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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土石流防灾体系之探讨

李锦育
(屏东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系 ,台湾屏东 91201)

摘　要:台湾地区因先天地质及气候的影响 ,加上后天人为不当的开发 , 致使土石流灾害频生 , 而一般民众在面对

灾害来临时 , 大多是惊慌失措且无法实时应变 , 因而造成重大生命与财产的损失 ,因此如何加强民众对于灾害防救

的认知 , 实为应尽速面对的防灾研究课题。土石流的防治从过去的硬件工程治理转而重视软件的避灾措施;本研

究从法令 、组织与实际运作三层面探讨土石流防救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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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防灾措施可分为阻止土石流破坏力暴发

的硬件治灾措施与灾害发生前通过监测系统 、事先

预警灾害的发生 ,通知危险区域民众紧急避难 ,减轻

土石流造成损失之软件避灾措施。 2000-06 -30

台湾地区颁布实施灾害防救法 ,期望藉由法令约束 ,

使灾害防救工作真正落实并强化防救灾组织体系;

2002-02-22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颁布实施土

石流灾害防救业务计划 ,为使计划顺利推动 ,乃拟订

《土石流防灾疏散避难作业程序 》、《土石流灾情搜

集与通报作业程序》、《土石流防灾教育宣导暨宣导

实施要领 》、 《土石流灾害预报与警报作业程序 》、

《防止土石流二次灾害暨复原重建作业程序 》。以

建立土石流灾害防救体系中各阶段之实施应变运作

机制 ,规范各防救灾业务整合与协调 ,落实土石流灾

害防救业务推动 ,并提供地区灾害防救计划拟定之

参考。 2004年艾利 、海马台风挟带豪雨 ,又在中台

湾造成重大土石流灾害 ,而从灾后的检讨中 ,发现土

石流防救灾体系在地方政府部分 ,因经费不足 、人员

无灾害防救方面的学识素养 ,造成土石流灾害防救

业务计划无法确实落实;因此 ,如何解决基层防灾体

系财源及人员训练问题 ,乃是当务之急。

1　土石流防灾策略

土石流灾发是瞬间且急迫 ,所以短时间内必须

做出正确决策 、采取适当因应措施 ,以保护附近居民

的安全;因此土石流整体之防灾策略规划与灾害管

理是刻不容缓工作 。完整的防救对策应包含灾前的

整备 ,灾时的紧急应变及灾后复原重建 ,对于灾情预

报警报 、防灾避难疏散 、防灾教育宣导 、灾情搜集与

通报及防灾演练等都属防救灾体系范畴 ,相关措施

更需要一套简易作业流程 ,藉以强化政府与民众之

防救灾能力 ,提升紧急应变之效率 ,亦能增加灾害处

理之效能 。为有效支持与整合各级政府灾害管理工

作 ,建立《整合性灾变管理系统 》,将灾变管理导入

多元化目标 ,强调整合各级政府与涵盖所有灾难类

型之整合性灾变管理体系;将灾害发生过程分为减

灾 、整备 、应变 、复原等 4个阶段 ,如图 1所示 。而土

石流防救灾工作依灾害发生之过程分述为:

