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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機關繩索上登訓練之效益評估
-以單足、雙足上登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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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自民國99年起每年訓練數百名學員，繩索上登為必測項目，主要採單足與雙足技術，然實務應用罕見。本文
透過文獻回顧與專家訪談，分析訓練與實務落差。結果顯示該技術應用率低、操作不便，建議改採Jumar上登為測驗基準，搭配輕
量裝備與新式技術，提升實戰效能。盼作為訓練體系優化之參考。

關鍵詞：消防、繩索、救助

一、緒論

二、現行狀況說明

三、研究方法與設計

四、結論與建議

消防救助人員在高低處或狹窄空間執行任務時，繩索
上登技術為必要技能。然而，現行消防救助人員體技
能測驗基準仍要求單足、雙足上登作為考核標準，與
實務需求脫節。本研究針對該技術適用性進行探討，
分析其在訓練與實務間的落差，並提出改善建議。
近年來，隨著消防救助技術的進步，各國消防機關逐
步引進更先進的繩索技術，以提升救援效率與人員安
全。然而，台灣現行的消防訓練仍然沿用傳統的單足
與雙足上登技術，使得消防學員在面對實務救援時，
缺乏更具效率與安全性的技術應用能力。因此，本研
究希望透過更詳盡的分析，提供具體的改進方向。

台灣消防繩索訓練長期受日式影響，與歐美實務需求
漸生落差。雖政府推動技術標準化，現行訓練仍難涵
蓋完整救援情境，實務多倚賴特搜隊支援。常見上登
技術包括布魯治（如圖1）與上升器系統（如圖2） ，
前者輕便適合山域，後者效率高適合城市，呈現不同
應用優勢。

單足（如圖3）與雙足（如圖4）上登方式利用腳纏繩
制動，由輔助手協助完成。然而，該技術學習門檻高，
訓練過程中學員常因肌力不足、協調性不佳或輔助手
操作不當而難以順利完成。此外，消防實務中已普遍
使用Jumar、Croll、Pantin等更高效的裝備，因此單足
與雙足上登的應用率極低。

單足與雙足上登不易訓練因子主要來自以下這些問題（如圖
5）：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與SWOT分析法。訪談對象為具教學與實
務經驗的消防教官，透過訪談了解單足與雙足上登技術在訓練與
實務中的效益與困境。SWOT分析從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四
面向，系統評估技術適用性，作為未來訓練調整與技術導入的參
考依據。

本研究評估台灣消防救助人員繩索上登技術，發現單足與雙足上
登需多人協作、使用率低，與現行精簡人力的救援模式不符。專
家建議改採具單人操作優勢的Jumar與布魯治上登，分別適用於城
市與山域救援。訓練應朝裝備輕量化與技術多元化發展，並引入
Haas膝式上升器（如圖6）、Pantin、腹式上昇器與Knee Ascent
Loop（如圖7）等高效裝備，以提升效率與實用性。建議將單足
與雙足上登改為體驗課程，作為體能與心理訓練，不再作為正式
測驗，提升學員應對實際任務的能力。

1. 容易受傷造成風險。

2. 輔助方式默契不良。

3. 確保方式不好操作。

4. 操作不易很難掌握。

5. 結訓測驗影響分發。

6. 心理層面難以建設。

7. 其他方式效率較佳。

圖1 布魯治上登 圖2 Jumar上登

圖3 單足上登 圖4 雙足上登

圖5 不易訓練因子

圖6 Hass膝式上升器 圖7 Pantin、Knee Ascent 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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