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璨樹颱風臺北市應變處置作為暨災後檢討報告
彙整單位：臺北市災害防救辦公室 110 年 10 月 15 日

一、 報告摘要

110 年 9 月 7 至 9 日璨樹颱風接近呂宋島東北方海面，隨後轉向

北往臺灣東南方海域前近並逐漸接近本市，10 日清晨氣象局發布海

上颱風警報，11 日下午發布陸上颱風警報，中心並未登陸臺灣，最

大影響期間於 12 日 9 時至 16 時，期間本市受颱風螺旋雨帶通過影

響，有間歇性的雨勢，降雨熱區為北投士林陽明山區，颱風影響期

間總累積雨量 241 毫米，最大時雨量 65.5 毫米。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依標準作業程序進行各項預警及整備應變作

為，包含發布即時氣象預警訊息、通報本府各單位加強防颱整備工

作及應變中心提升開設層級等，9月 11日 14時至 12日 21時災害應

變中心開設運作期間，總計接獲 138 件災情通報，其中以路樹傾倒

災情案件 64 件最多，民生基礎設施災情(包含電力停電、電信停

話、路燈故障、交通號誌損壞及電線電纜毀損)43件次之，全數案件

於 9月 12 日颱風遠離即處理完畢。

災後依「臺北市政府辦理災後檢討作業程序流程」進行檢討，

由本市災害防救辦公室(以下簡稱災防辦)彙整各單位提出問題，並

由各權責單位擬定對策及填報辦理情形，共計 8 項問題，內容涵蓋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防救災督導問題」、「老舊聚落山坡地安

全及疏散撤離問題」、「疏散門關閉堤外滯留車輛拖吊作業問題」

及「應變中心運作」等面向，其中 5 項已辦理完成(主要為相關 SOP

操作細節及問題釐清)，3 項辦理中案件(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防救

災督導問題釐清、疏散門關閉堤外滯留車輛拖吊作業問題及「防災

及救災資訊專區」上稿人員教育訓練事宜)，辦理中之案件後續將由

災防辦於例行工作會議中追蹤列管。

二、 颱風動態及北市風雨情況概述

110年 9月 7日 14號颱風璨樹於關島西方海域的季風槽中形成，

由於環境適合發展，於 48 小時內增強為強烈颱風，11 日起本市開始

零星降雨，12 日 13 時中心最接近本市，20 時解除陸上颱風警報，

13 日颱風持續向北移動並滯留於東海打轉至 16 日，17 日開始向東

北往日本移動，晚間登陸福岡縣，18 日下午減弱並變性為溫帶氣

旋。

因璨樹颱風十級暴風半徑並未接觸本市，故本市並沒有太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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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風雨，10 至 12 日最大累積雨量為擎天崗 241 毫米，平地市區最大

雨量不到 100 毫米，最大時雨量為 12 日 14 時於北投區大屯山 65.5

毫米，最大陣風山區 10 級、平地 8 級。各行政區累積雨量統計詳如

表 1。

表 1 10 至 12 日北市各行政區累積雨量統計表

行政區 雨量站 累積雨量(毫米)