1.减灾阶段:主要透过政策管理及各种因应措

施 ,防止灾害之发生或减轻灾害之影响;例如透过土

地使用管制 ,将灾害敏感区限制开发 ,鼓励民众购买



图 1　灾害管理四个阶段

Fig.1　Fourstepsofdisastermanagement

保险等 。

2.整备阶段:灾害来临前之准备 ,使其有足够

的能力熟悉运作程序 、减少灾害损失。减灾行动并

不能抑制所有灾害发生 ,灾害发生常为一瞬间的变

化 ,要临危不乱 、避免灾害扩大与灾情损失 ,必须于

平时做好充分准备 ,应用灾害发生时可能产生的各

种状况 。主要包括:训练 、计划与警告 。

3.应变阶段:灾害发生时的因应措施 ,需有集

迫性之行动 ,依事先拟定之灾害应变计划 ,动员救灾

人力并启动紧急医疗救护系统 ,于第一时间抢救人

民生命及财产 ,并迅速疏散 、收容与撤离灾民。主要

包含:成立灾害应变中心 、动员 、灾民的收容与撤离 、

紧急医疗救护系统之运作 、实施交通管制与防止二

次灾害发生 。

4.复建阶段:复建行动为重建公共建设 、让社

会与经济恢复正常运作之长期政策 ,并配合减灾行

动使灾害后恢复至灾前的措施 。

土石流灾害防救业务计划即是依据灾害管理各

阶段工作重点进行调整并增列相关作业程序 ,分别

为 《土石流防灾疏散避难作业程序 》、《土石流灾情

搜集与通报作业程序 》、《土石流防灾教育宣导暨宣

导实施要领 》、《土石流灾害预报与警报作业程序》、

《防止土石流二次灾害暨复原重建作业程序》。建立

土石流灾害防救体系中各阶段之实施应变运作机制 ,

规范各防救灾业务整合与协调 ,落实土石流灾害防救

业务推动 ,并提供地区灾害防救计划拟定之参考。

2 　从法令 、组织及运作层面探讨土石
流防灾体系

　　拟定完善的防灾计划 ,随时做好灾害应变的整

体工作 ,应是现阶段应有的认识;事先具有强烈防灾

意识 ,配合事前完整抢救灾演练 ,在灾害发生时能由

适当的单位进行统一的指挥与调度 ,将是减轻灾情

不二法门 。以下从法令 、组织及运作层面探讨土石

流防灾体系。

. 　从法令面探讨

有健全的防灾规划 ,才能在灾害发生时 ,发挥实

时救护的功效 。建议应建立一套中央至地方层级之

防救灾体系;各灾害主管机关应负责指挥 、督导 、协

调各相关机关及地方政府执行各项灾害防救工作 。

为强化灾害防救功能确保百姓生命 、身体 、财产之安

全 ,针对特种灾害而定之防灾体系 ,强化天然灾害预

防相关措施及有效执行灾害抢救与善后处理 ,并加

强教育训练宣导来提升全民对灾害应变能力 。土石

流灾害防救业务计划系依据灾害防救法第十九条 ,

针对土石流所造成天然灾害之防救需要而拟定 ,乃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针对所职掌土石流业务订定之防

救灾相关措施 ,其目的在健全土石流灾害防救体系 ,

强化土石流灾害防救相关措施 ,落实土石流灾害复

原重建 ,推动土石流防灾教育训练及宣导 ,以提升土

石流灾害防救应变能力 ,减轻灾害损失 ,并作为地区

灾害防救计划之拟订依据 。其内容包括总则 、灾害

预防 、灾害紧急应变 、灾后复原重建 、附录等五篇 ,而

其各阶段工作内容如表 1所示 。

.　从组织面探讨

近年来台湾地区多次灾变均造成重大伤亡及损

失 ,使得灾害防救体系遭受严重之考验 ,而追究其原

因在于各防灾业务单位间沟通联系不足 ,防救灾之

执行与推动模式不明确 ,且出现无法规范之情况 。

因此 ,防救灾体系建立对于灾害的减轻有很大帮助 ,

从中央到地方均有完整的防灾管理机制 ,由灾害防

救中心协调指挥抢救事宜 ,以落实救灾工作。为明

确划分各单位之责任 ,加强纵向 、横向联系与整合以

落实防救灾工作 ,土石流防救灾应变组织包含:三级

制行政体系及土石流防灾业务主管机关 、救灾单位

与当地社区自主防灾组织 4个部分 。

2.2.1 　三级制行政体系

台湾地区现行防灾体系分为中央 、县(市)政府

及乡(镇 、市)公所三个层级 ,中央负责研订全局性 、

长期性 、综合性 、指导性的纲要计划 ,涵盖各阶段防

救灾工作之基本方向及规范其性质 ,当灾害发生时

成立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其任务系加强灾害防救相

关机关之纵向指挥 、督导及横向协调 、联系事宜 ,处

理各项灾害应变措施及掌握各种灾害状况 ,实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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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灾情 ,并通报相关单位应变处理并办理灾情之搜

