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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風災高雄甲仙鄉小林村滅村
• 時間：2009年8月6日至8月10日莫拉克颱風期間

• 死亡人數：681人(小林村474人)











災情查報時機

• 災害來臨前

• 災害發生時

• 災害發生後



本縣常見及可能發生需災情查報之重大災害

• 颱風

• 大雨

• 海、空難

• 地震、海嘯



各類災害查報要領---颱風

◼可能致災之颱風

◆中度颱風以上等級(轉南風之後)

◆從澎湖直接過來之颱風(奇比、韋恩)

◆颱風夾帶豪大雨(卡玫基)







奇比颱風





卡玫基颱風





卡梅基颱風報案紀錄.xls


杜蘇芮颱風

路樹大量傾倒、鐵皮屋及招牌大量吹落、海淡廠進水口損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cMe3auKm-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1G_vDj3l5g
颱風重創澎湖第二海淡廠　一天少1萬噸供水！民眾苦喊：已停水2天－民視新聞.mp4


各類災害查報要領---颱風

◼查報事項

◆房屋、建築物倒塌或嚴重受損

◆民眾受傷、死亡、受困、撤離等等

◆淹水(大面積或阻礙交通等)

◆道路中斷、橋樑受損

◆路樹、交通號誌、路燈等傾倒(妨礙交通或造成災害)

◆船隻沉沒



各類災害查報要領---大雨

◼雨量分級標準









105.04.14、15大雨

https://blog.xuite.net/penghu.dialy/blog/402844561-%E6%BE%8E%E6%B9%96%E5%A4%A7%E9%9B%A8%E6%99%82%E9%9B%A8%E9%87%8F%E9%AB%98%E9%81%94%EF%BC%99%EF%BC%95%EF%BC%8E%EF%BC%95%E6%AF%AB%E7%B1%B3




105.08.11花嶼淹大水

105.08.11花嶼淹大水.mp4


105.08.11花嶼淹大水



各類災害查報要領---大雨

◼查報事項

◆淹水(大面積或阻礙交通等)

◆民眾受傷、死亡、受困、撤離等等

◆道路中斷



各類災害查報要領---海、空難

◆103.10.10海研5號海難(海上)

◆91.5.25華航空難(海上)

◆103.07.23復興空難(陸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XnwDIRys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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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年5月25日中華航空公司編號 CI-
611班機，波音747-200型客機，預計
由台北飛往香港，不幸於澎湖縣目斗
嶼北方外海域上空失事，造成機上乘
客及機組員225人全數罹難，相關單
位立即展開搜救打撈工作，至91年9
月15日結束打撈工作，期間經救難打
撈之遺體共計175具。



各類災害查報要領---海、空難

◼查報事項

◆民眾受傷、死亡、受困、海上漂流等等

◆遺體、斷肢殘臂等等

◆海上油漬、漂流物(行李箱、座椅、衣物等)

◆房屋毀損(陸上空難)

◆散落物品(陸上空難)



各類災害查報要領---地震、海嘯

◆88.09.21(台灣921大地震)

◆2004.12.30南亞大海嘯

◆2011.03.11日本311地震、海嘯

◆2024.04.03花蓮地震

2024.04.03花蓮地震警報.jpg
https://scweb.cwb.gov.tw/zh-tw/pws/info_d/4
2024.04.03花蓮地震海嘯警報.bmp




各類災害查報要領---地震、海嘯

◼查報事項

◆房屋、建築物倒塌或嚴重受損

◆民眾受傷、死亡、受困、撤離等等

◆道路中斷、橋樑受損

◆路樹、交通號誌、路燈等傾倒(妨礙交通或造成災害)

◆船隻沉沒

◆其他衍伸之災害事件(火災、瓦斯漏氣、自來水斷管…..等等)



災情查報表（查報人員用）

災情查報表（查報人員用）.pdf


災情查報通報原則

•注意輕重緩急

•遵守5W1H2S原則

•書面記錄與口頭報告相輔相成

•以「COPY」方式通報災情

•信守「親眼目賭、耳聞查證」原則



災情查報通報原則

注意輕重緩急
◼第一個觀念：有總比沒有好

◼第二個觀念：先求快再求美

◼第三個觀念：即使是慢，也比什麼都沒有來得好



災情查報通報原則

遵守5W1H2S原則
◼何人（who）

◼何事（what）

◼何時（when）

◼何地（where）

◼為何發生（why）

◼如何處置（how）

◼支援的需求（support）

◼具體建議（suggestion） 38 



災情查報通報原則

書面記錄與口頭報告相輔相成

◼以口頭通報方式進行極容易造成誤傳的狀況，災情查

報人員到達現場應先以紙筆、錄音、照相、影片方式

記錄，若為爭取時效得依據紀錄內容先以口頭通報後，

再將蒐集訊息傳整傳遞，是減少錯誤的最好方法。

39



災情查報通報原則

以「COPY」方式通報災情

◼在查報通報災情時，因為傳遞的過程中可能經由幾個階

段才傳送到決策者，在傳遞的過程中，各階段人員可能

會做狀況預判，而將主觀意識也加入了傳遞，易造成決

策者對情況誤判。因此，在處理災情時應將原始資訊與

分析報告區別要清楚地區分出「聽（看）到的報告」及

「分析評估」以供決策者參考。



災情查報通報原則

信守「親眼目賭、耳聞查證」原則

◼災情查報人員必須尋找「第一（現場）資訊」，信守「親

眼目賭、耳聞查證」原則

◼傳聞或是聽到的資訊等，則必須進一步的查證真實性，才

能找到事件的真正關鍵，有助於了解整個事件的經過

◼肢體≠屍體；發現≠挖出；沒呼吸≠死亡 41 



各類災害查報要領---其他注意事項

◆防護裝備要穿好(頭盔、手套、膠鞋或厚底鞋)

◆通訊器材要備好(手機、無線電等)

◆攜帶相關證件、小筆記本、原子筆等

◆水、毛巾、輕便型雨衣必要時應隨身攜帶

◆或許會看到大體，要有心理準備

◆不確定的危險區域不要隨意涉入

◆聽從現場指揮官的指揮並隨時回報自身及相關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