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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暴雨致災應變操作程序（草案） 

條文 說明 

第一章：總則 

一、目的： 

暴雨之發生較急促且難以事先

預測，為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確保在暴雨致災發生前及災害發生

時，能夠緊急應變提早做好準備、及

早因應。平時在暴雨發生前預先準備

且持續觀測，災害發生時各單位發揮

其救災功能、降低災害損失，災害發

生後應檢討並改善以因應下次暴雨

的來臨。 

本操作程序組織架構係針對都

市計畫區遭逢暴雨時，降雨逕流超過

雨水下水道排水容量，以縣市政府之

水利單位針對非風災警報期間暴雨

所造成之淹水為基礎做出應變，旨在

對於不同災情狀況運用相對應之組

織架構運作，以達運用較小規模之人

力組織應變都市暴雨致災之目的。 

二、名詞解釋： 

1.水情資訊：水情資訊指雨量、河川水

位、下水道水位、抽水站操作、中央氣

象局預報等，可協助防災應變決策支援

之資訊。 

2.一級警戒值：水情達該縣市可能致災之

標準，由各縣市政府訂定之。 

3.二級警戒值：水情需加強警戒時，由各

縣市政府訂定之。 

三、單位權責：本操作程序中之應變值

日、動態監視及研析小組、抽水機動

隊、搶險隊等編組，得由各縣市依照

其組織之任務職掌及功能予以編組。

四、操作程序：都市暴雨致災操作程序分

為災前整備、災中應變、災後復原，

流程圖請參考附件圖 1。 

總則： 

總則部份說明條文相關之通則。 

 

目的： 

本操作程序之目的不考慮風災、外水致災

之應變程序，為補足都市計畫區因暴雨致

災之應變。 

 

名詞解釋： 

定義條文所需之專有名詞。 

 

一級警戒值： 

即水情達到預先設定之門檻值時，對於該

縣市可能致災，可以參考以往之致災紀錄

訂定，並需預留反應之空間。由於各地水

文、地文條件及排水系統保護強度不同，

得由各縣市政府依照以往積淹水地區之

紀錄及排水之設計標準，並依地區易積淹

水之歷史條件訂定相關之警戒值。如：當

某地雨量達多少時則該地易發生淹水，依

此而訂定。 

 

二級警戒值： 

即水文在某條件時，有可能繼續升高，而

加強警戒者，亦得由各縣市政府訂定之。

 

 

 

單位權責： 

因各縣市政府之組織架構不一，且對於暴

雨所造成之災害處理權責亦不一，據此條

文中之各項組織，由各縣市政府依各單位

人力、屬性予以分配職掌，並可依其對災

害因應所需之規模大小而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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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說明 

第二章：災前整備 

一、主要劃分為：防災教育宣導、應變通

訊系統整備、排水設施定期檢查、水

情資訊系統建置、應變值日、動態監

視及研析小組。 

二、防災教育宣導：各縣市政府應於平常

落實防災宣導，利用媒體、文宣、學

校教育訓練或明訂各地方鄰里長需

做好防災宣導；利用社區大樓、商辦

大樓平日張貼防災注意與準備事項。

三、應變通訊系統整備：各縣市政府及鄉

（鎮、市、區）公所平日應定期清點

各項有線、無線、衛星通訊器材，並

定期測試確保其功能。 

四、排水設施定期檢查：下水道於汛期前

派人清淤及檢查、抽水站定期試車、

災害搶救設備整備、人員訓練及定期

實施演練。 

五、水情資訊系統建置：各縣市政府將可

協助防災應變決策支援之水情資訊

整合至一系統內，以供水情資訊之監

測。 

六、應變值日：各縣市政府之水利單位或

水災權責單位，得於每年 5月 1日至

11 月 30 日（簡稱汛期）派員排班輪

值，或由縣市政府依據氣象資訊及氣

象預報成立應變值日，其工作內容負

責水情監視及狀況通報等工作；於汛

期外，各縣政政府得訂定配合中央氣

象局之預報，成立應變值日。當水情

資訊達二級警戒值之時，應變值日人

員通報水利單位之二級主管，由二級

主管視情況報請一級主管成立動態

監視及研析小組。當水情資訊達一級

警戒值時，應變值日人員通報水利單

位之二級主管，由二級主管視情況報

請一級主管成立搶險 

 

