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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體制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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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災害環境變遷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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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災害環境變遷與趨勢 

 全球氣候變遷與極端氣候導致災害風險及數量增多，
且受影響人數與經濟損失增加。亞洲地區受天然災害
影響人數佔全球89%，係屬高風險區域，其中又以暴
雨、洪水及地震所造成之損失最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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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災害環境變遷與趨勢 

 台灣地區位處於西太平洋颱風區及環太平洋地震帶
，境內山高水急，天然災害發生率高，每每造成人
命與財產的重大損失。根據統計，台灣有73%以上
的國土人口，面臨地震(海嘯)、水災、颱風及土石
流四種天然災害的威脅，而有90%的國土人口，會
遭遇上述兩種以上天然災害的威脅。另由於全球暖
化影響，使得近年來天然災害之災情狀況及規模遠
大於從前，災情更趨嚴重。本縣除未有土石流災害
，同樣有者颱風、水災、地震(海嘯)的威脅，但受
災程度上均較台灣本島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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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災害環境變遷與趨勢 

 地震及複合性災害造成死傷最為嚴重 ：  地震災害常具有毀
滅性，除導致建物倒塌而死傷外，還會引起火災、山崩、地
滑、海嘯、傳染病等災禍。致於我國則常因颱風伴隨強降雨，
而同時發生水災、山崩、土石流、堰塞湖、潰堤、交通橋梁
中斷及河道水庫淤積等複合性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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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災害環境變遷與趨勢 

 高度都市化導致易致災性提升 ：高度都市化將導致人
口密度增加、土地使用強度提升、交通運輸頻繁等致
使火爆災 害、交通事故及毒化等人為災害的風險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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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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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一、法規建制及發展 

回顧臺灣災害防救法制發展歷程，可分為下五個時期： 
(一)未法制時期(民國53年以前) 

(二)臺灣省防救天然災害及善後處理辦法時期(民國54年至82年) 

(三)災害防救方案時期(民國83年至88年) 

(四)災害防救法第一階段時期(民國89年至98年) 

(五)災害防救法第二階段時期(民國99年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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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一、法規建制及發展 
(一)未法制時期(民國54年以前) 

➢台灣光復至民國54年止，約20年的期間 內，曾發生過
如八七水災(1959.8.7)、雪 莉(1960.7.31)、波蜜拉
(1960.7.31)、歐 珀(1962.8.4)、葛樂禮( 1963.9.9)等
多次 颱風豪雨，以及震央位於台南白河附近之 嘉南地
震(1964.1.18)等重大災害，造成 各地慘重的災情。 

➢主要法規以救濟為主，包括「災害協賑辦法(37年)」
及「臺灣省人民因災死傷及民 間房屋因災倒塌救濟辦
法(45年)」，尚無制定統一之災害防救法令、規章，
災害發 生後，由省政府與中央直接指揮軍警及行 政單
位人員進行救災與災害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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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一、法規建制及發展 
(二)臺灣省防救天然災害及善後處理辦法時期(民國54年至83年) 

➢民國54年5月臺灣省政府訂定「臺灣省天然災害防救及善後
處理辦法」，並訂定「臺灣省天然災害申請國軍支援作業手
冊」，作為省政府及各縣市政府應變救災的依據，軍方成為
災害搶救的重要力量。 

➢ 「臺灣省天然災害防救及善後處理辦法」曾歷 經多次修訂
(最後一次於民國80年提出) ，確立災害防救組織體系三級制
度，最高組織為省府災害防救會報，各地方縣市設防救災害
指揮部，由轄內各災害相關管理單位主管組成，以縣市長為
指揮官，警察局局長為副指揮官，在鄉鎮層級則設防救災害
執行中心。另台北市與高雄市兩地在升格為直轄市後，也分
別參照制定各自的處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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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一、法規建制及發展 

(三)災害防救方案時期(民國83年至88年) 

