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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深開挖緊急應變計劃 
 
1.1 緊急應變規劃流程 
 

擬訂緊急應變的流程如流程圖所示： 
 

 

 

 

 

 

 

 

 

 

 

 

 

 

 

 

 

 

 

 

 

 

 

 

 

 

 

 

 

 
 
 

擬訂緊急應變組織架構 

進行危害鑑認及安全評估 

訂定通報流程及連絡系統 

整理應變防護與急救設備 

之配置狀況並統計其數量 

擬訂疏散路線及疏散管制方案 

訂定各部門意外狀況 

緊急處理措施 

訂定訓練及演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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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緊急應變組織架構 
 

在危急的情況下,現場的應變指揮官來督導整個應變處理的執行,同時,應建

立臨時編組,依任務分別處理各項工作,包括：救災組、醫療急救組、搜救組、

消防組、安全管制組、通報連絡組等要。 
 
 
1.3 通報及連絡程序 

建立事故通報程序，以便災變發生時能迅速連絡必要人員，為了能有效管

制救災資訊的傳達,應設置緊急應變管制中心，作為應變指揮的樞紐，所有

救災應變訊息的傳遞都應透過此中心來完成，因此緊急應變管制中心應設

在安全的地區，而且應具備下列的設施： 

 

1.對內、對外的連絡工具,包括電話、無線電、行動電話等，在平時應保持

工地現場及主要場區辦公室間均能以無線電及電話連絡。這種連絡系統

可在傷亡事件、緊急危險事件、災害事件發生時，提供一個暢通的連絡

管道。 

 

2.場區配置圖、場外鄰近社區地圖。 

 

3.工程設施、消防設施及救災設施配置圖。 

 

4.緊急聯絡電話名單,包括：場內主管連絡電話、政府相關單位(警察局、醫

院、消防隊等)及相互支援的鄰近事業單位。 

 

5.緊急應變計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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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防護與急救設備 
根據所認出的潛在危害型態,規劃所需要的防護與急救設備之型態、數量及

設置地點,所需的設施大概包含下列項目: 

 

1.滅火器、消防栓、消防幫浦等消防設施。 

 

2.急救箱、藥品、擔架等急救器材。 

 

3.緊急發電機及緊急照明。 

 

4.緊急逃生設施。 

 

5.個人防護具,如供氣式呼吸防護具。 

 

6.警報系統。 

 

1.5 緊急疏散 
事業單位應該依據災情的嚴重程度及影響範圍,來決定場內員工逃生疏散及

場外鄰近居民的疏散計劃,此計劃應包含下列部分： 

 

1.災情等級區分： 

定義不同等級災情狀況,依據不同等級災情決定需疏散的區域,人員及範

圍。 

 

2.疏散通知： 

準備疏散通知對象名單,建立通知管道。 

 

3.疏散方向及路線： 

依現場環境狀況規劃逃生疏散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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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疏散管制： 

分配疏散管制位置,管制人員及支援人員規劃。同時,在安全地點人員集中

處,應有點名的措施以確定所有工人都安全撤離。 

 

 

1.6 緊急應變處理程序 
根據危害鑑認所得到的各種潛在危害災情，各別擬訂應變處理程序，此程

序包括下列要項： 

 

1.立即性緊急措施,如緊急停車等。 

 

2.緊急通報之警告程序。 

 

3.緊急應變編組開始依其任務運作(救災、滅火、搜救等) 

 

4.災區再進入管制程序 

 

5.請求場外支援 

 

6.疏散管制 

 

7.災區再進入管制程序 

 

8.緊急應變終止程序 

 

9.災後復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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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訓練及演練 

 

事業單位應訂定訓練及演練計劃,「訓練」指的是技巧及知識的傳授;而「演

練」是指實況模擬演習,甚至是測試,以確定實務運作的可靠性,訓練的內容,
應包括下列要項： 

1. 工程危害相關知識 

2. 警示系統之認知 

3. 緊急措施訓練 

4. 救災設備之位置及使用 

5. 防護裝置之認知及使用 

6. 醫療設備之認知及使用 

7. 指揮系統之熟練 

8. 車輛動員之調度 

9. 場外支援計劃之配合 

10. 疏散之程序 

11. 緊急狀態之模擬 

同時,在擬訂訓練計劃時須考慮,新進員工的訓練,定散性訓練及演練,講
師的培養(或選聘)、教材教案之準備,以及訓練記錄之保存。 

另外,負責急救的人員應接受合格的急救訓練,取得合格證書,並應定期接

受複習訓練,以確保急救技巧的熟練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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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災害處理要領： 

(一)火災 

(二)感電 

(三)挖破自來水管 

(四)挖破瓦斯管 

(五)開挖邊沿塴塌人員活埋 

(六)開挖面崩塌致地層下陷 

(七)防颱風   

(八)防洪水、暴雨   

(九)墜落   

(十)人員昏迷 

特有災害搶救流程(含搶救方法、步驟及搶救人員防護措施)： 

 

