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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規範 

102年 3月 18日北市消救字第 10231120200號訂定 

102年 10月 28日北市消救字第 10238549700號修正 

104年 10月 21日北市消救字第 10438645700號修正 

106年 4月 28日北市消救字第 10631826200號修正 

106年 8月 28日北市消救字第 10636735400號修正 

107年 5月 30日北市消救字第 1076014465號修正 

107年 7月 9日奉核修正 

108年1月10日北市消救字第1083002600號修正 

108年 7月 10日奉核修正 

108年10月29日簽准修正 

109年4月27日奉核修正 

109年5月13日奉核修正 

 

                                 壹、 依據: 

  一、內政部 109年 4月 22日台內消字第 10908219404號函訂定「危險性救災行動認定標準」。 

  二、內政部消防署 109年 3月 30日消署救字第 1090600084號函修正「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 

救作業要點」。 

貳、 目的 

  提升本局火場指揮能力，強化火災搶救效率，發揮整體消防戰力，以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參、 火場指揮官區分： 

一、 火場總指揮官：由消防局局長擔任。 

二、 火場副總指揮官：由簡任層級人員擔任。 

三、 救火指揮官：依情形由轄區消防大 (中)隊長、消防分隊長或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指定人員擔

任。 

四、 警戒指揮官：協調轄區警察局派員擔任。 

五、 偵查指揮官：協調轄區警察局派員擔任。 

 肆、 火場指揮官任務： 

一、 火場總指揮官 (副總指揮官)： 

（一） 成立火場指揮中心。 

（二） 統一指揮火場救災、警戒、偵查等勤務之執行。 

（三） 依據授權，執行消防法第三十一條「調度、運用政府機關公、民營事業機構消防、救災、

救護人員、車輛、船舶、航空器及裝備，協助救災」。 

（四） 必要時協調臨近之軍、憲、民間團體或其他有關單位協助救災或維持現場秩序。 

二、 救火指揮官： 

（一） 負責指揮人命救助及火災搶救部署任務。 

（二） 劃定火場警戒區。 

（三） 建立人員裝備管制站。 

（四） 指揮電力、自來水、瓦斯等相關事業單位，配合執行救災。 

（五） 指揮救護人員執行緊急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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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災情回報及請求支援等事宜。 

三、 警戒指揮官： 

（一） 指揮火場警戒及維持治安勤務。 

（二） 指揮火場週邊道路交通管制及疏導勤務。 

（三） 指揮強制疏散警戒區之人車，維護火場秩序。 

（四） 必要時由轄區消防機關通知協助保持火場現場完整，以利火場勘查及鑑定。 

四、 偵查指揮官： 

（一） 刑案發生，指揮現場勘查工作。 

（二） 指揮火警之刑事偵查工作。 

（三） 火警現場之其他偵防工作。  

 伍、 火場指揮官及幕僚群辨識方式如下： 

一、 火場總指揮官及救火指揮官部分，依消防衣顏色辨識，大隊長層級以上為紅色；副中隊長

至副大隊長層級為黃色；分隊長及小隊長人員為藍色並佩戴紅色臂章。 

二、 警戒指揮官及偵查指揮官由警察局自行訂定之。 

三、 幕僚群應於防護裝備外穿著幕僚背心，以供辨識。 

 陸、 指揮權指派及轉移規定： 

一、 本局接獲火警報案派遣人車出動，應同時指派適當層級救火指揮官到場指揮，初期救火指

揮官由轄區消防分隊長，或由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指定人員擔任；研判火災級數達到 2級時，

應通報(副)中隊長到場指揮；可能達到 3級時，應通報(副)大隊長到場指揮；可能達到 4

級時，則應通報局長、局本部救災任務編組指揮官或其他指定人員到場擔任總指揮官。 

二、 總指揮官未到場時，由副總指揮官代理總指揮官任務，總指揮官及副總指揮官未達火場時，

救火指揮官代理總指揮官任務，救火指揮官未到達火場前，由在場職務較高或資深救災人

員暫代各項指揮任務，各級指揮官陸續到達火場後，指揮權隨即逐級轉移。 

三、 指揮權移轉方式： 

（一） 當面轉移：由原指揮官與接任指揮官當面進行交接轉移，以文書交接為原則，若無法以

文書交接時，則以口頭交接。 

（二） 無線電轉移：當火災現場因距離或其他因素，無法當面進行交接轉移時，由原指揮官與

接任指揮官以無線電進行交接轉移。 

四、 指揮權轉移交接內容： 

（一） 原指揮官應向後續到達之接任指揮官報告火災狀況，並接受接任指揮官任務派遣。 

（二） 火災搶救戰術檢查表及各項幕僚作業表單。 

（三） 簡要災情狀況、人員搜救情形、火災發展情勢分析及目標與資訊優先順序。 

（四） 現有指揮體系組織架構、戰術運用、人員、車輛及裝備器材等戰力部署及指派任務執行

情形。 

（五） 已成立的設施、資源指派情形、在途中的資源或已請求的資源及其他相關事項。 

五、 指揮權宣告：指揮權轉移交接完成後，依災情狀況指派原指揮官任務及向火災現場救災人

員宣告指揮權，並向救指中心續報火災狀況。指揮權宣告內容包括火災地點、指揮官無線

電代號、指揮中心位置及新設立的組織及職務等。 

六、 警戒、偵查指揮官指揮權指派及轉移規定，由警察局自行訂定之。 

 柒、 為利於火場指揮及搶救，得設火場指揮中心、人員裝備管制站及編組幕僚群： 

一、 火場指揮中心：由火場總指揮官於現場適當位置設立，統一指揮執行救火、警戒、偵查勤

務及其他協助救災之單位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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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員裝備管制站：由救火指揮官於室內安全樓層或室外適當處所設立，指定專人負責人員

管制及裝備補給，並做為救災人員待命處所。 

三、 幕僚群：以四人以上為原則，除大隊以下人員擔任外，必要時，得規劃局本部人員編組擔

任，記錄相關搶救資料。若未達四人時，應視現場救災實際需要，指派幕僚人員任務。 

 

   (一)安全幕僚： 

       1.監視現場危害狀況（閃燃、爆燃、建築物坍塌、危害性化學品等），執行火場安全管制 

         機制，進行搶救目的與救災作業之風險評估，適時向指揮官提出風險警示。 

       2.隨時掌握火場發展狀況、攻擊進度、人力派遣、裝備需求、戰術運用、人命救助等資訊， 

         適時研擬方案供指揮官參考。 

   (二)情報幕僚： 

       1.蒐集火場資訊，包括受困災民、儲放危險物品、建築物資訊(含消防設備)、火點位置及 

         延燒範圍等。 

     2.負責提供新聞媒體所需之各項資料，如火災發生時間、災害損失、出動戰力、目前火場 

       掌握情形等資料。 

   (三)水源幕僚： 

     1.瞭解、估算火場附近之水源情形（消防栓、蓄水池、天然水源等），並建議適當的使用 

       水源方式。 

       2.負責各項救災戰力裝備、器材及其他物資之後勤補給。 

   (四) 傳令幕僚： 

     1.負責協助指揮官與火場內部救災人員間，指揮命令及火場資訊之傳遞。 

       2.負責與指揮中心及其他支援救災單位之聯繫。 

 

