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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演規劃概要 1 

推演緣起 

 
國家防災日地震推演，是為紀念九二一地震，並落實重
大震災之應變整備與教育訓練工作，驗證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備援中心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之協調編組運作與
應變決策流程，所舉辦的國家層級防救災兵棋演習。 
 
國家防災日地震推演，也是目前國內防救災推演規劃中，
唯一以『決策模擬推演』方式設計之演習，目的在於找
出潛在問題，作為後續改善之依據。 
 
因此事前的境況模擬，就關係到演習設計的依據，運用
TELES模擬來協助規劃，是本專案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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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演規劃概要 1 

規劃目標 

(一) 運用圖上訓練推演，彈性假設各種實際災害的狀況，
以持續累積參演人員的狀況判斷，提昇災害應變之決策
能力。 
(二)使各參與中央、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人員能實際參與地
震災害之功能分組啟動方式，並配合相關資訊系統之操
作使用。 
(三)驗證驗證跨政府層級、跨轄區之聯合因應能力。 
(四)透過完整推演紀錄，分析中央各部會、地方政府各局
處進駐人員判斷、應變與協調能力，並據以檢討未來策
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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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防災兵棋演習型態 

資料來源：FEMA (1997)、臺灣環境與災害政策學會 (2004) 

• 簡報導引型（Orientation） 

• 技術操演型（Drill） 

• 圖上訓練推演（Tabletop） 

• 特定應變功能推演（Functional） 

• 全功能實兵演習（Full-Scale） 

美國演習類型 

日本兵棋推演類型 

模擬型 

災時的應對能力訓練 

災時的想像力培養訓練 

初學者 專家 

細
緻 

簡
單 

DIG 

狀況預
測型 



我國防災兵棋演習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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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2012) 

特
定
應
變
功
能
推
演 

階
段
式
推
演 

連
續
式
推
演 

簡報式推演 
（傳統兵推） 

決策模擬推演 

推演模式 

我國目前兵棋推演型態 

連續式 
  推演 

階段式 
  推演 

各中心互
為模擬組 

具

備

模

擬

組

 

無

模

擬

組

 

單一中心演練 

多中心同步異地開設 

多中心同步同地開設 

圖上訓練推演組成方式 



兵棋推演劇本的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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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定 議題 狀況 



前言：本教材的使用方式 

兵棋推演之起源與模式 

兵棋推演專案準備工作 

兵棋推演專案的規劃流程 

兵棋推演的執行 

兵棋推演後之檢討 

案例探討 

兵棋推演之理論 兵棋推演之實務設計 

美國國土安全部聯邦緊急事務
管理總署兵棋推演規劃程序 

日本圖上訓練規劃 
與執行 

國內重要防救災兵棋推演專案
之開發 

兵棋推演整體規劃進度時程之
確認與事項授權 

專案目地與目標 預算規模 

準備相關背景資料與文獻 組成演習設計小組 決定型態與規模 

演習管制計畫與考評計畫的訂
定 

兵棋推演主要參與者之選定與
角色分工 

演習主想定與推演議題的編定 

細部劇本的編訂 主劇本（MSEL）的編訂 境況模擬資料與圖資的產出 

演習手冊的編訂 演習現場模擬環境的建置 不同推演模式劇本編訂的差異 

不同的演習劇本 

推演前教育訓練與講習 推演前溝通與協調 預演的必要性與執行重點 

不同層級官員到場之作業方式
差異 

推演現場管制的規劃 推演前的準備作業 

突發狀況的因應 媒體關係的處理 
考評委員與獨立觀察專家的任

務 

應變資訊系統EMIS的應用 

推演後之資料彙整與分析 演習設計小組內部檢討會議 考評組檢討會議 

後續追蹤事項處理與下次推演
前的準備 

推演成果彙編的編訂 推演檢討報告（AAR）之編寫 

前
言 

兵
棋
推
演
專
案
操
作 

案例 



推演規劃概要 1 

歷年推演區域與議題(1/4) 
年度 推演地區 推演議題 

95 
(2006) 

花蓮地區 

民眾受困搜救及大量傷亡 
市區大規模火災 
交通、通訊及水電維生管線中斷事故 
地震引發鐵道重大意外事故 

高雄地區 

公路橋樑坍塌之現場搜救 
化學災害疏散安置 
有毒化學儲槽外洩火災與爆炸事故 
災情查報與確認 

96 
(2007) 

