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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緣起與目的 

近年來由於氣候變遷的影響，不僅颱風豪雨會帶來災害，強降

雨的發生也常常造成民眾極大的災損及傷亡，而水患治理除了以工

程方法之外，須加上適當的非工程方法配合，以有效地減少及降低

水災發生時的損失及傷亡，因此，政府特別重視民眾水災自主防災

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希望當災害發生時，在政府的救災資源尚未進

入前，民眾能夠自助互助並且能夠有正確的水災應變機制，災害的

風險不可能完全避免，社區仍可能受到災害的衝擊，但是藉由臺北

市水災自主任韌性防災社區的推動，期能讓社區民眾更有系統地瞭

解並提升社區民眾的水災自主防災能力，大家自助、互助，共同合

作配合降低災害導致的衝擊，並能夠較迅速地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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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環境背景 

2.1 社區環境 

民炤里位於臺北市大安區，面積約為 0.2598 平方公里，東至：建

國南路一段與和安里為界；西至：新生南路一段與中正區三愛里為界；

南至：信義路三段與龍門里為界；北至：仁愛路三段與民輝里為界，

詳如圖 2.1，里內計有 24 鄰，戶數 3,236 戶，社區總人口數為 7,764

人，男性 3,671 人，女性 4,093 人(資料來源：臺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

所 111 年 10 月統計)，詳如表 2.1。民炤里轄區內房屋多為公寓大樓，

環境優美，為高級住宅區，里內有民榮公園及里民活動場所可供里民

休閒活動；另有幸安國民小學、客家藝文活動中心、大安分局及新生

南路派出所、工業局、水利署等機關。 

 
圖 2.1 民炤里位置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鄰里服務網 

表 2.1 民炤里基本資料表 

面積 鄰數 戶數 男性 女性 總人口數 

0.2598 平方公里 24 鄰 3,236 戶 3,671 人 4,093 人 7,764 人 

資料來源：臺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111 年 10 月統計。 

  



3 

2.2 AED 配置位置 

社區防救災、救護能量能提升社區民眾面臨災害時自救的能力。

AED(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稱為「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

器」，是一台能夠自動偵測傷病患心律脈搏、並施以電擊使心臟恢復

正常運作的儀器，因為使用的方式相當容易，開啟機器時會有語音說

明其使用方式，並有圖示輔助說明，在救護車到達前，無可取代的急

救處置。根據國內外文獻指出，因突發性心律不整而導致心跳停止的

個案，如能在一分鐘內給予電擊，急救成功率可高達 90％，每延遲一

分鐘，成功率將遞減 7-10％。因此，如果將 AED 設置於人潮眾多的

公共場所，供民眾搶救時使用，可降低該類傷病患到院前死亡率。民

炤里內 AED 位置圖，詳圖 2.2。 

臺北市松山區民炤里 AED目前已登錄者資訊如下： 

AED 放置場所 AED 放置地點 地址 場所類型 

誠隆汽車股份有限公

司新生展示中心 
新生展示中心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

段 175 號 
其他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

安分局 
1 樓大廳值班臺旁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 3段 2

號 

學校、集

會場所或

特殊機構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

安分局新生南路派出

所 

1 樓大門出入口旁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 3 段

18 號 

學校、集

會場所或

特殊機構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

通警察大隊大安分隊 
值班台旁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1

段 157 巷 19 號 4 樓 

學校、集

會場所或

特殊機構 

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

民小學 
幸安國小穿堂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

22 號 

學校、集

會場所或

特殊機構 

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

民小學 
幸安國小游泳池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

22 號 

學校、集

會場所或

特殊機構 

臺北捷運大安森林公

園站 R06 

大安森林公園捷

運站大廳詢問處

旁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 3 段

100 號 
交通要衝 

福容大飯店股份有限

公司台北分公司 

三樓麗泉俱樂部

內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

段 266 號 
旅宿場所 

福容大飯店股份有限

公司台北分公司 

一樓大廳櫃檯前

方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

段 266 號 
旅宿場所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公共場所 AED 急救資訊網 

資料整理日期：截至 11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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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民炤里內 AED 位置圖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公共場所 AED 急救資訊網 