 

(一) 火災 

 

1. 在或新進職員，均需按工地安全衛生管理工作要求標準內容，接受相關安

衛教育訓練以瞭解火災處理基本概念。在處理火災事故之前應先瞭解火災

四大類別，以採用有效之滅火劑和決定撲救之方法。 

A(普通火災)：木材、紙張、建築物等屬之。 

B(油類火災)：酒精、汽油、機油等。 

C(電器火災)：因電流高熱所引起燃燒之火。 

D(金屬火災)：可然性金屬，如鎂、鈉、鈦等之燃燒。 

 

在本工內可預見事故的類別為 A、B、C 三種，本工區內所使用的滅火機

均為乾粉滅火機，專針對上列三程形式的火而配備。 

 

乾粉滅火機操作步驟： 

(1)從架上取下滅火器，拔出保險銷。 

(2)將噴管朝向火源下方，再壓下握把，使乾粉噴出滅火。 

(3)依實際狀況變換噴管角度，使乾粉覆蓋面積加大充份發揮滅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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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區各出入口均配置消防沙(沙包)在災害發生時可提供滅火使用。空氣中

的氧是一種助燃的氣體，要斷絕發火源和空氣接觸就可以阻止火劫繼續

燃燒，乾粉滅火機和消防沙是阻斷火源的最好工具。 

 

2. 參考使用表單，處理各項通報作業，與下述第 3 項同時分開進行。 

 

3. 處理要領及分組： 
現場事故發現者立即                      施工所接獲通報處理動作 
處理動作  

事故發現者 

1.立即向施工所通報                        1.發警訊通知各組至現場場 
2.利用現場配置的滅                           救援 
火機救火                                 2.依情況通報相關單位支援 

施工所 

 
 

      搶  救  組      消  防  組      通訊急救組      公關支援組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1.拉鉤    4.無線電呼機 
2.鏟子 
3.一般手工具 

1.滅火機   4.無線電呼機 
2.砂包 
3.消防水管 

1.擔架    4.無線電呼機 
2.砂包 
消防水管 

1.無線電呼機 
2.指揮棒 
3.口哨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1.確實火災之位置和種類。

2.立即移開火源附近之易

燃物。 
3.派出交通指揮。 
4.協助滅火。 
5.協助疏民眾。 
6.誘導救護車進入。 
7.誘導支援人、車進入。 
8.復原工作。 

1.確定火災之位置和種類。 
2.攜帶滅火機和沙包進行

滅火。 
3.關閉有立即危險之電源 
4.移開火源附近的可燃物。 
5.事故如屬於 A 類火災，

可選擇 
現場附近之消防栓使用。 
6.清理現場，找出失火原

因。 
7.使用過的滅火機送至工

廠從新裝填備用。 

1.確定火災的位置。 
2.瞭解是否有人損受傷。 
3.將傷者搬離現場再送

醫急救。 

1.確定火災位置。 
2.確定火災工地和附近

民眾的位置。 
3.引導民眾和工作人至

安全位置。 
4.現場情況立即通報施

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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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感電 

1. 在職或新進職員，均需按工地安全衛生管理工作要求標準內容，接受相關

安衛教育訓練以瞭解感電處理共本概念。 

感電時，常在電流入人體及離開之處發現燒傷。電流通過身體的結果，可

造成嚴重的影響，甚至可導致呼吸及心跳停止。必需馬上送醫治療才行。

由於感電時肌肉發生痙攣，可使傷者捽離感電的地方，因而引起其他傷害

如朋折等。感電所引起的燒傷，其實際害的程度常較外表看來的深。故外

表看來雖然只有相當小的傷口，但皮下組織卻受了相當的損傷。假如傷者

未脫離感電處時，則可能被困在該處而受到較嚴重的局部燒傷。 

2. 參考使用表單，處理各項通報作業，與下述第 3 項同時分開進行。 

3. 處理要領及分組： 
現場事故發現者立即                       施工所接獲通報處理動作 
處理動作  

事故發現者 
1.立即關閉電源                            1.立即通知各救援組至現場 
2.通知施工所                                 救援 
3.搶救受傷人員                            2.依情況通報相關單位支援 

 

施工所 

 
 

      搶  救  組      消  防  組      通訊急救組      公關支援組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1.三用電表  4.絕緣體 
2.一般電器工具 
3.無線電呼機 

1.滅火機 
2.消防沙 
3.無線電呼機 

1.急救箱  4.擔架 
2.呼吸器  5.無線電呼機 
3.救護車 

1.交通指揮棒 
2.口哨 
3.無線電呼機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1.立即關閉電源。 
2.搶救感電受人員。 
3.找出感電的原因修護漏

電的部份和機具避免二

次感電。 

1.協助搶救感電受傷人員。 
2.注意感電事故是否有引

起火的可能。 

1.視受傷人員傷害情形實

施現場急救或送醫救

護。 

1.注意事故的發展，並將

最新的情形向施工所回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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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挖破自來水管 

