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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強化毒化學安全管理及災害應變計畫-南部環境災害應變隊

建置計畫」專案工作計畫 

計畫編號：EPA-100-J104-02-204 

計畫執行單位：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計畫主持人（包括協同主持人）：陳政任教授、樊國恕教授、許昺奇教

授、李家偉副教授、蔡匡忠副教授、洪崇軒助理教授、黃玉立助理教

授 

計畫期程：100 年 01 月 01 日起 100 年 12 月 31 日止 

計畫經費：參仟貳佰參拾肆萬元整 

 

摘  要 

依據計劃契約書於期末報告完成下列工作事項： 

在執行「南部環境災害應變隊持續建置」工作項目方面：持續建置台南及高

雄應變隊共 2 隊，由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專責成立，於台南轄區及高雄轄區各設

一隊，台南隊成立進駐於南科駐在所，高雄隊則設立於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每隊 14 人，全天候維持至少 3 人以上值勤，全年無休依照委託單位指揮之毒性化

學物質災害應變監控中心、諮詢中心通報之事故及報核之標準作業程序執行趕赴

到場支援各類應變處理包括支援應變監測、支援應變採樣與支援善後復原等工作，

以強化毒災應變時效與能力。 

在執行「平時工作辦理」工作項目方面：辦理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應變臨

場輔導，毒化物意外的事故發生，往往多是不可預期，但若平時做好預防工作時，

則可將傷害降至最低，截至期末報告為止南部應變隊共完成 63 場次應變臨場輔導；

辦理協助轄區內地方環保局機關規劃運作毒性化學物質工廠的無預警測試工作，

為了解運作廠場於事故發生時，工廠在第一時間內是否能有效的自救及應變以控

制住災情，除了事故工廠本身的搶救及通報外，有賴於毒災聯防小組在發生毒災

事故後是否能實際發揮聯防支援的功能及有效的應變，應變隊將配合各縣市環保

單位實施測試，截至期末報告為止南部應變隊完成 40 場次無預警測試；辦理輔導

地方環保機關辦理演習整訓，高雄市於 4 月 22 日完成辦理毒災演練、澎湖縣於 5

月 3 日完成辦理毒災演練、臺南市於 10 月 13 日完成辦理毒災演練、臺東縣於 11

月 16 日完成辦理毒災演練、屏東縣於 12 月 26 日辦理，並遵照署內規定將以每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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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辦理乙場次演練為限；協助地方環保機關審視毒災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或現場

