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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都物業管理機構

台灣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太平洋菲律賓海板塊的交界處，屬有感地

震最頻繁發生的地區之一。1999 年 9 月 21 日凌晨台灣發生近百年來最

嚴重的地震災難～集集大地震，發生規模為 7.3，災情遍及臺灣本島各

地；不但使得多處地區傳出土壤液化的情形，許多公共建設、民宅嚴重

損毀，道路、通訊等對外聯繫管道中斷，並造成 2 千多人喪生、8 千餘

人受傷的災情，震驚國際。

日本近廿年來，歷經 1995 年阪神淡路大地震、2004 年新瀉縣中越

地震以及 2011 年發生在東日本的 311 大地震等，造成日本非常嚴重的

人民傷亡及財產損失；據預測東京首都未來將會發生直下型大地震，所

以，若能在災難發生前確切的準備防災，讓每個人都能夠對於防災保持

關心，對於災害的知識能事前深入了解，讓災害發生時受災程度減到最

低；因此，日本 NIHON HOUSING 株式會社特別針對公寓大廈編制了一

本「地震防災手冊」，以提高公寓大廈住戶日常生活中防災相關意識，

宣導防災的重要性。

東京都物業管理機構為了提供台灣公寓大廈管理有關地震災害防救

服務，謹以日本 NIHON HOUSING 株式會社的防災手冊為藍本，以台灣

國情地震防災資料編輯手冊內容，以認識地震篇、住戶篇、管理委員會

篇、建築物災損檢查篇及聯外救援篇等分章編輯。

請服務於公寓大廈管理的現場幹部，參考本手冊輔導管理委員會及

住戶一起共同實施，因為任何災害，事前的防災準備永遠勝過於事後的

災難補救，謹此與大家共勉之。

前言

董事長

總經理

201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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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識地震篇

( 一 ) 關於地震的基礎知識   
1. 台灣的板塊構造與造山運動
2. 地震發生的原因
3. 台灣的活斷層分佈

( 二 ) 地震規模與震度   
1. 地震規模
2. 地震震度
3. 地震震度分級與人、物感應

二、住戶篇

( 一 ) 地震前的防範事項   
1. 舉行家庭會議
2. 了解居家及避難環境
3. 準備緊急用品以及儲備用品
4. 防止家具、家電物品倒下或掉落措施
5. 注意家具擺設

( 二 ) 地震發生時該有的行動   
1. 緊急避難疏散的時機

2. 地震發生時的行動守則

( 三 ) 地震時處境應變   
1. 人在公寓大廈
2. 人在停車場
3. 人在電梯

( 四 ) 停電及停止瓦斯供應對策 - 專有部分
1. 停電時的對應 
2. 地震停電預防因應方法
3. 地震停止瓦斯供應時 

4. 瓦斯恢復供應時 

( 五 ) 火災對策 - 專有部分   
1. 預防火災發生
2. 防止震後火災
3. 火災發生時

( 六 ) 居家緊急避難背包與避難生活備用品
1. 甚麼是緊急避難背包？
2. 甚麼是緊急備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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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委員會篇

( 一 ) 防震工作整備   
1. 管理委員會的防災工作
2. 公寓大廈地震防災組織
3. 確認管理委員會文件及重要物品保管位置
4. 公寓大廈內的聯繫網絡
5. 依法辦理公共安全及消防安全申報

( 二 ) 防救災相關設備、器材
1. 通訊、照明設備  6. 救護器材
2. 救災器材  7. 其它
3. 警示器材
4. 救生設備
5. 大型救災機具

( 三 ) 災害後管理委員會工作範疇  
1. 確認住戶人身安全
2. 協助獨居老人者
3. 巡視公寓大廈周圍
4. 貼示公告
5. 收集正確資訊

6. 停電對策 - 共用部分

( 四 ) 投保地震保險   
1. 保險標的物  6. 擴大地震保險 
2. 承保之危險事故  
3. 保險費
4. 保險金額

5. 理賠標準   

四、建築物災損檢查篇  

( 一 ) 建築物自主檢查
1. 建築物主要結構檢查
2. 建築物外觀檢查
3. 建築物附屬設施設備檢查

( 二 ) 危險建築物緊急鑑定

五、聯外救援篇

( 一 ) 災害避難場所及逃生路徑  
1. 避難場所 - 緊急安置所及防災公園

2. 避難路線

( 二 ) 鄰里區域間的聯繫網絡 
1. 建立防救災組織
2. 防災組織成員緊急聯絡名冊

( 三 ) 緊急聯絡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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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識 地 震 篇

認識地震篇
CHAP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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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識 地 震 篇

11

台灣島的形成，是由於菲律賓海板

塊與歐亞板塊互相推擠，使海底的沉積

岩隆起而露出海面。這種因為板塊推擠

使岩層產生隆起、褶皺和斷層的現象，

稱為造山運動。

台灣在地形上以花東縱谷為界，左

右分屬不同的板塊，縱谷以東的海岸山

脈屬於菲律賓海板塊，以西的中央山脈

及西部山麓平原屬於歐亞板塊。

台灣島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太平洋菲律賓海板塊的擠壓地帶 ( 如圖 )，板塊

的邊界會累積能量，當能量累積到達極限時，就會發生板塊彎曲變形衝擊，這種

衝擊能量若傳到地表，地表產生震動時，就是所謂的地震。

關於地震的基礎知識

◆ 台灣的板塊構造與造山運動

◆ 地震發生的原因

台灣地區板塊構造與板塊運動示意

資料來源：摘錄自﹝安全耐震的家 - 認識地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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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識 地 震 篇