 捌、 火災搶救作業要領： 

一、 整備各式搶救資料：  

（一） 當日人員、車輛救災任務派遣編組表。 

（二） 甲、乙種搶救圖（甲種搶救圖：就地圖內相關街道、建築物位置、樓層高度、水源狀況、

消防栓管徑大小、位置及池塘、蓄水池、河川、湖泊、游泳池位置等可供消防救災車輛

出入等相關資料，予以符號標記標示，提供災害搶救參考；乙種搶救圖：針對轄內搶救

困難地區特定建物 (如超高樓、集合住宅等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以會審、勘之消防圖說

繪製，並註記各對象物可供救災運用之消防安全設備、位置、數量及供人命救助、災害

搶救參考之內部設施資訊）。 

（三） 搶救困難地區特定建物 (如超高樓、集合住宅等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搶救部署計畫圖。 

（四） 安全資料表、緊急應變指南等相關危害性化學品搶救資料。 

（五） 建置轄內備有重機械場所（如堆高機、挖土機、吊車等）清冊。 

二、 受理報案：  

（一） 救指中心或大隊勤務中心受理火警報案後，應持續蒐集火場情資及人員受困情形、並立

即派遣救災人、車出動及通報義消、友軍 (警察、環保、衛生、電力、自來水、瓦斯等

單位) 支援配合救災。  

（二） 調閱甲、乙種搶救圖、搶救部署計畫圖或相關搶救應變指南。 

（三） 出動時間： 

1、 於出動警鈴響起至消防人車離隊，白天八○秒內，夜間一二○秒內為原則。 

2、 出動時間目標達成率須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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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出動派遣：  

（一） 車輛派遣：除特種車 (如雲梯車、化學車等) 依狀況需要派遣外 ，車輛派遣應以「車組」

作戰為原則，忌用「車海」戰術。『註：「車組」係以兩輛消防車組成具獨立救災作戰

之基本單位，一為攻擊車、另一為水源車，一般常見的車組為水箱車加水箱車、水箱車

加水庫車、雲梯車加水箱 (庫) 車、化學車加水箱 (庫) 車等。』 

（二） 人員派遣：依救災任務派遣編組表所排定任務作為，並配合每一攻擊車應至少能出二線

水線為人力考量原則。 

（三） 初期救火指揮官應攜火警地址登錄資料、甲、乙種搶救圖、搶救部署計畫圖、及其他相

關搶救應變指南等資料出動。 

四、 出動途中處置： 

（一） 出動途中應隨時與指揮中心保持聯繫，將所觀察之火、煙狀況， 立即回報指揮中心，並

進一步了解指揮中心蒐集之現場情資。 

（二） 初期救火指揮官應就派遣之人車預作搶救部署腹案，並以無線電或資通訊系統告知所屬

及支援人員，以便抵達火場時能立即展開搶救作業。 

五、 抵達火場處置：  

（一） 火災危害等級回報：最先抵達現場之帶隊官，於途中或抵達現場時，視火場狀況應立即

回報現場火災級數，並隨時視狀況提升或降低火災級數，其所需人車數量與種類由現場

揮官視場狀況做必要申請調度。火災危害分級原則如下表： 

 

火災 

等級 
判斷原則 判斷依據 

一級 未見明顯火焰及濃煙，沒

有立即危害，或即使有火

焰但不至於擴大，一個分

隊即可有效處理者。 

一、 焚燒紙錢、燒雜草、燒廢棄物、自撲火災。 

二、 在空地或路旁之汽、機車火災。 

三、 初期指揮官到達回報不需要支援與無擴大之

虞者。 

二級 第一梯次3個分隊足以處

理之火災 

一、 瓦斯外洩。 

二、 巴士、遊覽車火災。 

三、 槽車翻覆、洩漏事故。 

四、 山林火災。 

五、 汽、機車火災有可能延燒至隔鄰車輛或建築

物者。 

六、 一級火災經指揮官請求提升指揮層級者。 

三級 需增派3個分隊（合計6個

分隊）人車救災之火災 

一、火勢燃燒持續1小時以上尚未控制者。 

二、獲知火災現場有人受困者。 

三、槽車翻覆、洩漏事故所造成之火災。 

四、重要場所(軍、公、教辦公廳舍或政府首長公

館) 發生火災者。 

五、重要公共設施（臺北車站特定區、三鐵共構車

站、航空站、空中纜車、臺北101大樓、本市

區域醫院以上醫療院所）發生火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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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級火災經指揮官請求提升指揮層級者。 

四級 超過6個分隊人車救災之

火災 

一、火勢燃燒持續2小時以上尚未控制者。 

二、地下街火災，於第一梯次救災人員抵達後30

分鐘內尚未控制者。。 

三、重要場所(軍、公、教辦公廳舍或政府首長公

館) 發生火災，於第一梯次救災人員抵達後30

分鐘內尚未控制者。 

四、火災現場已有人員死亡者。 

五、重要公共設施（臺北車站特定區、三鐵共構車

站、航空站、空中纜車、臺北101大樓、本市

區域醫院以上醫療院所）發生火災，於第一梯

次救災人員抵達後30分鐘內尚未控制者。 

六、三級火災經指揮官請求提升指揮層級者。 

 

