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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福機構防災政策

 強化長期照顧機構公共安全推動方案（106年核定至109/12/31止）

 106/6/13行政院召開研商防範長期照顧構機構發生火災等相關事宜

 106/08/23衛福部會商內政部（消防署、營建署），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民間
團體及機構代表討論。

 決議四大面向

一、建築消防設施

二、機構設立之樓層與區域

三、防災教育訓練及演練

四、政府監督與管理



老福機構防災政策

 方案目標

一、強化中央與地方政府對機構消防及公共安全輔導管理效能。

二、加強長期照顧機構消防與公共安全，維護住民權益，並增進機構照顧服務品質與
永續經營。

三、強化機構改善消防及公共安全設施設備，有效改善機構安全環境。

四、強化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人員防災應變知能，對災害防救之事前預防與整備，以及
事發時之緊急應變能力。

五、建立機構自主管理機制一強化業者自律。



老福機構防災政策

 現行輔導管理作為

一、規範機構應符合建管及消防相關法規要求。

二、機構各類專業人力配置應符合設立標準規定比例。

三、積極輔導查核與追蹤列管。

四、將公共安全項目納為機構評鑑一級指標。

五、加強消防演練、教育訓練及觀摩。

六、辦理跨部會聯合公共安全督導抽查。



老福機構防災政策
 執行面向、工作項目及具體改善作法

匡列25個工作項目、48項具體改善作法
一、建築消防設施面向

（一）推廣自動撒水設備

（二）推廣使用具有防焰性能寢具類製品

（三）落實火災警報設備與通報

（四）修正消防規格及強化廚房空間之防護能力

（五）改善老舊電線、電源開關與老舊建築物

（六）檢討不合時宜之避難器具

（七）設置等待救援空間及檢討機構防火區劃與逃生動線

（八）檢討等待救援空間設置排煙設備方案。

（九）完善寢室區劃，防止火煙蔓延。



老福機構防災政策
 機構設立之樓層與區域面向

一、機構設立需否限制樓層

二、排除機構設立於土石流或淹水等災害潛勢區。



老福機構防災政策

 防災教育訓練及演練方向

一、落實機構負責人與夜間值班人員防災實境演練。

二、強化照顧服務員及外籍看護工防救災教育訓練。

三、查核評鑑資訊透明化

四、落實受照顧者及家屬溝通宣導。

五、將機構納入防災社區共同演練。

六、建立避難撤離標準。



老福機構防災政策

 政府監督管理面向

一、檢視及整合建管、消防與福利之相關法規。

二、加強關懷情緒不穩定之住民，避免縱火事件。

三、宣導推廣機構自主管理觀念與作法

四、培訓機構防火管理種子人員及課程訓練。

五、機構合法範圍與空間配置之公開告示。

六、加重機構違規罰則。

七、推動落實三級公安管理。

八、研議改善機構防火避難設備之獎補助方式。



老福機構防災政策

 預期效益

一、完成修正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標準，並研訂長期照顧機構相關設備設置標準。

二、強化長期照顧機構建築及消防相關硬體設施設備及效能。

三、建置長期照顧機構自主電力設備檢查維護機制。

四、建立並加強災害潛勢區長期照顧機構防災避難量能。

五、加強長期照顧機構工作人員與住民公共安全意識培力與防災演練。

六、鼓勵長期照顧機構納入防災社區計畫，共同參與演練。

七、公開長期照顧機構評鑑與平時輔導查核結果資訊。

八、強化機構落實運用防火及避難安全風險自主檢核表，建立機構自主管理機制。



壹、機構概況說明

貳、建築物基本概要

参、人員概要

肆、風險分析

伍、平日維護與管理

陸、住民空間

柒、緊急災害應變計畫、演練腳本

澎湖老人之家防災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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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址為馬公市光華里123號，面積約6公頃，座落於澎湖縣
休憩園區，毗鄰菊苑、天人湖、苗圃展示區等休閒景點。

壹、機構概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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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初創於清光緒6年，原名澎湖養老育嬰堂，民國37年
元月改隸省社會處，名為省立高雄救濟院澎湖分院，同年10
月更名為省立澎湖救濟院，復於65年更名為省立澎湖仁愛之
家，88年7月改制隸屬內政部，並更名為內政部澎湖老人之
家，102年改隸屬於衛生福利部,專責澎湖縣安養、教養之收
容業務。

●民國82年7月5日核定「遷建計畫」，第1、2期行政大樓、
安養大樓、廚房，工程竣工後，安養院民及行政人員於民國
89年3月1日遷至光華里123號新址；第3期養護大樓、少年教
養大樓、宗教醫務大樓、祠堂等已於民國91年2月完工。

。

簡介壹、機構概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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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

1.本家編制職員20名，駕駛、工友2名。
2.自行進用44名，承攬12名，臨時工作津貼2名，合計80人。

壹、機構概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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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提供機構住宿式服務，分為安養區、 養護區、失智專區、日
照中心、少年教養科

服務概況壹、機構概況說明

安置床位數 14 45 6 14 20

核定床位數 20 52 16 18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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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建築物基本概況
建築物 權狀建築

