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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災害防救法」：明訂各機關所負責災害之權責及工
作項目:
 第 22 條第 1 項第 7 款-「為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各級政府

平時應依權責實施下列減災事項：七.災害潛勢、危險度、境況模擬與
風險評估之調查分析，及適時公布其結果」同條第 4 項復規定：「第
1 項第 7 款有關災害潛勢之公開資料種類、區域、作業程序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定之」。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針對土石流災害於98年3月16日訂定「土石流災
害潛勢資料公開辦法」

 經濟部水利署則針對淹水災害，於98年 3月27日訂定發布全文9條
之災害潛勢公開辦法並於104年2月6日公（發）布修正「水災潛勢
資料公開辦法」

 內政部則於98年2月4日公（發）布「風災震災火災及爆炸災害潛
勢資料公開辦法」，於 104年4月16日進行修正發布全文 6 條。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明訂擬訂各項災害防救措施應注意配合事項，包含：
為掌握地區災害危險性，應製作防災地圖，以社區、村里
為防災單元，明確標示災害危險處所、避難場所、避難路
線、防災機關、人口動態（作息時間與年齡分布）等資料，
供作災害對策細緻化之基礎資料，亦可提昇民眾之防災意
識與智能。

緣起



本手冊係原則性規範各類防災地圖繪製之原則、
程序、內容、圖例及規格設定等共通性事項，以
使防災地圖格式統一，便於閱讀與使用。

有效顯示出鄉(鎮、市、區)與村(里，含部落)之現
有防救災相關資源、可能致災地區及避難處所，
災時供指揮官調度運用。

促使民眾認識自我生活環境及災害風險，藉由疏
散避難方向之引導，安全抵達避難處所，並提升
災害意識。

內政部於98年12月16日函頒「防災地圖作業手冊」；103
年5月15日修正。



地圖的種類

災害潛勢地圖（Disaster Potential Map）：「災害潛勢」是描述

某一地區過去曾發生災害，或未來有較高的致災機會。其評估的方式可透過
歷史災害調查，或以數值理論模擬，為各種災害防救地圖的基本資料，透過
災害潛勢地圖可於災前進行減災整備規劃、收容場所區位適宜性分析、疏散
避難路線規劃等，而衍生出各類災害防救地圖。

潛感圖（Susceptibility Map）：利用統計或數值模擬的方式，繪製

出可能發生災害的地方，結果含有等級區別的圖資。

敏感區位圖（Sensitive Areas Map）：係指有發生災害之虞之區

域。如地質敏感區、山崩地滑敏感區。

災害風險圖（Disaster Risk Map）：「風險」是某種損失、事故發

生的不確定性，「災害風險」則是透過危害度、暴露量及脆弱性所組成的綜
合評估。



地圖的種類

 疏散避難路線圖：提供一般民眾及救災人員瞭解避難收容所位置及防救災
情資或連同標示避難方向，主要以鄉（鎮、市、區）或村（里，含社區、
聚落、部落）。

圖片來源：宜蘭縣政府圖片來源：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地圖的種類

 替代路線圖：在易成孤島地區，事先規劃道路中斷時的替代路線。
 家庭防災卡：教育部推動以家為單位，在災害時相約集合的位置與詳載

通訊資料。
 校園防災地圖：學校繪製，標示校內災害潛勢、防救災資源、各班疏散

避難路線與緊急集合地點等資訊。
 社區防災地圖：社區民眾在專家指導下，認識社區環境中易發生災害地

區，並整合社區內外資源，建立防救災網絡，到達社區自主防、減災等
災害整備、應變措施。

圖片來源：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資訊系統



什麼是防災地圖？

 災害潛勢地圖

 土石流潛勢溪流

 淹水潛勢圖

 地質敏感圖
………..

 防救災專業人士

 防救災情資分佈

 緊急應變資源
........

疏散避難地圖

替代路線圖

校園防災地圖

社區防災地圖
……….

凡用在防、減災的圖資，均可統稱為防災地圖



物地

繪製前掌握五要點

一.人：地圖的使用者是誰？例如：公所人員、當地居民。

二.事：所在的區域會發生什麼事？什麼災害？例如：大雨導致洪水、邊坡

崩塌、土石流，地震引發山崩、海嘯。

三.時：什麼時候會發生？發生頻率的頻率、洪水重現期距或發生的機率有

多大？例如：某條河川內「2年洪水頻率」與「100年洪水頻率」。

四.地：哪裡會發生？哪裡會有這樣的現象出現？哪裡是影響的範圍？

五.物：發生的影響如何？影響的狀況會如何？例如：24小時內600mm的雨，

所造成的淹水地區該如何處理？

事 時

人



防災地圖繪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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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環境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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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前準備工作