台灣在地體構造上，因板塊撞擊推擠

的力量，產生許多南北向的逆斷層，如：

車籠埔斷層、彰化斷層、大茅埔 - 雙冬斷

層、觸口斷層…等。而這幾條南北向斷層

的分佈，更跨越了台灣西部平原的大部

分，且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調查，

這些斷層多屬於不久以前曾經活動過，且

未來會再度活動的「活斷層」。

岩層因為板塊運動形成的斷裂面稱為斷層，斷層兩側的岩體在斷層錯動的過

程中會有相對運動。斷層依據兩側岩體相對位移的關係，分為正斷層、逆斷層與

平移斷層三種，示意如下：

◆ 台灣的活斷層分佈

上盤的岩體相對於下盤，

向下移動的斷層。

正斷層

上盤的岩體相對於下盤，向上移

動的斷層。逆斷層是世界上最常

見的斷層形式。

逆斷層

台灣活斷層分布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斷層一側的岩體相對於另一側，

往左或往右水平移動的斷層。

平移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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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識 地 震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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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級係地震的能量規模單位，常使

用「芮氏規模」來表示於地底下所發生

的地震大小。震級取自於能量的對數，

震級若每多於 0.2，震度約增加兩倍。

越大規模的地震，就表示釋出的能量

也就越大，並以「規模 4.0、規模 7.5」

等沒有單位的實數值方式敘述，數值後

不加「級」字。

震度係地震時人們對於地面震動的感受程度，或建築物因震動遭受破壞的程

度。地震發生後，中央氣象局利用各地觀測站所紀錄的最大地表加速度，計算出

各地區的震度，震度以 0 級至 7 級表示。通常距離震央越遠震度越小，但是在較

近區域的鄉鎮市區也會因為地盤構造不同而使震度有所差異。例如，若搖晃發生

在較軟質的地盤時，即便是震度 1 級，也會感到比 1 級還劇烈的搖晃。此外，震

度通常都會於地表觀測，一般而言在大樓建築物的較高樓層會感到較劇烈的搖

晃。雖說震度數值相同，其發生所在地的建築物形式、建築物構造狀態與地震搖

動性質等，都會產生不同

的受災結果。

影響某個地點震度大

小的因素包括：地震規模、

震源深度、與震央的距

離、該地的地層特性等。

一般來說，地震規模越

大、震源越淺、離震央越

近、地層越軟弱，感受的

震度越大，對建築物的傷

害也越大。

地震規模與震度

◆ 地震規模

◆ 地震震度

資料來源：摘錄自 [ 安全耐震的家 - 認識地震工程 ]

震源

斷層

震波

震
波
深
度

震央

斷層錯動引發大地震動，從震源開

始以波的形式向四面八方傳遞，稱為地

震波。地震波主要分為兩種：只能在地

表傳遞的波稱為表面波，能在地球內部

傳遞的波稱為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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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震度分級及人、物感應

◆ 地震震度分級表

備註：1gal=1cm/sec×sec。   資料來源：文字摘錄自中央氣象局、圖片摘錄自 [ 防災手冊 ] 。

震度

震度

震度

震度

震度

震度

震度

震度

無感

微震

輕震

弱震

中震

強震

烈震

劇震

0.8gal以下

0.8-2.5gal

2.5-8 gal

8-25 gal

5-80 gal

80-250 gal

250-400 gal

400 gal以上

0
1
2
3
4
5
6
7

人無感覺

人靜止時可感覺
微小搖晃

大多數人可感到
搖晃，睡眠中的
人有部分會醒來
。

幾乎所有的人都
感覺搖晃，有的
人會有恐懼感。

有相當程度的恐
懼感，部分的人
會尋求躲避的地
方，睡眠中的人
幾乎都會驚醒

大多數人會感到
驚嚇恐慌

搖晃劇烈以致站
立困難

搖晃劇烈以致無
法依意志行動

電燈等懸掛物有
小搖晃。

房屋震動，碗盤
門窗發出聲音，
懸掛物搖擺。

房屋搖動甚烈，
底座不穩物品傾
倒，輕重家具移
動，可能有輕微
災害。

部分牆壁產生裂
痕，重家具可能
翻倒。

部分建築物受損
，重家具翻倒，
門窗扭曲變形。

部分建築物受損
嚴重或倒塌，幾
乎所有家具都大
幅移位或摔落地
面。

靜止的汽車輕輕
搖晃，類似卡車
經過，但歷時很
短。

靜止的汽車明顯
搖動，電線略有
搖晃。

汽車駕駛人略微
有感，電線明顯
搖晃，步行中的
人也感到搖晃。

汽車駕駛人明顯
感覺地震，有些
牌坊煙囪傾倒。

汽車駕駛人開車
困難，出現噴沙
噴泥現象。

山崩地裂，鐵軌
彎曲，地下管線
破壞。

震度分級 屋內情形 屋外情形人的感受地動加速度
(c m / s 2， g a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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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戶 篇

住戶篇
CHAP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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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戶 篇

17

每個家庭只要花一點時間，一起討

論，有了共同的默契，讓家人可以在地

震發生時不慌不忙的應對處理。

(1) 依據時間帶的不同，確認家庭

　　成員在家的狀況

(2) 確認家中最安全的地方以及最

　　近的避難場所

(3) 確認緊急用品放置場所

(4) 決定互相確認安全狀況的方法

地震前的防範事項

◆ 舉行家庭會議

住宅安全自我檢測的目的在

於透過住宅平面圖的繪製，找出

較為危險與安全的地區，接著規

劃合適的逃生路線，並且將各類

緊急避難用品的位置標示出來。

環境安全檢測的目的在於了

解附近地區可能發生的災害類型，

以事先規劃好因應的對策。同時，

還可以查明住家周圍是否有老年

人或行動不便的人，以了解災害

發生時可能極需要幫助的人。

繪圖時尺寸不一定要十分精準，

但應該清楚標示出：

。出入口、窗戶、樓梯

。房間位置、居住者

。水、電、瓦斯總開關

。熱水器、瓦斯爐

。滅火器、煙霧偵測器、緩降梯

。急救箱、緊急用品、逃生路線

繪圖時尺寸不一定要十分精準，但

應該清楚標示出下列地點、相對的

距離以及步行的時間：

。住家位置

。家庭緊急會合地點

。社區避難場所位置與疏散路線

。公共設施

。重要場所

。危險區域

◆ 瞭解居家及避難環境

了解居家環境 了解避難環境

資料來源：﹝防災社區指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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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防災演練

