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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 湖 縣 統 計 通 報 
                                           107 年 8 月 

澎湖縣消防緊急救護及安全檢查概況 
     

一、 澎湖縣消防人力 
    本縣 106 年消防人員 153 人，義消人員 471 人，平均每千人分別擁有 1.47

消防人員及 4.53 義消人員；與 102 年比較，消防人員減少 7 人，義消人員增加

18 人，平均每千人擁有消防人員減少 0.12 人，義消人員則增加 0.02 人；依性別

觀之，106 年男性消防人員 144 人，女性 9 人，女性人數占消防人員總數 5.88%；

男性義消人員 280 人，女性 191 人，女性人數占義消人員總數 40.55%。(表 1) 
    觀察 106 年消防人員年齡分布，以 45-49 歲 61 人(占 39.87%)最多，接著依

序為 40-44 歲及 50-54 歲各 28 人(占 18.30%)，35-39 歲 18 人(占 11.76%)，30-34

歲 8 人(占 5.23%)，未滿 30 歲人及 55 歲以上各 5 人(占 3.27%)，由此可看出本縣

消防人員年齡及中於 35-54 歲之間，占總消防人員數 88.24%。(圖 1) 

 

 

表 1、澎湖縣消防人力 

單位:人 

年

別 

消防人員 義消人員 

合計 男性 女性 

女性

比例

(%) 

平均每千

人擁有消

防人員數 

合計 男性 女性 

女性

比例

(%) 

平均每千

人擁有義

消人員數 

102 160 152 8 5.00 1.59 453 269 184 40.62 4.51 

103 156 148 8 5.13 1.53 461 276 185 40.13 4.53 

104 150 142 8 5.33 1.47 470 285 185 39.36 4.59 

105 149 142 7 4.70 1.44 467 279 188 40.26 4.52 

106 153 144 9 5.88 1.47 471 280 191 40.55 4.53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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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澎湖縣 106 年消防人員年齡分布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消防局 
 
二、 澎湖縣消防緊急救護出勤 
    消防機關因天然災害、空難、礦災、森林火災、車禍及其他重大災害發生，

或民眾遇有緊急傷病、意外事故或急難，依法應配合搶救與緊急救護。本縣 106

年消防緊急救護服務出勤次數計 4,335 次，較 102 年增加 509 次（增加 13.30%），

平均每萬人口出勤次數 416.53 次，亦增 35.45 次（9.30%）；其中送醫次數 3,961

次，未運送次數（含謊報、不需要、未發現、拒送、已死亡等因素）374 次，分別

較 102 年增加 13.89%及 7.47%，而未運送比率 8.63%則較 102 年減少 0.47%。(表

2) 

 
表 2、澎湖縣消防緊急救護出勤次數 

單位:次數 

年別 

救護出勤次數 
平均每萬人

出勤次數 總計 送醫次數 
未運送 

次數 

未運送 

比例(%) 

102 3,826 3,478 348 9.10 381.08 

103 4,095 3,745 350 8.55 402.43 

104 4,226 3,872 354 8.38 413.08 

105 4,476 4,103 373 8.33 433.46 

106 4,335 3,961 374 8.63 416.53 

106年較 102

年增減% 
13.30 13.89 7.47 -0.47 9.30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消防局 
 
    本縣 106 年消防緊急救護急救送醫 4,262 人次，其中創傷類 1,831 人次（占

52.96%），非創傷類 2,431 人次（占 47.04%）；創傷類急救原因以車禍受傷者 1,561

人次，占 85.25%最多，其次為一般外傷 32 人次，占 11.31%，非創傷類則主要以

急病者 1,959 人次，占 80.58%最多。消防救護人員執行緊急救護工作時，所實施

的急救處置包括呼吸道處置、創傷處置、心肺復甦術、藥物處置及其他處置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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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本縣 106 年對於急救送醫者施予的各項急救處置共計 1 萬 1,422 項次，每位

急救送醫者平均施予 2.68 項急救處置，較 102 年增加 0.09 項次（增加 3.47%），

各項處置所占比率最高者為心理支持 3,932 項次，占所有急救處置項次 34.42%，

其次為創傷處置 3,186 項次（占 27.89%），再次為保暖 3,053 項次（占 26.73%）。

（圖 2、圖 3、表 3） 

 

 

圖 2、澎湖縣 106 年創傷急救送醫原因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消防局 

 

 

 

圖 3、澎湖縣 106 年非創傷急救送醫原因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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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澎湖縣消防緊急救護急救處置 

   單位:項次 

年別 

急救處置項目 
每位

急救

者平

均施

予急

救處

置項

次 

總計 

呼吸

道處

置 

創傷

處置 

心肺

復甦

術 

藥物

處置 

其他處置 

合計 保暖 
心理
支持 

其他 

102 9,619 786 2,611 122 16 6,084 2,608 3,474 2 2.59 

103 10,587 879 2,966 144 23 6,575 2,789 3,782 4 2.61 

104 10,407 909 2,877 159 13 6,449 2,587 3,858 4 2.50 

105 11,558 875 3,132 168 43 7,340 3,148 4,073 119 2.62 

106 11,422 919 3,186 160 20 7,137 3,053 3,932 152 2.68 

106年
各項處
置占比

% 

100.00 8.05 27.89 1.40 0.18 62.48 26.73 34.42 1.33 - 

106年
較 102

年增減
% 

18.74 16.92 22.02 31.15 25.00 17.31 17.06 13.18 7500.00 3.47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消防局 

 

