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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震災避難對應空間機能之探討震災避難對應空間機能之探討震災避難對應空間機能之探討震災避難對應空間機能之探討  

                由上述第二章之內容可知，震災發生後災民之避難行為，有其時間

性，而相對應之避難空間，亦會受時序列之影響而有所改變，而不同避難

時期所需要之避難空間之規劃，亦有其異同之處，本章即在對於此問題進

行探討；同時，並藉由日本之相關法令及經驗，與 921 災民之經驗，作為

後續研究探討之基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震災時序列對應之避難空間震災時序列對應之避難空間震災時序列對應之避難空間震災時序列對應之避難空間 

一一一一、、、、都市避難空間系統都市避難空間系統都市避難空間系統都市避難空間系統    

根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都市震災應變計畫中防救災空間規劃原

則之探討』研究中指出，都市避難空間系統是指都市遭受地震災害時，

市民有必要做逃生避難行為時，整個逃生避難時相關的空間，包括： 

(一)緊急避難場所 

(二)臨時避難場所 

(三)短期避難場所（廣域避難場所） 

(四)短期避難場所（廣域防災據點） 

這四種避難場所是與地震發生之時間經過和避難行為需求有相

關。此外，避難空間系統還包括到避難場所的避難路徑。 

1.緊急避難場所 

地震發生後，第一時間逃生避難之場所，本研究稱「緊急避

難場所」的住家附近之路地、空地、公園、停車場、學校、機

關或私人企業之庭院等之所謂的『開放空間』。以上空間是地震

發生後，緊急逃生避難的場所。是一個從危險中逃生後的暫時

性的避難場所，在此短暫的觀察自家建物受損狀況和地震之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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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狀況，然後才決定是否要到較安全、舒適的臨時避難場所避

難。 

2.臨時避難場所 

是指第一時間緊急逃生避難之後，大約經過 2~3 小時以後，

餘震不斷，同時緊急避難者回家檢視住宅，發現住宅有毀損、

維生管線毀損（水電、瓦斯、電訊等管線），不敢或不能居住之

狀況，只好暫時離開自家，到附近的開放空間的避難場所，較

舒適、安全的避難場所，是屬第二階段的避難，本研究稱此為

「臨時避難場所」，其場所包括公園、學校、體育場（館）、停

車場、活動中心等場所。 

依 921 集集震災都市防災調查研究報告總結報告：「地震後

大約 3 小時之後，災民才陸續進入各種避難場所避難。」所以

在這之前是在自家附近的開放空間，約 3 小時以後才進入臨時

避難場所。依神戶大地震，2~3 小時候進入中、小學校避難人

數佔總避難人數的 73％。所以臨時避難場所可認為是第二階段

避難的集結場所。臨時避難場所是震災發生後，到 3 天為止的

短暫避難場所，主要的避難空間是學校和 1公頃以上的公園。 

3.短期避難場所（廣域避難場所） 

震災發生後，災民做第二階段約 3天以內的避難之後，避難

者視個人之自家建物狀況和自行安置能力之狀況，視情況有必

要做較短期的避難行為時，此為轉進到第三階段避難的場所。

本研究將此避難場所稱為「短期避難場所」，其規模遠比臨時避

難場所大，以日 本的廣域避難公園之規劃是以面積 10 公頃以

上，是作為一般市鄉鎮區內的主要避難公園，服務圈域是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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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內的行政單位內的人，較臨時避難場所的學校和一般公園

之服務人口為多。 

都市發生震災需要逃生避難時，第一時間的緊急避難後，有

的會轉到臨時避難場所，然後轉進到短期避難的廣域避難場

所，或許有的是直接到廣域避難場所。但地震後的義工、外援、

救援部隊就會進入災區，快的話當天，慢的話大概三天以內。

作為廣域避難場所的空間，一般多以公園為主，平時當都市或

鄉鎮的主要公園，但具有防災避難機能，災害時當防災公園，

因此都稱他為廣域防災公園。 

這種廣域防災避難公園，除了收容避難災民，提供短期（3~28

天）的生活空間和生活必要設施之外，也須提供外來救援者集

結的場所，機具存放場所，救援物質存放場所等，所以廣域的

防災避難公園之功能，不是只有供災民時間避難生活的場所，

同時也是救災指揮、救災人員集結、物質器具存放的場所。 

當外部救援相關人員和物資、機具陸續抵達廣域防災避難場

所之後，對防災避難場所的空間使用也需做調整。日本的做法

是被指定做為廣域防災避難場所，在空間使用規劃上，震災後

的前 3 天和 3 天以後的空間使用規劃有些不同，一方面避難 3

天以後特別是第 4 天以後避難者急速減少，另一方面，外援人

員、物資機具大概在 3 天之後陸續進入災區，所以在同一個廣

域防災避難場所的空間利用規劃是有兩套規劃圖，以震災發生

後 3 天為界限，3 天後加入外來救援救助人員、物資、器具的

空間使用規劃。 

4.廣域防災避難據點 

此為大都市或都市圈、都會區層級的防災避難公園，以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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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是 50 公頃以上的都會或市或縣級的大公園。其功能是除

供災民避難生活空間和設施之外，最主要的功能在於提供廣域

的救災指揮中心，清理現場建物廢棄物、維生管線（水、電、

瓦斯、電信等）維修人員，救援、救助等人員和他們使用機具、

生活物質存放的據點場所。平時是作為都會公園、運動公園等

之使用，災害時作為廣域的救災活動的中心。 

5.避難路 

此所言之避難路，是指到臨時避難場所，廣域防災避難場

所、廣域防災避難據點的避難道路。災害發生後，避難行動是

經由避難路到避難場所，不因建物之倒塌，而無法或難以通行，

也不要因避難路兩旁有二次災害的火災，而無法或難以通行，

所以避難路的寬度和不燃化是整備的必要條件。 

 其次，避難場所會有救助救援車輛的進出，所以這些避難

路系統路線，也要與救援道路系統連結，同時保留救援、救助

之各種車輛能通行的路寬，以及為求車輛通行之順暢和效率，

必要時道路實施單行道系統。 

 另外，避難場所和避難路連接處，應考慮車輛進入避難場

所之路徑、空間，特別是避難場所內，預定供車輛通行之道路

鋪面，要設計能供車輛行走之鋪面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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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防災避難行為與對應空間 

避難類型 

0 分鐘    10 分鐘        3 天        14~28 天 

 

 

 緊急逃生避難    臨時避難      短期避難     中長期生活

安置期 

對應空間 

住宅附近之

開放空間：道

路、公園、學

校、體育場、

廟埕 

開放空間的

學校、公園（1

公頃以上）、

體育館、停車

場政府機

構、庭院或建

物、活動中心 

學校、公園

（10 公頃以

上）、體育

場、活動中

心、體育館 

另覓建地組合

屋或安置於國

宅 

資料來源：災避難空間系統規劃設計與管理維護機制之研究(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 

二二二二、、、、震災時序列對應之避難空間震災時序列對應之避難空間震災時序列對應之避難空間震災時序列對應之避難空間 

大震災發生後不同的時序，災民因不同之生活行為，所以需要不

同的對應空間加以配合。由第二章中之內容所提到，震災發生之時序

分為(1) 發震時期（震災發生到 10 分鐘）、(2) 混亂期和避難期（10

分鐘到 3-5 小時）、(3) 避難救援期和避難生活期（震災發生後 3-5 小

時到 3-7天）、(4) 短期避難生活期（3-28天）。本節就此四種不同避難

時期所對應之避難空間與所需之設施做一探討。 

(一).發震時期（震災發生到 10分鐘） 

1.現象： 

建物毀損、發（起）火、人員傷亡、災民心理驚慌、交通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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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維生管線遭破壞。 

2.避難空間： 

住家附近的開放空間，如：路地、學校、公園、停車場、廟

埕、空地、廣場。 

(二)混亂期和避難期（10分鐘到 3~5小時） 

1.現象： 

火災發生、建物毀損、延燒擴大、危險因素形成、 資訊紊

亂、驚慌。 

2.避難空間： 

離家較近的大型開放空間或室內避難場所，如：學校、公園、

體育場（館）、活動中心、政府機構、路地、空地、廟埕、大型

停車場等臨時避難場所。 

(三)避難救援期和避難生活期（震災發生後 3~5小時到 3~7天） 

1.現象： 

都市火災延燒擴大、全面救火、持續救助、救護、人員傷亡

持續增加、人心恐慌、社會混亂、民生物資缺乏、外援物資陸

續到達、災民開始臨時避難。 

2.避難空間： 

學校、公園（1公頃以上）、體育場（館）、活動中心、政府

機構、停車場。此階段的避難空間以三天為度，原則上三天後

恢復其原有使用機能，如學校恢復作為教育空間，學生開始上

課，三天後避難災民應遷往更寬敞的場所，生活機能設備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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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型避難場所。 

(四)短期避難生活期（3天到 28 天） 

1.現象：    

市區之火災已滅、外來救援部隊清理災驅逐漸完成、維生管

線逐漸恢復供應、市區陸續重建、部分市民逐漸完成家園重建。 

2.避難空間： 

廣域避難場所（10 公頃以上之公園，日本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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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震災避難空間之規劃震災避難空間之規劃震災避難空間之規劃震災避難空間之規劃 

    強烈地震發生後，造成大的災害時，災民之心理上產生極大的恐慌，

因此，當務之急理當為緊急逃生避難，然後是救助傷亡者、滅火、避難、

復舊、復興等階段。而於避難之階段，必需要有避難場所之設立，供災民

在度過短暫的避難生活。 

    因此，事前規劃指定避難場所是必要的，其次是避難場所內的空間使

用規劃，包括避難救援路徑的出入口位置規劃與設計，避難場所內何處作

為服務中心、何處是住宿休息區、何處作為浴廁區、何處作為炊事區、何

處是醫療區等。並且在生活行為上必要配合的設施，哪些是要預先做的、

哪些是災民進駐後再予規劃，這皆是震災避難空間規劃之重點。因此，本

節就其空間規劃與關聯設施相關文獻進行探討。 

一一一一、、、、避難空間之規劃與設計避難空間之規劃與設計避難空間之規劃與設計避難空間之規劃與設計    

目前，已有許多學者將防災生活圈的觀念引入國內，並將其納入

都市計畫中；而國內主要避難空間之規劃設計，分為避難場所、消防、

警察、醫療、物資、道路等六種防災系統，對於其相關規劃與設計標

準，如表 3-2-1 與 3-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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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都市防災生活避難圈劃設標準 

