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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災害

防救通報及處理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11 年 8月 22日中環字第 1110020312 號函修正 

 

一、目的：為於本局所轄園區發生重大災害事故時，能達到

立即通報、搶救(處理)與善後等目標，特訂定本要

點。 

二、適用範圍： 

(一)於所轄園區內發生下列災害事故，遇有(或已經)造成

公共災害、財物嚴重損失或人員傷亡之虞者。 

1、風災、水災或震災等天然災害。 

2、重大火災或爆炸災害。 

3、公用氣體、油料管線或輸電線路洩漏、故障或損壞。 

4、空難或陸上交通事故。 

5、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6、重大職業災害、重大刑案或人為破壞。 

7、其他涉及公共安全等災害。 

(二)本局員工或園區廠商員工在外發生重大意外事故，對

本局足以產生重大衝擊者。 

(三)重要或機密資料遺失或洩漏，可能對本局或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員會產生重大衝擊者。 



  

 26 

(四)預知(或已經)聚眾前來本局或各園區廠商陳情、請

願、抗爭，或在其他機關請願，訴求情節與本局有關

者。 

三、本局災害緊急應變中心通報專線 

(一)本局設置災害緊急應變中心及通報專線(04-25658088)

以建立單一窗口通報作業並提昇應變效能。 

(二)園區各事業單位、機關之員工及保警隊獲知或發生上

述災害應立即依本要點通報。 

四、通報聯繫作業： 

(一)通報救災單位及本局災害緊急應變中心 

園區各事業單位、機關之員工及保警隊於園區內遇有

重大事故發生時，應立即通報救災單位(各廠之緊急應

變中心及消防局（119）)，並立即將發生時間、地

點、災害概略狀況及採取之措施等，通報本局災害緊

急應變中心；如遇電話線路中斷，則應儘速派員至園

區保警隊或本局通報；本局同仁遇有重大事故發生 

(或經由媒體、外界得知)時亦同。 

(二)通報相關權責單位應變處置 

1、本局災害緊急應變中心值班人員(上班時間為環安

組勞檢科業務承辦人、非上班時間為當週輪值總值

星官)於接獲報案後，應確認該事件已通報救災單

位(119 消防隊)，並聯絡下列單位或人員： 

(1)依災害類型立即通報災害主政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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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局災害緊急應變中心召集人(本局局長)、副召集

人(本局副局長)、發言人(本局副局長)、執行秘書

(本局主任秘書)。 

(3)本局緊急應變業務主管：環安組組長。 

(4)本局政風室及園區保警隊。 

(5)受本局委託之應變單位（必要時）。 

2、災害主政單位主管須隨時掌握狀況發展，動員救災

或採取必要措施，並於瞭解重大事故初步完整狀況

並指揮應變處理作業後，應迅速將災情及處理情形

陳報本局災害緊急應變中心召集人、副召集人或執

行秘書。 

(三)通報園區災害聯防應變組織 

本局災害緊急應變中心召集人接獲通知後，必要時指

示本局災害緊急應變中心值班人員，通告園區災害聯

防應變組織各成員，啟動聯防應變機制。 

(四)通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緊急通報專線 

1、本局災害緊急應變中心應隨時掌握狀況發展，並

經核可後，由緊急應變業務主管陳報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並接受相關訊息查詢。 

2、重大事故或重大天然災害持續對本局所轄園區造

成威脅時，本局災害緊急應變中心應定時通報召

集人、副召集人或執行秘書及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直至狀況解除（重大事故每小時一次、重大

天然災害每半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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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大事故或災害處理完畢，本局災害主政單位除

應儘速進行復原工作外，並應將事故始末、處理

經過、損害傷亡情形及善後方案等詳情作成文件

（格式如附件一），陳請局長核可後交緊急應變

業務單位，以傳真或電子郵件通報國家科學及技

術委員會。 

(五)本局各業務單位應於平時建立緊急通報及應變處理機

制，適時更新有關之通報聯絡資料及災害防救作業程

序要領，並提供本局緊急應變業務單位彙整，變更時

亦同。 

(六)本局災害緊急通報系統圖（如附件二）。 

五、緊急應變處理： 

(一)發生事故單位緊急通報及搶救 

1、發生重大災害時，除立即通報救災單位及本局災害緊

急應變中心外，遇有火災發生，在不危及自身安全之

情況下，應立即協助切斷瓦斯、電源，移除易燃易爆

物品，搶救重要文件、財產，並使用既有消防器材救

災，亦應隨時注意週遭可疑事物，儘量保持現場完

整，聽候處理。 

2、遇有化學物質災害，應立即通報救災單位，未受應變

處理之專業訓練及穿著合於要求之防護具者，應退至

危險範圍外。 

3、發生事故單位應立即啟動本身之緊急應變小組，並

聯絡相關單位進行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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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發生事故單位應立即通報本局災害緊急應變中心，

