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107年度一般護理之家
夜間災害情境緊急應變模擬演練

報告人:陳英正

2018/04/10



報告大綱

前言

評鑑條文

一般護理之家夜間災害情境緊急應變模
擬演練「演練重點項目」考評表

演練案例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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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拚

複
合
式
災
害
防
救
演
練

0分到10分
自衛消防編組啟動

(自助70%)

10到15分
自衛消防編組+消防
隊搶救(共助20%)

15分以後
機構ICS啟動

(公助10%)

應變時間

評鑑C及督考驗證

消防隊驗證

評鑑A1.4A1.5驗證

做好做對一年兩次即可!!!



為什麼要加強機構初期應變能力?

• 單一災害(一呼百應)

• 區域級以上災害(度日如年)

圖片來源:台中市消防局、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網、自由時報

通報正確，消防隊15分鐘內趕到支援!

但別忘了消防隊抵達的15分鐘內你要如何自救?

遇上區域級以上災害?



6

評鑑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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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護理之家夜間災害情境緊急應變模擬演練

「演練重點項目」考評表



一般護理之家夜間災害情境緊急應變模擬演
練「演練重點項目」考評表

查核機構演練重點項目 符合/不符合 
簡述說明 

(辦理情形) 
佐 證 資 料
(含照片) 

1. 演練時間 
□上半年   □日間 
□下半年   □夜間 

 

2. 夜間自衛消防編組演練，夜間人
力以大夜班人數為上限 

□符合 
□不符合 

  

3. 夜間自衛消防編組主要參演人員
為輪值大夜班之護理人員與照服
員（含外籍照服員），長期白班人
員不得參演 ，  

□符合 
□不符合 

 
考核日機構
提供前 3個月
班表 

4. 參與演練人員確實含照顧服務員

及外籍看護工 
  (若沒有聘僱者，則無須納入演練) 

□符合 
□不符合 

  

5. 演練腳本(須符合公告情境) 
    (2 次自衛消防演練皆須符合情境) 

□符合 
□不符合 

  

6. 演練
計畫 

(1) 災害風險辨認 
□符合 
□不符合 

  

(2) 脆弱度分析 
□符合 
□不符合 

  

7. 演練
內容 

(1) 災害確認 
□符合 
□不符合 

  

(2) 災害通報 
□符合 
□不符合 

  

(3) 動員及人力召回 
□符合 
□不符合 

  

(4) 緊急應變原則（如火災
RACE） 

□符合 
□不符合 

  

(5) 疏散避難及持續照顧 
□符合 
□不符合 

  

(6) 住民後送登錄管制 
□符合 
□不符合 

  

(7) 住民重置 
□符合 
□不符合 

  

(8) 人員歸建及復原重建 
□符合 
□不符合 

  

8. 演練後之檢討改善措施 
□符合 
□不符合 

  

 

我們的目標透過演練
驗證機構

災害來臨時可以
「做好做對」的應變！



演練時間/模擬情境
年度 情境

時間
情境 設定模擬情境 起火住房疏散

模擬住民:

上半
年

模擬夜
間

地震+人
為縱火

○年○月○日凌晨03：30，發生地震後○樓某住
民(或員工)因情緒不佳，於所處住房，以私藏之打火機，
點燃枕頭、被單等物品進行縱火，該樓層主要收治有管
路且無法自主行動住民，火勢不斷猛烈發展，雖當班工
作人員準備進行初期滅火，但因火勢太大，濃煙透過房
門、走道、空調及隔間牆貫穿孔隙不斷擴散至公共空間
及其他住房空間，疏散動線已被濃煙污染。
應變失效

估計可能直接造成該樓層約計13~15名住民遭濃煙傷
害，並擴散至非起火樓層之住民及照護員因火煙而擴大
傷亡。

(1)可行走1人
(2)臥床3人
(三管、約束
等)
(3)輪椅2人

下半
年

模擬夜
間
(可選在
5、6點)

地震+電
器火災

○年○月○日凌晨5：00，發生地震後，低樓層住房
空間，因電氣設備或電路走火，不慎引發○樓○住房之
易燃物起火，該住房有3~6位二管及三管住民，火勢不
斷發展，濃煙透過管路及未關閉房門擴散至公共空間及
其他住房空間。
應變失效

