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 期

提報單位

報 告 人

： 9 8 年 9 月 1 1 日

： 支 援 中 心

： 少 校 化 參 官 蕭 宗 寶

壹、演練項目、單位及地點

貳、參演人員及經費

參、過程摘要

肆、執行成效

伍、檢討與建議

陸、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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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災
害
應
變
中
心
動
員
及
運
作
演
練

一、規劃單位：原子能委員會。

二、參演單位：國防部及陸軍司

令部。

三、演練地點：核子事故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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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管
制
及
警
戒

一、規劃單位：台北縣政府。

二、參演單位：基隆憲兵隊。

三、演練地點：橫山國小、富基

村活動中心、老梅國小及石

門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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輻
射
偵
測
作
業

一、規劃單位：北部輻射監測中

心。

二、參演單位：陸軍化學兵學校

、三三化學兵群。

三、演練地點：核能一廠緊急應

變計畫區第四條偵測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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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援
中
心
運
作
演
練

一、規劃單位：陸軍司令部。

二、參演單位：第三作戰區指揮

部、關渡地區指揮部及所屬

支援隊。

三、演練地點：后山營區。

第06頁，共46頁

除
污
作
業
演
練

一、規劃單位：陸軍司令部。

二、參演單位：三三化學兵群及

衛生群。

三、演練地點：台北縣三芝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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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演習規劃驗證課目計「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動員及運作演練」等5項

，合計六軍團指揮部等8個單位、

113員參演，惟因應「莫拉克」風災

，考量國軍救災實需，原化學兵群

等3個演練單位因執行跨區增援救災

不克參演，本次演習僅由司令部及

關渡地區指揮部實施程序演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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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年「核安演習」參演人員規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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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 年「核安演習」參演兵力因應

「 莫 拉 克 」 颱 風 救 災 調 整 一 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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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 年 「 核 安 演 習 」 預 算 支 用 數
單位：仟元

1,321
構建固定、無形
資產及長期投資

15.3％6083,964合計
96.2％102162其他

44.4％1227
租金、償債與利
息

24.1％130539 材料及用品費

19％3641,915服務費用
比 例支用數預 算 數科 目

第12頁，共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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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為圓滿執行年度核安演習

，依「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

及「支援中心作業程序書」，

從人員、訓練、裝備及輔導作

為等多面向，輔導參演任務部

隊，完成演習整備，執行過程

分述如後：
第14頁，共46頁

年度演習前完成第一級應變
及主管決策人員專業訓練，
依其職務特性，已區分4梯
次，於化校實施基礎及再訓
練等二種訓練課程，訓後並
優先檢討參加年度「核安演
習」，以落實「為用而訓、
訓用合一」。

第15頁，共46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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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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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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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練

同基礎訓練人員

基礎及進階訓練課程複
習、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最新發展、核能電廠管
制近況、各個應變中心
專業最新發展、新應變
設施參訪。

戰

區

各

作

第一線應變人員：消除、
通信、警戒及交通管制部
隊。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及
運作機制介紹、應變決
策資訊管理系統介紹、
其他決策課程等。

訓

練

進

階

化

學

兵

學

校

1.第一線應變人員：消
除、通信、警戒及交通
管制部隊。

2.支援應變人員：前進指
揮所編組人員及人員急
救站、補保、疏運支援
隊作業人員。

3.主管決策人員：作戰區
各級業管及承參、各支
援隊隊(組)長。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體系
與法規介紹、核能電廠
管制介紹、認識輻射、
各應變中心相關業務介
紹及核電廠應變設施參
訪。

核

子

事

故

防

護

研

習

班

地點招 訓 對 象授 課 內 容班隊

9 8 年 度 核 子 事 故 應 變 人 員 專 業 訓 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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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兵演練部隊區分兩個階段
實施任務訓練，7月份於駐地
實施組合訓練；8月份各實兵
參演部隊至核能一廠周邊地
區實施移地訓練，採實地、
實物及實作訓練方式，以精
熟消除組合作業；關指部則
於駐地依演習狀況，實施狀
況推演。

第18頁，共46頁

關 指 部21
小時高司作業程序演練各指揮所

基 隆
憲 兵 隊

14
小時計交通偵察與計畫等四項課程。交 通

管 制

專
業
訓
練
課
程 關 指 部

機 步 營
14

小時計衛兵編組與職責等五項課程。警 戒
部 隊

七 三 群
區 域 營

14
小時

計有線電架設總機開設作業等四項課
程。

通 信
支援隊

消 除
支援隊

輻 射
偵 測
小 組

應 援 營
偵 消 連

14
小時

計人員消除站之開設及作業要領等五
項課程。

偵 檢 組14
小時

計射線防護、裝備器材操作等六項課
程。

任務訓
練課程

第一線應
變官士兵

7
小時

計通報動員方式、狀況傳遞及演習任
務介紹等七項課程。

共同訓
練課程

參演部隊21
小時移地仿真訓練

訓練對象訓 練
時 間訓 練 課 目區 分

9 8年度「核安演習」參演部隊任務訓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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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頁，共46頁