➢政府吸取美日制定災害防救相關法規與組織經驗(日本
1961年制定「災害對策基準法」、美國1979年成立「聯
邦緊急事務管理總署(FEMA)」)，另1994年1月美國洛杉
磯北嶺地震後，迅速有序地展開救災復原重建工作，同年
4月華航名古屋空難，日本相關單位應變處置明快、適切。 

➢有鑑於此，行政院乃於民國83年審議通過函頒「災害防救
方案」，作為因應各種天然或人為災害之防救依據，將全
國災害防救體系區分為中央、省（市）、縣（市）及鄉
（鎮、市、區）等四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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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災害防救方案及其運作特點： 
➢ 「災害防救方案」屬行政命令。 

➢ 規定之災害防救範圍包括颱風、洪水、坡地崩塌、大規模地震等常見之

重大天然災害，以及大規模火災、爆炸、交通事故等部分的重大人為災

害。 

➢ 並非僅規定緊急應變事務，另規定災害防救工作的重要「實施項目」，

包含了災害預防、災害應變及災害善後等3類，合計32項的工作項目與

63項的採行措施。 

➢ 規定四級政府(中央、省(市)、縣(市)、鄉(鎮、市))中，設置平時的「防

災會報」與災害時的「災害防救中心」，並指定中央相關部會與公共事

業單位於災時須成立「緊急應變小組」。 

➢ 規定訂定「防災基本計畫」(中央)、地區防災計畫(縣市、鄉鎮)、防災業

務計畫(相關部會及指定公共事業單位)等三類法法定防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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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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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一、法規建制及發展 

(四)災害防救法第一階段時期(民國89年迄98年) 

➢ 88年發生 921大地震，造成2,415人死 亡，並帶來嚴重
財物損失，使得國家整體 災害防救體系及緊急應變能力，
遭受空前 未有的考驗與挑戰。 

➢為使日後各項災害防救工作有明確的法源依據與規範，
89年 7月頒布實施「災害防救法」，建構全國災害防救
體系及應變機制，對於各災害防救單位之職責，以及災
前、災時、災後等重要工作項目與運作，均有明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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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災害防救法第一階段立法重點(1/2)：  

➢災害防救法為國家災害防救基準法，分為總則、災害防救組 
織、災害防救計畫、災害預防、災害應變措施、災後復原重 
建、以及罰則與附則等共八章五十二條條文，其重點如下： 

➢ 確立災害防救體系三級制，中央、直轄市與縣(市)、鄉鎮(市)
於平時設「災害防救會報」，災時視災害規模成立「災害應
變中心」，而重大災害之後則成立「重建推動委員會」。 

➢ 明訂各類災害防救工作之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 

➢ 規定各級政府應設置專責機構(單位)，以推動辦理災害防救
會報的決定。 

➢ 重視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發與落實應用，成立「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並於中央及直轄市、縣(市)設置「災害防救專
家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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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災害防救法第一階段立法重點(2/2) 

➢ 規定成立各類災害應變組織，各級政府應成立「應變中心」，
中央各部會署及公共事業單位應設置「緊急應變小組」，並
於內政部消防署設立「特種搜救隊」，於直轄市、縣(市)消
防局設「搜救組織」，亦規定將民防團隊、後備軍人、國軍
納入應變體系，強調結合民間與社區組織。 

➢ 規定各級政府必須擬定各類災害防救計畫，包括災害防救基
本計畫、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以長期執
行各類災害防救工作。 

➢ 規定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單位應配置、編組防救災人員
與相關設備，並實施定期演練，演習應納入民眾及企業。 

➢ 明定各地方政府應訂定相互支援之協定，以及訂有災時徵用
民間人員、物品及其相關補償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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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災害防救法第一階段所訂之中央災害防救體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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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一、法規建制及發展 

(五)災害防救法第二階段時期(民國99年迄今) 