1. 在職或新進職員，均需按工地安全衛生管理工作要求標準內容，接受相關

安衛教育訓練以瞭解挖破自來水管處理基本概念。挖水管導致大量自來水

外洩，最直接的救援方式就是關閉制水閥，但對於大口徑管線就不可以這

樣處理，因為自來水公司加壓站，大口徑止水閥完全關閉，有爆管的顧慮，

因此如挖損大口徑管線，如非必要切勿完全關閉制水閥，僅可關閉部份，

以降低水壓和流量，並利用抽水機或沙包設置導水溝，將水導至排水溝

中，以減少對附近民眾和交通的影響。 
 

2. 參考使用表單，處理各項通報作業，與下述第 3 項同時分開進行。 
3. 處理要領及分組： 

現場事故發現者立即                        施工所接獲通報處理動作 
處理動作  

事故發現者 
1.立即通報施工所                          1.通知搶救組至現場搶救 
                                          2.通知自來水公司南區服 
                                            務處處理 

施工所 

 
 

      搶  救  組      消  防  組      通訊急救組      公關支援組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1.抽水機   4.一般手工具 
2.鏟子     5.制水閥扳手 
3.無線電呼機 

1.無線電呼機 1.無線電呼機 1.指揮棒 
2.口哨 
3.無線電呼機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1.確定管線位置、口徑。 
2.利用抽水機將水導至排水

溝中。 
3.利用砂包或挖掘導水溝將

水導至排水溝中。 
4.利用交通錐和連桿將事故

區圍起來。 
5.注意水位的變化和對事故

附近住家的影響。 
6.疏導交通，並引導救援車

輛的進入。 
7.協助居民搬運財物。 
8.自來水管搶修完畢後，現

場復工作。 

1.協助居民搬運財物。 1.待命。 1.確定管線位置、口徑。 
2.確定事故對附近住家和

交通的影響。 
3.現場情況立即通報施工

所。 

 



 1-10

(四) 挖損瓦斯管 

1. 在職或新進職員，均需按工地安全衛生管理工作要求標準內容，接受相關

安衛教育訓練以瞭解挖破瓦斯管處理基本概念。 

天然瓦斯是種不易聚集容易揮散的有臭味氣體，只要不是在密閉的室內，

則不易產生爆炸。瓦斯管是橘紅色有彈性的合成膠管。 

如挖斷瓦斯管，應立將開挖面再挖大一點，使瓦斯管能迴折起來，再用鐵

絲固定(因瓦斯管有彈性，迴折時不易再斷裂)，如此瓦斯無法外洩。再等待

瓦斯公司處理。如果挖損瓦斯管造成瓦斯外洩則用廢布或內胎將漏氣孔綁

住，減少其漏氣量，再回填並用挖鬥壓緊，待瓦斯公司處理。 

瓦斯管口徑太大，無法阻止其洩氣時，則放棄施救，立即疏散事故區附近

的民眾和易燃物，在事故區附近嚴禁煙火，待瓦斯公司處理。 

2. 參考使用表單，處理各項通報作業，與下述第 3 項同時分開進行。 

3. 處理要領及分組： 
現場事故發現者立即                             施工所接獲通報處理動作 
處理動作  

事故發現者 
1.立即通報施工所                               1.立即通知各救援組至現場 
2.嚴禁事故四週煙火                               搶救  
                                               2.依情況通知相關單位 

施工所 

 
 

      搶  救  組      消  防  組      通訊急救組      公關支援組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1.鏟子     4.廢布廢巾胎 
2.一般手工具 
3.無線電呼機 

1.滅火機  4.無線電呼機 
2.砂包 
3.消防水管 

1.擔架    4.無線電呼機 
2.急救箱 
3.救護車 

1.指揮棒 
2.口哨 
3.無線電呼機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1.確定管線位置和口徑。 
2.確定是瓦斯斷裂還是破

損。 
3.瓦斯管斷裂則將開挖面再

挖大使瓦斯管能夠迴折。 
4.瓦斯管破損用廢布或是內

胎破損處綁緊，減少其漏

氣量，再回填並用挖鬥壓

緊。 
5.事故區域用交通錐和連桿

圍起來。 
6.事故區週圍嚴柰煙火。 
7.關閉電源。 

1.事故四週 20 公尺內嚴煙火 
2.隨時注意，觀察情形準備救

火。 

1.待命。 
2.協助疏導事故區附近居民。

1.確定管事故位置和口徑與

可能之影響。 
2.引導救援車輛進入。 
3.掌握實際狀況並回報施工

所。 
4.依實情形散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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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塴塌 