類別 劃設指標 設備與設施 空間名稱 

全市防

災避難

圈 

以全市為單位 1.提供避難居民中長期

居住之空間。 

2. 提供避難居民所需糧

食生活必需品儲存。 

3.緊急醫療器材、藥品。 

4.區域監資料蒐集、建立

防災資料庫及情報聯絡

設備。 

學校 

全市公園全市公園全市公園全市公園    

醫學中心 

消防隊 

警察局 

倉庫批發業、車

站 

   1.消防相關器材、藥品。 

2.緊急醫療器材、藥品。 

3.進行救災所需之大型

廣場、空地。 

4.提供臨時避難者所需

之飲水、糧食與生活必須

品之儲存(約 3~7 日)。 

國中 

設區性公園設區性公園設區性公園設區性公園    

地區醫院 

消防分隊 

警察分局 

鄰里防

災避難

圈 

步行距離500~700公

尺，約一個鄰里單元 

1.居民進行災害因應活

動所須之空間及器材。 

2.區內居民間情報聯絡

及對外聯絡之設備。 

國小 

鄰里公園鄰里公園鄰里公園鄰里公園    

診所或衛生所 

派出所 

        資料來源：張益三，都市防災規劃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1999。 

 

 



第三章                                                   震災避難對應空間機能之探討 

 42

表 3-2-2 都市六大防災空間系統設計準則 

防災系統防災系統防災系統防災系統    空間層級空間層級空間層級空間層級    空間名稱空間名稱空間名稱空間名稱    劃設準則劃設準則劃設準則劃設準則    

1.避難 緊急避難場所 區內公園、廣場 

鄰里公園鄰里公園鄰里公園鄰里公園    

面前道路 

1.災害發生 3 分

鐘可達之處 

2.300 公尺以內 

3.週邊防火安全

植栽 

臨時避難場所 學校、公園公園公園公園 1.最小 100 平方

公尺 

2.鄰接避難道路 

3.二方向出口 

臨時收容場所 全市性公園全市性公園全市性公園全市性公園    

體育場 

大型空地 

1.同上 

2.最小 1000 平

方公尺 

3.每人 3.3~4.2

平方公尺 

4.鄰接輸送救援

道路 

中長期收容場所 社教機構、機關

用地 

活動中心 

醫療衛生機構 

鄰接輸送救援道

路 

2.道路 緊急道路 20公尺以上計畫

道路 

聯外主要幹道、

橋樑 

輸送、救援道路 15公尺以上計畫

道路 

8 公尺以上淨寬

道路 

避難道路 8 公尺以上計畫 道路兩旁為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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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 建築 

3.消防 指揮所 消防隊 1.小學：每處最

小 2.0 公頃，服

務半徑以不超過

500~700 公尺為

原則。 

2.公園：每處最

小 0.5 公頃，平

分布於區內。 

3.鄰接輸送救援

公上層級道路。 

臨時觀哨所 學校 

4.醫療 臨時醫療所 全市性公園全市性公園全市性公園全市性公園、體

育場 

兒童遊戲場、廣

場 

中長期收容所 醫療衛生機構 

5.物資 接收場所 航空站、市場、

港埠 

發放場所 學校、公園公園公園公園、體

育場 

6.警察 指揮中心 市政府、警察局 

         資料來源：1.李威儀、錢學陶，台北市都市計畫防災系統之規劃，1997。 

                   2 .張益三，都市防災規劃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1999。 

                   3.李威儀，都市計畫防災空間系統之規劃與震後檢討，1997。 

                   4.蔡育丞，都市地區防救災據點功能探討之研究---以台北市商業區為例， 

中央警察大學消防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二二二二、、、、震災避難場所的關聯設施震災避難場所的關聯設施震災避難場所的關聯設施震災避難場所的關聯設施    

避難場所與災民生活相關的事務規劃可分為資訊、救護、居住環

境、糧食等四項分別說明之
註 12

： 

(一)營運管理 

1.避難場所的事前規劃、開放機制、避難機制的移動 

(1)避難場所內的各種用途，空間的事前規劃。 

(2)開設避難場所的機制。 

                                                 
註 12 都市震災避難空間系統規劃設計與管理維護機制之研究，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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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定哪些空間可供避難用，避難人數的統計等。 

2.管理營運機制、設施的使用方式等 

(1)由誰以什麼方式來負責該避難空間的管理營運，如何來

使用設施。 

(2)避難者名冊、營運組織、分組等是如何來進行。 

(二)資訊 

1.行政部門的資訊連絡，生活關連資訊等 

(1)是否能與各級行政在行政上的資訊連絡。 

(2)怎樣才能得到供水、供餐食、供住宿等資訊。 

2.被害資訊、安全與否資訊等 

(1)如何得到被害、餘震等有關資訊 

(2)以怎樣方式傳遞避難者安否的資訊等 

(三)救護 

1.應急醫療，傷病者的運送、保健 

(1)如何處理傷病患者 

(2)如何與醫療機構連絡和運送傷病患者 

(四)居住環境 

1 照明、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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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無照明設施 

(2)無照明設施者如何補救 

2.廁所、清掃 

(1)如何使用廁所 

(2)由誰如何來清掃廁所和制定使用規劃 

 (五)糧食物資 

1.飲水、食物 

(1)何時由誰送過來，由誰來作公平的分配 

(2)若食物沒送過來或分配不足時如何處理 

2.其他生活必需品 

(1)其他的生活必需品是什麼 

(2)必需物品是否送達，若有不需要的物品時，如何處置 

綜合上述，防災避難場所的關連設施，應包括（一）連接避難廣

場的道路 （二）植栽（防火樹林帶）（三）水的關連設施 （四）臨時

廁所 （五）資訊關連設施 （六）能源、照明關連設施 （七）儲備倉

庫 （八）服務中心等八大項。其包括之內容如下： 

 (一)聯絡道路 

1.聯接到避難場所的入口形態。 

2.道路兩邊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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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聯接道路 

4.直升機場 

5 廣場 

(二)植栽（防火樹林帶） 

(三)水關連設施 

1.耐震性儲水槽 

2.緊急用井水 

3.水設施（池、流水、游泳池等） 

4.灑水設施 

（1）防火樹林帶 

（2）廣場 

（3）入口 

(四)臨時廁所 

(五)資訊關連設施 

1.緊急廣播設備 

2.緊急通訊設備 

3.標示及資訊提供設備 

(六)能源、照明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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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緊急電源設備 

2.緊急照明設備 

(七)儲備倉庫 

1.儲備避難生活之乾糧、生活用具，以及救難工具。 

2.管理事務所或稱服務中心。 

(八)服務中心 

做為避難場所的公園或學校，除提供設施之外，也要具有

防災、救災的功能，防止震災的擴大，同時災民到這避難場所能

安心的避難。避難場所的機能包括下列各項：（一）避難 （二）

災害防止與減輕 （三）資訊的收集與傳達 （四）消防、救援、

醫療、支援救援活動等 （五）提供避難生活或一時性短暫的避

難生活 （六）支援防疫、清掃活動 （七）支援復舊活動 （八）

支援各種的輸送等。將防疫避難場所的防災公園或學校設施等與

防災機能之相關如表 3-2-1、表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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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臨時避難場所的導入機能與導入設施表 

防災關連公園設

施等 

防災公園的機能 

本
公
園
導
入
設
施

 

摘
要

 
ａ
避
難
（
暫
時
避
難
及
廣
域

避
難
）

 

ｂ
災
害
的
防
止
與
減
輕
等

 

ｃ
情
報
的
收
集
與
傳
達

 

ｄ
消
防
、
救
援
、
醫
療
、
救

援
活

 

動
的
支
援

 

ｅ
避
難
及
暫
時
的
避
難
生

活
的
支
援

 

ｆ
防
疫
、
清
掃
活
動
的
支
援

ｇ
復
舊
活
動
的
支
援

 

ｈ
為
各
種
輸
送
的
支
援

 

1. 園路、廣場等   

 
入口形態 

Ʉ 

 

 

 
 

Ʉ 

 

Ʉ 

 

Ʉ 

 

Ʉ 

 

Ʉ 

 
Ʌ 

鄰接大

ኴ屋鄕 

外酌形態 
Ʉ 

 

 

 
 

 

 

 

 

 

 

 

 

 

 
Ʌ 

廣場（避

難廣場） 

Ʉ 

 

Ʉ 

 
 

Ʉ 

 

Ʉ 

 

Ʉ 

 

Ʉ 

 

Ʉ 

 
Ʌ 

園路 
Ʉ 

 

 

 
 

Ʉ 

 

Ʉ 

 
 

Ʉ 

 

Ʉ 

 
Ʌ 

直ܹ機停

機ڳ 
         

2. 植栽（防火樹

林帶） 

Ʉ 

 

Ʉ 

 
      Ʌ 

 

3. 水關連設施   

 耐震性儲

水槽 
   

Ʉ 

 

Ʉ 

 
   Ʌ 

自來

水、消防

單位的

要求 

緊急用井

戶 
 Ʉ  Ʉ Ʉ    Ʌ 

水 設 施

（池、水

流等） 

 Ʉ  Ʉ Ʉ    Ʌ 

醩水設備

（防火樹

林帶用） 

 Ʉ       Ʌ 

4. 緊急用ߡ所     Ʉ    Ʌ  

5. 情報關連設施   

 緊急用放

送設備 
Ʉ  Ʉ Ʉ Ʉ    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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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用通

信設備 
Ʉ  Ʉ Ʉ Ʉ Ʉ Ʉ Ʉ Ʌ 

標示及資

訊提供設

備 

Ʉ  Ʉ      Ʌ 

6. 能源，照明關連設施  

 緊急用電

源設備 

Ʉ 

 
Ʉ Ʉ Ʉ 

Ʉ 

 

Ʉ 

 
  Ʌ 

 

緊急用照

明設備 
Ʉ    Ʉ Ʉ   Ʌ 

7. 儲備倉庫 Ʉ   Ʉ Ʉ Ʉ   Ʌ  

8. 管理事務所 Ʉ  Ʉ Ʉ Ʉ Ʉ Ʉ  Ʌ  

 註：1.ȺɄȻ，導入機能之對應設施。 

 2.防災公園關連設施等之中，不導入的是直升機停機ڳ與防災用井。 

 3.行政管理的備ᆽ倉庫中有儲備食物、Պ服等物品，來對應避難生活。放在倉庫的在民用

的防災器材有滅火器、༝ᗜ、尝套、尝車等，以供受災߃期使用。 

 4.遊戲器具、০醿等的小設施也考慮對應防災。 

資料來源：公園ᆘ地防災ೌמ峗同研究會，防災公園ೌמ嗰嘔嗪嗷嗤嗐，2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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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 短期避難場所（廣域避難場所）的導入機能與導入設施 