 

⚫ 誠隆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新生展示中心 新生展示中心 臺北市大安區

新生南路一段 175號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公共場所 AED 急救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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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 1 樓大廳值班臺旁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 3

段 2 號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公共場所 AED 急救資訊網 

⚫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新生南路派出所 1 樓大門出入口旁 臺北市大

安區仁愛路 3 段 18 號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公共場所 AED 急救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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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大安分隊 值班台旁 臺北市大安區

新生南路 1 段 157 巷 19 號 4 號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公共場所 AED 急救資訊網 

⚫ 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 幸安國小穿堂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

段 22 號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公共場所 AED 急救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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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 幸安國小游泳池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

段 22 號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公共場所 AED 急救資訊網 

⚫ 臺北捷運大安森林公園站 R06 大安森林公園捷運站大廳詢問處旁 臺北

市大安區信義路 3 段 100 號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公共場所 AED 急救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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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容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三樓麗泉俱樂部內 臺北市大

安區建國南路一段 266 號 

⚫ 福容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一樓大廳櫃檯前方 臺北市大

安區建國南路一段 266 號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公共場所 AED 急救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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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避難收容場所 

民炤里易淹水區為仁愛路三段 24 巷、信義路三段 31 巷附近，水

災避難收容場所為幸安國小，該校內有 AED，亦有活動中心適合避

難收容，民炤里簡易疏散避難地圖如圖 2.3，民炤里水災避難地圖詳

圖 2.4。 

 
圖 2.3 民炤里簡易疏散避難路線地圖 

 

圖 2.4 民炤里水災避難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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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情資研判與應變作業機制 

3.1 情資研判 

在地化情資之內容規劃，主要透過里長及社區防災團隊核心幹部之訪談進行

歸納。由於民炤里防災社區主要遭遇之災害為積淹水災害。故社區民眾對於積淹

水災害應藉由降雨、雨水下水道水位及抽水站之啟閉進行災害預警已有基本知能。

透過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111 年臺北市水患自主防災韌性社區推動工作

計畫於社區推動之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多數民炤里自主防災團隊之幹部成員已下

載「臺北市行動防災 APP」，可掌握社區之雨情等相關資訊。 

依據民炤里社區防災組織幹部決策研判之情資需求，應用 google 協作平台建

置「民炤里生活防災情資看板」，其網址及二維條碼如圖 3.1 所示。該網頁之主要

頁面目前分為六頁：平時環境情資、防災應變情資(歷史近似颱風分析研判模組)、

社區自主防災(環境背景、應變作業機制、社區防救災組織、防災組織維運紀錄、

自主防災巡檢回報、防災品項建議、防救災資源、社區防災地圖)、防災科普等，

分別如圖 3.2、圖 3.3、圖 3.4 所示。 

 

https://sites.google.com/view/fdrc-minzhao/home 

圖 3.1 「民炤里在地化防災情資看板」網址及二維條碼 

 

圖 3.2 「民炤里生活防災情資看板」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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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應變作業機制 

民炤里水災搶救作業機制規劃如圖 3.3 所示，社區自主防災組織平時盤點弱

勢族群清冊等減災作為，在災前啟動社區淹水熱區巡邏作業及聯絡弱勢族群之照

護者準備防災、疏散撤離等物品、提醒家戶準備防水閘門架設等作為，災中應變

規劃為三級警戒應變作為，如圖 3.4 所示： 

⚫ 三級警戒水位：目前水位達到箱涵滿管之 80% (請附近住戶注意，進行防

淹整備) 

⚫ 二級警戒水位：目前水位達到管頂高程(即將溢淹，請附近住戶關閉防水

閘門、堆好沙包) 

⚫ 一級警戒水位：目前水位達到地表高程(已溢淹，請附近住戶進行垂直疏

散) 

災後復原優先關懷弱勢族群部分及環境清理、災情調查、統計等。 

 

圖 3.3 搶救作業機制示意圖 

 

圖 3.4 警戒應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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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區防救災組織 