當社區組織或管委會舉辦各項防災演習活動時，

住戶應積極參與，其主要目的如下：

　了解公寓大廈的防災應變計畫及住戶配合事項。

　了解各項救災設施設備的存放位置及操作方法。

　模擬災變時的情境及行動，遇災害時可臨危不亂，從容應變。

考慮到災難發生時，無法過著一般日常生活，必

須要事先準備可以度過數日避難生活的「避難必需

品」以及避難時準備要攜出的「緊急避難包」。

　最少要儲備三天的水以及食物。

　必須要定時確認「避難必需品」的保存期限。

面臨避難生活，必須要把「緊急避難包」保管放

置於玄關或者是寢具室等較易取出之場所。

◆ 準備緊急用品以及儲備用品

當地震發生時，翻倒、移位的家具、櫥櫃常會造成傷害，並阻隔避難逃生的

通道，應有固定防止翻落、移位的措施，確保慌張時身體的安全。

◆ 防止家具、家電物品倒下或掉落措施

防止家具、衣櫃、書櫃的翻倒

因重量大有壓死人的危險，應以 L
型鐵片固定於牆壁，並於其前腳地
板處填置墊片，防止滑動。 
不可擺放在倒下時可能壓到床上人

員的床邊或通道側。

防止廚具的翻落

與衣櫃相同應加固定，棚架
每層舖以墊布以防餐具滑動
開啟門用金屬固定。 
玻璃門應以透明貼紙粘著或

採用安全玻璃。防止玻璃破裂掉落

以透明貼紙粘著玻璃，避免破裂。 

採用安全玻璃。 

防止電視機的掉落

置放於較低的位置，前側以墊
片固定。 
以繩子將其固定在牆壁。

防止照明燈具的掉落

應固定吊掛在牆上。
加強固定重量燈具 ( 如：水晶燈 )

防止冰箱的翻倒

於其背部散熱器處以繩子固定於牆壁。 

將其前腳用墊片固定防止滑動。

注意到家具擺設位置，也能有效降低災害。

首先我們從較簡單、較能夠做到的部分開始進行。

房間以及兒童房，若可以的話在出入口附近

盡量避免放置較高家具，床的位置必須離家具有

一段距離，放置在較不會倒下的另一方，尤其重

量較重的家電用品，盡量放置於較低的位置。

◆ 注意家具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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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大地震，最激烈的主震動時間通常不會超過 30 秒，要避免傷亡，必須

先保持鎮定，在室內的人員，應先保護自己身體，不要立即往外衝，在慌忙逃避

時，反而容易受傷，經判斷有需要緊急避難時，再往外疏散。如有下列狀況，應

等待強烈地震稍歇時，然後迅速進行避難疏散。

(1) 感到驚嚇恐慌時。 

(2) 搖晃劇烈以致站立不穩，行動困難。 

(3) 高處物品掉落，家具、書櫃明顯移位、搖晃或翻倒。 

(4) 聽到「建築物有異聲」類似碰、碰巨響時，此代表部分建築物之磚牆或

　　　　混凝土受擠壓破裂。 

(5) 眼看部分建築物受損嚴重，牆、樑、柱爆開或明顯變形甚或倒塌。 

1. 開始搖晃時，起初會先有掉落物，

　 要保護好身體，躲在桌子下，遠離

　 傢俱是非常重要的。

2. 平日就要確認家裏的安全。

3. 先做好防止家具倒塌的準備工作。

1. 滅火的時機有 3 個：

 (1) 感到搖晃時。

 (2) 大的搖晃後。

 (3) 火災發生後。

2. 避難的時候請關掉總電源。

3. 不驚慌、鎮定的行動。
家庭的安全檢查！

建物進行耐震診斷

磚牆的檢查

書櫃的固定

1. 進行建築物的檢查並補強，磚牆周

　 圍盡可能種植樹木。

2.固定家具且避免於家具上堆積物品，

　 特別是寢室等需確保安全的空間。

3. 需注意瓦斯、火爐、電暖器等危險

　 物品的管理與保管。

平日就要參加防災訓練，緊要關

頭時才能有自信的撲滅火源！

　1. 平日需準備滅火用水。

發生地震的時候，首先確認自身的安全為第一要件，其次再決定如何行動。

地震發生 0-2 分鐘 地震發生 2-5 分鐘

應變作為

應變作為

地震發生時該有的行動

◆ 緊急避難疏散的時機

防止照明器具掉落

鋼琴和冰箱的固定

衣櫥的固定

不管怎樣，保護自己的安全！
最重要的是仔細消除可能發生

火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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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發生時，先確認居家安全！

個人所能處理的救災活動是有限的，

請協助附近住所的救災活動。

1.1991 報平安留言平台：
　留言錄音：
　1991-1-1- 市內電話或手機號碼。
　留言播放：
　1991-1-2- 市內電話或手機號碼。

2. 從受災地區撥往外地電話較容易接
　 通，請告知遠方親戚安全與否，再
　 請他們轉述。

地震發生後的數日，水、瓦斯、電器　

或電話等生活機能，食品的流通均容　

易斷絕，請自行準備 2-3 日的食物。

1. 防災機關復原活動上軌道，真正的

　 恢復生活機能。

2. 為了讓受害者恢復正常生活，區域

　 的復原、生活的恢復，必須持續的

　 進行。大家要互相幫忙，志工或行

　 政機關的協助是非常重要的。

每月開一次家庭防災會議！

1. 決定災害發生時的角色分擔、避

　 難場所和聯絡方法。

2. 防止被玻璃割傷：

　 手邊準備拖鞋或運動鞋，特別為

　 因應夜間停電等狀況，必須放置

　 固定位置。

3. 預先準備自救用具：

　 拔釘桿、千斤頂、鏟子、鋸子、

　 手電筒等。　

從平時就要有保護維生的準備！

1. 緊急用品 ( 緊急避難包 )

