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災教材教案下載使用說明 
 

本教材已經過教育部「101 年度防災教育教材統整計畫」之教材教案審議委員審查，

審查結果如下： 

教材名稱：防颱防洪應變措施（編號：SHFDTP03） 

學習階段：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專院校 

作者：吳瑞賢教授統籌 

勘誤說明：以下內容均已按照審查委員意見修正；如有無法修正之處，皆已加註於內文

附近，請參閱。 

防災素養指標：依照教育部「校園師生防災教育素養檢測計畫」所修定之防災素養指標，

建議「高中職」教材教案應符合下列 E1~E20 的指標。經審議委員評定，本教材符合之

素養項目已於下表中以打「Ｖ」標示。 

編號 符合 對應之素養內涵 

E1  能說出各類型災害的成因與特性。 

E2  能分析災害發生的過程以及其與人、環境之間的關連性。 

E3 v 能了解災害預防的工作項目與步驟。 

E4 v 能分析出生活環境中引發災害的因子，並設法加以改善。 

E5 v ※能了解本地可能發生哪些複合式的災害，並及早因應及防備。 

E6 v 能在災害發生時，採取適當應變措施與救援行動。 

E7 v 能了解不同類型災害發生後，處理及救援的順序。 

E8 v 能留意各項防災警訊出現異常，並做出正確之反應。 

E9 v 能留意各項防災設施是否可以正常操作使用。 

E10 v 能警覺自身生活空間的危險因子，並設法排除以維持安全環境 

E11  ※能覺察環境的安全狀況及永續性，並加以維護及改進。 

E12 v 能理解災害預防勝於災後的處理。 

E13 v 能體認防災是社會資本投入災害處理的最好方法。 

E14 v 能體認防災救護工作是個人應盡之責任。 

E15 v 
能主動將防災資訊傳遞給他人，並和師長或家人討論如何減少潛在危

險或災害的發生。 

E16  當有災害發生，有責任協助學校及社區進行防災及救護工作。 

E17 v 能操作生活中的各項防災、救援設備與器具。 

E18 v 能瞭解所處環境的避難路線與場所所在地方。 

E19 v 能在災害發生時選擇正確的避災方式與場所。 

E20 v 能在災後協助社區或學校進行災後救援工作。 

 

審議委員：王价巨、方慶林、古建國、李文正、李秀珍、林文安、金若蘭、施邦築、洪榮昭、馬士元、

張建興、張添晉、陳文龍、陳柏華、陳政任、陳建元、陳淑惠、陳麗秋、單信瑜、黃小玲、

董建成、廖冠群、劉文章、蔡元芳、賴素麗、羅麗惠、鄭進山、歐陽嶠暉（教育部臺環字第

101233883 號函核覆同意後聘請之；審議委員含括不同專長之專家學者與實務專家，委員依姓

氏筆劃數排序）。 
執行單位：國立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 



第四章 防颱防洪應變措施 

4.1  颱風災害防治 

於民國 85 年 7 月 31 日間強烈賀伯颱風過境臺灣，伴隨其而來的豪雨，造

成了各地水、土災害的發生，生命及財產損失之相當嚴重，是近年來少見的。

而這次災害的發生，顯示了人類在與自然環境的互動上值得加以深思的許多問

題，對於這些問題發生的原因加以說明，將有助日後在防災上採行適當的措

施，降低災害所造成之損失。 

 

4.1.1 颱風來臨災前整備 

1.颱風來襲前，可至中央氣象局網站或利用

「166 

 
 

 
 

、167」氣象錄音電話，隨時注意最新颱風

動向， 做好各項防颱準備。 

 

2.如果您正在郊外登山露營應儘早返家，預

定登 山、露營但尚未出發者，則應取消行程。 

 

3.如住所地勢低漥，有淹水之虞，應及早遷

移至 較高處所或樓上。 

 

4.如果您居住在山坡地或土石易崩之處應儘

快離 開該區域。（如果沒有其他親屬住處可居住，

可以至緊急開設之收容所居住）。 

 

5.沿海地區居民應注意潮汐，防止海水倒灌。 

 

6.應準備蠟燭或手電筒，以防停電時造成不便。 

 
 
        

                 
 

 
 
 
 
 
 
 



 
 

       
 
 
 
            
7.檢查門窗是否牢靠，關閉非必要門窗，必要時應加釘木板。 
 
8.房屋外、庭院內，各種懸掛物件應即取下收藏（廣告招牌應釘牢），避免被風

吹落，變成傷人利器。 
 
9.庭園樹木均應加支架保護並修剪樹枝，以防折損或損毀建築物。 
 
10.清理水溝渠道，保持暢通，以免堵塞造成積水。 
 
11.可多備三、四日之食物、蔬果或乾糧以備不時之需。 
 
12.儲水備用，以防斷電停水。 
 
 

          
 
  

          
  
 
 

             



 
 
 
 
 
 
 
13.怕雨水浸濕而可移動的物件，應該移到適當場所存放。 
 
14.居住在鄉間的養猪戶等畜牧業，應檢查牛欄、猪舍、雞舍，以免造成損失，

或將所畜養之動物移往較安全地方。 
 
15.於河邊工（耕）作者，應儘早離開，防止被洪水圍困；亦應避免至海岸、溪

流觀浪、戲水、撿拾石頭、捕魚、釣魚。 
 
 

    

 
   