一、 社區防救災組織建立、任務分工與運作 

里民需了解防災社區任務編組，係整合社區內防救災之相關組織及資源，如

守望相助隊或社區發展協會等，規劃社區防救災組織任務分工與組織架構，如圖

4.1 所示。社區防救災組織建議規劃指揮官、副指揮官、行政班、警戒通報班、疏

散引導班、搶救班、避難收容班及救護班等，讓居民依個人專長投入相關班別。

各班基本配備有社區防災組織背心、識別證、哨子、帽子、手電筒、手機或無線

電等。 

(1) 指揮官：下達指令及調配各班任務。建議由里長擔任。 

(2) 副指揮官：協助指揮官處理事務。可依情況由行政班或警戒通報班之班長兼

任。 

(3) 行政班：主要負責任務為資訊蒐集，彙整與傳達(如：氣象條件等)；避難所與

避難方向等資訊建立；避難情資集與研判；與區級及其它鄰里聯繫，相關資

訊交換等。社區防救災資料庫中負責建立及更新社區專業人才資料。建議成

員：班長一人(建議:里幹事)、班員數名。 

(4) 警戒通報班：可能致災地區檢查與戒備；高齡與行動不便者之狀況確認與支

援；防救災設備確認與檢查；緊急防水工程，交通管制與秩序維護等。社區

防救災資料庫中負責建立及更新避難收容處所資料。建議成員：班長一人(建

議:守望相助隊隊長)、班員數名。除基本配件外，建議攜帶指揮棒及警示帶等。 

(5) 疏散引導班：可能受災戶避難勸告與疏散撤離；疏散廣播與撤離；及時疏散

民眾確認與協助。社區防救災資料庫中負責建立及更新受災地點資訊。建議

成員：班長一人(建議:人面廣的鄰長)、班員數名。建議攜帶指揮棒等。建議

備有大聲公等。 

(6) 避難收容班：避難收容處所開設與物資準備；食物與水源確保；避難者身份

確認與照顧；定時災情傳達與輔導。社區防救災資料庫中負責建立及更新防

救災設備物資資料。建議成員：班長一人、班員數名，可由社區媽媽或教師

擔任。建議備有乾糧、文具或玩具等，安撫災民用。 

(7) 救護班：避難所之受傷民眾醫護與包紮。社區防救災資料庫中負責建立及更

新災害弱勢族群資料。建議成員：班長一人、班員數名，可由具專業退休醫

護人員擔任。建議攜帶簡易救護包等。 

(8) 搶救班：災害發生之簡易搶救與安全維護；確保救援道路暢通。社區防救災

資料庫中負責建立及更新里內老舊建築物資料。建議成員：班長一人、班員

數名；可請消防、義消、專技人員等人員平時協助教導組織成員搶救技能。

建議準備滅火器、鏈鋸、移動式抽水機、發電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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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防災社區編組架構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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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炤里防災應變小組 

透過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111 年水患自主防災韌性社區推動工作計

畫於社區推動，民炤里成立防災應變小組，組織名單如表 4.1。 

表 4.1 民炤里防災應變小組組織名單 

指揮官 周暉泰 

防災士 林辰蓁 

防災編組 班長 班員 

行政班 董進財 陳月麗 林佩瑾 陳惠娟 

警戒通報班 黃奕昶 官碧珠 林頭 林香睿 

疏散引導班 劉青松 湯國光 王佳珍 邱瑞美 

搶救班 林德坤 魏濟銘 劉佩文  

救護班 郝健勤 蕭瑞華 鄭旭恩 游碧惠 

避難收容班 陳俊成 許文瑜 林惠子 李麗華 

里民 許文瑜、陳月麗、王佳珍、黃奕昶、吳淑春 

機動 湯國光、鄭旭恩、林惠子、陳憲壬、林麗環 

三、 警消單位 

表 4.2 民炤里鄰近警消單位表 

單位 機關名稱 地址 電話 

警察單位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

分局 

106臺北市大安區仁愛

路三段 2號 
02-2325-2050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

分局新生南路派出所 

106臺北市大安區仁愛

路三段 18號 
02-2325-8611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

警察大隊大安分隊 

106臺北市大安區新生

南路一段 157巷 19號 
02-2325-0004 

消防單位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二

大隊金華消防分隊 

106臺北市大安區愛國

東路 79巷 13號 
02-2391-7653 

 

