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汛值勤應變實務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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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開設條件

貳、值班人員福利及保障

參、應變值勤作業

肆、112年防汛整備精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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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開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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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公里

預測未來24小時颱風位置

現在颱風位置

預測未來18小時颱風位置

現在颱風位置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經濟部負責水電維生組）

經濟部所屬(河川局等)緊急應變小組

經濟部緊急應變小組

風災應變層級開設條件(內政部主管災害)

一級開設二/三級開設

有陸警機會->二級
無陸警機會->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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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級
署應變小組 部應變小組 中央應變中心

三

級
豪雨特報發布後

二

級

⚫發布豪雨特報後達大豪雨標

準，經研判有開設必要

⚫部應變小組或中央二級開設

滿足下列任一條件，經研判有開設必

要者：

⚫中央氣象局連續發布豪雨特報，5

個以上縣市為豪雨警戒區域，且其

中2個以上縣市為大豪雨警戒區域。

⚫ 3個縣市二級以上開設

⚫因水災災害或有發生之虞時，有跨

部會協調或跨縣市支援需求

滿足下列任一條件，經研判有開設必要

者：

⚫中央氣象局連續發布豪雨特報，7個以

上縣市為豪雨警戒區域，且其中3個以

上縣市為大豪雨警戒區域。

⚫因水災災害或有發生之虞時，有跨部

會協調或跨縣市支援需求

一

級

⚫發布豪雨特報後達超大豪雨

標準且災情有持續擴大趨勢，

經研判有開設必要

⚫部應變小組或中央一級開設

二級開設後，持續豪雨特報，且災情

有持續擴大趨勢，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提升為一級開設

滿足下列任一條件，經研判有開設必要

者：

⚫連續豪雨特報，7個縣市24小時雨量

達200mm，其中3個達350mm

⚫ 5個縣市二級以上開設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後，持續

發布豪雨特報，且災情有持續擴大趨

勢。

經濟部為水災災害主管機關

水災應變中心(應變小組)開設時機(經濟部主管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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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報

應變小組

支
援

• 防汛整備事項
• 災情查證
• 水庫資訊
• 長官勘災安排

• 情資研判
• 工作會報
• 水情監控預警及通報
• 災情彙整
• 抽水機調度

通
報

支
援

通
報
災
情
及
應
變
處
置
狀
況

• 掌握地方災情、提供必要支援
• 水庫放流協調及通知

提供水情資
訊及抽水機
等必要支援

經濟部(水利署)緊急應變小組主要角色及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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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值班人員福利及保障

聯絡窗口-水利防災中心
姓名：宋思賢
聯絡電話：02-3707-3149
電子信箱： a010141@wr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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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救災保險

1. 辦理防救災應變值勤工作人員保險係為增加防救災人員生命安全保

障、安頓人心、提高防救災士氣並減輕防救災人員醫療費用之負擔。

2. 投保額度：每1人意外保險350萬元

及傷害醫療保險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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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救災保險

保險規定

投保期間
每年1月1日至11月30日止。

投保對象
參與防救災應變值勤工作人員，本署及所

屬機關繕造之被保險人員名冊中之人員。

投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工作時段〈含公差、公假、
公出、加班及上下班途中〉執行職務，遭受

意外傷害事故，而產生相關醫療費用，或致其身體蒙受傷
害而致殘廢或死亡時依契約約定給付保險金。

※必要時由本署或所屬機關出具公文或出勤紀錄證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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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應變值勤作業

聯絡窗口-水利防災中心
姓名：楊宗翰正工程司
聯絡電話：02-3707-3127
電子信箱： a680060@wra.gov.tw

1、經濟部/水利署應變小組值勤作業

2、水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值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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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
狀
況
第
一

時
間
向
上
通
報

【一級開設通知進駐單位】

台水、台電、工業局、
中小企業處、能源局

(二級必要時台水、台電進駐)

水利署應變小組(必要時召開工作會議)

召集人-署長
副召集人-副署長

分
析
研
判
組

水
情
預
警
組

災
情
查
報
組

抽
水
機
調
度
組

行
政
支
援
組

【重點區域進駐督導指揮-副總】

• 淡水河水情中心
• 石門供水應變小組
• 高屏臺南供水應變小組

值班科長

值班組長（副組長或簡工）

簡
報
通
報
組

執行秘書-總工

經濟部應變小組(必要時召開工作會議)

召集人-經濟部主管水利次長
副召集人-水利署長

應變小組運作架構

新
聞
公
關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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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駐人力表

組別
級別

二級 一級
輪值督導長官 1人(水災進駐) 1人

組長 1人 1人
科長 1人 1人

簡報通報組
(簡報員2人+通報員1人)

2人 3人

災情查報組
(災情查報員3人)

2人 3人

抽水機調度組 1-2人 2人
分析研判組

(協力團隊；簡報通報組簡報員1督導)
1人 1人

水情預警組
(協力團隊；簡報通報組通報員督導)

1人 1人

災情服務團
(協力團隊；災情查報組查報員3督導)

1人 1人

新聞公關組 1人※註二 1人
行政支援組-秘書室
(餐點訂購等事宜)

1人 1人

行政支援組-資訊室
(資通訊設備事宜)

1人 1人

應變系統維運團隊(協力團隊) 1人 1人
次世代系統維運團隊(協力團隊) 1人 1人

合計 12人+5協力 14人+5協力

※註一：進駐人力可由值班組長依實際狀況調整。
※註二：倘遇水災中央開設，新聞公關組進駐中央，人數增為2人。 12



水利署應變小組及重點區域進駐

淡水河水情中心

召集人 周副總工程司文祥兼任

副召集人 十河局局長兼任

執行秘書 十河局副局長兼任

石門供水應變小組(部)

召集人 張副總工程司庭華兼任

副召集人 北水局局長兼任

執行秘書 北水局副局長兼任

高屏臺南供水應變小組(部)

召集人 張副總工程司良平兼任

副召集人 南水局局長兼任

執行秘書 南水局副局長兼任

水利署應變小組

召集人 賴署長建信

副召集人 曹副署長華平、王副署長藝峰、黃副署長宏莆

水利署發言人 王副署長藝峰

執行秘書 林總工程司元鵬

北辦應變小組督導 張副總工程司廣智(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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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統籌指揮應變小組運作。
◼ 代理署長值勤相關事務。
◼ 新聞發言人負責督導秘書室新聞發布相關事宜。

◼ 研判部(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成立時機，召開視訊整備會議。
◼ 部(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開設後，隨時督導部(署)災害緊急
應變小組運作，統籌指揮應變事宜。

◼ 部層級以上長官巡視部(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向長官簡報。
◼ 必要時出席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情資研判會議或工作會報等
相關會議。

◼ 陪同行政院或經濟部長勘災。
◼ 聯繫縣(市)首長、立委相關應變事宜。
◼ 部(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一級開設後，視需要召開工作會議。

◼ 協助統籌指揮應變小組運作。
◼ 代理署長、副署長相關事務。

召集人
(署長)

副召集人
(副署長)

總工程司

水利署應變小組召集人(或代理人)值勤注意事項

召集人(或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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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勤編組及任務

輪值督導長官 執行應變小組重要決策、視需要召開工作會議

值班組長 統籌督導小組運作、聯繫輪值督導長官

值班科長
掌握應變小組運作、安排長官勘災、掌握各式簡報與通報單內容、掌握各式水
情資訊、供水情形、災情資訊等，並適時回報長官

簡報通報組

通報員：製作通報單、督導水情預警組、通知下二班同仁值班等
簡報員1 : 製作工作會報簡報、中央工作會報指示事項填報、督導分析研判組
等
簡報員2：協助簡報員及通報員，製作水庫放流域警、供水濁度預警簡報等

災情查報組 災情(含搶修險資料)蒐集、彙整與追蹤，製作並提供通報與簡報資料等

抽水機調度組
調度與追蹤河川局控管抽水機、掌握縣市移動式抽水機運作情形、製作抽水機
整備、調度支援簡報等

分析研判組(協力) 彙整並製作情資研判簡報、協助簽到退事宜等

水情預警組(協力) 水情監看及警示單通報、提醒甲級與乙級通報作業等

新聞公關組 媒體監看與撰寫新聞稿、行政支援等

行政支援組-秘書室 應變環境準備與維運、餐點準備、必要及緊急人員接送、行政支援等

行政支援組-資訊室 維持資通訊設備運作、簽到退事宜、行政支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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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變小組重要事項決策。
◼ 視需要開工作會議。

輪值督導長官

◼ 統籌督導指揮部(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運作，隨時掌握
颱風豪雨動態、水情及災情。