災前整備： 

平日執行相關災前整備，利於災害發生時

因應。 

 

防災教育宣導： 

透過教育宣導，使民眾平日對於暴雨致災

之因應做好準備。 

 

 

 

應變通訊系統整備： 

平日確保通訊系統之正常，以便防救災應

變通聯之需。 

 

排水設施定期檢查： 

定期檢查相關排水設施，確保排水功能正

常。 

 

水情資訊系統建置： 

透過建置水情資訊系統，以方便觀察、紀

錄水情資訊，可供水情研析。 

 

應變值日： 

各縣市政府之編組及人力不同，應變值日

之值勤工作應由各縣市政府率定，可由水

利單位或消防單位執行；對於人力不足之

縣市政府，應變值日執行之方式，得依據

氣象資訊及氣象預報成立應變值日。汛期

外，各縣市政府得依據中央氣象局之豪

雨、豪大雨預報，成立應變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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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說明 

隊。當成立動態監視及研析小組或搶

險隊之後，應變值日人員即可卸下其

職務。 

七、動態監視及研析小組：動態監視及研

析小組成員，由相關權責單位派員組

成隨時監控水情資訊。當水情資訊達

一級警戒值時，由動態監視及研析小

組報請二級主管，由二級主管視情況

報請一級主管成立搶險隊。當成立搶

險隊之後，動態監視及研析小組即合

併至搶險隊下運作。 

第三章：災中應變 

一、主要劃分為：抽水機動隊、搶險隊、

災情監控、災害搶救、災情通報及疏

散、救災支援。 

二、抽水機動隊：各縣市政府得設立抽水

機動隊，分配移動式抽水機之分佈及

數量，以利災害來臨時應變，其動員

時機可由應變值日或動態監視及研

析小組呈報二級主管，二級主管呈報

一級主管後待命或配合搶險隊待命

之。各鄉（鎮、市、區）公所之災害

應變中心得請求縣市政府之水利單

位派遣抽水機動隊協助清除積淹水。

三、搶險隊：搶險隊成立於各縣市政府之

水利單位下，其主要任務為配合縣

（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成立進行排水

設施搶救，或縣（市）級災害應變中

心尚未成立時先行成立以達搶救排

水設施及災害排除之目的。搶險隊之

建議組織架構請參考附件圖 2，應變

值日、動態監視及研析小組、抽水機

動隊、搶險隊之建議成立流程圖請參

考附件圖 3。搶險隊各組之建議任務

職掌請參考附件表 1。 

 

動態監視及研析小組：由相關單位派員組

成，隨時監控相關之水情資訊，以利研

判。如：河川工程顆科（或相關單位）派

員監視河川水位、下水道工程科（或相關

單位）派員監視雨量與下水道水位、工務

科（或相關單位）派員確認外租機具及可

調度搶險機具事宜等。除上述之相關各科

外，各縣市政府亦得將氣象專業人員納入

動態監視及研析小組，以提早研判雨量情

況。 

 

災中應變： 

於災害發生時之救災應變，提昇作業速

度，避免災害擴大。 

 

抽水機動隊： 

依以往致災發生狀況規劃配置移動式抽

水機數量與地點，以便於積淹水地區進行

排抽水調度。 

 

 

 

 

 

 

搶險隊： 

暴雨致災之規模通常較小時間亦較短，成

立搶險隊之目的為災害規模較大時運用

整體水利單位之力量，來排除積淹水。搶

險隊由因應颱洪及市級應變中心時所成

立之搶險隊而來，經調整其內容及負責項

目，使其較符合因應暴雨致災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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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說明 