北投區 小油坑 240.5

士林區 擎天崗 241.0

文山區 貓空 173.5

南港區 茶製廠 122.0

信義區 挹翠山莊 100.0

內湖區 大湖里 86.5

萬華區 雙園 98.5

中山區 劍南路 76.5

大同區 太平國小 75.5

中正區 中正國中 91.0

大安區 臺灣大學 99.5

松山區 松山 67.0

三、 應變過程
璨樹颱風 7 日形成後，根據預報資料，本市預計於 11 日中午前

後進入陸上警戒區域範圍，預估其持續向北通過東部(登陸機率

低)，對本市構成相當程度的威脅，因此本市各防災單位仍以最謹慎

的態度，來進行各項防颱整備及應變工作，包含發布即時氣象預警

訊息、通報本府各單位加強防颱整備工作(特別針對強風可能造成的

路樹傾倒、招牌掉落及停電等災情加強整備)及應變中心提升至二級

開設運作(11 日 14 時)，11 日 17 時提升至一級開設，12 日 17 時風

雨明顯趨緩，中央氣象局預計21時脫離風暴，22時解除颱風警報，

12 日 20 時 30 分調整為強化三級開設，12 日 21 時恢復三級常時開

設，總計開設運作 31小時，各項重要應變措施如表 2。

表 2 璨樹颱風期間本府各項重要應變作為時序

時間 重要應變作為 備註

9月 10 日

10 時 00 分

臺大氣象團隊召開線上視訊天氣討
論會議(災防辦邀集市政府各防災單
位共同參與)，針對颱風動態及北市
的風雨影響進行詳細的評估。

與本府配合之臺大氣象
團隊，於9月 6日(璨樹
颱風生成前)起即每日 2
次的天氣報告及line天
氣群組提供預測路徑、
海陸警發布時間及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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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風雨預估等訊息(10
日海上警報發布後頻率
增加至每日3次)，截至
11 日 14 時應變中心二
級開設前，共計13次。

9月 10 日

10 時 30 分

市災害應變中心下達傳真通報，請
市政府各單位加強防颱整備工作(特
別針對強風可能造成的路樹傾倒、
招牌掉落及停電等災情加強整備)，
並於 11 日 17 時前完成風災檢核表
填報作業。

9月 11 日

08 時 15 分

於市長室會議提報最新颱風動態、
北市風雨預估及應變程序規劃。

9月 11 日

09 時 00 分
參與中央氣象局第 1次視訊會議。

9月 11 日

14 時 00 分
市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

消防局吳俊鴻局長擔任
指揮官

9月 11 日

14 時 00 分

市災害應變中心召開第 1 次工作會
報。

消防局吳俊鴻局長主持

9月 11 日

14 時 20 分

市災害應變中心召開關閉疏散門(水
門)協議會議。

消防局吳俊鴻局長主持

9月 11 日

17 時 00 分
市災害應變中心提升為一級開設。

陳志銘秘書長擔任指揮
官

9月 11 日

19 時 00 分

參與中央氣象局第 2 次視訊暨本市
停班課決策會議。

陳志銘秘書長擔任指揮
官

9月 11 日

18 時 50 分

市長視察文山區災害應變中心防颱
整備情形，並視察永建國小周邊光
輝路四呎箱涵的清淤作業。

9月 11 日

20 時 00 分

市災害應變中心召開第 2 次工作會
報。

市長主持

9月 12 日

9 時 00 分

市災害應變中心召開第 3 次工作會
報。

市長主持

9月 12 日

20 時 00 分

市災害應變中心召開第 4 次工作會
報。

市長主持

9月 12 日

20 時 30 分

市災害應變中心調整為強化三級開
設。

工務局、民政局、產業
局及消防局持續進駐，
其餘單位及各區災害應
變中心於內部成立緊急
應變小組。

9月 12 日

21 時 00 分

市災害應變中心恢復為三級常時開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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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災情統計

市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期間共計接獲 138 件災情通報，其中以路

樹傾倒災情案件 64 件最多，民生基礎設施災情(包含電力停電、電

信停話、路燈故障、交通號誌損壞及電線電纜毀損)43件次之，全數

案件於 12日處理完畢，各行政區各類災情案件統計詳如表 3。

表 3 各行政區各類案件數量統計表
路樹
災情

民生基礎設施災
情(含電力停電)

