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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擬針對A12機場第一航廈站，透過實地勘查、模擬，分析A12機場第一航廈站尖峰時期人潮疏散動線紊亂、火災搶救受限制、交通等潛勢危險因子，
並徵詢多位消防資深人員的實務經驗與意見，進一步研究如果A12機場第一航廈站發生火災案件時，要如何利用現有的消防人員、車輛及配置，精進目前
的火災搶救效率，並藉由實際到達現場進行實兵演練，進行消防單位現場車輛及人力部署，將現有的火災搶救模式作探討， 精進未來的火災案件搶救作
為，藉以作為消防機關針對捷運A12機場第一航廈站或類似場所在火災搶救上之參考依據。
關鍵詞：捷運站、火災搶救

一、前言

台灣近年來建築物發展迅速，加上都市人口密集，漸漸往高層建築物、複
合型建築物、地下建築物之型態發展，發生火災時較難降低人命財產損失，除
了依靠消防安全設備之外，企業本身的自衛消防編組也很重要；逃生以及消防
搶救上也增加其困難度，複雜性遠超過於一般建築物。

桃園國際機場位於桃園市轄西北部的大園區，地勢自西南向東北傾斜，平
均高度約海拔35公尺，區內多為平原、稻田、或是廣闊之平地，西北部則是綿
長沙灘海岸。而桃園機場捷運是一條橫跨臺灣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的捷運
路線，也是桃園捷運首條營運路線。本研究將針對A12機場捷運站的火災初期通
報、初期搶救、避難逃生、火災搶救、設備系統等統籌規劃分析，希望能在現
今的消防人員編制及目前的救災能量下，研究出可以因應交通運輸站等地下建
築物火災搶救之對策，建立更完善火災搶救機制，找出適合機場捷運站火災搶
救之策略原則。

二、文獻回顧

陳羿良〔1〕的研究中擬針對於地下空間的大賣場，如果發生火警時。在面
對不同開口大小的民眾逃生開口以及濃煙宣洩開口，如何去運用消防排煙機具
去執行排煙戰術。增加排煙效率，確保消防人員能在安全的環境下執行搶救任
務。

林子博〔2〕欲以分析火災搶救與火場安全管理等相關文獻資料，並透過歷
史回顧雲林縣所轄發生之火災搶救案例與分析策進，據以提出符合雲林縣消防
局現有消防人力與現行指揮、管理體制下之火災搶救、消防戰術及火場安全管
理等研究心得與政策建議，俾利強化消防戰力及確保火場救災安全。

楊國良〔3〕的論文中以新莊線捷運台北橋站為例，擬訂台北橋站搶救計畫
，最後再藉由實兵演練來檢視問題，找出最適合捷運台北橋站的搶救方法，供
日後相關場所火災搶救的參考。

林建村〔4〕一棟建築物內可能包含了各類不同的場所，其隔間也各不相同
，而此也將於發生火災時，可能會使搶救更加的困難。因此發生火警時第一時
間的作為將會非常的重要，而指揮官在面對狀況不明的火場，如何在分秒必爭
的第一時間獲得最大量的資訊，以做出最適當的戰術運用及人員的調配，將是
增加搶救成功的機率，降低人員傷亡的重要關鍵。而要使指揮官第一時間能收
集到火災的相關資訊，將場所的資料＂E化＂及＂M化＂是筆者所能想到的方法。
故將安檢所使用之 M 化系統結合搶救系統，進行兵棋推演，並訪談現職第一線
且資深的消防人員，以了解本研究對於上述出發點是否有所助益。

三、研究方法

1.研究範圍：本研究以A12機場第一航廈捷運站可能發生的火災案件為研究對象
， 了解現行消防火災搶救之防火管理、火災搶救、周圍環境危險因子等，並探
討現有的消防器材、車輛、人力配置，以評估其他更有效救災的可能性。
2. 研究架構：本研究以A12機場第一航廈站的火災搶救任務作為研究目標，並
針對火災案件為限，乃因與消防其他災害搶救(如車禍救助、跳樓、跳水等)之
領域範圍作區隔，故針對火災搶救以外之案件暫不予探討，以下為研究步驟：
(1) 文獻回顧：根據交通運輸站曾發生之火災案件相關研究、文獻資料，以及
蒐集歸納各縣市消防機關針對捷運站類似案件搶救之做法來進行分析及歸納整
理。
(2) 實際現場勘查：至桃園A12機場第一航廈站，以瞭解捷運A12機場第一航廈
捷運站防火管理、動線、建築物環境分佈狀況…等，進行研究分析，歸納出可
能發生的火災潛因及發生火災後的因應。
(3) 案例分析：蒐集交通運輸站之案例，進行系統性的整理、歸納與分析，並
探討其防火管理及火場戰術運用。
(4) 專家訪談：針對現職第一線的資深消防救災人員或捷運桃園市A12機場第一
航廈捷運站鄰近消防單位之初期指揮官(帶隊官)進行訪談，進而汲取各項火災
搶救任務之要領。
(5) 兵棋推演：針對桃園市A12機場第一航廈捷運站模擬火災發生，由轄區消防
分隊(竹圍分隊、大園分隊)以及桃園機場消防隊進行實兵演練，研擬搶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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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家訪談
1. 問題一：A12機場第一航廈捷運站，平時如何預防火災？