防災關連公園

設施等 

防災公園的機能 

本
公
園
導
入
設
施

 

摘
要

 

ａ
避
難
（
暫
時
避
難
及
廣
域

避
難
）

 

ｂ
災
害
的
防
止
與
減
輕
等

 

ｃ
情
報
的
收
集
與
傳
達

 

ｄ
消
防
、
救
援
、
醫
療
、
救

援
活
動
的
支
援

 

ｅ
避
難
及
暫
時
的
避
難
生

活
的
支
援

 

ｆ
防
疫
、
清
掃
活
動
的
支
援

ｇ
復
舊
活
動
的
支
援

 

 

ｈ
為
各
種
輸
送
的
支
援

 

1. 園路、廣場等   

 入口形態 Ʉ   Ʉ Ʉ Ʉ Ʉ Ʉ Ʌ 

鄰接大ኴ

屋鄕 

外酌形態 Ʉ        Ʌ 

廣場（避難

廣場） 
Ʉ Ʉ  Ʉ Ʉ Ʉ Ʉ Ʉ Ʌ 

園路 Ʉ   Ʉ Ʉ  Ʉ Ʉ Ʌ 

直ܹ機停機

 ڳ
   Ʉ   Ʉ Ʉ Ʌ 

2. 植栽（防

火樹林

帶） 

Ʉ 

 

Ʉ 

 

      Ʌ  

3. 水關連設施   

 耐震性儲水

槽 
   Ʉ     Ʌ 

自來水、

消防單位

的要求 

緊急用井戶  Ʉ  Ʉ     Ʌ 

水設施（池、

水流等） 
 Ʉ  Ʉ     Ʌ 

醩水設備（防

火樹林帶用） 
 Ʉ       Ʌ 

4. 緊急用ߡ

所 
    Ʉ    Ʌ  

5. 情報關連設施   

 緊急用放送

設備 
Ʉ  Ʉ Ʉ Ʉ    Ʌ 

 
緊急用通信

設備 
Ʉ  Ʉ Ʉ Ʉ Ʉ Ʉ Ʉ 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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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及資訊

提供設備 
Ʉ  Ʉ      Ʌ 

6. 能源，照明關連設施  

 緊急用電源

設備 
Ʉ Ʉ Ʉ Ʉ Ʉ Ʉ   Ʌ 

 
緊急用照明

設備 
Ʉ    Ʉ Ʉ   Ʌ 

7. 儲備倉庫 Ʉ   Ʉ Ʉ Ʉ   Ʌ 
地域防災

計畫 

8. 管理事務

所 
Ʉ  Ʉ Ʉ Ʉ Ʉ Ʉ Ʉ Ʌ 

 

註：1.ȺɄȻ，導入機能之對應設施（10 公頃以上公園）。 

2.本公園導入大部分的防災關連公園設施。 

3.避難廣場的面積是 20-000 人Ø2n20人>40-000ʈ4 公頃。 

4.1000 Ꮢ的耐震性儲水槽是ঋ用工作物，備ᆽ倉庫與 100 Ꮢ的防火水槽是暫用工作物。 

5.其他，導入多數的其他防災活用公園設施。 

資料來源：公園ᆘ地防災ೌמ峗同研究會，防災公園ೌמ嗰嘔嗪嗷嗤嗐，2000.03 

三三三三、、、、臨時避難期與短期避難期臨時避難期與短期避難期臨時避難期與短期避難期臨時避難期與短期避難期之生活之生活之生活之生活機能設施機能設施機能設施機能設施    

由於不同的研究者對於不同階段性震災時序之避難型空間型態之

定義不ᅰ相同，而本研究所௦用的定義為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都市震

災避難空間系統規劃設計與管理維護機制之研究』之定義，因此將震

災時序之避難型空間型態分為(1) 0 到 10 分鐘為緊急逃生避難期、

(2)10 分鐘到 3 天為臨時避難期、(3)3~28 天為短期避難期、(4)28 天

以上為中長期生活安置期。 

Ξ因為防災公園避難空間之規劃上適用於Ȝ10 分鐘到 3 天為臨時

避難期ȝ與Ȝ3~28 天為短期避難期ȝ，因此本研究將其避難空間機能

與設施，၁ಒ說明如下： 

(一) 避難救援期和避難生活期（震災發生後 3~5 小時到 3~7 天） 

1.現象： 

都市火災延燒擴大、全面救火、持續救助、救護、人員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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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增加、人心恐慌、社會混亂、民生物資缺乏、外援物資陸

續到達、災民開始臨時避難。 

2.避難空間： 

學校、公園（1公頃以上）、體育場（館）、活動中心、政府

機構、停車場。此階段的避難空間以三天為度，原則上三天後

恢復其原有使用機能，如學校恢復作為教育空間，學生開始上

課，三天後避難災民應遷往更寬敞的場所，生活機能設備更好

的大型避難場所。 

3.住民 

Ȝ需求ȝ：：：：飲用水、餐食的供應、ᙁܰ廁所和浴室、ᕣ、

保暖Պ物、ᅵ尭ᔫ、對外通訊、災害狀況之資訊、政府的救

災施之資訊。 

Ȝ對應空間與設施ȝ： 

(1)休息ᅵ之ᕣ區。 

(2)浴室。 

(3)廁所。 

(4)炊事。 

(5)救護站。 

(6)避難所的服務中心：包括政࠹導、提供資訊、對外通

訊。 

(7)物資儲存與發放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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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ᚲ物安置場所。 

(9)ᠴՊ區。 

(10)供水場所。 

(11)ຟ水槽。 

(12)ు水井。 

Ȝ對應行動ȝ： 

(1)往住家附近的臨時避難場所，主要的是公園或學校、體

育場館，開始過暫時性短暫的避難生活。 

 。家檢視自家受災情形，並開始清理環境߇(2)

(3)設立臨時避難所的服務中心（若政府人員岔到，則由場

地提供者和社區幹部或里鄰長來動）。 

(4)計畫自ρ的復災行動。 

4444、住民以外： 

(1)設立臨時避難所的服務中心。 

(2)設立臨時廁所或發放化學包以處理௨ݧ物。 

(3)服務中心之機能：提供受災資訊、提供對外通訊聯絡、

提供餐食和飲水、避難人員之造冊、救護站、接受外聯援助

的物資和分๏災民。 

(4)義工集結場所：b.災民的安ኟ，c.ڐ助炊ฆ、供應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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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ڐ助災情᠘定。 

(5)外來ᔅ助清理災區的人員，也陸續進入，他們的人員和

器具的集結場所，不會在此臨時避難場所。但，若都市沒有

大型開放空間或廣域避難場所供其使用，則有以ڐ調部分學

校或體育場等空間之一部分或全部供其使用。 

 。體存放之設置ࡁ(6)

(7)廢棄物୴積場所之設置。 

(8)提供政府救災、復災之資訊。 

(9)義工安ኟ災民。 

 。୴放場֣ڱ(10)

(二)短期避難生活期（3天到 28 天） 

前面三天的臨時避難場所是短暫的臨時避難場所，這္所

言之避難生活期的場所是短期（3 天到 28天）的避難生活場所，

超過 28 天的避難生活就是安置到國民住宅或另覓地建造臨時住

宅社區，但此臨時住宅社區通த是一、二ԃ之後也必須關鄆。這

部分本研究認為已不是避難行為，是災害安置工作ࡺ不列入研究

ጄ酌。 

避難生活期可࣮成是短期的災民收容場所，災民有的是利

用這段期間回屢整理重建家園，整理好了就ཚ回屢，若自家毀損

到不酎使用時，災民利用這段時間計畫Ϟ後的居住問題，是自ρ

另覓住宅或接受政府安置的臨時住宅，如組合屋或政府的國宅，

原則上一個尦之後，將此作為中期避難生活場所關鄆，ᡣ其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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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使用的功能。 

1.現象： 

市區之火災已滅、外來救援部隊清理災驅逐漸完成、維生管線逐

漸恢復供應、市區陸續重建、部分市民逐漸完成家園重建。 

2.避難空間：廣域避難場所（10 公頃以上之公園，日本之例）。 

3.住民 

ȜȜȜȜ需求ȝ：飲用水、餐食的供應、ᙁܰ廁所和浴室、ᕣ、

保暖Պ物、ᅵ尭ᔫ、對外通訊、災害狀況之資訊、政府的

救災施之資訊。 

Ȝ對應空間與設施ȝ： 

(1)休息ᅵ之ᕣ區。 

(2)浴室。 

(3)廁所。 

(4)炊事。 

(5)救護站。 

(6)避難所的服務中心：包括政࠹導、資訊提供、對外通

訊。 

(7)物資儲存與發放之場所。 

(8)ᚲ物安置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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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建物廢棄屋୴放場所。 

(10)直升機場。 

(11)外援部隊集結和器具存放場所。 

(12)用水儲槽。 

(13)飲水儲槽。 

(14)糧食及工具、尭ᔫ等儲ᙒ倉庫。 

(15)發電機。 

 。水機ܜ(16)

(17)照明ᐩ。 

(18)ు水井。 

4.住民以外： 

(1)政府設立避難地區服務中心，除提供災民生活鄭之必需

品，包括供影飲食之外，服務中心也要設立各種ᒌ商中心，

如建物之維修問題、政府的救ᔮ補助、ᑼ資ສ金等。 

(2)外來救助人員：ᝩ續救助ᓸ在建物下之災民。 

(3)醫療救護站。 

(4)外來救援人員：ᔅԆ清理災區，以ߡ進行復舊工作。 

(5)義工集結場所：b.災民的安ኟ，c.ڐ助炊ฆ、提供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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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ڐ助災情᠘定。 

(6)外來ᔅ助清理災區的人員，也陸續進入，他們的人員和

器具的集結場所會在這階段的大型避難所（稱：廣域避難場

所），不會在臨時避難場所。但，若都市沒有大型開放空間

或廣域避難場所供其使用，則有以ڐ調部分學校或體育場等

空間之一部分或全部供其使用。 

 。體存放ࡁ(7)

(8)廢棄物୴積場所。 

(9)提供政府救災、復災之資訊。 

(10)義工安ኟ災民。 

四四四四、、、、災民活動之機能之對應空間災民活動之機能之對應空間災民活動之機能之對應空間災民活動之機能之對應空間 

依據內政部『都市震災避難空間系統規劃設計與管理維護機制之

研究』內容所示： 

(一)臨時避難場所 

臨時避難場所是第二階段的避難場所，其規劃是災民在這

္度過短暫的避難生活，以 3 天為度，視情況延長其關鄆時間。

臨時避難場所內，基本上，分為災民活動的機能和行政部門活動

的機能，各機能有其對應的空間。 

1.災民活動之機能與對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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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 災民活動之機能與對應空間表 