1. 在職或新進職員，均需按工地安全衛生管理工作要求標準內容，接受相關

安衛教育訓練，以瞭解開挖邊沿崩坍活埋人員的事故處理基本概念。這種

事故的救難首重時效，因為時間過長，會導致被活埋的人因腦部缺氧休克

而死亡。但崩塌高度離地面 1.5 尺以上時，搶救人員在無挖土機或其他擋

土設施保護時切勿直接下坑，以免擴大傷亡。 

2. 參考使用表單，處理各項通報作業，與下述第 3 項同時分開進行。 

3.處理要領及分組： 
現場事故發現者立即                             施工所接獲通報處理動作 
處理動作  

事故發現者 

1.立即通報施工所                               1.立即通知各救援組至現場 
2.視現場情形，呼叫                               搶救 
 臨近挖土機協助處理                            2.通知 110 電話請求救護車 
                                                 支援 

施工所 

 
 

搶  救  組 消  防  組 通訊急救組 公關支援組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1.鏟子     4.抽水機 
2.繩子 
3.無線電呼機 

1.消防沙 
2.滅火機 
3.無線電呼機 

1.擔架     4.無線電呼機 
2.急救箱 
3.救護車 

1.指揮棒 
2.口哨 
3.無線電呼機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1.確定活埋人員的正確位

置。 
2.請挖土機在活埋人員旁挖

深活埋人員衣服露出來，

搶救人員乘挖土機下去把

人救上來 
3.無法確定活埋人員正確位

置和度時，切勿以挖土機

直接開挖，以免把人挖死。 
4.現場利用交通錐和桿將事

故區圍起來。 
5.注意是否因土壤崩塌而造

成地下管線位移所引起其

他事故發生的可能性。 

1.確定活埋人員的正確位置。

2.協助救人。 
1.確定活埋人員的正確位

置。 
2.協助將活埋人員救出。 
3.活埋人員救出後，現場立

即清理其口鼻中之泥砂再

實施人工呼吸。 
4.救護車到達後送醫。 

1.確定活埋人員的正確位

置。 
2.協助將活埋人員救出。 
3.誘導救護車進入。 
4.注意事故發生後附近民宅

的安全是否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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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開挖面崩塌致地層下陷 

1. 在職或新進職員，均需按工地安全衛生管理工作要求標準內容，接受相關

安衛教育訓練以瞭解因連續壁崩塌導致地層下陷處理基本概念。 

開挖面崩塌或破洞導致地盤下陷，這種事故須要立即有效的處理，否則會

引起更大的災害。當大開挖開始的時候，挖土機在開挖面附近挖掘時，應

指派有經驗的駕駛手操作機具。並特別觀察開挖面的情形，發現有水滲

出，就應該放慢挖掘的速度。如發現為不正常滲水，應立即將土壤夯實防

止水繼續滲出，再做補強的措施。 

當開挖面崩塌造成地盤下陷時，應立即連絡灌漿的公司，進場灌漿穩定地

盤，或緊急請混凝土廠出車，用混凝土將下陷區填滿使地盤不再滑動後再

做補強的工作。 

地盤下陷的區域應先用連桿和交通錐圍起來禁止人員進入造成傷害。 

2. 參考使用表單，處理各項通報作業，與下述第 3 項同時分開進行。 

3. 處理要領及分組： 
現場事故發現者立即                             施工所接獲通報處理動作 
處理動作  

事故發現者 
1.立即通報施工所                               1.立即通知各救援組至現場 
2.維護崩塌區域四週                               搶救 
 行人的安全                                   2.依實情形通知各相關單位 
                                                支援 

施工所 

 
 
 

      搶  救  組      消  防  組      通訊急救組      公關支援組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1.交通錐連桿 
2.砂包    4.無線電手機 
3.繩子    5.指揮棒 

1.滅火機 
2.消防沙 
3.無線電呼機 

1.擔架     4.無線電呼機

2.急救箱 
3.救護車 

1.指揮棒 
2.口哨 
3.無線電呼機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1.瞭解事故的位置。 
2.用交通錐和連桿將事故地盤 
下陷區圍起來，管制人員進 
入，疏導來往交通。 

3.如係開挖面崩塌，除管制員 
進入下陷區，和進行地盤改 
良和灌漿工作外，並且要注 
意地盤下陷區內地下管線因 
地盤滑動所產生的變化。例 
如自來水管瓦斯斷裂洩漏， 
電力電信管線受損等情形。 

1.瞭解事故的位置。 
2.注意地盤下陷區，地下管線 
受損的情形，預防有其災害 
的產生。 
 
 
 

1.瞭解事故的位置。 
2.隨時待命隨時急救。 

1.瞭解事故的位置。 
2.注意事故發生後，所引發的

災害對附近居民和工作人員 
有無傷害，必要時引導人員 
到安全的地點。 

3.引導救難車輛進入工區。 
4.隨時將最新狀況回報施工所。

 

