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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災害潛勢



本縣環境



災害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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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潛勢溪流
169條

低窪地區有淹水風險 6條活動斷層
具有強烈地震風險

沿海區域
具有受海嘯侵襲風險



災防業務推動情形



災害防救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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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縣防救災業務人員教育訓練
• 本縣108年上半年三會報

• 本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 本縣民安5號演習



農業處
• 掌握農漁畜產業易受災潛勢區域
• 辦理災害查報及救助宣導講習會
• 加強農林漁牧產業防寒措施



農業處
• 土石流自主防災社區2.0

• 協助社區建立自主防災組織
• 透過現場環境踏查，掌握易致災點位，

繪製實際可行之疏散避難圖
• 推演可能遭遇災害應變處置作為。
• 107年辦理兵棋推演9處、實兵演練3處
• 108年辦理兵棋推演15處、實兵演練4處



農業處
• 因應全球性非洲豬瘟：

• 成立本縣非洲豬瘟緊急應變中心
• 防疫物資及相關人力機具整備
• 養豬場及肉品市場隨機採樣進行疫病監測
• 不定期訪視各養豬場或參加養豬產銷班會



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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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預佈移動式抽水機18台、訂定開口合約、備
妥防汛器材（防汛塊、太空包等）及機具等整備工作，並擬妥緊急調度措施。

• 完成108年度防汛搶險隊編組、本縣13鄉鎮市公所防汛演習評比作業，藉以強化
各公所防汛搶險作業能力。

• 強化花蓮市、吉安鄉汙水下水道系統

，改善汙水溢流問題。



民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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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導各鄉鎮市公所於官網上建置
各村里簡易疏散避難圖、災害潛
勢圖及避難收容所等圖資，以供
鄉親查詢參考。

• 督導各鄉鎮市公所於防汛演習中
強化疏散撤離演練，藉以落實災
時疏散撤離作業。

• 建置多元聯繫管道推廣防災工作
• 防災宣導43場次
• 防災教育訓練2場次



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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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動調整本縣防災教
育中長程推動計畫。

• 辦理2年1次校園災害
防救計畫審查。

• 每學期開學第一個月
內辦理避難疏散演練。

• 推動防災教育融入學
習領域或議題教育教
學活動。

• 防災教育延伸推廣至特殊教育與幼兒教育。

• 落實防災教育輔導團到校服務，提升推動
防災教育效能。

• 定期辦理跨局處自然與人為災害複合型演
練與研習。



觀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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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導油料管線單位定期辦理災害防救演練，加強防救災因應措施
及災後復原作為。

• 透過0206花蓮地震災害案例調查分析及檢討，強化中油及自來水
之管線管理作為。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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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災害防救應變整備
• 建立緊急動員之應變機制。
• 規劃建置衛生體系之傳染病防治醫療網

及醫療體系緊急應變與運送作業流程。

• 防災教育訓練與宣導
• 防疫應變人員之培訓及儲備。
• 每年舉辦傳染病防疫人員研習會。
• 每年舉行緊急災害應變講習及演習。
• 建立民眾防災衛教宣導之通路。

• 建置感染管制與醫療救護體系
• 醫療感染管制。
• 緊急醫療救護體系。



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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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植救災軟硬體新實力
• 辦理長隧道救災專業訓練
• 建置本縣義消特搜隊

• 提升公共安全防護能力
• 弱勢族群居家安裝住警器
• 辦理高級救護技術員訓練



亮點及創新



災害防救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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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各鄉鎮市公所無腳本兵
棋推演

• 多元培植韌性社區
• 強化應變作業效能
• 協調慈濟派員進駐應變中心



農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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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空間圖資分析掌握寒害潛勢
地區

• 配合農委會辦理因應氣候變遷農地調適
策略工作

• 透過近十年農產業天然災害救助資料，
繪製花蓮縣各鄉鎮申請寒害農業救助金
分布圖及金額級距，做為轄內災害潛勢
地區參考。



農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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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防疫演習
• 非洲豬瘟

• 模擬疫情發生時之疫情通報、動物
撲殺及屍體處理等流程。

• 召集本縣養豬戶辦理相關講習會，
提升安全措施觀念及增進消毒防疫
新知。

• 家禽防疫
• 辦理冬季強化禽流感預警監測措施

採樣，檢驗結果皆合格。



農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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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行軍蟲緊急防疫作業
• 108年6月13日成立本縣秋行軍蟲疫情監

控處理小組。
• 訂定「花蓮縣秋行軍蟲防救標準作業程

序」，持續針對疫區及周遭進行蟲害監
測。



民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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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智能多元聯繫管道
• 縣府與各鄉鎮市、村里鄰長