 機能 空間 備註 

災
民

 

住宿 ᕣ區 臨時配水 

ᐾࢱ 浴室區 供、௨水設備 

௨ݧ 廁所區 供、௨水或௨ݧ物之收集ຟ存 

炊ฆ 炊事區 包括؞、食物ຟ存 

配餐 配餐 發配餐食 

救ᔮ物ຟ存 臨時倉ຟ區 
可ٳ設 

救ᔮ物救ᔮߎ發放 物品發放區 

服務中心 服務中心 資訊通訊、廣播等設施 

醫療救護站 服務中心 
應急避難生活品及ᙁܰ救災工

具 

救災物品備ຟ倉庫 服務中心  

  存放場֣ڱ 處理֣ڱ

ᚲ物管理 ᚲ物區  

供水 供水地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管理機制 

各種機能空間的事前規劃和告示，是災害發生後，災民避難

時於避難場所內空間的使用上之規劃，依此空間規劃，避難場

所內才不會造成各種機能空間使用上的混亂。此外，各種機能

的運作或活動，必須要有其依酹規劃，才不會造成混亂和環境

ᠢ亂，ठ引起災民之間的ፂँ，如： 

(1)住宿：規ጄ生活公約，不能ᇙ造Ꮣॣ，個人要維持其四

 。環境的清ዅ等ڬ

(2)ᐾࢱ：設備使用方法、使用時間以及清ዅ的維護。 

(3)廁所：依水ࢱ式和ᕨ֞式化學包之不同，規定使用方法、

清ዅ維護，ࣗ化學包之ຟ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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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炊事：用火ݙཀ，維持清ዅ之規定。 

(5)救ᔮ物品ຟ存：接收救ᔮ物品的方式、ຟ存保管的機制。 

(6)服務中心：服務項目的說明。 

(7)ᚲ物管理：於ᚲ物管理集中區的管理規定。 

(8)供水：供水地點、供水時間、供水限制等。 

 

另外，在避難空間開៘時，該由誰來決定誰來檢視避難空間的安

全性，如何引導災民到指定的空間避難等這些行政上運作的機制，也

應配合各避難場所管理機構來制定。Ξ災民進駐後，如何將社區組織

或引導災民組織起來，ڐ助政府來管理該避難場所的行政、救ᔮ和空

間的環境管理等之機制。避難場所主要有學校、區立公園、市（縣）

立公園，災害發生，有避難行為時，學校之教ᙍ員、區公所或市政府

於事前的人員責峌ጓ組中，每位ᙍ員有其責峌區，有避難行為發生時，

各個人員要到他責峌區的避難場所屢報到，並ڐ助避難場所的種種事

另避難場所的服務避難圈內之社區組織或其他民間組織，災害發。ە

生時能地依時間到達避難場所，平時這些民間組織就有統合，災害發

生時就到避難場所報到，並ڐ助一些行政上的事ە，此統合之組織岗

延續到避難生活其間的各種行政上之運作。 

((((二)廣域避難場所（10 公頃以上） 

廣域的避難場所，除了避難功能之外，ঋ具有地域性的救

災指揮、救援、救護據點，同時也廣域復舊（清理災區）部隊人

員和機器的集結場所、義工活動的基地等。所以其空間必須事前

規劃，依日本ܿ٧都之做法是空間規劃分為兩套圖面，前三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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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於避難機能，三天以後，部分災民開始回家，災民減少，同

時將空間機能轉變成以救災、復舊為主，所以在空間規劃上於避

難機能上是與前述（一）臨時避難場所相同，但救災復舊機能上

就增加了 1.廣域的救災指揮中心、2.廣域的外來救援物資接受中

心、3.救護、醫療據點、4.義工的心理ᒌ商安ኟ中心、5.外來支

援復舊人員的住宿、集結、機具存放據點；6.直升機停機ڳ，主

要是傷病的輸送，必要時ঋ做物資運輸、7.ᒪ體放置場所、8.瓦

廢棄物等臨時୴放場。 

事前的空間規劃和告示，可避խ災民避難時，分醩在整個

廣域避難場所，而影響救災復舊人員的活動，災害發生後，避難

場所的開៘時機，由誰決定，誰來檢視避難空間的安全性，誰來

引到災民到規劃指定的空間避難等這些行政上之運作機制，如何

配合各避難場所之管理機構來制定，Ξ災民進駐後，如何將社區

組織或引導災民組織起來ڐ助政府管理該避難場所的行政、救ᔮ

和空間的管理維護等機制之事ە與臨時避難場所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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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日本避難空間法令與經驗之探討日本避難空間法令與經驗之探討日本避難空間法令與經驗之探討日本避難空間法令與經驗之探討 

一一一一、、、、日本都市防震ౣ及法令機制日本都市防震ౣ及法令機制日本都市防震ౣ及法令機制日本都市防震ౣ及法令機制 

(一)防震ౣ
註 13

 

 日本的防災工作，是基於ᐕ次災害經驗逐步改๓而來，自

1961 ԃ『防災對基本法』立法以來，都市計劃防災規定分醩在

不同法令，與防災相關的法令已經超過 150多種，災害防ݯ對ϝ

以全面性震災防ݯ為中心，除了加強單釀建築物耐震、防火ౣ

外，整體性的都市防災更是重點所在。 

(二)日本都市防災工作，以ٞ神震災為中心劃分其都市防災特Յ，以

圖 3-3-1、3-3-2 概ౣ表述。 

(三)日本都市震災防ݯ相關法令ݮॠ，以表 3-3-1 概ౣ表述。 

                                                 
註 13 日本受災地區復建ਁ興特別施法(節ᒵ本)，內政部建研所，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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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日本都市震災防ݯ計劃 
資料來源：日本受災地區復建ਁ興特別施法(節ᒵ本)，內政部建研所，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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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 日本都市防災營造計畫(都市防災喨喋喎啹喴)ཥ制度 

資料來源：都市防災實務尝冊，都市防災構造化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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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日本防災相關法ࡓ 

 法規名稱法規名稱法規名稱法規名稱    ԃ度ԃ度ԃ度ԃ度0000相關計畫相關計畫相關計畫相關計畫    防災相關規定及其防災功能防災相關規定及其防災功能防災相關規定及其防災功能防災相關規定及其防災功能    

 

 

災 

 

 

害 

 

 

預 

 

 

防 

建築基準法 1950 ԃ ϥ 單體建築物耐火規定 

ϥ 防火地域及準防火地ᅢ之規定 

β地區劃整理法 1954 ԃ ϥ 醢地計畫、力調整及宅地立體化，改๓公峗設施增進宅第利用 

 

災害對基本法 1961 ԃ  

防災基本計劃 1963 ԃ  

ཥ都市計劃法 1968 ԃ ϥ 都市計劃主要計畫應಄合ஏ集市ຉ地中防災ຉ區相關法令 

ϥ β地使用分區，其中特別用途地域、防火地域ȷ、被災市ຉ地復興

進地域等。 

ϥ 都市公峗設施防災化 

ϥ β地區劃整理事業、市ຉ地開發事業 

都市再開發法 1969 ԃ ϥ 第一種市ຉ地(利變醢)、第二種市ຉ地(管理處分尝續，ᖼວ)，β

地合理利用及更ཥ都市機能 

岳ݨ等事業災害 

防止法 

1975 ԃ 

ϥ 岳ݨ等防災計畫 

 

ϥ 設定為特別防災區域 

ϥ ᇙ造、儲ᙒ、施作、管理數施配置 

ϥ 防災組織、規ำ、防災之機材及防災計畫 

ϥ 防災ፂᆘ地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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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害 

 

 

預 

 

 

 防 

大規模地震對

釱別置法 

1978 ԃ 

ϥ 地震防災基本計

劃 

ϥ 地震防災強化計

畫 

ϥ 地震災害應急計

劃 

ϥ 「地震防災對強化地域」加強地震觀釱 

ϥ 制定「地震防災基本計畫」、「地震防災強調計畫」及「地震防災應急計

劃」 

  「地震防災基本計畫」： 

1. 地震防災應變相關施 

2. 避難第、避難路、消防用設施 

3. 防災૽ግ 

4. 不特定多數人出入場所，特定危險場所ᔕ定「災害應急計劃」 

ϡ 地震防災對

特別置法 

(Ɂ表災後增ु) 

1995 ԃ 

ϥ 地震災害緊急整

備事業五ԃ計畫 

(於總理府設置地震

調查進本部) 

ϥ ወ在災害地區，防災設施建設及補助(102) 

1. 避難地、避難路、交通管制設施、停機場、港、維生管線峗同ྎ

整備 

2. 醫院、中小學校、不特定公使用建築物及公家機關地震防災改建

及補強 

3. ੇ۞保全、ݞο管理、地ྖ防止及௹地壞防止設施 

4. 地域防災據點設施、防災行政無線設備 

5. 儲水槽、備ᆽ倉庫、救護設備之機材 

6. Դԗ住宅ஏ集市ຉ地地震防災對 

ϥ 設置地震調查進本部，進行地震觀釱、研究工作 

Ɂ建築物耐震改

修ߦ進法ࡓ 

1995 ԃ ϥ 不特定多數人使用之公峗建築物，應進行建機關岫ፎ 

ϥ 國β交通大Խ應ु定建築物耐震診斷及耐震改修指ଞ 

ϥ 耐震改修建築物適用Ԯ宅ߎᑼ公庫法，比照ᓬؼ住宅改ؼ規定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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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張醳鄭，台北市都會型公園地震防救災機制與實務之研究，2002。

 

 

 

 

 

災 

 

 

害 

 

 

預 

 

 

 防 

Ɂஏ集市ຉ地防

災ຉ區整備ߦ進

法ࡓ 

1997 ԃ ϥ ଞ對全國 25-000 ib Դԗ尧造地區，經由力調整ቸ性化及補助進行

更ཥ計畫 

ϥ ᒧ定防災再開發ߦ進區 

ϥ 再開發ߦ進區內，危險建築物ܨ除、重建補助及「ܨ除重建住宅ዴ保計

畫」 

   (公營住宅फ़եચߎ、補助移轉等) 