建物毀
損災情

廣告招
牌災情

積淹水
災情

其他災
情

北投區 10 9 1 0 0 1

士林區 8 7 2 1 1 2

大同區 1 2 0 0 0 3

中山區 7 3 0 0 0 1

松山區 6 2 1 0 0 1

內湖區 3 3 0 1 0 1

萬華區 1 7 2 1 0 1

中正區 5 2 1 2 1 0

大安區 9 0 1 0 0 0

信義區 7 5 2 0 0 1

南港區 0 1 0 0 0 0

文山區 7 2 2 1 0 0

總計 64 43 12 6 2 11

五、 問題檢討與策進作為

災防辦依「臺北市政府辦理災後檢討作業程序流程」辦理檢

討，9 月 12 日(週日)璨樹颱風災害應變中心撤除後，隨即於 14 日(週

二)請本府各單位提出問題與建議，並研擬具體策進作為及辦理進

度，共計 8 項問題，內容涵蓋「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防救災督導

問題」、「老舊聚落山坡地安全及疏散撤離問題」、「疏散門關閉

堤外滯留車輛拖吊作業問題」及「應變中心運作」等面向，其中 5

項已辦理完成(主要為相關 SOP 操作細節及問題釐清)，3 項辦理中案

件(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防救災督導問題釐清、疏散門關閉堤外滯

留車輛拖吊作業問題及「防災及救災資訊專區」上稿人員教育訓練

事宜)，辦理中之案件後續將由災防辦於例行工作會議中追蹤列管

(如附件 1)。8 項問題重點擇要概述如下，詳細資料如附件「璨樹颱

風問題與建議表」。

(一) 老舊聚落山坡地安全及疏散撤離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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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燦樹颱風災前、災中整備，區公所里幹事及里鄰應變小

組皆會針對老舊聚落保全住戶加強防颱宣導及整備，惟有里

民反映列為老舊聚落標準是否需要重新檢視?又所訂疏散撤離

標準依據為何?

2.查本府工務局業針對本市老舊聚落訂定 24 小時累積雨量達

到 300 mm 之聚落發布疏散避難勸告命令(黃色警戒)；當累

積雨量達到 400 mm 時則發布強制預防撤離命令(紅色警

戒)，此標準於本市行之多年，如疏散撤離標準過低，易招致

民怨；疏散撤離標準過高，如有不幸發生災害，則後果不堪

設想，爰建請工務局委託專家檢視本市各區各老舊聚落山坡

地安全性及其範圍，並定期檢視修正各處老舊聚落疏散撤離

標準(如農委會每年檢視調整各土石流潛勢溪流訂定警戒標

準)，裨以憑辦。

策進作為:

1.目前本市列管老舊聚落共計 24處，8個行政區，係針對山坡

地違章建築列管，疏散雨量標準由專家學者研商後訂定，以

避免山坡地災害。

2.大地處每年度皆有委託專業技師檢視本市各區老舊聚落範圍

及安全性，並定期檢視疏散撤離標準。

(二)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防救災督導問題

依「本府各機關災害防救督導計畫」陸、督導方式二、「本市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前後，各一級及二級機關之督導官應實地

檢核所屬各單位之防救災整備及搶救情形…」規定，建議督導官

適時實地檢核防救災整備及搶救情形。查二級機關督導編組(三

級抽檢)：由本府各二級機關或本市各區公所指派主任秘書以上

層級人員擔任督導官…。惟查，南港區主任秘書為區災害應變中

心二級開設指揮官(該區編制無副區長)，又疫情期間一級開設仍

由二級單位進駐，指揮官須於區災害應變中心主持工作會報及指

揮調度，尚難至實地進行災前、災中及災後督導檢核，爰建議督

導官及成員改由單位自行指派。

策進作為:

1.有關「本府各機關災害防救督導計畫」係應變中心開設期

間，督促相關落實災害防救措施執行，以提升災前整備、災

中應變及災後復原效能，特訂定該計畫，其督導編組分別為

本府督導編組、一級機關督導編組及二級機關督導編組三個

層級，其中本府督導編組由本府副秘書長及技監、參事、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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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等相當層級人員擔任。

2.爰此一、二級機關督導編組特指定相當層級人員擔任督導

官，以強化本計畫運作成效，本案由消防局邀集各災害防救

單位，研議其運作方式。

(三) 疏散門關閉堤外滯留車輛拖吊問題

目前執行疏散門關閉時，針對堤外滯留車輛將於完成關閉前 2

小時進行拖吊作業，水利處建請交通警察大隊先進行能量評估是

否能將拖吊作業提早至完成關閉前 3小時進行，以減少堤外滯留

車輛，後續水利處將邀集相關單位開會研商修訂相關 SOP。

策進作為:

