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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緊急應變說明 

一、 應變組織架構:本校上課及非上課時段之應變組織架構及任務分工（包

含疏散避難引導編組），各編組成員及代理人聯絡方式。 

(一) 本校毒化物運作場所若發生毒性化學物質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洩

漏等異常狀況時，將啟動本校緊急應變組織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二) 由現場指揮官(本校校長)集合本校應變編組成員，應變編組分為通報

組、消防/搶救組、安全防護組、疏散避難引導組、救護組，並依現場

狀況請外部支援單位協助應變相關事宜。 

(三) 現場指揮官將統籌整體應變行動之規劃及任務分配，各應變編組成員

會依任務分工表內容進行災害搶救，若發生異常狀況在於非上課時

段，將由代理人進行該應變編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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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任務分工: 

 

應變任務編組: 

應變編組 姓名 
緊急聯絡電話 

(手機 ) 

代理人 
代理人 

緊急聯絡電話(手機 ) 

現場指揮官(校長 ) 王建臺  洪耀釧  

通報組 涂惠貞  陳世正  

消防/搶救組 陳美樺 

王昱凱 

 劉志良 

利維鈞 

 

疏散避難引導組 黃其彥  葉有為  

安全防護組 張瓊娥  鄭文凱  

救護組 趙美玲  張嘉容  

 

  

應變編組 ⚫ 任務分工 

現場指揮官 ⚫ 掌握現場 

⚫ 與相關機關聯絡及狀況報告 

通報組 ⚫ 聯絡支援單位 

⚫ 發佈媒體新聞 

消防/搶救組 ⚫ 進行區域劃分管制 

⚫ 熱區作業 (進行圍堵、止漏作業 ) 

⚫ 消防滅火作業 

安全防護組 ⚫ 整備個人防護器材與裝備 

⚫ 協助人員除污作業 

⚫ 協助災區廢水 /廢棄物清理作業 

疏散避難引導組 ⚫ 引導外援單位 

⚫ 人員疏散與現場管制 

救護組 ⚫ 成立臨時救護站 

⚫ 傷患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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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緊急通報程序：本校平日、假日若發生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事故

時，內部組織及外部（警、消、環保、醫療）單位之通報時機、層級、流

程及通報詞內容。 

 

(一) 當校內發生異常狀況時，發現人員會通知警衛室，警衛室確認狀況後

通報值班主管，由值班主管於30分鐘內通知屏東縣政府環保局，並向

現場指揮官(校長)報告現場狀況，若於假日時警衛室會通知假日值班

主管，由假日值班主管向現場指揮官(校長)報告。 

 
  

⚫ 屏東縣環保局 

⚫ 屏東縣內埔消防隊 

⚫ 環境事故應變諮詢中心 

⚫ 南區毒災應變諮詢中心 

⚫ 毒災通報專線 

⚫ 南區專技小組(屏東隊) 

⚫ 聯防小組 

⚫ 鄰近學校、廠家 

⚫ 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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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災害狀況為應變小組可自行控制時，接續會進行災害現場的環境復原