ϥ 防災ຉ區地區計畫---ཥ地區計劃制度的運用(「特定地區防災設施」、

「特定建築物地區」延道耐火建築物ᇨ導)，以「防災ຉ區整備地區計

畫」的形式納入都市計劃中 

ϥ 防災ຉ區整備利移轉ߦ進計劃 

ϥ 防災ຉ區整備進機構 

Ɂ被災市ຉ地復

興特別置法 

1995 ԃ ϥ 避խ擴大受災地區無જ序建築行為，都市計畫ਡ定前建築行為應ڗ得ਡ

可。ᔕ定ߚத時期都市計劃ࢎ構Ꮓ速復建公峗設施，強化防災功能，得

ᡫ活利用第二種事接地再開發事業(全面市ሽᖼວ)，快速進行整體開發

計畫。 

ϥ 以住宅供๏及整修生活基礎為目標，β地區劃實施ጄ酌內，得劃定「合

住宅重建區」，由住宅整備公ი、地方住宅供๏公社積極ୖ與住宅重ٳ

建。 

Ɂ受災區分所有

建築物重建特別

置法 

1995 ԃ ϥ 建築物全壞場合，三ԃ內可由β地所有人 405 之合ཀ重建。 

ϥ 建築物部分損毀場合。除特ਸ狀況三ԃ內不能ፎ求峗有部峏進行分鄨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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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日本防災據點設置標準
註 14

 

    根據日本國β大都市圈整備局之資料ᡉ示，日本的防災據

點之種類可分為以小學、地區公民會館為中心之社區防災據點、

地域防災據點與廣域防災據點等，其中地域防災據點(避難地)

即包֖大型公園，၁ಒ內容如表 3-3-2 所示。 

表 3-3-2 日本防災據點設置標準 

                                                 
註 14 日本國β大都市圈整備局，1994。 

種類種類種類種類    區域及設置標準區域及設置標準區域及設置標準區域及設置標準    防災必要設施與設備防災必要設施與設備防災必要設施與設備防災必要設施與設備    
作為防災基地使作為防災基地使作為防災基地使作為防災基地使

用之起點用之起點用之起點用之起點    

社區防

救災據

點 

於居民步行500~700n

的距離ጄ酌配置一處 

ϥ 區域內居民間之情報連絡設備 

ϥ 災害對本部與其他防災基地間交

醢訊息之通信設備 

ϥ 區域內居民進行災害因應活動所需

之器材與廣場 

小學 

地區公民會館 

地域防

救災據

點(中ᝩ

地) 

ϥ 需২步2ln以上遠

距避難地區 

ϥ 火災危險性ଯ之

避難֚難地區 

ϥ 避難路徑上之ኰ

ફ地點 

ϥ 區域內之居民之情報連絡設備 

ϥ 災害對本部與其他防災基地間交

醢訊息之通信設備 

ϥ 消防器材、緊急用車輛 

ϥ 進行災害因應活動所需之廣場 

ϥ 緊急醫療器材、藥品 

市民中心 

市區公峗設施 

消防隊 

警察局 

地域防

救災據

點(避難

地) 

於居民步行約 2ln 的

距離配置一處 

ϥ 災害對本部與其他防災基地間交

醢訊息之通信設備 

ϥ 發生都市大火時，可安全收容居民

的廣場 

ϥ 提供避難者所需之水、糧食、生活

必需品等之儲存(3~7 日) 

ϥ 緊急醫療用器材、藥品(以災害預釱

所需之ໆ而定) 

大型公園 

不燃之集合建築 

廣域防

救災據

點 

適於外援物資、人員

集結且利於分派Կ各

災區之重要交通ኰફ

地點 

ϥ 與中央災害對本部交醢訊息之通

信設備 

ϥ ౧通緊急輸送到路所需機材與車輛 

ϥ 水、糧食、生活必需品等儲備 

ϥ း運分派之原物資之廣場 

०機場 

港 

市場 

運站 

轉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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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國β大都市圈整備局，1994。 

二二二二、、、、日本防災公園規劃經驗探討日本防災公園規劃經驗探討日本防災公園規劃經驗探討日本防災公園規劃經驗探討註註註註 15151515    

(一)日本防災公園建設ᐕำ 

日本防災公園源自Ջ元 1923ԃ(大岗 12ԃ)，當

時為關ܿ大地震之影響造成無數生ڮ與產的損

屺，ߡ指定都市公園為避難使用，當時作法是將都市

公園是為臨時避難地使用，並岔፟予其他功能性使

用；直ԿՋ元 1995ԃ(平成七ԃ)Ξ因ٞ神、路大地

震之關߯再度認清公園ᆘ地所具有的防災機能，ॶ的

一提的是日本在此次修岗都市ᆘ地保全法，並將民

ୖ與制度納入，且設立ᆘ地管理機制制度，၁表 3-3-3

所示。 

     表 3-3-3 ᐕԃ防災公園轉變過ำ表 

時間 相關內容 

明ݯ 6ԃ 

(1873) 

將舊有的名鄭層ᙬ等遊設施，࠹թ作為公園開放之。 

明36ݯԃ 

(1903) 

依據市區改岗條例建設日本第一০Ջࢩ式公園---日比ك公

園成立。 

大岗 8ԃ 

(1919) 

制ु都市計畫法，明定公園為都市計劃設施。 

大岗12ԃ 

(18923) 

因關ܿ大地震，都市公園被指定為避難地使用，ᅟ後重建建

設ߡ陸續開៘許多公園。 

 和21ԃࡿ

(1946) 

Ꮿ後重建事業(ᒿβ地重建工作等，進行公園建設)。 

和ࡿ 31ԃ 

(1956) 

制定都市公園法(ु定公園建設水準、配置標準、管理基準

等)。 

和ࡿ 47ԃ 

(1972) 

制定都市公園等整備緊急施。 

第一次都市公園整備五ԃ計畫(Ջ元 1971 ԃۭ平֡一人Ᏹ有

公園面積為 2.8 ʤ)。 

                                                 
註 15 鄉ጎ，台北市防災公園規劃設計之研究---以大安釂林公園為例，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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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成 6ԃ 

(1994) 

修ु都市ᆘ地保全法(鄪設ᆘ基本計劃制度)。 

 。定ᆘ政大ᆜݯ

平成 7ԃ 

(1995) 

ٞ神、路大地震(再度認清公園ᆘ地具有的防災機能)。 

修岗都市ᆘ地保全法(鄪設市民ᆘ地制度、ᆘ地管理機構制

度)。 

平成 8ԃ 

(1996) 

定 HSFFO QMBO2000。 

第六次都市公園等整備五ԃ計畫(Ջ元 1995 ԃۭ平֡一人Ᏹ

有公園面積為 7.1 ʤ)。 

平成 10ԃ 

(1998) 

延長第六次都市公園等整備五ԃ計畫為七ԃ。 

     資料來源：服部民尺，Ƞΐ二一地震災後公園ᆘ地與社區重建國ሞ研討會資料---都市公

園與防災ȡ，1999。 

過表 3-3-4 ٞ神地震之經驗可知，有ଯ達 41.5％的當地民

ᒧ於自宅中避難，其次為 6％之民ᒧ以公園為避難場所，

若以出外避難人數 58.5％當地民人數，ᒧ以公園作為避

難場所之人數佔整體避難人數之 10.26％。ϸ觀國內在ΐ二一地震

後發現，多數都市大型公峗設施建設與學校設施建設崌地震影響

相當ᝄ重，當地民ᒧ以公園ᆘ地作為避難場所約佔 22.37％註

16，因此可知台民對於避難場所之ᒧ除學校外，亦ୃ向公園

為次要ᒧ，ࡺ若能有效運用公園ᆘ地資源，將有助於फ़ե地震

災害所帶來之損害以及提ଯ民防災避難之可及性。 

 

 

 

 

 

                                                 
註 16 鄉建۸，921 集集震後-都市防災調查與建，921 集集地震災後重建與都市防災研討會論文

集，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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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日本ٞ神大地震避難者ᒧ避難場所比例分配表 

  

    避難場所 

自宅避

難人數

比例 

出外避難人數比例(58.5％) 

公園 道路 學校 
大型

公峗

設施 

其他 不明 

比例 41.5％ 6.0％ 4.5％ 9.4％ 1.9％ 16.0

％ 

20.7

％ 

佔出外避難者

比例 

--- 10.26

％ 

7.69

％ 

16.07

％ 

3.25

％ 

27.35

％ 

35.38

％ 

資料來源：३֗，Ƞ都市防災公園空間更ཥ計畫模ᔕ研究-以台北市文ξ區醱公園為例ȡ，

2000。 

 

(二)行機制 

    日本直Կٞ神---路地震發生後，大多數民才對於平時防

災公園的日த管理、維護利用與營運上֡積極ୖ與，因而ߦ使公

園在震災時發生極大的救援效݀，整體公園的營運管理過相關

文獻整理如下： 

1.藉由民ୖ與管理之ϕ動關߯，以形成鄰近居民相ϕ之間的連

帶ག，期ఈ在災害發生時，居民可ِ速ୖ與相關救援、滅火、

復舊與重建活動。 

2.消防、上下水道、警察等相關部與居民合作管道之建立。 

3.防災相關設施定期維護檢查與ᏹ作૽ግ等之實施。 

4.災害緊急尝冊之ᇙ作。 

三三三三、、、、日本防災公園ਢ例ϟಏ日本防災公園ਢ例ϟಏ日本防災公園ਢ例ϟಏ日本防災公園ਢ例ϟಏ註 17
 

                                                 
註 17 都市震災避難空間系統規劃設計與管理維護機制之研究，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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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٧都並區之ᡠํ的釂公園 

日本的ᡠํ၂驗場（國家的၂驗場）於 1980ԃ遷移到ไݢ

研究園都市，並區認為這遷移後的基地有 4公頃，可作為具有

防災機能並ঋ具社會ᅽࣸ的設施，經與該基地ڬ邊社區居民之討

論，並ᕇ得他們之ڐ力，最後之結局是做防災公園並與小學結

合。平時，防災公園是作為一般公園使用，只是多做了防火災延

燒的ቔ水設施以及大ໆ的地下ຟ水設施，災害時，提供๏社區居

民一個安全、安心的避難場所。 

學校於平時上課時間外，其運動設施和特別教室開放供社

區居民使用，學校沒有酌ᕅ，加以四ڬ有做步道，方ߡ避難者的

進入。學校與公園是一體性的規劃，兩者之結合，成為避難和救

援指揮的據點。 

ᡠํ的釂公園位於並區內的ܿ٧環狀 7 ဦ道路與ߙఘຉ

交ΰ附近，緊鄰地下៓Τ之內線的ܿଯϏ崏，不與學校鄰接的三

面有寬約 10公尺的防火樹林帶，面積有 2.71公頃。 

1. ᡠํ的釂公園ڬ邊之配合整建計畫 

ᡠํ的釂公園位了做為防救災避難的據點，對到達公園道

路的可通行性（主要是路寬要 6公尺以上），道路兩旁建物的耐

火不燃性，檢討並改๓公園ڬ邊的道路和住宅的不燃化。其主

要的計畫和事業如下： 

（1）步行者ᓬ先道路：地下៓ܿଯϏ崏車站與公園的四ڬ，

是考慮進出車站者的 步行安全、舒適，同時在災害發生時

ܰ於出入公園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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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連接到公園道路的整建：路寬小於 6 公尺者，與地主