訪視，截至期末報告為止南部應變隊完成 822 件數；辦理毒化物業者之毒災防救法

規宣導及說明已完成 8 場次，分別為屏東縣毒災防救法規宣導及說明會 2 場次、

高雄市毒災防救法規宣導及說明會 3 場次及台南市毒災防救法規宣導及說明會 3

場次；執行協助與環保署督察大隊聯合毒災業務交流，已於 3 月 23 日及 11 月 2

日完成辦理環保署南區督察大隊聯合毒災業務交流會議二場次；執行環保署各項

儀器裝備校正、維護，並補充耗材，完成全年度 12 個月維護，每週進行署撥器材

清點與保養，並做成紀錄備查。 

在執行「變時工作辦理」工作項目方面：事故出勤處理截至期末報告為止轄

區內發生毒化災事故到場應變案例，共計有 14 件案例，另分別於 9 月 20 日完成常

壓移槽演訓、9 月 21 日完成槽車止漏演訓、10 月 25 日完成管夾/53 加侖桶止漏搶

救處理演訓、12 月 7 日完成管線洩漏演訓、12 月 8 日完成大型桶槽外洩止漏演訓，

共計 5 場次演訓；其中事故轄區分佈為高雄市 8 件、台南市 5 件、屏東縣 1 件，事

故通報 1 小時可及範圍內內到場處理率，符合合約規定以上；另應變隊完成建立

轄區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整備核心基本資料及研擬應變作業手冊更新。 

在執行「執行人員訓練」工作項目方面：熟稔署撥偵檢器材為全體應變隊員

教育訓練的重點，務使每位隊員對於各項器材之操作更加熟悉，每周定期安排內

部及新進隊員之教育訓練課程；另強化全體隊員取得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理

人員甲/乙級證照，期對毒性化學物質之危害預防、污染防制及緊急防治工作等相

關作業，有其基本專業知識；因應今年度署撥大型車輛已派員受訓並取得普通大

貨車駕照；每周執行應變隊員體能訓練，體能項目包含跳繩、慢跑、仰臥起坐；

另外應變隊隊員於 1 月 27、28 日參加環保署舉辦之「毒化物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

審查訓練課程」3 小時課程、南部應變隊已於 1 月 20 日參與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

理局、REC Silicon、REC 等單位辦理之「矽甲烷使用及運作安全研討會」訓練時數

為 8 小時、南部應變隊已於 1 月 25 日參與長興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辦理之「化

學災害緊急應變實作訓練」訓練時數 8 小時、將強化應變隊隊員偵檢能力提昇於 2

月 15 日由陳政任 主任親自主講「GC/MS 進階檢測實務訓練」訓練時數 4 小時、

配合高雄市環保局於 3 月 7 日舉辦高雄市毒災聯防小組毒化災緊急應變實作訓練

訓練時數 8 小時、南部應變隊已於 3 月 22 日參與台灣化學災害預防及應變協會辦

理之「化學災害緊急應變訓練三合一複訓」訓練時數 8 小時，以期能讓所有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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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更完整基本原理認知、安全觀念及實際應變所需技能。 

在執行「全國動員研討及聯防小組組訓活動」工作項目方面：已於 3 月 30 日

及 11 月 9 日完成辦理南部毒性化學物質災害聯合防救小組組訓二場次；另於 4 月

12 日、11 月 8 日完成辦理南部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動員研討會二場次。 

執行「各縣市毒災危害分析」工作項目方面：完成南部轄區內各縣市之毒災

危害分析執行諮詢會議及毒災危害分析執行成果說明會，並提交各縣市危害範圍

與疏散避難區域分析報告給環保局作為縣市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書修

訂參考。 

在執行「國外學者專家來台講授」工作項目方面：已於 6 月 3 日完成辦理「100

年度南區國際毒災技術交流研討會」，邀請國外學者專家印度 RGIPT J.P.Gupta 校長

及美國 Jackson State Uni.袁保強教授來台講授，藉由吸收國際其他專家學者的應變

經驗，將可提供應變隊對於毒災之應變措施更多的參考與改善計畫。 

在執行「專家及機關案例檢討交流會議」工作項目方面：訂於 7 月 8 日召開

專家及機關案例檢討交流會議 1 場次，進行對內及對外的災害應變案例探討，藉

由不斷累積他人經驗，來預防災害發生。 

在執行「環境事故支援污染分析調查」工作項目方面：署內授權給各計畫主

持人同意即可實施事故現場採樣後送分析作業，總共採集 15 件樣品委外分析，分

別於 10 月 10 日高雄市前鎮區槽車爆炸事故實施周界環境採樣，共採集 4 件樣品送

樣分析；另於 11 月 8 日高雄市仁武區益利達公司火警事故實施周界環境採樣，共

採集 3 件樣品送樣分析；另於 12 月 28 日高雄市前鎮區金內冠冷凍廠液氨外洩事故

實施周界環境採樣，共採集 8 件樣品送樣分析。 

在執行「組成南部區域毒災聯防應援隊 2 隊」工作項目方面：協調台南及高

雄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業者自主成立毒災聯防應援團隊共 2 隊，每隊隊員至 18

人，台南毒災應援隊選擇的對象以高科技廠及化工廠為主，成員分為台灣積體電

路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四廠、台灣積體電路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第六廠、聯華電