作業及災後檢討事宜，若災害狀況超出應變小組控制時，將請求外部

單位支援現場災害搶救，由通報組人員通報消防局、技術小組、聯防

小組、鄰近學校…等外部單位支援。 

項次 單位 單位名稱 聯絡人 電話 

1 環保局 屏東縣環保局 值班人員 08-7351928 

2 消防局 屏東縣消防局 值班人員 08-7662911 

3 南區專技小組 
南區專技小組 
(屏東隊)  值班人員 08-7516680 

4 事故諮詢 
環境事故應變
諮詢中心 值班人員 049-2345678 

5 事故諮詢 
南區毒災應變
諮詢中心 值班人員 07-6011000 

分機 32356 

6 事故通報 毒災通報專線 值班人員 0800-066666 

7 聯防小組 屏東科技大學 楊國輝 08-7703202轉

5108 

8 聯防小組 
海尼根台灣股
份有限公司屏
東啤酒廠 

劉靜圓 08-7796110轉

3201 

9 聯防小組 
六堆釀興業有
限公司 

林芝樺 08-7711116轉

228 

10 鄰近學校 美和高中 黃俊益 08-7792045轉

36 

11 醫院 屏東醫院 蔡佩燊 08-7363011 

0986-420-941 

(三) 實驗室發生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或其他意外事故後，由事故

發現者立即通報所屬單位主管(科/系/所/中心/學院)，經確認現場有

異常狀況後，啟動校內緊急應變機制進行相關通報，單位主管應即通

報校安中心(08-7782149)與環安衛中心(08-7799711分機8125)，於平

日及假日發生毒災事故時，事故發現者會通知實驗室負責人災害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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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狀況，由指揮官成立災害應變小組，進行災害控制及相關災害應變

作為，並於30分鐘內通報屏東縣環境保護局。  

1. 各化學品運作場所發生緊急狀況如火災、有人受傷等之情形，事故

單位應立即撥打119，請求消防救護支援，並就近通知相關人員或告

知系所單位辦公室災害現場之狀況。 

2. 系所單位辦公室人員應告知系所單位教職員工生緊急狀況，並依狀

況通知相關之救援單位。 

3. 各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有因洩漏、化學反應或其他突發事

故而污染運作場所周界外之環境者，運作場所負責人應立即採取緊

急防治措施，並至遲於三十分鐘內，報知事故發生所在地之縣(市)

主管機關(屏東縣環境保護局/08- 7351928)。運作場所負責人應自

事故發生後於事故發生後三日內，依規定提報初步事故調查處理速

報，並於事故發生後十四日內，依規定提報總結事故調查處理結

報，報請屏東縣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 

4. 運作場所負責人於事故發生後，詳加勘查、蒐集事證，予以分析研

判、究明發生事故原因，製作結報內容含下列事項：a.事故發生基

本資料(學校名稱、地點、發生時間、傷亡人數、氣象、事故場所及

類型、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名稱)、b.應變單位、分工及裝

（設）備、c.事故發生、應變及善後復原過程（含現場照片、學校

周界現場平面圖）、d.環境污染及清理狀況、e.檢討及改善、f.建

議事項。 

5.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規定，本校若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

一者，環安衛中心應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發生死亡災害；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

且需住院治療；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運作場所負

責人應配合後續職災調查。 

 

(四) 通報內容：當進行通報時，通報人務必採用最短、最有效的告知方式以爭

取時效，若能於事先擬訂制式之通報詞，以供相關人員練習，較可避免緊

急時，因慌張而將通報內容混淆不清，造成延誤或導致更嚴重的後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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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緊急通報內容應包含之事項： 

1. 通報人單位、職稱及姓名。 

2. 通報事故發生時間。 

3. 事故發生地點。 

4. 事故狀況描述。 

5. 傷亡狀況報告。 

6. 已實施或將實施之處置。 

7. 可能需要之協助。 

8. 其他。 

    

通報詞範例 

校內通報： 

內容包含：發現者、時間、事故地點、洩漏物、目前狀況.人員狀況、其他。 

⚫ 範例：「喂！系辦公室嗎？我是研究生OOO，在約O點O分時，發現由OOO

實驗室傳出刺鼻味，可能是化學藥品外洩，目前無人員傷亡，但範圍有

持續擴大的現象，請儘快派員前往瞭解協助處理」。 

⚫ 範例：「喂！校安中心嗎？我是研究生OOO，在約O點O分時，發現由OOO

實驗室傳出刺鼻味，可能是化學藥品外洩，目前無人員傷亡，但範圍有

持續擴大的現象，請儘快派員前往瞭解協助處理」。 
 

 

單位通報、疏散廣播： 

內容包含：廣播單位、廣播者、災害種類、災害程度、氣象條件、應變動

作或逃生方向、聯絡電話、其他。 

⚫ 範例：「這裡是OOO系，我是教師OOO，目前本系發生化學品外洩事

件，現在風向為東北風，請各單位全體師生緊閉門窗，並迅速向OO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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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疏散，至本校OO處集合，本系已派人於該地點負責接待，本系聯絡

電話為OOOOOOO分機 
 

 