（二） 災情回報：初期救火指揮官到達火場，立即瞭解火場現況（建築物樓層、構造、面積、

火點位置、延燒範圍、受困災民、儲放危險物品等），並回報指揮中心現場火災級數，並

隨時視狀況提升或降低火災級數。 

（三） 請求支援：初期救火指揮官就災情研判，規劃、部署現有人、車、裝備等救災戰力，如

有不足，立即向指揮中心請求支援。 

（四） 指揮權轉移：若火勢擴大，火災等級升高，指揮層級亦相對提高，初期救火指揮官應向

後續到達之高層指揮官報告人、車、裝備部署狀況、人命受困與搜救情形、火災現況與

分析火勢可能發展情形，以及搶救重點注意事項等火場狀況資訊，並接受新任務派遣，

以完成指揮權轉移手續。  

（五） 車輛部署：以「車組作戰」及「單邊部署」為原則，建築物火場正面空間，應留給高空

作業車使用。 

（六） 水源運用：以接近火場之水源為優先使用目標，但避免「水源共撞」 (注意是否同一管

路及管徑大小) ，另充分利用大樓採水口、專用蓄水池等水源。 

（七） 水線部署：以爭取佈線時間及人力為原則。 

1、 室內佈線：沿室內樓梯部署水線之方式，適用較低樓層。 

2、 室外佈線：利用雲梯車、雙 (三) 節梯加掛梯及由室內垂下水帶等方式部署水線，適用

較高樓層。 

3、 佈線時應善用三 (分) 叉接頭，以節省佈線時間及人力。 

4、 救火指揮官須判斷各水線部署之優先順序，決定水線部署之數量及位置。 

（八） 人命搜救：自受理報案開始即應以人命搜救任務為最優先考量。 

1、 第一梯次抵達火場之救災人、車，應優先進行人命搜救任務，水源部署應掩護搜救任務

之進行。 

2、 搜救小組應以兩人以上為一組，以起火層及其直上層為優先搜救目標，樓梯、走道、窗

邊、屋角、陽台、浴廁、電梯間等，應列為搜救重點。 

3、 由指揮官分配各搜索小組搜索區域、聯絡信號，入室搜索前應先登錄管制搜救小組「姓

名」、「人數」、「時間」、「氣瓶壓力」，每一區域搜索完畢後，需標註記號，以避

免重複搜索或遺漏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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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入室搜索應伴隨水線掩護及配合使用熱顯像儀監測環境，並預留緊急脫離路線，另視情

況攜帶適當救援裝備（如：熱顯像儀、備用氣瓶及面罩、搜索繩、破壞器材、搬運器材

等）。 

5、 設有電梯處所發生火警時，應立即將所有電梯管制至地面層，以防止民眾誤乘電梯，並

協助避難。 

6、 對被搜救出災民實施必要之緊急救護程序，並同時以救護車（情況緊急時得採用各式交

通工具）儘速送往醫療機構急救。 

（九） 侷限火勢：無法立即撲滅火勢，應先將火勢侷限，防止火勢擴大。 

（十） 周界防護：對有延燒可能之附近建築物，應部署水線進行防護。 

（十一） 滅火攻擊：消防能量具有優勢時，集中水線，一舉撲滅火勢。 

（十二） 破壞作業： 

1、 破壞前應有「測溫」動作，並注意內部悶燒狀況，以免因破壞行動使火勢擴大或引發

閃 (爆) 燃之虞。 

2、 擊破玻璃應立於上風處，手應保持在擊破位置上方，以免被玻璃碎片所傷。 

3、 可用堆高機、乙炔氧熔斷器、斧頭、橇棒或切斷器等切割、破壞鐵捲門、門鎖、門閂等。 

（十三） 通風排煙作業： 

1、 採取適當的通風排煙作業 (垂直、水平、機械、水力等) ，可使受困災民呼吸引進的冷

空氣，並改善救災人員視線，有利人命救助，且可縮短滅火的時間。 

2、 執行通風排煙作業前，應有水線待命掩護，並注意避開從開口冒出的熱氣、煙霧或火流。 

3、 適當的在建築物頂端開口通風排煙，可藉煙囪效應直接將熱氣、煙霧及火流向上排解出

去，有助於侷限火勢。 

（十四） 飛火警戒：對火場下風處應派員警戒，以防止飛火造成火勢延燒。 

（十五） 殘火處理：火勢撲滅後，對可能隱藏殘火處所，加強清理、降溫以免復燃。 

（十六） 人員裝備清點：火勢完全熄滅後，指揮官應指示所有參與救災單位清點人員、車輛、

裝備器材，經清點無誤後始下令返隊，並回報救指中心。 

六、 其他：高層建築物、地下建築物、集合住宅或其他特種火災 (化學災害、隧道、航空器、

船舶、山林、地震等) 火災，另須針對其專有特性，預擬各項搶救應變指南，實施消防戰

術推演、加強救災人員訓練。  

 玖、 通訊聯絡： 

一、 指揮頻道：原則為 7號頻道，必要時得洽救指中心另律定頻道，供指揮官及傳令幕僚協助

與救指中心聯繫或緊急狀況使用。指揮官及傳令幕僚協助以該頻道回報救指中心火災狀況

及指揮部署情形，除指揮官授權或緊急狀況外，任何人不得使用該頻道聯繫或直接回報救

指中心。指揮官及傳令幕僚應全程監聽 7號頻道。 

二、 救災頻道：原則為 3號頻道，必要時得於火災現場另律定頻道，供指揮官及傳令幕僚協助

指揮部署聯繫使用，指揮官及傳令幕僚協助與所屬其他幕僚及帶隊官、各幕僚或帶隊官之

間、帶隊官與其所屬車輛及人員之間指揮部署、回報災情、搶救任務執行情形與聯繫。指

揮官與傳令幕僚應全程監聽 3號頻道。 

三、 指揮官、傳令幕僚及各單位帶隊官應攜帶 2支無線電；編組幕僚、幹部、司機及瞄子手需

要攜帶無線電。 

四、 後續指揮官在抵達火災現場前，欲了解火災現場狀況及出動消防力等事項，儘可能以行動

電話詢問救指中心或以電腦查詢，以保持無線電指揮頻道暢通。 

五、 無線電（基地、人員）代(呼)號及通訊作業，大隊長代號(大隊別+02)、副大隊長代號(大

隊別+03或 04)、安全幕僚(大隊別+05)、情報幕僚(大隊別+06)、水源幕僚(大隊別+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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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令幕僚(大隊別+08)，其他依據救指中心訂定之本局無線電呼號表及相關規定辦理。若未

規定者，指揮官或後勤組得視需要現場律定無線電代(呼)號。 

六、 消防車無線電代號編列原則： 

 

各式消防車輛無線電代號對照表 

車 種 無 線 電 代 號 備 考 

水箱車 11、12… 「單位名稱」11、12… 

直線雲梯車 21、22… 「單位名稱」21、22… 

曲折雲梯車 31、32… 「單位名稱」31、32… 

四輪驅動吉普車、

災情勘查車 

41、42… 「單位名稱」41、42… 

化學車 51、52… 「單位名稱」51、52… 

化學災害處理車 55 「單位名稱」55 

水庫車 61、62… 「單位名稱」61、62… 

救助器材車 71、72… 「單位名稱」71、72… 

空壓車 75 「單位名稱」75 

排煙車 76 「單位名稱」76 

照明車 81 「單位名稱」81 

消防救災機車 86 「單位名稱」86 

救護車 91、92… 「單位名稱」91、92… 

加護型救護車 95 「單位名稱」95 
 

 註：化學災害處理車、空壓車、排煙車、照明車及消防救災機車之無線電代號為固定代號外，

其餘車種之代號，其第 1碼代表車種、第 2碼為編號。 

壹拾、 火場安全管理機制:  