集 、评估 、处理 、汇整及报告事项 ,并提供紧急救灾人

力 、物资之调度 、支持事项 。县 (市)政府负责防救

灾工作 、应变措施 、设备物质之调度分配 ,偏重于灾

前备灾与灾时应变两阶段 ,并落实各项防救灾工作 ,

当灾害有发生之虞或灾害发生时成立灾害应变中

心 ,其任务为落实各项防救灾工作 ,加强行政组织纵

向指挥 、支持防救灾行动 、督导防救灾工作执行及与

各防救灾机关横向协调 、联系与整合事宜 。

2.2.2 　防灾业务主管机关

因应重大灾害 ,订定周全处理计划 ,确保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 ,取决于政府的 《紧急灾难管理 》,而如

何建立一个足以防范多元灾害的整合性紧急管理体

系 ,成立中央至地方一条鞭灾难救援模式 。农业委

员会系为台湾地区土石流灾之中央防救业务主管机

关 ,负责指挥督导协调土石流灾害防救各相关行政

机关及公共事业 ,执行各土石流灾害预防紧急应变

措施及灾后复原重等工作 ,其设有灾害防救紧急应

变小组。水土保持局负责土石流防救灾业务推动 ,

并于有土石流发生之虞时 ,成立土石流灾害应变小

组 ,其任务在于灾情搜集与紧急应变处置 ,并监测气

象局实时雨量信息与土石流观测站之相关现地资

料 ,适时发布土石流警警戒通报 ,以提供各级灾害应

变中心下达疏散避难指令之参考。水土保持局各工

程所则依水土保持局指示 ,成立紧急应变小组 ,处理

紧急应变事宜 。

2.2.3 　救灾单位

目前的救灾单位可分为消防单位 、地方搜救组

表 1　土石流防救灾各阶段工作

Table1　Differentstep' sworksofdisasterpreventionfordebrisflow

工作内容 工作细项

灾

害

预

防

平时减灾
整备国土保安设施 、确保防灾工程设施 、潜势溪流调查 、划定 、防灾疏散避难规划 、灾害防救经

费 、整备气象设施

灾前整备

应变机制建立、灾情搜集通报与分析应用之整备 、搜救 、医疗救护之整备 、紧急运送之整备 、避

难收容之整备、设施 、设备紧急复原工作之整备 、提供受灾居民灾情信息之整备 、防止二次灾害

的整备 、国际支持之受理工作整备 、灾害防救机关之演习训练 、设施设备资料建文件

民众防灾教育训练及宣导

土石流灾害对策之研究与观测

防灾意识之提升 、防灾知识之推广 、防灾训练之实施 、企业防灾之推动土石流灾害对策之研究 、

土石流灾害对策之观测 、灾例搜集分析

灾

害

紧

急

应

变

土石流灾害预报及警报 发布灾害警戒信息 、民众避灾宣导

紧急动员
应变组织 、灾害现场勘查人员之派遣 、灾害应变用气材机械现况之掌握及征用 、动员专技人员

支持勘灾救灾

土石流灾情搜集 、通报及报导 土石流灾情搜集及通报 、土石流灾情掌控握及报导

避难收容 灾民劝告或指示撤离 、避难处所 、临时收容所 、跨县市避难收容 、弱势族群照护

紧急运送 紧急运送原则与执行 、交通运输畅通之确保

卫生保建及防疫 卫生保健 、消毒防疫

提供受灾民众灾情信息 灾情传达受灾民众 、灾情之咨询

支出协助之受理 志工协助体制建立 、民众企业物资援助 、国际救灾支持 、捐助之处理

灾害紧急搜救 、抢险 、抢通及抢修 搜救 、抢救 、抢通 、抢修 、设施设备之紧急复原

紧急医疗救护 、罹难者尸体处理 地方政府紧急医疗救护

灾

后

复

原

重

建

灾后复建工程 办理灾情勘查汇整 、复原重建工程 、灾区土地使用方式 、灾害原因鉴定

复原重建经费 预算编列 、经费补助

灾区重建基本方向 复原重建计划之订定 、复原重建计划性实施 、财政金融措施之支持 、中央政府之协助

紧急复原 毁损设施之迅速修护 、作业程序之简化 、紧复原之原则 、灾区之整洁

计划性复原重建 重建计划建构、防止土石流灾害城乡之营造 、重建方向之整合

灾民生活重建之支援
受灾证明之核发 、生活必需资金之核发 、税捐之减免或缓缓征 、灾民负担之减轻 、灾民之低率贷

款 、灾区居家生活之维持 、灾后重建财源之筹措 、灾后重建对策之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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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及军队 ,但救灾工作仍以消防单位为主 。从历次

