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全國登山斫討含
2008 T孤Wan Mountaineering Conference

南投縣山難搜救工作報告

消防局長林聰吉

一、前言

山難搜救主管機關於91年1月1日改由消防機關主政,本縣近5年(93至97)山

難事故計發生78件,出勤1695人次,救出211人,死亡12人、失蹤3人、受傷46人。

山難搜救有別於一般消防救難,其案件資訊掌握不易,目標區範圍廣大,地形環境

險惡,天氣變化極劇,又通訊不良,補給不易,攜行裝備受限制,且勤務動輒數十日,

已衍然成為本局最煩重勤務項目之一;為提升山難搜救效能,本局訂有山難搜救標準作

業程序,並整合警察、衛生、國家公園⋯等單位,協力執行山難救援任務,深受各界好

評,更被諭為各縣市表率,受邀於97年全國搜救年會專案報告。

二、南投縣地理環境

(一) 、本縣位屬台灣本島中央,南北長95公里,東西寬72公里,為全省唯一不濱海的

縣份。直壟_4.106平方公里,居全省第二。

(二)、行政區域劃分: 13鄉(鎮、市),261村里,人口數532,074(男275,116、女256,958)

(三) 、除了沒有海嘯外,山難多(22/y) ,颱風多,土石流多(崩塌地有15,561處、土石流

危險溪流199條、危險村落68處) ,各式災害多,更有舉世聞名921大地麗。

三、山域環境

(一) 、台灣超過3000公尺的高山有258座。百岳中央山脈69座、雪山山脈19座、玉山

山脈12座。

(二) 、南投縣境百岳名峰有39座,東北亞最高峰玉山(3952公尺) 、中央山脈最高峰秀

姑巒山(3886公尺) 、最簡單的百岳石門山(3236公尺)都在南投。

(三) 、知名登山路線:玉山群峰、八通關古道、南二段、南三段、合歡群峰、奇萊連峰、

能高安東軍縱走、干卓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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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件數 出勤 救出 死亡 失蹤 受傷 

93年 21 188 52 3 0 13 

94年 14 816 104 5 l 17 

95年 8 154 8 0 1 2 

96年 22 405 43 3 l 5 

97年 13 132 4 l 0 9 

合計 78 1695 211 12 3 46 



2008全國發山斫討含
2008 Talwan Mountaineermg Conference

五、登山安全守則

□不要跟隨沒有責任感及缺乏經驗的領隊。

□不要參加新手超過l/3以上的登山隊伍遠征。

□要找沒有責任感,並對山區活動、計劃瞭解不夠的人擔任留守。

□行程、計劃須慎密完整,並讓每位隊員都徹底瞭解。

□平時應多訓練體能及技能,並閱讀專業書籍、雜誌,隨時吸收野外新知。

□登山時應有完整的裝備(租借衛星電話、 GPs)及充足的糧食。

□出發前應先作健康檢查,尤其是平日很少運動的人,更需認真檢查。

□從上山到下山,均需隨時向留守人員、途中警察機關或家人報告行蹤。

□活動前或進入山區後,應隨時注意氣象資料及變化。

□對於每一座山峰,都不可掉以輕心。

□登山隊伍不可拉太長,應經常保持可前後呼應的狀況。

□迷路時應折回原路,或尋找避難處靜待救援,以滅少體力的消耗。

□切忌在無路的溪谷中溯溪攀登,亦不可在深山無明顯路徑時沿溪下降。因為高山溪

流的地形由緩漸陡,對於登山技能不足,地勢情況不清楚的登山者,容易失足跌落,

因此登山時最好能沿途標示記號,或依循前人所留下的旗幟辨別方向。

□喝水時不可狂飲,否則汗量會增加,更容易造成身體疲勞,此外,行進中應隨時調

整步伐及呼吸,不可忽快忽慢。

□行進中應隨時將水壺裝滿水。

□登山期間,可多作休息,但休息的時間不宜過長,以免著涼。

□切勿讓身體及衣物受潮,以免體溫散失。

□在面臨危機、疲勞等壓力時,維持體溫是首要之務,並應隨時注意自己及隊友的心

理變化,設法維持情緒的平衡。

□在山林中活動時,切勿亂丟煙蒂,離去時亦應將營火徹底熄滅。

□活動結束後的檢討會,有助於自己和他人將來登山時的安全,因此必須認真且確實

六、南投縣政庸消防局山難事故搜救流程表(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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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彼轎山難鼓敖工作報嗇