子股份有限公司、奇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瀚宇彩晶股份有限公司、晶元光電股

份有限公司及南寶樹脂化學工廠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來組成；高雄毒災應援隊則

是以化工廠、運輸廠及氣體廠為主，成員以輝宇通運股份有限公司、啟聖交通有

限公司、錦德氣體有限公司、長興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屏南分公司等廠商籌組

而成，都是以該公司之緊急應變小組人員建立，由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與毒災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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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應變隊團隊各廠商、公司簽訂支援協定，另完成毒災應援隊到場參加出勤、平

常器材支援或防救災訓練等共計 8 場次，提供能力不足之發生災害事故之業者救

災之協助。 

 

前  言 

環保署為賡續強化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技術支援諮詢中心之功能，爰於台

灣地區北部、中部及南部積極籌劃建立各區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技術支援諮詢

中心，本校於 90~95 年度承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之委託與指定，分別於 90 年 11 月建

置台灣地區南部毒災應變諮詢中心(以下簡稱中心)及 95 年 8 月~99 年成立南部環境

毒災應變隊(以下簡稱應變隊)，成立至今中心及應變隊已執行到場的毒性化學物質

事故及其他危險品事故達 230 多次以上，各式各樣的事故由小到大，由火災、爆炸

到外洩，各種工安、環保災害事故都經歷過。 

早在中心執行到場應變諮詢期間(90 年至 95 年)，面對許多事故狀況，中心同

仁為避免災害擴大至不可收拾，便於第一時間著防護衣進入進行止漏作業，並於

後續的作業中擔任指揮與監測工作，此種作為便是將「應變諮詢」提升至「應變」

的層次，南區毒災應變諮詢中心也順利完成階段性任務，將南區毒災應變諮詢中

心之功能發揮至最大。 

環保署規劃在台灣地區各地成立應變隊七隊，本校並於 95 年 8 月承行政院環

境保護署之委託與指定，在南科建置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台南隊 1 隊；且於 96 年

1 月另成立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高雄隊 1 隊，實際執行第一線「應變」的工作，由

於兩隊應變隊地點位於台南市及高雄市的中心點，在台南市及高雄市的事故應變

隊都可在 1 小時內到達，大大縮短到場時間，便可爭取到對毒災第一時間應變處

理的機會。 

 

工作方法 

(一)、持續建置南部環境災害應變隊 2 隊： 

（1）須於轄區內經本署同意適當地點分佈配置，日夜 24 小時派班留守駐在

所備勤。 

（2）應變隊需全時維持至少 3 人以上，全年無休依照本署毒管處指揮之毒

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監控中心、諮詢中心通報之事故及報核之標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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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程序執行趕赴到場支援各類應變處理包括支援應變監測、支援應變