 1-13

(七) 防颱風 

1. 在職或新進職員，均按工地安全衛生管理工作要求標準內容，接受相關安

衛教育訓練以瞭解防颱風處理基本概念。 

防颱工作是在氣象局未發佈陸上颱風警報以前就必須開始準備的工作。一

進入颱風季節，即應檢修抽水機，發電機，準備鐵絲沙包，疏通排水溝，

在氣象區發佈颱風警報且直撲而來時，即放低工區內較高的工作機具，加

緊固定圍籬，防止其傾倒，對於深開挖區和重要機具，有淹水顧慮的地方

應先作好防堵和防洪水工作，準備沙包和抽水機在現場待命。 

注意工區四週的商的招牌有無吹落而造成傷害的顧慮，在可能的範圍內協

助固定。在颱風過境時，關閉工區內不使用的水電，緊閉工區的大門和施

工所門窗。值班人員不定時巡視工區，如有任何狀況立即向施工所回報。

施工所隨時指派搶救處理，假日或夜間指派留守人員處理。 

2. 參考使用表單，處理各項通報作業，與下述第 3 項同時分開進行。 

3. 處理要領及分組： 
現場事故發現者立即                             施工所接獲通報處理動作 
處理動作  

事故發現者 
1.立即通報施工所                               1.立即通知各救援組，前往 
2.在現場注意事發展                               現場搶救。 
 ，作必要的應變措                             2.依實情形向相關單位反應 
 施。                                             

施工所 

 
 
 

      搶  救  組      消  防  組      通訊急救組      公關支援組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1.鐵線 
2.砂包    4.發電機 
3.抽水機  5.無線電呼機 

1.無線電呼機 1.擔架     4.無線電呼機 
2.急救箱 
3.救護車 

1.指揮棒 
2.口哨 
3.無線電呼機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1.瞭解工地因颱風所造成的是 
什麼損害。 

1.瞭解工地因颱風受損的情形 
 。 
2.協助搶救。 

1.瞭解工地因颱風所造成的是 
什麼損害。有無人員受傷。 

2.針對傷患急救再送醫救護。 
 

1.瞭解工地因颱風所造成的損 
 害有無擴大的情形。 
2.因颱風害擴大影響工區附近 
  居民。引導居民至安全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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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防洪水、暴雨 

1. 在職或新進職員，均需按工地安全衛生工作要求標準內容，接受相關安衛

教育訓練以瞭解防洪水處理基本概念。 

臺灣每年的六月至九月為豪雨期，因豪雨而造成洪水對工地有很有大的傷

害。因此本工地在平時均應注意工區附近水溝的排水情形經常疏通。 

在工區進入地下後洪水對於我們的危害就更大，尤其是對潛盾機的傷害是

無法計算的。平時在深開挖區架設抽水泵，以備豪雨時排除積水，並在工

區內準備砂包，以備在開挖區地勢較低容易進水的池水堆置沙包，防止洪

水進入。 

在工區內也應備置大型發電機和燃料，以備在停電時也能抽取積水。 

 

2. 參考使用表單，處理各項通報作業，與下述第 3 項同時分開進行。 

3. 處理要領及分組： 
現場事故發現者立即                             施工所接獲通報處理動作 
處理動作  

事故發現者 

1.當豪雨時現場人員關緊                        1.通知搶救組到現場作防洪 
工區四週水溝水位的變                         作業 

 化，當積水不退而豪雨                         
 又不止時通佑施工所。                                            

施工所 

 
 
 

      搶  救  組      消  防  組      通訊急救組      公關支援組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1.砂包       4.繩子 
2.抽水機     5.鐵線 
3.無線電呼機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1.當豪雨不停時，應多注意工 
附近水溝排水情形。 

2.當路不積水不退而豪雨又不 
止時，就應開始在工區地勢 
較低容易進水的地方堆置砂 
包防止洪水進入開挖區。 

3.當雨水直接進入開挖區時， 
就應起動抽水泵開始抽水。 

4.將發電機加滿油料，待命抽 
水。 

1.符命。 1.符命。 
 

1.符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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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墜落 

1. 在職或新進職員，均需按工地安全衛生工作要求標準內容，接受相關安衛

教育訓練以瞭解墜落處理基本概念。 

墜落事故的處理首重時效。但除了救人之為主，也要注意到救人員的本身

的安全。墜落的人，除了有明顥的外傷之外，也會有骨折和頭部撞傷的情

形。救難人員在搶救傷者時，應先瞭解傷者的情形，不可冒然的搬運傷者，

而造成永久性的損傷。 

2. 參考使用表單，處理各項通報作業，與下述第 3 項同時分開進行 

3. 處理要領及分組： 
現場事故發現者立即                             施工所接獲通報處理動作 
處理動作  

事故發現者 

1.立即通報施工所                               1.立即通知搶救組至事故現 
2.召集墜落區附近施工人                           場搶救。 
  員和機具協珇處理。                            2.依實際情形通知相關單位 
                                                 處理。  

施工所 

 
 
 

      搶  救  組      消  防  組      通訊急救組      公關支援組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1.繩索   4. 無線電呼機  
2.吊車     
3.安全帶 

 1.擔架  4.無線電呼機 
2.急救箱 
3.救護車 

1.指揮棒 
2.口哨 
3.無線電呼機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1.先瞭解事故地點和附近的地 
  形。 
2.調集事故區最近的吊車或挖 
  土機協助搶救傷者。 
3.搶救人員以最快速，和最安 
  全的方法到墜落處，察看墜 
  落人員的傷勢。 
4. 利用機具和人力將傷者吊起。