➢ 98年8月莫拉克颱風襲臺帶來極端 降雨，造成644人死亡，
60人失 蹤，為921震災之後最大規模的人 員死傷，對災
害防救體系產生強烈 衝擊。 

➢為因應此類重大災害，建構完備之 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級政
府整體災害 防救體系，並強化國軍迅速主動支 援救災機
制，故修正「災害防救 法」部分條文，並於99年8月4日
公 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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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災害防救法第二階段(99年)修法重點： 
➢強化地方政府應負責地方災害防救事項，增訂地方政府應依地方制度法及本法相

關規定，辦理災害防救自治事項。 

➢為提升行政效能，行政院設立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並設災害防救辦公室，置專

職人員，處理有關業務，並將內政部消防署轉型為內政部災害防救署，以強化執

行災害防救任務；另設置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統籌、調度國內各搜救單位

資源，執行災害事故之人員搜救及緊急救護之運送任務。 

➢規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設置災害防救辦公室執行各該地方災

害防救會報事務。 

➢增訂行政院每年應將災害防救白皮書送交立法院。 

➢增訂劃定防救災微波通信傳輸障礙防止區域，及傳輸障礙之協商改善或以最小損

失之方法使用建築物頂層架設電臺機制，以確保防救災微波通信暢通。 

➢增訂異地設置備援應變中心，以確保災害應變中心正常運作。 

➢增訂國軍主動進行救災任務，及國防部得為災害防救需要，運用應召之後備軍人

支援災害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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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災害防救法第二階段所修訂之中央災害防救體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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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災害防救法第二階段所修訂之各級政府災害防救體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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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二、中央災害防救組織調整情形 

—修正「中央災害防救會報設置要點」 

任務： 

◎決定災害防救之基本方針。 

◎核定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及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之災害
防救業務計畫。 

◎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政策及措施。 

◎核定全國緊急災害之應變措施。 

◎督導、考核中央及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其他法令規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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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二、中央災害防救組織調整情形 

—訂定「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置要點」 
任務： 

◎執行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災害防救政策、推動重大災 害防救任務及
措施。 

◎規劃災害防救基本方針。 

◎擬訂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審查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之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協調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或地區災害防救計畫間牴觸無法解決事項。 

◎協調金融機構就災區民眾所需重建資金事項。 

◎督導、考核、協調各級政府災害防救相關事項及應變措 施。 

◎其他法令規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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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二、中央災害防救組織調整情形 

—訂定「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置要點」 

委員組成： 

(一)置委員26人： 

1.其中1人為主任委員，由本院副院長兼任，承本院院長之
命，綜理本委員會事務。 

2.副主任委員2人，分別由本院政務委員及內政部部長兼任，
襄助會務。 

3.其餘委員，由擇定相關中央部會副首長一人派兼之。 

(二)置執行長一人： 

由內政部部長兼任，承主任委員之命，處理委員會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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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二、中央災害防救組織調整情形 

—訂定「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設置要點」 
掌理事項： 

◎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之研擬、重大災害防救任務及措施之推 動。 

◎會報與委員會決議之各級政府災害防救措施執行之督導。 

◎災害防救基本方針及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之研擬。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初審。 

◎災害防救相關法規訂修之建議。 

◎災害預警、監測、通報系統之協助督導。 

◎災害整備、教育、訓練及宣導之協助督導。 

◎緊急應變體系之規劃。 

◎災後調查及復原之協助督導。 

◎其他有關災害防救之政策研擬及業務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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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二、中央災害防救組織調整情形—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配合災害防救法修正為19個功能分組，並分為參謀、訊息、
作業及行政等4群組及前進指揮所，並律定各功能分組作業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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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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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28 