日期
結構 樓層 面積（m2） 功能

行政大樓 88.07.29 鋼筋水泥 2 一樓796.95

二樓699.21(含陽台11.29)

地下層440.32

總面積1936.48

行政辦公區

安養大樓 88.07.29 鋼筋水泥 2 一樓1467.74

二樓1,260.30

總面積2,728.04

安養區、辦公室、
失智專區

養護大樓 91.10.15 鋼筋水泥 1 1452.86 養護區、護理站

宗教醫務大樓 91.10.15 鋼筋水泥 1 989.17 日照中心

少年教養大樓 91.10.15 鋼筋水泥 2 一樓1,313.78(含陽台28.27)

二樓1,232.13(含陽台28.27 )

總面積2545.91

少教院生住宿區

廚房服務區 88.07.29 鋼筋水泥 1 592.80 廚房區



17院區平面圖

貳、建築物基本概況



院區空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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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大樓

少教大樓

養護大樓
宗教醫護大樓

安養大樓
廚房服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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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人員概要

機構床數

（開放數/核定數）

入住

床數
機構日/夜班值班人數 住民避難疏散特性

安養20床

養護52床

失智16床

14床

45床

6床

護理人員:3-4人（夜:2-3 人）

照服員(本籍)4-6人（夜:3-4人）

照服員(外籍) 0 人（夜:0人）

其他 20人（夜宿舍人力:5-6人）

總計:27-30人（夜:10-13人）

⚫ 臥床: 5  人(養護)

⚫ 輪椅: 38人(養護)

⚫ 助行器: 2  人(養護)

⚫ 緩步且失智: 6 人

⚫ 緩步且精神疾病: 0 人

⚫ 緩步避難: 13 人(安養)

⚫ 其他: 1 人(視力不佳-安養)

日照18人 14人 社工人員 1 人

照服員(本籍)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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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狀況 安養區 養護區 失智區 總計

可自行避難人數

住民人數及比率

13(20%) 0 0 13(20%)

需受協助人數

及比率

1(1.5%) 45(69.2%) 6(9.3%) 52(80%)

住民行動能力

參、人員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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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風險分析
危險因子分析 發生頻率 衝擊影響

用電 高頻率

(2)

低頻率

(1)

不曾發生

(0)

危險(2) 嚴重(1) 低衝擊(0)

用電方式不當以致跳

電

√ √

人員/院民/生誤觸電

源總開關發生意外
√ √

高低壓變電設備損壞 √ √

發電機停電故障 √ √

升降機(電梯)故障 √ √

高(2)：過去2年有發生過3次 (含)
以上，且當下無法立刻恢復。

低(1)：過去2年有發生過1-2 次，
且當下無法立刻恢復。

未曾發生(0)：未曾發生。

危險(2)：受影響區域有人員死亡或影響其生命安全事
件發生。

嚴重(1)：受影響區域之運作受到財產損害，且區域需
停止運作時間大於24小時。

低衝擊(0)：受影響區域災害限制在某區且受影響時間
低於24小時或單位僅須進行設備重啟或簡易處置即可恢
復。

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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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風險分析 用水

危險因子分析 發生頻率 衝擊影響

用水 高頻率

(2)

低頻率

(1)

不曾發生

(0)

危險(2) 嚴重(1) 低衝擊(0)

廚房鍋爐故障 √ √

本家水塔(供水)設施損壞 √ √

儲水設施(損壞)故障 √ √

抽水馬達損壞 √ √

高(2)：過去2年有發生過3次 (含)
以上，且當下無法立刻恢復。

低(1)：過去2年有發生過1-2 次，
且當下無法立刻恢復。

未曾發生(0)：未曾發生。

危險(2)：受影響區域有人員死亡或影響
其生命安全事件發生。

嚴重(1)：受影響區域之運作受到財產損
害，且區域需停止運作時間大於24小時
。

低衝擊(0)：受影響區域災害限制在某區
且受影響時間低於24小時或單位僅須進
行設備重啟或簡易處置即可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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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平日維護與管理

消防安全措施、設備自行
檢查記錄表（1次/月）

防火避難設施自行
檢查記錄表（1次/月）

平時自主檢查查核

表（每日1次）

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每年1次）

高低壓電力設備定期檢測記錄總表

及長期照顧機構用電設備

檢測紀錄表（3個月1次）

防火避難設施
自行檢查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

（每半年1次)

★每年：高低壓設備綜合測試(停電)1次(7月)、

紅外線熱影像檢測1次(1月)、

高低壓電力設備定期檢測2次(4月、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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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平日維護與管理

1.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每年至少2次

2.辦理針對住民及家屬防火衛教消防安全講習。

3.設置監視器系統，以防止緃火情事發生。

4.高壓電機房上鎖、柴油機油管制上鎖。

5.保火災險：加強建築物及人員安全。

6.製作「己淨空」牌子：與房號結合可翻面，並有夜光功能。

7.火警分區表簡化，並以顏色作為分類，貼在受信總機旁，加快

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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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門讓養護大樓、失智

