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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本縣觀光發展與開發日漸成型，公共安全問題日趨複雜，不同

形式之各類災害種類亦逐漸增多，消防人員執行人命救助方式亦需不斷改

進，救助技巧訓練之主要目的為因應各種不同災害發生時之搶救，除如何

利用簡便之器材或目前主要之消防裝備進行不同災害情況下人員受困救援

外，另為因應時代之變遷，針對大型天然災害如地震等使用高科技器材進

行搶救亦為救助發展目標之ㄧ，撇除高科技裝備之使用，救助訓練之基本

架構應為建立在基礎器材之訓練及應用上，如何使用繩索、鉤環、滑輪等簡

易器材發揮出多元之人命搶救功能，亦為救助之主體精神。

二、研究目的：

    目前消防人員救助之基礎訓練大體為建構在山難、陸地救生及水上救生之

搶救上，使用之各式裝備及面臨之災害狀況亦繁多，惟消防人員一般通常

最為普遍使用之器材不外乎為繩索（4 米繩、布魯治繩等）、鉤環（D 型環、8

字環、O 型環等）、滑輪（單滑輪、雙滑輪等）、上昇下降器、急難吊帶、鋁梯、



雙節梯、擔架等一般消防分隊常見之器材，各式之搶救技巧亦為構築在不同

裝備器材搭配之演變上，如何可在各式災害發生上發揮更多之搶救方式。

  第二章、救助技能使用緣起及看法

一、救助技巧應用救災之緣起及訓練內容

            台灣救助人員培訓應由民國 85 年消防署「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成立消防救助

隊指導要點」開始，為執行積極性消防救災及火場人命搜救任務，故遴選優秀

消防人員參加專業消防技能訓練，藉以培養人命救助戰技、戰術及特殊災害處

理能力，以提昇消防戰力、強化救災功能，依消防署「直轄市、縣（市）消防機

關消防救助人員培訓課程基準表」，訓練內容分為水上救生訓練（學習側泳、抬

頭捷泳、抬頭蛙泳、基本仰泳、入水法、接近法、起岸法、防禦法、解脫法、帶人法、

踩水、仰飄、水母漂、韻律呼吸、抽筋自解、絞繩機使用、魚雷浮標使用、救生板使

用、橡皮艇、機動艇介紹與操作等）、急流救生訓練（急流游泳、急流翻舟自救、

急流涉水訓練、快速艇操作及救生、橡皮艇操作及救生、拋繩槍操作及應用、架繩

救生訓練等）、救助戰術及火場救生、器具應用（空氣呼吸器結構認識及使用、

破壞器材介紹及操作、雙節梯使用及操作、掛梯使用及操作、捲揚設備操作與應

用等）、基本繩結及應用（基本結繩、應用結繩、器具結繩、安全確保訓練、繩索

下降訓練、繩索橫渡訓練、繩索上登訓練、繩索滑降訓練等）、救助戰技訓練（固

定點架設、雙節梯低所救出、消防梯應用救出、擔架固定水平救出、布魯茲克快速

救出、低所救助、高所救助、火場搜索法、坑道救助法、立坑救助法、人命救助想定

訓練、交通事故救助訓練、雲梯車應用救助訓練、直昇機救助訓練、高樓救助作業

綜合演練等）、山地救生訓練（繩結暨固定點選擇與運用、繩網及簡易擔架製作、

平衡攀登、滯空下降、上昇器攀登與橫渡、省力滑車結構與應用、鋁梯應用與通過、

山地傷患後送等）、封閉建築及地下室搶救、油類火災搶救、特種災害搶救、傷患

運送搬運法、濃煙測試與搜救訓練等。

二、救助技能之看法

    消防人員救助訓練中，對於各式之應用救助技能，常為一種傷患待救狀況發

明出使用不同方式進行救助，目的為能於救助現場提供救助人員視現有之器材