ᖼ到足ࢳ調ڐ 6 公尺寬，同時ڐ建物改建時ᅰໆଏᕭ，以

增加道路的寬度。 

（3）公園四ڬ建物的不燃化：公園ࠄ邊之建物，部峏以不

燃化建材重建，但ϝ有許多岔能重建，暫時之施是外ᕅቔ

不燃化材質。 

2. 防災公園的設計和設施 

ᡠํ的釂公園是與小學結合的防災據點，最主要是供附近

居民避難使用，學校的運動場災害時是當作避難廣場，學校的

設施包括室內體育場、游泳池之ຟ水泳池、特別教室等於上課

時間外，是提供๏社區居民使用。游泳池之ຟ水災害時可供消

防或生活用水使用，室內體育場可作為避難所使用，所以其結

構於耐震上是有特別加強。 

（1）主要空間：有小學、公園、備ᆽ倉庫、ဌ፯車停車場、

地៓出Ꮿ出入口、地下ຟ水槽等。 

    B. 小學：一般教育、特別教室、室內體育場、運動場、

游泳池。災害避難時運動場做為避難廣場，室內體育場、

特別教室可作為室內的避難收容所，游泳池之ຟ水可供

生活用水或消防水。 

    C. 公園：因是做為避難場所，四ڬ有ᐚஏ的防火林帶，

以防火災的延燒到避難公園內，另有三小廣場、水池等。 

    D. 地下៓車站與自行車停車場：位於學校之北，臨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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ఘຉ道。 

    E. 備ᆽ倉庫：位於學校之北和地៓車站之間，內存有

防災日本生活必需品，如食物、ᕣ、Պ服、尝電฿、

收ॣ機等，和救災用之工具如Μ崉ᙽ、ί尢鄕、車、

滅火器、燃料、藥品等，峗約 90 種，倉庫ᢄ除小學有

之外，社區的里鄰長和居民屈表也保管。 

（2）設施和設備（由消防單位指導施做） 

     B. 滅火設備：為防受到四ڬ來的火災之延燒，（1）

公園的防火林帶及學校屋鄕、備ᆽ倉庫屋鄕等峗有 5 處

配置ଯࢊ型ቔ水ᚁ，每支每分鐘出水 460 公升，ቔ水半

徑可達約 50 公尺。（2）防火林帶內，有 16 處း設了半

轉式的ቔ水器。（3）遊戲場ڬ邊樹林有 9處全型

ቔ水器，以保護遊戲廣場內之避難者，每支每分鐘ቔ水

ໆ為 70 公升，ቔ水半徑約 20 公尺。（4）作為避難廣場

的運動場之四ڬ有 13 處း設了ቔ水器，以保護在運動場

內的避難者不被大火的傷害。此ቔ水器是শ在地下，使

用時才出來，每支每分鐘ቔ水ໆ為 75 公升。（5）灑

水門，由四ڬ來的避難者，要進入此避難場所時，一

體火或所帶物品火，灑水門之ቔ水可以滅火，以ي

防外來之人或物將火種帶入避難場所內而引起火災。總

峗設有 7 處，每一灑水門之灑水ໆ是每分鐘 30 公升。 

     C.ຟ水設施： 

         b.防火ຟ水槽：5 Ꮢ水槽有 2 個，100 Ꮢ水槽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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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另有學校的游泳池。 

         c.飲水用：1500 Ꮢ水槽 1 個。 

         d.公園和學校內有水井、水池、ᘣ布等避 難時可

做為 消防用水和廁所用水。 

((((3)防災關聯設施的維持、管理：ᡠํ的釂公園的防災關聯

設施如上所述，學校、防災儲備倉庫是不可分的，設施的種

類也ࡐ多，其各個設施之所管部門各異。 

    B.設施管理（產上的管理、維護、營運的最ಖ責峌）

大ठ來分如下： 

        b.小學校與校產（因與公園是一體化，一般住民ࡐ

難了ှ其境界線），於實務上是由小學校和教育ہ

員會（類՟教育局）負責。 

c.公園：由區來負責（實務上是由都市整備部公園

ᆘ地課負責）。 

        d.防災儲備倉庫：實務上是由區的危機管理市防災

課負  責。但是，例如： 

� 灑水設備：由防災課管理，維護、修補時是由防

災課  ጓ預ᆉ，ૼہ公園ᆘ地課來行。 

� 緊急發電機：由防災課管理，但修補時，政經

營部營ᙄ課的電ೌמᙍ員接受防災課之ૼہ

ᆉ用，負責補修工ำ的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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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的灑水設備：由區的教育ہ員會管理。 

� 防火水槽：5 Ꮢ水槽是防災課，100 Ꮢ水槽是ܿ

٧部消防單位，1500 Ꮢ水槽是ܿ٧部自來水公屫

管理並維護。 

C.ᡠํ的釂公園設立以來有 15 ԃ，防災關聯設施經這些ԃ

逐漸峟化，設施的維持、修補需不少的經。 

D.從（一）、（二）之情況，對機器ࡺም等機動性之對是֚

難，所有的防災關聯設施是由防災課管理，要維修也比

較明快： 

    b.於ܿ٧ 23 區有關自來水事業、消防方面之ᙍ責是「ܿ

٧都」而不是「區」。 

    c.自開始，學校、ᆘ地課等，工作上ሦ域於變更上是保

崌的，即ࡐ少有管ᗄ、ᙍ責上之變更。 

    d.防災課因於並區公所是比較小的組織單位（約 20

人），ೌמ系統ᙍ員（電）只有 1人，於區的行政ॠཥ

之下進行ᙍ員的ߺ減之中，增加ೌמ者是不ܰ。 

  從上述之理由，設施的維持、管理的一元化，՟屁更加֚難。 

(4) 防災關聯設施的維持、管理用 

    B.灑水設施：每ԃ三次釱၂，這樣的ڰ定防災關聯設施

的維持、監理用大約每ԃ 50~60 日ჾ（大約 15~18

台ჾ）。 



รԿີ                                                  ᔼ߀ᝩᣄኙᚨ़ၴᖲ౨հ൶討 

 

 76

         以上之ڰ定支出外，機材的修ᙄ等還要一些經，修ᙄ用到

目前為止多少不၁，最近 3ԃ之經如下： 

� 2002 ԃ度 

灑水設施之前ᆄ部分之修ᙄ、更醢，灑水設施與小學

之游泳池等之水源、供水管等供水系統之修ᙄ、工ำ

約 200 日ჾ（60 台ჾ）。 

� 2003 ԃ度 

緊急發電設備超ၩ等約 170 日ჾ（51 台ჾ） 

� 2004 ԃ度 

緊急發電設備之ݨጃ配管的更醢，公園的自動灑水

器、灑水門的一部分修ᙄ工ำ約 290 日ჾ（87 台ჾ） 

� 另：防災儲備倉庫的維護用是不計（通த與建物同） 

 

(5)防災避難空間的使用管理：災害發生後，附近居民到ᡠ

ํ公園避難時，學校設施由學校管理，公園部分由區公所

管。學校之ᙍ員會先檢點學校建物和設施之受災情況，認為

安全無ဤ，才會引導災民到室內體育館或特別教室避難。同

時附近社區之里鄰長、幹部會ᔅԆ安Ⴅ災民及一些救災事

區公所之ᙍ員是有峌務的責峌分區，災後一定要到自ρ。ە

的責峌區報到，以ڐ助災民的事務性服務。 

    Կ於防災公園部分有 3 個小廣場峗 7.722N2，和 1 個學

校ᏹ場等開放空間面積超過 10000N2，約可收容災民 2-500

人以上。 

    ᡠํ公園每ԃ之ࡾᖐᒤឮ౼，並配合防災避難ᄽಞ，

附近居民亦配合ୖ加，同時將主被倉庫之乾糧分發๏ୖ與者

၂峰，然後補屌ཥ的乾糧。 

(二) 大型公園屿市小岨ࠄ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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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岨ࠄ公園基本資料面積 10.1 公頃，為建設࣪公園ᆘ地課政

中之防災ᆘ地緊急整備計畫之第一ဦ公園事業。於 1995 ԃ 1

尦 17 日ٞ神大地震之後二天 1尦 20 日則開始建造安置災民之

臨時住屋 250 戶。 

2.公園基地特性概述：小岨ࠄ公園因ٞ神電៓Ջ大ٞ線為界，作

、北  兩區分႖，空間特性ϝ以一般公園த用之設施、ౚ場ࠄ

步道、水醱等作為防災公園與平日公園使用之峗同設施。其中

較為特ਸ部峏ϝ為公園四ڬ以完整之防火植栽帶作界定。ٞ神

電៓Ջ大ٞ線之ॉ道ଯࢎ下設置收容時野之མ設ࢎ及利用

ଯࢎ橋下部峏空間設置防災備品收容空間。 

3. 小岨ࠄ公園防災相關設施 

(1)防災公園相關設施（園路、廣場）：公園現況中依災害

發生時，逃避難之行為界分為較寬之車行寬度之園路及較小

尺度之人行步道區分，同時亦於園路可通達之安全處設置避

難廣場。於公園ୁࠄ之ଯᅟϻౚ場以及北ୁ釅ౚ場作為有效

避難時མ野使用。 

(2) 植栽Ƿ防火延燒帶：公園ڬ邊進入公園之安全  質，以

寬度約 20 公尺之植栽帶作為延災難時避難安全，同時亦

在出口部峏增設灑水設施，以ዴ保進入公園避難者之防火安

全。 

(3) 與水相關設施（水醱、池醱設施）：公園水醱相關設施

以平த時և可視可用之᠄水池，災時可作為防火、消防用

水。並結合ߘ水再利用提供廁所及生活用水之緊急供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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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區中另可設置緊急用水井設施，災時使用配合所需條件

