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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準備急救箱 ?
心肺復甦術 CPR+
	 傻瓜電擊器 AED
哈姆立克急救術
骨折
大量出血

傳染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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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類加以固定
設置系統式家具時，應與裝置人員確認是否依施工規定，確實
與牆面、地面等固定完成，故家具以能事先固定為佳，其他活
動式家具及家電產品，為防止翻倒、掉落或移動，建議使用家
具固定器具加以固定。固定器具如下：

支柱式固定
並非用螺絲固定，而
是設置在家具和天花
板的空間。

二段式家具連結
運用	I	型金屬片及螺絲等零
件，將上下疊放的家具固定
在一起。

固定墊片
在家具前下部與地面間的細
縫塞入固定墊片，使家具向
牆壁方向傾斜。

櫥櫃門防開啟器具
防止櫥櫃內物品掉落，
開啟門用金屬器具固
定，以防櫥櫃門打開。

橫桿
以橫桿固定於書架，
防止書架上的書掉落。

平時平時
我應該要怎麼防震 ?我應該要怎麼防震 ?

平時確認
居家安全空間
（一）房間內物品應集中
收納，將物品收納到儲藏
室、衣櫥或加強固定的收
納式家具內，生活空間中
儘量不堆放雜物，家具類
上方勿放置未固定物品。

（二）家具放置位置不要
阻擋房門和避難路線，
並注意不要擺放於可能壓
到人的床邊，注意抽屜滑
出。

（三）鎖住有腳輪的家
具，或利用腳輪托盤等其
他工具固定腳輪，使其不
移動。未靠牆放置的桌椅
等都需採取防止移動的對
策，如使用桌腳防滑墊片
或吸盤。地毯應使用防滑
墊。

L 型金屬
零件固定
運用	L	 型金
屬片及螺絲，
將家具和牆、
柱子或地板
固定在一起。

裝卸式
移動防止帶
1、連接牆壁
和帶腳輪的
家 具， 防 止
移動。
2、電器產品
的固定。

鏈條
用鏈條等連
接吊掛式燈
具， 防 止 燈
具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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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應變室內應變
抗震保命三步驟抗震保命三步驟
臺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地震發生頻繁，平時只要加強防
災知識，做好預防措施，就能減輕災害損失，但是地震發生時
該如何保命？切記防震三步驟：趴下、掩護、穩住

地震發生時，通常不是天花板先崩塌，而是物品掉落或移位，
甚至是翻覆，造成人被砸傷或壓住。因此，地震發生的第一時
間，應迅速趴下並以手保護頭部和頸部，然後躲到穩固的桌子
底下作為掩護，並握住桌腳，當桌子隨地震移動時，桌下的人
可隨著桌子移動，形成防護屏障，避免受傷。

如果地震發生時，所在的地方沒有桌子怎麼辦？別緊張！只要
把握以下三個原則，任何地點都可以執行防震三步驟。
原則一：立刻雙手雙膝著地趴下，用雙臂保護頭頸部。
原則二：躲在相對堅固的柱子旁、低矮的傢俱或牆壁角落。
原則三：搖晃期間不要跑到戶外，不要衝向出入口

趴下趴下 掩護掩護 穩住穩住

趴下身體、保護頭部，減
低受威脅面積。

躲到堅固的桌下或床下，
找尋掩護。

抓住桌腳以穩定躲避處。

防止櫥櫃物品掉落
1. 擺放應輕物放上、重物放下。

2. 以防滑墊防止餐具滑動。

3. 門用金屬器具固定。

防止照明燈具掉落
應將吊掛式燈具以鏈條和鋼鏈固定吊掛

在天花板。

防止玻璃破碎飛散
以透明貼紙黏著玻璃或採安全玻璃，防

止窗戶或家具上的玻璃破碎飛散。

防止衣櫃、書櫃翻倒
衣櫃、書櫃重量大，應以	L	型金屬片固

定於牆壁，並於其前腳地板處填置固定

墊片，防止滑動，不要擺放於可能壓到

人的床邊或通道側邊。

防止電視機掉落
將電視放置於低處，以裝卸式移動防止

帶固定在牆壁或桌上。

填滿家具與天花板間的空隙
家具和天花板間的空隙除可利用支柱固

定，亦可運用箱子等將空隙填塞，防止

家具倒落。

防止冰箱翻倒
在冰箱背面以裝卸式移動防止帶固定於

牆壁，並將其前腳地板處用墊片固定防

止滑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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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發揚守望相助精神，互相
救助，並速向警方請求救助。

地震發生後，勿輕信謠
言，並防餘震。

保持冷靜，確認自己有沒有
受傷，再想辦法讓外面的人
知道自己的位置與情況。

地震後地震後
我的下一步 ?我的下一步 ?
強烈地震發生後，應注意下列事項 :

確認房屋是否有受損，大樓
是否有異常傾斜沉陷現象，
門窗是否被擠壓變形，柱子
是否有嚴重裂縫或是混凝土
被壓碎剝落、鋼筋外露等現
象。

確認家人和家裡一切平安
之後，還要確認附近鄰居
是否安全，有沒有人需要
援助。	

確認瓦斯爐、暖爐等器具是
否關掉。斷水前，盡量用水
桶、水壺和鍋子多儲存一些
水。存在浴缸裡的水，可以
用來沖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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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應變室外應變
於室外、建築物旁的人行道
1.	 不要慌亂地往車道逃生，以避免被來車撞