交通警察大隊於執行堤外滯留車輛拖吊前 1日便完成整備作業，

目前執行拖吊作業計有汽吊車 35輛、機吊車 4輛，執行拖吊作

業能量評估每小時約 100 輛汽車、機車 40輛，俟主辦單位(水利

處)修正相關作業程序，該大隊配合執行拖吊作業。

附件-璨樹颱風問題與建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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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璨樹颱風問題與建議列表 110.10.15

編號
反映

單位
問題或建議 對策或辦理情形

辦理

單位

辦理

等級

1

災防

辦及

研考

會(李

得全

副秘

書長

率隊

執行

災前

督導)

李得

全副

秘書

長

中正橋改建工程

1. 請與水利處調閱資料了解

中正橋歷史積淹水情形，

以調整後續防災計畫。

2. 撤離圍牆請與自行車道保

持 安 全 距 離 。

新工處：
1. 經查中正舊橋尚無橋

面積淹水之歷史紀

錄，故已另請水利處

提供歷史高峰水位紀

錄供參，並查至今尚

無達一級警戒水位值

之紀錄。

2. 有關本次颱風撤離圍

籬放倒作業，施工廠

商皆依要求將五片圍

籬堆作一堆，並以三

角錐維設警示，以維

行經用路人安全。
水利處：
本案已提供新工處歷年

颱洪事件之中正橋最高

水位資料。

新工

處、

水利

處

A

2

災防

辦及

研考

會(李

得全

副秘

書長

率隊

執行

災前

督導)

林有

志顧

問

一、士林抽水站

適逢抽水機具更新，請相關

人員加強操作熟練度及後續

維管作業，俾利重大災害時

能妥為應變。

二、士林區災害應變中心

為避免發生緊急停電，致有

人員受困於電梯時間過長，

建議將電梯備用鑰匙放置公

寓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俾

利第一時間能即時自行救

援。

水利處：
有關士林抽水站刻正辦

理抽水站機組更新工

程，目前本市抽水站均

完成自動化操作設定，

本處亦加強人員操作訓

練以備不時之需。

建管處：
有關避免發生緊急停

電，建議將電梯備用鑰

匙放置公寓大樓社區管

理委員會一案，本處經

查並無相關法令可管理

約束，又 110 年 4 月 27

日消防局召開研商「緊

急用昇降機專用鑰匙取

得方式」會議紀錄結論

(二)略以:「考量緊急用

昇降機操作上需具備相

關專業知識及技能，若

交由管理員室或防災中

心保管，存在相當風

險……」先予陳明，若

升降機發生故障，內部

都設有「自我安全操作

水利

處

建管

處、

消防

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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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鎖系統」，且備有緊

急電源及獨立的通風設

備，可確保搭乘人員安

全，大樓管理人員、保

全人員等切勿搭救而自

行開啟升降機，使得升

降機無法定位，反而易

導致開啟人員墜落、被

夾等災害。綜上所述,本

案不宜將電梯備用鑰匙

放置公寓管委會,並由管

委會自行救援。
消防局：
1. 經洽中華民國電梯

協會表示，為確保

人員安全，如非緊

急情況，電梯受困

救援應通知廠商由

專業技術人員處

理，且管委會人員

未受過專業訓練，

貿然使用可能造成

危險。

2. 另本局外勤單位已

備有電梯乘場門(外

門)鑰匙，並於 110

年 9 月 4日、9月 5

日辦理昇降設備使

用操作及受困救援

訓練，強化本局救

援能力。

3

南港

區公

所

1.有關燦樹颱風災前、災中

整備，區公所里幹事及里鄰

應變小組皆會針對老舊聚落

保全住戶加強防颱宣導及整

備，惟有里民反映列為老舊

聚落標準是否需要重新檢視?

又所訂疏散撤離標準依據為

何?