考量可使用之方式，救助技能之使用不需一成不變，能於最適當之情況下有效

達成目的即可，甚至於自己評估或變通下交替運用或更動技巧方式亦無不可，

許多救助技能或方式亦是經由不斷改動下發明而出並作為教材方式教導，故每

種救助技能於學習應非死板吸收才對。

第三章、消防人員應用救助技能中一般常用之救助器材認



識

一 、應用救助技能中一般普遍且最為常用之救助器材認識

      現行消防人員對於救助技巧之學習，一般為參照內政部消防署「直轄

市、縣(市)消防機關成立消防救助隊指導要點」進行為期 12週之人員救助訓

練，教導受訓學員於 12週內依「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消防救助人員培

訓課程基準表」學習 1. 水上、激流、海浪救生 2.救助基礎理論 3.救助器具應

用 4.基本繩結及應用 5.救助戰技訓練 6.山地救生專業訓練及其他相關課程，

扣除較為大型之車輛裝備及精密器材如GPS等，課程一般最常使用到之器

材裝備為

（一）繩索：品質一般分為棉繩索、麻繩索、聚乙烯繩索、聚丙烯繩索、維

 尼龍繩索、聚酯繩索、尼龍繩索等，視不同情況下可使用不同種類之

繩索，惟一般消防人員使用之繩索均為經過認證，於安全有一定保障。

（二）雙節梯、鋁梯、掛梯等：應用於傷患搶救之協助。

（三）上升下降器、滑輪、鉤環等：搭配繩索進行搬運及人員上升下降。

二、應用救助技能中普遍且最為常用之救助器材使用方式認識

 （一）繩索於一般使用中，最常使用之繩結大致分為以下 10 種：

       平結：特性為適合相同材質、大小繩索之結合，應用於座位席結、擔架結

             所等。

      接索結：特性為適合大小不同繩索或濕繩之結合，應用於 2條繩索之結合。

      蝴蝶結：特性為繩索展張時最常使用的結繩法，應用於纏身結，吸水管結

              索等。

      撐人結：特性為結成圓圈方法中最有行利用價值者，應用於纏身結、吸水

              管結索等。

      布魯斯克結：特性為繩索荷重則拉緊，反之則鬆弛，應用於高所上登。

      栓馬結：特性為使用繩子之摩擦力使繫光滑物體表面不易滑掉，特性為固

定水帶接頭及懸吊各式裝備器材。

      雙重繫船結：特性為兩環大小可調整，人員可坐於兩環內從事作業，應用

於高、低所之人命救助。

      三重繫船結：特性為可將不醒人事之傷患吊下，應用於高、低所之人命救

             助。

      節結：特性為每個結之距離應均等，應用於低樓層人命救助、徒手上登等。

      纏身結：特性為橫渡、架設、操作人員之確保，應用於搜索法、人員確保

             等。

（二）協助補助之繩結則有止滑結、半結等，其他種類之繩結尚有單結：用於固



定其他繩結的繩尾、八字結：使用於安全吊帶上，為目前攀登時最常用之

繩結、水結：用於連接扁帶、稱人結：加強人員之確保用、雙重稱人結：改

良式稱人結、漁人結：用於連接繩子或扁帶、雙套結：架設確保時常會應

用此結、普魯士結：爬繩子時使用、鞍帶結：連接岩釘與鉤環等等，繩結

之應用很廣，各式不同之繩結有其不同之使用目的，惟繩結之使用並非

一成不變，個人於使用上仍以便利實用為主，甚至可獨立創造自我之繩

結，上述之繩結應用亦是於不斷嘗試中發展而來。