到。
2.	 若所處位置緊鄰公寓或大樓，應注意上方

墜落物（招牌、冷氣機、屋瓦、磁磚等）
或爆裂的玻璃碎片。

3.	 若所處位置緊鄰大樓，可往粗大柱子邊以
低姿勢躲避，因大樓較不易倒塌，萬一倒
塌，也有粗大柱子可形成保命的空間。

4.	 必要時遠離建築物。

開車時
1.	 應減速後靠右側路邊停車，或停在空曠地，

熄火後人在車旁不會被他車撞擊之處，並
需注意墜落物。

2.	 打開收音機，正確掌握相關資訊。
3.	 避難時應與人群一起行動。

於海邊時
1.	 發生大地震，即使沒有海嘯警報，儘可能

離開海岸線。
2.	 即使沒有海嘯警報，但若潮汐變動有異常

（突然明顯退潮、遠方似有白色浪沫湧來
等現象），亦應即避至高地。

3.	 注意是否發放海嘯警報，依指示行動。

受困了，受困了，
我該怎麼辦 ?我該怎麼辦 ?
●	如有可能，隨身的手機撥打 119 電話求救。

●	保持冷靜，不放棄獲救的希望。

●	傾聽是否有砂石剝落的聲音，如果建築物還在移動，應暫
時停留在安全的避難處。

●	判斷建築物處於靜止狀態，再小心扳開障礙物，往水源或
光源前進。

●	無法脫困時，聆聽外面動靜，適時呼救求援，切忌持續喊
叫浪費體力。

●	規律地製造求救聲響，例如利用緊急避難背包裡的哨子或
敲擊水管、鋼筋等。

●	受傷時應先包紮止血，如果傷勢嚴重，捲曲身體靜待救援。

●	受困時，水是維生關鍵。嘗試尋找水源並節制飲量，等待
救難人員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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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蒐集颱風消息 ?如何蒐集颱風消息 ?

收看電視新聞

查詢網站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經濟部水利署
防災資訊服務網

加入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LINE	好友，及時取得第一

手颱風資訊

收聽廣播

手機撥打 166、167
天氣預報查詢系統

颱洪單元颱洪單元

如何蒐集颱風消息 ?
颱風前我該如何準備 ?
沙包使用及領取資訊
災時自我安全保護
停止上班上課查詢及報案管道
颱風過後該怎麼做 ?

1010 1111

單元單元

颱
洪
災
害

颱
洪
災
害

22

颱
洪
災
害

颱
洪
災
害



沙包堆疊及保存方式沙包堆疊及保存方式
堆疊前準備
1. 最內側應先鋪一層防水布，再往上堆疊，以防滲漏。
2. 於兩根柱間，先以木板撐立，再於前堆疊沙包，以加強穩定
性。

堆疊方式

需堆疊沙包之處
出入大樓之通道口、地下停車場出入口、地下室之氣窗。

使用後的保存與回收
1.	 使用後的沙包應置於乾燥處瀝乾。
2.	 平時應置於乾燥處，最好離地墊高並覆蓋防水布與遮蔽物，

避免日曬雨淋。
3.	 沙包的領取與回收，請洽詢各公所。

人字形：
上下排分別以左右走向交叉
堆疊。	

磚牆形：
上下排以	1/3	重疊方式向上
堆疊。	

1
3

颱風前該如何準備？颱風前該如何準備？

注意颱風動態
聽廣播、看電視或上網，注
意是否在警戒範圍內，並完
成防颱措施。

室外的準備
檢修屋頂、門窗及牆壁並暢
通居家排水溝。

玻璃貼上膠帶，避免強風吹
破；花木果樹應修剪加支架，
屋外懸掛的招牌以及雜物應
立即取下或用繩索固定。

準備沙包
低窪地區應準備沙包或設置
防水閘門，防豪雨灌入。

檢查避難包
並儲存生活用水
及物資

哨子
生活用水

乾糧

手電筒

備用電池
	醫療包飲用水

1212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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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颱風期間上班、上課資訊，可查詢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全球資訊網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情形查詢，或彰化縣
政府公告，或隨時留意新聞報導。廣播資訊或停止上班上課
語音查詢電話	電話：0203-00166

如果您居住在山坡地或土
石易崩落之處應儘快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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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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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颱風期間若不得已在外駕
車應減速慢行，注意交通
安全。	

停止上班上課查詢及報案管道停止上班上課查詢及報案管道

災時自我安全保護災時自我安全保護

如住宅堅固又不受海嘯、	
洪水影響，應留在家中。

千萬別到海堤觀浪、戲
水、撿拾石頭、釣魚，以
免發生意外。

檢查門窗是否牢靠，關閉
非必要門窗，必要時應加
釘木板。

若停電時，使用燭火應遠
離可燃物，小心造成火災

1414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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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災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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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災害損失，請通知警察
派出所或消防單位，作為災
害檢討之統計，並作防災之
改進參考。

