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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創意提案競賽提案表 

提案類別 □創新獎 ▇精進獎 □跨域合作獎 

提案年度 112年度 

提案名稱 救護亮燈，安全加分 

提案單位 臺北市政府消防局第二救災救護大隊信義中隊永吉分隊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陳睿笙 貢獻度：40% 

參與提案人：吳漢聲 貢獻度：30% 

參與提案人：賴志垚 貢獻度：30% 

提案範圍 
一、有關各機關業務推動方法、作業流程及執行技術之改進革新 

    事項。 

二、其他對促進機關行政革新有所助益之創新作為。 

成效屬性

(可複選) 

▇全國首創、▇導入精實管理手法、□小 e 化、▇節省成本(時

間、人力、經費)、□發表期刊論文或專書、□取得專利、▇其

他：可推廣至本局救災救護單位，提升救災安全及品質。 

 

一、提案動機： 

    緊急救護案件中，各種不安全的環境威脅著救護人員，

特別是晚上的救護現場，如高速公路上的交通意外、交通繁

忙的十字路口、昏暗巷道內的交通意外等，我們必須提升救

護人員在這些危險環境中的安全性。 

    救護出勤到達現場，我們要兼顧現場環境安全、自身 

及病患安全，若在現場因二次事故造成救護同仁傷亡，那麼

將造成救護同仁及病患一同陷入危險之中，在這長期不安的

心情下出勤也將使同仁身心俱疲承受日益增加的壓力，有鑑

於此，如何降低二次事故的發生及增加救護同仁的危機意 

識，著實重要，透過器材的靈活運用，精益求精，可望能有

效增加救護人員自身安全性，也利於救護勤務之進行。 

二、根本原因分析： 

    處理車禍流程上目前對於「人員」安全裝備的部分，僅

規定穿著反光材質背心或外套等被動照明，我們期望藉由精

實管理在處理車禍流程上規定下車前應配戴有「生物動態」

效果之主動照明設備。於是我們設計了改良式動態照明燈具

(詳如附件)。  

三、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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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緣起 

        如果只是單一事件，不會長期以來不斷發生，交通事故

    現場及各種需交通管制的現場，人員持續暴露在危險之中，

    因此透過能方便又迅速配戴上的「生物動態燈具」，能夠使 

    救護人員、員警、義交等生命安全多一層保障，生命無價，

    所以我們應該把焦點放在「人員」安全上。 

    (一)100年女消防員高架橋上執行救護遭撞，慘截肢。 

    (二)105年美國印第安那州救護員，車禍救援遭車撞傷。 

    (三)107年國道警殉職，國道3死2警遭撞飛，同仁慟。 

    (四)107年到職剛滿一個月，國道員警值勤遭撞重傷昏迷。 

    (五)108年員警處理車禍現場，遭機車騎士撞傷。 

    (六)111年美國南卡羅來納州救護員，處理事故時遭車撞死 

    (七)111年鋪路工程交管人員遭撞傷重不治。 

    (八)111年三峽義交執勤遭撞，分局長王鴻親往慰問。 

    (九)111年新北義交指揮交通遭小貨車撞死。 

    (十)112年執勤挨撞，員警站斑馬線指揮，遭左轉車撞傷。 

四、創意來源： 

        以救護同仁自身經驗及過去新聞案例中之問題作為本次

創意之來源，其說明如下： 
 
 

 

 

 

 

 

 

 

案例照片一 

 

 

 

 

 

 

 

 

 

 

案例照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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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照片三 

(一) 環境安全難以全面兼顧： 

    救護人員執行車禍救護勤務時，在車速快加上夜晚

視線不佳的狀況下，即使救護車已有警示燈及爆閃燈，

但救護人員仍可能需要在交通意外現場的熱區上走動、

評估患者及救治患者，要在救護處置的同時注意各車輛

的動向談何容易，若是有酒醉的駕駛稍未注意，後果不

堪設想，在此巨大的危險壓力下，除了危險性高之外，

更可能會影響救援的時間，對於生命垂危的病患，救援

每慢一秒鐘，都可能危及生命，存活率也因此降低。 

(二) 人員裝備明亮度不足： 

    救護人員有評估環境安全及注意自身安全之意識，

但在高度危險的環境下，單靠反光背心及頭盔式照明安

全性仍顯不足，此時若是經過之駕駛未降低車速致閃避

不及，危險的發生可能難以避免。 

(三) 參考國內外相關期刊文獻： 

    2008-2012年警察因公殉死殘最大的原因是車禍(占

59.5%)，而這些警察當中多數都是在交通管制設施「尚

未布設」、「正在布設」、「撤除布設」時遭撞。陳家

福(2019)。救護人員到達車禍現場時，仍有可能是第一

到達現場之單位，如何兼顧自身安全、交通安全、傷患

評估及保護是相當重要的，因此在救護車停放好適當位

置後，下車前就應該將「車輛警示燈號」及「個人警示

燈號」開啟，特別是個人警示用燈。此外國外文獻針對

增加行人能見度以預防死亡和傷害的干預措施研究中發

現，對於夜間能見度，紅色和黃色的燈、閃光燈和逆向

反射材料可增加檢測和識別，尤其是那些具有“生物動

態＂的配置（利用行人四肢的運動），提高了夜間行人

的識別度並有效增加駕駛反應距離。Kwan,I.,& Map-

stone,J.(2006)。在其他國家消防員、警察和急救醫務

人員在事故現場也廣泛使用反光服，以提高能見度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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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所以我們建議救護車到達交通事故現場時，應該