(1) 飲用水
(2) 食物 ( 有嬰兒請準備嬰兒奶粉 )

(3) 急救藥品 ( 不要忘記常使用的藥品 )

(4) 攜帶收音機、手電筒、乾電池
(5) 現金。
(6) 健保卡、電話簿 ( 通訊錄 )

(7) 內衣褲、毛巾、衛生紙、
   預備眼鏡等

2. 家庭有的防災物品等，

    需按照家庭的情況準備。

平常時就開始從事地區發展與規劃！

平常要積極的參與社區發展課題，於

災害時才可以迅

速進行社區復原

工 作。 此 外， 有

關大型災害的社

區復原觀念是非

常重要的。

因應緊要關頭的準備，從平時就要建

立社區防災組織！

1. 相互討論。

2. 參加防災市民組織。

3. 參加防災訓練。

地震發生 5-10 分鐘 地震發生 10 分鐘 - 半日

地震發生半日 - 三日 地震發生 - 三日以後

應變作為

應變作為

應變作為

應變作為

資料來源：文字摘錄自 [ 市民防災手冊 ]、圖片摘錄自 [ 防災手冊 ]。

先確保自己的安全後，再確認家

人的安全。

確認鄰近住所的安全及互相幫助！

2-3 日須自給自足互相幫助！   活化社區力量，開始推動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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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時處境應變

大聲提醒周遭人員保護自身安全，不要

慌張湧向出入口、逃出建築物，以免因

慌亂中逃離而造成傷害。 

遠離窗戶、玻璃（可能爆裂）、吊燈等

危險墜落物、以及巨大家具、櫥櫃。利

用軟墊保護頭頸部，躲在堅固的桌子底

下或以低姿勢躲在沙發或樑柱旁邊，若

人在床上，則以低姿態躲避於床邊，同

時注意避免被掉落物砸傷。 

隨手關閉使用中的電源或火源、防止火

災發生。 

當感覺到搖晃時，應即壓停各樓層，

看其停在哪一層後，隨即離開。如電梯

門不開，應即按緊急開關，呼叫幫忙。

◆ 人在公寓大廈

◆ 人在電梯

若位於地下室或停車場，需盡快離開車

內，以低姿態躲在車旁，躲在車前周邊

最好，引擎比較不會被壓潰，但應注意

避免來車撞擊。 

家人或同事間互相關心行動。

◆ 人在停車場

(1) 應經常備有手電筒、攜帶式收音機，

　　以及必要的電池。 

(2) 在晚上時，以手電筒確認周邊的狀況。 

(3) 切斷使用中的各種電源。 

(4) 拔除高溫器具（熨斗、電熱器等）及

　　高電壓器具（電視等）之插頭。

(5) 以攜帶式收音機瞭解正確的資訊。

在發生大地震後，常會有電線桿傾倒、電線切斷等二次災害火災，而導致大

規模停電，其行動的因應措施包括：

停電及停止瓦斯供應對策 -專有部分

◆ 停電時的對應

把出口處的門打開，以避免門框歪扭夾

緊。

依緊急避難疏散的判斷基準採取行動，

逃生時應穿著厚底鞋子或皮鞋，以避免

被碎裂玻璃或尖銳物品割傷。 

不可使用電梯，以免因振動故障受困。 

資料來源：地震避難疏散參考程序



20 21

公 寓 大 廈 地 震 防 災 手 冊

住 戶 篇

◆ 地震停電預防因應方法

自來水

瓦斯電熱水器

瓦斯爐

照明器具

電視 電話 網路

換氣扇

家電製品 ( 連接插頭 )