災後環境清理
一般垃圾請配合環保單
位清運，勿隨意棄置。
如需丟棄家電或大型傢
俱等物品，請洽環保單
位約定時間地點清運。

長話短說
災害過後打電話向親友報
平安應長話短說，避免佔
線。

颱風過後該怎麼做 ?颱風過後該怎麼做 ?
小心積水
颱風過後，部分水溝、坑
洞被水淹蓋潛伏危險性，
務必小心，請勿強行通過。

注意掉落物
颱風過後，外出時請
隨時注意是否有物品
掉落。

避免孳生蚊蟲
室外積水區域或容器，易成為登
革熱等病媒蚊孳生溫床，應將花
瓶、水缸、輪胎、盆栽墊盤等任
何可能積水之物品，清理乾淨。

1616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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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單元火災單元

平時要怎麼防火 ?
平時如何確保逃生順利 ?
火場求生原則
阻礙及錯誤逃生案例整理
熟悉滅火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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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載自動斷電
保護功能

獨立開關
免拔插頭

易拔平貼式
插頭

經國家商品檢
驗局核可

清除插頭附近
積塵

防雷擊
突波保護 ( 電
器 )

家用電器耗電一覽表大約消耗量
單位：W

吹風機

熨斗

微波爐

烤麵包機

電熱水瓶

電鍋

電磁爐

吸塵器

電冰箱

果汁機

電視機

風扇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300

1200

1100

980

900

800

800

700

500

210

150

100

平時要怎麼防火 ?平時要怎麼防火 ?

住家不堆積雜物

使用低耗電節能燈泡
並隨手關燈

不使用電燈、電扇或電暖器
烘烤衣物

金紙減量並選購防風金爐

電線勿壓勿綑綁勿過載

勿單獨留下身心障礙者、年長者
養成人離火熄習慣
人不在，不要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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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6 個月

進行逃生演練一次。

在家中明顯處張貼家庭逃生計畫圖。
熟悉逃生避難路線，並且和家人每 6 個月至少做 1 次逃生避難
演練（建議每次輪流選擇日間及夜間時段進行演練），確認逃
生計畫內容是具體可行的。
所有家庭成員都清楚撥打 119 報案程序。

平時平時
如何確保逃生順利 ?如何確保逃生順利 ?
製作口訣：1216

畫出 1 個家庭逃生計畫圖。

和家人共同討論，畫出家裡的詳細
平面圖（含標示門、陽台、窗戶）。

標示 2 個不同方向的逃生

避難出口及路線。

找到 2 個以上的逃生避難出口，
並且用紅筆畫出來（若是只有大
門 1 個逃生出口能往戶外，則可
選擇陽台或房間窗戶作為另一避
難出口）。

假設火點，於每個房間用箭頭畫出 2 個不同方向的逃生避難路
線，並用不同的顏色標示，萬一無法從主要出口（大門）逃生時，
還能經由其他方向往相對安全空間（離火源最遠的陽台或房間
窗戶）避難，並關上房間的門，等待救援。

設定 1 個

屋外逃生集合地點。

房間窗戶或陽台若裝置鐵窗，應預留可開啟之逃生出口；如逃
生出口有上鎖時，應讓家人都知道鑰匙放置處，並教導家中每
一個人都能快速開啟及演練開啟方式，以利發生火災時能順利
逃生。
研討設置滅火器、緊急照明燈、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等消防設備，
並繪於平面圖中；平時要做好維護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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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應規劃 2 個方向逃生路線
當主要逃生出口無法往下往外逃生、第
二逃生出口也受阻礙時，則改往相對安
全空間，關門避難，再用衣物或毛巾將
門縫塞住，防止煙霧流入，等待消防人
員救援。
改往火、煙、熱的反方向尋找相對安全
空間，房門必須是可以緊閉關上的木門，
而非無法阻絕高溫與濃煙的塑膠門或玻
璃門，讓自己處在一個相對安全的空間
內避難，並撥打 119 求援，記得詳細告
知所在位置，等待救援。

在室內待救時
用避難器具逃生 
避難器具包括繩索、軟梯、緩降機、救
助袋等。通常這些器具都要事先準備，
平時亦要能訓練、熟悉使用，以便突發
狀況發生時，能從容不迫的加以利用。

塞住門縫，防止煙流進來 
一般而言，房間的門若是木門或鋼門，
多會具有半至二小時的防火時效。因此
在室內待救時，只要將門關緊，火是不
會馬上侵襲進來的。但煙無孔不入，會
從門縫間滲透，所以須設法塞住門縫。
此時可利用膠布或沾溼毛巾、床單、衣
服等塞住門縫，防止煙進來。潮溼能使
布料增加氣密性，加強防煙效果。如房
間內有大樓中央空調使用的通風口，亦
應一併塞住，以防濃煙侵襲滲透。

火場求生原則火場求生原則

逃生避難時
開門，往一樓往外逃生
火場逃生最佳策略就是離開建築物，而離開建
築物最好的方法就是往一樓往外逃生，由於煙
平均上升速度為每秒 3~5 公尺，人僅有 0.5 公
尺，往上跑是跑不贏煙的，因此火場逃生原則
為往下逃生。開門之前應先觸摸門把測試溫度
及觀察門外是否有煙霧。若覺得燙手，表示門
另一邊已是高溫狀態，切勿開門，並改採其它
路線；若未感高溫，則先開一條門縫觀察門外
狀況，無煙霧再行逃生，並隨手關門以防火勢
擴散；若有煙霧則不可嘗試穿越煙霧逃生，應
關門退回室內，並用衣物或毛巾將門縫塞住，
防止煙霧流入，改採其它避難路線。