一、 消防人、車到達現場後，應依分隊救災編組表分工事項，執行指揮、部署及滅火攻擊等

事項。各編組分工事項及無線電代號如附表 1。隊員、帶隊官及指揮官等三層火場安全管

理機制如下: 

（一） 隊員： 

1、 人員下車後，應著妥個人防護裝備及救災器材。 

2、 隊員入室前，應將管制名牌交付於各車之安全管制員。安全幕僚應定時指示各安全

管制人員透過無線電聯繫清查在火場內救災人員位置與救災指令執行狀況；各作業

小組亦應主動向安全管制人員回報人員位置與狀況，以利各安全管制人員管制登錄

進入人員姓名、紀錄作業位置與狀況，並動態追蹤管制，管制原則如附表 2。 

3、 隊員應確保各項救災技能之操作安全，即時評估及回報現場危險性。 

（二） 帶隊官： 

1、 確保帶隊之任務編組人員完整性。 

2、 監督所屬隊員確實執行各項救災技能之操作安全。 

3、 檢視及判斷現場危險情境，立即回報指揮官，必要時迅速下命進行迴避、撤退等處

置作為。 

（三） 指揮官： 

1、 救火指揮官得視實際需求，指派分區(任務)指揮官，將火場依水平或垂直分區管理，

或規劃分配任務，分區管理方式原則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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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救災頻道如因使用頻繁而有佔線情形，指揮官得視情況進行無線電分流管制(如圖

2)。另針對現場通訊不良區域，以人員中繼傳遞救災訊息方式，立即建立垂直及水

平聯繫通訊區域，再由地面層人員代為轉達救指中心，以有效傳遞現場搶救任務執

行狀況與聯繫。 

3、 火場應恪遵「同進同出」原則，若人員遭遇危險或需要支援時，同行人員應於一時

間實施救援或以無線電連續呼叫 Mayday3次以上，指揮官（或安全幕僚）以外之人

員聞緊急求救訊號應立即保持無線電靜音（或切換至其他頻道），使現場指揮官得知

有救災人員受困待救，並立即進行救援行動及清點所屬人員狀況。緊急救援處理原

則如附表 3。 

4、 火災現場各級指揮官應立即瞭解火場現況，現場搶救人員於救災安全前提下，衡酌

搶救目的與救災風險後，採取適當之搶救作為，對危險程度較高之場所，以侷限火

勢避免延燒為優先，俟火勢侷限且無安全之虞時再深入火場搶救。 

5、 監視及判斷現場危險性，警示現場人員注意危險情形；並輔以安全管制機制為考量，

緊急時迅速下命進行迴避、撤退等處置作為。 

二、 設置快速救援小組(RIT)： 

1.當指揮官達中隊層級以上或預判火勢猛烈救災環境惡劣時，應預備 2人以上之小組（尚 

未執行救災任務，確保最佳體能狀態）穿著完整個人防護裝備於指揮站待命，視情況攜 

帶適當救援裝備（如：熱顯像儀、備用氣瓶及面罩、搜索繩、破壞器材、搬運器材等）， 

以隨時進入火場救援受困之救災人員。 

2.RIT執行任務過程中，遇有民眾待救時，應立即回報指揮官請求加派支援，並依命令執行

救援任務。 

3. RIT機制啟動後，受困救災人員鄰近之搶救編組經評估可前往支援時，應先向指揮官回

報位置、空氣瓶殘存壓力、人員狀況及任務執行情形，俟指揮官評估其安全及效益後，

得依指揮官命令前往支援。 

4.考量轄區特性及訓練能量，每大隊（或大隊轄內）指定 1個以上分隊為 RIT指定分隊， 

並針對指定分隊人員辦理 RIT訓練。 

三、 經現場消防指揮人員充分綜合分析研判，災害現場無人命危害之虞，不執行下列危險性救

災行動時，應改採其他適當之搶救作為，並向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回報。 

（一） 進入核生化災害現場熱區。 

（二） 進入爆竹煙火、公共危險物品或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販賣場所、毒

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等危險場所。 

（三） 進入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印刷電路板(PCB)製造場所。 

（四） 進入長隧道、地下軌道、地下建築物或船艙內。 

（五） 進入有倒塌、崩塌之虞之建築物內。 

（六） 其他經各級搶救人員充分綜合分析研判後，認定之危險行動。 

四、 各級搶救人員遇閃（爆）燃前兆現象、倒塌等危急狀況者，不待現場指揮官下令，即可採

取撤離行動，並適時回報緊急求救口令。 

壹拾壹、 製作火災搶救報告書或案例教育資料： 

一、火災災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製作火災搶救報告書(格式如附件一)，並邀集參與救災單位

召開會議，就搶救過程之聯繫作業、搶救處置及指揮決策、救災安全及現場之潛在危險事件

（虛驚事件【Near Miss】）等，檢討優劣得失，作為策進搶救作業模式及參與救災人員獎

懲依據；前揭會議主席應由火災實際到場指揮官上一層級職務人員擔任；如該場火災由局長

擔任指揮官，則由局長或代理人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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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死亡兩人以上、死傷合計十人以上、房屋延燒十戶（間）以上或財物損失達新臺幣五百萬

元以上。 

（二）重要場所（軍、公、教辦公廳舍或政府首長公館）、重要公共設施發生火災，且未於報案 

      後三十分鐘內撲滅者。 

（三）影響社會治安。 

（四）有消防人員或義勇消防人員因執勤死亡或受傷住院者。 

二、救災人員傷亡或救災車輛發生事故，應召開會議檢討優劣；另製作案例教育(格式如附件二 

    、三)函發或宣達所屬，以加強救災安全觀念，培養危險預知能力，建立隊員本身、各級帶 

    隊官及指揮官（含指揮幕僚）三層安全管理機制。 

三、各大隊火災搶救報告書及案例教育，應於召開火災檢討會議後五日內報局審核為原則。惟個

別案件經內政部消防署通知者，於火災檢討會議後三日內報局審核，以利報核備作業。 

四、其他注意事項: 

    各大隊於火警檢討會時，應利用各種影音紀錄資料，檢視人命搜救及搶救過程，並提出改善 

    項目及研擬策進作為，以提升火場安全及救災效率。 

 壹拾貳、 跨轄申請調度支援作業： 

本市轄內發生災害，因消防、救災、救護人力、裝備、器材不足，不能及時有效搶救或

控制時，或與他轄交界發生災害，因地理、環境、交通等因素，申請由鄰近消防機關支

援搶救較為有利時，得依內政部消防署 108年 5月 7日函頒「各級消防機關緊急救援隊

編組及調度試辦指導計畫」規定向鄰近各消防機關申請跨轄支援。  

 壹拾參、 本作業規範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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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管理原則 

 
一、 垂直分區：以建築物第一面地面層為1樓，依樓層數分區。 

    