5. 視傷者的情況，現場實施人 
工急救，或送醫急救。 

6. 運用交通錐和連桿將出事現 
場圍起來，避免二次墜落事 
件發生。 

 

1.待命。 1.先瞭解事故地點和附近的地 
  形墜落高度。以研判傷者的 
  傷勢。 
2.隨同搶救人員至墜落人員的 
  傷勢 。 
3.傷者吊離現場，至安全處後 
  視傷者情況，實施人工急救 
  式送醫急救。 

 

1.先瞭解事故地點和附近的地 
  形、墜落高度。以研判傷者 
  的傷勢。 
2.將現場的狀況，隨時向施工 
  所報告。 
3.引導救援車輛進入現場。 
4.指揮來往車輛使交通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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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有害氣體（含缺氧）事故處理： 

1. 在職或新進職員，均需按工地安全衛生管工作要求標準內容，接受相關安

衛教育訓練以瞭解人員昏迷事故處理基本概念。人員昏迷（缺氧）事故的

處理首重時效。但除了救人之為主，也要注意到救人員的本身的安全，昏

迷的人會有意識不清、無法自主行動的情形。救難人員在搶救傷者時，應

先瞭解現場與傷者的情況，不可冒然的進入局限空間搶救傷者，而使救難

人員暴露在缺氧或有害氣體作業環境中造成救難人員自身的傷害。 

 

2. 參考使用表單，處理各項通報作業，與下述第 3 項同時分開進行。 

3. 處理要領及分組： 
現場事故發現者立即                             施工所接獲通報處理動作 
處理動作  

事故發現者 

1.立即通報施工所                                1.立即通知搶救組至事故現 
2.召集事故區附近施工人                            場搶救。 
 員和機具協助處理。                            2.依實際情形通知相關單位 
                                                處理。  

施工所 

 
 
 

      搶  救  組      消  防  組      通訊急救組      公關支援組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備用工具 
1.繩索   4. 無線電呼機  
2.吊車   5.空氣呼吸器  
3.安全帶 

 1.擔架  2.無線電呼機 
3.急救箱 4.空氣呼吸器 
5.救護車 

7.指揮棒 
8.口哨 
9.無線電呼機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處理動作與注意事項
1.先瞭解事故地點和弣近的地 
  形。 
2.調集事故區最近的吊車及人 
  員協助搶救傷者。 
4. 搶救人員配戴空氣呼吸器以

  最快速，和最安全的方法 
  到達事故地點，察看昏迷人 
  員的傷勢。 
5.利用機具和人力將傷者吊起。

6.視傷者的情況，現場實施人 
工急救，或送醫急救。 

7.現場封閉起來，禁止人員進 
  入。 
 

1.符命。 1.先瞭解事故地點和附近的地 
  形並研判傷者的傷勢。 
2.昏迷者脫離現場，至安全處後

  視傷者情況，實施人工急救

  式送醫急救。 
 

1.先瞭解事故地點和附近的地

  形並研判傷者的傷勢。 
2.將現場的狀況，隨時向施工

  所報告。 
3.引導救援車輛進入現場。 
4.指揮來往車輛使交通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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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緊急應變處理流程 

                          災害發生 
 
  
 
 
 
 

 
                                             
                                               
                                                               
                                                              
                                                                      
                                                                      
                                                                      
                                                                      
                                                                      
                                                                      

             

 

 

 

 
 
 
緊急應變措施一覽 

   災害類型 

編組 
墜落滾落 倒塌 開挖面崩塌 地面沈陷 異常出水 火  災 感  電 

急  救  組 
人員救護 
及送醫 

人員救護 
及送醫 

人員救護 
及送醫 

人員救護及

送醫 
人員救護 
及送醫 

人員救護 
及送醫 

人員救護 
及送醫 

消  防  組 
撤離人員 

及機械設備 
撤離人員 

及機械設備 
撤離人員 

及機械設備 
撤離人員 
及機械 

撤離人員 
及機械 

滅  火 
撤離人員 

及切斷電源 

搶  救  組 
清除障礙 
物、復舊 

清除障礙

物、復舊加

強維護工程

設施安全 

設置警告標示 
防止人員勿入加

強維護工程設施

安全 

加強安全支

撐或回填加

強維護工程

設施安全 

止水清理 
及抽水加強

維護工程設

施安全 

復  舊 
清  理 
復  舊 

避難引導組 
引導避難通報

請求支援 
引導避難通

報請求支援 
引導避難通報請

求支援 
引導避難通

報請求支援 
引導避難通

報請求支援 
引導避難通

報請求支援 
引導避難通

報請求支援 

 
 