至樓梯間未見煙霧，即可繼續逃生
只有在確認樓梯裡沒有任何煙霧時，才可選擇
走樓梯往下避難，選擇有防火門的安全梯逃生
是最佳選擇（關上防火門可阻絕火勢及濃煙擴
散至安全梯間，形成安全逃生環境）。

樓梯間往下逃生時發現煙霧，應改採水平
方向尋找其它逃生避難路線
發現有煙霧從樓梯間下方蔓延上來，表示下方
發生火災，此時不應往上跑，也不應繼續往下
跑（不可嘗試穿越煙霧逃生），而應選擇水平
方向尋找其它逃生避難路線，並關門再用衣物
或毛巾將門縫塞住，防止煙霧流入。

一般而言，逃生狀況可區分為三種，一是逃生避難時，二是室
內待救時，三則是在無法期待獲救時。其方法敘述如下：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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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及錯誤逃生整理阻礙及錯誤逃生整理
錯誤觀念釐清：
• 不可
• 不可
• 不可
• 不可
• 不可

為了收拾財物而延誤逃生時間
搭乘電梯逃生
躲在浴室
用塑膠袋套頭
為了尋找濕毛巾而延誤逃生時間

母子火災躲浴室慘死！ 5 窗 3 門全堵斷生路 消防嘆：
躲浴室等於送死

彰化福興鄉一棟透天厝 29 日凌晨發生火警，返家過節的 18 歲
詹姓男大生與 49 歲詹母，2 人分別受困在 3 樓及 2 樓浴室，因為
屋子的 5 窗 3 門全堵死阻隔，2 人被救出時已失去生命跡象送醫不
治。

消防局第三大隊大隊長施順仁說，睡在 2 樓的詹姓屋主，發現
1 樓起火時，打開鐵捲門，此時外面強風灌進屋內助長火勢，讓濃
煙直往樓上竄升，詹姓屋主的妻、兒，躲在廁所影響逃生機會，正
確做法應將房間關住，並堵住空隙，防止濃煙進入，並立即求救，
爭取存活時間。

其實過去就有消防局指出，許多人誤以為「有水的地方最安
全」，所以發生火災時就躲進浴室，但一般浴室的門為了排氣，一
定會留通風縫隙，導致根本無法阻絕濃煙。另外，浴室的門板多半
是木門或塑膠門，並沒有防火功能，一接觸火源就燒熔了，加上若
浴室沒有設置對外窗口的話，空氣無法流通，也無法呼救，「躲浴
室等於送死」。

若是發現房門外已經充滿濃煙，此時就應該「關門」躲回房間，
接著立刻用毛巾等物品封好門隙，避免毒煙竄入，「關門」絕對是
關鍵，再來用濕毛巾或布類蒙住口鼻，等待救援或想辦法對外求
救，爭取活命機會。
資料來源 :ETtoday 新聞雲

避免吸入濃煙 
濃煙是火災中致命的殺手，大量濃煙吸入體內
會致死，即使微量的濃煙也可能導致昏厥，逃
生過程中儘量避免吸入濃煙。

設法告知外面的人 
在室內待救時，設法告知外面的人你的位置。
若你待救的房間有陽台或窗戶開口，應立即跑
至明顯位置大聲呼救，並揮舞明顯顏色的衣服
或手帕，夜間有手電筒更佳。如所在處無陽台
或窗戶，則可撥打“119”告知消防隊你的位
置。

無法期待獲救時
絕對不要放棄求生的意願，當力求鎮靜，利用
現場之物品或地形地物，自求多福，設法逃
生。

以床單或窗簾做成逃生繩
利用房間內之床單或窗簾捲成繩條，首尾互相
打結銜接成逃生繩。繩頭綁在房間內之柱子或
固定物上，繩尾拋出陽台或窗外，沿著逃生繩
往下攀爬逃生。

沿屋外排水管逃生
如屋外有排水管可供攀爬往下至安全樓層或地
面，可利用屋外排水管逃生。

絕不可跳樓
在火災中，常發生逃生無門、被迫跳樓的狀
況，若非萬不得已絕不可跳樓，因跳樓非死即
重傷。最好能靜靜待在房間內，設法防止火煙
侵襲，等待消防人員的救援。

2626 2727

單元單元

火
災
災
害

火
災
災
害

33

火
災
災
害

火
災
災
害



其他單元其他單元

防疫措施
瓦斯災害
一氧化碳
爆竹煙火
水域安全

滅火器
火災成長發展的速度快速猛烈，如能第一
時間取得滅火器進行初期滅火，便可有效
抑制火勢發展。只要遵循操作口訣，就能
輕鬆操作。滅火器適用火災初期，倘若火
勢過大，務必放下滅火器，迅速逃生為上
策。
「拉」- 拉開安全插梢
「瞄」- 瞄準火源根部
「壓」- 用力握下手壓柄
「掃」- 左右移動掃射

