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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避難收容之維運02

避難收容之開設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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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花蓮地震

案例說起

強
韌
臺
灣



第019號 4月3日7時58分 規模 7.2 

花蓮縣政府南南西方 14.9 公里 (位

於花蓮縣壽豐鄉)

•震央位置：北緯 23.86 ° 東經 121.58 °

•地震深度： 22.5 公里

•芮氏規模： 7.2

震度：

•和平 6 強
•花蓮市 6 弱
•太魯閣 6 弱
•秀林 5 強
•西寶 5 強
•銅門 5 強
•鹽寮 5 強



921地震後，25年來最大規模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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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星大樓

山海觀大樓
馥邑京華

山海觀大樓

大清水隧道



8:15 啟動應變機制、彙整災情、災區搜救、
緊急醫療、基礎設施搶救、民眾安置、停班
停課

8



殯儀館
(關懷期約1-2週)

安身服務
(安置收容)

醫院關懷

事故現場
  (視災情狀況，
關懷期約1~7日)

社區家戶
(視狀況持續關懷)

安心關懷

(膚慰、陪伴)

安生照顧

(食衣住行)

災後復原

修繕/重建

物資設備

(慈悲科技)

服務場域9



08:44 發佈停班停課

08:50 對民眾發佈啟動應變作業
及災情通報專線

09:33 對民眾發佈避難收容位置
及災害排除專線

08:15 啟動應變中心開設作業

17:15 收容115人

22:30 花蓮市10處，吉安鄉2處秀林
鄉5處；收容455人

10:00 收容343
12:00 收容213
20:00 收容221 (中華國小115人、

化仁國中26人、月光寺21人、
崇德國小2人、和中活動中心
廣場43人、富世國小14人



大本運動公園

四八高地

美崙田徑場

中華國小活動中心

德興棒球場 小巨蛋體育館

芥菜種會習藝所

化仁國中活動中心佛光山月光寺

知卡宣公園

0403賑災臨短期避難收容處所
知卡宣公園(避難)(花蓮縣)
四八高地(避難)(花蓮市)
中正體育館旁(避難)(花蓮市)
美崙田徑場(避難)(花蓮縣)
德興運動場(避難) (花蓮縣)
小巨蛋體育館(備援) (花蓮縣)
大本運動公園(避難) (花蓮市)
中華國小活動中心(收容)(花蓮市)
化仁國中活動中心(收容)(吉安鄉)
佛光山月光寺(收容)(NGO)
芥菜種會習藝所(收容)(NGO)

慈濟花蓮靜思堂

中正體育館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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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原則

避難收容場所之功能在於災害發生後提
供給附近居民有個可靠的避難場所。

規劃上以可以步行抵達為佳。
以距離較近之學校、活動中心、宗教機

構等公共建物為主。
規劃上須考慮城鄉差距及人口密度。
長期思考：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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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原則

避難收容場所應避開災害潛勢
區，以避免二次傷害；並定期
更新且於網站公告有關收容地
點、收容量、聯絡人及主要負
責人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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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災害：設置地點非處於鄰近斷層帶500公尺範圍內，
通過結構物耐震初步評估，且可以提供室外避難收容空
間，不受鄰近建物倒塌之威脅者。

土石流災害：設置地點非處於農業部農村發展與水土保
持署公布之土石流危險潛勢溪流溢流區域者，且可以提
供室內避難收容空間者。

淹水災害：設置地點非處於水利署公布一日雨量450毫米
淹水潛勢區域內，且可以提供室內避難收容空間者。 

坡地災害：設置地點非處於經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
中心所公布之順向坡滑動區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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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門翠堤
320公尺

中華國小
320公尺

米
侖
斷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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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美國哈維颶風收容中心16



避難收容三階段

災害
發生

災害發生:緊急避難場所(廣場、空地、公園、綠地、道路)
臨時短期收容場所:學校、活動中心、公園、體育館、宗教機構
中期收容所：臨時性住屋，組合屋/中繼屋(需完善生活設施)
長期安置：永久住屋(在地重建、異地重建，生計/文化考量)

災害應變 復原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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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0403大地震四處臨短期收容場所

（1）化仁國中

（2）中華國小

（3）佛光山月光寺

（4）北埔芥菜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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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鄉公所

花蓮市公所

NGO

NGO

緊急避難場所: 知卡宣公園、四八高地、中正體育
館旁、美崙田徑場、德興運動場。

備援避難收容:小巨蛋體育館、大本運動公園。



2024.04.03化仁國中 (勘查與安全評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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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空間容量決定原則

(3日內)

(30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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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考慮公共空間、走道等需求?)