採樣與支援善後復原等工作，以強化毒災應變時效與能力。 

（3）環境災害應變隊每隊需有適當執勤辦公室，另外每隊人員需可執行運

用本署裝備並代管保全、保養、維護校正及自購耗材執行該批裝備（裝

備清單包括 PID、FID、FTIR、熱影像儀及四用氣體偵測器等儀器及相

關裝備如附件）。每隊平時需維持配備 A 級防護裝備(至少 3 套)，空氣

呼吸器(至少 3 具)，防爆無線電(至少 6 支)，應變車兩台。 

（4）毒化物事故發生，轄區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或第二代理人至少一

人到場協助應變。 

(二)、每隊平時工作辦理： 

（1）執行臨場輔導 30 場次（災害風險輔導）、無預警測試 15 場次以上、輔

導地方環保機關辦理演習整訓。 

（2）執行環保署交付全動、反恐與環境災害相關演習、兵推(含平時整備演

訓 9 場次)，可結合並召集轄區毒災聯防應援隊參與任務。 

（3）協助地方環保機關輔導檢視毒災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或現場訪視共 30

場次。 

（4）辦理毒化物業者之毒災防救法規宣導及說明至少 4 場次。 

（5）執行協助與環保署督察大隊聯合毒災業務交流，完成年度毒災應變業

務講習 50 人參加。  

（6）執行環保署各項儀器裝備校正、維護，並補充耗材，應負責裝備之保

管責任，如有遺失或損壞，應負賠償責任。 

(三)、每隊變時工作辦理： 

（1）執行毒災事故之災況訊息傳輸、毒化物偵測、督導或協助毒災業者進

行現場處理及若成立毒災應變中心時之整合協調、複合確認、接受報

到與物資調配相關事宜。 

（2）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現場環境監測工作包括：現場空氣污染物鑑定、空

氣污染物監測、毒化物容器危害熱影像監測等工作。 

（3）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現場災害環境採樣工作包括：現場污染土壤與水體

採樣、分析等工作。計畫工作項為每隊每年出勤 18 件次，採樣耗材費

用 18 件次。 



 VI

（4）應變隊應建立轄區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整備核心基本資料（包括通

聯對象、應變裝備與資材及各階段應變資料）及研擬應變作業手冊，

俾提升預防整備成效及落實緊急應變實際需要。 

（5）每年出勤處理平均每隊至少 18 場次，每場次至少 2 人參加，計 36 人次

(得與南部各隊平時整備演訓數及支援非毒災環境事故合併計算)。 

（6）跨區支援本署執行公差任務、辦理署內指派之專案性協調工作、支援

本署指定區域之業務或應變任務，並於待命執勤時接受緊急交辦登打、

彙整或查詢任務。 

（7）執行支援災害事故任務（同前項出勤場次併計），除天災因素及澎湖

離島地區外，於事故通報 1 小時可及範圍內，在正常路況下達成趕抵

現場率 100％，出勤完成後需提交事故處理報告。 

(四)、環境災害應變隊人員需於年度內進行各式演訓，並配合參加本署及相關

機關舉辦之相關整訓課程（包括一般常訓、不明物質盲樣檢測講習、相關

化學物質儀器檢測講習、國外專家應變實務講習、各防救災機關執行演訓

講習）。 

(五)、執行全國分區動員研討（每場次出席人員至少 50 人）及聯防小組組訓活

動（每場次出席人員至少 200 人）各 2 場次。 

(六)、完成各縣市毒災危害分析，運用外洩擴散分析模式搭配中央氣象局過去 5

年氣象條件或及時氣象資訊（每縣市平均選取 5 氣象站），分析毒化物運

作廠場之潛在危害範圍，並以地理資訊系統軟體(GIS)及 3D 軟體繪製危害

區域地圖，進行危害範圍圖層之繪製，每縣市至少分析 100 場家，完成各

縣市毒災風險資料收集及毒災風險方法建立提出報告。於年度工作執行初

及結束前，需於各縣市完成一場次各機關及專家之諮詢會議及成果審查

會。 

(七)、邀請國外學者專家來台講授(國外專家將邀請等同教授職級之歐美專家，

進行一場 3 天（含路程）8 小時之專業交流。 

(八)、每年召開 1 次專家及機關案例檢討交流會議，針對環境毒災應變隊之轄區

或國內外重大事故案例進行檢討策進。 

(九)、環境事故支援污染分析調查：支援非毒災環境事故現場採樣及初步檢視

作業，執行現場環境空水土專業採樣及送樣工作(依署內需求辦理異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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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採樣檢測 1 種(分析之送樣以檢測揮發性有機物(農藥)或半揮發性有機

物或無機氣體為主)、水質水量檢測 1 種(分析之送樣以揮發性有機物(農藥)

