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山坡地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9年6月11日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109)北市工地企字第1093012528號函修正名
稱及全文九點，自109年4月30日生效(原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山坡地災害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規定)

一、依據：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以下簡稱本處）為執行本市山坡地災害防救應變措施，
依據「臺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第十五點規定，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任務：
（一）配合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工務局（以下簡稱本局）應變小組之開設及其相關作業

規定，處理山坡地災害防救應變措施。
（二）加強坡地災害防救相關機關（單位）之縱向指揮、督導及橫向協調、聯繫事宜。
（三）掌握本市山坡地災害狀況，即時傳遞災情並通報各級相關機關應變處理。
（四）本市山坡地災情之蒐集、查證、彙整、通報、災害搶救及回報事項。
（五）本市山坡地災害緊急救災人力、物資之協調、調度等緊急措施。
（六）其他有關本市山坡地災害防救事項。

三、組成：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山坡地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相關功能編
組及任務分工如下：
（一）指揮官：由處長兼任，綜理本小組災害應變事宜。
（二）副指揮官：由副處長、總工程司、主任秘書、專門委員、副總工程司（二人）兼

任，襄助指揮官處理本小組災害應變事宜。
（三）輪值主管：由各編組組長（後勤支援組除外）輪流兼任，綜理本處防災中心開設

運作、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案件分派及各項災害緊急應變事宜。
（四）道路步道組：

1.道路步道科科長兼任組長。
2.支援本小組應變作業，辦理主管災害之災情蒐集、彙整、通報、現勘查證、災
害搶救等緊急處理事項。
3.辦理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內主管案件之處理及填報。

（五）森林遊憩組
1.森林遊憩科科長兼任組長。
2.支援本小組應變作業，辦理主管災害之災情蒐集、彙整、通報、現勘查證、災
害搶救等緊急處理事項。
3.辦理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內主管案件之處理及填報。

（六）土石流防治組：
1.土石流防治科科長兼任組長。
2.支援本小組應變作業，辦理雨量觀測、土石流警戒及疏散避難分析研判，以及
主管災害之災情蒐集、彙整、通報、現勘查證、災害搶救等緊急處理事項。
3.辦理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內主管案件之處理及填報。

（七）坡地整治組：
1.坡地整治科科長兼任組長。
2.支援本小組應變作業，辦理雨量觀測、列管邊坡敏感區警戒及疏散避難分析研
判，以及主管災害之災情蒐集、彙整、通報、現勘查證、災害搶救等緊急處理
事項。
3.辦理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內主管案件之處理及填報。



（八）坡地住宅組：
1.坡地住宅科科長兼任組長。
2.支援本小組應變作業，辦理雨量觀測、本市山坡地老舊聚落、列管山坡地住宅
社區警戒及疏散避難分析研判事宜，以及主管災害之災情蒐集、彙整、通報、
現勘查證、災害搶救等緊急處理事項。
3.辦理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內主管案件之處理及填報。

（九）審查管理組：
1.審查管理科科長兼任組長。
2.辦理山坡地水土保持計畫施工中案件與違規案件之災害勘查及處理事項；主管
災害之災情蒐集、彙整、通報、現勘查證、災害搶救等緊急處理事項。

（十）幕僚作業組：
1.由企劃科及秘書室組成，並由企劃科科長兼任組長。
2.綜整各分組及防災中心開設運作等事宜。

（十一）後勤支援組：
1.由秘書室組成，並由秘書室主任兼任組長。
2.辦理本小組成立期間辦公空間之水電、空調、電信、進駐人員膳食、車輛調
度等後勤支援事項。

四、進駐地點：
（一）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指揮作業中心）。
（二）本處防災中心。
（三）區災害應變中心搶修組（北投區）。

五、成立時機：
（一）三級強化開設

1.開設時機：經接獲消防局及本局通報成立時開設。
2.進駐地點及人員：
(1)本處防災中心：
由幕僚作業組組長報請指揮官（或授權代理人）開設本處防災中心，指揮官
得視災情狀況要求輪值主管及各分組人員派員進駐。