專區 防火區劃更加完善

★滅火器及室內消防栓，
標示使用操作方法

★109年受信總機整合、
建置失智專區撒水系統、
119火災通報裝置

★110年建置養護大樓
撒水系統

★111年建置安養大樓
撒水系統

伍、平日維護與管理

★112年建置宗教醫務大樓
撒水系統
養護區119火災通報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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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住民空間

安養區房間配置 養護區房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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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專區房間配置陸、住民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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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緊急災害應變計畫

天然災害緊急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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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緊急災害應變計畫

相關災害應變程序

1.危機事件：危機預防及緊急應變實施計畫
2.火災：養護科消防災害應變計畫
3.地震、風災、水災、土石流：
天然災害危機預防及緊急應變處理原則

4.停水停電：停水停電緊急災害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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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演練腳本
疏散策略

人力分析

住民行動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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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火點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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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大樓水災、海嘯、颱風、地震避難位置
圖



35

安養、養護、宗教醫務大樓水災、海嘯、颱風、地震避難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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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策略為先水平後
垂直，若為可控制範
圍災害，僅須將受災
範圍住民疏散至相對
安全區或同樓層之等
待救援空間。若為大
範圍災害則依前述疏
散路線辦理。

少教大樓水災、海嘯、颱風、地震避難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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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火災通報裝置：
★目前設置：(1)六棟大樓皆有受信總機。

(2)養護大樓設有40迴路受信總機及
119火災通報裝置，可接收安養大樓、
宗教醫務大樓、養護大樓受信總機之訊號

(3)失智專區已設有該區之119火災通報裝置。

★未來規劃：少教大樓設置119火災通報裝置，接收全院區
六棟大樓受信總機之訊號(預定113年設置)。

未來建置方向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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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動撒水設備：
★目前設置：安養大樓、宗教醫務大樓、養護大樓。

(院民住宿區及活動區已設置完成)
★未來規劃：(1)少教大樓(預定114年設置)。
            (2)行政大樓、廚房區(預定114年設置)。
3.寢室隔間置頂：
★未來規劃：安養大樓、養護大樓(預定113年規設)。

(以有住民寢室居住區域設置)

4.電路汰換：未達30年，經電路評估/檢測無需汰換。

未來建置方向與努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113年6月12日宜蘭縣壯圍鄉長照機構火災

壯圍鄉一家長住型長照機構昨(12)日晚間8時22分左右發生火災，
現場已有火煙冒出，宜蘭縣消防局119獲報，立即派遣多名消防
人員及消防、救護車輛前往搶救，由於過往長照機構等類似場
所發生火災，死傷可能比較嚴重，因住民行動不便，多為避難
弱勢族群，宜蘭縣消防局獲報後，立即出動消防人員54人、消
防救災車13輛及救護車7輛全力救災，抵達現場後，兵分多路，
至各樓層協助疏散住民，並立即延伸水線至4樓起火處灌救。由
於處置得宜及應變迅速，消防人員將燃燒範圍侷限於頂樓烘衣
機，燃燒範圍僅1平方公尺，火勢無擴大蔓延，且全體46位住
民均已安全疏散。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優點：

一、發現起火後工作人員能立即使用手提式滅火器進行初期滅火。

二、定期辦理滅火、通報、避難訓練並指定員工進行設備自行巡檢。

三、工作人員防火訓練落實，充分了解等待救援空間位置及疏散流程。

 策進作為

一、高耗電用電設備如長時連續使用，應有定期巡檢之管理規定。

二、定期進行外籍防、災教育訓練。

三、高耗電電器設備張貼使用、管理者、購置日期及檢查日期，並落汰換機制。



澎老過去（108年迄今）發生災害分析

一、112年養護大樓冷熱水管爆管水損（112/11/03）

二、112年失智專區鍋爐間馬達超轉冒煙（112/10/24）
三、題外話一章



養護大樓冷熱水管爆管水損112/11/03



澎老過去（108年迄今）發生災害分析

養護大樓冷熱水管爆管水損112/11/03

原因分析：管線老舊與施工時造成共振所致
處置作為：
一、立即調集可用人力，全力復原。
二、管制院民進出，避免造成跌倒等傷害。

三、安撫院民情緒與控管現場秩序。

影響：
一、牆面、地板水損嚴重，需籌措經費進行更新。

二、存在潛在風險，如不定時炸彈。



澎老過去（108年迄今）發生災害分析

 112年失智專區鍋爐間馬達超轉冒煙（112/10/24上午）



澎老過去（108年迄今）發生災害分析

失智專區鍋爐間馬達超轉原因與作為影響

生成原因：疑供水管路不順，馬達感應器故障致超轉

作為：

一、巡查人員機敏發現早，並做有效處理（初期滅火）。

二、防災觀念落實處置得宜。

三、依通報規定陳報社家署事件通報。

影響：

一、全面檢視所有戶外室內馬達使用狀況。

二、強化巡查人員觀念與各電氣使用場所初級斷電流程。



題外話一章
108/12/5消防優良防火管理措施場所



題外話一章
112/6/27消防局機構演練



題外話一章
112年品質卓越提昇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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