或半揮發性有機物或無機液體為主)及土壤採樣檢測 1 種(分析之送樣以檢

測無機重金屬類為主)等各 5 件配置工作，並包括執行人員差旅費及採樣

耗材費，並依署內或地方政府請求由毒管處同意支援至災害事故現場實施

採樣、偵檢及樣品送樣分析/檢測鑑定) 1 批次。 

(十)、協調組成南部區域毒災聯防應援隊 2 隊，針對災害所需專長項目，輔助環

境災害應變隊支援區域特定事故應變；得標者透過整訓以提升南部區域毒

災聯防應援隊救災能力，俾提供其他應變能力不足之災害事故救災善後之

協助。 

（1）協調整合運作廠場專業人員與得標者簽約組成南部區域毒災聯防應援

隊 2 隊，人員保險至少 200 萬團險，每人預估為 8,800 元(含管理費，再

乘以決算金額/預算金額)，若保費未達此額度則依實際保費金額支付，

多餘部份於撥付尾款時扣款。每次事故發生經通報請求支援後由應變

隊研判災情視狀況啟動相關人員到場支援協助應變隊處理應變善後處

理事項。應援團隊每年每隊至少出勤 3 場次、每場次出勤 3 人次計 9

人次，資深應變專家至少 1 人每年至少出勤 9 場次計 9 人次。 

（2）每隊 18 人，全時維持至少 3 人以上，24 小時隨時待命出勤協助毒性化

學物質災害之現場應變處理與善後復原工作。 

（3）每隊工作任務包括：支援環境災害應變隊進行現場災況訊息傳輸、協

助支援毒化物止漏、槽車移槽處理、災區圍堵、災區復原及若成立毒

災應變中心時之整合相關事宜。 

（4）南部區域毒災聯防應援隊人員需於需於年度內進行各式演訓，並配合

參加本署及相關機關舉辦之相關整訓課程（包括一般常訓、不明物質

盲樣檢測講習、相關化學物質儀器檢測講習、國外專家應變實務講習、

各防救災機關執行演訓講習）。  

（5）南部區域毒災聯防應援隊於本年執行得標者委辦任務工作時，得與環

境災害應變隊人員聯合編組執行委辦任務，其績效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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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果 

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之工作為應變人員 24 小時全年無休待命，執行毒性化學

物質災害趕赴現場應變處理，規劃及建立台南及高雄 2 隊應變隊；且協調南部毒

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業者自主成立毒災聯防應援團隊 2 隊，針對業者專長項目，

輔助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支援區域特殊事故應變，透過整訓，提供其他應變能力

不足之災害事故業者救災善後之協助；環境災害應變隊(含區域毒災聯防應援隊)

於事故通報 1 小時可到達範圍內，正常路況下及趕赴現場比率達 100%。以提升毒

災事故應變的安全性與有效性為主，完成各工作項之執行成果如下所彙整： 

(一) 持續建置南部環境災害應變隊 2 隊 

1. 持續維持建置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 2 隊，台南隊成立進駐於南科駐在所，高

雄隊則設立於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日夜 24 小時派班留守駐在所值勤。 

2. 全天候維持至少 3 人 24 小時執勤。 

3. 環境災害應變隊設有值勤辦公室，另外應變隊人員平日執行署撥裝備代管

保全、保養、維護校正等，請詳平時工作辦理事項。 

4. 毒化物事故發生，將依合約規定派遣轄區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或第二

代理人至少一人到場協助應變；事故出勤處理轄區內發生毒/化災事故到場

應變案例 14 件次，其中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或第二代理人趕赴現場專

業諮詢共計 31 人次。 

(二)執行平時工作辦 

5. 辦理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應變臨場輔導：執行應變臨場輔導 63 場次，執

行率 100%【高雄隊執行 33 場次；台南隊執行 30 場次】。 

6. 辦理協助轄區內地方環保局機關規劃運作毒性化學物質工廠的無預警測試

工作：執行無預警測試 40 場次，執行率 100%【執行場次為台南隊執行無預

警 20 場次、高雄隊執行無預警 20 場次】。 

7. 辦理輔導地方環保機關辦理演習整訓：高雄市於 4 月 22 日完成辦理毒災演

練、澎湖縣於 5 月 3 日完成辦理毒災演練、臺南市於 10 月 13 日完成辦理毒

災演練、臺東縣於 11 月 16 日完成辦理毒災演練、屏東縣於 12 月 26 日辦理。 

8. 協助地方環保機關審視毒災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或現場訪視：南部應變隊

完成 822 件數，執行率 100%；執行場次為台南隊執行審視毒災危害預防及

應變計畫完成 366 件；高雄隊執行審視毒災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完成 45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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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9. 辦理毒化物業者之毒災防救法規宣導及說明會：屏東縣於 3 月 2 日辦理法規