    --------------- 頂樓(RF) 

     

     

     

     

     

   --------------- 3樓(3F) 

   --------------- 2樓(2F) 

   1樓(1F) 

 地下 1樓(B1) 

 地下 2樓(B2) 

 

二、 水平分區：由初期救火指揮官宣告第一面（通常為大門側或面臨主要道路側），

由火場正上方俯視，建築物外部順時針方向區分為第二、三、四面，

建築物內部區分為甲、乙、丙、丁、中區。 

 

三、 若現場無法辨識或特殊狀況，指揮官得視火災現場另行規定之。 

第一面 

第二面 

第三面

 

第四面

 

乙區 

甲區 

丙區 

丁區 

中區 

大門 

附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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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分流原則 
 

 

 

 

 

 

 

 

 

 

 

 

 

 

 

 

 

 

 

 

 

 

 

 

 

 

備註: 

（一）由「傳令幕僚」協助指揮官傳達指令並記錄指令，以省下指揮官用於呼叫無線電的時間，俾

利指揮官以有限的時間用於狀況判斷與指揮決策，指揮官全程應監聽 7號指揮頻道及 3號救

災頻道。 

 (二) 指揮官及其幕僚使用 7號指揮頻道及 3號救災頻道。 

（三）現場救災頻道分流時，依 1、2、4、5號之順序由傳令幕僚或指揮官授權人員指定，各分區

或功能分組亦得共用頻道，各帶隊官對所屬人員聯繫時，使用指定之分流頻道，向傳令幕僚

或指揮官授權人員聯繫時，使用 3號頻道。 

（四）現場救護人員得使用 3號頻道。 

 (五) 無線電使用，應直接陳述目的，無需等待回應，且呼叫對象若未接獲訊息時，知情者應立即

代答。 

附圖 2 

分區指揮官(03,O) 

快速救援小組 

 

4.傳令幕僚 

(07,03) 

 

1.安全幕僚  2.情報幕僚 

3.水源幕僚   

火場指揮官 

(07,03) 

集結區 

 

幕僚群 

(3 級以上指

揮官層級) 

分區指揮官(03,O) 

消防人員 

 

分區指揮官(03,O) 

消防人員 

 

消防人員 

 

消防人員 

 

消防人員 

 

消防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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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災編組表分工及無線電代號一覽表 

備註: 

（一） 每日應明確指派每位出勤人員火警任務，於交接班時檢查準備所需之救災應勤裝備，若救災編組任務異動時，應立即於智慧型

派遣系統內調整救災編組表內容（調整優先順序為：攻擊車司機、帶隊官、第一線瞄子手、第一線副瞄子手、特種車司機、中繼

車司機、消防救災機車人員、搜救手、第二線瞄子手、第二線副瞄子手）。 

（二） 若可出勤之救災人力（扣除值班、救護）4人以下時，救護人員應主動攜帶個人消防衣等裝備駕駛救護車同時出勤協助救災，若

可出勤之救災人力 5人以上時，則依常規方式出勤。 

（三） 不論因長時間輪替或改換作戰任務，不同人持○分隊第一線瞄子，無線電均為○1線。如分隊尚有其餘隨員：分隊別依序冠以

07、08、09，如：○07、○08、○09…。 

（四） 各分隊第一輛主力攻擊車（最接近火場）無線電代號一律以分隊別冠上 11車為代號（例如○分隊攻擊車為○11）、第二輛中繼

車無線電代號一律以分隊別冠上 15車為代號（例如○分隊中繼車為○15） 

 編組名稱 無線電代號 任務分工事項 
備

考 

1 分隊帶隊官 
分隊別冠以 02 或 03，如：○02、

○03。 

1. 負責指揮人命救助及火災搶救部署任務。  

2. 劃定火場警戒區。 

3. 建立人員裝備管制站。 

4. 指揮電力、自來水、瓦斯等相關事業單位，配合執行救災。  

5. 指揮救護人員執行緊急救護。  

6. 災情回報及請求支援等事宜。 

 

2 主力攻擊車司機 分隊別冠以 11車，如：○11。 負責攻擊車佈署第 1條 2又 1/2英吋水帶並保持水源供給不斷。  

3 中繼車司機 分隊別冠以 15車，如：○15。 中繼水線由中繼車司機負責，並由攻擊車司機協助。  

4 第一線瞄子手 分隊別冠以 1線，如：○1線。 應攜帶瞄子包，負責人命搜救、滅火攻擊及殘火處理等事項。  

5 第一線副瞄子手 分隊別冠以 1線，如：○1線。 應攜帶水帶包，負責人命搜救、滅火攻擊及殘火處理等事項。  

6 第二線瞄子手 分隊別冠以 2線，如：○2線。 應攜帶瞄子包，負責人命搜救、滅火攻擊及殘火處理等事項。  

7 搜救手（管制員） 
分隊別冠以 05 或 06，如：○05、

○06 

應負責攻擊車至雙叉接頭處 2又 1/2英吋水線佈署（攻擊車司

機協助），並於雙叉接頭處預置 2條 1又 1/2英吋水帶與掌控

雙叉接頭出水與水線暫停任務。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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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安全管制人員任務分工表 

 

 
 安全管制人員 管制事項 PAR 備考 

分隊 攻擊車司機 

1. 進入人員姓名 

2. 進入時間 

3. 氣瓶氣量 

進入時間超過 20 分鐘時，提醒救災

人員注意氣瓶氣量，隨後每 5分鐘重

複提醒。 

 

大(中)隊 大(中)隊幕僚 
1. 進入人員位置 

2. 任務 

大(中)隊幕僚抵達後 15 分鐘內，應

主動聯繫任務執行狀況與確認人員

位置，隨後每 10分鐘重複確認。 

 

備註: 

（一）分隊安全管制人員於大(中)隊尚未抵達前，應先行彙整人員進入位置及任務執行事項，並俟大(中)隊抵達，指揮權轉移後，由大

(中)隊幕僚接續執行表列事宜。 

（二）攻擊車司機應使用車後管制板，將隨車人員名牌(含插銷)貼附於白板上並記錄人員進入時間及氣瓶氣量。 

（三）大(中)隊幕僚人員應於指揮站架設管制白板，並紀錄各分區人員位置及任務執行情形。 

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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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救援處置原則 

 
 實施人員 實施時機 處置原則 備考 

求救 
受困人員或陪同

人員 
救災人員受困時 

1. 使用指定之無線電頻道連續呼叫 Mayday3次以上，若遇頻道

繁忙或未得到回應時可自行切換 3號或其他頻道進行呼救。 

2. 若前述方式無法成功呼救，可將無線電轉為 7號頻道並按下

求救鈕，並由安全幕僚協助查詢無線電編碼表，以確認受困

人員單位及掌握待救人員概略位置。 

 