隨著給水幫浦的停止運作，可以預想會產生停水。

停水時若將水龍頭打開，恢復供水時水將會不斷的流出，可能會產生漏水的情況。

停電及停水時，請一定要確認廚房、廁所、浴室、洗衣機等的水龍頭是否確實栓緊。

為了預防停水的情況產生，請事先儲藏好飲用水以及日常用水。

順帶提及，馬桶儲水箱內若已無蓄水，就無法沖洗馬桶，請注意。

停水結束後也有可能發生「濁水」流出的情況。停水後，開始使用自來水前，請先將自來水流
出一陣子，泥沙部分去除後，再使用。

發生停電的情形時，幾乎所有的機種都無法
使用，請注意。

停電時有些瓦斯爐雖可使用，但有一部份性能
較高機能多樣化的瓦斯將無法使用。

使用中發生停電時，切勿驚慌，將瓦斯開關轉
回「止」，請確實確認瓦斯是否完全關上。

因為換氣扇無法運作，若要使用瓦斯時，要注
意開窗保持空氣暢通。

會有無法照明的情況產生，因此準備手電
筒是必要的。隨時注意電池殘量，準備預
備電池應急。蠟燭有可能會導致火災發生，
請盡量避免使用。

電視無法使用。若有預約
錄影，請注意有些機種必
須再次設定。

無線電話等，需要使用電源的電話機
在停電時將無法使用。另外「光纖電
話」、「網路電話」等也會無法使用。

各公司的網路回線裝
置會停止，請注意將
會無法接續網路。

由於停電時換氣扇無法運作，使用瓦斯爐、
瓦斯暖爐、汽油暖爐等是非常危險的。若
必須要在停電時使用以上物品，請十分注
意換氣、定期的開窗讓空氣流通。

※ 瓦斯外漏時警報器不會運轉。若無保持空氣暢

通，將很有可能發生一氧化碳中毒，請務必注意。

停電時充電式以及電池式以外的家電製品將會
無法使用。請注意冷藏庫內的食材將會漸漸腐
壞，冷凍庫內的食材也會因解凍而流出水份等
情形。

使用電熱器具 (熨斗、吹風機等 )發生停電時，
務必將插頭自插座拔起 ( 復電時易起火 )。

另外，使用電腦遇到停電時，可能導致光碟機
損壞資料消失，請注意。

裝置瓦斯自動遮斷設備，當偵測到瓦斯

外洩或感測到震度 5 以上即時能自動遮

斷。

關閉瓦斯器具的旋鈕開關、瓦斯開關、

表前總開關。 

確認有無瓦斯外洩的臭氣味道。 

聞到有瓦斯外洩時，即刻輕輕打開門、

窗戶以利通風換氣，並關閉爐具開關、

瓦斯表前開關，並立即聯絡瓦斯公司處

理。不可使用抽風機、電扇、排油煙機

來通風，因有發生瓦斯氣爆的危險。 

當瓦斯開關、器具開關都開啟，仍無瓦

斯時，應先將瓦斯開關關閉。 

瓦斯不出來時，應確認微電腦瓦斯表是

否開啟。 

在微電腦瓦斯表確認開啟後，再進行操

作。 

在瓦斯公司停止供應瓦斯後，要再恢復

供應時，瓦斯公司人員應先確認檢查瓦

斯設備並做氣密檢驗合格後，再開啟使

用。

◆ 地震停止瓦斯供應時 ◆ 瓦斯恢復供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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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震而發生的火災往往都會造成較大的災害。為了不讓火災發生，日常生

活的準備是非常重要的。

(1) 插座的部分若沾滴到水就有可能會起火燃燒，  

　　所以在家電製品的旁邊不要放置花瓶等裝置

　　水容器的物品。

(2) 瓦斯爐周邊的置物架上盡量不要放置容易落下

　　的易燃物(抹布等)，於汽油暖爐注入燃油時，

　　小心注意不要讓油溢出，汽油暖爐的旁邊請

　　勿放置洗滌衣物或者是窗簾等易燃物。

(3) 預防萬一，必須要理解滅火器的使用方式

(1) 地震時立即隨手關閉使用中的電源或火

　　源、防止火災發生。 

(2) 檢查瓦斯是否漏氣？若瓦斯有漏氣現象

　　應立即關掉瓦斯總開關並打開窗戶，切

　　勿開啟抽風機以免引爆，千萬不要使用

　　蠟燭、或火柴及電器用品，以免發生火

　　災。

(3) 若有發現起火，在延燒之前立即以水或滅火器滅火，並通報警察與消防單位，

　　若已延燒則協助救火，並注意自己安全，也必須通知警察與消防單位。

(4) 不要同時使用多種火源，地震時一

　　人無法兼顧熄滅所有火源，常因忽

　　略而造成火災。

(5) 設置自動熄火的關閉設備，包括瓦

　　斯等自動熄火、關閉。

(6) 不要在有火或高熱器具周邊，放置

　　容易燃燒物品，如紙、窗簾等易燃

　　物。 

(7) 防止瓦斯桶的翻倒，應將桶體用兩

　　條鏈條確實固定在牆壁等。

火災對策 -專有部分

◆ 預防火災發生

◆ 防止震後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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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快通知

大聲的呼喊「發生火災了」，告知鄰近住戶。如果聲音不是很大，拿起水

壺敲擊聲響讓大家知道異常狀況的發生。

 正確通報 119

即使再小的火災也要通報 119。不慌不忙的告知正確的所在地。

首先傳達發生火災的確切位置。

告知場所 ( 住址 )、建築物種類 ( 公寓、獨棟透天厝 )。 

告知是否有無法逃脫、受傷的人。

火災現場附近是否有明顯記號。

 火勢延燒至天花板為初期滅火限度

一般而言，起火開始三分鐘以內火勢會延燒至天花板，這已經超出初期滅

火的標準。若要自行進行初期滅火，最佳的時機是起火開始一至兩分鐘為限度。

 火勢延燒至天花板後盡快避難

起火開始燃燒至整棟房子為止約為十分鐘。若火勢已燃燒至天花板，勢必

會馬上擴大燃燒。因此若天花板已被火海吞噬時，不要逞強，盡快避難之。

 避難時的重點

若無法進行初期滅火，要盡快避難。

先讓小孩子以及年長者、行動不便者避難。

為了不讓火勢延燒，將正在燃燒中的房間之窗戶以及房門關上，便可有效避

絕空氣進入助燃。

原則上往下避難。

利用沾濕的手帕或者是毛巾蓋住口鼻，採低姿勢逃生。

若不得已必須通過火焰燃燒處時，切記不要吸吐氣，憋氣一次跑過該處。

利用沾濕的棉被或者是毛巾包覆頭部，用水沾濕身體，就能保護身體。

若知道有脫逃較慢的人，要盡快告知消防人員。

◆ 火災發生時

首先要大聲的讓附近住戶知道其危險性，其次再進行以下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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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準備一個緊急避難背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

強震發生時，帶著背包尋找安全的掩護地點，一旦災情嚴

重無法返家或受困於建築物內，可利用背包內的物品自救

與尋求救援。

居家緊急避難背包與避難生活備用品

◆ 甚麼是緊急避難背包？

序 項目 內 容 物 品

1 背包 容量 20 到 30 公升，多口袋式。

2 自救工具 手電筒、電池、哨子、收音機、厚手套。

3 飲水和食物 礦泉水、泡麵、餅乾、罐頭、巧克力等。

4 藥品 急救藥品、個人用藥 ( 如糖尿病等用藥 )。

5 個人物品
證件影本（身分證、銀行存褶、房地契等）、親友通訊錄、個人

衛生用品、保暖衣物、適量金錢。

緊急避難背包的重量與大小應符合個人的揹負能力，

並定期更新汰換過期的食品與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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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常見的家庭緊急用品分為水與食物、衣物與棉