說明會 2 場次，高雄市於 4 月 19 日及 9 月 30 日辦理法規說明會 3 場次，臺

南市於 4 月 18 日及 8 月 16 日辦理法規說明會 3 場次。 

10. 執行協助與環保署督察大隊聯合毒災業務交流：南部應變隊已於 3 月 23

日及 11 月 2 日完成辦理環保署督察大隊聯合毒災業務交流會議 2 場次。 

11. 執行環保署各項儀器裝備校正、維護，並補充耗材：環保署會同署內相關

單位完成署撥器材清點；完成全年度 12 個月維護，每週進行署撥器材清

點與保養，並做成紀錄備查。 

(三) 執行變時工作辦理 

12. 目前應變隊執行事故出勤 14 場次；其中事故轄區分佈為高雄市 8 件、台

南市 5 件、屏東縣 1 件。 

13. 演訓共計 5 場次，分別於 9 月 20 日完成常壓移槽演訓、9 月 21 日完成槽

車止漏演訓、10 月 25 日完成管夾/53 加侖桶止漏搶救處理演訓、12 月 7

日完成管線洩漏演訓、12 月 8 日完成大型桶槽外洩止漏演訓。 

14. 完成後需提交事故處理報告，於事故後繳交給監控中心彙整，完成 14 場

次事故報告之繳交，達成率 100%。 

15. 事故通報 1 小時可及範圍內內到場處理率，符合合約規定以上。 

16. 完成執行署內長官平時交辦事項，協助各縣市執行危害/運送預防計畫審

查，並於待命執勤時接受緊急交辦登打、彙整或查詢任務。 

17. 應變隊持續更新轄區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整備核心基本資料及研擬應

變作業手冊撰寫執行中。 

(四) 執行應變人員各式演訓 

18. 熟稔署撥偵檢器材為全體應變隊員教育訓練的重點，務使每位隊員對於各

項器材之操作更加熟稔，每周定期安排內部及新進隊員之教育訓練課程，

並依照署內訂定之「應變隊應變器材檢測技術評核表」於 6 月及 11 月進

行內部儀器考核。 

19. 每周執行應變隊員體能訓練，體能項目包含跳繩、慢跑、仰臥起坐。 

20. 定期進行內部及新進人員之教育訓練，每隊每月定期複訓 8 小時以上，共

計 176 小時，另兩隊應變隊成員並於 5 月份起分梯完成環保署整訓 36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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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教育訓練課程，符合環境毒災應變隊需經過環保署制定「環保署環境毒

災監控人員及環境毒災應變人員整訓計畫」中規定項目演訓要求，另持續

強化隊員專業訓練，應變隊隊員於 1 月 27、28 日參加環保署舉辦之「毒

化物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審查訓練課程」3 小時課程、南部應變隊已於 1

月 20 日參與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REC Silicon/REC 等單位辦理之「矽

甲烷使用及運作安全研討會」訓練時數為 8 小時、南部應變隊已於 1 月 25

日參與長興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辦理之「化學災害緊急應變實作訓練」

訓練時數 8 小時、將強化應變隊隊員偵檢能力提昇於 2 月 15 日由陳政任 主

任親自主講「GC/MS 進階檢測實務訓練」訓練時數 4 小時、配合高雄市環

保局於 3 月 7 日舉辦高雄市毒災聯防小組毒化災緊急應變實作訓練訓練時

數 8 小時、南部應變隊已於 3 月 22 日參與台灣化學災害預防及應變協會

辦理之「化學災害緊急應變訓練三合一複訓」訓練時數 8 小時，以期能讓

所有隊員建立更完整基本原理認知、安全觀念及實際應變所需技能。 

(五) 執行全國分區動員研討及聯防小組組訓活動 

21. 南部毒性化學物質災害聯合防救小組組訓分別於 3 月 30 日及 11 月 9 日辦

理共計 2 場次，參與人數共有 593 人。 

22. 南部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動員研討會分別於 4 月 12 日及 11 月 8 日辦理