 

 



 

 

 

 

 

 

 

 

 

附件：防災品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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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一般家庭需要準備之防災品項(*建議標有星號的項目疏散之時攜帶) 

    本章節之防災品項係參考美國社區緊急應變隊之教材，從清單中蒐集

防災品項，並且這些防災品項絕大部分是許多家庭已經擁有之物品。而這

些物品也許在日常情況下不常使用，但卻可以在緊急情況下使用。例如，

扳手在緊急情況下可以用來關閉閥門。  

一、飲食準備需注意事項，如下： 

⚫ 無需冷藏之食品 

⚫ 無需烹飪之食品 

⚫ 至少可儲存 3天之不易腐爛食品 

⚫ 輕巧不佔容量之食品 

⚫ 避免鹽分含量高之食品 

⚫ 每半年檢查食物和水的有效期限 

⚫ 水需儲存在瓶子底部帶有數字 1的三角形回收標誌等塑料容器

中、存放在陰涼避免陽光直射的地方，以及每 6個月更換一次應

急水。 

 

二、建議選擇之食品，如下： 

⚫ 即食罐頭肉：水果和蔬菜 

⚫ 可長期儲存之果汁，牛奶 

⚫ 湯罐頭 

⚫ 高熱量食品：花生醬、巧克力能量棒 

⚫ 果凍、餅乾、麥片 

⚫ 嬰幼兒食品 

⚫ 糖，鹽，胡椒粉 

⚫ 礦泉水 

⚫ 舒緩壓力食品：硬糖、甜穀物、棒棒糖、速溶咖啡、茶包 

 

三、廚房用品，如下： 

⚫ 手動開罐器 

⚫ 雜物包 

⚫ 塑料餐具：紙杯盤子 

⚫ 萬能刀 

⚫ 消毒溶液 

⚫ 鋁箔和保鮮膜 

⚫ 重新密封塑料袋 

⚫ 如果必須烹製食物，需準備爐子和一罐烹飪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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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急救箱 

    為您的家裝配急救箱，並且每輛車裝配一個急救箱。 

(一) 建議內容物，需包括： 

⚫ 急救手冊 

⚫ 各種尺寸無菌繃帶 

⚫ 兩英寸無菌紗布墊 

⚫ 四英寸無菌紗布墊 

⚫ 防過敏膠帶 

⚫ 三角繃帶 

⚫ 針 

⚫ 濕紙巾 

⚫ 抗菌藥膏 

⚫ 溫度計 

⚫ 壓舌片 

⚫ 凡士林或其他潤滑劑 

⚫ 各種尺寸的安全銷 

⚫ 清潔劑、肥皂 

⚫ 非乳膠檢查手套（2對） 

⚫ 棉花球 

⚫ 防曬霜 

⚫ 三英寸無菌滾筒繃帶 

⚫ 四英寸無菌滾輪繃帶 

⚫ 剪刀 

⚫ 鑷子 

 

⚫ 冷熱敷用品 

⚫ 止瀉藥 

⚫ 抗酸劑（用於胃部不適） 

⚫ 過敏藥物(如有必要) 

⚫ 腎上腺素(應用於全身性

過敏反應、心搏停止，以

及表面出血等等，吸入式

的腎上腺素有時會被用於

改善喉炎的症狀。) 

⚫ 哮喘藥品 

⚫ 維生素 

⚫ 應急準備手冊* 

⚫ 廣播器(電池類)* 

⚫ 手電筒(電池類)* 

⚫ 備用電池* 

⚫ 滅火器(小罐，ABC類型) 

⚫ 夾鉗 

⚫ 膠帶 

⚫ 指南針* 

⚫ 止痛藥(阿司匹林、非阿

司匹林) 

