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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南區區公所 

111年戰時災民收容救濟分站編組人員常年訓練 

成果報告暨檢討報告 

一、演練時間：111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至 5 時 

二、推演地點：臺中市南區信義國小信義館。 

三、演練目的： 

(一)演練災害發生時災民收容處所開設能力。 

(二)培養參與人員成為災民收容救濟組種子人員。 

(三)加強本區災民收容處所應變能力。 

(四)宣導防災概念，提升社會大眾對於防災及備災之重要性。 

四、演練/觀摩單位、人數： 

(一)參演人員：本區區長、本區主任秘書、本區社會課、本區民政課、本區民政

志工、本區福平里辦公處、福興里辦公處、平和里辦公處、臺中市南區信義

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等。 

(二)考評人員：逢甲大學陳柏蒼助理教授及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陳思伯科員等 2

人。 

(三)觀摩人員：本區平和里里長、福平里里長、福興里里長、崇倫國中、和平國

小等 5人（樹義國小、國光國小、四育國中、臺中高工請假）。 

(四)共計 9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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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演練流程： 

  本次推演議程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災民收容演練流程 

時間 主題內容 備註 

13:00--13:30 人員報到  

13:30—14:00 
任務編組及權責分工說明 

暨防災宣導 
 

14:00—14:30 
狀況下達，收容處所場地規劃、配

置及物品定位 
 

14:30—15:30 災民收容演練  

15:30—16:00 經驗交流與分享  

16:00—17:00 場地復原  

 

 

 

六、演練模擬情境想定： 

8 月 22 日強震侵襲，造成本區位於美村南路沿線，發生瓦斯管線破裂並造成瓦斯外

洩，另有多戶民宅倒塌，造成近百名民眾無家可歸，為避免外洩之瓦斯起火爆炸，目

前里長與里幹事先將民眾疏散災民至鄰近的健康公園，等待後續進一步安置。 

 

七、演練成果： 

臺中市南區區公所 111 年戰時災民收容救濟分站編組人員常年訓練演練情形如圖 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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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官陳佩玉區長致詞 行前教育 

 

 

 

 

災民收容志工志工分組 現場物資 

 

 

 

 

避難處所空間規劃圖 現場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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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民收容處所分區立牌 1 災民收容處所分區立牌 2 

 

 

 

 

災民收容處所現場佈置 1 災民收容處所現場佈置 2 

 

 

 

 

災民收容處所現場佈置 3 模擬災民入住登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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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災民入住登記 2 模擬災民物資登記 1 

 

 

 

 

模擬災民物資登記 2 觀摩人員視導災民收容安置情形 1 

 

 

 

 

觀摩人員視導災民收容安置情形 2 考評人員講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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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人員講評 2 演練結束後致贈宣導品 

 

圖 1 111 年度臺中市南區地震災害兵棋推演演練紀錄照片 

 

八、檢討與建議： 

  針對公所推演狀況，本區推演紀錄及考評官意見及建議如表 2 所示： 

表 2 本區推演狀況紀錄 

推演議題 

強震侵襲造成瓦斯管線破裂，部分民宅倒塌造成居民無家可歸，

另為避免外洩瓦斯起火爆炸之風險，已將部分災民引導至健康公

園暫時安置，將開設災民收容所進一部收置災民 

處置重點 

1.啟動災報系統，里長及里幹事協助引導災民並協助動員鄰里志工。 

2.聯絡收容處所管理人進行開設準備動作。 

3.收容處所場地檢查及空間規劃，指揮志工進行開設作業。 

4.物資檢查並排除不良品，聯絡開口契約廠商提供必要物資。 

5.受理災民進駐收容處所，入口處進行體溫測量並設置留觀區，以安

置發燒民眾。 

6.災民登記、領取日用品並依照族群安排入住區域。 

7.分配床位及住宿管理。 

8.收容所治安維護及災民關懷。 

9.災民護送慰問、收容所關閉及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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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演單位 處置作為 