在下車前配戴識別度高之燈具於四肢任一部位形成「生

物動態」效果以提升救護人員安全。 

實 施 方

法、過程

及投入成

本 

一、現行方式: 

     現行救護人員夜間以穿戴反光背心或外套為主，雖有警

示效果但每趟救護現場狀況都不盡相同，如在無光源的救護

現場或對方車輛未開燈時該警示效果將大打折扣，疫情期間

穿的標準防護更無反光、警示效果，如果能將現行的被動反

光改為主動閃光，將可大大提升警示效果，提升警示距離，

讓其他用路人有更多的反應時間。 

二、精進演繹: 

    透過成立創意小組，經由多次開會及討論，從根本原因

分析及魚骨圖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為增加高速公路、高架

道路、十字路口及燈光昏暗路邊執行救護勤務安全性，在救

護外套(背心)、救護褲等各式服裝增加警示燈，且該燈具需

能夠快速配戴及持續閃爍。 

 

 

 

 

 

 

 

 

 

 
圖一：根本原因分析法 

 

 

 

 

 

 

 

 

 

 

 
圖二：魚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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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開會及討論 

 

 

 

 

 

 

 

 

 

圖四：精進及改良 

三、預算及規格: 

(一)產品規格： 

1. 亮度：500 lm。 

2. 電池使用時間：5-50小時。 

3. 充電方式: USB-C 直接充電、內置鋰電池500mAh。 

4. 功能：照明、紅光警示燈、快扣、腳架插槽、磁鐵。

5. 7種燈光調整(主燈強白光---主燈弱白光---主燈強黃

光---主燈弱黃光---紅光---紅光閃爍---長按強光。

6. 防水等級：IPX4防水等級。 

(二)成本：本設計總成本約為新臺幣173元。 



 6

實際執行

（未來預

期）成效 

一、成本效益： 

  (一) 取得成本低。 

  (二) 適合推廣至市府各機關單位，如警察局、工務局、環保局

等需要於道路上進行交管及執行公務單位非常適合使用。 

二、內部效益： 

         救護出勤到達現場，我們要兼顧現場環境安全、自身

安全及病患安全，若在現場因二次事故造成救護同仁傷

亡，那麼將造成救護同仁及病患一同陷入危險之中，使用

生物動態的燈具能夠預防同仁於事故現場發生二次事故。 

三、外部效益： 

         事故現場環境有許多無法預測的狀況，若能有效增加

同仁的辨識度，讓民眾能夠盡早得到警示，減少危險的發

生，寄望提出本次「動態亮燈，安全加分」提案，改善現

有設備運作方式，守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總結： 

     透過全國首創「生物動態亮燈」的概念，我們從過去簡易

的反光服裝設計，轉為更明顯直覺燈光警示，尋找文獻並研究精

進，利用低成本而高效益的方式，讓簡易的改良加工使它更多功

性，除了增加救護員在車禍救護現場安全性，更增加其實用性，

由被動的安全，轉為主動示警。工作十餘年，之所以提出這創意

提案就是常常在救護現場面臨這樣的問題，我們希望能夠用最小

的成本發揮最大的效益，利用小小的巧思與改造，讓所有的救護

人員能夠在相對安全的環境執行任務。 

相關附件 

附件1：產品外觀、功能及改裝固定方式後比較 

附件2：實際使用照片及現有流程修正 

附件3：附件3-1國外文獻、附件3-2國內文獻 

聯絡窗口 
姓名：陳睿笙 

電話：(02)2767-5126 

Email：home0916423@gmail.com 
※ 注意事項： 
一、提案表 
（1）內文格式：標楷體字型，字體大小為14點，行距為固定行高18pt。 
（2）頁數：A4版面，不超過6頁。 
二、相關附件 
（1）內文格式：不限。 
（2）頁數：A4版面，不超過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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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產品外觀、功能及改裝固定方式後比較  

   

改良前:燈具固定方式較為單一，無法適用各種佩戴方式。 

                     

改良後:增加魔鬼氈及鉤環固定方式，可適用各種配戴方式，並增加反光條

  加強警示效果。 

 

附件2 實際使用照片及現有流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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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良後:可方便固定於肢體上，警示效果較佳。 

             

改良後:可方便固定於肢體上，警示效果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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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 燈光昏暗下為患者急救，同仁暴露在危險之中。 

             

使用後: 生物動態的燈光持續閃爍效果佳，保障同仁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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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良後: 配戴於腳上，下車前即可警示後方來車。 

             

針對現有流程做精實化管理 

附件3-1  國外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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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2  國內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