重大土石流灾害案例中可发现 ,土石流灾害发生抢

救工作 ,就是挖掘受难者或寻找失踪者 。土石流灾

害是属可预防之灾害 ,如何在土石流灾害未发生前 ,

运用(行)基层防灾体系及社区防救灾组织 ,将土石

流潜势溪流影响范围保护对象疏散至安全避难处

所 ,才是我们应思索的方向 。

2.2.4 　社区防灾组织

当灾害发生时 ,首当其冲的就是当地居民 ,民众

的习惯就是立即寻求政府机关的协助;虽政府行政

体系组织庞大且复杂 ,但仍无法遍及到每一角落 ,所

以当地社区防灾组织就是救灾的主力 。因此 ,建立

以社区为主体的防灾体系 ,乃是当务之急 。社区自

主防灾组织不仅能提高民众防灾意识 ,且本于 《由

下而上 》的精神 ,更能达到减灾 、防灾及实时救灾效

果 。防灾社区在平时即透过居民组织参与 、学习 、了

解社区人 、物 、环境特性 ,并分析掌握社区安全及防

灾上的问题 ,并由居民的共同沟通研讨 ,在专业及行

政的协助下 ,研拟灾害防救对策与推动计划 ,并执行

减灾 、预防 、应变措施 ,降低灾害发生机率与可能灾

害因素 。其目的在让社区具备防救灾功能 ,及灾害

风险管理能力 ,达到社区防灾组织代替以往政府扮

演防救灾的角色 。

. 　从运作面探讨

事前的准备与及早觉察可能造成危机爆发的征

兆 ,是处理灾变案件的重要关键过程。台湾虽然针

对各类案件研拟有标准作业程序 ,但是各个基层执

行单位对相关作业流程 、规定的熟练程度有限 ,对于

可能引发重大灾变危机之症兆的觉察也仍缺乏警觉

性 ,导致如八掌溪事件 、阿玛斯号货轮漏油事件等案

终因反应时间延误 、未能及时进行相关处置作为而

酿成大祸。灾害之发生常因空间与时间不同 ,产生

不同程度之灾情 ,灾害管理应为持续性之工作 ,需经

常时间规划与执行;从平时 、灾前 、灾时到灾后 ,每个

阶段皆具有互相连结之关系 ,应建立一套完整的防

救灾标准作业程序 ,避免平时准备不足影响抢救灾

之进行 。因此建立土石流防救灾标准作业程序乃是

刻不容缓之工作 。

2.3.1 　土石流防灾教育暨宣导实施要领

土石流防灾教育暨宣导实施要领 ,其目的在于

防灾教育与宣导为防灾整备之开始 ,目的在于建立

民众正确之防灾观念 ,提升防灾意识 ,教导民众认识

灾害 、建立正确的风险观念 ,藉此提高居民之危机意

识;并训练居民自救与救人 、提升紧急应变能力。目

前土石流防灾教育宣导与训练 ,几乎是由行政院农

业委员会水土保持局委托学术单位推动该项工作 ,

其目的在让民众认识土石流及其灾害 ,以增进民众

防灾意识 ,激发民众对土石流灾害的忧患意识 ,进而

推动社区防灾观念 ,以强化社区自主防救灾能力 。