 （三）雙節梯、鋁梯、掛梯等通常除獨立使用於災害搶救中外，於救助訓練中最

常使用之方式反而為搭配繩索應用於人命救助，如：

掛梯操作：人員 3名（指揮手 1名、操作手 2名），使用長度 8 米繩索 1

條，掛梯 1具，使用於雙節梯無法到達救助之樓層或巷道狹窄、雲梯車

無法靠近處所。

雙節梯加掛梯應用救出：人員 4名（指揮手 1名、操作手3名），使用

雙節梯 1具、掛梯 1具、長度 20 米繩索 1條、長度 8 米繩索 1條，長度 4

米繩索 3條，使用時機為救助傷患。

雙節梯應用救出：人員 4名（指揮手 1名、操作手3名），使用雙節梯 1

具、長度 20 米繩索 1條，使用時機為傷患行動不便，借此下送或人員卡

於 1樓之遮雨棚或露天陽台上面。

雙節梯緊急避難救出：人員 4名（指揮手 1名、操作手3名），雙節梯 1

具、長度 20 米繩索 1條，使用時機為多數待救民眾，無法藉由樓梯或雲

梯車到達地面層等。

雙節梯擔架應用救助：人員 5名（指揮手 1名、操作手 4名），使用長

度 30 米繩 1條、長度 8 米繩 1條、長度 4 米繩索 6條、雙節梯 1具、擔架 1

具、鉤環 3個、火鉤 2支，使用時機為救助 2樓不易移動之民眾，使其平

躺移送至地面。

雙節梯擔架水平應用救助：人員 5名（指揮手 1名、操作手 4名），使

用長度 30 米繩 1條、長度 8 米繩 1條、長度 4 米繩索 4條、雙節梯 1具、擔

架 1具、鉤環 1個，使用時機亦為救助 2樓不易移動之民眾，使其順利

移送至地面。

固定點擔架水平救助：人員 5名（指揮手 1名、操作手 4名），使用長

度 45 米繩 2條、長度 30 米繩 1條，長度 4 米繩索 3條、急造擔架 1具、鉤

環 5個，使用時機為民眾位於下方無法佣人力搬運，以簡易捲揚器架

設將民眾水平救出。

高樓低所救出：人員 7名（指揮手 1名、操作手 5名、下方確保 1名），

使用長度 45 米繩 3條、長度 30 米繩 1條、鉤環 8個、滑輪 2個、空氣呼吸

器 2組、救難吊帶 1條，使用時機為救助山谷或坑道內等地方之傷患，

使之順利運送至地面。

雙節梯低所救助：人員 7名（指揮手 1名、操作手6名），使用長度 30



米繩 1條、長度 20 米繩 1條、長度 8 米繩 2條、長度 4 米繩 3條、雙節梯 1

具、鉤環 6個、滑輪 3個、救難吊帶 1條，使用時機亦為救助山谷或坑道

內等地方之傷患，使之順利運送至地面。

上述僅為部份應用雙節梯、掛梯等器材之救助方式，可發現同樣一種傷

患待救狀況，可因使用之不同器材，達到同樣之運送或救助效果。

  （三）上升下降器、滑輪、鉤環等為搭配繩索、雙節梯、鋁梯、掛梯等應用，

        如人員單繩及雙繩以「之」字形下降、座位式下降、正面式下降、座位式倒掛下

降、正面式倒掛下降、捲揚器低所救助暨省力滑車組架設、人員上登下降

使用。

     第四章、如何提升改進應用救助技能

            救助技能之產生係為提高災害之搶救效能及人命之救助，現有作為教材教導

之各項技巧方式，亦是經過許多人不斷嘗試、探討、研究所歸納出來的，惟

現有之種類及方式並非就是最有效及最完美的，如同救護技術一樣，總是

有不同之論點出現，討論如何才是有效快速的，救助技能要改進提昇也是

要一直檢討改進並攤開供人使用驗證才行，如何提升目前之救助技能，惟

有集合人員之集思廣益及看法，方能促進救助技能應用，目前消防之主管

