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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外部支援單位聯絡清冊 

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可支援工具或技術(服務項目及內容) 備註 

消防及醫療單位 

士林雙溪消防隊 8861-1296 陽明醫院   28353456  

警政單位 

士林警察局第芝山派出

所 

28813190   

公共設施公司 

電力公司北北區分處 2882-5625   

陽明山自來水事業處 2732-2222   

縣市主管機關 

台北市(縣)政府 2759-3328   

台北市(縣)政府防災應

變中心 
2725-2751 

校安中心 27252751 

教育局軍訓室 27205579 

 

教育局 2759-3328 教育局中教科  

環保局 28311586   

村、里、區辦公室 2836-6179 魏雅郁里長  0939074***  

其他支援單位 

家長會長陳俊雄 0911226***   

 

註：請依實際狀況自行調整。 

 

2.2.3 通報內容 

通報時主要迅速完成通報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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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通報事項與內容

如表 2- 5所示。 

表 2- 5災害通報事項與內容 

通報單位 通報事項 通報內容 

消防隊/警察局(派出

所) 

發生災害類型 

通報人員資料 

「○○○嗎？這裡是○○縣市○

立○○國民○學○○校區，我是

○○主任○○○，大約○○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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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發生時間與地點 

人員受傷與死亡數量 

人員失蹤統計 

財物損失資料 

內有○○棟建築，發生○○災

害，目前○○人員傷亡，有○○

名學生下落不明，已進行○○，

請求救援。」 

縣市教育局(處) 

縣市應變中心 

教育部校安中心 

事件等級與發生災害

類型 

通報人員資料 

災害發生時間與地點 

人員受傷與死亡數量 

人員失蹤統計 

目前處理及救援情形 

財物損失資料 

「○○○教育局(處)嗎？這裡是

○○縣市○立○○國民○學○○

校區，地址是○○縣/市○○鄉/

鎮/區/市○○里○○鄰○○路○

○段○○巷○○弄○○號，我是

○○主任○○○，大約○○點校

內有○○棟建築，發生○○災

害，目前○○人員傷亡，有○○

名學生下落不明，已進行○○，

請求救援。」 

 

2.3 災害防救資料蒐集 

學校之災害防救資料主要交由總務處負責調查蒐集，其餘處室提供資

料，並請校內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老師進行協助，調查之項目包含歷年校園

事故統計及災害潛勢調查。 

2.3.1 歷年校園事故統計 

本校蒙受之災害類型主要包含地震、淹水、坡地、火災、傳染病及交通

事故等災害，歷年災害之情形統計如表 2- 6 所示，確實紀錄歷年受災之發生

時間、災害類型、發生地點、災害簡述、災害損失及災情處理情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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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歷年校園事故統計表 

紀錄

編號 
發生時間 

災害

類型 
發生地點 災害簡述 

災害損失 
災情處理情形 

人員 財務/設備 

001 104年 8月 8日 蘇迪

勒颱

風 

全校區 圍籬、行道樹、棚

架、避雷針。 

無 樹木、圍

籬 

動原行政人員及重

機具 (警關廠商 )道

路恢復通行，其餘各

項設施發包復原。 

002 106年 7月 29日 尼莎

颱風 

校區 行道樹 無 樹木 
園藝廠商重機具，恢

復通行 

 

註：請依實際狀況自行調整。 

 

2.3.2 災害潛勢調查 

依 據 「 全 國 各 級 學 校 災 害 潛 勢 資 訊 管 理 系 統 」

(http://safecampus.edu.tw/ms/)校本部校區私立華興中學災害潛勢評估結果如

表 2- 7所示。本系統利用災害潛勢圖資套疊學校校廓，其地震、淹水、坡地、

人為、輻射及海嘯等災害潛勢圖資判勢結果如圖 2- 5至圖 2- 10所示。 

表 2- 7 校本部校區私立華興中學災害潛勢評估結果 

災害類

型 
判定年度 

潛勢結

果 
詳細說明 

地震 2017 1.低 各類活動斷層兩側超過 200公尺範圍 

淹水 2017 1.低 累積雨量達 450 毫米，學校可能仍未淹水 

坡地 2017 1.低 
校園周邊 200 公尺範圍以下無土石流潛勢溪流

或影響範圍或順向坡 

人為 2017 1.低 
校園周邊 200 公尺範圍以下有溝渠過去五年內

校園不曾發生人為災害事件 

輻射 2017 無潛勢  無輻射災害潛勢 

海嘯 2017 無潛勢  無海嘯災害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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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圖 2- 5地震災害潛勢圖資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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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6淹水災害潛勢圖資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圖 2- 7坡地災害潛勢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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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圖 2- 8人為災害潛勢圖資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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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9輻射災害潛勢圖資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圖 2- 10海嘯災害潛勢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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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全國各級學校對於災害潛勢評估結果存有疑慮者，則可依據《各級學