三、 澎湖縣消防安全設備檢查 
    我國消防機關得依規定，就各類場所之危險程度，分類列管檢查場所之消防

安全設備，並落實消防安全查察工作。106 年底本縣列管 775 家。就消防安全設

備查察處理情形觀之，106 年全縣檢查 2,029 件次，檢查率為 261.81%，其中不

合格為 254 件次，不合格率為 12.52％。  

    本縣每年亦針對消防安全設備不符合規定場所優先排定複查。106 年複查 259

件次，複查不合格 1 件次，複查不合格率為 0.39%。(表 4) 

 
                   表 4、澎湖縣消防安全設備查察處理          

  單位：件 

年別 

年底

列管

家數

(家) 

檢查情形 複查情形 

檢查件

次 

檢查率

(%) 

不合格

件次 

不合格

率(%) 

複查

件次 

不合格

件次 

不合格

率(%) 

102 738 2675 362.47 264 9.87 236 6 2.54 

103 719 2015 280.25 171 8.49 189 - - 

104 752 2064 274.47 242 11.72 219 2 0.91 

105 750 1773 236.40 199 11.22 217 7 3.23 

106 775 2029 261.81 254 12.52 259 1 0.39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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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澎湖縣防火管理執行情形 

    為提昇現行防火管理制度、加強應實施防火管理場所之自衛消防編組能力，

並強化大型場所、高層及地下建築物之地震等天然災害之自主應變機制 ，本縣

106 年底防火管理應遴用防火管理人家數 312 家，已遴用家數 309 家，遴用比例

99.04%，較 105 年增加 0.77%；消防防護計畫應制定家數 312 家，已制定家數

309 家，已制定家數比例為 99.04%，較 105 年增加 0.77%；自衛消防編組訓練

604 件，人數 13,030 人；違反防火管理限期改善件數 13 件，較 105 年減少 15

件。(表 5) 

 
表 5、澎湖縣防火管理執行情形 

單位:家數、人數、件數、% 

年

別 

期底防火管理人執行

情形 

期底消防防護計畫制

定情形 
本期自衛消防編

組訓練 

本期違反防火管

理案件 
應遴

用家

數 

已遴用 應制

定家

數 

已制定 

家數 比例 家數 比例 件數 人數 限期改善案件數 

102 300 297 99.00 300 297 99.00 595 15,728 58 

103 300 294 98.00 300 294 98.00 534 12,406 14 

104 298 296 99.33 298 296 99.33 372 13,829 10 

105 289 284 98.27 289 284 98.27 512 13,317 28 

106 312 309 99.04 312 309 99.04 604 13,030 13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消防局 

 
五、 澎湖縣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 
    消防安全設備依規定設置後，平時備而不用，一旦發生火災，要能確實發揮

作用，故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場所之管理權人，在平時就必須確實維護，並委託

消防設備師（士）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其檢修結果應依限報請當地消防機關

備查。本縣 106 年消防安全設備檢修應申報家數，甲類場所 219 家，申報家數 220

家，申報率 100.46%，而甲類以外場所 467 家，申報家數 469 家，申報率 100.43%；

未檢修申報限期改善 1 件次。(表 6) 

 
表 6、澎湖縣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 

單位:家數、件數、% 

年別 

甲類場所 甲類以外場所 
違規處罰

情形 

應申報

家數 

申報家

數 
申報率 

應申報

家數 

申報家

數 
申報率 

未檢修申

報限改件

次 

102 211 210 99.53 414 411 99.28 - 

103 207 207 100.00 427 427 100.00 4 

104 202 202 100.00 469 469 100.00 1 

105 200 199 99.50 470 469 99.79 - 

106 219 220 100.46 467 469 100.43 1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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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澎湖縣防焰規制執行情形 
    火災初起發生時，必須有適當的可燃物，火勢才能成長，易燃的室內裝修材

料，常是火勢擴大與延燒的主要媒介，消防法於第十一條增訂防焰物品的使用，

期望防焰物品防止火災擴大延燒。本縣 106 年防焰性能認證合格廠商列管家數 14

家，檢查件次 56 件次，無不合格件次；設置防焰物品場所之列管家數 259 家，檢

查件次 571 件次，不合格 6 件次，不合格率 1.05%。(表 7) 

 
表 7、澎湖縣防焰規制執行情形 

單位:家、件、% 

年別 

防焰性能認證合格廠商 設置防焰物品場所 

列管

家數

(家) 

檢查

件次

(件) 

不合

格件

次(件) 

不合

格率

(%) 

列管

家數

(家) 

檢查

件次

(件) 

不合

格件

次(件) 

不合

格率

(%) 

102 16 64 - - 266 705 20 2.84 

103 15 60 - - 261 645 2 0.31 

104 14 59 2 3.39 255 799 5 0.63 

105 14 56 2 3.57 254 880 1 0.11 

106 14 56 - - 259 571 6 1.05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消防局 

 

七、 結語 
    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是政府積極努力、永續追求的目標。臺灣位處環

太平洋地震帶及副熱帶季風區，地理位置特殊，舉凡颱風地震等天然災害不斷，

除了天然災害，人為疏所造成的災害也時時刻刻威脅著我們，雖無法完全避免，

但仍可透過正確的防範措施及適當的救護處置，將災害的損失降至最低。本縣消

防機關積極貫徹執行各項消防安全改善因應措施及策進作為，包括住宅防火對策、

加強公共安全維護、落實執行消防安全檢查及提升災害搶救能力，並持續加強宣

導及預防作為，讓本縣民眾擁有一個更安全的生活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