台中及 
彰化地區 

地震導致大型建築物倒塌、火災之處置與搜救 
地震導致陸上交通事故之處置 
地震導致化學災害之處置 
地震導致維生管線系統受損中斷之處置 
災區避難收容與秩序治安之維護 
地震後救災物資之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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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演規劃概要 1 

歷年推演區域與議題(2/4) 
年度 推演地區 推演議題 

97 
(2008) 

台北及桃園地區 

都市建物倒塌，廣域援助對策 
山坡地社區，道路通訊中斷援助 
水庫潰壩疑慮，緊急應變措施  
大規模停電，鐵路捷運避難疏散 
豪大雨警報，二次災害防止 

99 
(2010) 

桃竹苗地區 

地震災情掌握及需求推估之情資研判。 
偏遠鄉鎮孤島災區，國軍資源調度與救災。 
山坡地住宅崩塌，居民緊急避難與安置。 
石化廠區火災與科學園區毒化災，廣域消防
救災對策。 
鐵公路橋樑交通中斷，交通管制與緊急輸送
對策。 
大規模停水，緊急供水支援調度。 
高樓、高架道路倒塌，大量民眾侷限空間受
困之緊急救援，以及大量傷病患緊急醫療對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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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演規劃概要 1 

歷年推演區域與議題(3/4) 
年度 推演地區 推演議題 

100 
(2011) 

嘉義地區 

廣域救災、支援調度派遣及緊急醫療對策 
大量災民臨時避難與收容安置對策 
都市地區震後維生管線受損之生活機能維持
對策 

101 
(2012) 

北北基桃地區 

廣域救災、支援調度派遣及緊急醫療對策 
都會區無法返家民眾問題及大量災民臨時避
難與收容安置對策 
維生管線、及鐵路、捷運、道路橋梁等重要
設施應變及緊急復原對策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重要民生產業災後持
續運作對策 
前進指揮所設置及運作對策。 
國際、中國大陸救災支援協調對策 

11 



推演規劃概要 1 

歷年推演區域與議題(4/4) 
年度 推演地區 推演議題 

102 
(2013) 

中彰投地區 
中部備援中心 
(前進協調所) 

建物倒塌，廣域援助及人命搜救、災情蒐報
對策 
台鐵、高鐵、高速公路、隧道等交通運輸及
電力、通訊中斷之搶修對策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功能運作及協調聯繫
(前進協調所開設)對策 
跨縣市救災支援、國軍支援救災之調度集結、
協調指揮對策 
醫療院所及學校等受災之應變、疏散及人員
安置或救援對策 
災民收容安置及物資管理發放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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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事件設定 

應用TELES模擬設定境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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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震 餘震 

發生時間 
102/09/D  
09:21 

102/9/D+2 

地震規模(芮氏) 6.9 5.9 
震源深度(公里) 10   

震央位置 
120.7298E 
23.9253N 

  

斷層名稱 彰化斷層 清水斷層 

斷層開裂 

方向(度) 0   
傾角(度) 30   
長度(公里) 35   
寬度(公里) 28   



14 主震地震報告示意圖 



15 餘震地震報告示意圖 



應用TELES模擬設定境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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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損毀分布 

縣市名 低層棟數  中層棟數 高層棟數 總棟數 

台中市 891  64  3  958  

南投縣 2,055  184  4  2,243  

彰化縣 3,405  450  29  3,884  

總計 6,351  698  36  7,085  



應用TELES模擬設定境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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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傷亡分布 

縣市名 
輕傷不需
要住院 

中等傷害
需住院 

重傷且有生
命危險 

立即死亡 重傷加死亡 

台中市 221  67  38  27  64  

南投縣 486  191  116  85  202  

彰化縣 1,101  494  315  230  545  

總計 1,808  752  469  343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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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橋梁損壞位置 



學校警戒狀況推估 



劇本編寫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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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謀