請求校內或校外單位支援 

內容包含：請求者、災害種類、災害程度、支援項目、災害地點、聯絡電

話、約定地點、其他。 

⚫  範例： 

➢ 求援單位：「喂！是內埔消防隊嗎？我這裡是美和科技大學北校區OOO

系，我是教師OOO，本校興春樓OOO實驗室因發生化學品外洩，請求派

員緊急支援救災。」 

➢  支援單位：「可以」。 

➢ 求援單位：「我的聯絡電話是OOOOOOO分機OOOO，本校地址是內埔鄉美

和村屏光路23號，我們會派人在大門口接應至災害現場」。 

➢ 支援單位：「好的，我們立刻派人支援救災。再確定一下，貴單位地

址是內埔鄉美和村屏光路23號，電話是OOOOOOO分機OOOO，是否正

確？」 

➢ 求援單位：「正確，謝謝您的協助」 

 

三、 緊急防制措施及應變步驟：本校針對運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種類、

特性、數量與場所，評估可能發生之災害類型、規模，研擬採取緊急防治

之措施及應變步驟等。 

(一) 緊急防制措施: 

當發生毒化物洩漏事故時，本校應變人員穿著適合且正確的個人

防護裝備，依現場濃度劃分冷、熱管制區，且管制人員進出以避免非

相關人員靠近，管制距離會依據「緊急應變指南」(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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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Guidebook)進行劃分管制區域，發生洩漏事件，對於固體，

隔離逸散或溢漏區域周圍至少25 公尺區域作為立即警戒措施。 

人員搶救及災區隔離以應變濃度區分，配置災區（污染區域）、

緩衝區（暖區）、安全區（冷區）。疏散集結地點：美和中學操場 

管制配置圖 

(二) 應變步驟 

預防是避免災害最高指導原則，但如萬一意外發生，現場搶救與

人員急救是相當重要的部分，就搶救人員應有之觀念、災害之緊急防

護措施及處理原則與方法分述如下： 

1. 個人防護裝備 

⚫    空氣中氧氣濃度低於19.5%之區域 

➢  防護手套 

➢  防護鞋(靴)  

➢  非氣密式連身防護衣(B級)  

➢  正壓全面式自攜式空氣呼吸器 

⚫  空氣中氧氣濃度高於19.5%之區域 

➢  非氣密式連身防護衣(C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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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生型自攜式呼吸防護具 

➢ 含有機蒸氣濾罐之全面式或半面式空氣濾清式口罩 

➢ 防護鞋(靴)  

➢ 防護手套 

2. 化學災害搶救人員應注意事項 

⚫ 不管任何人到達意外事故現場，安全絕對是主要的考量。 

⚫ 先辨識化學品的種類與特性。 

⚫ 未穿著防護裝備之人員不得進入污染區域，處理人須確實配戴

防護裝備，由除污走道進出禁區，事故處理後須確實除污才能

離開。 

⚫ 不瞭解況不要勉強處理，要請求專家及化學災害預防技術支援

諮詢中心協助。 

⚫ 要會運用安全資料表、緊急應變指南等資料。 

⚫ 須熟悉個人防護具及各項搶救設備之使用，並定期維護。 

⚫ 行動須正確而非求快，要第一次就做對，才不會救人反被人

救。 

3.  中毒發生時立即處理 

⚫ 鎮定自己避免本身亦被毒化物污染。 

⚫ 急救(依SDS)，並儘速送醫。 

⚫ 打電話求救。 

➢ 北校區警衛室(校內分機：8480)  

➢ 健康中心(校內分機：8266、8554)  

➢ 國仁醫院08-7223000  

➢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08-7363011  

➢ 屏東基督教醫院08-7368686  

➢ 南區毒災應變諮詢中心 0800-660001  (07)601-1235  

➢ 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屏東隊)08-7516680  

4. 意外災害緊急防護措施 

⚫  緊急處理 

➢ 疏散不必要之人員。 

➢ 隔離污染區並關閉入口。 

➢ 視事故狀況，聯絡供應商、消防及緊急處理單位以尋求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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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 搶救者須戴完整之個人防護設備，方可進入災區救人。 