估計可能直接造成起火住房3~6名住民的人身傷害，
並波及該樓層其他住房及非起火樓層之住民及照護員被
火煙波及而擴大傷亡。



住民概況
護理之家預作防災準備
盤點住民人數及活動狀況

活動狀況 1F 2F 3F

可行走 4 6 7

輪椅 6 7 8

拐杖 3 4 3

臥床 6 7 8

重症 3 3 1

總計(76位) 22 27 27



補充建議：加設床頭標示，縮短搶救時間

依顏色及圖示區別
可幫助支援人力
(消防人員及其他
人員)分辨住民需
求及狀況以利疏散

空間、環境因地而異，為有善
運用空間及容納多數住民，建
議應以相對安全之疏散方式，
疏散住民。

住民疏散避難特性標示

資料來源：海山護理之家，2016.08.17



以夜間人力演練
1.夜間自衛消防編組演練，夜間人力以大夜班人數為上限

2.夜間自衛消防編組主要參演人員為輪值大夜班之護理人員與照服員（含外

籍照服員），長期白班人員不得參演 ，(考核日請機構提供前3個月班表)

3.參與演練人員確實含照顧服務員及外籍看護工

(若沒有聘僱者，則無須納入演練)

當班人力 召回(住宿) 召回(休假員工)

日班 15 6 3

小夜班 6 10 6

大夜班 6 10 6

緊急應變人力配置

以當樓層人力做初期應變，機構住宿支援人力5分鐘進入。



演練計畫



溝通管理

溝通的目的是針對利害關係人所關心議題包括範疇、時程、風
險、預測、預算等，有效地蒐集適量的資訊，在適當的時間、
以適當的格式、並透過適當的媒介發布給適當的人。

溝通是雙向的管道，利害關係人愈多，潛在的溝通管道也就

愈多。計算溝通管道數量（V）公式為V=n(n-1)/2，n是指
利害關係人的數量。

四人的溝通管道



資料出處：ISO 31000風險管理原則 製表:陳英正 (2018/03)

     環境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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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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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石富元

風險定量分析

發生
頻率

抗災程度

衝擊
程度

外部的應變
準備

內部應
變準備

檢知的
可能

實質衝擊

財物

損失

運作

混亂

健康

損害

基本的危害分析概念



評估危害的風險程度

31

危害風險值=發生機率*衝擊程度*抗災程度

3分：過去5年內曾經發生過，或未來5年內也會發生。
2分：過去15年內曾經發生過，或未來15年內會發生。
1分：過去50年內曾經發生過，或未來50年內會發生。

4分：5人以上的嚴重傷亡或需要全棟人員撤離數日。
3分：1~4人的嚴重傷亡或需要一個樓層或區域的人員進行避難。
2分：建築物內的許多區域受到衝擊，所有活動會受影響數日，將需要關閉某部門或移置暫時作

業區運作。
1分：危害侷限在某個區域，影響機構運作不超過1天上，少部分部門需。移置暫時作業區運作。

4分：過去5年內，沒有制訂應變計畫與進行演練、無抗災裝備、員工無防災相關知識。
3分：過去3年內，有訂定應變計畫、進行演練、有購置些許抗災裝備。
2分：過去1年內，有訂定到位的應變計畫、進行演練或曾發生過災害、僅缺乏些許抗災裝備、