緩降機
火場內逃生避難時，應優先以建築物之安
全梯或直通樓梯為主，若以上設施均無法
利用、亦無法往安全的空間避難時，才使
用緩降機等避難器具進行逃生避難。

「掛」掛勾	- 展開固定架，自盒中取出緩降
機，將緩降機掛勾確實掛上固定架
之勾環上。		

「丟」輪盤	- 將輪盤從窗口放下，確認下方
無遭阻礙物阻擋。		

「套」安全帶	- 將安全帶套於腋下。		
「束」束環	- 將束環帶束至胸口。		
「推」牆壁	- 攀出牆外，身體面向牆面，用

雙手輕觸牆壁；落地後，將繩索另
一端之載具套束環帶拉至頂端，以
利下一位人員操作。

滅火器 緩降機滅火器 緩降機操作步驟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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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使用安全瓦斯使用安全
使用瓦斯注意事項
•	瓦斯使用後、外出、就寢前請關閉瓦斯開關。
•	小心湯汁溢出，淹熄火燄。
•	炊煮時，請留意火燄不要被風吹熄。
•	瓦斯軟管不宜超過1.8公尺，並應加裝安全夾，以防止脫落。
•	瓦斯軟管要經常檢查，發現龜裂，破損時立即換新。

•	應明確標示檢驗期限，不能過期或塗改。
•	材質：應為鋁合金材

質。
•	瓦斯桶合格的標示卡

左上方的內政部消防
署或內政部委託專業
機構標識，真品有浮
凸設計，且字體印刷
為平板印刷，比贗品
的網版印刷精緻。現
有 3	種標識如下：

•	若發現疑似偽卡，可
請當地消防隊協助。

•	合格標示 ( 如圖 )：
(1)「下次檢驗期限」為瓦斯桶在這個日期前送去檢驗
(2)「容器規格」為瓦斯桶內部裝載之液化石油氣重量
(3)「容器實重」為瓦斯桶空桶重量
(4)「警告標示緊急處理方式之內容」

辨識瓦斯桶合格標示

防疫措施防疫措施
配戴口罩
正確使用才能有效防範病毒，應注意下列事項：

• 開：打開包裝並檢查口罩是否有破裂或缺陷，一般
設計為有顏色為外層，此面朝外，且鼻樑片應在最
外層上方。

• 戴：將兩端鬆緊帶掛於雙耳，鼻樑片固定於鼻樑上
方，口罩完全攤開拉至下巴，若必要可打結調整鬆
緊帶長度，維持臉部密合度。

• 壓：雙手食指均勻輕壓鼻樑片，使口罩與鼻樑緊密
結合！

• 密：可透過鏡子輔助或觸摸確認口罩是否正確配戴，
包含內外側、帶子鬆緊、鼻樑片方向及形狀等。

正確洗手方法
正確洗手需持續40~60秒，應遵循以下步驟：

• 內：搓揉手掌
• 外：搓揉手背
• 夾：搓揉指縫
• 弓：搓揉指背與指節
• 大：搓揉大拇指及虎口
• 立：搓揉指尖
• 腕：搓揉至手腕
保持安全距離
靜風下，室內應保持1.5公尺、室外保持1公尺（空氣擾動越強，
飛沫飛行距離越遠，自主維持之社交距離應該越遠，以下同）。
若雙方正確佩戴口罩，則可豁免社交距離。惟處於擁擠、密閉
之場所仍應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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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氧化碳中毒處置步驟
1.	 先停止使用中之水龍頭、熱水器、爐具等器具
2.	 打開門窗，離開至戶外空氣流通處所
3.	 儘速撥打 119 求助
4.	 發現中毒者無呼吸心跳時，移至安全處，並立即實施心肺

復甦術 CPR

案例分享

台中市今天傍晚發生全家人一氧化碳中毒案，16 歲陳姓高中生
返家後，於住處洗熱水澡，不料，他洗澡結束剛走出浴室，各 80 歲
的阿公、阿嬤，還有爸爸與媽媽卻都頭昏，連陳生自己都覺得腦袋
昏沉，陳父向消防局報案時，還不瞭解為何兒子洗澡，長輩全頭昏，
消防局救護員卻立刻懷疑是一氧化碳中毒，立刻用氣體偵測器偵測，
一氧化碳濃度達 464ppm，5 人送醫無生命危險，但阿嬤中毒症狀
比較嚴重，意識不清需住院觀察。

中市消防局於晚間 6 時許接獲報案，馳抵時發現 5 人有頭昏症
狀，救護人員發現，他們使用早已淘汰的 CF 熱水器（半密閉式自然
排氣熱水器），熱水器設置於陽台，陽台卻加裝玻璃窗，玻璃窗又
有紗網，因此導致熱水器燃燒不完全，產生一氧化碳。

記者張瑞楨、蔡淑媛 / 自由時報台中報導

消防員發現熱水器設於陽台，但陽台卻加裝窗戶。（記者張瑞楨翻攝）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何謂一氧化碳中毒
一氧化碳吸入體內後，會搶先與血紅素結合，導致組織缺氧。