五、災情監控：在動態監視及研析小組成

立時，應彙整水情資訊，其中消防、

警察單位接獲民眾報案之水情資訊

應傳遞至動態監視及研析小組，動態

監視及研析小組亦應提供水情資予

消防、警察單位之必要，以供其必要

時出勤，且將重要水情資訊傳遞至鄉

（鎮、市、區）公所，使其提早準備；

在搶險隊成立時亦同，相關權責單位

請參考附件表 2。 

六、災害搶救：在動態監視及研析小組成

立時，若有災害發生時通知消防單位

救災及警察單位交通管制，並通知抽

水機動隊出動，若有較大之災害，交

通單位應配合各項機具之調度；或在

災害發生前要求抽水機動隊待命，並

配合鄉（鎮、市、區）公所之請求給

予協助；在搶險隊成立時亦同，相關

權責單位請參考附件表 3。 

七、災情通報及疏散：如排水設施超出排

洪量等情況發生，導致積淹水情形無

法排除而災害擴大時，水利單位下之

組織（搶險隊或動態監視及研析小

組），呈報一級主管，由一級主管決

定後，轉知該地區責任里幹事或負責

人員，透過廣播傳達訊息，預先通知

將可能淹水之區域警戒或撤離，以降

低損失。 

八、救災支援：如無法控制災情的擴大，

視情況請求中央或軍方支援。另外當

災害發生時，其條件已達到重大災害

開設時機，直接轉移至縣市政府之災

害應變中心。 

 

災情監控： 

水利單位下之組織應將重要水情資訊傳

遞置消防單位、警察單位及鄉（鎮、市、

區）公所，以供其出勤或應變之參考。 

 

 

 

 

 

 

災害搶救： 

災害發生時消防單位進行救災、警察單位

進行交管、水利單位搶救水利設施並配合

鄉（鎮、市、區）公所之請求協助積淹水

排除。 

 

 

 

 

災情通報及疏散： 

當災情擴大時，將訊息傳遞至地方，通知

地方撤離或加強警戒。 

 

 

 

 

 

 

救災支援： 

當災情持續擴大，評估自有救災能量可能

無法因應時，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處理

或請求中央、軍方之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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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災後復原 

一、主要劃分為：相關排水設施檢查及環

境復原、災害調查及補償統計、致災

原因檢討。 

二、相關排水設施檢查及環境復原：災害

結束後，在硬體方面，對於災區應檢

查相關的工程設施是否有因此受

損，並評估需維修改善事項。除了硬

體方面，並對於環境做清潔及消毒的

動作。相關權責單位請參考附件表 4。

三、災害調查及補償統計：災害發生之

後，社會單位需對於受災居民在生活

上實施救濟或收容，民政單位需統計

受災戶之受災狀況，並呈報主計單位

以供相關之財務調度，相關權責單位

請參考附件表 5。 

四、致災原因檢討：統計都市暴雨相關資

料，討論積淹水地區之致災原因並檢

討、排水系統的維護與設計或規劃是

否合宜，進行排水設施改善，補強或

增加因地區特性不同的設計規範，並

檢討相關之應變程序，以供下次災害

發生時之應變。相關權責單位請參考

附件表 6。 

 

災後復原： 

災害發生後，加強環境及設施復原、對受

災戶進行補償，並檢討致災原因。 

 

相關排水設施檢查及環境復原： 

對水利設施之硬體檢查，並對於環境做清

潔復原動作。 

 

 

 

 

災害調查及補償統計： 

對於受災戶進行補償。 

 

 

 

 

致災原因檢討： 

對於硬體、設計規範、應變程序進行檢

討，以利下次災害發生時之因應，減少損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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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都市暴雨致災應變操作程序（圖更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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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搶險隊建議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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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應變值日、動態監視及研析小組、抽水機動隊、搶險隊建議成立流程圖（圖

更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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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搶險隊各組之建議相關任務 