◼ 重要訊息第一時間上報給輪值督導長官。
◼ 審閱提供給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情資研判會議及工作會
報簡報。

◼ 研判狀況，指示通報及核定通報單。
◼ 會同值班科長聯繫安排長官勘災行程事宜，並循序向
長官報告。

◼ 視災情狀況及實際應變所需，報請輪值督導長官同意
後，彈性調整進駐人力。

值班組長

值勤重點事項

(02)3707-3110輪值督導長官、值班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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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各作業組完成就位，確認完成交接事項。
◼ 指揮各作業組依各值勤注意事項值勤及視狀況作人力
調度。

◼ 掌握災情及應變小組運作狀況，適時上報長官並供長
官詢問。

◼ 安排行政院、經濟部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長官勘災行
程。

◼ 經濟部一級開設時，請簡報通報組通報員通報(電話及
通報單)一級單位進駐。

◼ 督導通報員通知下一班及下下一班進駐人員，遇有變
更亦應即時通知。

◼ 執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災防辦及長官交辦事項。
◼ 隨時注意「水利決策」群組中，長官交辦事項及新聞
媒體災情資訊，並定時上傳綜整說明摘要內容。

值勤重點事項

值班科長

(02)3707-3111值班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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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勤重點事項

(02)3707-3111值班科長

值班科長

◼ 隨時注意並處理新聞公關組回應之爭議及需澄清報導。
◼ 手機接獲水位警戒簡訊時或水情預警組發現水位達警
戒時，請簡報通報組通報員與水情預警組執行水位警
戒作業程序。

◼ 若開設中召開視訊會議，指揮分配視訊會議準備事項。
◼ 第一班值班科長需確認「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整
備情形表」各所屬機關填列情況(二級開設前)。

◼ 掌握水庫水情，防洪操作應變、供水協調及緊急應變
調度水源等。

◼ 每日6-22時原則每兩個小時整點(可視應變開設狀況調
整)提供應變處置綜整說明，並上傳Line(水利決策)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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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勤重點事項

(02)3707-3113簡報通報組

簡報員1

◼ 製作工作會報簡報。
◼ 依中央開會時間，工作會報至少需提早30分鐘提供中央。
◼ 若為開設第一班，其第一份工作會報簡報由防災中心製
作。

◼ 簡報內容應依防災節奏感作必要之彙整、修正與取捨。
◼ 督導分析研判組，必要時協助分析研判組洽簡報通報組
簡報員2取得水庫與供水預警資訊。

◼ 辦理中央工作會報指示事項填報，並於開設中央三級時
或未派駐人員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時，填寫災情看板。

◼ 簡報循序送值班科長、值班組長核定。
◼ 填寫電話紀錄表。
◼ 行政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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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勤重點事項

(02)3707-3116簡報通報組

通報員

◼ 製作長官指示事項及必要預警指示之通報單及發送。
◼ 第1班進駐後發第1報通報單，最後1班結束應發撤除通報
單。

◼ 辦理應變層級改變時(如2級提升1級)之通報。
◼ 通報單應檢視正、副本之妥適性。
◼ 通報單循序陳送值班科長、值班組長核定。
◼ 檢視通報單是否確認發出。
◼ 協助督導水情預警組。
◼ 通知署外單位、署內同仁與各協力團隊進駐。
◼ 通知下二班進駐人員，遇有變更亦應即時通知。
◼ 依照豪雨特報進行「乙/甲級災害通報作業」。
◼ 查收及統計各式傳真。
◼ 於經濟部二級開設以上時，聯絡各水資源局，若有水庫
放水事件，需於訊息服務平臺發送水庫放水細胞廣播。

◼ 若有下一波雨勢需發布通報單提醒地方政府放空滯洪池。
◼ 填寫電話紀錄表。
◼ 行政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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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勤重點事項

(02)3707-3116簡報通報組

簡報員2

◼ 協助製作情資研判簡報：製作水庫放流預警及供水濁度預
警簡報。

◼ A.水庫放流預警：請值班人員向水庫相關管理單位確認(相
關聯絡方式如下)未來6小時水庫洩洪機率(以高、中、低表
示)

◼ B.濁度供水預警：有關供水濁度預估未來6小時濁度增加
機率之初判原則請見作業手冊：

◼ 協助簡報員1製作情資研判簡報及工作會報簡報。
◼ 協助通報員1聯絡各水資源局水庫是否放水及協助確認通
報單傳真回傳回條。

◼ 填寫電話紀錄表。
◼ 行政支援。



22

值勤重點事項

(02)3707-3117災情查報組
◼ 災情資料匯入有問題時，請洽應變系統維運團隊與災情
服務團。

◼ 災情資料無法自動匯入時，需將資料登打入應變系統。
◼ 追蹤災情內容，查證災情狀況及處置情形，災情追蹤應
持續至退水為止，並於系統填上退水時間。

◼ 災情查證方式可透過致電各縣市(鄉鎮區)應變中心、LINE
群組(各縣市與河川局水情群組、淹水感測異常通報群組
等)詢問，或先透過次世代水利防災決策輔助系統
(https://fdpras.wra.gov.tw/)查詢淹水點附近之機構或商
家等電話，再向該機構或商家詢問，或至EMIC系統查詢
各通報單位之處置情形。

◼ 協助督導災情服務團彙整情形。服務團工作：災情過濾、
彙整(災情速報)、補登(人工匯入)等

◼ 每日6-22時原則每兩個小時整點(可視應變開設狀況調整)
提供應變處置綜整說明予值班科長，由其上傳Line(水利
決策)群組。

◼ 行政支援。

災情查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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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勤重點事項

(02)3707-3126分析研判組
◼ 提供分析研判簡報，主要內容為颱風動態及降雨預警
資訊。

◼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需要召開情資研判會議時，彙整各
協力團隊提供資料，簡報彙整完成後，提送值班科長
及值班組長審閱，核定後將資料提供予簡報通報組簡
報員1，請簡報通報組簡報員1提供予水電維生組。

◼ 請簡報通報組簡報員2提供水庫預警相關資訊。
◼ 取得水電維生組工作會報及情資研判會議各單位之簡
報內容，上傳雲端空間，提供AI Robot Diana使用。

◼ 取得資訊室提供的簽到單與簽退單，上傳到雲端空間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xnubVf
Qs4GmcY9y875fCw-RTdRnlxaB?usp=sharing)。

◼ 取得資訊室提供的虛擬會議室簽到退QRcode，提供
Diana團隊。

協力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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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勤重點事項

(02)3707-3125水情預警組
◼ 監看水情
◼ 負責淹水警戒監看及製作警示單。
◼ 負責河川水位警戒監看及製作警示單。
◼ 監看QPlus劇烈天氣監測系統，瞭解未來1-3小時降雨
移動趨勢，適時於「豪大雨值班通報群組」進行即時
提醒。

◼ 依氣象局發布豪大雨特報資訊，當豪大雨警戒區域達
到甲級通報、乙級通報、達經濟部二級開設標準或水
災中央二級開設標準時，提醒值班科長進行後續作業。

◼ 監看預警資訊，製作警戒通報單依序由簡報通報組通
報員、值班科長、值班組長確認警示單內容並簽名。

◼ 行政支援。

協力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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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勤重點事項

(02)3707-3111抽水機調度組
◼ 依警戒區研判適時發『上車待命』通報單，適時發『預
佈抽水機』通報單(警戒區各縣市預佈及回報)。

◼ 受理地方或河川局申請表：與河川局聯繫數量、編號填
寫通報單→值班科長核定→值班組長核定→發通報單傳
真至「河川局」及「申請單位」→填系統＜調度資訊看
板-調度看板＞。

◼ 請(查詢)河川局於系統＜調度看板＞中填報支援機組資料
及動態，並查詢各縣市政府機動機組出勤或抽水狀況。

◼ 追蹤抽水位置、狀態及支援地點淹水災情(深度、預計完
成抽水時間)，依規定時段回傳照片及訊息。

◼ 查詢系統＜抽水機資訊-統計總表＞，查詢抽水機動態。
◼ 製作抽水機整備、調度支援簡報，提供簡報通報組；另
製作圖卡提供AI robot Diana(LINE)推播。

◼ 調整大型移動式抽水機管理資訊平台之調度資訊看板-調
度看板，統計支援數量及後續可支援數。

◼ 與協勤單位共同維護管理系統功能穩定。

◼ 聯繫或回復地方政府、河川局及相關單位。

值班人員
(1-2人)

(02)3707-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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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勤重點事項