校災害潛勢評估作業規定》第八條提出申復，其作業流程圖如圖 2- 11 所示，

而申復程序如下： 

 

圖 2- 11校園災害潛勢申復作業流程圖 

一、 申請期限 

於教育部公告全國各級學校災害潛勢評估結果後一個月內，填寫全國各

級學校災害潛勢評估結果申復申請表（請至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下

載，網址如下：http://edu.law.moe.gov.tw/inc/GetFile.ashx?FileId=8264），向

學校主管機關提出申復。 

二、 審查方式 

全國各學校主管機關彙整完成申復學校名單後，以函文（教育部單位以

會簽方式）提報至教育部；後續依申復學校提出之災害類別，由教育部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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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小組確認申復結果，並將該結果函送學校主管機關；前述作業時間仍以

教育部實際公告者為準。 

三、 同一年度全國各級學校申請校園災害潛勢申復以一次為限。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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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必須視學校實際情形來整備災害應

變器材，如表 2- 8 所示，並每月一次定期進行檢查，若器材損壞或超過使用

期限須進行替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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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絡或通報校外單位協助救

援。 

表 2- 8搶救器材及緊急救護用品清單 

應變器材 數量 單位 存放位置 備註 

個人防護具 

簡易式口罩 200   個 健康中心  

耐有機溶劑手套 0   雙   

耐酸鹼手套 0   雙   

檢修搶救工具 

(移動式)抽水機 2   組 美齡樓、史培曼大樓  

清洗機 1   組 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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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水器 4   支 器具室  

沙包 50   個 美齡樓  

擋水板 2   個 美齡樓  

乾粉及二氧化碳滅火

器 
116   組 置放於各樓梯轉角、實驗室內  

太空包 0   個   

逃生救助袋 0   組   

安全管制用工具 

夜間警示燈 2   組 總務處  

夜間交通指揮棒 10   組 總務處、學務處 為電池式 

交通指揮背心 10   件 總務處、學務處 反光型。 

通訊聯絡 

手機 0   支   

無線電對講機 20   支 總務處、學務處  

傳真機 3   台 總務處、學務處、教務處  

收音機 0   台   

衛星電話 0   台   

緊急救護用品 

擔架 1   組 健康中心  

急救箱 1   組 健康中心  

氧氣筒 1   瓶 健康中心  

電熱毯 0   件   

骨折固定板 1   個 健康中心  

冰敷袋 5   個 健康中心  

三角繃帶 20   個 健康中心  

其他 

電池 2   盒 總務處、學務處  

蠟燭 0   盒   

防火毯 1   件 化學實驗室  

 

註：請依實際狀況自行調整。 

 

2.5 災害防救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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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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訓導

處(學務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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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後，於每學期之期初、期中以及期末班會，由各班導師向學生宣導

災時之避難需知，必要時可聯合隔壁班級於戶外實地操演。每學期安排二次

週會之時間，針對較可能發生之災害，諸如地震、風災、火災及交通事故安

排講座，每種災害之講座以 20-30分鐘為主，說明災害成因及如何逃生避難、

宣導自助互助之精神。辦理防災活動情形如表 2- 9。 

表 2- 9學校辦理全校性防災教育教學與宣導活動情形 

辦 理 時

間 
107年 6月 9日 

辦 理 地

點 
操場、體育館 

辦 理 對

象 
全校師生 

 

 

 

 

 

 

 

 

 

 

 

文字說

明 

消防演練 

註：請依實際狀況自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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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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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導處(學務處)規劃演練內容，各處室人員協助辨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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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應變計畫演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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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表 2- 10 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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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擬演練計畫之前，必須先有充分的「情境假設」，並以學校所面臨的實際問題

為主，例如大規模地震後，應將小學生留校、安撫、建立名冊，等候家長接

回，而非馬上讓小學生各自回家。 

至少應包含緊急避難、救護、收容、安撫之細節操作。 

必須明定各執行程序之權責編組及銜接介面。  

必須確保所需的應變時所需的資源與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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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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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學校辦理防災避難演練情形 

演練時間 106 年 9月 21日 

演練人數 1200 

結合外部單位支

援 
□有■無 

納入學校行事曆 ■有□無 

演 練 腳

本 
(請放於附錄裡) 

 
 

 

 

 

 

 

 

 

 

 

 

 

 