一氧化碳中毒症狀
頭痛、暈眩、想吐、四肢無力、意識不清、昏迷，嚴重將會致死。

遠離隱形殺手  一氧化碳

室內熱水器應使用強
制排氣裝置，並避免
大量晾曬衣物。

陽台如加裝門窗、
紗窗，要保持環境
的通風。

由合格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
承裝業技術士進行「安裝、
檢修」，並張貼施工標籤。

熱水器應貼有
檢驗合格標示。

於瓦斯管線旁加裝
一氧化碳警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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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安全水域安全

在有救生設備與救生員
執勤的合法地點戲水

不嬉戲，避免做出危險行為

留意同伴狀況，不要落單

野外流域落差變化大
須格外小心

下水前暖身注意身體狀況

穿泳衣褲，準備浮具

爆竹煙火安全爆竹煙火安全

購買貼有合格標示煙火
個別認可標示外觀為長度 2.5
公分、寬度 1.5 公分，觸摸時
圖型及文字之主體均有凸起
之手感，且自 95 年度起全面
採複色印刷技術以提升防偽
功能。

選擇空曠且適當地點
並依產品說明燃放

未滿 12 歲兒童
不可獨自燃放

環保移動炮籠
廟會遶境，炮屑不落地，環
保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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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單元急救單元

如何準備急救箱 ?
心肺復甦術 CPR+ 傻瓜電擊器 AED
哈姆立克急救術
骨折的急救和處理
大量出血的止血

救溺五步救溺五步

大聲呼救

叫叫伸拋划叫叫伸拋划

呼叫	119、118、110、112

利用延伸物 ( 竹竿、樹枝等 )

利用大型浮具划過去
( 船、浮木、救生圈等 )

學生水域運動安全網

拋送漂浮物 ( 球、繩、瓶等 )

叫  叫  叫  叫  

伸伸 拋拋

划划
3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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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復甦術 CPR+心肺復甦術 CPR+
傻瓜電擊器 AED傻瓜電擊器 AED

叫

叫

C

D

確認反應及呼吸
1. 雙手拍雙肩查看反應
2. 查看有無呼吸

求救
1. 大聲呼救
2. 撥打 119
3. 尋找 AED

胸部按壓
1.	 位置：兩乳頭連線中央
2.	 方式：兩手相扣、雙臂

打直，以掌根垂直下壓
3.	 速度與深度：每分鐘

100~120 下，至少 5 公
分深

使用 AED 電擊
1.	 移除衣物
2.	 黏上貼片
3.	 按下電擊

如何準備急救箱 ?如何準備急救箱 ?

三角巾

繃帶

消毒紗布

消毒棉花

剪刀

鑷子

透氣膠帶

酒精

體溫計 準備一個可攜帶，
能隔絕光線及濕氣
防止藥物變質的盒
子收納以上物品。
遇緊急情況時，就
可以馬上進行初步
處置。

優碘

3838 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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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的急救和處理骨折的急救和處理
症狀：腫脹、疼痛、畸形、有摩擦或斷裂聲
若有呼吸受阻等緊急情況，優先給予人工呼吸或實施 CPR，再
進行處理。

如有傷口 (懷疑開放性骨折 )
應用紗布或清潔布料覆蓋並
包紮。

固定時可就地取材：如木板
或竹竿等，長度要超過上下
兩關節。

要設法固定、抬高及冰敷傷
肢，減輕腫脹疼痛並避免加
重損傷。

無適當材料時，上肢可包紮
固定在胸壁，下肢可與未受
傷的下肢綁在一起。

哈姆立克急救術哈姆立克急救術
呼吸道異物哽塞急救

1 先鼓勵咳嗽
若發現有人噎著，
先詢問「你噎到了
嗎？」不去干擾自發
性的咳嗽，且不可拍
對方背部。

3 沒有意識時
(1) 當患者癱在施救者身上時，採弓箭
步之後可順勢後退，小心地讓患者平
躺。
(2) 協助患者平躺後，將口中異物掏挖
清除，若無異物，立即施予CPR急救。 異物哽塞自救式

2 如患者咳不出聲音，但有意識時
    ( 記得先打 119)
1.	 雙腳弓箭步在患者後方，兩手臂環

繞腰部。
2.	 一手握拳後，將拳眼面向待救者肚

子，放置稍高於肚臍處，另一手緊
握放好拳頭。

3.	 雙手用力向內向上，快速重複壓擠，
直到異物排除或患者意識喪失為止。

4.	 當患者為肥胖者、孕婦或腹部有傷
口等不便施壓於腹部者，則改用胸
部擠壓法，施力點同 CPR 位置，用
力技巧同 (3)

4040 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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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須知災後須知

傳染病防治
創傷後症候群
急難救助

大量出血的止血大量出血的止血
加壓止血
用乾淨的布覆於傷口上，用雙手
手長提供穩定持續的力量加壓傷
口。若傷口較深、開口大，要把
紗布塞進傷口再加壓。

抬高患肢
提高患處至高於心臟的位置，減
緩血流速度。

壓迫止血點
壓迫適當的止血點可以減少血
流。

適當的止血點
肱動脈

橈動脈

股動脈

膕動脈

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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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後症候群創傷後症候群
安住身心，災難無免驚