➢ 緊急應變搶救編組宜採互助支援方式進入災區救人。 

➢ 急救最重要的是迅速將患者搬離現場至通風處，檢查中毒症

狀，判斷其中毒途徑並給予當的急救。 

5. 洩漏、著火處理 

⚫ 視事故狀況，聯絡供應商、消防及緊急處理單位以尋求協助。 

⚫ 人員須先撤離洩漏區，不要接觸或穿越洩漏污染區域。 

⚫ 依現場地勢考量，保持人員位於上風處，遠離低窪處或通風不

良場所。 

⚫ 僅由受過訓之人員負責清理與處置之工作，且人員必須有適當

之防護裝備。 

⚫ 避免任其流入下水道或其他密閉空間。 

⚫ 切斷移開所有引火源，在人員可接近之狀況下，設法阻止或減

少溢漏。 
 

(三) 急救處理原則與方法 
 

1. 急救處理原則 

⚫ 立即搬離暴露。不論是吸入、接觸或食入性的中毒傷害，應先

移至空氣新鮮的地方或給予氧氣，並在安全與能力所及之情況

下，儘可能關閉暴露來源。 

⚫ 脫除被污染之衣物。迅速且完全脫除患者之所有衣物及鞋子，

並放入特定容器內，等候處理。 

⚫ 清除暴露的毒化物。 

⚫ 若意識不淸，則將患者做復甦的姿勢且不可餵食。 

⚫ 若無呼吸、心跳停止時，立即施予心肺復甦術(CPR)。 

⚫ 若患者有自發性嘔吐，讓患者向前或仰時頭部側傾，以減低吸

入嘔吐物造成呼吸道阻塞之危險。 

⚫ 立即請人幫忙打電話至119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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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送醫，並告知醫療人員曾接觸之毒性化學物質。 

2. 急救處理方法 

⚫ 救護人員到達前，請參照「現場急救與處理流程圖」中(如下

圖)，不同暴露途徑實施急救。 

⚫ 詳細急救步驟，請參照接觸化學物質之「安全資料表」

（SDS），緊急處理及急救措施中，依其暴露途徑實施急救。 

3. 代表性毒化物中毒之現場急救 

⚫ 腐蝕性之酸 

➢ 脫去污染衣物，以清水沖洗污染區域。 

➢ 如食入，不可催吐及洗胃；給患者飲水，但不可使用中和

劑。 

➢ 立即送醫。 

⚫ 腐蝕性之鹼： 

➢ 脫去污染衣物，以清水沖洗污染區域。 

➢ 用水漱口(如經口食入)，減少黏膜刺激。 

➢ 不可催吐、洗胃及用酸中和。 

➢ 立即送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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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急救與處理流程圖 

(四) 善後處理 

 

1. 人員除污處理： 

⚫ 故現場回到指揮中心前宜先做好裝備及工具的除污工作。 

⚫ 依指定路徑進入除污場所。 

⚫ 以大量水沖洗防護裝備及洩漏處理工具。 

⚫ 簡易測試是否有殘留毒性化學物質，若有者再進一步清洗。 

⚫ 完成後依指示在特定區域將防護裝置脫除。 

⚫ 脫除之防護裝置及除污處理後的廢棄物宜置於防滲塑膠袋或廢

棄除污容器中，待進一步處理。 

2. 災後處理 

⚫ 保持洩漏區通風良好，且其清理工作須由受過訓之人員負責。 

⚫ 對於消防冷卻用之廢水，可能具有毒性，應予以收集並集中於

除汙盒，交由事業廢棄物處理廠商處理。 

⚫ 洩漏區保持通風換氣。 

⚫ 吸收棉(條)、吸液棉撒於洩漏處，並以大量水和毛刷沖洗，待

其作用吸附時，即迅速將其清除、移除乾淨。 

⚫ 亦可以細砂代替吸附劑，再以不產生火花之工具將污砂剷入除

汙盒，交由事業廢棄物處理廠商處理。。 

⚫ 事後可以使用清潔劑和水徹底清洗災區，產生之廢水應予以收

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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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變步驟流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