被、急救藥品、工具以及其它物品等五大類。一般家庭可

以參考我們所提供的緊急用品整備項目，然後根據自己家

庭的需求來規劃需整備的物品。

◆ 甚麼是緊急備用品？

資料來源：﹝防災社區指導手冊﹞

水、食物 衣物、棉被

供應標準
‧ 足夠全家人使用
‧ 每人每日需要 2.5-3 公升的飲用水
‧ 遇需考慮洗滌、烹調、衛浴時所需的水
‧ 每人每日需要 2100 卡路里
供應原則
‧ 都會地區：2 日份
‧ 偏遠地區：3 日份
‧ 孤立地區：7 日份
儲存原則
‧ 水要儲存於密封、堅硬容器內
‧ 在儲水的容器上寫下儲存日期，以便每半　
　 年更換一次
‧ 避免容易腐壞或需要冷 ( 凍 ) 的食物
‧ 以輕便、容易攜帶、不需烹調的食物為佳
‧ 注意食物的保存期限

乾淨的衣服
乾淨的內衣褲
堅硬的鞋子
毛毯或睡袋

急救藥品

簡易急救箱
‧ 要注意藥品的保存期限
家人習慣用藥
‧ 慢性病
‧ 重大、特殊疾病

工具

收音機
手電筒
備用電池
蠟燭
打火機

哨子
刀子
開罐器
童軍繩
工作手套

其他

現金 特殊需求 衛生用品

‧ 零錢／鈔票
‧ 信用卡

‧ 老年人
‧ 嬰幼兒
‧ 身心障礙者

‧ 衛生紙
‧ 衛生棉
‧ 濕紙巾家庭重要文件

‧ 身分證件
‧ 房地契
‧ 保險資料
‧ 放置在防水的袋子內

簡易雨衣

口罩

寵物用品

盥洗用品

‧ 香皂／沐浴乳
‧ 洗髮精
‧ 牙刷、牙膏



27



27

公 寓 大 廈 地 震 防 災 手 冊

管 理 委 員 會 篇

管理委員會篇
CHAPTER    3



28

公 寓 大 廈 地 震 防 災 手 冊

管 理 委 員 會 篇

29

(1) 籌組防災組織及運作

(2) 對住戶實施防災訓練

(3) 管理員室及公共設施的鑰匙保管

(4) 防災物品整備

(5) 製作住戶名冊，協助其更新、保管以及於災害發生時活用

　　為了預防萬一，管理委員會的委員們必須要事先確認各類文件以及重要物品

的保管位置，重要文件可以隨身碟備存，在事故發生時可攜出緊急備用。

防震工作整備

◆ 管理委員會的防災工作

◆ 公寓大廈地震防災組織

◆ 確認管理委員會文件及重要物品保管位置

項目 處理事項 位置 人數 人員名單

地震時

應變組

關閉本大樓瓦斯開關 1

電梯使用管制 各梯間 1

廣播：告知住戶關閉電源
及瓦斯
告知住戶撤離或尋找掩蔽

管理室 6-8

引導組 引導住戶疏散或避難
各棟安全梯及地
下室避難空間

1

地震後

通報組
以廣播器或對講機聯繫各
住戶做安全確認

管理室 1

勘查組
成立各棟樓及公設區域之
震後檢視小組，實地勘查
受損狀況及記錄

各棟及地下室所
有公共設施

8-10

救難編組

對外求援 3

緊急送醫 4-6

危樓疏散 6-8

應急物資整理分配 6-8

保管物品 保管位置 保管者 備註

管理室鑰匙

各種共用部分鑰匙

住戶名冊

標示物等 ( 立牌、架子 )

建築物各項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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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確認住戶的人身安全及人命救助的觀點來看，

整備住戶名冊、緊急聯絡名冊是很重要的。

發生地震災害時互助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為此，於日常生活中與附近居民以及區

域間交流聯絡感情、加強互動是必要的。

透過管理委員會所舉辦的餐會、活動或

祭典，加深鄰近居民間的交流互動，藉

此串聯居民的心，醞釀更深一層的連帶

關係，打造公寓大廈的優質生活環境。

此外，除了餐會、活動或祭典，管理委

員會的發行刊物、網頁等也是形成交流

的方法。

管委會應依法定期辦理「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申報」及「消防安全設

備檢修申報」，以確保在災害發生

時，逃生避難通道保持暢行無礙，

各項避難設施及防災設備都能正常

發揮作用。定期舉行防災演習及防

災設備操作演練，可讓住戶熟識災

害應變時的正確行為，避免二次災

害的發生。

◆ 公寓大廈內的聯繫網絡

整備住戶名冊

平時交流互動

◆ 依法辦理公共安全及消防安全申報

為了可以在災害時確認住戶的人身安全

為了可以在災害時支援行動不便者及獨居者

為了可以在發生火災時緊急聯絡近鄰住戶

為了可以在公寓大廈倒塌、一部分毀損的情況

產生時進行維修工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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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生衣　	 	 □　救災用繩索　	 　□　
□　工作手套　　　	 □　安全頭盔	 　	 　□
□　救生浮板、救生圈	 □　	 	 	 　□　

防救災相關設備、器材

◆ 通訊、照明設備

◆ 救災器材

◆ 警示器材

◆ 救生設備

◆ 大型救災機具

◆ 救護器材

◆ 其它

□　低功率對講機			 □　強力探照燈					 　□　廣播系統 ( 全社區 )
□　長波無線電	 □　緊急照明燈　　	 　□　
□　廣播喊話器　　	 □　防水手電筒　　	 　□　
□　車上廣播器　　	 □　備用電池　　　	 　□　
□　汽油、柴油　　　	□　收音機	 	 　□　　　　　　　