機關消防署正研商提升消防人員各式救助技能之方案，提升改進各項技能

亦可朝此方向進行，目前草擬內容為：

  一、為磨勵消防人員、民間救難志工、義消等之救助技能，辦理消防人員「裝備操

作知能與搶救技術」及「特殊災害搶救知能與技術」之評比，其中：

    （一）設備操作知能或搶救技術：以救災使用設備之功能或運用，或針對消

防及防救災技術等，進行模擬講解或說明，並適度輔以設備或儀器操作

進行，參加評比者可自備任何裝備器材、以PowerPoint、書面簡報或其他

適當方式進行，並視專長選擇各種消防及防救災需用設備器材（如各式

破壞器材：三用橇棒、手動油壓破門器、圓盤切割器、油壓破壞剪、或救生

裝備器材，如發電機、排煙機、聲納生命探測器、熱影像儀等）進行功能

性、操作時機，方式、故障排除等講授評比。

       （二）特殊災害搶救知能與技術：讓參加評比人員以國內外各種災害環境或前

視之特殊性災害，進行模擬搶救策略或說明，輔以戰術運用，評比者可

以PowerPoint、書面簡報或任何道具器材等方式進行，以模擬對於各種特

殊性災害（如超高樓火災搶救、長隧道災害搶救、化學工廠或危險物品災

害搶救、山難事故搜救、化學工廠或危險物品災害搶救、空難災害搶救、船

舶災害搶救、捷運及地下道車站事故搶救等），就其災害特性、危害情形、

搶救時機及處置重點等，進行模擬講授。

         另針對成績優異者，由中央優先遴選為訓練中心儲備師資人選，並安

         排師資講授技巧培訓或出國訓練。



     二、消防機關訓練使用教材之評比：請全國各級消防機關、消防人員、民間救難團

體、義消志工等，提出創作並加以評比，教材著作評選類別分為：

     （一）架梯技術操作：包括可「掛梯操作」、「雙節梯操作」、「雙節梯固定架架設」、

「雙節梯帶人救出操作」、「雙節梯移動與滑動救出」、「雙節梯緊急吊掛救出」、

「雙節梯及掛梯組合帶人操作」、「雙節梯水平擔架救出操作」、「救助擔架固定

與雙節梯救出組合訓練」、「雙節梯及掛梯組合應用救災操作實務」等項目。

 （二）繩索救助操作：包括以下單元：

基礎操作：含「救助用繩結要素與選用」、「繩索扁帶材質介紹」、「繩索救助

金屬元件介紹」、「繩索救助個人防護裝備介紹」、「救助繩結實務」、「繩索下

降操作」、「繩索上登操作」、「上登與下降轉換操作」、「過繩結與繩索轉換」、

「輔助攀登作業」等項目。

進階操作：含「繩索救助觀念介紹」、「繩索救助團隊運作與指揮系統介紹」、

「繩索救助器材與使用標準介紹」、「吊下及上昇救出作業操作」、「繩索下降

帶人」、「繩索下降滯空固定」、「固定點系統架設」、「固定點選擇」、「省力滑

輪與省力系統介紹」、「省力滑輪低所救出」、「繩索安全確保」、「橫渡與斜降

系統行進及操作」、「橫渡與斜降系統架設」等項目。

高階操作：含「繩索救助器材系統標準化介紹」、「繩索救助指揮系統」、「固

定點系統架設操作」、「救助擔架固定操作」、「傷患後送與橫渡滑輪組架設」、

「繩索及雙節梯組合應用救出」、「滑降架設與救出」、「橫渡布魯治克快速救

出」、「立坑系統救援作業」、「斜降系統救援作業」、「割繩救出作業」、「單人

解脫技術操作」、「橫坑系統救援作業」、「橫渡系統救援作業（T字型架

設）」、「懸吊創傷救援處理」、「侷限空間救援」等項目。

  （三）空氣呼吸器操作：包括「空氣呼吸器結構介紹」、「空氣呼吸器著裝及操

作」、「空氣呼吸器著裝負重及爬梯操作」、「空氣呼吸器著裝救人操作」、