相關部門可以有效管理災害。
1分：過去1年內，有訂定到位的應變計畫、進行演練或曾發生過災害且成功應變、所有的裝備

都到位、大部分的員工知道災時如何應變。

發生
機率

抗災
程度

衝擊
程度

資料出處:潘國雄（2015.03）



風險辨識
1.災害風險辨認

2.脆弱度分析

災害風險分析

得分
危害種類

機率 衝擊程度 抗災程度
風險質

3 2 1 4 3 2 1 4 3 2 1

火災    27

地震    18

恐嚇暴力    4

停電    3

停水    3

食物中毒    2

水災    1

其他危害    1

風險處理



假設問題

1

2

3

4

問題：
1.警鈴響巡檢(發現)者應作何處置？
2.起火病房之4床住民之優先疏散順序？
3.自衛消防編組之作為，各為何？



風險辨識
1.災害風險辨認

2.脆弱度分析

樓層 地點 得分
危害種類

發生率 衝擊程度 抗災程度 風險值 風險
排序3 2 1 4 3 2 1 4 3 2 1

1FA區 101住房 火災 V V V 27 2

風災 V V V 12 3
水災 V V V 12 3
地震 V V V 36 1

暴力事件 V V V 2 4
102住房 火災

103住房 火災

護理站 火災

準備室 火災

公共浴廁 火災

宗教室 火災

大門口 火災

水災



抗災程度

抗災程度

項目 評核 備註

硬體面 灑水系統 □無□合理□待精進

完善的防火區劃及等待救援
區

□無□合理□待精進

滅火器配置位置及數量 □無□合理□待精進

CO2滅火器配置位置及數量 □無□合理□待精進

消防栓 □無□合理□待精進

逃生通道無阻礙 □無□合理□待精進

漏電斷路器配置(冷氣、飲水
機、電鍋….等)

□無□合理□待精進

其他: □無□合理□待精進

軟體面 緊急應變管理計畫 □無□合理□待精進

複合式災害演練紀錄 □無□合理□待精進

其他: □無□合理□待精進

4分：過去5年內，沒有制訂應變計畫與進行演練、無抗災裝備、員工無防災相關知識。
3分：過去3年內，有訂定應變計畫、進行演練、有購置些許抗災裝備。
2分：過去1年內，有訂定到位的應變計畫、進行演練或曾發生過災害、僅缺乏些許抗災裝備、

相關部門可以有效管理災害。
1分：過去1年內，有訂定到位的應變計畫、進行演練或曾發生過災害且成功應變、所有的裝備

都到位、大部分的員工知道災時如何應變。

抗災
程度



辨識災害風險_火災危害因子

1.依平面圖找出風險點
2.依風險評估方式進行定量分析
3.劃出防火區劃(偕同建築師)

4.劃出等待救援區

資料來源：陳英正課長（2017）



平面圖

資料來源：陳英正課長（2017）

A區 B區



儀器間：
各式儀器充電區
角落、較少人員進出

38

機構自我風險辨識說明

實牆

A
棟
門
診
大
樓

B
棟
急
診
大
樓

護理站庫房 儀器間
床
通
道

人
通
道

更

加護病房

洗腎中心

手術室
儀器間：

各式儀器設備充電區
角落、較少人員進出

庫房：
氧氣鋼瓶、酒精、乾
洗手液、衛材存區
隨時醫護人員進出

防火填塞 實牆 (電獨立)



2016/8/11

2016/10/25

2017/8/12

2017/8/14

醫用氧氣鋼瓶災害案例

原因類型 件數 百分比

1.氧氣鋼瓶不當罐裝。 2 28.6%

2.氧氣鋼瓶未依規定期限進行定檢。 4 57.1%

3.氧氣鋼瓶存儲管理不當。 1 14.3%

資料出處：童綜合醫院(陳英正2018.03)



醫用氧氣鋼瓶災害預防

氧氣鋼瓶需固定位子及注意使用量(儲量)
鋼瓶類不得水平擺置
明顯適當位子放置使用說明及注意事項

不得用油潤滑
需用推車
鋼瓶需有檢查紀錄 資料出處：童綜合醫院(陳英正2018.03)



用電安全脆弱度分析：延長線走火案例

資料來源：台北慈濟醫院/工務室楊明崇主任（2017.11.17）



冰箱

電視

除濕機

乾燥箱

電扇

電腦音響

電子鍋

電動健
身器

高桌燈

508-1房電線走火事故(共四房)