七、南投縣強化山難搜救效能的做法

(一) 、籌組山難搜救隊

(二) 、充實裝備囂材及圖資

(三) 、整合各單位救災贊源

(四) 、集編山難搜救標準作業程序

(五)定期辦理山難搜救訓練

(六) 、召開山難事故檢討會

(七) 、每年召開山難搜救聯席會報

(八) 、結合空勤直昇機立體救災

八、救災資源整合

軍住 駛災整合事瑣 備駐 

葫近消防局 山難情資的交換、搜救人力相互支援 
台中縣、花蓮縣、 嘉羲縣、高雄縣 

警政單位 
入山管制的配合、山難情資的交換、第一時間派員搜救、 南投縣警蔡局、 

共組搜救隊、雪地搜救任務的執行 國家公園警蔡隊 

固家公園 
入園管制的配合、山難情資的交換、第一時間派員搜救、 玉山圖家公園 

共組搜救隊、雪地搜救任務的執行、登山安全的宣導 太魯閣國家公園 

空勤總隊 

考量救援急迫性,第一梯次申請直升機前往,第二梯次 

步行為原則。 

事故地點需耗時2日以上時,以直升機前往為主。 

空中搜索 

事故人員後送 

後勤運補 

林務單位 
山區圖資的提供、第一時間派員配合搜救、登山步道的標 

示、登山安全的宣導 

衛生單位 醫護人員的支援、相關醫療咨詢、傷患後迭配合 衛生局、醫院 

民間救難團體 民間救難團體山難搜救輪值表、雪地搜救任務的執行 

中華搜救總隊南投分隊、 神鷹山難搜救防護協會、 南投縣救難協會。 

斬聞媒體 新聞發佈、登山安全的宣導 

山是一所學校: 2008登山教育行動年■65



2008全國登山研討合
2008 Thiwan Mountaineermg Conference

九、山難搜救特別注意事項

(一) 、充分掌握資訊

(二) 、空中救援與地面救援相互運用

(三) 、最壞的打算,萬全的準備

(四) 、救援紀錄務必完整

(五) 、指定專人與家屬互動

(六) 、主動發佛新聞

十、預防山難及提升搜救效能建議

(一) 、重建高山嚮導制度

(二) 、妥善應用原住民天賦

(三) 、改善山區通訊品質

(回) 、明訂登山隊伍應攜帶衛星電話及GPS

(五) 、整修登山步道,加強路徑標示

(六)、增建山屋,避難小屋

(七) 、寬列預算徵用民間專技人才協助山難搜救

(八) 、建制專賁山難搜救隊

(九) 、整合性山難搜救講習

十一、結語

隨著登山運動日益風行,愈來愈多民眾走出戶外,挑戰高山峻嶺,相對的山難事故

的發生也日益增多,然山難大多非單純的意外,絕大部分與登山隊伍本身的經驗、準備

與管理不足有關。且山難事故的預防與救援,有別於一般事故,更需要從整備、預防、

應變、減災多方面的整合,才能事半功倍發揮搜救的功效,確保民眾登山安全。

66■山是一所學校‥ 2008登山教育行動年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山難事故搜救流程表

受理報案(本局各分隊及其他機關)

層
報
內
政
部
消
防

署
~
轉
相
關
機
關
)

層
報
行
政
院
國
家

搜
救
指
揮
中
心
(
申

譎
支
援
)

呈
報
縣
長
室
、
副
縣

長
室
主
任
秘
書

室
`
局
長
、
副
局

長
、
搶
救
課
長

調
派
本
局
搜
救
人
員
待

命
出
勤
二
一
小
時
內
出
發

必
要
時
向
相
關
救
災
機

關
及
民
問
救
難
團
體
詣

求
支
援

救
災
人
力
、
裝
備
器
材
等

資
源
詳
如
附
件

案
情
簡
介

說
明
搜
救
計
劃

提
示
搜
救
應
注
意
事
項

檢
查
通
訊
設
備

檢
查
裝
備
器
材
及
糧
食
飲
水

登
錄
搜
救
人
員
資
料

本
局
當
地
大

隊
長
(
或
副
大

隊
長
)

以
本
局
分
隊
或
洽
借
其
他
救
災
機

關
適
當
處
所
作
為
前
進
指
揮
所

指
揮
官
進
駐
調
度
運
作

接
受
搜
救
人
員
報
到

備
妥
通
訊
設
備
及
裝
備
器
材

與
指
揮
中
心
及
其
他
救
災
機
關
密

切
聯
繫

慎
重
發
布
消
息

指
定
專
人
負
責
與
家
屬
溝
通
聯
繫

指派指揮官

調派搜救人
員、裝備器材

購置救援所需物資

成立前進指揮所

擬訂搜救計劃

指
派
小
隊
長
或

適
當
人
員
進
駐

指
揮

負
賣
通
訊
聯
繫

及
後
勤
補
繪

必
要
時
於
事
故

地
點
成
立
授
救

營
地

勤前教育

執行授救

狀況處置

瞽
察
局
或
分
局

通
報
玉
山
或
太
魯
閣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通
報
玉
山
或
太
魯
閣
國

家
公
園
警
察
隊

通
報
林
務
局
南
投
林
區

管
理
處

通
報
其
他
縣
一
市
)
消
防

昂
(
跨
縣
市
苒
)

壬
三
一
三
薹
_
-
妄
葦
璽
壹

銷鸚粥

研
判
事
故
地
點
及
搜
救
路
線

研
擬
搜
救
步
驟
方
式

編
組
授
救
責
任
區
域
`
梯
次

及
小
隊
~
一
隊
以
四
人
、
一

梯
次
以
四
天
為
原
則
)

申
請
空
中
直
昇
機
支
援

後
勤
補
給
支
摟

預
判
天
候
狀
況

≒
圭
一
蚤
寺
季
-
二
一
.
三
一
夸
乓

L
∵
.
.
.
.
.
.
.
.
.
.

搜
救
人
員
攜
必
耍

裝
備
在
賣
任
區
搜

救與
前
進
指
揮
所
保

持
聯
繫
’
∞
一
卜
-
→

時
定
時
回
報

前
進
指
揮
所
留
守

≡
-
一
_
∵
≡
委
、
辜

通
知
其
他

搜
救
人
員

停
止
攫
救

作
業
或
趕

來
協
助

迅
報
前
進

指
揮
所

發現事故人員(或

現場)

蠶

*
現
場
照

相
並
交

警
察
局

處
理

*
運
送
下

山
交
家

屬
處
理

運
送
至
直

昇
機
起
降

點
由
直
昇

橫
送
醫
或

交
家
屬
處

理

結束搜救

召開檢討會

擬
定
下
一
次
搜

孕
一
_
」
案

崔步後遂

r
…
,
,
,
,
…
一

*
授
救
人
員
處

理
善
後
或
返

回
前
進
指
揮

所

*
清
點
人
數
裝

備
、
器
材

*
返
回
所
屬
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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