(2)本市災害應變中心：
A.土石流災害 /森林火災（本處主政）：由副總工程司以下股長以上輪班擔
任本局應變小組組長（每次 1人），並率 2名同仁進駐。
B.其他本局主管災害：由正工程司及股長（企劃科及秘書室除外）共同輪班
配合進駐（每次 1人）。

(3)本處企劃科：
非本局主管災害，惟經消防局及本局通知配合進駐時，由幕僚作業組進駐（
每次 1人），如市府要求本處支援或災情擴大至山坡地，即報請指揮官（或
授權代理人）開設本處防災中心，並由各分組進駐。

3.輪值時間：
(1)本處防災中心：採二班制，每班輪值12小時（每日 8時及20時交接），開設
期間得由指揮官、副指揮官或輪值主管視狀況調整部分人力。

(2)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依據「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注意事項」之規定完成
進駐。

（二）二級開設
1.開設時機：配合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同步二級開設。
2.進駐地點及人員：（詳附件進駐人員注意事項）
(1)本處防災中心：
A.輪值主管進駐 1人，各編組輪值人員進駐 2人，幕僚作業組進駐 3人，後



勤支援組進駐 1人。
B.土石流災害 /森林火災發生時，輪值主管進駐 1人，土石流防治組 /森林
遊憩組、坡地整治組及審查管理組各進駐 2人，幕僚作業組進駐 3人，後
勤支援組進駐 1人，指揮官得視災情狀況要求其餘分組機動派員進駐。

(2)本市災害應變中心：
A.土石流災害 /森林火災（本處主政）：由主任秘書、專門委員、副總工程
司輪班擔任本局應變小組副組長（每次 1人），並率 3名同仁進駐。
B.水災：由正工程司及股長（企劃科及秘書室除外）共同輪班配合進駐（每
次 1人）。

(3)本處企劃科：
與本市山坡地無關之災害，由幕僚作業組進駐，如市府要求本處支援或災情
擴大至山坡地，即報請指揮官（或授權代理人）開設本處防災中心，並由各
分組進駐。

3.輪值時間：
(1)本處防災中心：採二班制，每班輪值12小時（每日 8時及20時交接），開設
期間得由指揮官、副指揮官或輪值主管視狀況調整部分人力。

(2)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依據「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注意事項」之規定完成
進駐。

4.為因應或預見重大災情，必要時本小組進駐待命人員得提升為一級開設。
（三）一級開設

1.開設時機：配合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同步一級開設。
2.進駐地點及人員：（詳附件進駐人員注意事項）
(1)本處防災中心：
A.副指揮官及輪值主管各進駐 1人，各編組輪值人員進駐 2人，幕僚作業組
進駐 3人，後勤支援組 1人。
B.土石流災害 /森林火災發生時，由輪值主管進駐 1人，土石流防治組 /森
林遊憩組、坡地整治組及審查管理組各進駐 2人，幕僚作業組進駐 3人，
後勤支援組進駐 1人，指揮官得視災情狀況要求其餘分組機動派員進駐。

(2)區災害應變中心搶修組（北投區）：由各編組（幕僚作業組及後勤支援組除
外）指派輪值人員 1人進駐。

(3)本市災害應變中心：
A.土石流災害 /森林火災（本處主政）：由主任秘書、專門委員、副總工程
司輪班擔任本局應變小組之幕僚分組組長（每次 1人），並率 4名同仁進
駐（其中 1人進駐大地分組）。
B.水災、風災及其他本局主管災害：由正工程司及股長（企劃科及秘書室除
外）共同輪班配合進駐擔任本局應變小組之大地分組（每次 1人）。

(4)本處企劃科：
與本市山坡地無關之災害，由幕僚作業組進駐，如市府要求本處支援或災情
擴大至山坡地，即報請指揮官（或授權代理人）開設本處防災中心，並由各
分組進駐。

3.輪值時間：
(1)本處防災中心：採二班制，每班輪值12小時（每日 8時及20時交接），開設
期間得由指揮官、副指揮官或輪值主管視狀況調整部分人力。

(2)區災害應變中心搶修組：依據「臺北市各區災害應變中心搶修組標準作業程
序」及「工務局暨所屬各處災害防救作業執行計畫」之規定完成進駐，並配
合本市各區災害應變中心開設現況彈性調整輪班進駐作業。