「空氣呼吸器操作與搜索實務」等項目。

  （四）救災設備操作及保養：包括「消防救災設備及各式元件基礎構造介紹」、

「消防泵浦操作及保養」、「移動式幫浦操作及保養」、「消防栓水箱機械進

水操作」、「建築物採水口進水操作」、「地上及地下消防栓操作」、「排煙機

操作及保養」、「發電機操作及保養」、「照明站架設、操作及保養」、「抽水

機操作及保養」、「個人防護裝備操作及保養」等項目。

  （五）救災車輛操作及保養：包括「水線管徑、流量與壓力理論介紹」、「四人

基本車操」、「水箱消防車基本車操」、「水箱車真空吸水作業」、「水箱車河

川吸水操作」、「水箱車火場操作及停放技巧」、「水庫車基礎操作」、「雲梯

車基本操作」、「雲梯車救生與射水操作」、「雲梯車火場操作及停放技巧」、

「雲梯車故障排除實務」、「雲梯車基本操作」、「高空射水作業訓練」、「高

空水線協助通風作業」、「高空人命救助狀況演練」、「特種車輛操作實務」、

「特種車輛故障排除」、「化學車泡沫與乾粉操作」、「消防車行車安全駕駛

技巧及要領」、「狹窄巷弄行車安全駕駛技巧及要領」、「車輛器材自主保



養」等項目。

   （六）破壞器材操作：內容可包括以下操作單元：

        基礎操作：含「各式破壞器材操作方式與性能介紹」、「三用橇棒操作」、

       「手動油壓破門器操作」、「圓盤切割器操作」、「氣動式破壞槍操作」、「油壓開

門器操作」、「電動油壓剪操作」、「鐵門破壞操作」、「鐵捲門破壞操作」、

「鐵窗破壞操作」、「混凝土破壞作業」等

        進階操作：含「各類破壞器材組合操作訓練」、「屋頂破壞作業」、「屋頂

水帶佈線與破壞組合訓練」、「倒塌建築物支撐與破壞」、「車禍救助破壞

訓練」、「破壞作業實務」等

   （七）搜索救助：內容可包括以下操作單元：

         基礎操作：含「救助理論介紹」、「災害現場形勢評估及研判」、「搜索隊

         任務編組及行動原則擬訂」、「搜索基礎操作」、「搜索繩搜索操作」、「緊急搜

索及救助操作」、「生命探測器介紹與操作」、「救助器材車暨各式救助器

材介紹與操作」、「侷限空間進入訓練」、「火場搜救模擬訓練」、「人命搜

救技能訓練」、「受困人員搬運作業」、「重物頂舉、支撐、搬移技術訓練」

等項目。

進階操作：含「火場搜救及人命救助組合訓練」、「國際通用搜救標幟介

紹」、「器材運用及隧道挖掘操作訓練」、「高低所救助及拖吊操作」、「建

築物及災害環境安全性評估要領」、「倒塌建築物支撐及搜救組合訓練」、

「瓦礫堆搜救組合訓練」、「各種角度與障礙物破壞及搜救組合訓練」、

「土石流災害人命搜救組合訓練」等項目。

    （八）立體救災：包括「直昇機性能與救援器材介紹」、「直昇機申請作業程

     序」、「直昇機上下機與救助器材介紹」、「著陸場選定與直昇機安全管理實

務」、「地圖判讀與GPS應用」、「直昇機手勢指揮」、「直昇機立體救災

基礎訓練」、「直昇機水中擔架吊掛操作」、「直昇機吊網吊掛操作」、

「直昇機絞盤吊掛操作」、「直昇機繩索下降操作」、「短程吊運救援操

作」、「救護吊掛救援操作」、「機內安全確保」等項目。

    （九）搜救犬指導手及評量：內容應包括「優質幼犬挑選要領」、「犬隻基本   

          禮儀及條件原理」、「平日管理訓練」、「犬隻一般醫療保健」、「指導員手勢訓

練」、「犬隻牽繩訓練」、「犬隻心理及生理學運用」、「正指導手與副指