文字說

明 

請搶救組人員開始巡視校園，並立即回報校園受災情形，要注意自身的安

全，隨時以對講機回報校園受災狀況，收到（安全組人員分配區域出發）。

初步巡查美齡樓一樓國一甲教室外出現火苗，請派員支援。 

演 練 後

檢 討 改

善紀錄 

一、學務處宣道及各處相互配合，學生演練確實，搶救組人員開始巡視校

園，並立即回報校園受災情形，演練落拾效果逼真。 

二、學生態度較積極，安靜下樓避難秩序改善良多。 

三、演習時各組人員以最快速就位支援，老師也能盡快疏散學生。 

四、感謝老師很用心指導學生進行疏散，務必提醒學生欲逢災難 

五、要保持鎮靜不慌亂，老師也要記得做好自己的防護措施。 

 

 

2.7 家庭防災卡與 1991報平安專線 

大規模災害發生時，交通、通訊往往相當混亂且可能中斷，家庭成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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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聚，變得急迫卻又困難，故內政部消防署設置 1991 報平安平臺，藉由此

平臺留言訊息，以達災時聯繫家人或朋友之效用。另教育部建立「家庭防災

卡」機制，卡片內容結合內政部消防署 1991 報平安平臺資訊，於災變時家

庭團聚及聯絡。學校應於每學期開學之初，將「家庭防災卡」以聯絡單的方

式，由學生攜帶回家，與家長共同填寫，讓全家能藉此熟悉避難場所與緊急

聯絡方式。每個家庭皆有個別的「家庭防災卡內容」，平常攜帶於書包、鉛

筆盒、身上等，若能印在家庭聯絡簿的底頁更佳，並考量實用性，卡片材質

以耐磨者為佳。家庭防災卡範例如圖 2- 12 所示。 

 

圖 2- 12家庭防災卡 

2.8 開設災民收容所規劃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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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收容所規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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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區之劃設以校長及各處室主任開會進行決定，原則上收容之居民為附近之住

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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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表 2- 11所示。 

 

 

 

表 2- 11 收容所總配置表 

編號 
收容所 

名稱 
建築構造 樓層 負責人 聯絡電話 安置人數 

備註(代理

負責人) 

        

        

註：使用時應以各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提供之相關格式為主。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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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 12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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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方便管理，如表 2- 13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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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不義之行為。 

表 2- 12受災人員識別證 

編號：○○○○   安置收容所：○○國民小學○○校區 

姓名：○○○ 

身分證字號：○○○○○○○○○○ 

住址：○○縣/市○○鄉/鎮/區/市○○里○○鄰○○路○○段○○巷○○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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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樓 

註：使用時應以各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提供之相關格式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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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3收容所登記表 

 

 

2.9 避難疏散之規劃 

2.9.1 原則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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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校有特殊師生時需考量專人協助避難。 

對於校內教職員生平時應加強防災演練知識宣導，並藉由每學期之定期

演練，演練各種校內可能發生之災害應變演習，加強人員對於疏散動線的熟

悉程度，避難引導組每學期規劃每棟建築物舉辦一次避難疏散演練，使得在

實際災害發生時，能有效增加緊急疏散的效率。避難引導組每學期末前，應

擬定緊急疏散地圖(疏散路線和疏散地點)，避難疏散路線可結合早上升旗路

線、班級集合地點進行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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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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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到本校附屬幼兒園、低年級及特教班之學生，是屬避難時較為弱勢

之ㄧ環，因此於安排教室時，盡量將附屬幼兒園、低年級及特教班之教室安

排於一樓或是較方便逃生之區位，使其得以於災難發生時迅速避難。 

另外，由於特殊障礙學生對於突發事故頗為敏感，情緒易受驚嚇而較難

以控制，而更害怕有其他宿疾之學生突然併發急性症狀；且學生本身又因不

同身體障礙別考量，而更加劇其逃生「特殊」性。因此，於災害應變分組上，

實務之作法即以各班為單位，藉由同儕之間之互相協助(如可以行走之同學

搭配無法站立行走、坐輪椅的同學二人一組，互相扶持)，並在班級導師、

教師助理員、避難引導組及搶救組之引導下順利逃生，以下針對各障礙類別

學生之避難疏散方式分別敘述說明： 

一、 視覺障礙類學生 

以盲生辨識設備、音源導引設備等來指引疏散與訊息告知，視障類學生

對於聲音之方向尤為敏感；此外，更需搭配設立無障礙空間，以利逃生；並

於災害緊急應變期間善加利用梯機、緊急逃生椅及斜坡道等避難器具有助於

避難疏散。 

二、 聽覺障礙類學生 

需要低音大鼓、閃光指揮棒、螢光指揮箭頭標示等救難物資設備，以提

醒危害之發生，並引導至安全疏散方向，並於災害緊急應變期間善加利用梯

機、緊急逃生椅及斜坡道等避難器具有助於避難疏散。 

三、 智能障礙類學生 

於災害緊急應變期間善加利用梯機、緊急逃生椅及斜坡道等避難器具有

助於避難疏散。 

四、 肢體障礙類學生 

肢體障礙類學生由於身體部份之障礙而導致逃生速度較慢，此時無障礙

之緊急疏散設備空間設計將非常重要，並於災害緊急應變期間善加利用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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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緊急逃生椅、斜坡道、易拉式鐵捲門及防鎖死保護裝置等之啟用有助於