行政支援組

秘書室人員

◼ 負責維持本署網路系統暢通。
◼ 負責視訊會議設備準備事宜。
◼ 開設9樓會議室(值勤場所)，備妥電腦及打開投影螢幕、
電視牆螢幕、新聞監看電視。

◼ 在10:30、22:30或進駐1.5小時後，下載前一班簽退單
與該班簽到單的PDF檔，並將之提供給分析研判組，請
之上傳到雲端空間。

◼ 在10:30、22:30或進駐1.5小時後，創立該班簽退與下
班簽到的虛擬會議室，後將二份虛擬會議室的QRcode
提供給分析研判組。

◼ 庶務：
署二級以上(含縮編)應變開設進駐，負責餐點事宜。

◼ 協助備妥電話、文具、辦公用品等庶務支援。
◼ 司機：
一級開設進駐，負責必要或緊急事件之人員接送。

資訊室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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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勤重點事項

新聞公關組 (02)3707-3139(02)3707-3049

◼ 主動撰擬及發布輿情回應新聞稿。
◼ 即時提供經濟部所需新聞資料。
◼ 每小時提供電子媒體、紙本、電視播報、長官要求
等相關媒體資訊彙整表。

值班人員
視需求設置

※註

水災中央開設，新聞公關組需配合進駐中央
※註：倘遇水災中央開設，新聞公關組進駐中央，人數增為2人。

賴正裕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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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勤重點事項

系統維運團隊

應變系統
維運團隊

◼ 維持次世代水利防災決策輔助系統正常運作

◼ 維持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正常運作。
◼ 維持行動水情APP正常運作。
◼ 維持防災資訊服務網正常運作。
◼ 當應變層級改變(開設、升級、降級或解編)時，新增/
更新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事件。

◼ 當災情資料匯入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有狀況時，
協助排除問題。

次世代水利防災
決策輔助系統
維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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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勤時間及加班刷卡規定
➢ 值勤時間：每班12小時(09：00~21：00 , 21：00~09：00 )。
➢ 111年度起，應變小組二級以上開設時改採數位簽到(透過水利署AI 

Robot Diana)
➢ 接班人員請提前10~20分鐘到達，辦理交接及簽收交接單。
◼ 111年度起，下二班值班同仁由簡報通報組通報員通知。
◼ 值班科長及各作業組交班時，均需個別填寫交接單及確實交接。
◼ 值勤名單有異動時由水利防災中心(宋思賢科員)另行通知。
◼ 不克進駐時，應事先自行安排替代人員，並經值班科長同意。

共通性值勤重點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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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災聯絡人：簽陳成立簽(參考資料檔)。
◼ 簡報紀錄員：製作視訊整備會議簡報及視訊整備會議紀錄。
◼ 視訊準備員：研擬議程、準備視訊會議書面資料彙集成冊、製作簽

到單、確認視訊會議系統正常、處理訂便當等會議準備事宜。
◼ 整備通報員：提供抽水機整備及預佈資訊簡報，辦理移動式抽水機

調度支援相關作業及通報、準備整備通報單第1報供應變小組第一班
參考。

◼ 資訊室：預約台北及台中視訊整備會議場地、通知人員視訊會議時
間及地點、簡報及視訊測試。

視訊預備班(水利防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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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作業

整備

值勤重點事項

小組撤除後，視需要由水利防災中心通知河海組提供值勤
相關資料，以利彙整為經濟部（水利署）值勤工作報告。

臺中辦公室各相關組室配合辦理事項

整備情形：申請河川破堤施工整備說明及細表、滯洪池整備
說明及細表、水庫整備、抽水站整備、河川整備、前次颱風
或災害之後續處理情形。
水情監控：水庫狀況 (放水、濁度等)。

工作會報
第一報

水庫水情、防洪操作應變、供水協調及緊急應變調度水源等。
易淹水計畫滯洪池降低水位或放乾-整備。
去年或前次颱風豪雨災害之疏濬、疏通、搶修、復建工程執
行及因應資料彙整-整備。

主要工作事項

協助本署整備作業、後續作業及工作會報第一報作業：



參、應變值勤作業

聯絡窗口-水利防災中心
姓名：楊宗翰正工程司
聯絡電話：02-3707-3127
電子信箱： a680060@wra.gov.tw

1、經濟部/水利署應變小組值勤作業

2、水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值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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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組織架構



34【備註】中央災害應變中心(Central 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CEOC)

水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編組及任務

總督導組長
統籌指揮六組運作作業
1人/班，5位依序輪值

1 水電維生組
協調CEOC及部應變小組間工作事宜
(承2)人/班，共5班

行政組

2幕僚行政組
工作會報紀錄，處置報告彙整，重要事項交辦(地方求援、民眾報案)，

資料印製等 (組長1+承5+協2)人/班，共5班

3部會聯繫組 機動支援CEOC運作工作、跨部會聯繫相關事項等
(承2)人/班，共5班

4災情監控組
災情交辦及彙整，製作災情管制總表，製作災情簡報(供署內長官參閱)

(組長1+承1+協2)人/班，共5班

5新聞發布組
新聞監看與輿情回應，配合行政院新聞傳播處辦理「新聞發布組」分工事項，支

援後勤組 (經濟部秘書室1+水利署秘書室2)人

6後勤組
備妥文具、物資運至CEOC，餐點發放，簽到(退)桌管理，環境檢視，

負責指揮官席之茶水、記者餐飲發放 (秘2)人/班，共5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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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防災中心
（以下簡稱防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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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中心主要任務 (共2人，主任、水災應變業務承辦人)

◼ 協助總督導組長進行中央應變中心所有應變事項處理

◼ 機動支援整體應變中心運作工作

◼ 進駐前相關事項

✓簽辦成立簽文

✓進駐新聞稿撰擬及發佈

✓進駐人員聯繫

✓發送進駐通知

◼ 臨時交辦事項

防災中心作業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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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僚行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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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僚行政組主要任務 (組長1人+承辦5人+協力2人)

◼ 應變中心開設事前準備作業(確認開設通報傳遞、夾桌牌、背心)

◼ 工作會報各項作業，包含會前各項作業執行、會中擔任司儀引導進行與
會後製作記錄及上傳(細部流程詳請見作業手冊)

◼ 提升一級開設作業(傳真、簡訊通報及確認)

◼ 彙整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成立狀況及開設狀況

◼ 請求支援或重要交辦事項簽陳指揮官後交權責部會處置

◼ 各部會處置報告彙整(初步檢視並請各部會簽名)；消防署上傳CEOC全
民防災e點通

◼ 接聽民眾陳情電話，填寫報案單及交辦單，指揮官批示交由權責單位處
理後，回復民眾

◼ 更新每小時最新災害統計資料(LINE)

◼ 編撰應變期間之新聞稿

◼ 臨時交辦事項

幕僚行政組作業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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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聯繫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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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聯繫組主要任務 (承辦2人)

◼ 引導各部會人員完成進駐(中心作業系統簽到)

◼ 跨部會聯繫相關事項

✓工作會報出席長官名單掌握及安全維護

✓請部會於工作會報前上傳簡報

✓工作會報報告單位電腦編號調查

✓請部會上網填列工作會報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請部會上網更新『災害應變處置報告』

✓請部會定時更新『災情看板』

✓『新聞媒體監看處理表』送指揮官批示權責單位後，請權責單位填列
辦理情形逕送交指揮官批示後，交災情監控組錄案

◼ 臨時交辦事項

部會聯繫組作業事項



41

災情監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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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監控組主要任務 (組長1人+承辦1人+協力2人)

◼ 『新聞媒體監看處理表』(權責單位)，送交部會聯繫組送指揮官批示及

權責單位處理。

◼ 媒體監看及災情控管後續處理

✓權責部會填列辦理情形後逕送指揮官批示後送交部會聯繫組，部會聯
繫組送災情監控組彙整於「新聞監看彙整總表」。

✓彙整各部會災情，製作災情管制表(EMIC)
✓研判災情監控資訊是否要進行新聞露出。

災情監控組作業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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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公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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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公關組作業事項

新聞公關組 (經濟部秘書室1人+水利署秘書室2人)

◼ 記者會前調查出席單位參加人員姓名

◼ 記者會新聞稿之撰寫 (原則配合行政院新聞傳播處作業)

◼ 核定新聞稿資料送幕僚行政組辦理英譯。

◼ 主動製作輿情回應新聞稿，進行媒體不實或錯誤報導更正及回應

◼ 必要時，依應變指示各局立即回應新聞輿情

◼ 編撰新聞跑馬燈內容

◼ 情資研判、工作會議、記者會等照相紀錄

◼ 臨時交辦事項。



45

後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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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勤組作業事項