救濟站 

分站長 

疏散撤離、動員聯絡 

1.接受指揮官指示立即開設緊急收容中心，展開各項整備工作。 

2.分站長聯絡分站成員緊急集合，各自備齊相關物品到指定地點集

合。 

3.評估受災需安置人數，聯絡第一優先避難收容處所管理人進行開

設。 

綜合業務

組、物資管

理組 

環境規劃、設置災民收容所及物資管理 

1.進行場地檢查。打掃完畢後開始規劃配置、救災物資器材及儲存空

間規劃。 

2.進行現場志工工作分組，依空間規劃進行災民收容處所設置。 

3.檢查物資，不良品，排除登記、移置不良品回收區。 

4.聯絡開口契約廠商履行契約，將睡袋、毛毯、日常盥洗用品、拖鞋

等物資送至開設避難收容處所。 

關懷照顧

組、人力資

源組 

受理災民登記 

1.現場量測體溫，受理災民登記，發放識別證並進行登錄住宿。 

2.現場受理有意願擔任志工之民眾意願登記。 

3.回報災民收容人數。 

物資管理

組、關懷照

顧組 

安頓照顧 

1.物資管理組進行日用品發放 

2.關懷照顧組會同志工引導分配住宿床位及介紹管理幹部或工作人

員。 

3.整合社工及志工資源，關懷災民。 

治安組、人

力資源組及

鄰里志工隊 

災民自助志工隊協助各項事務 

1.治安組及其他里鄰自治組織共同維護收容中心內秩序之維持、受災

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維護。 

2.人力資源組結合志工及災民共同維護收容中心整潔。 

救濟站所有

成員 

慰問、護送復原 

1.由應變中心主導由收容中心成員協同辦理受災民眾救助金、物資之

致送慰問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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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綜合業務組於危險解除、緊急安置收容撤銷後聯絡交通車輛，會同