(二) 以下需放在防水容器中： 

⚫ 紙、筆* 

⚫ 針、線 

⚫ 工作手套 

⚫ 滴管 

⚫ 無火花工具 

⚫ 水 

⚫ 口哨 

⚫ 塑料布 

⚫ 電話 

⚫ 車輛和發電機的燃料 

⚫ 衛生紙* 

⚫ 毛巾* 

⚫ 肥皂* 

⚫ 液體洗滌劑* 

⚫ 女性用品* 

⚫ 個人衛生用品* 

⚫ 塑料垃圾袋 

⚫ 帶蓋的塑料桶 

⚫ 消毒劑 

⚫ 液體洗手液 

⚫ 家用氯漂白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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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人及家庭資料(需放置在防水容器中)* 

⚫ 家庭文件和聯繫電話 

⚫ 個人身份證明 

⚫ 現金（零錢、旅行支

票、信用卡） 

⚫ 駕照 

⚫ 健保卡 

⚫ 護照 

⚫ 遺囑 

⚫ 契約 

⚫ 財產清單 

⚫ 家居用品 

⚫ 保險單據 

⚫ 合同 

⚫ 股票和債券 

⚫ 緊急聯繫人列表、其他

重要電話號碼、電話號

碼 

⚫ 區域地圖 

⚫ 備份鑰匙(車鑰匙、房

屋鑰匙) 

⚫ 處方單 

⚫ 重要文件的副本(出生

證書，結婚證書、銀行

信用卡帳號、免疫記

錄) 

 

 

六、服裝和床上用品 

⚫ 每人至少更換一件完整且需針對不同季節進行準備的衣服。* 

⚫ 堅固的鞋子或靴子* 

⚫ 雨具* 

⚫ 毯子或睡袋* 

⚫ 帽子和手套* 

⚫ 保暖內衣* 

⚫ 太陽鏡* 

 

七、寵物用品 

⚫ 藥物和病歷（存放在防水容器中） 

⚫ 急救箱 

⚫ 當前寵物的照片(以防走失尋找用) 

⚫ 有關餵食時間表的信息 

⚫ 醫療狀況，行為問題 

⚫ 主人的名字和聯絡號碼 

⚫ 獸醫聯絡資訊(以備不時之需) 

⚫ 堅固的皮帶、安全帶(確保寵物無法逃脫) 

⚫ 食物、飲用水 

⚫ 碗具 

⚫ 貓砂 

⚫ 平底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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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罐器 

⚫ 寵物床和玩具(如果方便運輸的話) 

 

八、特別項目 

    記住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成員，例如嬰兒和老年人以及殘疾人士。 

(一)嬰兒* 

⚫ 尿布 

⚫ 瓶子 

⚫ 奶粉 

⚫ 藥物 

 

(二)對於所有家庭成員 

⚫ 心臟和高血壓 

⚫ 藥物* 

⚫ 胰島素* 

⚫ 其他處方藥* 

⚫ 假牙需求* 

⚫ 隱形眼鏡和耗材* 

⚫ 額外的眼鏡* 

⚫ 娛樂、遊戲和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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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社區防災組織之防災品項 

一、個人保護設備 

    儘管社區防災組織成員在災難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他們並非受過培訓或擁有

執行專業者的所有技能。請記住，社區緊急應變隊成員在任何時候都要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保護自身安全，因此穿戴個人防護設備是很重要的一環，所以全體成員必須佩戴個人

防護設備。 

    防護設備，如下: 

⚫ 頭盔 

⚫ 護目鏡 

⚫ N95口罩 

⚫ 手套（工作用且非乳膠材質） 

⚫ 堅固的鞋子或靴子 

⚫ 通訊設備 

 

二、進階培訓課程 

    在完成最初的防災社區培訓後，許多社區防災組織成員期望尋求多面項課程來提高

他們的技能。 

    建議之培訓課程，如下： 

⚫ 高級急救 

⚫ 災難中的動物問題 

⚫ 自動體外除顫器（AED）使用 

⚫ 社區關係 

⚫ 心肺復蘇術技能 

⚫ 清除雜物 

⚫ 捐款管理 

⚫ 庇護所管理 

⚫ 特殊需求問題 

⚫ 交通和人群控制 

⚫ 公用事業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