後勤組(承辦2人)

◼ 準備紙杯、茶包、資料夾、筆等事務文件，載運至CEOC

◼ CEOC傳真機、影印機開啟，並補足紙張

◼ 簽到桌就定位、印製簽到表，並置於CEOC既有各單位簽到資料夾中

◼ 簽到表管理(隨時檢視空白表是否足夠；應變層級提昇時，需增印)

◼ 完成指揮官室、貴賓室、備勤室等…..場所環境清潔整理

◼ 負責早、午、晚及消夜餐飲數量統計、訂購及分發

◼ 負責指揮官席之茶水、記者餐飲發放

◼ 記者會時，檢視記者視硬體設備、電源、燈光、空調等各項設備；非記

者會期間管控4樓窗簾

◼ 臨時交辦事項。



肆、112年防汛整備精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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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防汛計畫轉化成可操作事項→如何務必、再三、確認，明確行動值

⚫ 風險管控→開設時機、抽水機提前上車或預布、孤島預布

⚫ 主動應變、即時回報→重大事件立即查證回報

⚫ 善用工具→行動水情APP、決策圖台、CCTV辨識、LINE_BOT、資料品質

⚫ 建立夥伴關係→主動詢問支援地方、第一時間發言基調、督促監測上傳

⚫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留存相片、電話紀錄備考

⚫ 各區座談會重點→第二發言人、相片同角度比對、CCTV熱點輪播、新聞稿時效

⚫ 備援再備援→斷電、斷訊因應

防汛工作細緻化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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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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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1、災情查報實務

附錄2、抽水機調度

附錄3、地震通報

附錄4、水庫水情登錄標準作業程序

附錄5、情資研判簡報範例

附錄6、工作會報簡報範例

附錄7、警戒與通報



附錄1、災情查報實務

聯絡窗口-水利防災中心
姓名：吳一平正工程司
聯絡電話：02-37073092
電子信箱：eping0123@wr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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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通報作業規定

災害防救法30條規定

經濟部淹水災害通報作業要點

通報災情及採取必要措施之責任：

◼ 民眾發現災害或有發生災害之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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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迅速採取必要之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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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範圍：

◼ 經濟部水利署暨所屬機關、內政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及各直轄市與縣（市）

政府。辦理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之災情蒐集及通報作業有所依循。

編組人員之職掌：

◼ 災情巡察人員：巡察轄管範圍，主動察覺災情。

◼ 災情通報人員：通報災情予權責機關。

◼ 災情查證人員：確認由民眾傳遞及媒體傳播災情

※每年汛期前，完成上述人員編組清冊，報經濟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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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颱風或豪雨事件淹水災害調查作業注意事項

任務編組
• 水利防災中心：彙整災中淹水災害資訊及通報平台建置。

• 資訊室：資訊平台整合及傳遞即時呈現。

• 水文技術組：提供水情資料及降雨分析成果。

• 河川海岸組：淹水災害訊息掌握及淹水災害調查報告成果總彙整。

• 工程事務組：提供工程設施空間點位資訊。

• 河川勘測隊：提供歷史影像資訊及淹水災害後協助測量。

• 各河川局：辦理轄區內淹水災害中、後調查及撰寫淹水災害初步
調查報告。

• 水利規劃試驗所：

1.各河川局重大淹水災害事件彙整、分析及調查報告撰寫。
2.本署核派之專案淹水災害事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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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FHY)災情來源

⚫ 消防署EMIC

河川局確認

自動匯入FHY淹水或水利
設施細表

河川局填報FHY淹水
或水利設施細表

LINE群組0800電話通報
行動水情APP

(災情上傳)

防汛護水志工

行動水情APP
(水尺回報)

一般民眾

匯入FHY災情彙整追蹤管制表

各縣市警政、
民政、消防

系統

⚫ 淹水感測(>10cm)
1,802站

⚫ 介接NCDR、本署
秘書室網路輿情災
情資料

⚫ 本署及所屬單位填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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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入消防署EMIC災情資料，再依據災情位置自動分派至河川局

介接自EMIC之災情案件數約占50%~70%

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FHY)災情來源

更新頻率為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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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2 1420 1517 1525 1584 1541 1603 1578 1573 1571 1556 1595

154 341
1113

2768

8790

11323

15267

16627
17803

23676

21057

22859

99年 100年101年102年103年104年105年106年107年108年109年110年

志工人數

通報件數
災情查報陪同會勘

協助救援受困民眾

民眾、企業、政府，聯合協作
⚫ 防汛護水志工服務隊成立於99年6
月，目前人數成長雖漸趨穩定，
但服務能量擴增，108年首度突破
2萬件。

⚫ 108-110年連續3年服務件數維持
2萬件以上，可見志工之服務能量
漸趨穩定。

護水34%
(7,829件)

防汛救災65%
(14,836件)

其他1%
(194件)

全民督工
(193件)

業務協助
(1件)

協助社區預防性撤離

蔡總統致贈志工加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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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感測設備分佈
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FHY)災情來源

•主動掌握淹水通報：當偵測淹水深度達10cm以上，自動轉入FHY「災情彙整追
蹤管制表」

•自動化更新災情查報：當偵測淹水深度低於10cm，自動更新「退水」狀態

淹水歷程

災情地圖

目前全台已建置淹水感
測器1,802處

行動水情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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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功能操作
⚫ 拍水尺回報(自動辨識水深)

⚫ 災情上傳(淹水、水利設施)

災害
緊急應變
系統

淹水預警
及災情
通報系統

行動水情APP-水情通報

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FHY)災情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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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查報作業流程

災
情
查
證

追
蹤

災
情
地
圖
製
作

災
情
統
計

災
情
彙
整

災
情
填
報

災
情
匯
入



61

1.按新增通報
表

★應變系統->災情查報組->水利設施細表填報/淹水細表填報

災情填報 災情彙整 災情查證 災情統計 災情地圖製作

2.填入災情資料

座標可於地圖
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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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彙整追蹤管制表功能(淹水災情/水利設施)

災情填報 災情彙整 災情查證 災情統計 災情地圖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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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彙整追蹤統計表

災情填報 災情彙整 災情查證 災情統計 災情地圖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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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填報 災情彙整 災情查證 災情統計 災情地圖製作

災情基本資料 災情查證資料

◼ 追蹤目前災情(水利設施、淹水)處置進度及淹(退)水情況

◼ 於「災情彙整追蹤管制表」更新淹退水情形

災情查報組

災情來源

災情彙整追蹤管制表

災情彙整追蹤管制表

當點選「修改」進行災情查證資料更新時，應保留原始淹水深度
如災情已退水，請更新「是否退水」欄位(淹水感測水深會自動更新)

是否退水

當縣市處置單位於EMIC填報「已退水」時，FHY之
退水狀態會自動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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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填報 災情彙整 災情查證 災情統計

災情簡報圖資製作範例 由協勤團隊協助

災情地圖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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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填報 災情彙整 災情查證 災情統計

災情簡報圖資製作範例 由協勤團隊協助

災情地圖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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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看消防署EMIC
災情查證做法

EMIC 2.0 系統：portal2.emic.gov.tw；
帳號(密碼)：CEN105(cen105@EMIC 2.0)、

CEN106(cen106@EMIC 2.0)

EMIC數位教材網：
https://sites.google.com/view/emic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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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查證做法

肆、災情查報實務

是否退水情形會顯示在「災情類別」欄位

本署應變系統已介接EMIC「是否退水」及「結案狀態」
欄位，如退水會自動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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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查證做法
2 聯絡各縣市/公所應變中心或權責單位

• 當降雨已趨緩但EMIC災情遲未退水(或案件已結案卻未填報已退水)，
聯繫地方政府或公所應變中心，詢問退水情形並請其速更新EMIC資料

A.水利署防救災決策輔助系統(https://fdpras.wra.gov.tw/home)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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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災情查報通訊錄
災情查證做法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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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查證做法
3 電訪災點附近商家或公務單位

• 縣市鄉鎮區應變中心尚未取得回報或
第一線處置單位尚未回報

• 查看google map街景尋找附近派出所、
學校或商家

淹水通報點

學校警衛室通
常24小時值班

A.水利署防救災決策輔助系統

B.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災情管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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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查證具體做法
4 善用各單位路口監視影像研判積淹水情形

A.水利署防救災決策輔助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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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查證具體做法

B.淹水感測多元水情資料整合平台

https://www.dprcflood.org.tw/SGDS/FDashboard.html

系統預設會呈現1.5公理範圍內最近
的CCTV；如果鄰近沒有，可自行點
選CCTV，畫面亦會顯示該CCTV距
離多遠作為判識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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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值班手機已加入各縣市及河川局之水情群組，成員包含

各局及縣市水利單位高層，可快速獲得回應

2. 值班手機已加入「淹水感測資訊異常通報平台」，成員

為各淹水感測建置單位承辦。

5 利用通訊群組
災情查證具體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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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感測災情相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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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感測災情相關注意事項

⚫ 資料檢核及納入災情流程

(1/4)

每10分鐘自
IOW介接最新
感測資料、水深
超過10公分

進入應變系統
淹水細表

自動檢
核通過?