2.查本府工務局業針對本市

老舊聚落訂定 24 小時累積

雨量達到 300 mm 之聚落發

布疏散避難勸告命令(黃色警

戒)；當累積雨量達到 400

mm 時則發布強制預防撤離命

令(紅色警戒)，此標準於本

1. 目前本市列管老舊聚

落共計 24 處，8個

行政區，係針對山坡

地違章建築列管，疏

散雨量標準由專家學

者研商後訂定，以避

免山坡地災害。

2. 本處每年度皆有委託

專業技師檢視本市各

區老舊聚落範圍及安

全性，並定期檢視疏

散撤離標準。

大地

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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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行之多年，如疏散撤離標

準過低，易招致民怨；疏散

撤離標準過高，如有不幸發

生災害，則後果不堪設想，

爰建請工務局委託專家檢視

本市各區各老舊聚落山坡地

安全性及其範圍，並定期檢

視修正各處老舊聚落疏散撤

離標準(如農委會每年檢視調

整各土石流潛勢溪流訂定警

戒標準)，裨以憑辦。

4

南港

區公

所

依「本府各機關災害防救督

導計畫」陸、督導方式二、

「本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開

設前後，各一級及二級機關

之督導官應實地檢核所屬各

單位之防救災整備及搶救情

形，•••」規定，建議督

導官適時實地檢核防救災整

備及搶救情形。查二級機關

督導編組(三級抽檢)：由本

府各二級機關或本市各區公

所指派主任秘書以上層級人

員擔任督導官…。惟查，本

區主任秘書為區災害應變中

心二級開設指揮官(本區編制

無副區長)，又疫情期間一級

開設仍由二級單位進駐，指

揮官須於區災害應變中心主

持工作會報及指揮調度，尚

難至實地進行災前、災中及

災後督導檢核，爰建議督導

官及成員改由單位自行指

派。

有關臺北市政府各機關

災害防救督導計畫，係

應變中心開設期間，督

促相關落實災害防救措

施執行，以提升災前整

備、災中應變及災後復

原效能，特訂定該計

畫，其督導編組分別為

本府督導編組、一級機

關督導編組及二級機關

督導編組三個層級，其

中本府督導編組由本府

副秘書長及技監、參

事、顧問等相當層級人

員擔任，爰此一、二級

機關督導編組特指定相

當層級人員擔任督導

官，以強化本計畫運作

成效，本案業務單位將

邀集各災害防救單位，

研議其運作方式。

消防

局
B

5

觀光

傳播

局

1. 目前應變中心網路有

Taipei Free 及其他須有

權限之寬頻網路，而

Taipei Free 常中斷需重

新連線，建議應變中心提

供 Wifi 網路連線環境，

讓單位進駐人員連線暢通

無阻不中斷，以利進駐業

務執行。

2. 目前本府 Line 防災群組

人數已達 500 人上限，單

位進駐人員無法加入該群

消防局：
1. Taipei Free 網路使

用對象為ㄧ般民

眾，TPG 網路則為本

府公務人員使用，

建議局處防救災人

員進駐時請使用該

網路執行進駐業

務。

2. 本市 Line 防災群組

人數已更新完畢，

並建立人員名冊請

消防

局、

資訊

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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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只能被動借助單位防

災窗口取得即時資訊，建

議消防局適時清理該群組

成員，且建議不以 LINE

防災群組為主要通傳資料

之管道(因不是每個進駐

的人都在群組內，且群組

有人數上限，如果爆滿

了，就無法再新增)，因

進駐人員都在現場，建議

重要訊息可現場宣布或找

現場進駐的人員詢問及解

決，避免遺漏重要資訊。

3. 輪值人員到達輪值現場

時，因前一班人員正在處

理案件無法交接，故使用

現場各輪值人員桌上配置

之電腦做簽到，但該電腦

卻因視訊連線測試而被鎖

定，直到市長開完工作會

報，才將桌面交還各局

處，以致輪值人員無法於

正確時間於防災作業支援

系統簽到(本局人員於

19:40 到達現場，接近 21

時才簽到)，且台北通電

子簽到與防災作業支援系

統線上簽到的時間不同，

恐影響局處輪值人員加班

申請之時間基準，建議現

場是否可配置一台公用電

腦或平板，供局處輪值人

員簽到使用或確認簽到是

以台北通電子簽到還是以

防救作業支援系統為準?

