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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消防員主要三大任務分為災害搶救、緊急救護、火災預防等等，車禍救助只是災害搶救其中一項。再者新進消防員人數越來越多，如何讓每位

消防同仁具有一定水準的車禍救助技術是本論文研究如何精進車禍救助技術的目的。
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了解車禍案件發生次數日益增加，車禍救助技術的精進是消防員不可或缺的技能，從裝備器材、技術及訓練三層面設計相關問

題與專家進行訪談，討論現階段消防員車禍救助遇到問題及如何精進，再透過搶救演練找出精進方法。
關鍵詞：車禍救助、消防員、搶救演練

一、前言
車輛是目前多數人移動最主要的工具，隨科技的進步，讓車輛性能不斷提

昇，鋼性強化不易破壞，附屬設備隨之增加。但用路人若無良好之法治觀念，
確實遵守交通規則，常因超速、酒駕或其它危險駕駛造成交通事故，往往造成
嚴重傷亡，甚至受困車內，讓消防人員無法第一時間接觸傷患並予以急救。再
者，車禍現場發生初期仍屬高風險區域，其它車輛仍不斷通行，容易引發二次
事故，對於受困民眾及救災人員造成很大的生命威脅。

近來國內重大車禍事故頻傳，消防人員依據消防法明文規定預防火災、搶
救災害及緊急救護為消防三大任務，因此，對於車禍事故現場搶救受困傷患更
是有責無旁貸的使命；故此，消防人員若能提供更完善的車禍事故救助技能，
乃車禍事故現場挽回更多傷者寶貴生命的因素之一！所以只要能夠讓消防人員
在車禍事故中的救助技能的提昇，對於各種車禍事故中的傷患及救助的消防人
員安全就多了一分的保障！

二、文獻回顧
本研究特別收集桃園市政府消防局109年之救護案件統計，藉此分析車禍救

助技術之重要性。

表2.1 109年急救送醫人次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圖2.1  109年桃園市緊急救護服務案件分類比列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由表 2.1 及圖 2.1 顯示，109 年本市緊急救護服務案件中以車禍(占 36.5％)
及急病(占 33.93％)分居前兩位，占全局救護案件 70.43％。隨著車禍案件的
增加，車禍受困的比率也相對的增加。

表2.2  109 年現場狀況與出勤時段案件統計表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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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禍救助技術精進之探討以桃園市消防局為例

時段
車禍受傷

人次 占比

總計 28,252 100.00

0-2時 641 2.27

2-4時 289 1.02

4-6時 465 1.65

6-8時 3,120 11.04

8-10時 4,144 14.67

10-12時 3,069 10.86

12-14時 2,743 9.71

14-16時 2,796 9.90

16-18時 3,798 13.44

18-20時 3,356 11.88

20-22時 2,315 8.19

22-24時 1,516 5.37

圖2.2 車禍受傷時段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三、專家訪談
本研究主要找車禍救助方面專家針對桃園市政府消防員如何精進車禍救助