避難疏散。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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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4所示。 

表 2- 14各棟建築各棟建築物避難引導人員表 

 

註：請依實際狀況自行調整。 

 

2.9.3 避難疏散集合場所之配置 

避難疏散集合場所應選擇無災害威脅之場所，之後由指揮官(校長)視災

情決定於原地避難或移往校外之避難場所。 

2.9.4 避難疏散情形之調查 

避難疏散完畢後應針對全校之學生及教職員工進行疏散情形之調查，如

棟別 樓層別 班級或辦公處所 避難引導人員 救護人員 備註 

美齡樓 4樓 七 7、八 7、九 7 

十 2、十一 2、 

十二 2 

張永浩、黃昭維 

陳駿逸、蘇逸平 

王柔珺、林宜君 

張瑋珊  

史培曼 6樓 七 7、八 7、九 7 

十 2、十一 2、 

十二 2 

王榮祿、李興泰 

賀湘明、吳天飛 

王榮祿 夜間才有學生 

女生宿舍 3樓 七 7、八 7、九 7 

十 2、十一 2、 

十二 2 

陳秀羽、董慧貞 董慧貞 夜間才有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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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5及表 2- 16 所示。表 2- 15與表 2- 16為到達避難場所後，確實掌握

學生與教師人數調查進行填寫，若在平時演練或災害發生時需快速掌握學校

人員時，可自行採用學校常用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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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5學生避難疏散情形調查表 

班級  班級導師  

應到人數  實到人數  

學生安全情形報告  

學生姓名 緊急聯絡人 聯絡電話 安全情況 備註 

   □受傷□死亡□失蹤□請假未到校  

   □受傷□死亡□失蹤□請假未到校  

   □受傷□死亡□失蹤□請假未到校  

   □受傷□死亡□失蹤□請假未到校  

受傷人數  

死亡人數  

失蹤人數  

請假未到校人數  

共計人數  

填表人  填表時間  

表 2- 16教職員工避難疏散情形調查表 

應到人數  實到人數  

教職員工姓名 緊急聯絡人 聯絡電話 安全情況 備註 

   □受傷□死亡□失蹤□請假未到校  

   □受傷□死亡□失蹤□請假未到校  

   □受傷□死亡□失蹤□請假未到校  

   □受傷□死亡□失蹤□請假未到校  

受傷人數  

死亡人數  

失蹤人數  

請假未到校人數  

共計人數  

填表人  填表時間  

2.10 危險建物與設施之警戒標示 

總務處偕同訓導處(學務處)之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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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要求各班導師於上課前再次告知，訓導處(學務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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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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校園災害防救經費編列 

總務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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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列之項目含防災宣導手冊及教材、儲

備物資、防災教育講座、防災/救災訓練、災害應變演練、救災設備及其他

等。歷年災害防救計畫經費編列統計表如表 2- 17所示。 

表 2- 17歷年災害防救計畫經費編列統計表 

年度 
編列經費 

(萬元) 
執行重點 

工作項目內容 

(條例舉出) 
經費來源 

106 80,000 

□防災宣導手冊及教材 

□儲備物資 

□防災教育講座 

■防災/救災訓練 

■災害應變演練 

■救災設備 

□其他 

消防演練 

滅火器更換藥粉 

消防檢查(缺失改善) 

抽水馬達 

■自籌(100 %) 

□教育部補助(  %) 

□縣市政府補助(  %) 

□其他(  %)  

107 80,000 

□防災宣導手冊及教材 

□儲備物資 

□防災教育講座 

■防災/救災訓練 

■災害應變演練 

■救災設備 

□其他 

消防演練 

滅火器更換藥粉 

消防檢查(缺失改善) 

對講機 

抽水馬達 

■自籌(100 %) 

□教育部補助(  %) 

□縣市政府補助(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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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地震災害預防與應變事項 

3.1 平時預防工作事項 

總務處應針對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內之地震災害進行調查，內容包含校園

災害潛勢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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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災害潛勢調查，可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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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校園環境
自主性調查

張貼臨時警戒標誌

校園環境
安全鑑定

通報縣市教育局(處)

委請縣市教育局(處)
或專業技師公會團體

協助安全鑑定

自行編列預算改善

修改校園防災計畫書

待改善

合格

 

圖 3- 1地震災害平時預防工作事項流程圖 

3.1.1 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性調查 

每學期開學前進行一次校園環境安全維護與評估，利用教育部出版「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