進入應變系統
災情管制表

檢核不通過條件：
資料逾時超過3小時、
前後筆資料差達50公分、
各延時累積雨量未達門檻

人工確
認上報?

是

否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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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感測災情相關注意事項

⚫ 資料檢核通過 「災情彙整追蹤管制表(淹水災情)」

(2/4)

低於10公分，自動改為已
退水

檢視修改歷程，可查看水
深變化

災情與行動水情APP災情地圖連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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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感測災情相關注意事項

⚫ 資料檢核不通過 「淹水細表填報區」

(3/4)

閃燈提醒有未上報
之災情

無「確認上報本署」
按鈕表示已上報或
自動檢核通過已進
入災情管制表

如經確認為正確資
料，按「確認上報
本署」進入「災情
彙整追蹤管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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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感測災情相關注意事項

⚫ 其他注意事項

(4/4)

下一時刻
資料檢核
通過？

自動進入應變系統
災情管制表

已在應變系統
淹水細表內之災情

是

否

已在淹水細表或災
情管制表內之災情

下一時刻
資料檢核
通過？

更新淹水細表或
災情管制表之水深

不更新淹水細表或
災情管制表之水深

是

否

※注意：如將淹水細表或災情管制表內之災情刪除，該筆測站資料在本次事件內將不會
再次納入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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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EMIC是否已開設專案？

⚫確認縣市是否有開設專案？專案是否位屬中央

專案下層?

⚫監看LINE「經濟部水利署電視新聞通報群組」

水利署北辦應變作業災情查報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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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EMIC是否已開設專案？
⚫ EMIC有開設事件，本
署應變系統才能介接
縣市上傳的災情資料

EMIC 2.0 系統：portal2.emic.gov.tw；
帳號(密碼)：CEN105(cen105@EMIC 2.0)、

CEN106(cen106@EMIC 2.0)

EMIC數位教材網：
https://sites.google.com/view/emic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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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縣市是否有開設專案？
專案是否位屬中央專案下層?

⚫ 縣市有開設專案，且專案位屬中央專案下層，縣市災情資料才
能介接給應變系統

⚫ 縣市如未開設專案，必要時應提醒縣市開設及上傳災情至EMIC，
如災情多可向縣市索取災情檔案供本署匯入應變系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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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是否有開設專案？
專案是否位屬中央專案下層?

⚫ 如縣市專案未納於中央專案下層，需手動操作納入(通常發生於
中央專案於縣市專案之後開設)

⚫ 亦可請縣市進行操作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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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是否有開設專案？
專案是否位屬中央專案下層?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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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是否有開設專案？
專案是否位屬中央專案下層?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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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看LINE「經濟部水利署電視新聞通報群組」

⚫ 值班手機已加入LINE群組

⚫ 注意屬於災情之輿情通報資料(秘書室電視新聞輿情
蒐集團隊提供)

⚫ 將災情資料登打入應變系統(三級成立後可由協勤團
隊協助)

⚫ 如必填欄位資訊不明確(如水深、位置)，可大略提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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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看LINE「經濟部水利署電視新聞通報群組」
(2/2)

座標可於地圖中點選

⚫ 如何登打災情?



附錄2、抽水機調度

聯絡窗口-水利防災中心
姓名：唐家祺正工程司
聯絡電話：02-3707-3129
電子信箱： a680150@wr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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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式抽水機-性能緒元

12英吋規格：
⚫ 額定點：10m-0.3cms

⚫ 參考點：13m-0.25cms

⚫ 軸馬力：75hp

⚫ 使用轉速：1,000rpm

⚫ 耗油量：約14.5公升/小時
(額定點時)

⚫ 油箱容量：300公升

⚫ 淨重：2,900Kg

小型移動式抽水機

3英吋規格：
⚫ 額定點：10m-

0.016cms

⚫ 軸馬力：6.4hp

⚫ 使用轉速：3,600rpm

⚫ 油槽容量：10L

⚫ 耗油量：約1 L/hr

⚫ 淨重：85Kg

6英吋規格：
⚫ 額定點：10m-

0.07cms

⚫ 軸馬力：16.5hp

⚫ 使用轉速：1,500rpm

⚫ 油槽容量：150L

⚫ 耗油量：約4.5 L/hr

⚫ 淨重：700Kg

中型移動式抽水機 大型移動式抽水機
適合：大面積、河海堤淹水深度達60公分以上

大型氣冷式
大型水冷式

適合：大樓、地下道人孔蓋1m以內抽水
適合：工作面狹小處、人孔蓋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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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防災整備

抽水機整備：
⚫ 已通報河川局及地方政府進行抽水機

檢查及預劃工作。

⚫ 已完成全臺大型移動式抽水機1,554

台整備，1,461台由地方政府自行統

籌調度，93台由水利署掌控機動調度

支援。

統計至111年03月23日止

南投縣 3

高雄市 135

嘉義縣 143+85

嘉義市 18

雲林縣 149+90

臺北市 9

新北市 34

基隆市 9

桃園市 9

新竹縣 2

新竹市 6

苗栗縣 17

臺中市 31

彰化縣 65

臺南市 461

屏東縣 133

臺東縣 0

花蓮縣 9

宜蘭縣 46

澎湖縣 0

金門縣 4

連江縣 3

一河局 3

二河局 3

三河局 7

四河局 10

五河局 26

六河局 15

七河局 18

八河局 2

九河局 3

十河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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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抽水機數量統計

一河局 3 一河局 0 雲林縣 90(五河) 基隆市 9 嘉義市 18

二河局 3 二河局 0 嘉義縣 85(五河) 臺北市 9 臺南市 461

三河局 7 三河局 0 新北市 34 高雄市 135

四河局 10 四河局 0  桃園市 9 屏東縣 133

五河局 26 五河局 175  新竹縣 2 宜蘭縣 46

六河局 15 六河局 0 新竹市 6 花蓮縣 9

七河局 18 七河局 0 苗栗縣 17 臺東縣 0

八河局 2 八河局 0 臺中市 31 澎湖縣 0

九河局 3 九河局 0 彰化縣 65 連江縣 3

十河局 6 十河局 0 南投縣 3 金門縣 4

雲林縣 149

嘉義縣 143

小計 93 175

備註

1.全國抽水機總計1,554台【水利署268台(含調用數)、縣(市)政府1,286台】

2.縣(市)政府管理操作（預佈、固定或機動）共1,461台【水利署調用175台及縣(市)政府1,286台】

3.水利署掌控93台

截至111年03月23日止

縣(市)自有或調用數量 1,461

水利署自有數量 93

總計 1,554

小計 小計 1,286

111年度全國大型移動式抽水機（8"以上）數量總表

水利署自有 調用至縣(市)政府 縣(市)政府自有

總數 縣市別 自有 縣市別 自有河川局 總數 河川局 總數 縣市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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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前整備
完成各縣市政府抽水機應變能量盤點，依颱

風豪雨事件擬定不同調度策略，超前佈署。

災中應變
依縣市需求，機動派遣支援；另依定量降水

預報、風雨預報等情資，主動待命及支援。

災後檢討
滾動檢討調度策略，盤點新增防汛熱點，與

地方政府溝通預佈，補充能量不足之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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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氣冷式

本署現有93台，災中及災後機動支援地方

1.地方政府境內自行統籌調度

(地方政府既有抽水機+水利署調用之抽水機計1,461台)

2.遇有不足，先向簽訂縣市相互支援協定縣市請求

3.再不足，向水利署申請支援

抽水機調度機制

(由控管93台調度或協調地方政府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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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費負擔： 