複式通報、災情查通報與疏
散撤離作為。

• 透 過 行 動 電 話 Emome簡 訊 、
LINE等，強化即時聯繫效能。



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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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屬國中小（含附設幼兒園）每位學生都配有防災頭套，作為地震
發生時，讓學生增加保護措施，以維護身命安全。

• 近2年與水保局花蓮分局共同辦理台日水土防災研討會，提升防災
智能。



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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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局處或部會單位推動防災教育，近五年榮獲水土保持局酷學校共
計7校，榮獲辦理「酷學校推廣示範基地」共1校（108年度，松浦國
小）。

• 近五年榮獲教育部建置防
災校園，得營造為花蓮縣
北中南三區推廣韌性防災
校園示範基地。

• 推 廣 創 新 校 園 防 災 地 園
（附等高線圖、實景現況、
圖資得符應現況抽換等）。



觀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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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災害演練
• 加強災害通報（TEOC-NDS）

掌握災情，因應非常災害
饋線停電狀況，做妥適之
電力調度、安排電源轉供
或輸流停電作業，防止災
情擴大，降低財損。

• 加強中油花蓮油庫同仁對
海洋汙染應變能力、緊急
應變器材之運用熟練度及
危安處置能力。



社會處

26

• 居家使用維生器材身障者及社福機構之災害應變措施
• 輔導社福機構兒少機構8處、老人養護機構15處、身障福利機構5處，均已置

有緊急安置處及簽訂協議。
• 於107年8月10日辦理年度機構聯合演練。



衛生局

27

• 辦理5場次免費教育訓練及網
路線上教學課程。

• 針對本縣山地鄉結核病個案
高風險村落爭取「花東補助
基金」，擴大辦理潛伏結核
感染篩檢。

• 培訓民間社團人員成為防疫
種子教師，推動傳染病防治
衛教宣導。

• 規劃辦理「假日」愛滋諮詢
及篩檢服務。



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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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三大志工災情查報教育訓練，NCDR協助開通
「地方通報」功能。

• 辦理防災尖兵營隊，防災自救觀念向下紮根。
• 建置救護雲端電子化系統，到院前後救護資訊聯繫

更及時。
• 辦理各場所自衛消防編組演練驗證，提升自我防衛

功能。
• 建置無線電中繼台，全縣通訊無死角。



未來目標



災害防救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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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目標

縣級 → 強化實體運作成效

中期目標

鄉鎮市級 → 輔導防救災執行機制

長期目標

村里 → 推廣培育韌性社區組織



農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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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影響，對於低溫造成
之農作物或人員傷害之防範措施及災防
觀念須持續宣導並落實，加強民眾之危
機意識。

• 深化本縣各鄉鎮寒害潛勢空間圖資，加
強掌握風險高之土地分布及作物類別，
作為加強防災措施及災情掌握熱點。

• 防堵非洲豬瘟
• 持續向民眾、養豬戶及相關產業團體宣導

「不攜入、不購入疫區肉製品」
• 提升相關生物安全措施、確認豬隻健康



民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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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對民眾疏散撤離路線的宣導作為。
• 辦理村里型疏散撤離訓練。
• 開發與村里基層之多元訊息聯繫管道。



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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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規劃、建置與營造韌性防災校園環境氛圍，並扎根於生活教育之中。

• 縣屬各級學校於110年前全數完成防災校園基礎建置作業。

• 鼓勵各級學校研發切合在地災害潛勢之防災教育活動。

• 強化落實學校無預警地震避難疏散演練，提升自我防護與自救之防災素養。

• 強化提升防災教育推廣示範基地之效能，辦理相關防災教育推廣交流教育活動，
以提升各級學校推廣防災教育之效能，藉以落實防災校園之目標。

• 以災害風險管理思維，強化提升各級學校對於各類型災害之緊急應變處理機制。



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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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結合福利地圖系統
• 增加社福機構是否位於災害潛勢地

區之查詢功能，以期讓民眾/機構人
員提升對災害防救之觀念

https://sa.hl.gov.tw/bin/index.php?Plugin=o_hl&Action=ohlmap



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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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本縣特種搜救隊訓練基地，強化本縣消防、義消特搜隊救災能
力。

• 厚植東部地區聯合救災默契，深化「宜花東花木蘭連線」區域聯防。
• 打造功能完善之防災教育館，提供本縣鄉親充實防災新知好所在。



營造美麗花園城市
深耕防災韌性社區

花蓮縣災害防救辦公室

國際智慧城市 觀光友善花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