關懷照顧組護送受災民眾返家。 

3.收容中心之復原工作由中心全體工作人員共同負責清理相關事宜。 

考評人員講評 

考評人員-逢

甲大學陳柏

蒼教授 

優點 

1.南區區公所在陳區長指示下，秉持「勿讓參演民眾當災民的精神」以

約 60 人進行開設作業操作，開設完成度 20%(預計開設的 30 張帳篷

僅開設 6 帳)的情況下，全程僅用時 18 分鐘，並保有民眾體驗說明

時間，整體而言已經朝公私協力邁進了一大步，可為其他區公所參

考。 

2.本次動員了福興里、福平里、和平里三里的民眾共同參與與參演，里

長全程招呼民眾共同參與與參演，民眾亦無不耐與不適，僅在勞動

後呈現些許眼神空洞與迷惘，在區長努力地說明講解下，民眾在最

後座談時終於露出理解的關注。 

3.臺中市目前「半開設」紀錄由大甲文武里與北屯四民里，以編制 27 人

的組織，21 分鐘完成半數開設壯舉，這樣的開設時間是在第一次約

40-45 分鐘的情況下，第二次改進後完成；改進前，是 27 個人作業

(46 分鐘)，經過事後的戰術調整，改進後，是一個團體的作業(21 分

鐘)，差額的 24 分鐘是公私協力下，私團體的內部出現團體領導的

精進效果。 

4.由上可見，經過適當防災教育與說明的民眾，不會介意些許的勞動，

而若這些勞動的目的能夠做好事前的規劃說明，並做好事後的講解，

未來收容的工作相信能得到更多的民眾參與。 

5.基於前述南區區公所的大幅度調整避難所常年演訓作為，以下針對操

作過程提出可以再次精進的地方。 

(1)從校外到校內，未有開設位置的明確指引方式，民眾第一時間要找

到避難收容處所需花一定時間(自己從校門口被警衛招呼至「後

方」後，足足花了 20 分鐘才找到演練現場)。 

(2)現場發放的說明手冊，僅有標示「操場」的避難看板，但當日事實

上在屬於「室內」的信義館。 

(3)續上，在社會局的避難收清冊中，信義館估計收住 460 人，操場估

計收住 980 人，在室內以帳篷的方式收容民眾凸顯了信義館可收

住員額數(已開帳的 6 頂帳篷僅能收住約 18 人)遠小於目標預計收

住人數，當然災時是同時啟用信義館所有空間，但建議實際可收

住民眾數，需再行評估調整。 

(4)續上，室內收容使用帳篷已為國內多數專家學者提出為不適合，原

因不外乎裡頭悶熱、民眾得屈身於其內、人員管理不易等，而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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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開闊空間、提供乾淨地板與簡易視線遮蔽(就地取材，抑或事

先向量販店取得紙箱)已可滿足心理徬徨當下的第一時間需求，待

災害影響持續，在再進一步考量衍生需求物資。 

(5)因為出入口方向標示不清楚，校外引導人員引導進入信義館二樓的

動線包含電梯的存在，建議電梯的前方為作為無障礙寢區，雖然

在廁所旁邊可以方便行動不便人員上廁所，但方便這些受傷或行

動不便的病患，在收容所醫療條件較不好的情況下，是個可以權

宜的地方。 

(6)現場空間規劃部設，仍維持「強大的福祉」服務，但也因為這些強

大的福祉服務，壓縮了民眾「可以睡覺的空間」，易言之，留設這

些收住民眾受災第一時間當下，第一時間不會有心情去使用的地

方，是否有必要，可再請商議。 

(7)續前，因本次是突發性的地震災害，民眾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前往

避難收容處所，但若是預防性撤離，這些元素或許可以吸引民眾

前來；因此布設規劃如果是戰時抑或大規模災害時，是否必要存

在，建議再做思考。 

(8)疫情的疑似染疫人員分流(發燒篩檢)，宜在館外甚至校外，因為染

疫人員一旦進入了館內，後續作業會更加棘手。 

(9)民眾第一時間的填具資料不僅只有簽名而已，尚有其他受災情況調

查等，下次建議整體模擬填具完成的時間，做為日後管理的參考；

民眾登記完後，給予了「南區受災民眾識別證」，男性給予藍色證、

女性給予紅色證，在「證」的這部分，「災民識別證」若改為「出

入識別證」，可避免「標籤化」災民；此外在多元性別族群的現在，

看似有點不合時宜外，事實上在避難所標示男性女性非有其必要

性，反之，如能在醫療水平不高的地方標示受傷者，讓全員一同協

助關注受傷者的身心理變化，可能會來的更有意義。 

同樣的，也是識別證凸顯出來的問題，識別證上已經打上了身份證字

號，現場物資模擬箱、告示牌、生活物資、帳篷等，顯見為非存於學

校現場之物。既然已經有做好信義國小可能開設的心理準備，建議逐

年購置可置放於現場的前置物資，用於穩定民心，就是「聊」也勝於

「無」，讓民眾知道政府是有準備的；而也只有這樣，才可以避免災

時的第一時間運補物資作業抽調過多的區公所既有人力；而避免了區

公所人力於災時的濫用，才能更有效率地做好避難所所需的後勤準備

及調度。 

考評人員- 

社會局陳思

伯課員 

1.建議於將每位災民所需領取之物資集中至個別的物資袋中，並於報

到局提供災民提取。 

2.收容處所需設置社福關懷區，以提供災民關懷及輔導。 

3.寵物區須儘量遠離住宿區，避免寵物氣味影響災民，另物資區需儘

量靠近報到區，以利物資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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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識別證建議由別針改為掛繩形式，以方便掛上及取下，另災民報

到、登記及入住的流程建議製作手拿牌供工作人員引導。 

5.整場演練建議以縮時攝影紀錄過程，以利留存及後續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