（一）受災縣市政府自行向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支援 

，其請求支援執行災害處理所需經費，得由支援單位檢具

相關單據，向申請支援單位要求負擔。 

（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動支援受災縣市政府時，其支 

援執行災害處理所需經費由支援單位自行負擔。 

（三）受災縣市政府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請求中央部會就其業

管提供支援調度，其執行前點第 3 款相互支援內容災害處

理所需之經費，由各中央部會負擔，經費不足時得報請行

政院以災害準備金支應。 

（四）中央部會主動調度執行前點第 3 款相互支援內容災害處理

所需之經費，由各該調度中央部會負擔，經費不足時得報

請行政院以災害準備金支應。 

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防救通用相互支援協定 

行政院 107 年 6 月 29日院臺忠字第 1070179553 號函頒 

一、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8 款及第 34 條第 2 項。 

二、 目的：鑑於大規模、複合型災害及各種突發事故所造成之人命傷

亡及財物損失，非僅憑單一地方政府之自有能力或資源所能妥善

應變處理。為有效掌握災害搶救時間，快速整合救災資源，提昇

政府災害應變效能，特訂定本協定，藉由各級政府相互支援機制，

減低災害衝擊與損失。 

三、 適用對象：各中央災害防救相關部會(以下簡稱中央部會)及直轄

市、縣（市）政府。 

四、 協調聯繫機制： 

    （一）平時：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與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防救辦公室及消防局救

災救護指揮中心。 

    （二）災時：中央及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災害應變中心。 

調度流程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防救通用相互支援協定

迄今有效延續使用至下屆
縣市長選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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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援
時
機

1.豪雨、颱風、海嘯、地震、旱災或其他災害所造成之淹水或缺水事
件。
2.水利建造物或設施損壞之災害搶修、搶險及復建或河川整治工程。
3.避免2次災害。
4.事涉多數人公益或影響民眾生活之淹水事件。
5.政府機關、行政法人及公法人業務範圍之淹水事件。
6.行政院或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或本署長官指示支援之災害搶救。

支
援
原
則

1.以重大災害搶救為優先。
2.以村落及人口聚集地保全為優先。
3.主動積極防免災害。
4.充分運用地方政府既有救災資源。
5.重大緊急事件外，只受理地方政府支援申請。
6.河川局機組之調度不受地方政府指揮。
7.應變開設期間河川局抽水機回歸本署統一調度。

支援時機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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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佈
機
組

由河川局先視轄區水情研判，是否提前辦理上車待命或支援地方預為因應災

情，另值班人員應將情資研判會議中列出之積淹水高風險地點或防汛熱點通報河

川局和地方政府，並詢問地方政府是否需要本署抽水機支援，倘有需求請地方填

寫申請表後通報河川局調派支援。

調
度
流
程

1.接獲申請後依上述支援時機及原則、中央氣象局降雨預報以及當地積淹水情形

等情資判斷提供支援之必要性。

2.若須支援則由地方政府詳填申請表並傳送本小組。申請表中5點問題須確實填

寫，第4、5點問題未勾選或勾選｢無｣者，暫不受理並請地方政府按規定處理後

再行申請。

3.調度組員指派出勤河川局及機組數量，並洽請該河川局指派機組編號，後填列

通報單並陳送值班科、組長核准。

4.核准後於通報受指派河川局、地方政府或相關單位。

5.確認受指派河川局是否於應變系統中更新抽水機支援之地點。

6.記錄支援之行政單位及作業地點，變更支援地點時需立即更新。

7.接獲變更支援地點之申請時，地方政府應填列「移動式抽水機改派支援地點申

請表」，受理核准後，再指定所屬河川局機組調往改派地點支援。

預佈機組及調度流程



附錄3、地震通報
聯絡窗口-水源經營組
姓名：許涵硯正工程司
聯絡電話：04-2250-1166

聯絡窗口-水利防災中心
姓名：唐家祺正工程司
聯絡電話：02-3707-3129
電子信箱： a680150@wra.gov.tw

聯絡窗口-河川海岸組
姓名：吳明樺助理工程司
聯絡電話：04-2250-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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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災災害主管機關-內政部

經濟部「水電維生組」幕僚及行政協處單位：
(1)幕僚單位：風災由水利署擔任，其他類型災害由

國營會擔任。

(2)行政協處單位：風災由國營會24小時輪值一席，
能源局、工業局、研發會24小時輪值一席；其他類
型災害由能源局、工業局、研發會24小時輪值一席。

(3)台水公司、台電公司及中油公司各一席24小時輪
值。

修
正
重
點

經濟部參與其他部會
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運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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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建造物地震通報辦理之依據：
行政院「災害緊急通報規定」第6條
「經濟部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第5條第2項

◼ 水利建造物需辦理不定期檢查與措施之依據：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

1. 不定期檢查：指水利建造物遭受一定值以上之地震、洪水、豪雨或

其他事故後立即辦理之特別檢查。（第9條第1項第2款）

2.不定期檢查結果應於事件發生後10日內報主管機關備查。但應辦理

安全評估之水利建造物之結構有重大災損或安全之虞時，應立即採取

緊急措施，並以電話或傳真向主管機關通報。（第20條第1項摘錄）

地震災害回報-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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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6月19日於臺北辦公室召開「水利設施地震災害通報系統通報原則討論
與規則修訂會議」會議紀錄(摘錄) ＊水源組與水資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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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2月6日於臺北辦公室召開「研擬本署加強防洪工程地震通報系統會議」
會議紀錄(摘錄) ＊河海組與河川局

一 依規定地震震度達不定期檢查強度時啟動不定期檢查機制，請水利防災中心於
地震發生後10分鐘內提供地震相關資訊(如地震報告、需查報水利建造物地點
及NCDR等震圖套疊於水利建造物圖資等)，供本署相關單位及各所屬機關辦
理後續查報作業。

二 地震震度已達不定期檢查強度時，請各河川局於30分鐘內回報初步訊息。初
步訊息內容包括震央鄰近地區水位及潮位等相關資訊判定是否可能產生危害風
險，及後續與地方聯繫了解現況及各河川局派員進行不定期檢查等辦理情形。

三 2小時內將初步檢查情形回報，擇重點區域優先檢查並回報，爾後再陸續補充
後續檢查情形及處置情形(如啟動搶修險開口合約等)。

四 彙整各訊息及初步檢查結果如研判有立即危害風險時，請各河川局立即開設緊
急應變小組並啟動搶修險機制及必要措施，以防止災情擴大。

五 請各河川局及河海組依本次會議律定之地震災害通報時程為原則，辦理日後防
洪工程地震通報作業，期災害發生後能迅速依相關規定啟動查報機制，以維人
民生命財產安全。

六 為縮短地震通報時程，請各河川局評估以水資源物聯網-智慧河川管理計畫項
下提報所需埋設感測儀器之堤段或水利建造物設施，一個月內提報本署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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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送簡訊
回系統查看
填報狀況

水庫：
地震規模≥5.0
地震震度≥4級

地震
發生

介接氣象局
地震儀即時資料

水利設施
地震災害通報系統

水利署相關人員

派人前往現勘

現場人
員回報

水利設施管理人員
鄰近震源水利設施

現場人員填報震災初步
檢視目的及內容水利設施管理人員

發送簡訊

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

國震中心

河海堤、護岸及自來水設施：
地震震度≥5級弱

員山子分洪設施：
地震震度>4級

地震通報及回報程序

社群通訊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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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通報及回報程序

中央氣象局

地震特報

規模震度
(系統、簡訊、行動水情App)

通報檢查

總結彙整

檢查結果

回報長官

水源經營組 河川海岸組 自來水單位

第一河川局

↓

第十河川局

北中南水資源局
翡翠水庫管理局
農田水利會
台水、台電、台
糖…

第一階段回報

第二階段回報

各結果彙整

部長室、政務次長室、常務次
長室、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彙整 彙整

水利防災中心

水利署長官

第一階段通報

第三階段通報

以E-mail及手機簡訊發布地震特報以RSS或App推播發布地震特報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地震災害防治組

重要水利設施
災情處置追蹤

第二階段通報

第四階段回報

當地震度≥5級弱

水利防災中心
地震規模≥5.0且
當地震度≥4級

彙整

災情處置追蹤

第三階段回報

發生災情 未發生災情

當
地
震
發
生

當地震度>4級

第十河川局

員山子分洪設施

彙整

北水處
台水公司
金門自來水廠
…

地震規模≥5.0且
當地震度≥4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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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通報 第二階段通報 第三階段通報

107年2月4日
花蓮地震案例(有災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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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回報 第二階段回報

111年03月09日
2022地震案例(一般無災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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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庫、壩堰震後應辦事項標準作業說明(水源經營組）

一、地震資訊 (一) 資訊來源
1、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資訊
2、水利防災中心簡訊
3、水庫管理單位地震儀簡訊