完成災害搶救 

現 場 緊 急 處 理 

勞 檢 單 位 

南 港 機 廠 

總   公   司 

外援單位 
1.消防隊 

2.警察局 

3.電力公司 

4.電信局 

5.瓦斯公司 

6.自來水公司 

7.醫院 

8.環保局 
9.軍訊單位 

緊急應變組織

(詳見 P.196) 

目 擊 者 

工地辦公室 

協力廠商 
1.吊車公司 

2.棄土卡車 

3.棄土場 

4.混凝土供應 

5.挖土機 

6.電力檢修 

7.抽水設備 

8.發電機供應 

9.地盤灌漿 

10 砂石場 

捷運局聯開處 

由本公司駐地負責人立即動員

成立「緊急應變小組」由召集

人依應變組織分派任務，並於

第一時間到達災害現場搶救，

以避免災害擴大發生。 

依現場緊急處理回報狀況，於

10 分鐘內將事故發生及處置

過程以電話通報本公司主管、

捷運機廠或勞檢所。經公司指

示處理方式後，由專案部門向

捷運局報告說明，並於 50 分鐘

內完成傳真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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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港 市 消 防 局 消 防 隊 ：119 

相 關 管 線 機 關 ： 

臺 北 市 政 府 環 保 局 ：2960-3456 

中 華 電 信 南 港 服 務 中 心 ：8944-6112 

自 來 水 北 區 營 業 分 處 ：2100-4122 

大 臺 北 瓦 斯 公 司 ：2768-4999 

電 力 公 司 南 港 服 務 所 ：2914-1660 

監 工 單 位 ： 

  張 錫 堅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27729988 

勞 檢 單 位 ：  

  臺 北 市 政 府 勞 工 局 勞 動 檢 查 處 ：2596-9998 

南 港 分 局 ：2911-1170 

 
 
 醫

療
體

系
: 

市
立

聯
合

醫
院

--
忠

孝

院
區

：
27

8
6-

1
28

8 

台
大

醫
院

:
23

5
62

61
4 

馬
偕

醫
院

:
25

4
33

53
5 

新
光

醫
院

:
28

3
32

21
1 

榮
總

醫
院

:
28

7
57

49
4 

國
泰

醫
院

:
27

0
82

12
1 

仁
愛

醫
院

:
27

0
93

60
0 

耕
莘
醫
院

: 

1-19 

 
緊急應變處理流程圖 

 

   

 

 

 

 
 
 
 
 
 
 
 
 
 
 
 
 
 
 
 
 
 
 

 

 

 

 
 

 

 

口
頭
通
報
聯
繫
電
話 

職 稱 姓 名 日間聯絡 夜間假日

聯絡 
行動電話 

局本部電話總機 值日室分機 2521-5550- 8675   

聯合開發處第二課課長 孫課長 2521-5550- 8520 
  

捷運公司高運量行中心 值班主管 2559-1498  2559-1498 

立疆專員 汪建宏 7733-8888-8211  0931-664-772 

泰誠主任 劉文琦 2772-9988-2039  0988-117-867 

捷運公司南港車場:       轉 
南港機廠調度室電話： 

車輛廠南港廠張宇碩: 

 

事故發生現場 
營造商 
現場監工 

投資人 
監造小組 

立即通報
營造商工務所 
工地主任 
施工主辦 
安衛管理員 
 

投資人公司 
負責人 
業務主管 
業務主辦 

立即通報 ★ 二十分鐘內先完成口頭電話逐級通報。 
★ 一小時內完成傳真通報。 
★ 後續發展現況逐階段或逐日通報。 
※ 如在非上班時間則由值班人員通報。 

監造建築師 

捷 運 局 
聯合開發處 
傳 真 號 碼 
2521-8541 
本局及本府 
相關單位由 
連開處通知 

捷運公司： 
高運量行控中心：
25591469 

捷 運 公 司 
1.行控中心 
2.車場 3.調度班 

緊急救援單位 
當地主管機關、檢警單位及檢查機構 
公證公司及保險公司 

現場緊急處置 
․ 交通管制/改道 ․ 附近民眾疏散/避難 
․ 警告標示設置 ․ 引導救援單位人車進入 
․ 避免二次災害 

通報  1.通報人身份 2.事故發生時間、地點3.牽涉機具及人員4.何種事故、嚴重程度 
要領  5.人員傷亡、財產損失6.目前處理情形7.後續處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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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火災防護計畫  
 
9.10.1 依據 

本計畫依業方合約一般規定之消防規則有關條文規定。 
9.10.2 目的 

火災防護為每一個現場工作同仁的責任，往往是因為人為的因素     
而發生火災，導致嚴重財物的損失及人員的傷亡，進而影響工程進度。

因此平時人人均應提高安全警覺，增進消防常識及消防器材的使用技

巧，期使火災發生的機會降低，進而達到防止火災發生為目的。 
9.10.3 範圍 

本防護計畫適用於參與捷運系統施工之本公司員工及參與此工    程
有關之所有分包商工作人員。 

9.10.4 實施計畫 
1. 為確保人員機具安全，均配置滅火器，以防止火災的發生。 
2. 工區鄰近之既有消防栓，視遷移情況，酌情運用。 
3. 定期並隨時檢查工區內有無易燃廢物積存，倉庫內電氣設備是否堪用，