□　油水機　	 	 □　移動式消防幫浦	 　□		短柄鏟
□　發電機	 		 □　消防水帶　　　　	 　□　萬能斧
□　乾粉滅火器　	 □　圓鍬　　　　　　	 　□　千斤頂
□　電鑽	 	 □　十字鎬	 	 　□　鍊鋸機
□　油壓剪	 	 □　雙節梯	 	 　□　

□　警戒繩　　		 □　警示指揮棒　	 　□　勤務背心（臂章）
□　警示燈	 	 □　反光三角錐　	 　□　警笛（哨子）

□　挖土機　　		 □　堆土機　　　　　	 　□　小山貓
□　卡車　　	 	 □　怪手	 	 　□　吊車

□　摺疊式擔架　	 □　大型急救箱　　　	 　□　
□　消毒藥品　　	 □　保健箱	 	 　□　　

□　大型帆布　		 □　客土袋（沙包）　	 　□　簡易淨水器
□　簡易雨量計		 □　照相機	 	 　□　
資料來源：﹝防災社區指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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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保管於管理委員會

的住戶名冊，確認住戶

人身是否安全。

（誰來確認每層樓的住戶人身安

全情況，必須要事前分工。）

大家必須合力協助獨居

老人以及受傷者、特別

照護需求者。

因為停電的關係，導致

無法使用電梯，以及機

械式停車場停止使用的

狀況產生，必須要於公

佈欄貼示公告，周知居

住者相關訊息。

確認是否有因為災害破

損的部分，或者是危險

禁止進入部分。

利用收音機以及電視蒐

集最新情報。

災害後管理委員會工作範疇

設備 預防事項‧對應方法 設備 預防事項‧對應方法

電梯

電梯無法使用。

搭乘電梯時若發生停電，電梯就會臨時緊急

停止，恐怕會有人員被關在電梯的情況產生。

停電時間及其前後要盡量控制避免使用電梯。

萬一，若被關在電梯中，請利用電梯按鍵處

的緊急通話裝置與外部聯繫。若無任何回應，

請敲電梯門試著與外部聯繫。

請勿慌張，等待電梯維修人員到達。

火災
警報器

停電時即使發生火災，有時火災警報

器也會無法運轉。

萬一，停電時發生了火災警報，請向

１１９消防隊通報。

另外，有空時要確認滅火器的放置位

置。

通道、
樓梯等

若有緊急照明的地方，就能靠內部電

池續電維持約 20 ～ 30 分鐘的照明。

電池能量消耗殆盡後照明就會熄滅，

請事先準備手電筒。

安全系統等
(自動門鎖、
ＣＣＴＶ
監視器 )

無法使用自動門鎖機能與自動門。雖然可以

嘗試手動開門的方式，但若有複數的出入口，

盡可能利用其他出入口。

ＣＣＴＶ監視器也會停止。

停電時公寓大廈全體的安全系統機能降低，

各個家庭的門、鋁製門窗等請注意關閉。

再者，對講機無法使用，大廳入口以及自家

玄關前的門鈴也無法使用，敬請注意。

感應式鑰匙無法使用的可能性很高，請記得

要順便攜帶普通的鑰匙。

停車場等

機械式停車場以及停車場出入口的鐵

捲門會無法進行運作，車輛因此無法

出入停車場。雖然復電後會自動恢復

運作，但若在運作中發生停電的情形，

有時必須要在復電時請維修公司完成

修復作業後，才能使用之。

停電時間及其前後，要盡量控制避免

使用機械式停車場。

◆ 確認住戶人身安全 ◆ 協助獨居老人

◆ 貼示公告

◆ 巡視公寓大廈周圍

◆ 收集正確資訊

◆ 停電對策 -共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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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威脅人們的生命財產，但現今科技能力仍無法預測地震發生的時間。面

對隨時可能發生的地震，除了選購耐震的房屋、改善安全的居家環境、掌握避難

的要點之外，還可以多作些甚麼呢？天災往往出乎意料之外，即便是選購了耐震

的房屋，房屋還是有可能嚴重受損而不再適合居住，但如果住戶在震前加入了地

震保險，萬一房屋震損達到「全損」標準，將可獲得適度理賠保障，減輕震災對

於家庭的直接衝擊。

住宅建築物（只保房屋，不保動產、裝潢及人身安全）

房屋因以下事故造成「全損」：

地震震動引起之火災、爆炸、山崩。

地震引起之地層下陷、滑動、開裂、決口。

地震引起之海嘯、海潮高漲、洪水。

地震險採單一費率，自 2009 年 4 月 1 日起，一年期保費為新台幣 1,350 元（購

買「住宅火災及地震保險」須另外加計火災險保費）。

保險金額以房屋重置成本為計算基礎，每一住宅建築物最高保額以新台幣 120

萬元為限；臨時住宿費用每一住宅建築物以新台幣 18 萬元為限。

民眾考量自身的財產價值與經濟能力，如欲投保超過新台幣 120 萬元以上的保

障，或針對屋內動產及裝潢購買保險者，可向原保險公司投保擴大地震險。

房屋須達「全損」標準方予理賠，全損標準判定如下：

(1) 經政府機關通知拆除、命令拆除或逕予拆除。

(2) 經本保險合格評估人員評定，或經建築師公會或結構、土木、大地等技師

公會鑑定為不堪居住必須拆除重建，或非經修建不能居住且修復費用為重置成

本 50% 以上者。

投保地震保險

◆ 住宅地震保險內容（參考：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保險標的物

承保之危險事故

保險費

保險金額

擴大地震保險

理賠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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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相關文件證明