「安」為安心安全的概念
「靜」指恢復平靜
「能」是再次發現自我能量，感受到安全與控制感
「繫」是與朋友經常聯繫，談談相關過程，適時提

供相關資源
「望」是看見將來的希望

心理創傷反應，是一種「非常狀況下的正常反應」。
大多會在一個月內自行改善，不至於長久影響到生
活。可採用下列「安心五字訣」，慢慢即可恢復平
常心。

免付費自殺防治－安心專線	0800-788-995（請幫幫救
救我）
心理諮詢預約專線	05-2328177

傳染病防治傳染病防治
如何做好災後防疫工作？

食物需煮熟並儘早食用，勿
食用泡水或因停電解凍過久
的食物

飲用水一定要煮沸至少三分
鐘，或喝市售包裝水

飯前、便後，請徹底洗手

防疫三步驟「清除、清潔、消毒」
做好環境衛生
清除
垃圾及屋內外積水
清潔
用肥皂水徹底清洗牆壁、地板家具及幼童玩耍地方
消毒
稀釋市售漂白水，對泡水的廚房器具及屋內環境消毒

4444 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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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難救助急難救助

民眾急難救助
設籍彰化縣並實際居住，有生活陷困之原因，於事實發生 3
個月內，洽詢戶籍地之聯合里辦公處辦理。
救助標準 : 經訪視評估，確有救助需要者，補助新臺幣３仟
元至１萬元。

天然災害救助
本縣轄內人民遭受水、火、風、雹、旱、地震及其他災害等
不可抗力肇因之災害，致損害重大，影響生活者，應於災害
發生後三個月內，向發生地區公所提出申請。
救助分類如下：
（一）死亡救助：200,000 元
（二）失蹤救助：200,000 元
（三）重傷救助：100,000 元
（四）安遷救助：20,000，最高以五口為限 ( 須設籍 )
（五）住屋淹水救助：5,000 元
淹水高度自一樓室內樓地板起算達五十公分以上。
申請人需於災害發生時居住於現址者為限。

殷鑑西元 1848 年 12 月 3 日	上午 7 時許
彰化斷層發生大規模錯動，引發本縣嚴重災情

台灣總兵 呂恆安 奏彰化大地震台灣總兵 呂恆安 奏彰化大地震
清道光二十八年 十一月初八辰刻清道光二十八年 十一月初八辰刻
同時地震同時地震
倒塌房屋 傷斃人口 為數甚多倒塌房屋 傷斃人口 為數甚多
惟彰化 鹿港 災情最重惟彰化 鹿港 災情最重

房屋全倒

死亡人數

震源深度

地震規模

共 13,993 間瓦房，
8,671 間草房全倒

地震共造成 1030 人
死亡，受傷數不詳

依死傷及房損災情推估

考量到當時台灣地區的人
口與聚落分布情形，推測
得出

22664 戶

1030 人

小於 10 公里

大於 7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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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斷層

依中央地調所資料，彰化斷層介於大肚溪與濁水溪之間，
由彰化附近的北北西走向，至員林以南約呈南北走向，大
致位置在彰化平原與八卦台地交界上，全長約 36 公里，
屬第一類活動斷層。

據彰化斷層走勢，對照鄉鎮最新人口，並依斷層帶週邊 500
公尺範圍套疊週邊公務機關、醫療院所資料

537,787 人
斷層經過彰化市、花壇鄉、大村鄉、員林市、
社頭鄉、田中鎮以及二水鄉，7 鄉鎮人口逾
53.7 萬人，佔本縣人口 42.3％。

6 處
彰化縣政府、彰化縣文化局、花壇衛生所、花
壇消防分隊、花壇分駐所及林厝消防分隊等，
位處距斷層帶 500 公尺內

16 所
中州科大、彰女、大慶、達德、彰泰、花壇國中、
中山、南郭、大成、村東、白沙、湳雅、青山、
朝興、東和、復興國小等，位處距斷層帶 500
公尺內

19,740 名
斷層帶週邊影響學校共 16 所，其學生及教職員
人數共 19,740 名

2 家
彰化基督教醫院及信生醫院，位處距斷層帶
500 公尺內

4848 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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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團隊始終堅持建立優質環境，營造安定、祥和的社會，
共同朝「美好彰化、希望城市」目標努力

總計參與人數 2,170 人次，跨域整合公、民單位共計動員
683 人次，媒體露出共計 43 則，執行經費共 224 萬 3,231
元，共樽節 73 萬 2,469 元。

本縣推動防災事務的核心價值始終秉持著以「守護我們的
土地，疼惜我們的鄉親」為目標，健全完善與安全教育環
境，以達成「美好彰化，希望城市」的縣政願景，為鄉親
打造幸福城市。

聚焦
以彰化斷層為活動
主軸，訂定 12 月
3 日為「彰化縣防
災教育日」

轉變
參觀者變身參演者
模式，邀集彰化縣
內民眾共同進行各
式演練體驗活動

永續經營
整合民間資源，強化
公部門災防效能，擴
大企業參與，永續推
展防災事務

整合
整合轄內各式災害
( 火災、水災、坡地
災害及震災 )，各單
位通力合作，齊力提
升縣民防災意識

防災教育日記者會
以「Cosplay」方式，扮演日本知名動漫
主角，結合水、疫、風與震災宣導短劇，
強化全民防災意識

防災資訊網 2.0
透過「彰化縣防災資訊網」2.0 升級查詢，
提供一站式服務	

防災宣導體驗營
為加強學生防災知識及技能 , 灌輸學生防
災意識，達到防災向下紮根目的

災民夜宿體驗
選定參與對象以「家庭」為主體，規劃夜
宿體驗活動

教育宣導講座
結合本縣山坡地自主防災社區、水土保持
及併同防震宣導

守護我們的土地 守護我們的土地 
疼惜我們的鄉親疼惜我們的鄉親

五大主題活動五大主題活動
109 年彰化縣防災教育日

5050 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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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教育日記者會防災教育日記者會
防災資訊網 2.0防災資訊網 2.0