共計 2 場次，參與人數共有 156 人。  

(六) 執行各縣市毒災危害分析 

23. 完成南部轄區內各縣市之毒災危害分析執行諮詢會議及毒災危害分析執

行成果說明會場次。 

24. 完成轄區內各縣市危害範圍與疏散避難區域分析報告提交予環保局作為

縣市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書修訂參考 

(七) 邀請國外學者專家來台講授 

25. 已於 6 月 3 日完成辦理「100 年度南區國際毒災技術交流研討會」，共計

190 人參與，邀請國外學者專家印度 RGIPT J.P.Gupta 校長及美國 Jackson 

State Uni.袁保強教授來台講授，藉由吸收國際其他專家學者的應變經驗，

將可提供應變隊對於毒災之應變措施更多的參考與改善計畫。 

(八) 專家及機關案例檢討交流會議 

26. 已於 7 月 8 日召開專家及機關案例檢討交流會議 1 場次，進行對內及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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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災害應變案例探討，另邀請二位專家委員提供建議，藉由不斷累積他人

經驗，來預防災害發生。 

(九) 環境事故之源污染分析調查 

27. 署內授權給各計畫主持人同意即可實施事故現場採樣後送分析作業，總共

採集 15 件樣品委外分析，分別於 10 月 10 日高雄市前鎮區槽車爆炸事故

實施周界環境採樣，共採集 4 件樣品送樣分析；另於 11 月 8 日高雄市仁

武區益利達公司火警事故實施周界環境採樣，共採集 3 件樣品送樣分析；

另於 12 月 28 日高雄市前鎮區金內冠冷凍廠液氨外洩事故實施周界環境採

樣，共採集 8 件樣品送樣分析。 

(十) 組成南部區域毒災聯防應援隊 2 隊 

28. 協調台南及高雄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業者自主成立毒災聯防應援團隊

共 2 隊，每隊隊員至 18 人，台南毒災應援隊選擇的對象以高科技廠及化

工廠為主，成員分為台灣積體電路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四廠、台灣積體

電路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第六廠、聯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奇美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瀚宇彩晶股份有限公司、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南寶樹脂化學

工廠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來組成；高雄毒災應援隊則是以化工廠、運輸廠

及氣體廠為主，成員以輝宇通運股份有限公司、啟聖交通有限公司、錦德

氣體有限公司、長興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屏南分公司等廠商籌組而成，

都是以該公司之緊急應變小組人員建立，由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與毒災聯

防應變隊團隊各廠商、公司簽訂支援協定，另完成毒災應援隊到場參加出

勤、平常器材支援或防救災訓練等共計 8 場次，提供能力不足之發生災害

事故之業者救災之協助。 

 

結 論 

環境毒災應變隊除依規劃使應變隊隊員熟悉緊急應變器材設備操作使用、了 

解事故應變現場緊急程序各項應變作業，於平時配合各縣市環保局進行毒化物運

作場廠輔導，也藉機會將相關毒化物運作管理事項、事故案例經驗宣導給予毒化

物運作廠商。由於毒性化學物質列管數量的增多，各界防災救災的需求漸趨多元

化，利用毒化物運作廠商原本運作經驗，與環保局、應變隊之專家學者交流機會，

使其對於毒化物災害事故預防能有更具體了解，也可為環境毒災預防與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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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注入一份力量。 

 

建議事項 

感謝署內對於本計畫之執行指正與未來體系運作的整合規劃，期冀能為國內 

毒化災緊急應變防救體系與環境保護議題，開創持續發展之整合型機制計畫執行 

迄今，針對執行過程中之問題與建議，提出供環保署委辦單位參考: 

(1) 規劃將毒化物相關宣導、研討會等活動於諮詢中心及應變隊做整合辦理，避免

場次過多造成廠商不便或滋生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