另一方面亦对防灾业务相关人员施予教育训练 ,以

充实土石流防灾知能 、提升危机处理能力 ,藉此建立

完善土石流防灾体系。土石流防灾教育宣导与训练

工作 ,在县(市)政府部分 ,则因普遍财政困窘 ,仅能

于每年防汛期前 , 委托学术单位 , 针对辖内各乡

(镇 、市)公所业务承办人员施予土石流防灾应变讲

习 ,藉以强化灾害应变能力。

2.3.2 　土石流防灾疏散避难作业程序

土石流防灾疏散避难作业程序 ,其目的在于透

过演练实施计划并进行疏散演练指导与检讨 ,共同

致力于地区防灾 、避灾 、减灾的预防措施 ,以提升民

众平时之准备及灾害发生时之应变能力 ,降低灾害

对生命 、财产的威胁性 ,进而建全地区防救灾体系 ,

建立由下而上的灾害预防观念和避灾对策。而实施

流程在于为提供各防救灾单位于土石流灾害已发生

或有发生之虞时 ,可顺利疏散居民 、引导居民至安全

避难处所 、强化应变处理之能力 。土石流防灾疏散

避难演练主要是落实土石流防灾疏散避难成果 ,以

及结合社会资源 ,从县市政府 、乡镇公所 、警察单位 、

消防单位 、卫生医疗单位 、社区自卫队及在地民众 ,

模拟土石流灾害情境状况推演;当灾害发生或有发生

之虞时 ,能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及防止灾害扩大 。

2.3.3 　土石流灾害预报与警报作业程序

土石流灾害预报与警报作业程序 ,其目的在于

掌握土石流发生之信息与征兆 ,研判灾害发生之可

能性 ,并藉由预报之发布让民众提高警觉 ,必要时则

发布警报撤离危险地区之民众 ,以达到减灾之效果;

而实施流程在于提供各防救灾单位于土石流灾害已

发生或有发生之虞 ,能顺利发布预报与警报。目前

土石流灾害的预报及警报的发布 ,系农业委员会水

土保持局依据交通部中央气象局所提供的气象预报

及雨量资料 ,并配合该局所研订之土石流警戒基准

值 ,研判灾害发生之可能性 ,适时过电视 、广播媒体 、

网络等方式迅速传递土石流灾害预报讯息 ,提醒民

众随时提高警觉 ,做好防灾准备 ,防范土石流灾害发

生。另一方面 ,农业委员会水土保持局亦将发布土

石流警戒区之讯息通报至县 (市)灾害应变中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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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市)灾害应变中心 ,乡(镇 、市)灾害应变中心

