎮公所支援。 

(三)定期採取消毒措施維護師生健康，由相關處室評估分別採三天、一星期及一個月消毒一

次，可視情況自行縮短時程。 

(四)維持校園之整潔，由相關處室調配人手定期維持校園之整潔。 

10.3 學生復課計畫學生復課計畫學生復課計畫學生復課計畫、、、、補課計畫補課計畫補課計畫補課計畫 

一、應視校園安全與否，進行復課或補課計畫。 

二、校舍若毀損欲在原校地復課時，請教育部或本縣教育局協助簡易教室之興建。 

三、若原校地安全有疑虞時，經由本縣教育局協助安排學生至鄰近學校或其他適當地方上課。 

四、補課計畫應以教育部所定之課程標準進行，但可因地區特性，做適切之調整，使學生能

繼續學習。 

五、教職員應掌握學生的動向及學生具體受災情形(教科書、就學用品、制服、學費之減免、

獎學金之發給、對災害造成家庭生活困難之學生給予就學補助)，確認此次災害對學生的

心理層面有何影響，同時也應建立與家長間的聯絡體制。 

10.4 供水與供電等緊急處理供水與供電等緊急處理供水與供電等緊急處理供水與供電等緊急處理 

一、對於災害造成設施、設備與維生管線等損壞之相關事宜，應以校內飲用水系統為優先。 

二、搶救組應派員初勘檢查水利設施或各管線災後受損情形。 

三、供水供電前應檢查牆壁中水電管線是否已經損毀。 

四、檢查水池、水塔、飲水機等相關用水設備是否受損，改善學校飲用水設施，使飲用水能

達到法定之標準，視為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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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若校園需分區輪流供水，或請求運水車調度支援，則在各區分別設置三到五個供水站。 

六、處理完畢後，再逐樓各區域恢復供電，不要同時供電供水，儘量以小單位恢復供應為準，

這樣才能逐一確認是否有問題。 

七、先行搶修損壞之水、電管線，減少漏水及漏電危害，再復原校區全面供水供電。 

八、恢復電力改善學生的讀書環境。 

九、立即通知相關業者(如自來水公司及台灣電力公司…等)，派遣專業技術人員緊急檢查所

管設施、設備，掌握其受損情形，並對設施、設備與維生管線進行緊急修復及供應之措

施，以防止二次災害，確保師生之正常生活。 

十、調查災情，提報搶修預算，追蹤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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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第十一第十一第十一篇篇篇篇 計畫實施與考核計畫實施與考核計畫實施與考核計畫實施與考核 

11.1 計畫實施計畫實施計畫實施計畫實施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之考核實行，除校內自評外，並邀請縣市教育局人員、學者進行審查，

掌握教育局及學者建議的重心，進而確立未來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改進的方向與實施要領。 

一、評估之時機 

於每年年底完成本校災害防救計畫之評估作業。並將評估後之建議確實紀錄，以作為改

進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之依據。 

二、評估之範圍 

本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之各編內容之重點執行工作。其範圍包括：地震災害、颱風、水

災災害、坡地災害、火災、傳染病災害、實驗室與實習場所災害、校園安全工作事項等。 

三、評估之方式 

(一)填報自評表 

由校長及各處室主任填寫績效考核表內容。 

(二)文件審查 

本校依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之內容準備相關文件，邀請縣市教育局人員、學者進行審查，

於既定之日期及地點完成審查評估工作。 

11.2 績效考核績效考核績效考核績效考核 

學校依照表 11-2-1績效考核表之內容評估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並於備註欄中撰寫改進方

法，並修正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分數計算上，以完整給予 2分，待改進為 1 分，無則為 0 分，

選擇不須此項，則該項不列入成績考量。合計分項分數後求加權分數，加權分數=合計/(項目

*2)*100，求得分數即為學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之得分。96-100優等、91-95甲等、86-90乙等、

81-85丙等，80以下為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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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1、ᜎ頒ە頤表 