導搭配訓練」、「性格判斷與訓練時機掌控」、「國際救援介紹」、「評量

項目及種類介紹」、「腳側伴行訓練」、「行進間坐等、臥等、站等及喚回

訓練」、「長距離前進臥等訓練」、「匍伏前進及物品食回訓練」、「長時

間臥等訓練」、「結構性障礙超越」、「滑動長板橋、蹺蹺板、水平梯、跳

遠池、長隧道通行訓練」、「不平坦地面、遠距離方向控制、犬隻搬運等

穿越訓練」、「原野搜索能力訓練」、「瓦礫堆搜尋訓練」等項目。

   （十）滅火基本技術及實務：內容應包括「火災行為燃燒原理解析」、「區劃空

      間火災搶救理論介紹」、「小空間與大空間火災現場搜救理論介紹」、「閃爆



燃理論及現象認識」、「各類火災搶救操作要領」、「幫浦射水操作實務」、

「平面及高樓水帶延長操作」、「水帶部署、瞄子操作技巧」、「火災模擬櫃

實地燃燒滅火操作」、「高樓三線水線組合部署作業」、「高樓室內佈線搶

救作業」、「高樓室外佈線搶救作業」、「火災搶救基礎技能訓練」、「立體

水霧滅火訓練」、「瓦斯桶起火滅火技巧訓練」、「變電箱起火滅火技巧訓

練」、「油盤起火滅火技巧訓練」、「流動渠道起火滅火技巧訓練」、「貨櫃

車起火滅火技巧訓練」、「大量木材堆置起火滅火技巧訓練」等項目。

   （十一）火場救災應用實務：包括「火場人員管制」、「救災安全管理」、「開門程

序操作」、「通風作業操作」、「氣墊架設操作」、「開門程序及水霧滅火組合訓

練」、「火場人員救出操作」、「火場人命搜救狀況演練」、「火場搜救與滅火作

業組合訓練」、「火場通訊訓練」、「高樓通風作業組織與任務分配」、「正壓通

風水霧攻擊作業實地操作」、「地下建築火災搶救基礎作業」、「地下建築火

災搶救組合作業」、「高樓火災搶救基礎作業」、「高樓火災搶救組合作業等

項目。

   （十二）各類場所火災搶救實務：

          住宅篇：包括「連棟透天住宅火災搶救實務」、「住宅搭建違建物及狹

      窄巷弄火災搶救實務」、「集合住宅騎樓火災搶救實務」、「發電機及配電

盤機房起火搶救實務」、「地下停車場、停車塔及汽車火災滅火實務」、

「高樓層火災搶救實務」等項目。

          綜合大樓篇：內容應包括「商場地下美食街火災搶救實務」、「商場樓

      梯及通道人員疏散及火災搶救實務」、「商場零售商櫃架火災搶救實務」、

「百貨公司火災搶救實務」、「舞廳火災搶救實務」、「KTV、MTV包廂式

火災及延燒性火災搶救實務」、「電影院火災搶救實務」、「旅館火災搶

救及人員疏散實務」、「醫院火災搶救及人員疏散實務」等項目。

           工廠篇：包括「工廠倉庫及倉儲火災搶救實務」、「廠房高壓鋼瓶引發  

           火災搶救實務」、「貨櫃廠大規模火災搶救實務」等項目。

           石化廠篇：包括「石油化工廠儲油槽火災搶救實務」、「槽車翻覆及火

           災搶救實務」、「加油站起火搶救實務」、「液化石油氣儲槽及運輸管線 

           起火搶救實務」等項目。

    （十三）長隧道災害搶救：包括「長隧道搶救安全守則」、「長隧道結構安全及

風險評估」、「導坑及橫坑人員疏散訓練」、「長隧道排煙操作實務」、

「長距離供水及水帶部署操作」、「長距離搜索及救援支援補給」、「車

輛火災人命搶救及災害控制實務」、「危害性化學物質處理及化災車

操作實務」、「長隧道防護操作」、「長隧道通訊操作」、「長隧道災害事

故應變搶救組合訓練」等項目。