職務/組別 任       務 

指揮官 綜理搶險隊相關事務。 

水情研析及 

災害應變組 

一、蒐集易淹水地區及雨水下水道設施應行注意地點資

料，列為監視重點。 

二、監視雨量、水位狀況，若達警戒值，適時提供資訊供

決策。 

三、監視各抽水站、水位站及雨量站資料蒐集。 

四、接聽電話，於接獲災情時，填報災情紀錄，送權責單

位派員處理。 

五、提供監視資料供報告撰寫。 

市區積水調查組 

一、督導調派調查小組成員進行市區積水地點調查任務，

並分析積水成因及改善對策適時陳報。 

二、接獲市民查報災害傳遞系統通報，積水地點的調查工

作，並適時反應回報指揮中心。 

三、聯繫里長、登錄災情。 

工程防護及 

災害搶修組 

一、聯繫外租機械開口合約廠商搶險作業，並確認機具就

定位時間。 

二、通知外租機械督導單位至外租機械待命地點查證，並

拍照存證。 

三、指揮官下達機具撤離時，通知外租機械機具撤離，並

通知外租機械督導單位解散。 

四、排水設施硬體搶修。 

五、協助排除積淹水地區。 

抽水站作業 
一、抽水及閘門操作作業。 

二、抽水機組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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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災情監控之權責單位與其相關任務 

權責單位 任       務 

鄉（鎮、市、區） 

公所 

一、 督導鄉（鎮、市、區）公所勘查統計民間資料。 

二、 辦理鄉（鎮、市、區）級災害應變中心請求支援事項。

消防單位 

一、 災害防救會報之召開及決議之執行事項。 

二、 災情傳遞彙整及災情指示等聯絡事項。 

三、 災情統計事項。 

四、 通報各有關單位內部成立緊急應變小組事項。 

五、 民眾電話傳真報案事項。 

警察單位 
一、 災情查報事項。 

二、 民眾電話報案事項。 

水利單位 水位觀察及查報事項。 

 

表 3 災害搶救之權責單位與其相關任務 

權責單位 任     務 

水利單位 

一、 下水道、抽水站、水門及其他有關排水設施之管理操

作事項。 

二、 排水設施之結構損壞修復，其他公共設施之搶修、搶

險事項。 

三、 低窪地區積水之抽洩及疏導事項。 

四、 工程災害搶救、搶險事項及協調聯繫事項。 

五、 災害搶救所需工程機具、人員調配事項。 

交通單位 

一、 災民疏導之接運事項。 

二、 救災人員、器材、物資之運輸事項。 

三、 災區交通運輸之維護事項。 

四、 緊急道路救援及臨時停車場之規劃事項。 

五、 交通管制設施及停車場災害搶救、搶修事項。 

六、 協調重大交通事故搶救機具調度。 

消防單位 

一、 機動配合各區災害應變中心與救生任務。 

二、 災害現場消防搶救、人命救助及緊急救護事宜。 

三、 救災器材儲備供應事項。 

警察單位 交通管制事項 

 



 

11 
 

表 4相關排水設施檢查及環境復原之權責單位與其相關任務 

權責單位 任     務 

水利單位 

一、 下水道、抽水站、水門及其他有關排水設施之維護事

項。 

二、 排水設施之結構損壞修復，其他公共設施之復原事  

項。 

環保單位 垃圾清除、環境復原及消毒。 

 

表 5 災害調查及補償統計之權責單位與其相關任務 

權責單位 任     務 

社會單位 受災損害之救濟及收容事項。 

民政單位 
一、 督導鄉（鎮、市、區）公所勘查統計民間災情事項。

二、 協助社會單位辦理救濟事項。 

主計單位 辦理救災財務調度支援及統籌經費動支核撥事宜。 

 

表 6 致災原因檢討之權責單位與其相關任務 

權責單位 任     務 

水利單位 
一、抽排水設施維護及設計改善事項。 

二、水利單位下，災害應變程序之檢討及改善事項。 

營建署 雨水下水道系統設計檢討改善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