資料來源：台北慈濟醫院/工務室楊明崇主任（2017.11.17）



醫院內部危害分析及預防5S現場管理

素養

SHITSUKE

整理

SEIRI

整頓

SEITION

清掃

SEISO

清潔

SEIKETSU

SHITSUKE教養：要員工養成實
踐整理、整頓、清掃、清潔等

習慣，以孕育院區良好安
全管理文化。

SEIRI整理：
把必要和不必要的物品清楚地分
別出來，將不要的物品丟棄。

SEITON整頓：有條理
地安放和處理必要的
物品，讓員工易於找
到及懂得怎樣放回原
處，避免浪費尋找時
間。

SEISO清掃：經常進行清掃，
確保每一角落既乾淨又安全。

SEIKETSU清潔：持續
保持整理、整頓及
清掃等習慣，以確
保院區整潔及增加
員工歸屬感。





資料來源：台北慈濟醫院/工務室楊明崇主任（2017.11.17）



演練內容



衛生與醫療應變指揮體系

2018/4/6

指揮
設定目標與策略

執行

完成目標與策略

後勤 計畫 財務行政

支援管理與運作

資料來源:石富元



小機構各種災害都可以使用之應變架構

指揮官

執行組

災害控制（滅火）

避難引導（含安

全管制）

救護

計畫及行政組 後勤組

副指揮官

（發言暨聯絡）

資料來源:石富元



自衛消防編組演練

1.請依災害情境縱火及電器火災，進行桌上模擬。

2.災害情境疏散住民:

(1)可行走1人
(2)臥床3人(三管、約束等)
(3)輪椅2人

3.請模擬各班的動作:(應變人力:大夜人力)

指揮官

通報班
滅火班

(搶救班)
避難引導班 安全防護班 救護班



災害確認
• 火警警鈴響了!!!!!!

動作:1.依火警警報位置巡檢找出火源

2.發現火源大聲呼喊失火或無線電………

3.執行RACE

• 巡房發現濃煙，手動按警鈴或大聲喊!!!( ? )



火災現場人員及總機人員，熟悉通報119之內容適當及
簡潔清晰。(請確認一下，機構電話撥119，勤務中心是否會顯示該機構名稱!)

啟動手動報警設備，例如:按壓設置於醒目位置的手動
警鈴，並適時切斷火警警鈴，避難干擾人員之應變。

對機構內持續廣播，確保未起火樓層住民不致引發恐慌。

照片資料來源：
署立桃園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51

照片資料來源： 署立桃園醫院附設護理之家（2012）



 火警受信總機應設置於24小時經常有人之地點，若機構位於大
樓部分之樓層，應設置受信副機移報火警訊號，並連動緊急廣
播，緊急廣播內容，應符合火災實際狀況。

 設置119火災通報裝置(與火警自動警報設備連動或手動按壓)，
同一時間發出人員召回簡訊。

圖片來源：本研究整理（2011）照片

料來源：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附設護理
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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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彰化基督教醫院（2013.05.27）

照片來源：潘國雄老師拍攝（2014.03.07）

圖片來源：潘國雄（2011）



自動報警及群呼通報系統
1.可設定最多6組
號碼
2.遇緊急狀況時按
鈕直接撥打電話至
消防隊及請求工作
人員支援。



動員及人力召回
• 應變人力：現場

• 支援人力：宿舍

• 召回人力：院外

• 通報機制？

• 啟動機制？

• 召回機制？

考核重點:
1.如何叫醒宿舍人員?
2.如何召回休假人員?
3.集結動線及地點?
4.任務分派?
5.清點
6.解除



安全管制-對外關係要注意
建立外部救災單位協調機制

媒體

災害應變機構…

家屬

注意你的應變計畫中，誰來但任這工作？
接待區設置地點?

資料來源:石富元



緊急應變原則（火災RACE）

單位基本應變機制
美國醫院消防安全的基本定理-RACE

•Rescue 救人

•Alarm 按警鈴、通報

•Contain 關門

•Extinguish, Evacuate
滅火、疏散

看到明火時

台灣目前的消防教育只有A與E，在住家
OK，對於醫院及護理機構等則明顯不夠

資料來源:石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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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堅強的第一線人員最重要

貼於各護理站，利於同仁了解防火區劃、滅火設備、避難設施、自衛消防編組
交班及桌上模擬演練。



疏散避難及持續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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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內容包含嬰幼兒及行動不便等病人之疏散計畫。
 計畫內容包含緊急災害通聯標準作業方式及通聯相關設備設置。
 計畫內容包含醫療照顧及轉診後送等持續照護計畫。

照片來源：婦茂產後護理之家（2013.05.30）聖馬爾定醫院（2013.10.25）、順天醫院(2014.0610)潘國雄（2011,2013）



住民後送登錄管制
姓名 房

號

後

送

機

構

通訊地

址

住家

電話

聯絡人 手

機

生活自理

能力3

行走

能力

4

照護需求

備註

○○○ ○○鄉鎮市

○○路○○號

1. ○○○

2.

