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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初期應變處置

報告時間：107年7月20日
報告單位：內政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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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即啟動災情查證，提升災害應變層級

二、同步陸空調度，支援花蓮救災

三、成立前進協調所統籌協調救災

四、啟動建築物緊急鑑定作業

五、疏散收容照護災民

六、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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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即啟動災情查證，提升災害應變層級

3

本(107)年2月6日23時50分花蓮縣近海發生芮氏規模6.0、深度10

公里地震，本部消防署立即聯繫各機關(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查

證災情，並透過LINE及FACEBOOK等社群管道獲悉花蓮統帥飯店倒塌

及路面有裂縫訊息時，隨即通知花蓮縣消防局派員前往確認，並同步

提升災害應變層級。

掌握建築物倒塌災情後，立即於震後10分鐘內(107年2月6日24

時)，成立0206花蓮震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報各相關部會進駐，共

同因應災害處置，並啟動陸空救災調度。而指揮官與院長當時亦於1小

時內立即前往應變中心了解災情狀況，開設期間除開設9次工作會報及

1次情資研判會議，並7度親自召開記者會對外說明救災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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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步陸空調度，支援花蓮救災

4

•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於7日0時25分即啟動陸空救災調度，派遣空勤

總隊黑鷹直升機NA-703進行空勘，並陸續調派本部消防署及各縣

市等19支搜救隊及國軍支援花蓮縣。因應道路橋梁中斷，於7日0

時31分調派國軍C-130、S70C等航空器至臺北松山機場，載運救

災人員趕赴花蓮災區，迄7日5時止共計調度206名搜救人員、12

隻搜救犬趕抵花蓮縣災區進行救災工作，其中透過空運150名搜救

人員、9隻搜救犬，經由陸運56名搜救人員、3隻搜救犬。

• 本次花蓮震災期間總計調度搜救人員1,857人次、軍方2,431名、

民間團體共計554人次以及搜救犬65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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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1時15分指派本部消防署(救災救護

指揮中心)劉主任率北部特搜分隊5人擔

任先遣小組，前往松山機場搭乘空勤總

隊AS-365前往花蓮市，並於7日5時成

立前進協調所(1時30分增派本部消防署

謝副署長等5位前往)，強化協調整合效

能。

三、成立前進協調所統籌協調救災
(一)即時派遣先遣小組赴災區評估

並成立前進協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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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3時27分本部消防署先遣小組
回報雲翠大樓現場傾斜，需鋼構
及重機具協助，本部消防署經會
商災防辦、本部營建署、水利署
及交通部提供廠商資訊，經由前
線各救災單位共同決議，請久和
工程行載送9公尺鋼梁20支，於9
時抵達後，陸續結合消波塊、水
泥鞏固基礎，完成11組鋼梁架
設，有效保障搜救環境安全。

(二)強化傾斜建築物救災安全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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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失聯人數有效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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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月7日11時獲報失聯人口計
183名，本部警政署利用科技視訊的方
式，指揮第一線花蓮縣警察局，立即建
立受災大樓住戶及住客資料，調集具刑
事專才及各地尋人高手，成立尋人特蒐
隊，並協調電信公司分析過濾，利用戶
籍資料、關聯式分析平臺系統，透過台
電用戶資料，取得聯絡方式，逐一電話
查詢，再經比對就醫及安置資料，迄2
月8日17時30分排除至僅剩7名，於最
短時間有效掌握真實失聯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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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啟動建築物緊急鑑定作業

0206花蓮震災期間開設3處收容處所，累計收容830人。

五、疏散收容照護災民

本部營建署自7日起調度建築師及土木技師等50人專業技師
團隊，共累計359人，支援花蓮縣執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工作。
期間通報危險建築物462件，計判定紅色危險標誌者18件，拆除
11件；黃色危險標誌14件，1件已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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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9

本次應變期間各項運作均有較以往更為精進的做

法，例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的即時啟動、救災人力資

源的立即調度、強化傾斜建物支撐策略、動員警政體

系協助清查失聯人數、指揮官親自主持記者會、快速

啟動建築物緊急鑑定作業等等，有效提升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運作效能，將災害損失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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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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