貳、防災法規與體系 

項 次 重 大 災 害 種 類 
中 央 主 管 
單 位 

本 縣 應 變 中 
心 開 設 單 位 

1 
風災、震災、重大火災 
、爆炸、輻射災害 

內政部 消防局 

2 
旱災、重大工程災害公用氣體與
油料管線 

經濟部 建設處 

3 客貨輪交通海難、空難 交通部 旅遊處 

4 水災 經濟部 工務處 

5 重大交通事故 交通部 警察局 

6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海洋油污染事件 

行政院 
環保署 

環保局 

7 漁船海難 農委會 農漁局 

8 寒害、禽流感 農委會 農漁局 

9 生物病原災害 衛生署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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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地方政府執行災防
工作角色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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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地方政府執行災防工作角色與責任 

一、鄉市公所首長責任與義務 
➢災害防救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並應依地方制
度法規定辦理災害防救自治事項。 

➢擔任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定期召開會報，核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決定
轄內災害緊急應變措施及重要防救災對策。 

➢為預防災害或有效推行災害應變措施，當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視
災害規模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執行災害應變工作，並擔任指揮官，負責指
揮、協調與整合。 

➢災害防救之規劃及執行工作，屬地方自治事項（地制法第18條至第20
條）；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對各該自治事項，應全力執行並
依法負其責任。 

➢自治事項如涉及跨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 事務時，由共同上級
業務主管機關統籌指揮各相關地方自治團體共同辦理，必要時共同上級業
務主管機關得指定其中一適當地方自治團體限期辦理。 

31 



參、地方政府執行災防工作角色與責任 

災害防救法 第十條 

鄉（鎮、市）公所設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其任務如下： 

一、核定各該鄉（鎮、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二、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策。  

三、推動疏散收容安置、災情通報、災後緊急搶通、環境清理等災害緊急應
變及整備措施。 

四、推動社區災害防救事宜。  

五、其他依法令規定事項。 

 

災害防救法 第十一條 

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置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委員若干人。召集
人由鄉（鎮、市）長擔任；副召集人由鄉（鎮、市）公所主任秘書或秘書擔
任；委員由鄉（鎮、市）長就各該鄉（鎮、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中指定之
單位代表派兼或聘兼。鄉（鎮、市）災害防救辦公室執行鄉（鎮、市）災害
防救會報事務；其組織由鄉（鎮、市）公所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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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地方政府執行災防工作角色與責任 

二、平時減災整備工作 

➢針對地區災害潛勢特性，訂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視需要與災害 經驗隨時檢討修
訂，並訂定修訂相關作業規定或標準作業程序。 

➢災害應變中心隨時完成整備成立運作事宜，並強化其功能，各機關並應完成緊急
應變小組編組，執行各項應變措施  。 

➢平時應加強辦理緊急動員測試、狀況推演及相關演練  。 

➢災前實施災害減災、整備工作。 

1、提升災害潛勢評估。 

2、編列預算充實防救災資源、裝備，及監測、預警器材設備。 

3、建立防救災資源資料庫並定期檢視更新。 

4、強化災情查通報機制。 

5、辦理應變中心演練，並落實救災編組訓練、演習。 

6、運用救難志工團隊。 

7、檢討修訂救災支援協定。 

8、加強國軍支援機制。 

9、其他有關減災、整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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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地方政府執行災防工作角色與責任 

三、災時救災應變重要工作 
➢ 適時開設應變中心。 

➢ 確定機關權責分工。 

➢ 強化查報通報作業。 

➢ 確實掌控災害情資。 

➢ 及時劃定警戒區域。 

➢ 落實災案追蹤列管。 

➢ 下令執行緊急避難。 

1、勸告或強制居民疏散撤離，並優先撤離災害潛勢區域內老弱及慢性
病等避難弱者。 

2、妨礙救災設施物件之去除，並作適當處置。 

➢辦理災民收容安置。 

➢高災害發生地區預先部署搶修機具與人力。 

 