撤離 指揮官或帶隊官 
閃、爆燃或建築物倒塌等突發

狀況發生時。 

1. 指揮官以無線電發布「緊急狀況、全員撤離」連續 3次。 

2. 視現場狀況發布撤離警報音響:以汽笛聲 3聲短音(每次 1

秒、暫停 1秒)，重複至全員撤離現場為止，必要時得以最

接近火場車輛喇叭發布。 

 

人員

清點 
指揮官或帶隊官 

1. 閃、爆燃或建築物倒塌等突

發狀況發生時。 

2. 獲報有救災人員失蹤時。 

3. 發布全員撤退後。 

4. 改變策略或戰術時。 

5. 火勢受到控制或撲滅時。 

6. 調整無線電頻道時。 

1. 以無線電清點。 

2. 集結清點。 

 

備註: 

（一） 各大隊指揮車上應放置無線電編碼表清冊，以利緊急狀況發生時迅速查詢，惟應妥善保管，避免資料提供非必要人員。 

（二） 另倘若現場無線電僅發出求救聲響，無顯示該求救之無線電編碼，指揮官及帶隊官仍應立即清查所屬人員狀況。 

附表 3 



15 
 

附件 1 
 

○○○           火 災 搶 救 報 告 書 （範例修正版） 

壹、火災概要： 

一、時間： 

（一）報案：○○年○月○日 23時 35分。 

（二）到達：○○年○月○日 23時 40分。 

（三）控制：○○年○月○日 0時 10分。 

（四）撲滅：○○年○月○日 0時 31分。 

（五）殘火處理：至○○年○月○日 2時整。 

（救災行動時間【自到達至殘火處理】合計 2小時 20分） 

二、出動車輛、人員： 

（一）車輛：出動水箱車 3輛、水庫車 4輛、雲梯車 2輛、照明車 2輛、空壓車

1輛、救護車 4輛及指揮車 1輛合計共 17輛。 

（二）人員：消防 50人、替代役 30人及義消 70人，合計 150人。 

三、發生地點：○○縣○○市○○街○○巷○○弄○○號 2樓。 

四、氣象資料：風向：北風、風速：二級、天候：晴、相對濕度：80 ％。 

五、人員傷亡狀況： 

（一）死亡 2人（1男 1女） 

編

號 
姓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住址 

發

現

樓

層 

死

傷

情

形 

備考 

1 陳○○ 男 ○年○月○日 A123456789 臺北市○路 3段○號○樓 2 樓 死

亡 

焦 屍 

2 王○○ 女 ○年○月○日 B123456789 臺 北 縣 ○ 街 ○ 號 2 樓 死

亡 

送○○醫院急救無

效 

（二）受傷 3人（2男 1女） 

編

號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發

現

樓

層 

死

傷

情

形 

備 考 

1 吳○○ 女 ○年○月○日 C123456789 花 蓮 市 ○ 路 ○ 號 3 樓 重

傷 

送 ○ ○ 醫 院 

2 李○○ 男 ○年○月○日 D123456789 臺北市○街○號○樓 5 樓 重

傷 

送 ○ ○ 醫 院 

3 莊○○ 男 ○年○月○日 E123456789 臺中市○路○巷○號 7 樓 輕

傷 

自 行 離 去 

六、財物損失狀況：約計新臺幣 750萬元。 

消防局 

消防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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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火災發生原因：（請依調查鑑定情形填報）。 

 

貳、現場概要： 

一、四週道路狀況：火場四週東面臨○○街（約 10米寬）、西面臨○○街 178巷

（約 8米寬）、南面臨○路 1段 277巷（約 6米寬）及北面臨○○街 82巷（約

8米寬），有關道路行駛障礙致妨礙救災狀況如違規停車、路障等情況請簡述

之。 

二、建築物構造：火場係○○商業大樓，為地上 7層地下 1層鋼筋混凝土結構建

築物。（請附外觀四面相片） 

三、建築物使用狀況、面積及燒損程度：（附乙種搶救圖，比例尺為百分之一以

及火場相關照片，如有人員死亡，請於照片上標示位置） 

 

樓層別 營 業 別 面 積 燃 燒 面 積 備 考 

地下 1 ○ ○ 超 市 1000 平方公

尺 

無 未 波 及 

1 ○ ○ 超 市 700 平方公尺 無 未 波 及 

2 
○ ○ Ｋ Ｔ

Ｖ 
500 平方公尺 

約 5 0 0 平 方 公 尺 

（在乙種搶救圖上以斜紋標示範圍） 

起火樓層

（全燬） 

3 
○ ○ Ｋ Ｔ

Ｖ 
500 平方公尺 

約 3 0 0 平 方 公 尺 

（在乙種搶救圖上以斜紋標示範圍） 

延燒樓層

（半燬） 

4 ○ ○ Ｋ Ｔ

Ｖ 

500 平方公尺 無 部份煙燻 

5 ○ ○ ○ 賓

館 

400 平方公尺 無 部份煙燻 

6 ○ ○ ○ 賓

館 

400 平方公尺 無 未 波 及 

7 ○ ○ ○ 賓

館 

400 平方公尺 無 未 波 及 

四、水源狀況：（附甲種搶救圖圖號○○○○、比例尺為千分之一） 

消防栓位置 型式 管徑 
使用

情形 
使用車輛 

距離火場大

約 距 離 備註 

○○路一段○○號

前 

（編號栓００１） 

地上式 250ｍｍ 堪 用 ○○水庫車 

  

○○路一段○○巷

○ ○ 號 旁 邊 

（編號栓００２） 
地下式 150ｍｍ 堪 用 □□水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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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號左側

對 面 

（編號栓００３） 

地下式 150ｍｍ 堪 用 ◇◇水庫車 

  

○○街○○號前面 

（編號栓００４） 地下式 150ｍｍ 堪 用 △△水庫車 
  

五、現場管理：（請據實填報火災現場各項管理作為） 

（一）人員：（人員下車後是否將管制牌交由管制人員管制、是否設置安全管制

人員並登錄進入人員氣瓶氣量、進入時間、進入人員姓名、進入位

置及其任務等管理作為、是否提醒救災人員氣瓶氣量、確認任務執

行狀況及人員輪替等管理作為、後勤支援單位調度運用情形等相關

具體作為）。 

（二）交通：（是否協請轄區警察局派員疏散警戒區之人車及維護火場秩序情形

等相關具體作為）。 

（三）裝備器材：（是否設置專人負責裝備器材控管及其使用情形等相關具體作

為）。 

（四）媒體：（是否指派專人擔任現場發言人並告知媒體現場搶救作業情形、是

否有不正確消息並澄清情形等相關具體作為）。 

（五）其他： 

 