ေ۷項目 ေ۷點 ေ۷փ韕 ေ分 備註 

٥

ຏ

ࢤ

ࠃ

項 

校園災害防救應

變組織與ຏ 

ಾኙ校փ之人Ժ資ᄭ進۩分

組，ࠀᒔኔٌ辦應負之工܂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災害防救資料፦

集 

፦集校փ之災害ᑨႨ資料、校

園平面圖、各棟建物樓層平面

圖及ګݙᖵ年災害อ計、校փ

災害顠ࢤ分࣫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校園災害防救教

育ಝᒭ 

學期中有ᝮᓮ學ृছࠐ教導防

災वᢝ或ᝮᓮ顆防ၷ員教防

災設ਜ使用領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校園災害防救ዝ

ᒭ 

本年度有ಾኙլٵ災害進۩ 2

場ዝᒭ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校園災害防救計

ᆖ၄ᒳ٨ 

ಾኙ災害ᒳ٨ᆖ၄༼֒校園之

防災౨Ժ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ჿ救災物資ᖞ備

與分配 

ᖞ備ઌᣂ防災ᕴࠠץ含鞄人防

ᥨࠠ、ᛀ鞈ჿ救工ࠠ、৺救ᕴ

全ጥࠫ用工ࠠ以及ຏ訊ڜ、ޗ

聯絡ᕴޗ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設災民گ韕所

ቤ與ኔਜ 

ቤ災民گ韕場所ࠀ有ጥ之

場所之ൻਜ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校園ٲᙠ建物與

ݹᙠ設ਜ之ᤞٲ

ᑑق 

建物ᛀ查頗ᖲ，ᤞݹ設置ࠀ進

۩߲ီ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地

ᔼ

災

害

平頗ቃ防工ࠃ܂

項 

調查校園ᛩቼ指נګݙࠀ؈

 ăޏ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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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

與

應

變

ࠃ

項 

災害應變࿓ݧ 建立應變ੌ࿓ࠀᒔ立各分組災

頗之工܂進۩應變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災ൣຏ 建立ຏੌ࿓ࠉࠀ災害分級進

۩ຏ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避難งཋ之ቤ

與ച۩ 

ቤ避難งཋ路韬ࠀ設置֧導

人員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ጹ৺救ᥨ與救ܗ ኔਜጹ৺救ᥨࠀ有建立ૹ႞外

ಬ之ᖲࠫ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ᄤჾ建物與設ਜ

之ᤞݹᑑق 

ಾኙᄤჾ之建物設立ᤞܫᑑق

 頗߲ီăࡳ員ࠀ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ඔ動ष۰֪與

家長之ܗ࠰ 

建立周ᔡष۰֪與家長之聯

絡ֱ式ࠀ有ܗ࠰之ᖲࠫ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Ꮘ

靨

、

水

災

྇

災

與

應

變

ࠃ

項 

平頗ቃ防工ࠃ܂

項 

調查校園ᛩቼ指נګݙࠀ؈

 ăޏ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ᜯ災ݹ備 發ؒ災害ᤞݹ頗，߲ီ校փ進

۩྇災܂ᄐ，྇֟災害ࠐ之

ჾ؈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災害應變࿓ݧ 建立應變ੌ࿓ࠀᒔ立各分組災

頗之工܂進۩應變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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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ຏ 建立ຏੌ࿓ࠉࠀ災害分級進

۩ຏ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避難งཋ之ቤ

與ച۩ 

ቤ避難งཋ路韬ࠀ設置֧導

人員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ጹ৺救ᥨ與救ܗ ኔਜጹ৺救ᥨࠀ有建立ૹ႞外

ಬ之ᖲࠫ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ඔ動ष۰֪與

家長之ܗ࠰ 

建立周ᔡष۰֪與家長之聯

絡ֱ式ࠀ有ܗ࠰之ᖲࠫ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ࡕ

地

災

害

྇

災

與

害

應

變

ࠃ

項 

平頗ቃ防工ࠃ܂

項 

調查校園ᛩቼ指נګݙࠀ؈

全ီ設ڜࡕ設置邊ࠀ，ޏ

備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ᜯ災ݹ備 發ؒ災害ᤞݹ頗，߲ီ校փ進

۩྇災܂ᄐ，྇֟災害ࠐ之

ჾ؈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災害應變࿓ݧ 建立應變ੌ࿓ࠀᒔ立各分組災

頗之工܂進۩應變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災ൣຏ 建立ຏੌ࿓ࠉࠀ災害分級進

۩ຏ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避難งཋ之ቤ

與ച۩ 

ቤ避難งཋ路韬ࠀ設置֧導

人員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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ጹ৺救ᥨ與救ܗ ኔਜጹ৺救ᥨࠀ有建立ૹ႞外

ಬ之ᖲࠫ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ᄤჾ建物與設ਜ

之ᤞݹᑑق 

ಾኙᄤჾ之建物設立ᤞܫᑑق

 頗߲ီăࡳ員ࠀ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

災

྇

災

與

應

變

ࠃ

項 

平頗ቃ防工ࠃ܂

項 

調查校園ᛩቼ指נګݙࠀ؈

 ăޏ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災害應變࿓ݧ 建立應變ੌ࿓ࠀᒔ立各分組災

頗之工܂進۩應變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災ൣຏ 建立ຏੌ࿓ࠉࠀ災害分級進

۩ຏ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避難งཋ之ቤ

與ച۩ 

ቤ避難งཋ路韬ࠀ設置֧導

人員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期ᄰ־與ጹ৺

救ᥨ 

ኔਜጹ৺救ᥨࠀ有建立ૹ႞外

ಬ之ᖲࠫ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



ఐ

災

害

྇

災

與

平頗ቃ防工ࠃ܂

項 

調查校園ᛩቼ指נګݙࠀ؈

 ăޏ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災害應變࿓ݧ 建立應變ੌ࿓ࠀᒔ立各分組災

頗之工܂進۩應變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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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變