   （十四）捷運鐵路線災害搶救：包括「捷運及地下場站搶救安全守則」、「捷運

及地下場站安全性及風險評估」、「緊急出口疏散管制作業」、「鐵路線

道及地下車站重大事故搶救操作實務」、「捷運線道及地下車站重大



事故搶救操作實務」、「捷運及鐵路車廂起火搶救操作實務」、「平交道

及火車出軌災害事故搶救操作實務」、「地下場站空間搜索及救助操

作實務」、「地下場站空間淹水搶救操作實務」、「捷運鐵路線伴隨化學

災害物質處理實務」、「捷運鐵路線複合性災害搶救操作實務」等項目。

   （十五）船舶火災搶救：包括「各式船舶結構認識」、「各式船舶安全管理」、「船

舶火災特性」、「船舶救火救生設備介紹」、「船舶火災搶救基本程序」、

「船舶火災搶救基本戰術」、「船舶火災人命搜救操作實務」、「各式船

舶火災搶救實務」、「船舶火災案例研究」等項目。

    （十六）航空器火災搶救：包括「各式航空器結構認識」、「各式航空器安全管

理」、「航空器火災特性」、「航空器逃生設備介紹」、「航空器救災基本

程序」、「航空器救災基本戰術」、「航空器內部與外部火災搶救技術」、

「乘客座椅起火及延燒搶救實務」、「駕駛艙起火搶救實務」、「起落架

起火搶救實務」、「空廚火災搶救實務」、「尾翼引擎起火搶救實務」、

「航空器災例研究」等項目。

    （十七）車禍救助：包括「各式車輛基礎結構認識」、「安全氣囊系統介紹」、「瓦

斯車系統介紹」、「油電車系統介紹」、「車禍救助操作實務」、「簡易車

禍救助技巧」、「車禍救助破壞操作技術」、「車禍救助穩固操作技術」、

「大型公車事故救助操作技術」、「卡車、貨車事故救助操作技術」、「救

助器材車暨各式救助器材介紹與操作技術」、「空氣或油壓頂舉器材

救助操作技術」、「車輛切割及破壞拆卸搶救操作」、「車輛火災事故搶

救訓練」、「油電車及瓦斯車搶救訓練」、「公路及高速道路災害特性及

搶救操作技術」、「車禍事故救助行動準則及策略運用」、「車禍傷患脫

困與照護技術」、「車禍救助實務」等項目。

   （十八）山難救助：包括「山難事故特性及搶救要領」、「山難搜索及救助訓練

實務」、「山難救助器材認識與使用」、「地圖座標判讀與定位導航技

術」、「野外求生及追蹤技術」、「河流研判及溯溪橫渡操作」、「基礎垂

降與攀登技術」、「失溫急救操作技術」、「高山症認識及急救處理」、

「高山山難搜救要領」、「高山登山行徑研判及呼吸調節要領」、「高山

山難裝備器材整備及應用」、「高山危險地形地物之觀測及通行要領」、

「高山野外求生及追蹤搜索技術」、「高山繩索架設系統及渡溪技術」、

「高山垂降技術及固定點判斷」、「夜間搜索技巧及安全管理」等項目。

   （十九）激流救生：包括「水域認識與河道安全選擇」、「激流特性與地形說明」、

「船外機結構介紹與故障排除」、「陸上操舟訓練」、「基礎運用槳法」、

「橡皮艇操作」、「橡皮艇操作實務」、「抛繩槍操作」、「繩橋架設與救

生」、「快艇基礎操作」、「快艇激流操舟」、「快艇救生操作」、「渡河法及

障礙超越訓練」、「橡皮艇翻舟自救」、「激流游泳、漂流、各項救生操

作」、「45度角橫渡架設」、「T字型架設救生」、「V字型架設救生」、「人

餌救生」、「激流徒手橫渡」等項目。



    （二十）海域救生：包括「潮汐與海岸地形水流介紹」、「海域救生器材介紹」、

「海域救生操作」、「海域徒手救生」、「海域搜索及救助」、「各式船艇操

作及救生應用技巧」、「海域救生器材應用」等項目。

    （二十一）化學災害搶救：內容可包括以下操作單元：