本軍支援北部輻射監測中心

執行偵測作業，為利相關任

務遂行，於7月22日邀請該

部專責人員，為本部編組人

員（化校及33化兵群偵檢

組）講解演習構想、設備操

作及通信聯絡方式，會後並

實施演習協調與現地會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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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頁，共46頁

實兵演練所需各式偵測、消

除、輪車及通信裝備，於任務

前完成校驗及三級妥善鑑定，

另針對車輛實施加（投）保事

宜，以維行車安全與權益保

障，另撥發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基金，以利參演單位維修各項

消除站設施。
第23頁，共46頁



為驗證應變整備成效，及早
發掘窒礙因素，以協處部隊
妥採因應措施，本部於 、
月間分至北、南支援中心督
導，查驗計畫作為、實作鑑
測、裝備驗證及 年缺失改
進情形等 要項，以增進本軍
應援作業能力；另於演習前
編組化校專業教官輔導參演
部隊完成演練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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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利演習任務整備及順利推展

，本部於7月1日邀集友軍司令

部、參演單位及化學兵學校專

業教官等相關人員召開協調會

，同步協處任務部隊完成規劃

及整備，期使演習能按程序、

步驟及要領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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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模擬台北縣台電「核

能一廠」輻射外釋污染事故，

責任部隊關渡地區指揮部，依

令於后山營區開設前進指揮

所，執行程序演練，驗證作業

程序之適切性。
第28頁，共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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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頁，共46頁

年度演習規劃驗證課目雖因「莫

拉克颱風」救災而致減員、減裝

參演，惟從歷次預演，乃至於風

災救援全程，仍可驗證支援中心

作業程序書之適切性及諸項重要

參數，執行成效分述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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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昇本軍於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時之指、管、通、情能力，年度

規劃「戰術區域通信系統」運用

於核能一廠應援作業效能，經8

月6日預演參數，語音、資傳及

視訊功能可達預期成效，滿足任

務實需。
第32頁，共46頁

七星山

第33頁，共46頁

三芝國中



以核一廠為例，核災應援除由三三
化學兵群執行偵消任務外，另編組
二、四、五作戰區所屬化學兵部隊
待命馳援；8月11日1400時三三化
兵群接獲跨區增援命令後，於1830
時完成機動裝載，2230時抵達台南
新營，驗證本部跨區增援計畫之可
行性。

第34頁，共46頁

以「車諾比」核電廠事故為例，軍

方於事故後執行建物清洗、住宅區

除污、污染泥土清除、道路除污及

供應除污水源等工作，時間長達數

月之久；本次「莫拉克」風災救

援，本軍迄9月6日止，共投入43萬

7024人次，驗證作業之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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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拉克」風災救援，本軍自8月8

日起，迄9月6日止，共支援各式飛

機4323架次、車輛15類1萬8111輛

次，合計撤離居民7996人次，驗證

各式載具支援能量及疏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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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災害防救法」第23條，為有效

執行緊急應變措施，各級政府平時

應完成通訊設施之建置、維護及強

化，本次風災可看出單一通訊手段

之脆弱性，遇事故時無法傳遞狀況

與遂行指揮，因此建立複式、網狀

通信系統，實屬必要。
第40頁，共46頁

不同於軍方「一條鞭」式之指揮模

式，面對類似「莫拉克」之重大災

害，因事故處理涉及單位眾多，如

何有效協調，端賴平時之定期聯繫

與演習，以建立標準作業程序，消

除煩、忙、亂之救災場景。
第41頁，共46頁



軍事事務以其高度專業與機敏性，
本不易為外界瞭解，而救災任務本
質又近於危機應處、狀況不明，乃
至於外界期待度高，在此種狀況
下，若未能主動、適切向媒體及大
眾說明，便極易形成保守、封閉，
甚至救災不力之印象，影響後續工
作推展。

第42頁，共46頁

本次風災救援，大量之民間人力、
物資及機具等資源，自動自發投入
災區，加速環境復原之速度；面對
各類型災害，各業管機關不應將救
援任務拘泥於各級政府部門，應於
平日廣納民間資源，作為備援措
施，以做到「平時養兵少、戰時用
兵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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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史為鏡，
能知興替」，「莫拉克」颱風無情地
肆虐家園，災後滿目瘡痍的大地，和
一幕幕慘不忍睹的悲景，無情的考驗
著我們，在「八八水災」滿月之際，
希望各級災防業管機關能藉此檢討現
行作業程序不足之處與精進作法，以
強化災害防救整備，肆應下一次任務
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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