並設定聯絡人待命指引外部救災及支援單位。遇有

化學物質災害時，應提供該處所配置圖、物質清單、

物質安全資料表(SDS)等相關資訊。 

5、有關傳染性疾病之處置，應配戴口罩、手套等適當

防護具，並依本局相關因應措施辦理。 

(二)啟動本局緊急應變及園區聯防機制 

1、本局災害緊急應變中心召集人、副召集人或執行秘

書接獲重大災害通報後，視災害規模成立本局「緊

急應變小組」，必要時啟動「園區重大災害聯防應

變組織」，調度救災資源，指揮應變，各組成員依

指揮按其職責協助救災及善後事宜。 

2、遇有重大災害時，第一時間由本局當週總值星官聯

繫調度，並安排若干值班人員協助災害通報及其他

聯繫協調業務。緊急應變小組由災害主政單位通報

召集人後視災害規模成立，設置於本局或召集人指

示之地點，辦理災害防救事宜。彙報相關文書等幕

僚作業由緊急應變業務單位負責。 

3、本園區遇有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發生，在啟動本

局緊急應變小組時，除同時通報相關主管機關、地

方政府（含消防、環保等單位）時，因事況緊急亦

可同時通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災諮詢中心、中區

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請求支援（請求支援單如附

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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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必要時立即通報其他各救災單位(如陸軍三六化學

兵群及空軍 427 聯隊)或公共設施單位(如自來水、

電力、天然氣等公司)進行適當之處置。 

(三)初步劃定警戒管制區域、建立前進指揮所 

「重大災害聯防應變組織」各組成員，由本局緊急應

變小組指揮於災害發生處之適當地點建立前進指揮所，

並初步劃定警戒管制區域(熱區、暖區及冷區)。  

(四)集結聯防救災資源、支援搶救 

各支援單位於前進指揮所集中支援救災人力、物質(含

消防裝備、化災處理設備、氣體偵測設備、通訊器材

及防護具等)，依指揮協助事故廠商及救災單位搶救。 

(五)配合建立救治醫護措施 

消防隊救護車、中科診所及鄰近醫院之救護人員依指

揮於適當地點建立臨時救護站，並保持救護動線之暢

通，除立即之初步處置外，嚴重者立即後送醫院救治。 

(六)配合辦理污染及影響範圍之監測 

1、消防、環保相關單位及聯防組織成員進行污染及影

響範圍之監測，評估並提供疏散地區之建議。 

2、園區污水處理廠進行消防污水之區隔、收集及處理。 

(七)配合辦理園區廠商及鄰近村里居民之疏散 

依災害防救法，由當地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指揮

官依監測或擴散模擬規劃疏散路線及處所，發布警報

並指揮園區廠商及鄰近村里居民進行疏散。 

(八)媒體溝通 

重大災害之相關訊息，由本局局長或指定發言人依園

區事故廠商或聯防組織成員提供之分析及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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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發佈新聞稿或對外說明，

非經授權，本局其他同仁嚴禁自行對外發布任何訊息。 

(九)重要或機密資料遺失或洩漏時，災害主政單位應負責

補救及善後，並會同政風單位協助處理。 

(十)遇聚眾陳情請願時，災害主政單位應指派人員負責接

待疏處，並通知相關單位協助。 

六、其他事項： 

(一)本局員工在外發生重大事故時，各該單位主管應設法

協助其處理善後事宜。 

(二)災害緊急應變中心接獲重大災害通報後，應立即依通

報程序轉報，如值深夜(凌晨 0 時至 6 時)，對於嚴重

性較低之事故，得衡酌狀況延至次晨(上午 6 時至 8

時)再行通報。 

(三)原始通報來源如屬外界告知者，必須研判是否謊報再

行通報。 

(四)本局同仁對於所屬辦公場所、標準廠房、宿舍及其他

公共區域等，其消防逃生設備之保養、逃生路線之規

劃、消防演練及對本作業要點之規範內容等均應經常

注意辦理，以提昇緊急應變能力。 

(五)本作業要點僅規範特殊(重大或緊急)狀況之通報及處理

原則，一般未規範事項仍應依規定作業程序辦理，不

得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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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局災害緊急應變中心召集人接獲重大災害通報後，

得衡酌事故嚴重程度陳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主

委。 

七、獎懲：執行本局重大事故通報及處理作業有功人員，從

優獎勵；相互推諉，未依規定通報或延誤時機者則從

嚴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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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災害防

救通報表 

第     次通（陳）報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 通報時間    月   日 

   時   分 

通報人職稱、姓名 
 

聯絡電話  

事故(災害)名稱  

事故(災害)發生時間  

發生單位、地點    

傷亡情形 
死亡：     人（含勞工   人） 

受傷：     人（含勞工   人） 

財產損失及經濟面影響  

接獲消息來源、時間  

事故(災害)情形概述  

處理情形說明 

 

備      

註 

 

 (註：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電話：(02)2737-7602    ； 傳真：(02) 02-2737-

7249 

 

填報人                   單位主管                    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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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災害緊急通報系統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