(二) 資訊分析及研判
1、檢視震源地點
2、瞭解規模及深度(危害風險)
3、確認震度大小(等震圖)
4、研判相關水庫受震風險

二、通報聯繫機制 (一)建置連絡窗口(相關人員)
(二)使用工具

1、手機(群組平台)
2、電話、簡訊、傳真、社群通訊App

(三)雙向作為

1、規模5.0及震度達4級以上時，管理單位應主
動通報

2、如非屬上述情形，本署視震況主動瞭解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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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庫狀況回
報及因應處置

(一)回報作業
1. 初報：地震發生第一時間內，即時通報水庫震度及其觀監測

儀器觀測情形
2. 續報：辦理現地巡查後，適時通報水庫初步檢查結果；或累

增相關水庫受震情形
3. 結報：完成水庫整體檢查後，適時通報水庫安全檢查結果

(二)回報內容
1. 地震儀震度
2. 滲漏量
3. 巡(檢)查情形
4. 相關災情彙報：說明地點、災況範圍、可能安全影響
5. 綜合研判安全風險

(三)因應處置
1. 正常情況：由管理單位依水庫安全維護手冊辦理檢查及維護

2. 異常(緊急)情況
(1)視災情洩降水位，同時由管理單位啟動應變小組，

辦理搶險修工作，並依規定辦理特別檢查
(2)由經濟部邀請水庫安全評估小組委員現勘指導

水庫震後應辦事項標準作業說明（水源經營組）



附錄4、水庫水情登錄標準
作業程序

聯絡窗口-水源經營組(水利防災中心)
姓名：水源組四科-謝祥泊助理工程司 (防災中心-吳植凱副工程司)
聯絡電話：04-2250-1595(02-3707-3128)
電子信箱：a620440@ms1.wra.gov.tw (ckwu@wr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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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水情資料登打

使用者：各水庫管理單位人員

填報時機：

✓每日蓄水統計資料（每日登打）

✓即時水情資料（每日登打）

✓資料批次匯入（每月登打）

✓水庫濁度資料（災中不定時）

✓水庫預計放水時間、放水量(災中不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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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符合下列原則者，則列為「每日登錄水庫」：

1. 水庫總容量達1000萬噸以上者。

2. 為水資源局及自來水廠(公司)管理之水庫。

3. 涉其它水庫主要水庫取水量。

4. 位於離島之水庫。

5. 經濟部所公告水庫外，重要水資源設施：三峽攔河堰及東口攔河堰。

每日水庫水情登錄標準作業程序

「每日登錄之水庫」如符合下列特性之水庫列入「涉及防洪水庫」：

1. 水庫總容量達1000萬噸以上，且非為其它主要水庫之串聯水庫。

2. 防洪用水庫。

3. 涉及地區性供水中斷者(如濁度有升高疑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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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班日上午8時30前輸入前日(0~24時)水庫蓄水統計表(集水區本日降雨量、本

日進水量及本日出水量累積資料)

2. 每日上午7時或每日每1小時登打即時水情資訊(集水區降雨量(0~目前時間)、水

位標高、有效蓄水量)逢假日則於上班第1天補登(365天資料皆需登錄)。

每日水庫水情登錄標準作業程序

「每日登錄水庫」登打水情資料時機：

「涉及防洪水庫」颱風或水災一級開設應變期間登打水情資料時機：

1. 開設應變小組之水庫管理單位每小時登錄1次即時水情資訊(集水區降雨量、水位標

高、有效蓄水量、進流量、出水量、本日調節性放水總量、預計洩洪時間、洩洪狀態及洩洪

量)。

2. 未開設應變小組之水庫管理單位1天登錄4次即時水情資訊（0700、1100、1600、

1900）(集水區降雨量、水位標高、有效蓄水量、進流量、出水量、本日調節性放水總量、預

計洩洪時間、洩洪狀態及洩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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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登錄之水庫」如為經濟部函訂「供水缺口地區水庫」登打時機如下：

1. 不分平日或假日每日上午8時30分前登錄當日7時水庫水情資料(水位及蓄水

量)及前日水庫統計資料(集水區降雨量、進水量、農業用水、工業用水、民生用水及出

水量)，每日下午17時前輸入下午17時水庫水情資料(水位及蓄水量)。

2. 颱風或水災一級開設應變期間，開設應變小組之水庫管理單位每一小時登

錄一次；未開設應變小組之水庫管理單位1天登錄4次（0700、1100、

1600、1900）。

每日水庫水情登錄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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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資料登打->水庫水情資料登打 (水庫統計資料)

水庫統計資料

• 新增水庫統計資料-會自動增加一列, 並自動帶入
前一筆呆水位、滿水位、有效容量

• 呆水位、滿水位、有效容量欄位數值不得為0或
小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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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資料登打->水庫水情資料登打 (即時水情資料)

水庫即時資料

確定儲存後，資訊會在通訊錄出現，可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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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資料登打->水庫水情資料登打(即時水情資料)

水庫即時資料

新增水庫即時資料-會自動增加一列

• 平時輸入水位、有效蓄水量、進流、放流資訊

• 有效蓄水量不得小於0，與前一筆差不得大於或小於
100萬立方公尺

• 洩洪時選取防洪運轉狀態，並輸入放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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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資料登打->水庫水情資料登打(即時水情資料)

水庫即時資料

若有輸入的登打者下拉選項會出現登打者名字
若是在通訊錄勾選也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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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預計洩洪或溢流時間：不用勾選設定(年、月、日、時有值無
妨) 不勾選，不用

理會時間

(2)有預計洩洪或溢流時間：勾選設定，需給定時間(年、月、日、
時)

勾選，給定時間

水庫即時資料

★水庫資料登打->水庫水情資料登打(即時水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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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完成後系統會即時出現剛剛新增的最新一筆資料

★水庫資料登打->水庫水情資料登打(即時水情資料)

水庫即時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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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登錄之水庫」由其水庫管理單位於每月10日前提供上月
每日水庫資料(集水區本日(0~24時)降雨量、本日(0~24時)進水
量、本日24時水位標高、本日24時有效蓄水量及本日(0~24時)
出水量)及水庫基本資料(呆水位標高、滿水位標高、有效容量)。

各水庫如不符合「每日登錄水庫」，則為「每月登錄水庫」：

每月水庫水情登錄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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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資料登打->水庫資料CSV匯入

水庫資料CSV匯入（每月匯入）

下載CSV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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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濁度登打

★水庫資料登打->水庫濁度登打

1.選擇水庫、日期、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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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資料登打->水庫濁度登打

2.選擇測量地點，輸入資料後按「新增」

水庫濁度登打



附錄5、情資研判簡報範例



XX颱風情資研判資料
(第O次情資研判會議)

年 月 日 時 分

版型使用16：9



125

區域淹水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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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水位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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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預警

未來6小時內水庫放水預警
(10/11 21:00-10/12 06:00)

放水中 石門水庫(99%)

機率高 德基水庫(94%)、牡丹水庫(88%)

機率中 翡翠水庫(84%)、曾文水庫(93%)

機率低 無

未來6小時內水庫濁度預警
(10/11 21:00-10/12 06:00)

區域
水資源
調度區

水庫堰壩
濁度警戒值

(NTU)
目前濁度

(NTU)
達警戒機率

北部

臺北 直潭壩 1,000 254 低

板新 鳶山堰 1,000 23 低

桃園 石門水庫 1,000 5 低

中部
臺中 石岡壩 500 10 中

雲林 集集攔河堰 5,000 8,000 高

南部

臺南 南化水庫 600 11.1 低

高雄 高屏溪攔河堰 10,000 230 低

屏東 牡丹水庫 500 48.6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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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庫堰壩放水及通報:

✓ 石門、青潭堰、直潭壩、士林堰及湖山等5座
水庫放水中。

✓ 堰壩放水前依規定進行通報作業，並廣播水庫
下游民眾注意安全，遠離河床。

➢ 高濁度預警及因應：

✓ 目前各水庫原水濁度均低於警戒值。

✓ 水庫原水濁度可能會隨降雨而增加。



附錄6、工作會報簡報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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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會報範例
(第X次工作會報)

110年8月7日

水電維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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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二、防災應變

四、災情處置

三、水情監控

一、指裁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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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中心指示回報事項

指示事項內容 處理情形

目前西部沿海地區仍有零星低窪地區積淹水未退，且今明兩天適逢大潮，請
水電維生組針對中南部低窪地區落實各項防汛整備工作，對於易淹水地區預
先規劃搶修機具及人力，並與地方政府保持連絡，適時支援災害搶救。另外，
目前多數水庫正進行調節性放流，請經濟部督導落實上游水庫與下游河川相
關預警措施，持續提醒下游民眾提高警覺，並維持民生用水供水正常穩定。