參、搶救部署狀況：（車輛、水線部署請在甲、乙種搶救圖上標示） 

一、火災動態資料及指揮概況表：(消防車輛如裝設有攝錄影裝備或於現場人員手

持攝錄影裝備進行拍攝，應檢附動態影片資料) 

 

編號 時 間 動 態 資 料 指 揮 官 處 置 情 形 

1 23時 35分 

○○商業大樓 2樓發生火

警，有黑煙自窗口向外冒

出。 

119電話報案資料。 

2 23時 40分 初期指揮官抵達現場。 確認火場狀況及尋找現場關係人。 

3 23時 41分 

○○商業大樓 2樓ＫＴＶ

東側有火舌及大量濃煙冒

出，內部尚有民眾受困待

救訊息。 

初期指揮官（分隊長○○○）申請

照明車 2輛、空壓車 1輛….等支

援車輛，並指派人員組成搜救小組

進行救援。 

4 23時 45分 
○○商業大樓 2樓東側火

勢猛烈已向 3樓竄燒。 

雲梯車升梯從 3樓救出 1人、5至

7樓救出 2人，另搜救小組自 2樓

救出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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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3時 55分 

第○大隊大（副大）隊長

○○○(或其他指揮人員)

抵達火場。 

指揮權轉移。 

6 23時 56分 

○○商業大樓 3樓延燒火

勢已控制並續向 2樓搶攻

中。 

第○大隊大（副大）隊長○○○指

示相關搶救作為。 

7 0時 10分 火勢控制。 於 2樓東側發現焦屍 1具。 

8 0時 11分 火勢熄滅。 
將現有人員集中分層全面搜索及

清理殘火（尤其加強 2、3樓）。 

9 至 2時 殘火處理。 

確認無復燃之虞，各車清點人、

車、裝備器材無誤後，返隊完成下

一次再出動準備。 

二、搶救部署行動流程表： 

到

達 

順

序 

出

動 

梯

次 

出

動 

單

位 

車種 

(或無線

電代

號) 

出動 

時間 

放水 

作業時間 
活動內容 配

置

人

數 

主

要 

任

務 

部 署
 

概 要 

搜救、滅火狀況 

出

發 

到

達 

開

始 

結

束 

合

計 

使用 

水源 

水帶

使用

數 
樓層數 

救出 

人數 

1 1 ○

○

分

隊 

水箱車 

（○○

1 1 ） 

23

:3

6 

23

:4

0 

23

:4

1 

02

:0

0 

02

:1

9 

○ ○

水 

庫 中

繼 

20 公

尺 3條 

４ 搜

救 

滅

火 

殘

火 

處

理 

一、部署火場東側、搜救小組 1

組、出水線 1 線掩護、自 1

樓樓梯進入、負責 2樓人命

搜救。 

二、搜救完畢後，負責 2樓滅火

工作及殘火處理。 

2 樓 1 人 
（ 王 ○

○） 

2 1 ○

○

分

隊 

水庫車 

（○○

6 1 ） 

23

:3

6 

23

:4

0 

23

:4

1 

02:

00 

02

:1

9 

栓０

０１ 

20 公

尺 6條 

３ 滅

火 

破

壞 

殘

火 

處

理 

部署於○○水箱車後、出水線 2

線、1 線由正面架梯射水、另 1

線由室內佈線並攜破壞器材支

援 2樓滅火及殘火處理。。 

2 樓  

3 1 ○

○

分

隊 

雲梯車 

（○○

2 1 ） 

（46 公

尺 直

線） 

23

:3

6 

23

:4

1 

23

:4

1 

02

:0

0 

02:

19 

○ ○

水 

庫 中

繼 

50 公

尺 1條 

２ 搜

救 

侷

限 

火

勢 

部署火場正面、負責 3至 7樓人

命搜救兼防堵火勢向 3樓以上竄

燒。 

3 至 

7 樓 

3 人 
（吳○

○、李○

○、莊○

○） 

4 1 ○

○

分

隊 

救護車 

（○○

9 1 ） 

23

:3

6 

23

:4

2 

     ２ 救

護 
一、 部署於火場對面空曠處（成

立救護站）待命救護傷患。 

二、 救護 2 樓重傷傷患王○○

送醫急救後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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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

□

分

隊 

水箱車 

（□□

1 1 ） 

23

:3

8 

23

:4

5 

23

:4

6 

02

:0

0 

02

:1

4 

□ □

水 

庫 中

繼 

20 公

尺 7條 

３ 滅

火 

周

界 

防

護 

部署火場西面，出水線 2 線、1

線由西面樓梯進入、防堵 3樓火

勢延燒，另 1線佈署西側防堵火

勢延燒隔鄰建物（飛火警戒）。 

3 樓  

6 1 □

□

分

隊 

水庫車 

（□□

6 1 ） 

23

:3

8 

23

:4

5 

23

:4

6 

02

:0

0 

02

:1

4 

栓

０

０

２ 

20 公

尺 3條 

２ 中

繼 

水

源 

部署於○○水箱車後，中繼水

源。 

  

7 1 □

□

分

隊 

救護車 

（□□

9 1 ） 

23

:3

8 

23

:4

6 

     ２ 救

護 
一、至救護站待命救護傷患。 

二、 救護 3 樓重傷傷患吳○○ 

送醫急救。 

  

8 1 ◇

◇

分

隊 

雲梯車 

（◇◇

3 1 ） 

（20 公

尺 屈

折） 

23

:3

9 

23

:4

8 

23

:4

9 

02

:0

0 

02

:1

1 

◇ ◇

水 

庫 中

繼 

20 公

尺 1條 

２ 搜

救 

侷

限 

火

勢 

部署火場南側正面，協助 3 至 5

樓人命搜救兼防堵 3樓火勢擴大

延燒。 

3 至 

5 樓 

 

9 1 ◇

◇

分

隊 

水庫車 

（◇◇

6 1 ） 

23

:3

9 

23

:4

8 

23

:4

9 

02

:0

0 

02

:1

1 

栓

０

０

３ 

20 公

尺 4條 

３ 滅

火 

部署火場南側，出水線 1 線由南

面樓梯進入、防堵 3樓火勢延燒。 

3 樓  

10 1 ◇

◇

分

隊 

救護車 

（◇◇

9 1 ） 

23

:3

9 

23

:4

8 

     ２ 救

護 
一、至救護站待命救護傷患。 

二、救護 5樓重傷傷患李○○送

醫急救。 

  

11 1 △

△

分

隊 

水箱車 

（△△

1 1 ） 

23

:4

0 

23

:5

0 

23

:5

1 

02

:0

0 

02

:0

9 

△ △

水 

庫 中

繼 

20 公

尺 8條 

４ 滅

火 

通

風 

部署火場北側，攜排煙機並出水

線 1 線由北面樓梯進入、防堵 3

樓火勢延燒。 

  