作業 

推演依據

資料 
災害想定項目 細部項目 對應對策 

推估數

目地點 

地
震
災
情
掌
握
及
需
求
推
估
之
情
資
研
判 

TELES模

擬結果 

建築物毁損 

建築物全倒部、分倒塌 災情查報、建築物緊急評估鑑定   

建築物火災 大規模災害搶救   

特殊場所毁損（如車站） 人員返家困難緊急收容安置   

人員傷亡、受困 

人員死亡、重傷、輕傷人數 人命救援及大量傷病患對策（含運送）   

建築物受困人數（含電梯內） 人命救援   

孤島受困人數 人命救援   

車站受困人數 人命救援   

收容安置人數與地點 收容場所開設與緊急物質調度支援   

交通設施毁損 

道路（國道、省道、縣市道路）、橋樑

等損壞情形 

災情查報、道路搶修、替代道路   

道路中斷引發的交通事故、道路塞車 
交通管制對策   

鐵路、高鐵中斷情形及車站受損情形 
災情查報、乘客輸送與安置   

維生管線毁損 

自來水毁損數目與區域 
災情查報、自來水支援調度、搶修作業、環境

衛生消毒 

  

瓦斯毁損數目與區域 災情查報、搶修作業   

電力毁損數目與區域 災情查報、搶修作業   

電信毁損數目與區域 災情查報、搶修作業   

醫療院所毁損 醫療院所毁損 醫療院所毁損影響評估與支援   

演習想定與境況模擬資料的編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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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S推估公式 

人命搶救 
1. 受困人數=中度傷害人數*0.01 + 重度傷害人數*0.1 
2. 救援隊數(12H)：受困人數/2 
3. 救援隊數(24H)：受困人數/4 

疏散運送 

車輛運輸之推估公式： 
1. 救護車次= (中傷+重傷+死亡*0.01)/(1日可運送人數) 

1輛救護車(指包含救護車與隨車救護人員數)1日可運送人數 
(1)人口15萬以上、10 人/日 
(2)人口10至15萬之間、7.5人/日 
(3)人口10萬以下、5人/日 

1. 直升機飛行次數：(重度傷害人數+死亡人數)*0.1 

救災資源 
1. 病床數：中度傷害人數+重度傷害人數+死亡人數*0.1 
2. 屍袋數：重度傷害人數*0.2+死亡人數 

民生物資 

1. 寢具數量(Bedding)(套)：需搬遷人數(DH_Pop) 
2. 帳篷數量(Tent)(頂)：0.5*需搬遷人數 
三日份： 
1. 飲用水(PotWat)(噸)：0.003 * 需搬遷人數 
2. 生活用水量(UnitWat)(噸)：0.05 * 需搬遷人數 
3. 廁所數量(Toilet)(間)：需搬遷人數/100 
4. 盥洗設施數量(Bathrom)(套)：需搬遷人數/18 
5. 垃圾及排泄物量(DungCrt)(噸)：需搬遷人數/300 
ㄧ個月份： 
1. 飲用水(PotWat)(噸)：0.003 *臨時避難(收容)人數(ShelterPop) 
2. 生活用水量(UnitWat)(噸)：0.05 *臨時避難(收容)人數 
3. 廁所數量(Toilet)(間)：臨時避難(收容)人數/100 
4. 盥洗設施數量(Bathrom)(套)：臨時避難(收容)人數/18 
5. 垃圾及排泄物量(DungCrt)(噸)：臨時避難(收容)人數/300 

民生設備 
1. 廁所：150/座 
2. 盥洗設施：18人/盥洗單位 
3. 排泄量：2公升/人日 



附冊一：關鍵設施災損模擬設定總表 

應用TELES模擬設定境況 2 

NEEX2012EK_CR01鄉鎮市區公所受災狀況 
NEEX2012EK_CR02警察機關受災狀況  
NEEX2012EK_CR03消防機關受災狀況  
NEEX2012EK_CR04加油站受災狀況  
NEEX2012EK_CR05機場設施受災狀況  
NEEX2012EK_CR06自來水系統受災狀況  
NEEX2012EK_CR07學校學生人數  
NEEX2012EK_CR08各級學校受災狀況  
NEEX2012EK_CR09醫療院所總數  
NEEX2012EK_CR10醫療院所受災狀況  
NEEX2012EK_CR11工業區受災狀況  
NEEX2012EK_CR12變電所受災狀況  
NEEX2012EK_CR13重要道路橋梁受災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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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冊二：人命傷亡及建築災損設定總表 