4. 除了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

簽到退外，建議台北通

app 亦可增加簽退功能，

提供輪值人員可選擇使用

兩種方式作簽到退。

各單位協助線上登

記且更新，往後將

定期清除非名冊人

員。

3. 本市防災作業支援

系統簽到退可利用

桌機、手機或平板

等多樣載具進行簽

到退作業，除指揮

作業中心席位設有

桌機可提供單位使

用外，將再提供平

板 2台及首長決策

室桌機 1台供使

用，另各進駐單位

簽到退，均以「本

市防災作業支援系

統」作為簽到退平

台，時間設定與網

路時間同步並即時

更新，至於台北通

主要係提供指揮官

輪值簽到退使用，

並不開放一般進駐

人員使用。工作會

報期間之輪值人員

簽到(退)除指揮作

業中心作業電腦之

外，尚有系統作業

室(隔壁空間)多部

作業電腦亦可供局

處輪值人員進行簽

到(退)作業。建議

局處防救災人員進

駐時如有使用問

題，請立即予現場

災害防救辦公室值

勤人員或資訊人員

反應，以利即時排

除狀況。

4. 各進駐單位簽到

退，均以「本市防

災作業支援系統」

作為簽到退平台，

至於台北通主要係

提供指揮官輪值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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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退使用，因台北

通簽到退資訊無法

整合至「本市防災

作業支援系統」，

爰此，不納入一般

進駐人員簽到退使

用。
資訊局：
1. 目前無紙會議系統紀

錄簽到時間以網路標

準時間 GMP+8 為主。

2. 無紙會議系統正規劃

開發會議台北通簽到

退功能，建議同仁可

先創立 2場會議，一

場作為簽到使用，另

一場則為簽退，亦可

達到相同效果。

3. 經詢目前輪值人員透

過台北通簽到係掃描

會議系統產出的 QR

code，若有簽退需

求，亦可以類似的方

式建立簽退 QR

code。惟台北通有提

供掃描機制予各機關

申請介接，若系統有

自行創建 QR code 之

需求，本局可提供規

格文件及相關申請文

件。

6
交通

局

新聞稿無法上稿介接發布至

NCDR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之災害情資網。

本案經向 NCDR 國家災害

防救科技中心反映後，

依 NCDR 要求變更介接參

數後，已於 10 月 7 日完

成介接並測試成功。

資訊

局
A

7
水利

處

目前執行疏散門關閉時，針

對堤外滯留車輛將於完成關

閉前 2小時進行拖吊作業，

建請交通警察大隊評估是否

能將拖吊作業提早至完成關

閉前 3小時進行，以減少堤

外滯留車輛。

本案先請交大進行能量評

估，後續本處亦邀集相關單

位開會研商修訂相關 SOP。

本大隊於執行堤外滯留

車輛拖吊前 1日便完成

整備作業，目前汽吊車

35 輛、機吊車 4輛，每

小時拖吊作業能量約

100 輛汽車、機車 40

輛，俟主辦單位修正相

關作業程序，本大隊配

合執行拖吊作業。

交通

警察

大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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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消防

局

本府全球資訊網於本市災害

應變中心開設時會切換為防

災及救災資訊專區，本局亦

會發送簡訊提醒相關人員進

行上稿作業，惟本次應變中

心開設時，防災及救災資訊

專區多數區塊仍無資料，請

資訊局協助辦理防災及救災

資訊專區上稿人員教育訓

練，爾後請各單位依權責分

工進行上稿及加註關鍵字。

1. 本局網站整合平台每

年皆有針對基本操作

及上稿作業舉辦教育

訓練。

2. 各業務主責單位應自

行辦理相關業務說

明，本局可協助安排

講師，配合各業務說

明會中指導基本操

作。

資訊

局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