已依指示辦理，並持續提醒下游民眾提高警覺，並維持民生用水供水正
常穩定。

熱帶性低氣壓外圍環流及西南氣流已造成西南部地區發生災害，因應短延時
強降雨與豪雨威脅，尤其今日適逢大潮排水不易，不可掉以輕心，請各部會
加強整備及超前部署，降低災害。

遵照辦理

請水利署、自來水公司，因本次強降雨中南部地區會因濁度影響供水，務必
要好好因應，因強風導致電力受損，請經濟部督導台電公司快速修復，減少
對民生供水供電的影響。

持續與地方政府溝通聯繫，並加強中南部低窪地區各項防洪及水電維生
工作，減少對民生供水供電的影響

請農委會、經濟部掌握民生物資的準備，即時因應，並適時啟動防範蔬果價
格波動的處置機制，妥善調配農產供銷，穩定民生物價，對於民眾農損救助
作業，應從優、從速、從簡原則，亦請先行掌握災情，積極作為。

遵照辦理

目前雲林及彰化仍有零星低窪地區積淹水未退，且考量連日降雨已造成部分
中南部排水設施受損進行搶修險作業，由於明後兩日適逢大潮期間，請水電
維生組務必針對中南部低窪地區落實各項防洪整備工作並針對易致災地區先
行預劃搶修機具及人力。

一、本部水利署賴署長建信於110年8月6日下午13時召開08005豪雨
防汛整備視訊會議，已指示各所屬機關先行佈署及落實各項防汛整備工
作，並協助地方政府於淹水較嚴重地區增佈抽水機預為因應。
二、本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依據0806水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 1 次工
作會報暨情資研判會議裁示，已於110年8月6日23時43分通報中南部
地方政府務必針對低窪地區落實各項防洪整備工作並針對易致災地區先
行預劃搶修機具及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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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尖石鄉秀巒村崩塌應變處置:

✓ 11日上午部分崩落土石阻塞河道溢流至路面，

經北水局現場怪手緊急疏通，已恢復正常。

✓由於山區雨量逐漸增大，且鄉長已通知周邊

住戶撤離，北水局於15時撤離工作人員，機

具留置於現場安全處。

✓北水局仍將持續觀測秀巒水位升降情形，並

適時通報尖石鄉鄉長。

河道情形

邊坡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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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洩洪中水庫：9座
明德水庫、鯉魚潭、石岡壩、集集攔河堰、
湖山、烏山頭、曾文、南化、寶二水庫

三、水庫濁度警戒：4座
石岡壩、南化水庫、集集及高屏溪攔河堰

四、中央管河川水位：三級警戒
後龍溪、北港溪、高屏溪、急水溪、曾文溪
、卑南溪、二仁溪、八掌溪、東港溪

五、縣市淹水警戒監控：一、二級
屏東縣(一級)、高雄市(二級) 136

石門水庫、白河水庫、德元埤、鏡面水
庫、牡丹水庫

一、調節性放水水庫：5座
放水中

石門水庫 91.92cms

明德水庫 294.65cms

鯉魚潭水庫 200cms

石岡壩 1614.53cms

集集攔河堰 2193cms

湖山水庫 3.78cms

白河水庫 70cms

德元埤 77.42cms

烏山頭水庫 31cms

曾文水庫 3150cms

南化水庫 318.23cms

鏡面水庫 5.18cms

牡丹水庫 40.674cms

寶二水庫 自由溢流

濁度警戒

石岡壩 1847NTU

集集攔河堰 24000NTU

南化水庫 821NTU

高屏溪攔河
堰

25000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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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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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來水: 目前停水533戶 , 待復水戶數533戶。
➢ 市話、基地台、瓦斯：無災情
➢ 電力系統：停電8,610戶
縣市別 曾停電用戶數 目前仍停電用戶數 備註

臺中市 1499 18 霧峰

彰化縣 14791 49 彰化、二林

南投縣 1422 779 草屯、信義、國姓、竹山、埔里、中寮、魚池

雲林縣 23 14 古坑

嘉義縣 8974 3161 梅山、番路、大埔、阿里山、竹崎、中埔、義竹

嘉義市 143 16 西區

臺南市 1094 0

高雄市 16936 3500 林園、仁武、大寮、大樹

新北市 1177 0

屏東縣 7722 1073 鹽埔、長治、獅子、里港、春日

合計 53,781 8,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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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7、警戒與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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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觀測資料即時示警

【即時警戒】 依據觀測雨量及水位，自動化提供淹水警戒（內水）、河川水
位警戒（外水）及水庫放水警戒資訊，其預警時間達1～3小時

警戒類別
發布二級警戒

(可能三小時內開始積淹水)

發布一級警戒

(可能已開始積淹水)

淹水警戒 (內水) 即時雨量 > 二級警戒雨量值 即時雨量 > 一級警戒雨量值

水位警戒 (外水)

(分三級)
觀測水位 > 二級警戒水位 觀測水位 > 一級警戒水位

水庫放水警戒 預計(1-2小時後)放水 開始放水

應用觀測

資料即時示警

淹水警戒

內水

水災預警

淹水預警系統

河川水位警

戒-外水

水庫放水

警戒



142

雨量站
警戒之鄉鎮市區

雨量站
設定雨量警戒值

雨量站及警戒鄉鎮

全臺雨量警戒值淹水預警系統

(1、3、6hr)

相
同
降
雨
量

相
同
積
淹
情
況

可
能
產
生

相
同
現
地
條
件

自
動
警
示

超
過
警
戒
值

雨
量
警
戒
值

設
定
雨
量
站

系
統
自
動
化

淹
水
警
示

應用觀測

資料即時示警

淹水警戒

內水

水災預警

淹水預警系統

河川水位警

戒-外水

水庫放水

警戒

淹水警戒-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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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警戒

一級警戒

發布淹水警戒-
○○鄉鎮市區

警戒區域之易淹水村里或道路

應用觀測

資料即時示警

淹水警戒

內水

水災預警

淹水預警系統

河川水位警

戒-外水

水庫放水

警戒

淹水警戒-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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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操作性相當準確，落實通報、積極警戒應變

傳真通報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相關防災、

本署及所屬單位、縣市政府 )

自動簡訊通報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相關防災、

本署及所屬人員、縣市長、鄉鎮長 )

1 2

水災預警-淹水預警系統
應用觀測

資料即時示警

淹水警戒

內水

水災預警

淹水預警系統

河川水位警

戒-外水

水庫放水

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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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水位警戒-外水
應用觀測

資料即時示警

淹水警戒

內水

水災預警

淹水預警系統

河川水位警

戒-外水

水庫放水

警戒

中央管河川設置水位站並訂定警戒水位(分三級)，
配合QPESUMS即時雨量監測，進行河川(外水)溢淹之
預警及通報處置

高灘地

2小時

計畫洪水位或堤頂

5h

三級警戒水位
(注意)

一級警戒水位
(危險)

2h

二級警戒水位
(警戒)

◼ 警戒單通報
◼ 注意水位上升及降雨
◼ 防救災動員及機具待命
◼ 加強水情警戒及警戒通報
◼ 避難勸告及完成避難準備

◼ 警戒單通報或洪水警報單
◼ 加強水情及堤防安全巡防
◼ 堤防設施搶險及災害搶救
◼ 必要之強制避難及誘導

◼ 避難準備開始
◼ 防救災動員及機具準備
◼ 注意水位持續上升
◼ 關閉或禁止河川區域通行
◼ 警告高灘地民眾疏散移車

應變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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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水庫運作要點
防洪操作

洩洪1或2小時前
完成下游通報作業

(17座一級水庫2hr
一般水庫1hr)

通報下游有關機關
與傳播媒體

並啟動下游洩洪警報系統

⚫ 水利署應變小組
⚫ 水庫洩洪通報單

⚫ 河川局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 縣市災害應變中心
⚫ 縣市消防局警察局
⚫ 縣市水利局(課)
⚫ 相關農田水利會
⚫ 水公司
⚫ 下游鄉鎮公所應變中心
⚫ 下游村里辦公處等
⚫ 其他有關單位

水庫放水作業流程

(隨時掌控)

應用觀測

資料即時示警

淹水警戒

內水

水災預警

淹水預警系統

淹水警戒

外水

水庫放水

警戒

水庫放水警戒

水情資訊監視研判 通知其他有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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