34 



參、地方政府執行災防工作角色與責任 

四、災後復原重建重要工作 
➢災情、災區民眾之調查、統計評估及分析。 

➢災後復原重建綱領與計畫之訂定及實施。 

➢捐贈物資、款項之分配與管理及救助金之發放。 

➢ 災區民眾之安置。 

➢受災民眾之就業服務及產業重建。 

➢其他有關災後復原重建事項。 

➢ 復原重建整備事項： 

1、建立民間志工、捐贈物資、款項分配、運用與管理機制。 

2、建立災民中期安置作業與安置設施。 

3、建立復原重建動員機制。 

4、建立簡化行政程序作業。 

5、完成訂定搶修、搶險與復原重建所需相關開口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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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地方政府執行災防工作角色與責任 

五、其他地方政府配合辦理措施 
➢配合成立災害防救辦公室：配合災害防救法之修正，規劃成立直 轄市、
縣(市)與鄉(鎮、市)層級災害防救辦公室作為災防工作對口單位。 

➢適時成立災害應變中心：為強化緊急應變整備及疏散撤離工作，於所轄
列入海上颱風警報警戒區域時，成立應變中心二級開設，於列入海上
陸上颱風警報警戒區域時，提昇為一級開設。 

➢貫徹疏散撤離之執行：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有關災害疏散撤離作業應
由所轄鄉(鎮、市)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依權責下令執行，如鄉(鎮、市)
災害應變中心未執行，而縣(市)災害應變中心於研判有災害發生或危及
民眾生命財產之虞，得依災害防救法第31條規定劃定警戒區域，限制
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 

➢落實保全對象之維護：督導加強掌握水災及土石流保全對象，尤其應建
立老人、幼童、行動不良及慢性病患者等避難弱者名冊，以利優先提
前撤離作業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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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災情查報與疏散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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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災情查報作業 

相關法規： 

 

災害防救法第30條  民眾發現災害或有發生災害
之虞時，應即主動通報消防或警察單位、村（里）長
或村（里）幹事。 

前項之受理單位或人員接受災情通報後，應迅速
採取必要措施。 

各級政府及公共事業發現、獲知災害或有發生災
害之虞時，應主動蒐集傳達相關災情並迅速採取必要
之處置。 

 

38 



肆、災情查報作業 

目的： 

 

 為執行災害查報及通報工作，以期確實掌握災情，
發揮救災效能。 

 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能迅速傳遞災情，掌
握災情，採取必要之措施，以期減少生命財產損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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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災情查報作業 

查通報系統： 

一、消防系統： 

 消防人員、義勇消防人員（以下簡稱義消）及消
防救難志工團隊。 

二、警政系統： 

 警勤區員警及義勇警察（以下簡稱義警）、民防
協勤人員。 

三、民政系統： 

村（里）長、鄰長及村（里）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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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災情查報作業 

一.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主動前往村（里）、
鄰加強防災宣導，提醒民眾提高警覺。 

二.若發現災害，應將災害訊息通知消防、警察單位或
鄉（市）公所，並作適當之處置。 

三.如遇有無線電話中斷時，則主動前往最近之警察、
消防單位通報災情。 

四.災情查報人員應隨身攜帶災情查報聯絡卡，俾利查
報通報災情。 

五.災情緊急時，得以電話通報，不必依體系逐級通報，
任一層級單位（人員）接獲通報均應受理並轉報有
關單位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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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災情查報作業 

查報項目： 

一、人員傷亡、受困情形 

二、建築物損壞情形 

三、淹水情形 

四、道路受損情形 

五、橋樑受損情形 

六、疏散撤離情形 

七、其他受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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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應變中心災情查報表 

壹、類別 
□人員傷亡 
□人員受困 
□建築物損壞 

□淹水情形約_____公分深，面積約______㎡ 
□道路受損約_____公尺 
□橋樑受損約_____公尺 

貳、災情描述 

發 生 時 間 民國  年  月  日 

發 生 地 點 

發 生 原 因 

人 員 傷 亡 
死亡   人，說明：           
受傷   人，說明：           
失蹤   人，說明：           

受 損 建 物 倒塌   棟 

受 損 道 路 □交通中斷 □單線通車 □其他     

受 損 橋 樑 □封橋 □正常 

疏 散 撤 離 情 形 

其 他 受 損 情 形 

填報人 
單  位 姓  名 聯 絡 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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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據 