4.1.2 颱風來臨災時應變 

 
1.如住宅堅固又不受海嘯、洪水影響，應留在家中。 
 
2.若停電時，使用燭火應遠離可燃物，小心造成火災。 
 
3.千萬別到海堤觀浪、戲水、撿拾石頭、釣魚，以免發生意外。 
 
4.看到街上或室外斷落的電線，不可用手觸摸，應通知電力公司或消防單位 119
前往處理。 

 



   
 

       
 
5.當颱風眼經過時，天氣會暫時轉好，風停雨息，千萬不可離開住所，可能數十

分鐘後，暴風雨會再度襲擊。 
 
6.颱風期間若不得已在外駕車應減速慢行，注意交通安全。 
 
7.行駛中車輛遇強風侵襲，應停於路邊或找安全處所掩避，不可強行駕駛。 
 

     

 
                                                                  

4.1.3 颱風過後災後復建處理 

1.颱風剛過應避免外出，因大雨過後，部分水溝、坑洞被水淹蓋潛伏危險性。 
 
2.收聽氣象報告或收音機確定颱風已離開後始可外出，外出時也應該要隨時注意

是否有物品掉落。 



 
3.發現淹水或交通受阻地段請用電話或就近通知派出所或消防單位。 
 
4.若有災害損失，請通知警察派出所或消防單位 119 ， 作為災害檢討之統計，

並作防災之進一歩參考。 
 

       
 

                         
（資料來源：內政部消防署） 

4.2 洪水災害防治 
台灣位處亞熱帶季風氣候區，四面環海、多高山、平原小，河流短蹇，常因

暖濕氣流受山脈阻擋，升志適當高度後，其挾帶之水氣易凝結而降雨。當雨量每

小時超過 15 公厘或日雨量超過 130 公釐以上時則稱「豪雨」，極易造成災害。

又常因河川狹小陡峭致造成山洪爆發或土石流等洪水災害。尤其台北市地形屬於

盆地型態，周圍環繞淡水河、基隆河、新店溪等河川，遇暴風雨、豪雨又遇海水

漲潮極易發生水災。 
洪災的防治如圖 4-1。 



洪洪災災防防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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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洪災的防治 

 
    99年8月4日修正「災害防救法」，設立「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並配置專

責人力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使防救災業務功能更明確化與專責化，加

上增加國軍主動協助救災之規定，更加強化了現有之防救災機制，達成由中央到

地方「平戰合一」之防救災體系建構；另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賡續辦理中央災

害防救組織調整作業。因而，完備之洪災防治工作，應考慮平時防洪減災措施、

汛期來臨前之整備演練、洪災發生時應變措施及災後復原重建之規劃等，研訂有

實質內容的水災防救業務計畫，才能更有效地將洪災損失降至最小。分別說明如下：  
1. 洪災平時減災： 
    減災為防災工作中最為重要的一環，此階段需掌握可能發生洪災情勢，進行

危險度分析與可能災害境況模擬，如何預防洪水災害： 
（1）不濫墾山坡地，注意水土保持。 
（2）勿將廢土、垃圾傾倒於河川或排水溝內。 
（3）自宅附近之排水溝應常清理，以保持水流暢通。 
（4）遇颱風豪雨，易發生水災，低漥地區、地下室等易淹水地區不要住 

人，自動搬往高處地方居住。 
（5）市區排水溝渠損壞請速通知養護工程單位修護。如係排水溝堵 

塞、積水，請即通知環保單位清理。 

（6）堤外居民應注意豪雨消息，提早疏散到安全區域。 

（7）應聽從消防人員之指揮，作必要之疏散。 
 
2. 洪災災前整備： 
       整備階段係針對可能發生的災害，藉由嚴密的計畫、訓練及演練的方式

來建    立緊急處理的能力，以期能有效率地做好對洪災之防救工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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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區下水道系統疏浚，抽水站維護，救災機具及民生物資整備。 
（2）逃生路線之規劃，災民收容所規劃設置，緊急救災計畫的研訂，分配各個

救災      人員的任務。 
（3）定期做防洪教育演習及緊急救災的演習演練，讓救災人員均能熟習其任務，

並      確實檢討救災物資的儲備是否充足。 

 
3. 洪災災時應變： 
      應變階段是災害管理的重要關鍵時間，必須在極短時間內掌握預報、警報

及災    情資訊，並對未來可能災情做出研判後，藉由有效率的指揮系統，進行應變的

工作： 

（1）災情查報及彙整。 
（2）可能受災者的疏散與避難、受難者之搶救及醫療照顧及緊急設備與補給物

品的      配置。 
（3）交通管制、水利設施緊急搶救、受損建物的診斷及恢復必須的公共服務等

因應      措施為主要工作，以防止災害損失之擴大。 

 
4. 洪災災後復建： 

  復建階段工作包括復原與重建，必須優先使受災地區之個人、商業、政

府單    位能夠恢復正常運作，不遭受進一步的災害。大規模洪災事件發生後，災區

復建    工作包括：。 

（1）低漥地區及地下室積水，應設置警戒標示，並應速抽取復原，避免人員陷

溺。 
（2）水災夾雜泥沙、垃圾應速清理整潔並予消毒避免蚊蟲病媒滋生。 
（3）災區防疫工作及災民收容所之救援物資供應、地下水蓄水池易受污染，應

徹底清洗，避免污染。 
（4）災損勘查及資料彙整及二次災害防治。 
（5）罹難者之安置及受難災民之心理輔導、輔導就業與生活重建及產業復甦與

觀光      重建。 

（6）環境復原：公共設施及維生管線復原重建、住宅及社區復原重建、古蹟與

歷史建築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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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堤外居民應注意豪雨消息，提早疏散到安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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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方塊
（4）應聽從消防人員之指揮，作必要之疏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