答：每年機場捷運公司應定期舉辦防火教育及宣導，由消防分隊派員協助，
消防知識藉由宣導、消防演練深根在每個人的心中，預防火災的發生。

安檢小組人員務必要求場所落實檢修申報，大部分的火災發生初期都需要仰
賴場所本身消防安全設備作為初步的應對，若場所本身火災探測器無法偵測到
火、煙、熱，便無法將訊息傳至受信總機再移報廣播設備，等到火勢擴大再被
人發現時，已經錯失火災初期的黃金時間，除此之外，也將要求場所落實防火
管理制度及消防編組訓練，熟悉自我本身角色定位，滅火班、通報班、避難引
導班、安全防護班、救護班各司其職，尤其是地下建築物場所，將預防火災的
重點放在濃煙的阻隔上面，才能將火勢侷限，達到防火管理制度上的效果。
站務人員也必須熟悉站內設備使用，第一時間發生火災時，廣播站內民眾依

指示進行疏散、避難作業，並且通知機場消防隊、機場捷運公司，撥打119請求
消防指揮中心派遣轄區消防單位及鄰近消防單位支援，以及使用滅火器、室內
消防栓進行初期火災的滅火。
2. 問題二：對於A12機場第一航廈捷運站發生火災時，若您為轄區消防分隊指揮
官，會擬定什麼樣的救災計畫？

答：人命搜救為第一優先任務，因場所為地下建築物，外部氧氣不容易流通
，造成火災不完全燃燒而造成大量濃煙，使民眾、避難人員疏散、逃生困難，
應了解場所內的排煙設備或移動式排煙器材，並且有效利用其排煙對流效果排
除濃煙，降低濃煙蓄積流動的危險性。

指揮官可以藉由場所提供的甲種搶救圖了解場所消防設備、樓層及建築物內
部狀況，詢問場所關係人確認火警受信總機目前火災位置及狀況，因起火點為
地下捷運使用水帶救災可能造成佈線過長的情形，盡可能利用場所室內消防栓
進行滅火攻擊，節省時間使用人力進行佈線作業，對火災初期有顯卓的效果。
另外可以查看場所防護畫書的平面圖，掌握捷運站內部的動線，配合前面說到
的受信總機分區，採取重點式的有效人命搶救。落實跟捷運站人員交接站內資
訊，會遠比慌忙中尋找資訊要有效率。

目前的救災模式，通常由第一到達救災現場的消防單位為初期指揮官(轄區消
防分隊長或小隊長)，桃園的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會先行派遣轄區附近2到3個消防
車組出勤支援，而初期指揮官將現場情形及有無需要支援回報給救災救護指揮
中心，若需橫向聯繫各單位如警政、軍方、醫療、台電、自來水等等各機關(構)
相互支援，但是實際上，因各單位之間無隸屬關係，救災現場通常各自為政，
缺乏一個整合性的平台以由統一的指揮官指揮、調度、協調、聯繫，並掌握救
災進度，統一回報給各機關的指揮中心。鑒於此，應該加強各機關的協調能力
，以因應火災搶救各單位群龍無首之現況。

五、結論與建議
1.補足消防人力：以A12機場第一航廈捷運站

的轄區消防分隊竹圍分隊為例，總人數為23 人，一天上班人數要維持在總人數
七分之三亦即10人，1人值班、2人救護班，配合既定的消防訓練、水源查察、
綜合宣導、常態性開會等勤務，實際緊急事故發生時，第一時間內可出勤人員
往往只有5-7人，消防戰力完全不足，依照現有的消防人力配置標準亦不符其規
範，因此消防人力若能增加，對於火災搶救任務是有正面最直接的幫助。

2.救災平台整合：火災搶救任務執行時，因轄區單位狀況而請求多個單位如機
場消防隊、台電、自來水事業機構、瓦斯公司、軍方、警察、等相互配合支援，
才能順利完成一場火災搶救任務，然而各司其職之下往往無法有效配合，群龍
無首，造成救援任務中的延誤，因此需要建立一個可隨時供調度的即時救災資
源整合平台，有效建立溝通管道，並時常互相配合演練，以發揮各單位的救災
效能，精進火災搶救之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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