消防滅火器材是可適用，且於有效期限內。 
4. 定期舉辦防火教育，平時並利用安衛會議及張貼海報宣導防火教育。 
5. 嚴禁於倉庫附近及倉庫內斂煙、亂丟煙蒂、燃燒垃圾或其它可能危害倉

庫安全造成火災之行為。 
6. 定期檢查並換新滅火器，滅火器上之標籤應標明檢查日期及有效日期，

消防設備滅火器詳如表 6-1 所示。 
7. 滅火器材均置放於明顯處，並標示清楚，取用通道禁放雜物以保持通暢。 
8. 嚴防電氣災害及發生走火，製作檢查表格由電氣人員定期查修，並於附

近置放滅火器。 
9. 本計畫未盡事宜得隨時增訂修正之。 

 
消防設備配置表 

位  置 型      式 數 量 有 效 日 期 保 管 人 
工務所 
辦公室 

A B C 乾粉滅火器 
20P 消防水(桶)、砂 

4 支 100.10～103.10. 
 

庫房 
A B C 乾粉滅火器 
20P 消防水(桶)、砂 

2 支 100.10～103.10. 
 

臨時電箱 
A B C 乾粉滅火器 

2 支 100.10～103.10. 
 

高壓瓶存放區 
A B C 乾粉滅火器 

2 支 100.10～103.10. 
 

警衛亭 A B C 乾粉滅火器 1 支 100.10～103.10.  

備註： 
滅火器需三年試壓一次，並進行換藥，並每三個月檢查其外觀及壓力錶一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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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防颱防洪措施  
 
1.11.1 目的： 

為使颱風來襲時其所夾帶而來的強風、豪雨、洪水及所引發的物體倒

塌、停電和可能因電器引起之或火災等災害能事先即與做好各項防範準

備，甚至在災害發生後能立即展開搶救，復原工作，期使災害的損失降

至最低。 
1.11.2 適用範圍： 

參與「南港機廠聯合開發案新建工程」之所有工程人員，均須了解防洪、

防颱的重要及參與各項編組及訓練的實施。 
1.11.3 實施辦法： 

1.成立工地防颱、防洪救援小組。 
2.平時預防工作： 

(1) 工程進行時，須按照其標準的施工程序施工。 
(2) 注意施工品質及工程材料、工具、機具等是否安全性。 
(3) 做好平時檢查，及自動檢查工作。 
(4) 密切注意天氣狀況及颱風動態以期事先防範。定期檢查週遭排水管

道，使其保持暢通。 
(5) 事先救災編組，定期演練以增加救災技巧。 

3.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所採取之措施： 
(1) 通知防颱小組進入戒備狀態。 
(2) 排定日夜輪值人員。 
(3) 隨時與氣象預報台保持密切聯絡。 
(4) 隨時注意颱風動態及檢查防颱防洪設施。 

4.陸上颱風警報發布後所採取之措施： 
(1) 通知防颱小組進入戒備狀態。 
(2) 排定日夜輪值人員。 
(3) 發文至各下包做好防颱準備，並對各項設備做好安全措施。 
(4) 派員至工區內做好各項機具設備安全防護措施。 
(5) 隨時與氣象預報台保持密切聯絡。 
(6) 隨時注意颱風動態及檢查防颱防洪設施。 
(7) 各項機具、材料設備已做好安全措施後，不必要之人員應儘早撤離

現場。 
5.颱風來臨前之準備： 

(1) 颱風來臨前，應巡視各作業場所視察各施工機具，施工架、支撐、

電器設備等各項設施是否牢靠、安全，高掛的帆布、看板等颱風來

臨前應先行拆除。 
(2) 檢視各工作場所附近水溝、排水道是否有因施工廢料阻塞，可能引

起水患之情形。 
(3) 在平均速達七級或最大陣風速十一級以上時，即應停止一切室外作

業以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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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颱風來襲前各種救災機具、人員均應定位待命完畢。 
(5) 電器設備損壞破舊者應予拆除或修復，勿使搖晃、纏繞、必要時應

予以斷電。 
(6) 風災後之復原及救援工作： 
(7) 颱風過後，有損壞之物件，應立即搶修，勿使引起第二次災害。 
(8) 有人員受傷時，應循緊急事故救援處置辦法之程序通報救災。 
(9) 緊急意外事故之聯絡應迅速而有效的實施。 

6.陸上、海上颱風警報解除後所採取之措施： 
(1) 通知防颱小組解除戒備狀態。 
(2) 發文至各承包商解除警報，並做好善後措施。 
(3) 警報解除後派員至工區內調查各設備損失情況。 
(4) 災害復原後檢討此次損失及各項未能即時做之安全維護。 
(5) 檢討防颱小組對各項安全措施及處理事件之應變能力是否有待加

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