設置滅း置以為使用。 

(4) 臨時廁所：公園平時需要提供使用之ڰ定式廁所，並於

廁所外ୁ預শ儲水槽Ԧ水管ঋ用之各種廁所預留槽，及預留

放置各式可移動之臨時性廁所。 

(5) 資訊相關設施：公園中設置以平த照明用之ᐩ具結合廣

播設置系統，以作為災害發生時公園內ॣ響設備及播放系

統。 

(6) 能源Ƿ照明相關設施：公園中除平日之岗த電源提供狀

態下設置照明ᐩ具及相關必要設施，並於災害發生時電力中

斷之情況下，有計畫的應用自然能源作為緊急用電源設備，

提供災害時公園內所需之照明及動力，例如結合ϼ能、॥

力等自然能源的發電設備。 

(7) 儲ᙒ倉庫：公園於災難發生時，使用必要之求生機具、

資材及߃期消防救助之機具、儲放處。本公園部峏設置於廁

所ୁ邊之儲存空間，並部峏設放為半শ入式於水醱機ఓ設備

室內部空間。 

(8) 管理中心：小岨ࠄ公園之管理中心同步配合ᆛౚ場空間

之使用及管理室，設置於階ఊ࣮台空間下部。 

(9) 各公園配合基地特性設置之機能性設施：小岨ࠄ公園由

於基地區位特ਸ性，因而作設施之有效應用。以現有ଯࢎ橋

下之部峏空間設置為防災必備品倉庫，同時可作為མࢎ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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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支ࢊ使用。 

(三) 小型公園神戶市ᡳڗ地區大國公園 

以日本都市防災避難圈域所形成之都市防災設施機制，其

఼ᇂ了ፏ多防災空間設施，種類亦形成一種階段性避難空間ሒ

接，其中心 1 公頃以下之小型防災避難公園結合ڬ邊之學校ᏹ

場、廟崋等具安全性之公私有空間組成。 

上述防災避難劃設，對於一般都市住宅ஏ度較ଯ之地區居

民的避難導引及避難行為模式有一定之助益，可依地理區位及空

間設施狀況，作為最小單元。 

1. 神戶市公園，ᡳڗ地區防災相關設施 

(1) 人口、園路、廣場：配合地區之ຉ區四ڬ住宅區使用情

況將公園入口分設於公園四處，結合市ຉ區規劃方式，於其

中一臨道路最寬處，留設為主要入口，在入口處設置 1995

ԃٞ神इ念，並於入口區設置ှ說จᇞ，說明ຉ區避難區

劃 

(2) 植栽防火延燒帶：本公園由於面積較小，無法த態性設

置寬酭之植栽防火延燒帶，因此在公園四ڬ設置耐火植栽以

作為防火延燒帶之ᇶ助作用，並同步於植栽間距及主要入口

處設置ଯࢎ式灑水器以及消防ਵ，以保ም進入公園避難之居

民防火安全。 

(3) 與水相關設施：大國公園屬小型ຉ區公園，因而與寬ျ

之空間可設置，可供平時遊Ꮸ或視ऍ質提供之醱觀水醱設

施，依據日本在小型公園設置之需求中，地下儲水槽可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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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公園廣場空間下，其耐震系統是須被強化設計。 

(4) 臨時廁所：綜合現有ڰ定式廁所設置，並依據避難者人

數ᆉ合於災害發生時使用之預留Ͼ設置。 

(5) 資訊相關設施及能源照明相關系統：公園中平日֡設有

一般性照明，由於公園佔地面積ࣗ小，以目前水電ೌמ整合

之情況下，已整合現有ຉ區播放系統與ຉ區ᐩ具照明系統整

合設備。 

(6) 儲備倉庫：該公園在平時使用除各向入口與四ݮڬ設之

休Ꮸ০醿外，已將空間集中留設於中央大型避難廣場使用，

公園北ୁ休Ꮸߜ及ڰ定式廁所為ฯ體設施物，因而將防災

備品庫附設於其中，以存放災時必要性之器具。 

(7) 管理中心：大國公園位處於ஏ集之住宅中間，住宅ຉᄂ

亦分醩性設置多處小型公園使用，其中亦有ࠄ向入口前五Μ

公尺處，另有一處教，以作為居民集中之空間，該教除

平日作為ᆒ神活動使用外，亦同時在災時תᄽ管理指揮中心

之用。 

(8) 其他ڬ邊相關附屬空間ᇶ助防災避難使用，例如學校、

廟崋外酌空間。 

根據上述三個ਢ例，整理出其防災公園內設置之設施與設

備，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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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5 日本防災公園空間與設施 

日本防災公園日本防災公園日本防災公園日本防災公園    

規劃ਢ例規劃ਢ例規劃ਢ例規劃ਢ例    

防災公園內之設施與設備防災公園內之設施與設備防災公園內之設施與設備防災公園內之設施與設備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٧都並

區之ᡠํ的釂公

園 

� 主要空間：小學公園、地下៓車站與自

行車停車場、備ᆽ倉庫 

� 滅火設備：防火林帶、轉式的ቔ水

器、灑水門 

� ຟ水設施：防火ຟ水槽、飲用水、水井、

水池、ᘣ布 

� 備ᆽ倉庫 

Ɋ與小學結

合的防災公

園 

2. 大型公園屿

市小岨ࠄ公園 

� 主要空間：公園、ౚ場、步道、廣場、

可供車行寬度之園路 

� 植栽Ƿ防火延燒(灑水設施) 

� 與水相關設施：水醱、池醱、緊急用水

井 

� 臨時廁所：預শ儲水、槽Ԧ水管 

� 資訊相關設施：照明用之ᐩ具結合廣播

設置系統 

� 能源Ƿ照明相關設施：結合ϼ能、॥

力等自然能源的發電設備 

� 儲ᙒ倉庫：求生機具、資材及߃期消防

救助之機具、儲放處 

� 管理中心 

� 各公園配合基地特性設置之機能性設

施 

Ɋ大型公園 

3. 小型公園神

戶市ᡳڗ地區大

國公園 

� 主要空間：入口、園路、廣場 

� 植栽防火延燒帶：耐火植栽、ଯࢎ式灑

水器 

� 與水相關設施：醱觀水醱、地下儲水槽 

� 臨時廁所(留有預留Ͼ設置) 

� 資訊相關設施及能源照明相關系統：整

Ɋ小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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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現有ຉ區播放系統與ຉ區ᐩ具照明系

統整合設備 

� 儲備倉庫 

� 管理中心 

� 其他ڬ邊相關附屬空間ᇶ助防災避難

使用，例如學校、廟崋外酌空間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由上述內容可得知，日本對於防災公園規劃設置之ᐕำ與

其ݙ重性，並可由此三個日本國內的防災公園ਢ例了ှ其防災公

園規劃之必要設施。亦可由下表 3-3-6 之內容得知公園開放空間

於平日與災時資訊相關設施亦有異同之處。 

表 3-3-6 公園平日與災時資訊相關設施比較 

公園設施 災時 平日 

照明指標 

緊急用ᇨ導ᐩ、標ᇞ、所在地

圖示、緊急用照明ᐩ、廣場生

活用照明 

一般ᇨ導ᐩ、標示、地圖、照

明ᐩ、ڹ間防岟照明 

資訊傳播

設施 
避難救援資訊系統 公告廣播資訊系統 

๏水設施 
防火樹林灑水、հࠅర浴

制、飲用水制 

ឲ釶、Ꭶ生灑水制、飲料水

制 

中央監 防災服務中心 公園管理中心 

緊急電源 避難ᇨ導設施使用之緊急電源 
照明、๏水、空調等日த用與

緊急用電源 

資料來源：公園ᆘ地防災ೌמ峗同研究會，防災公園ೌמ嗰嘔嗪嗷嗤嘐， 2000.03，p.178。 

三三三三、、、、台台台台、、、、日本避難空間機能設施綜合整理日本避難空間機能設施綜合整理日本避難空間機能設施綜合整理日本避難空間機能設施綜合整理 

    根據上述 3-2 以及 3-3 之內容，本研究整合出台與日本之公園

避難空間機能設施，以利後續研究之探討，၁情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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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7 台、日本公園避難空間機能設施整合 

設施設施設施設施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一、聯絡道路 1.聯接道路 

2.道路兩邊的形態 

3.聯接到避難場所的入口形態 

4.直升機場 

5 廣場 

二、植栽 1.防火樹林帶 

三、水關連設施 1.耐震性儲水槽 

2.緊急用井水 

3.飲用水 

4.水設施（池、流水、游泳池等） 

四、灑水設施 1.ଯࢎ或轉式灑水器 

五、臨時廁所 1.預留Ͼ設置 

2.預শ儲水 

3.槽Ԧ水管 

六、資訊關連設施 1.緊急廣播設備 

2.緊急通訊設備 

3.避難動線標示及資訊提供設備 

七、能源、照明設備 1.緊急電源設備 

2.緊急照明設備 

3.結合ϼ能、॥力等自然能源的發電設

備 

八、儲備倉庫 1.儲備倉庫 

2.儲備避難生活之乾糧、生活用具 3.求生

機具以及救難工具 

ΐ、服務中心 管理事務所或稱服務中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述資料可以得知，在防災設施方面，防災公園除平日ϝ為民

休Ꮸ使用為主，為考ໆ災時能於第一時間௴用，整體避難引導統以

救ך增加自，ـ定方式ပ實於公園內部，使民在平時即可清ཱ࣮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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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觀念。 

    日本防災公園建設與ך國類՟，大部分防災公園也是ࡽ有都市公

園再行規劃與設計而成為防災公園使用，但其所፟予防災公園之現況

機能設施ࠅ比台之規劃較為完๓。因此，在下一節中，本研究將對

ΐ二一震災之災民進行問ڔ調查，以了ှ台民在ၶ地震災害避難

時，對於現有公園之規劃與設計是否能提供災民必要之需求。日本與

台同屬ࢪ٥地震帶之國家，地震災害ᓎ傳，因此，日本從震災中所

ಞ得之ᝊ經驗與完๓的防災體系，ॶ得台ॷ᜔。特別是台經過

921 地震的ᄐภ經驗後，政府單位更是對於防災體系與防災公園之設

置ࣗ為重視，但是，對於在震災中，醶經於公園中避難的災民而言，

台目前防災公園內之相關避難設施，是否能在避難時提供災民必要

之需求，本研究將在下一節內以問ڔ方式進行探討。 

 

 

 

 

 

 

 

 

 

 

 

 

 



รԿີ                                                  ᔼ߀ᝩᣄኙᚨ़ၴᖲ౨հ൶討 

 

 85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921 災民避難災民避難災民避難災民避難空間機能空間機能空間機能空間機能設施設施設施設施之探討之探討之探討之探討---ࠄ縣尔ࠄ縣尔ࠄ縣尔ࠄ縣尔