的問題進行探討。主要以面對面方式，採取問答、對話以及討論方式進行。此
訪談對象皆為車禍救助教官，且參加過許多訓練及經歷許多重大災害搶救，透
過豐富的搶救經驗，提供如何強化車禍救助做法及建議。訪談內容以「桃園市
消防員車禍救助技術精進」為題，分訓練、裝備器材、技術三層面進行提問:
(一)、訓練層面
問: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對於車禍救助訓練是否要加強的部份?
答:將車禍救助基礎訓練普及化，使每一位外勤同仁接受過專業訓練，改變以往
車禍救助是救車而不是救人的觀念，強化以人為本的救援原則。加強新進及資
淺同仁相關觀念及技術的提昇，以達整體救災能量的壯大
(二)、裝備器材層面
問:請問若消防局採購車禍救助器材有何建議？
答:車禍救援技術中最為重要的一個環節是車輛穩定，且車輛沒有穩定的情況之
下是無法進行後續的救援作業，所以首先應著重在車輛穩固器材的添購，其次
是現今車款無論是車體結構或是設計推陳出新對於破壞器材是一大考驗，所以
破壞器材的各項能力數值（剪、撐、頂）是否足夠現場使用也是重點，最後是
重量，破壞器材的破壞能力與重量成正比發展，所以輕量化、電動化是現今國
際趨勢。
(三)、技術層面
問:消防署近年來都會舉辦全國車禍救助競賽對於各縣市車禍救助技術會有提升
的幫助嗎?
答:台灣所舉辦的全國車禍救援挑戰是由世界救援組織（WRO）每年在歐洲各個
國家舉辦的救援競賽衍生而來。車禍救援挑戰賽的存在是必要的，首先最大的
用意是在於提供救災人員一個貼近實際現場的模擬救災環境，在這個模擬環境
之下，各縣市消防局可以審視自己局內的救災器材、技術是否貼近實際的救災
現場，除此之外也可以透過比賽觀察到其他縣市對於類似的情境有無新技術或
是新器材的運用，而且每個縣市為了挑戰賽有好成績，會重點式的辦理訓練及
器材添購，所以挑戰賽對於各縣市消防局無非是股衝擊的新力量。

四、結果分析
在實務上，消防員車禍救助通常都會遇到的問題就是未做好初步安全穩固，

進行破壞未做好安全防護，技術、默契方面也未熟悉。經過實際車輛破壞訓練
後，車禍救助技術明顯進步。因此分訓練及器材方面分析:
(一)、訓練方面

平時在隊訓練以破壞器材操作為主，並未跑完整個流程。久而久之會導致
一開始就想趕快破壞車體把人救出，而忽略一開始的車輛穩固與安全管理。未
跑流程的訓練也會造成彼此默契上的不佳，除了操作破壞器材的人動作外，其
餘的人會不知所措。正確應該是由指揮官分配好任務，各司其職，並研擬搶救
計畫與優先順序，再開始搶救。正確的搶救步驟可以讓整個救援行動達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車禍狀況多種，訓練時未依各種車禍狀況實施穩固支撐方式及破
壞方式等做訓練，導致實際搶救脫困時間較長。訓練時應經常想定各種情境做
模擬，而不是相同的一種情境，這樣可以讓消防員在實際搶救時如有突發狀況
也可以很快的做出正確的作為。
(二)、器材方面

搶救人員應能有效操作器材，才不會導致脫困時間延長。器材的搭配使用，
不同的情境如何使用器材進行破壞及頂、撐、拉都是要平時不斷練習的。
救助器材適時的汰舊換新，隨時注意國內外是否有研發出最新型且合適的裝備
器材，並予以採購，採購器材時應選擇輕量化、電動化、輸出力強之裝備為首
要考量。

由表2.3及圖2.3顯示車禍案件較常發生時段為上午6-8時(3120次)、8-10時
(4144次)及下午16-18時(3798次)、18-20(3356次)，以上時段均屬於上下班尖
峰時刻，車流量之大故易造成車禍案件發生

五、結論與建議
隨著社會越來越進步，公路及快速道路被使用的頻率也越來越高，車輛事

故災害的發生亦無法避免，未來只有越來越加重的趨勢；救災人員除了要熟練
搶救操作技術之外，也要了解事故災害之特性，方能有效迅速且安全的達成搶
救之目的；而搶救著重在被救者之人命救助以及施救者之自我保護，如何將救
助技巧銘記在心，在發生車禍事故災害之時熟練運用，有賴於平時之訓練，雖
說預防重於搶救，但消防人員實應加強平時之訓練，注重日益增加之車禍事故
搶救，正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時。

1.由各大隊或消防局定期編列預算，購買報廢車輛，讓外勤同仁實際參與救援
訓練。

2.建請消防署修訂法規，使報廢車輛優先提供給消防局或相關單位使用。
3.將車禍救助訓練普及化，使每一位外勤同仁接受過基礎及進階訓練。
4.定期舉辦縣市、全國性車禍救助競賽，藉由訓練培養各分隊種子教官，將技

術與觀念帶回分隊，讓每位同仁能力漸漸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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