應用TELES模擬設定境況 2 

NEEX2012EK_DA01主要區演習區域人口數  
NEEX2012EK_DA02受困失蹤人口數(不含學校部分)  
NEEX2012EK_DA03需住院人數(累計，不含學校部分) 
NEEX2012EK_DA04死亡人數(累計，不含學校部分)  
NEEX2012EK_DA05學生受困失蹤人數  
NEEX2012EK_DA06學生重傷需住院人數(累計)  
NEEX2012EK_DA07學校死亡人數(累計)  
NEEX2012EK_DA08臨時避難人數  
NEEX2012EK_DA09臨時避難弱勢人口  
NEEX2012EK_DA10建築物半毀棟數總數(累計)  
NEEX2012EK_DA10A_1~3層建築物半毀棟數總數(累計) 
NEEX2012EK_DA10B_4~7層建築物半毀棟數總數(累計)  
NEEX2012EK_DA10C_8層以上建築物半毀棟數總數(累計)  
NEEX2012EK_DA11建築物全毀棟數總數(累計)  
NEEX2012EK_DA11A_1~3層建築物全毀棟數總數(累計)  
NEEX2012EK_DA11B_4~7層建築物全毀棟數總數(累計)  
NEEX2012EK_DA11C_8層以上建築物全毀棟數總數(累計)  
NEEX2012EK_DA12震後火災發生數  
NEEX2012EK_DA13民生資源需求總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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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題 

議題組A： 
廣域救災、災情
查證監控、支援
調度派遣及緊急
醫療對策 

議題組B： 
都會區無法返家
民眾問題及大量
災民臨時避難與
收容安置對策 

議題組C： 
維生管線、及鐵
路、捷運、道路
橋梁等重要設施
應變及緊急復原
對策 

議題組D： 
中央政府、地
方政府、物流
產業災後持續
運作對策 

議題組E： 
前進指揮所設置
及運作對策 
  

議題組F： 
國際、中國大陸
救災支援協調對
策 

子
議
題 

A-1 
警消、國軍各作
戰區、民間團體
搜救兵力之調度
集結與統一指揮 

B-1 
廣域避難處所、
臨時避難據點之
開設作業規劃與
飲水糧食供應 

C-1 
災區居民臨時盥
洗與廁所需求之
因應，及廢棄物
之清運處理 

D-1 
各級政府災後
水電缺乏之持
續運作方案，
及運作能力受
損機關之因應
對策 

E-1 
不同災情階段之
前進指揮所設置
地點與需要動用
之後勤資源規劃 

F-1 
震災初期國內搜
救能量評估與向
國際請求支援事
項之彙整 

A-2 
民眾與學生大量
傷亡之醫療資源
調度 

B-2 
學校學生疏散與
安置之對策 

C-2 
災區電訊通訊中
斷、災民與外界
家屬聯絡之因應
對策 

D-2 
重要民生物流
產業之災後緊
急復原對策與
支援救災之派
遣協調 

E-2 
第一線救災需求
之緊急預算支援
與分配對策 

F-2 
國際搜救能量之
接待與任務派遣
對策 

A-3 
災情監控通報，
以及通資訊系統
之緊急運用 

B-3 
弱勢人口之特殊
生活需求照顧與
醫療需求 

C-3 
鐵路、捷運、道
路橋梁等重要設
施應變、交通管
制及緊急復原對
策 

D-3 
核能電廠遭受
餘震損毀之初
期因應對策 

E-3 
中央與地方人員
於前進指揮所之
聯合指揮與分工
對策 

F-3 
中國大陸支援救
災之評估與因應
對策 



兵棋推演劇本的編定 

26 

想定 議題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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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與狀況序 所屬議題組說明 啟動功能分組 

第一階段 議題 A：建物倒塌，廣域援助及人命搜救、災情蒐報對策 

議題 A-2:嚴重災情導致民眾與學生大量傷亡之人命搜救

與醫療資源調度 

說明：災區建築物毀損嚴重，醫院湧入大量傷患，因災區

醫院受損嚴重，須將傷患疏散至鄰近縣市，並優先處理搶

救重傷傷患，須於災害現場設置第一線醫療作業區域，且

如何於災後72小時內搜救人命及罹難者遺體處理需要相

關對策。 

搜索救援組 

支援調度組 

醫衛環保組 

模擬時間 推演狀況 發布對象任務指派 

(0-24 hr) 

