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藉由問卷調查方式火災現場之指

揮官來瞭解災害現場中所需救災圖資中

所必須瞭解之資訊及取得及建置資訊上，

進行研究並研討解決方案。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4-1 問卷結果分析 

利用上述問卷調查結果，並訪談相關專家並對其結果來進行分析其原因，了
解消防資訊上哪方面可以進行改善。 

4-2 專家訪談Q&A 
以下訪談內容以「消防資訊權建置及運用分析」為題，利用問卷中的問題分
成三大類參考資訊、圖資內容及實務面臨問題，並將問卷調查結果透過專家
來解析並進行提問。 

1. 參考那些資訊來做為您搶救行動的決策依據? 

問卷調查結果如圖3，面對火災現場必須要有限的時間進行決策，所以能參考
資訊時間有限，首要獲得之資訊是以指揮中心派遣時資訊或是值班台報案電
話內容，出勤途中可以參考119APP中的資訊其中包括案發地點位置及附近水
源，這部分也取代了甲種搶救圖功能，而到了報案地點建築物外觀火煙狀況、
是否有人受困，另外也可以從現場民眾獲得相關資訊，而面對大型化學工廠
火警時，除了上述資訊外，就必須參考乙種搶救圖、廠區平面圖、危險物品
配置圖等。 

 

摘要 
本研究透過問卷結果並由專家分析建議，歸納出以下問題及建議改善方案:，圖資內容正確性:可由完善消防法第21-1條子法之規定，並定期(每月)至轄

區工廠進行實地廠勘並核對該場所之搶救資訊，有變更處立即更新；圖資內容完整性:危害辨識卡H-CARD普及建置。 

 
關鍵詞：消防資訊權、化學工廠搶救、H-CARD 

一、前言 
近年來不斷發生基層消防人員在火場殉職的不幸事件，如107年桃園市平鎮區敬鵬
公司火警，消防人員的生命安全問題也再次浮上檯面，促使「消防法」部分條文
修正，將消防法第20-1條(退避權)、第21-1條(資訊權)、第27-1條(調查權)等
「生命三權」入法，加強保障消防員權益。本研究擬探討以目前法規及實務上對
於工廠資訊權建置及現場運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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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資訊災前建置及運用之研究-以平鎮工業區為例 

二、文獻回顧 
    2-1 平鎮工業區概況 

本工業區地形成南北長方形，總面
積為104公頃，其中設廠用地為89公
頃，公共設施15公頃。截至106年3
月止，總廠商家149家，其中生產中
134家、建廠中3家、未建廠9家、歇
業3家。產業類別以電子業、金屬製
品製造業及化學品製造業為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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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參考資訊長條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4 住宅火災控制火勢時間統計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2 化學工廠之災害 

現行工廠內因生產及製造需要使用及存放大量化學物品包括強酸及強鹼及毒
性化學物質，依據「危害性化學品災害」定義：係指危害性化學品因意外致
引起之火災、爆炸、洩漏、人員中毒、受困等事故。 

2-3 搶救指導原則 

化學工廠火災的危害性主要來自於該場所存放大量危險性化學品，這些化學
品可能具有易燃、易爆、自燃、禁水、氧化等特性，且火災發生時容易快速
蔓延，甚至導致爆炸或有毒物質外洩，危及消防人員和周圍居民的生命安全。
因此，在火災搶救過程中，需要優先掌握化學品的存儲情況、火災位置、燃
燒物質的性質和範圍等信息，以便更好地瞭解火災情況，並制定適當的應急
應對措施。 

圖1 廠商行業比例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平鎮工業區服
務中心 

圖2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救災圖資應具備之內容? 

問卷調查結果如圖4。救災圖資之完整性，可以參考內政部消防署推行的
危害辨識卡(H-CARD)，其內容符合執行救災時所需參考之項目。 

 

 

 

 

 

 

 

 

3.外勤及實務上面臨問題? 

藉由問卷調查之結果(圖5)，現行外勤面臨問題大致上可分為兩部分: 

一.圖資的正確性，是外勤指揮人員面臨挑戰之一，資訊不正確的問題，歸
咎其原因大致如下: 

• 圖資太久未更新。 

• 化學原料、成品及半成品放置在其他位置。 

• 解決方案是詢問現場關係人或是負責人了解正確的資訊，若現場無人命
危害之虞，則不進行危險性救災行動，並透過勸說告知關係人、威嚇開
罰(消防法43-1條)等方式，曉以利害，告知最正確的資訊，並了解內部
狀況。 

二.專人無法在時間到達協助，原因大致如下: 

• 警衛及保全不能算是專人，對於工廠內部生產情況，他們未必了解，故
專人的定義通常為管理權人或是負責人等，但有時緊急連絡人未必居住
在工廠附近或是該縣市，當工廠於非上班期間有狀況時往往無法在時間
內趕至現場。 

• 解決方案將管理權人及負責防火管理業務之幹部列入其中，預防緊急聯
絡人無法成功聯絡時，可連絡其他緊急聯絡人。 

 

 

 

 

 

 

 

 

 

 

圖5 外勤及實務上面臨問題長條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火災及災害現場中充滿不確定性，正確的資訊可使執行救災行動的消防人
員少一分未知的風險，根據本研究消防人員對於資訊權利歸納出以下問題:

圖資內容完整性、圖資內容正確性。 

5-2 建議 

根據本研究為保障消防人員的知的權利，建議政府及相關部門可以從下列
項目進行改善: 
1.圖資內容正確性:完善消防法第21-1條子法之規定，例如:讓業者定期更新
搶救圖面資料。 
2.圖資內容完整性:藉由宣導及推廣危害辨識卡H-CARD普及建置。 
3.分隊端改善方案: 

A.定期(每月)至轄區工廠進行實地廠勘並核對該場所之搶救資訊，有變更
處立即更新。 
B.利用在隊訓練或常年訓練等時間，進行圖資運用及模擬安全管制之教
學，以確保搶救圖資能被有效運用。 

圖4 救災圖資應具備之內容長條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