12 1 △

△

分

隊 

水庫車 

（△△

6 1 ） 

23

:4

0 

23

:5

0 

23

:5

1 

02

:0

0 

02

:0

9 

栓

０

０

４ 

20 公

尺 3條 

２ 中

繼 

水

源 

部署於△△水箱車後，中繼水

源。 

  

13 1 △

△

分

隊 

救護車 

（△△

9 1 ） 

23

:4

0 

23

:5

0 

     ２ 救

護 
一、至救護站待命救護傷患。 

二、救護 7樓輕傷傷患莊○○包

紮後自行離去。 

  

14 2 ●

●

分

隊 

照明車 

（●●

8 1 ） 

23

:4

2 

23

:5

5 

     ２ 照

明 

部署火場正面，輔助照明使搶救

工作順利進行。 

  

15 2 ●

●

分

隊 

空壓車 

（●●

7 5 ） 

23

:4

2 

23

:5

5 

     ２ 充

氣 

部署火場正面，管制空氣瓶充氣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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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 第

○

大

隊 

指揮車 

 

23

:4

3 

23

:5

6 

     ３ 指

揮 
一、初期指揮官向第○大隊大

（副大）隊長報告目前車

輛、人員搶救部署狀況及災

民救出情形，完成指揮權移

轉。 

二、大（副大）隊長指示，火場

三至七樓室內全面加強搜索

及二樓滅火工作。 

  

17 2 ■

■

分

隊 

照明車 

（■■

8 1 ） 

23

:4

3 

23

:5

8 

     ２ 照

明 

部署火場東面，輔助照明使搶救

工作順利進行。 

  

 

肆、檢討分析及建議： 

一、 優點：（請據實填報）。 

二、 缺點：（請據實填報）。 

三、 建議事項：（請據實填報）。 

附註：各式消防車輛無線電代號對照表 

車 種 代 號 備 考 

水箱車 11、12… 前 加 單 位 名 稱 例 如 ﹕ 

三 重 消 防 分 隊 水 箱 車 ﹕ 「 三 重 1 1 」 

直 線 雲 梯 車 ﹕ 「 三 重 2 1 」 

屈 折 雲 梯 車 ﹕ 「 三 重 3 1 」 

四 輪 驅 動 吉 普 車 ﹕ 「 三 重 4 1 」 

化 學 車 ﹕ 「 三 重 4 1 」 

水 庫 車 ﹕ 「 三 重 6 1 」 

救 助 器 材 車 ﹕ 「 三 重 7 1 」 

空 壓 車 ﹕ 「 三 重 7 5 」 

照 明 車 ﹕ 「 三 重 8 1 」 

救 護 車 ﹕ 「 三 重 9 1 」 等 

直線雲梯車 21、22… 

曲折雲梯車 31、32… 

四輪驅動吉普車、災情

勘查車 

41、42… 

化學車 51、52… 

化學災害處理車 55 

水庫車 61、62… 

救助器材車 71、72… 

空壓車 75 

排煙車 76 

照明車 81 

消防救災機車 86 

救護車 91、92… 

加護型救護車 95 

 

伍、其他： 

(檢附數張火場安全管理執行情形照片及本件相關資料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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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縣(市)(政府)消防局救災人員傷亡案例教育 

(範例) 
一、案由：(應敘明事故發生原因、日期) 

(範例)消防人員於 101年○月○日夜間執行火場水帶部署勤務，突遭行

經之貨車駛越橫跨馬路水帶，造成水帶斷裂，以致消防人員遭水

帶砸傷送醫。(經查案係貨車跨越水帶致水帶接頭彈開砸傷消防

人員，故應詳細敘明發生原因) 

二、案例：(請詳述案件發生過程〔包含受傷當時所執行之任務屬性〕，人

員著裝情形〔含消防衣帽鞋、頭套、手套配戴相關情形〕) 

(範例)○○○局第○大隊○○分隊於○○年○○月 18日 22時 25分接

獲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派遣前往支援住宅火警，當時轄區警察單位

人員尚未到達現場，現場指揮官雖先行指派消防人員進行交通管

制，惟於夜間進行水帶部署至對向消防栓水源及架設水帶護橋之

消防人員，突遭行經之貨車駛越橫跨馬路之水帶，造成水帶斷裂

(係因水錘現象造成水帶接頭彈開)，雖當時著全套消防衣帽鞋防

護裝備，下巴處仍遭水帶砸傷送醫。 

三、傷亡人員資料：(請詳述傷亡人員年齡、年資、學歷、相關訓練及以

往是否有救災受傷紀錄) 

(範例)隊員○○○現年○歲，服務年資○年，警專（警大、○○大學）

畢業，○年火災搶救初級班、○年火災搶救進階班、○年消防救

助訓練、○年急流救生訓練班(R2) 、○年化學災害搶救基礎班，

以往未曾有救災受傷紀錄。 

四、檢討分析：(請詳述研判事故發生原因) 

(範例)本案因需大量水源供應前方救災，惟現場所能佔據消防栓水源位

置需橫跨馬路，當時轄區員警尚未到達現場負責交通管制，於水

帶部署橫跨馬路及架設水帶護橋時，雖有消防同仁在場協助引

導，並開啟消防車警示燈提醒汽機車駕駛及用路人注意，仍有一

貨車無視現場消防人員引導及警示，加速駛越橫跨馬路水帶，造

成水帶發生水錘現象因而水帶接頭部位脫離斷裂，致協助部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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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護橋消防人員遭砸傷送醫治療。 

五、策進作為： 

   (請提出執行是類任務如何改善及避免意外發生等相關策進作為) 

六、施教方式： 

七、其他： 

(檢附數張人員受傷情形或當下所穿戴之消防衣帽鞋、手套相關照片、

說明或示意圖等相關資料，及本件相關資料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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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縣(市)(政府)消防局救災車輛事故案例教育 
(範例) 

一、案由： 

 
二、案例： 

(請詳述案件發生日期、過程、現場道路等環境說明，並檢附現場圖) 

 
三、消防車基本資料： 

(廠牌、承商、購置年度、配發情形、近 3年來保養維護情形、意外發

生當時使用情形) 
 

四、駕駛人員資料： 

(年齡、年資、學歷、駕照取得種類、年度、駕駛各種消防車輛經驗、
有無車輛事故案例) 

 

五、檢討分析： 
(請詳述研判事故發生可能原因、 貴局前對於降低類似消防車輛發生

意外事故之相關因應作為、相關訓練辦理情形等，以及意外發生後是

否依相關規定辦理暨相關處理情形) 
 

六、策進作為： 

   (請提出執行是類任務如何改善及避免意外發生等相關策進作為規劃情
形) 

 

七、施教方式： 
     

八、其他： 
(請檢附本案不同角度現場照片示意圖、車輛毀損照片〔含近、遠照片〕及

說明等資料電子檔光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