鎮鎮鎮鎮 

一一一一、、、、ೖፋ地區ᙁϟೖፋ地區ᙁϟೖፋ地區ᙁϟೖፋ地區ᙁϟ 

相關內容已၁述於上一章，၁情ፎୖ᎙第二章第四節之內容。 

二二二二、、、、ೖፋ內容ೖፋ內容ೖፋ內容ೖፋ內容 

本研究以實地ೖፋ之方式進行，以了ှ 921當時，當地居民在地

震災害發生之後，以公園作為避難場所，公園內的相關設施是否能提

供避難生活之所須。 

ೖፋ內容分為四大部峏，包括(一)災民避難生活事務、(二)防災避

難場所的關連設施、(三)防災避難場所的機能、(四)避難時期對應之災

民生活設施，依照此四個部峏進行ు入ೖፋ，ೖፋ內容設計ᙁ述如下

(၁ಒ內容ፎୖ᎙附ᒵ  )： 

(一) 災民避難生活事務 

1.公園避難空間之營運管理 

2.避難時之各項震災資訊設備 

3.災民避難之相關救護 

4.災民避難之居住環境 

5. 糧食物資 

(二) 防災避難場所的關連設施 

1. 聯絡道路 

2. 防火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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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關連設施 

4. ᐾࢱ設施 

5. 資訊關連設施 

6. 能源、照明設備 

7. 儲備倉庫 

8. 指揮、服務中心 

(三) 防災避難場所的機能 

1.避難  

2.災害防止與減輕  

3.資訊的收集與傳達  

4.消防、救援、醫療、支援救援活動等  

5.提供避難生活或一時性短暫的避難生活  

6.支援防疫、清掃活動  

7.支援復舊活動  

8.支援各種的輸送等 

(四) 避難時期對應之災民生活設施 

1.臨時避難場所(1 公頃以上)(地震發生後 3天) 

2.短期避難場所(10 公頃)(地震發生後 3 天~28 天) 

三三三三、、、、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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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本研究ు入ೖፋ發現，921 震災避難時期，尔鎮綜合五位

受ೖ里長之ೖፋ內容，本研究做出以下整理： 

(一)災民避難生活事務 

1.公園避難空間之營運管理 

 由ೖፋ中得知，921 避難當時，尔鎮ࠅ因公園開放空間

不足使得收容中心多設於各處學校用地，但其中的中ξ公園(當

地之運動公園)提供了當時最多人數(1800 人)避難的生活場

地，但因事發ँ然，不論是當地政府或是民，皆從岔遭ၶ過

如此大的地震災害，且當時防災體系與॥ۘ岔健全，因此使

得 921當時以該公園作為震災避難場所時，公園內並無事前規

劃之預備設施以供災民避難生活之所須。 

 當時，所۩該公園緊鄰當地戶政事務所，才使得民在避

難生活時，有了ᙁ單臨時管理，但ࠅ限於管理ᙁ單的生活事

務，造成不論是公園避難所或是學校避難中心與鎮公所的管理

及۶此的連絡力ᖓ১。而對於避難生活管理中，有重要管理

功能的避難災民尝冊、組織或是分組等…重要環節，在當時實

為႟醩，多依平日里長與民間的ϕ動與ዕ來了ှ民

的情況與下ပ，然後再將情況回報๏更上級的單位，因此後來

出現了無法ዴ實醑災民人口遷移的ึ況，造成混亂。 

2.避難時之各項震災資訊設備 

地震災難發生之後，因為災情ᝄ重，尔鎮多建物倒、

毀壞，以ठ於相關聯ᛠ設備損毀情況ᝄ重，醶經一度與外縣市

屺聯。所۩因為作為避難場所之一的中ξ公園緊鄰當地戶政事

務所，因此在相關設施修復之後，避難災民可於戶政事務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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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ξ公園內的服務中心使用電話設備，並且對外聯ᛠ。 

而對於災民的安Ⴅ、住宿與食物供應的相關重要民生資訊，

各個避難所多為里長與ᔅԆ救災的災民口Ը相傳而得知，ࣗԿ

於外界的災情以及其他災民的安全與否，一開始亦多鄰里

長ھ相走告，ᗨ該公園避難所亦設有ᙁ單的管理單位，但當時

所發揮的功能ࠅ不如災民自發性的”人情ښ”來的有效率。 

3.災民避難之相關救護 

受ೖ之里長們表示，因當時的緊急醫療中心設置於尔國

中，與中ξ公園距離並不遠，因此當時若有ᝄ重的傷病患，多

直接合力將其送達醫療中心救ݯ，而該公園避難所亦設置ᙁܰ

的救護站，若有病況加重的狀況須Կ外地救ݯ，可過里長և

報當地管理部門，與政府單位聯ᛠ。 

4.災民避難之生活環境 

本研究所指的避難生活環境是指災民於避難生活中，食、

Պ、住等方面所需的各項需求設施所結合成的生活環境。 

地震খ發生完的前酱天，因聯外道路ཟ修中，居民Ξᏼ心܊

屋毀倒以及害܂餘震，多ᆫ集於公園或是室外空地廣場；因災

情ᝄ重使得日த生活用電、瓦斯等…一度不足，ࡑ經過一段時

間的電力ཟ修之後，恢復提供生活所需之電力使用。ڹఁ保暖

方面，所۩當時為হ岕ࣿ߃的 9 尦，災民៛宿室外的保暖設備

並無ϼ大需求，且後來外界物資不斷釠進，鄫Կ一度使得ᅵ

等保暖物資供應過鄫，里長亦表示這點也ᡉ現出救援物資的供

需缺乏有效管理的ᄄ病。 

除了上述之生活需求之外，廁所與ᐾࢱ設備的提供，所۩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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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原本即有公峗廁所之設置，且緊鄰的公所亦有相關ᙁܰ設

備，ှ決了此項需求的問題，而平日清ዅ之維護，公所亦安௨

相關人員維護其清ዅ。 

5.糧食物資 

因為當地܊屋倒，大部分維生管線損毀，使得當地部分地

區一度能ڗܜ地下水應急，後來因為各項救援物資進入災

區，方以維持災民的生活所須。避難中、後期，特別是食物與

飲用水，供不乏，平日不定時的由政府相關單位送達災區，

再由災區管理人員或是里長分配送Կ其他避難場所，或由避難

民相ϕ傳達，ᗨ然當時並無ڰ定發配食物的時間，不過因為

心災民與里長ھ相走告，使得當時尔的災民無食物乏之

問題，但ࠅ也出現因物資過多，或是物資配๏上不全面性的

問題，使得食物供應一度出現過鄫的ੁ情況，此點亦ϸࢀ出

當時管理體系不完๓的缺屺。 

(二)防災避難場所的關連設施 

經由ೖፋ當中發現，當時的中ξ公園ዴ實為當ԃ震災發生

後，提供了較有規模與系統的避難空間，並為尔鎮內主要的救

災指揮中心，負責物資館理，亦為國ै於ࠄ分區尔災後重建

指揮分布之所在，配合各項救災工作。但ࠅ由於當時政府並無相

關公園避難空間規劃之॥，使得當時的中ξ公園做為震災避難

空間時，所提供的關聯設施並不完๓。 

大體上而言，其聯外道路可連接尔鎮的主要道路，包括中

岗路、中興路與鄯ང路，可對外聯ᛠ；公園內部有大面積空地可

提供使用，並可提供直升機फ़ပ。因公園內部原本即設置公峗廁

所，使得災民生活所需之ᐾࢱ設施得以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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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其他ಒ部的避難關聯設施，ዴ實不完๓。當時公園

外部ᗨ有設置樹林帶，但因規劃不๓，對於是否能發揮防火植栽

之功能，令人存ᅪ。而水關聯設施，除了池水之外，並沒有耐震

性儲水槽、緊急用井水Ǿ等避難必要之設置。關於資訊關聯設施，

例如緊急廣播設施備、緊急通訊設備，以及能源、照明設備，亦

無完๓標示與提供。因此當時許多的避難生活關聯設施多必須峍

後來的臨時མ建與規劃，以及後續救災工作的ཟ修之後，才有

了較為完๓規模。由此可知，若是能፟予現Ϟ的公園避難場所完

๓的避難關聯設施，གྷ必一但遭ၶ震災急難時，才能有效率的提

供災民最立即與完๓的生活所需。 

(三)避難時期對應之災民生活設施 

根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都市震災避難空間系統規劃設計與

管理維護機制之研究』之內容，將震災時序之避難型空間型態分

為四個階段。因本研究所探究之內容以避難時期為主，因此單就

以下兩階段『10 分鐘到 3天為臨時避難期』、『3~28 天為短期避難

期』，並依照公園ᆘ地防災ೌמ峗同研究會-防災公園ೌמ嗰嘔嗪

嗷嗤嗐之內容列出此兩個避難時期，避難場所的導入機能與導入

設施，進行經驗ೖፋ，並得出以下結݀： 

1.10 分鐘~3 天為臨時避難期 

此階段而言，由於避難天數限於三天之內，且震災發生ँ

然，因此當時於中ξ公園內對於災民生活之需求與其對應空

間，無法發揮臨時應有之使用效益，對於其相對應空間之運用，

亦因事前無相關之完๓規劃，因此對於對應空間之使用形成混

亂，無法提供有效率之空間使用。 

2. 3~28 天為短期避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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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߃因尔鎮之災情ᝄ重，因此在短期避難時期之間，依然

有許多災民生活於中ξ公園之內，而也ᒿ避難日η達到三天

之後，進入了短期避難時期，此時的避難機能設施與相關機能

已開始ᖿ於災民所需，並可維持災民的生活必需，且相關對應

空間之使用也有了較有效率之規劃。 

                四四四四、、、、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經過此次ೖፋ經驗可以發現，公園開放空間的機能若是規劃完

๓，對於ँ發性之災害的避難生活酢有極大ᔅ助與重要性，特別是 1

公頃以上與 10公頃以上，具有一定規模之公園空間，若能事先於園內

建立完๓ؼ好的避難生活機能設施，並清ཱ的劃設出對應空間，不但

能提供災民避難的需求，亦能ᔅ助各地政府單位更有效率的管理，由

此可࣮出公園避難空間對於震災之重要性。 

由於 921大地震發生時，台ۘ岔興起規劃防災公園之觀念，因

此當時的公園並無峌何相關防災、避難之設計與規劃。但如Ϟ 921大

地震發生已ۛᅈΜԃ，Μԃ後的現在，台已֎ڗ各方經驗並劃設防

災公園，但現有之防災公園是否能在地震災害發生後，發揮其應有之

效用與責峌，及為本研究下一章節之檢討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