则透过本身应变体系将土石流危险区域保护对象疏

散至避难处所。

2.3.4 　土石流灾情搜集与通报作业程序

土石流灾情搜集与通报作业程序 ,其目的在于

建构完善之通报系统与健全之紧急应变体系 ,迅速

掌握灾害状况 、实时通报传递灾情 ,以期灾时能迅速

确实搜集相关信息及联系各方单位以取得协助 ,综

合运用各项防灾资源与信息 ,并作为灾时分析与拟

订紧急应变措施之依据。目前土石流灾情通报 ,主

要是靠民众的报案 、村里长与警察单位的通报及媒

体的报导 ,各级灾害应变中心才能得到灾害的讯息 。

再由乡(镇 、市)灾害应变中心派员前往救灾并确认

灾情 ,并将实际灾情通报县(市)灾害应变中心 ,县

(市)灾害应变中心依灾情规模 ,调度相关救灾人员

及机具前往抢救。但 2004年新竹县五峰乡土场部

落因土体瞬间崩塌 ,造成重大伤亡 ,其相关灾情却在

灾害发生 2d后才确认 ,其原因系该部落位偏远山

区 ,在台风来临时 ,其一般对外通讯系统已损坏 ,仅

剩警用通报系统对外联系。不幸 ,当地派出所却在

土体崩塌瞬间已遭掩埋 ,使部落对外通讯完全断绝 ,

外界无法得知灾情 。因此 ,农业委员会水土保持局

为不让此事件再重演 ,乃于 2005-04-28于各土石

流危险地区成立土石流防灾专员 ,期于行政系统通

报体系外 ,再增加一组体制外的通报体系 ,避免重演

重大灾害发生时 ,整个对外联系管道完全中断的窘

态 。

2.3.5 　防止土石流二次灾害作业程序

防止土石流二次灾害作业程序 ,其目的在于地

震 、台风 、洪水灾害过后 ,松散的地质结构 、大量的雨

水 ,常是引发土石流灾害之关键 ,对此二次灾害之防

范应特别重视。因土石流灾害常挟带大量的砂石 ,

强大的破坏力更造成中 、下游民众的威胁;除了平时

应规划完善的防救灾工作外 ,对于灾后可能发生的

二次灾害更要加以防范 ,灾后应特别加强山坡地与

河川之勘查治理;当土石流灾害发生时 ,地方政府土

石流防灾业务人员虽能实时赶赴灾害现场勘灾 ,但

是否有能力判断有二次灾害的可能性 ,是值得怀疑

的 。如何加强地方政府业务承办人员对土石流灾害

的认识 ,避免救灾人员于二次灾害中受难 ,是值得思

索的问题。事实上 ,从历次土石流重大灾害检讨中 ,

发现基层灾害防救体系确实存在许多问题 ,尤其在

疏散避难这个环节上 ,更是乱无章法 。因此 ,行政院

农业委员会水土保持局于 2004年海马台风过后 ,召

集各部会 、各县市政府及土石流受灾地区乡 (镇 、

市)人员 ,依据灾害防救法第二十四条及土石流灾

害防救业务计划第贰篇第一章第四节 ,研拟土石流

防灾疏散避难作业规定 ,并于 2004-12-23颁布实

施。以法令规定各土石流防灾业务单位应办事项 ,

并将地方政府于防灾应变中每一阶段应办事项标准

程序化 ,且以划定及公告管制区方式 ,严格限制 、禁

止人民进入管制区内 ,且强制执行土石流潜势溪流

影响范围内保护对象疏散撤离 。最重要事项为由最

能掌握当时实际状况的村里长当疏散避难作业指挥

官 ,并由最清楚当地人 、事 、物的村里干事研拟可行

之土石流防灾疏散避难计划 ,进而由当地社区组成

自卫队 ,执行疏散撤离土石流影响范围保护对象工

作;其目的为在提供各防救灾单位于土石流灾害已

发生或有发生之虞时 ,可顺利疏散居民 ,引导居民至

安全避难处所 ,强化应变处理之能力。并提升民众

平时之准备及灾害来临时之应变能力 ,降低灾害对

生命 、财产的威胁性 ,进而建全地区防救灾体系 ,建

立由下而上的灾害预防观念和避灾对策 。其各阶段

工作内容 ,如表 2所示。

3　结论

1.台湾灾害防救体系在设计上 ,采行政体系权

责与单位划分导向 ,并无专责防救灾组织设置;土石

流灾害业务主管机关在中央为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

再依业务隶属关系 ,在县 (市)则为农业局 , 在乡

(镇 、市)为农业课。造成地方政府承办土石流防灾

业务人员 ,只有农业相关学识及技能 ,毫无防救灾的

专业背景 ,形成不懂灾害的人在执行土石流灾害防

救工作 ,致使该业务无法顺利推动 。在制度无法改

变下 ,如何加强基层业务承办人员的土石流防救灾

教育与训练 ,是值得深思问题 。

2.土石流防灾体系中 ,因地方政府财政拮据 ,

导致土石流防灾业务 ,几乎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水

土保持局一肩扛起;这与 《由下而上》的灾害防救理

念背道而驰 ,也是灾害防救工作的绊脚石 ,但地方政

府的财政若不改善 ,这问题终究无法解决。

3.在土石流防灾业务推动中 ,可发现学术单位

扮演极为吃重的角色;也因学术单位加入灾害防救

体系的运作 ,就其专业背景 ,恰好弥补基层灾害防救