目    的 

一、災害防救法第22條、24條、25條。 
二、澎湖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由本縣各防災編組單位本於權責分工合
作，協助本縣避難弱者於平時熟悉各項
防災整備作為，俾利災時能立即疏散避
難，有效確保生命安全。 

肆、疏散撤離作業 



肆、疏散撤離作業 

一、勸告疏散撤離時機： 

風災：接獲颱風警報，居住地可能因颱風遭受災
害時。 

水災：接獲淹水警戒資訊且現地已有積水跡象。 

地震：發生地震災害後，為避免發生危害時。 

海嘯：接獲海嘯警報，居住地可能因海嘯遭受災
害時。 

其他災害發生可能造成危害之時。 

 

47 



肆、疏散撤離作業 

二、強制疏散撤離時機： 
風災：本縣進入颱風警戒區，居住建築物因風災已毀損或有
傾倒毀損之虞時。 

水災：接獲淹水警戒資訊且現地淹水已達30至50公分且持
續上升。 

地震：發生地震災害後，居住建築物已毀損或有傾倒毀損之
虞時。 

海嘯：接獲海嘯警報，位於危險潛勢區域應立即疏散撤離時。 
火災：居住地發生火災，或鄰近發生火災可能延燒至居住地
時。 

毒化災：發生毒化災公安事件，經現場指揮官評估應立即撤
離時。 

核災：輻射洩漏超過人體每日正常吸收量之虞時。 
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下令撤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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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疏散撤離作業 

避難引導機制 

 

由警察、消防、村里鄰幹部及海巡、岸巡單
位（針對海上及港口作業船隻）等人員出動
協助指導民眾疏散避難。 

 各災害潛勢地區避難勸告應以災害主管機關為主要
勸告機關，必要時得由駐地警察、消防、村里鄰幹
部或海巡、岸巡人員協助勸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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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疏散撤離作業 

避難引導方式 

由各鄉（市）公所透過村（里）廣播系統，通知有
災害潛勢地區民眾前往避難場所進行避難。 

請村（里）長、村（里）幹事或鄰長以電話通知有
災害潛勢地區民眾前往避難場所進行避難。 

請有災害潛勢地區之警察分局（派出所）或消防分
隊前往引導民眾進行避難。 

海上作業船隻內之大陸漁工，由岸巡、警察單位協
助進行避難引導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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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001601-013 澎湖縣馬公市重光里簡易疏散避難圖 
防 災 資 訊 表 

重光里基本資料 

•總人口數:  1645  人 

災害通報單位(人員) 

防災資訊 
1.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 
 
2.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 
 
3.交通部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避難處所 

馬公市公所100年10月製作 

圖
例 

設施 防災 
疏散避難方向 

淹水災害影響範圍 

土石崩落災害警告標誌設置點 

室內避難處所 

室外避難處所 

直升機起降點 

1.馬公市災害應變中
心 

   電話:9272173 

2.重光里里長-陳天成 

   電話:0920222492 

3.光明派出所 

   電話:9272542 

4.馬公消防分隊 

   電話:9272137 

消防局週遭空地 

面積:  2000  平方
公尺 

容納:  1000  人 

澎湖縣政府消防局 

面積:  400  平方公
尺 

容納:  200  人 

地址:馬公市四維 

路320號 

電話:9263346 

澎湖縣政府消防局 
(海嘯、風水災) 

消防局週遭空地 
(風水災) 

重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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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大災防案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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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大災防案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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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大災防案例探討 
55 



伍、重大災防案例探討 
56 



伍、重大災防案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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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大災防案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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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大災防案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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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大災防案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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