ࠃ

項 

災ൣຏ 建立ຏੌ࿓ࠉࠀ災害分級進

۩ຏ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校園נ入ጥࠫ ጥࠫ人員נ入ࠀ設立ᛀ查鞠，

ᒔኔ૾܅校外ఐൣ入校փ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校園ఐൣጥ൳ 隔ᠦᘁఐ之師生ࡳࠀ頗ᒔᎁ是

否有ᄅᘁఐ൛ृ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൛ृಬ᠔與ᛩቼ

顆 

ᘁఐ൛ृ外ಬࠀኙ校園ᛩቼ進

۩顆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ኔ

᧭

室

與

ኔ



場

所

災

害

྇

災

與

應

變

ࠃ

項 

平頗ቃ防工ࠃ܂

項 

調查校園ᛩቼ指נګݙࠀ؈

 ăޏ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災害應變࿓ݧ 建立應變ੌ࿓ࠀᒔ立各分組災

頗之工܂進۩應變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災ൣຏ 建立ຏੌ࿓ࠉࠀ災害分級進

۩ຏ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避難งཋ之ቤ

與ച۩ 

ቤ避難งཋ路韬ࠀ設置֧導

人員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ጹ৺救ᥨ與救ܗ ኔਜጹ৺救ᥨࠀ有建立ૹ႞外

ಬ之ᖲࠫ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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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ຏ

ࠃ

ਚ

྇

災

與

應

變

ࠃ

項 

ٌຏࠃਚ྇災 校外ᨠᙇᖗለ無լߜધᙕ之

ሏᥦ߫，ሏᥦ߫փ放置ጹ৺᠔

᛭用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ຏࠃਚ應變 建立應變ੌ࿓ࠀᒔ立各分組災

頗之工܂進۩應變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其

他

校

園

ڜ

全

工

܂

ࠃ

項 

 

ඣ間及࡙間ڜ全

ፂᥨࠃ項 

ඈ人員日࡙ᔚ班，ሖࠩ災害ڜ

立ܛຏ應變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塊堬ᓡ生ڜ全ጥ

ࠃ項 

ࡳ期ᛀ᧭校փ塊ᨚ堬靪、լࡳ

期ࢼ查塊ᨚ之ᛩቼᓡ生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防ַ或ሗॴ校փ

ᑊԺࠃ件ࠃ項 

પޔ學生言۩྇֟學生間之ᓢ

ડ，ࠀᒔኔጥࠫנ入之人員，

྇֟與外校人Փ之ᓢડ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防᧗ࠃ項 放學、日ᒔኔᛀ查校փ教室

॰࿗૾܅ᔡ᧗之靨ᙠڜࠀ人

員ࡳ頗߲ီ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ጹ৺ೖ課與放學

之 

，व家長ጹ৺ೖ放課之ֱ式ܫ

ᣠ導學生᎔ጹڃ家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ጹ৺งཋ之

(有頾᧯、ᄿቺ

或其他) 

人員ᠦࠀ調查鞝ڂ進۩ޏ

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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۰മڜ全ጥࠃ

項 

ጥࠫ人員進נമॐ，設置顆防

避難設ਜ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災

害

༚

鞝

工

܂

ࠃ

項 

᎖災學生心ᨋ࠹

導 

પᓫམᘁ難或於࠹災現場之學

生，ࠀધᙕᓫ話փ韕ࡳ期ಳ

᠋，ᒔᎁբᠦၲ災害ອᐙ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學校ᛩቼᓡ生之

ፂᥨ 

ᐒඵ物、ᛩቼፂᥨ避ࠓ܍

發其他災害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學生༚課計、

ᇖ課計 

ඈᇖ課頗࿓、課地點及上ڜ

課導師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電等ጹࠎ水與ࠎ

৺ 

ᓮޣ外ݶܗ࠰ຒ༚校փ水

電ă 

□有，բݙᖞă 

□有，ৱޏ進ă 

□無ă 

□լႊڼ項ă 

  

   總ף

   ᦞ分數ף

配分ڕ下： 

1.有，բݙᖞ：2 分ă有，ৱޏ進：1 分ă無：0 分ăլႊڼ項：--，ڼ項ঞլ٨入分數計ጩă 

 總˂(項目*2)*100ףᦞ分數ːף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