体系不足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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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土石流防灾标准作业工作内容

Table2　Contentsofstandardoperationsystemofdisasterpreventionfordebrisflow

工作内容 工作细项

平
时
准
备
事
项

建置防灾数据库 土石流潜势溪流调查与建档 、崩塌敏感区调查与建档 、防救灾资源建档。

研拟疏散与避难计划 疏散路线与避难处所选定 、研订土石流防灾疏散避难计划。

防灾整备 建立保护对象清册 、避难处所整备 、疏散避难人员编组。防灾整备

应

变

作

业

程

序

警戒监控 气象监控 、土石流观测 、现地观测。

灾害分析研判

农委会水土保持局应依据中央气象局提供之降雨预报及历年土石流灾例数据库 ,分析研判土

石流发生之可能性与影响范围。

地方政府应依据现地状况 ,参考各单位所提供相关信息 ,分析研判土石流发生之可能性与影响

范围。

发布土石流警戒区 发布时机 、通报方式。

划定管制区
由地方政府灾害应变中心 ,依据当地雨量及实际状况或参考水土保持局所公布之土石流警戒

区 ,划定并发布管制区范围 ,严格限制 、禁止人民进入并进行疏散撤离。

居民疏散避难与收容

广播宣导撤离,请民众速至避难处所;电话联系村里长或村里干事 ,转知当地居民提早疏散;协

助弱势族群民众等 ,疏散至避难处所;强制疏散:强制疏散警戒区内不肯疏散之居民并送至避

难处所;灾民收容;医疗救护;管制交通;道路抢通;治安维护。

疏散避难执行状况回报
各地疏散避难状况应由乡(镇 、市 、区)灾害应变中心汇整陈报直辖市 、县(市)灾害应变中心 ,

再由直辖市 、县(市)灾害应变中心通报至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或消防署。

预报及警报之解除

农委会水土保持局依据中央气象局提供资料研判后 ,可适时解除土石流警戒区(以绿色灯号显

示),并以电话或传真方式通知县市政府。由地方政府依据当地雨量及实际状况或参考农委会

水土保持局所公布之土石流警戒区 ,适时解除管制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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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sterPreventionSystemforDebrisFlowinTaiwan

LIChinyu
(Department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 NationalPingtu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 Pingtung912, Taiwan, China)

Abstract:InTaiwan, thecongenitalinfluenceofgeologyandclimateandtheunsuitabledevelopmentbypeoplein

thecauseofheavydebrisflowdisastersfrequently.Whenpeoplefacedebrisflowdisaster, theyarealwayspanic-

strickenandcan' tdealinreal-timereaction.Itcausesseriousdamageoflifeandproperty.So, howtostrengthen

knowledgeaboutdisasterpreventionandrespondenceisanimmediateresearchtopicfordisasterpreventionsys-

tem.Fromnowon, it' llbechangingthehardware(engineeringcountermeasurement)tosoftware(disasterpre-

vention);policy, organizationandrealimplementationwillbediscussinginthisstudy.

Keywords:debrisflow;disaster;disasterprevention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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