(3)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依據「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注意事項」之規定完成
進駐。

六、一級及二級開設作業程序：



（一）本小組開設時，由幕僚作業組通知本處股長級以上人員轉知各編組第一班人員進
駐，後續輪班人員由前梯次進駐人員提早通知。

（二）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時，本小組同步成立並接受市災害應變中心指揮，於
成立後10分鐘內回傳本小組開設情形回報單至市災害應變中心工程搶修組；二級
轉一級開設時亦同。

（三）本小組進駐人員，應受本小組輪值主管之指揮、協調及整合。
（四）本小組二級開設時於每日 5、11、17及23時，一級開設時於每日 2、 5、 8、11

、14、17、20及23時填報本市重大災害出動救災人員及裝備速報表（表 A3a）及
交通災情通報表（表 F1a），電傳至 prevfa013@gmail.com信箱並至本市「防救
災作業支援系統」更新資料。

（五）本小組開設後，配合市災害應變中心召開災害防救會報需求，由幕僚作業組彙整
本處整備與災情搶救情形，填寫資料後回復市災害應變中心彙整。

（六）配合消防局函頒實施「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計畫群『分析研判會議』作業規定」
，消防局視災情發展狀況於災害防救會報前 2小時（ 7時、19時）或臨時指定召
開分析研判會議，本處需準備報告資料（幕僚作業組彙整）並由進駐本市災害應
變中心人員出席報告。

（七）本小組指揮官得視狀況召集各編組單位召開防救災會報，瞭解緊急應變處置情形
及災情狀況，並指示相關應變措施。

（八）本小組指揮官得視狀況調派颱風期間跨區支援救災能量事宜。
（九）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本小組各進駐人員應掌握緊急應變處置情形及相關災

情，並依據本處山坡地災情通報處理標準作業流程辦理。
（十）各組應詳實記錄本小組成立期間相關處理措施，並隨時查看「本府防救災作業支

援系統」之有關山坡地災害情形，並派員查勘及緊急處理，並將辦理情形登載至
系統中。

（十一）各項災後復原重建措施，由各編組依權責繼續辦理。

七、平時零星災害作業程序：
（一）強降雨期間或地震後消防局建議內部成立緊急應變小組時，由幕僚作業組組長請

示指揮官視情形以非進駐且保持電話暢通方式成立，或依照二級開設原則進駐本
處防災中心。

（二）於平時晚上17時30分至翌日 8時30分及例假日接獲山坡地災情通報時，依據本處
山坡地災情通報處理標準作業流程辦理，由防災輪值人員通知設計監造單位及施
工廠商進場處理。

（三）各組輪值人員應將災害現場狀況及搶災處理情形，適時以電話或簡訊方式回報。
（四）為因應或預見重大災情處理，得視狀況提升開設層級，並由幕僚作業組組長請示

指揮官後通知相關人員進駐。

八、配合事項：
（一）各分組應積極配合本小組及派駐本市各級應變中心人員之運作。
（二）值班人員交班原則：

1.每日交班時間為當日 8時或20時，第一班人員自進駐起算迄當日 8時或20時止
，由下一班人員交接。
2.若應變中心開設時間為 6:00-8:00或 18:00-20:00，因進駐時間不足 2小時，
以延續值班為原則。
3.值班人員執勤至解除開設期間，仍視為一次正式值勤。
4.本小組值班人員若於業務性質特殊需要或大眾運輸工具停駛時，得搭乘計程車
赴值或卸值返家，並檢據由本處相關經費核銷支應。

（三）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一、二級撤除後，為繼續追蹤管制，各業務科應就權管災害檢
討其致災原因，並提出因應之道，有關各項災害復原重建進度，應依規定輸入本



市「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內。
（四）各分組應確實更新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辦理情形並至全案處理完畢為止。
（五）各分組應將所負責之山坡地災害各階段處理情形，依據「臺北市山坡地災害資訊

系統」填報表格內容進行填報作業。

九、降低開設等級及撤除時機：
中央氣象局解除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或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撤除後，得由輪值主管請示指揮
官後降低開設等級或撤除本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