9/13 09:21 

至 

9/14 10:00 

A-2.1 

災區建築物大規模倒塌，初步估計約有九千棟民

宅倒塌，大量民眾遭受埋困，各地陸續傳出民眾

傷亡之災情，部分民眾要求搜救隊搶救自家寵

物，因情緒失控造成搜救現場狀況混亂。災區醫

院湧入大量傷患，部分醫院建物傾斜，天花板、

輕鋼架墜落，且受停水停電影響，無法提供有效

之醫療資源，重傷傷患需優先緊急醫療，並安排

後送外縣市之救護車輛。 

消防、警政、營建、國防、

衛福、 

臺中、南投、彰化 

災情對應縣市 細部資訊說明 預期處置重點 

臺中、南投、彰

化 

臺中市大里區、南屯區及西屯區、南投縣南投市、草屯鎮

及彰化市員林鎮、大村鄉、花壇鄉等地區，大量民眾於避

難過程中受到輕重傷或被埋困在倒塌建物及殘骸瓦礫

中。中央須立即確認各縣市可提供之搜救人力與裝備機

具，各縣市消防、警察等支援搜救兵力到達重災區鄉鎮市

區後，需要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指定集結位置，並分

配相關救災人力。 

經搜救人員搶救，陸續有民眾獲救，急須設置臨時醫療

站，於災害現場設置第一線醫療作業區，且有部分民眾要

求搜救隊搶救自家寵物，因情緒失控造成搜救現場狀況混

亂。 

災區維生管線嚴重受損，造成災區停水停電，加上災區醫

院設施受損，無法提供有效之醫療資源，約有七百名重傷

傷患亟待緊急醫療，並安排後送外縣市之救護車輛，其中

台新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南基醫院及竹山秀傳醫院傳

出火警，需緊急疏散及安置病患。 

 

1. 黃金 72 小時內，儘速

搜救各地受困民眾。 

2. 調度未受災縣市之特

種搜救隊、一般搜救單

位前往救災，聯繫國軍

調度人力及機具協助

搜救，其調度人力及機

具數量為何？ 

3. 民眾情緒之安撫及調

度警力協助災區治安

維護與搜索現場秩序

維護。 

4. 如何於災害現場設置

第一線醫療作業區

域，傷患急救後，需後

送至外縣市醫院之後

送調度，各地區醫院空

病床數量為何？若病

床數不足該如何調配? 

5.  

災情通報來源 

臺中、彰化、南

投 

使用附表 

DA02 

DA11 

CR10 

適用圖資 

 

備註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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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路線之評估選定與緊急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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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路線之評估選定與緊急搶通 



重大災害想定的編訂(日本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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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S模擬的貢獻 

結語 3 

 透過TELES模擬，提供國家防災日地震推演規劃小組，具備
科學性的推估工具，能夠針對演習計畫所設定的想定，產
出重要的災損數字，作為專案規劃的支柱。 
 

 依據TELES災損模擬的結果，可以具體化演習議題與演習狀
況的連結，讓推演狀況的設計能夠具備實際客觀的數據，
也讓考評委員的觀察評估能夠有所依據。 
 

 透過TELES模擬推估公式以及實際應變單位處置作為的對比，
可以進一步分析與研判未來重大震災發生時，實際需要的
救災需求具體數字。未來可以作為持續推動我國重大震災
想定設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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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精進方向 

結語 3 

 針對多樣化的關鍵基礎設施，從強化地圖判讀工作中，逐漸朝向具
備推估實質建設面受災衝擊之劇本規劃能力。 
 

 強化人口結構、災害弱勢、醫療依賴、工業產業分布等人文社經條
件的研判，強化社會經濟面受災衝擊之劇本規劃能力。 
 

 針對地形地貌、水文、坡地災害潛勢等資料之整合與研判，強化震
災後二次災害與複合性災害之劇本規劃能力。 
 

 針對交通設施，強化救災輸送能力衝擊評估的劇本規劃能力。 
 

 針對現有公私部門資源，強化救災所需資源受災衝擊評估之劇本規
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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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