防災宣導體驗營防災宣導體驗營

全集中呼吸 / 一起攜手做防災
4 名防災小天使聯手組隊，
依各自擅長得意技能，聯手對抗天災惡鬼

•	 電子媒體露出 23 則，平面媒體露出 3 則
•	 參與人數 140 人，動員人數 41 人
•	 原預算金額 49 萬元，實際執行金額 17 萬 1,940 元
•	 原定「防災大使」代言費用改以結合動漫方式辦理，節

省約25萬元，場地布置費及雜支費用節省約6萬8,060
元，共撙節約 31 萬 8 千元

•	 於 12 月 5 日及 12 月 12 日，
•	 共辦理 2 場次體驗營及 1 場次兒童劇活動
•	 電子媒體露出 2 則
•	 參與人數 685 人次，動員人數 164 人
•	 原預算金額 58 萬 2,200 元，實際執行金額 39 萬 8,941

元
•	 其中場地布置節省約 8 萬元，保險費及雜支費用節省約

5 萬元，各項目統計後共撙節約 18 萬 3,259 元

5252 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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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災民夜宿體驗活動一日災民夜宿體驗活動 水保暨防震教育宣導講座水保暨防震教育宣導講座

12 月 5 ～ 6 日
假圓林園辦理，由縣府、公
共事業單位、民間團體齊力
合作

15 則新聞露出
共搭設 123 頂帳篷，辦理民
眾體驗跨夜留宿體驗地震災
害災民收容流程

共 342 民眾參與
動員人數 386 人，民眾完成
體驗，每帳可兌換家庭防災
避難包 1 只

執 行 經 費 104 萬 7,350
元
原 預 算 金 額 127 萬 8,500
元，執行金額 104 萬 7,350
元，節省約 23 萬 1,150 元

結合本縣山坡地自主防災社區輔導計畫
結合本縣山坡地自主防災社區輔導計畫及水土保
持下鄉宣導，併同防震宣導，輔導社區建立防災
觀念、培育社區民力組織災害緊急應變能力

共辦理 23 場次
於 10 月 5 日～ 12 月 20 日，
假田中鎮香山社區等 23 社區辦理

參與人數逾千名
23 場次總參與人數達 1,003 名，動員人力 92 名

5454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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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彰化縣政府、各鄉鎮市公所與彰化縣政府、各鄉鎮市公所與
公共事業單位電話名冊公共事業單位電話名冊

警察報案專線 110    警察報案專線 110    
火警報案專線 119    火警報案專線 119    
反詐騙報案專線 165反詐騙報案專線 165

彰化縣各項災害主管機關通報熱線
消防局 04-7512119	
→		颱風、震災、火災、爆炸案件、空難、海難、輻射災害

水利資源處 04-7266335	
→		水災、土石流災害

經濟暨綠能發展處 04-7531101	
→		旱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工業管線災害

工務處 04-7532091	
→		陸上交通事故 ( 交通建設主題 )

警察局 04-7619370	
→		陸上交通事故 ( 運輸工具 )

農業處 04-7531601	
→		寒害、森林火災

環境保護局 04-7115762	
→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懸浮微粒物質災害

衛生局 04-7115141	
→		生物病原災害

文化局 04-7250057	
→		古蹟及文物重大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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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轄內各鄉鎮市公所單位
和美鎮公所			04-7560620	 二林鎮公所			04-8969906	
竹塘鄉公所			04-8972001	 花壇鄉公所			04-7865921
大城鄉公所			04-8942980	 埔心鄉公所			04-8296249	
線西鄉公所			04-7584012	 二水鄉公所			04-8790100
埤頭鄉公所			04-8922117	 大村鄉公所			04-8520149	
北斗鎮公所			04-8884166	 埔鹽鄉公所			04-8652301
田中鎮公所			04-8761122	 伸港鄉公所			04-7982010	
鹿港鎮公所			04-7772006	 田尾鄉公所			04-8832171
社頭鄉公所			04-8732621	 永靖鄉公所			04-8221191	
溪湖鎮公所			04-8852121	 芬園鄉公所			049-2522556
彰化市公所			04-7222141	 員林市公所			04-8347171	
芳苑鄉公所			04-8983589	 溪州鄉公所			04-8896100
秀水鄉公所			04-7697024	 福興鄉公所			04-7772066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04-23317588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	04-8897773

公共事業專線
台灣電力公司		 04-7256461					
台灣自來水公司	 04-7245031~6		
中華電信			 123、0800-080123
欣林天然氣 ( 南投服務處 )		04-2563002
欣彰天然氣		 04-732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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