(需考慮公共空間、走道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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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安置場所空間規劃

•其他公共安全設施設備，如:消防、防火、疏散等

行政作業區域 主要收容區域 開放服務區域

•檢康檢疫/隔離觀察區

•醫療保健/安心關懷區

•報到登記/編管/濟助區

•諮詢服務/物資發放台

•物資設備儲放區

•行政/安全/指揮站

•管控點(區)

•工作人員休息區

•家庭寢區

•單身男寢區

•單身女寢區

•特別照護寢區

• (戶外寢區)

•臨時休息區

•寵物收容區

•文康活動區/炊事區/飲食區

(葷/素)/飲水區/哺乳區

•兒童/樂齡活動區

•廁所(男/女/性別友善)/盥洗區(男/女

/性別友善)/曬衣區/洗衣洗碗區

/資源回收區

•宗教區/NGO服務區

•停車區/吸菸區…

•媒體區/訊息公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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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空間配置參考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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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仁國中

地震後，吉安鄉公所與慈濟快速啟動，
於3小時內完成化仁國中收容所開設。



3小時內完成中華國小收容中心開設

中華國小



不分單位
合作分工

爭取時效
充分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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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讓受災鄉親暫時身心安頓的歇腳處安身

0403花蓮地震_中華國小活動中心



2018年0206花蓮地震



淨斯多功能福慧床

慈悲科技系列--40



賑災物資整備
41



簡報大綱

避難收容之維運02

避難收容之開設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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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安置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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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服務中心為受災鄉親提供安身安心的服務

提供餐飲、生活需求及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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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服務中心為受災鄉親提供安身安心的服務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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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必要設施
⚫水槽

⚫發電機

⚫廢棄物堆置

⚫臨時廁所

⚫臨時浴室

⚫臨時廚房（烹煮區）

⚫臨時物資堆置

⚫身心障礙、高齡者、幼童家庭等專屬安置空間

⚫傷患處理區及遺體暫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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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03日12:35花蓮市
中華國小災民入住情形。

淨斯環保隔屏 讓隱私受到尊重 更有家的感覺



安心關懷
訪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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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日
上
下
午
定
時
探
訪
關
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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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康活動
緩解壓力

魔術表演
安住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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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幼兒
災害脆弱者

特殊需求
行動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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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組織之專業分工機制(1)57



民間組織之專業分工機制(2)58



民間組織之專業分工機制(3)59



民間組織之專業分工機制(4)

紅十字會花蓮縣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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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源不斷的愛心物資捐贈管理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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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境衛生與防疫安全管理63



任務盤點
帶動居民

環境維護
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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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後雖有行政機關協助，但避難所作為災民生活重建
的第一步，因此原則上避難所的自主營運應以災民為
主體。

• 避難所内眾多災民在此過著集體生活。維持集體生活
秩  序則應仰賴每人遵守最低限度的避難所生活原則。

• 共同生活中，救援物資之受理與保管及分配、行政機
關之資訊發布、掃除及垃圾處理等狀況皆必然發生。

• 傾聽災民的意見並向行政機關反應亦為必要事項。故
勢必需要有一個統等的組織負責避難所管理及營運。

避難所災民自主營運
65



避難收容開設維運服務項目
災民資料登記 餐食飲水供應 文康活動安排

防疫安全管理 安心舒壓關懷 長者照護陪伴

收容諮詢服務 醫療保健服務 語言翻譯服務

寢區設施提供 兒少關懷陪伴 特殊需求服務

生活物資提供 學子教育支持 收容環境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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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
維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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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平台會議交流協調每天運作



✓交通工具/人員的準備
✓孤兒、孤老安置處理
✓移轉至其他收容場域



✓收容所關閉通知
✓災後物資清點與處理
✓檢查硬體設備及設施
✓場地管理單位交接



✓整理收容處所維運
及災民資料並建檔
✓召開平台檢討會議
✓保留開口合約廠商
履約能力與配合度
之相關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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