3.

□優良□尚可□

差

□其他(特殊狀況

註記)

□優良□尚可□

差

□其他(特殊狀況

註記)

可依指示自行撤

離，無需協助。

○○○ ○○鄉鎮市

○○路○○號

1. ○○○

2.

3.

□優良□尚可□

差

□其他(特殊狀況

註記)

□優良□尚可□

差

□其他(特殊狀況

註記)

可自行操作輔具，

必要時予

以協助。

工具：輪椅

聯絡資訊 基本人力



住民重置

• 如何適當地引導及疏散住民，並且協助這
些住民後續轉到適當的收容機構進行後續
處置。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緊急聯絡人及

電話

核定
收容
人數

實際
收容
人數

臨時收容地點
疏散車輛數及

車種
淹水風
險機構

備註

O恩醫院
台中市南區復
興路二段38-

13號

林O千04-

22623123
二樓病房

台中O愛醫院
台中市O區柳
川東路三段36

號

急診室
04-22255450

急診室

備註：淹水風險機構判定係依據「機構自然災害風險檢查表」，最近十年內之淹水經驗為標準



人員歸建及復原重建

1.臨時收治區設置與支援
2.人員清查
3.外部接待（媒體、消防隊、家屬、訪客）
4.公部門災害通報
5.損失清查
6.接受檢警約談與調查
7.恢復機能
8.創傷症候群諮商輔導
9.新聞發布與傷亡究責
10.保險理賠



評核/檢討改善措施
查核機構演練重點項目 符合/不符合 

簡述說明 
(辦理情形) 

佐 證 資 料
(含照片) 

1. 演練時間 
□上半年   □日間 
□下半年   □夜間 

 

2. 夜間自衛消防編組演練，夜間人
力以大夜班人數為上限 

□符合 
□不符合 

  

3. 夜間自衛消防編組主要參演人員
為輪值大夜班之護理人員與照服
員（含外籍照服員），長期白班人
員不得參演 ，  

□符合 
□不符合 

 
考核日機構
提供前 3個月
班表 

4. 參與演練人員確實含照顧服務員

及外籍看護工 
  (若沒有聘僱者，則無須納入演練) 

□符合 
□不符合 

  

5. 演練腳本(須符合公告情境) 
    (2 次自衛消防演練皆須符合情境) 

□符合 
□不符合 

  

6. 演練
計畫 

(1) 災害風險辨認 
□符合 
□不符合 

  

(2) 脆弱度分析 
□符合 
□不符合 

  

7. 演練
內容 

(1) 災害確認 
□符合 
□不符合 

  

(2) 災害通報 
□符合 
□不符合 

  

(3) 動員及人力召回 
□符合 
□不符合 

  

(4) 緊急應變原則（如火災
RACE） 

□符合 
□不符合 

  

(5) 疏散避難及持續照顧 
□符合 
□不符合 

  

(6) 住民後送登錄管制 
□符合 
□不符合 

  

(7) 住民重置 
□符合 
□不符合 

  

(8) 人員歸建及復原重建 
□符合 
□不符合 

  

8. 演練後之檢討改善措施 
□符合 
□不符合 

  

 



案例

• 消防設施設備演練案例

• 地震演練案例

• 水災演練案例

• 火災演練



堅強的第一線人員最重要

1.災害確認
2.災害通報
3.動員及人力召回
4.緊急應變原則(如火災RACE)
5.疏散避難
6.持續照護
7.後送
8.復原
9.檢討

本籍外籍
均要訓練



結語

完善的緊急應變管理可以確保「營運」的
持續性，建構以安全為軸的「品質」，確實強
化人員「健康」與「安全」方面的智識及工作
習慣。

大家一起努力逐步建立完善的緊急應變管
理，設定目標釐清危機性質，制定緊急災害應
變計畫，按時程演練、演練再演練。



謝謝 耐心聆聽

敬請 惠允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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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英正
cyc168999@gmail.com

找到最適策略並反覆執行直到成為「習
慣」，是在任何領域取得成功的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