34

公 寓 大 廈 地 震 防 災 手 冊

認 識 地 震 篇

35



34 35

公 寓 大 廈 地 震 防 災 手 冊

建 築 物 災 損 檢 查 篇

建築物災損檢查篇
CHAPT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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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自主檢查

◆ 建築物主要結構檢查

◆ 建築物外觀檢查

部位 損傷狀況
損壞程度

照片 NO.
嚴重 中度 輕度 無異常

1. 柱 □破損 □剪斷 □彎曲 □龜裂 □＿＿＿

2. 樑 □破損 □剪斷 □彎曲 □龜裂 □＿＿＿

3. 承重牆 □破損 □剪斷 □彎曲 □龜裂 □＿＿＿

4. 剪力牆 □破損 □剪斷 □彎曲 □龜裂 □＿＿＿

5. 基地 □破損 □下沉 □彎曲 □龜裂 □＿＿＿

6. 擋土牆 　□傾斜 □傾倒 □龜裂 □＿＿＿

部位 損傷狀況
損壞程度

照片 NO.
嚴重 中度 輕度 無異常

1. 建築物 　□傾斜 □下沉 □ _______

2. 屋突 　□破損 □剪斷 □彎曲 □龜裂 □＿＿＿

3. 屋頂平台 　□破損 □漏水 □龜裂 □ _______

4. 外牆 　□鐵筋露出 □漏水 □龜裂 □ _______

5. 女兒牆 　□破損 □剪斷 □彎曲 □龜裂 □ _______

6. 陽台 　□破損 □漏水 □龜裂 □ _______

7.庭園、花圃、
　花台

　□破損 □漏水 □龜裂 □傾倒 □ _______

8. 公共走道 　□破損 □龜裂 □ _______

9. 樓梯 　□破損 □龜裂 □ _______

10. 入口門廳 　□破損 □龜裂 □ _______

11. 門、窗 　□破損 □變形 □ _______

12. 辦公室 　□門窗 □裝潢 □家具 □ _______

13. 工作室 　□門窗 □裝潢 □家具 □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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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附屬設施設備檢查

部位 設備項目 損傷狀況
損壞程度

嚴重 中度 輕度 無異常

1. 電氣設施
　□照明 　　□緊急供電 □緊急廣播

　□避雷設備 □受電室 　□ _______

2. 昇降設施 　□電梯 □汽車昇降機 □ _______

3. 消防設施

　□消防栓箱 □滅火設備 □警報設備 

　□受信設備 □避難設備 □搶救設備 　

　□ _______

4. 燃氣設施 　□瓦斯管 □開關 □遮斷器 □ _______

5. 給水設施
　□儲水池 □中繼水箱 □儲水塔 □水管 

　□ _______

6. 衛生設施
　□污水管 □污水池 □污水設備

　□ _______

7. 空調設施 　□空調設備 □排風設備 □ _______

8. 電信設施 　□電信 □網路 □電信室 □ _______

9. 保全設施
　□弱電系統 □ CCTV 系統 □門禁系統  

　□監控室 　□ _______

地方政府於重大地震或震災後實

施危險建築物的緊急鑑定，緊急鑑定

結果以震災後危險建築物緊急鑑定

告示標誌表示；標示分為紅單及黃單

兩種，張貼於建築物主要出入口及損

害區域，為建築物有危險之虞者，應

暫時停止使用，經補強或排除危險後

始得使用。

未實施危險建築物緊急鑑定的建築物如有安全疑慮時，亦可委請地方政府登錄

的建築師、土木技師、結構技師、大地技師等專業資格人員進行建築物安全鑑定。

危險建築物緊急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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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外救援篇
CHAPT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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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震發生時，為達緊急收容

安置民眾之任務，對於房屋已倒塌

或不堪居住或有發生災害之虞的危

樓，為確保民眾安全，規劃做為臨

時安置民眾之避難場所（如學校、

區里活動中心、寺廟等）。如目前

台北市指定為各類防災任務優先開

設學校之避難場所。

平時做為公園供民眾休閒使

用，當地震發生，有大量民眾需臨

時安置時，轉換成為收容民眾的臨

時避難場所；防災公園開設時機根

據各區災害狀況進行指定。如台北

市目前規劃設置 12 處防災公園，各

行政區各設置 1 處，作為維生功能

之避難場所，除儲存基本維生物資

外，亦提供緊急維生用水（確保維

持生存最基本之飲用水）。

災害避難場所及逃生路徑

◆ 避難場所

緊急安置所

防災公園

台北市松山區緊急安置所

居家周邊
避難所地圖

居家周邊
防災公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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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的防救應從個人、家庭及社區做起，社區災害防救組織是整體防救災系

統的基石，在平時可以減少可能造成災害的原因，而於災害發生時，扮演著第一

線救災的重要角色。當災害來襲時，村、里長或居民組織負責人應馬上召集組織

成員，立即展開初期的搶救、緊急醫療、救火與食物飲水的提供，協助政府災害

防救中心展開各項救災工作，並提供災情報告給災害防救中心，以及救援物資調

度分配等服務工作。

以社區為基礎，根據地區的需求與

條件，建立適當的防救災組織（如右圖

所示之以地震災害為假想的社區防救

災組織示意圖）。

公寓大廈是社會的資產，因此管理

委員會與公寓大廈的所在區域，彼此間

的交流是很重要的。若能將鄰里內組

織、自治會組織所籌畫的活動，與公寓

大廈活動融合，加強區域之間的合作關

係，遇到災害發生時，就可以發揮守望

相助及合力救援的作用。

鄰里區域間的聯繫網絡

居家周邊
避難路線

◆ 避難路線

◆ 建立防救災組織

台北市大安區黎和里疏散避難路線圖

資料來源：﹝地震防災手冊﹞

統籌指揮

提供飲食 指揮避難 救援救護 協助消防 災情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