           基礎操作：含「國內外核生化災害應變體系介紹」、「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

壓氣體管理法令與危險物品運送規定介紹」、「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令」、「危害物質相關法令及管理辦法」、「核生化災害應變資訊查詢」、

「化工廠運作設施危害與搶救措施」、「輻射及化學戰劑特性介紹與安

全防護」、「生物戰劑安全防護特性介紹安全防護」、「化學災害處理車

功能介紹」、「核生化災害搶救防護裝備器材使用操作」、「核生化災害

搶救案例研討」等項目。

          進階操作：含「放射性物質災害緊急應變實務」、「生物戰劑物質災害緊急應

變實務」、「化學戰劑物質災害緊急應變實務」、「爆炸性化學物質災害

緊急應變實務」、「氣體性化學物質災害緊急應變實務」、「易燃性固、

液體及腐蝕性物質災害緊急應變實務」、「氧化性化學物質災害緊急

應變實務」、「多重危害性物質災害搶救程序」、「化學災害處理車裝備

器材使用操作及化災應變處理綜合演練」、「核生化災害搶救個人防

護裝備器材功能介紹與使用操作訓練」、「核生化物質災害搶救資訊

綜合查詢與運用」、「石化工廠意外處理與搶救策略」、「高壓鋼瓶搶救

策略」、「商用場所危害物質緊急應變」、「國內外核生化災害應變指揮

體系介紹」、「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安全特性介紹與處理

原則」、「核子射線與化學戰劑危害特性介紹與處理原則」、「生物戰劑

特性介紹與處理原則」、「核生化災害應變資訊綜合運用查詢」、「毒性

氣體災害處理」、「易燃性液體與固體災害處理」、「不明危害化學物質

災害處理」、「化災處理車與個人防護裝備器材使用」、「核生化災害案

例指揮搶救方式探討」等項目。

    （二十二）消防戰術：包括「指揮幕僚作業系統與作業程序」、「火場指揮作業

與作業程序」、「火場指揮決斷程序」、「災害搶救戰略與戰術」、「消防

搶救戰術 ICS系統」、「消防搶救戰術模擬狀況演練」、「災害防災與危

機管理」、「消防行政管理實務」、「災害應變中心運作實務」、「緊急物

資調度與應用」、「媒體公關」、「資通訊系統應用實務」等項目。

   （二十三）消防體適能訓練：包括「體適能訓練的正確觀念」、「體適能應有的

保護措施」、「運用傷害的防範及緊急處置」、「體適能訓練標準流程及

要訣」等項目。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救助技巧係為提升人命救援能力，熟練救災裝備及相關器材使用技能，確保民眾



生命財產安全，故救助技巧之提升需不斷磨練砥礪方能有所改進，災害及人

命搶救何其繁多，就所舉項目便可暌一角，就個人所及之能力，僅能就部份

項目予以進步，要全面提升各項救助技巧需仰賴全體消防人員、義消、志工、救

難團體等共襄盛舉，方能強化整體救災效能及能量。

     

參考資料

1. 內政部消防署第 12 期消防救助隊訓練使用教材。

2. 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種子教官遴選及訓練作業計畫（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