尋找環境地圖
 Google Map（電子地圖）：具有一般地圖、衛星影像、地形等空間資訊。
 Taiwan Map(台灣電子地圖服務網)：具有一般地圖的功能。
 Google Earth（衛星影像）：具有一般地圖、衛星影像、地形等空間資訊及立體

3D圖層並附有街景功能。

災害潛勢分析、災害歷史調查
 內政部「防救災雲端計畫-地理資訊平台系統(TGOS) 

（http://tgos.nat.gov.tw/tgos/web/tgos_home.aspx）」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潛勢地圖網站（http://satis.ncdr.nat.gov.tw/Dmap/）」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情資網（http://eocdss.ncdr.nat.gov.tw/）」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分署「國土規劃地理資訊（http://nsp.tcd.gov.tw/）」

 交通部「交通路網數值地圖（http://gist-map.motc.gov.tw/）」

 Quantum GIS,QGIS（http://www.qgis.org/en/site/）免費軟體開啟(.shp)

基本特性調查
 自然環境調查：地區地理位置、河川、溪流與排水溝渠、地形與地質、坡度與坡向、

道路(含路寬)、橋梁與維生管線等項目。
 社會環境調查：行政區位、人口、產業、土地使用、災害弱勢民眾、老舊建物與公

共建物等項目。



 草圖繪製

將環境基本特性地圖套上災害潛勢及歷史災害，之後至現地進行踏勘





所
需
工
具

地圖
範圍合適且能清楚辨
識屋舍道路的地圖。

紙筆
用繪畫或文字方式，
紀錄觀察到的事情。

照相機
無論傳統或數位相機
都能紀錄踏勘影像。

擬定踏勘路線

發揮觀察力
組員共同討論

針對問題或資源拍照
並在地圖上記錄

 實地踏勘



 實地踏勘

根據踏勘的現況標註在地圖上，並可邀請專家學者進行現地解說，以瞭解現地
狀況。

以玉蘭聚落為例



 繪製地圖

評估疏散避難場所為何種災害避難點，訂出疏散避難路線。



填入防救災資源資料及劃上疏散避難路線

 繪製地圖



 實地操作

 繪製好的地圖，請實地確認是否可行。亦可建立社區防救災組織、
擬定災時緊急應變計畫。

 疏散路線上若會經過溪流、河川、土石流潛勢溪流，請評估需要經
過的時間，即早疏散。

 讓居民能夠熟能生巧的使用地圖。



資料內容
Google Map、
Taiwan Map

Google
Earth  

TGOS
災害潛勢
地圖

災害情資
網

國土規劃
地理資訊

交通路網數值
地圖

QGIS

底圖
街道圖、街景、
地形

衛星影像、
3D圖

街道圖、
衛星像…
等8種

街道圖、
衛星像…
等6種

衛星影像

航空照片、
街道圖、
衛星影像
等6種

街道地圖、衛
星影像

自行收
整圖資
自行套
繪（主
要為
*.shp）

圖層內容 無 X

海嘯溢淹
潛勢、斷
層、其他
尚在建置
中

坡地災害
潛勢、淹
水潛勢、
海嘯溢淹
潛勢及各
種防救災
圖資，可
合併使用。

坡地災害
潛勢、淹
水潛勢、
海嘯溢淹
潛勢及收
容所，災
害類別分
開使用。

土地利用
圖、環境
敏感圖、
災害潛勢

道路、河流、
地標、橋梁

自行上傳
檔案

X KMZ
WMS、
KML、
SHP

WMS、
KML

X
WMS、
SHP、
CSV

X

下載基本
圖資

X X X 可申請 X X 可

地圖網站使用功能列表



防災地圖版面格式

地圖作業手冊修正規定（2013）



一、防災地圖版面配置（範例）
A0版面尺寸(範例)/橫式、直式



二、編號設定

（一）鄉(鎮、市、區)：○○縣(市)○○鄉(鎮、市、區)防災地圖。

（二）村(里，含部落)：○○縣(市)○○鄉(鎮、市、區)○○村(里)防災地圖。

（三）地圖編號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http://www.dgbas.gov.tw)」/政府
統計/統計標準分類/行政區域及村里代碼，村里層級共10碼。

（四）考量同一鄉(鎮、市、區)或村(里，含部落)之地圖會有2張以上之情況，請
於編碼最末端加註(1/n)表示：n代表張數，第1張為1/n、第2張為2/n、第3張為
3/n…第n張為n/n。例如：宜蘭縣律定的代碼為10002，宜蘭縣南澳鄉律定的代碼
為1000212則地圖編號為1000212，若宜蘭縣南澳鄉東岳村需要兩張圖，則地圖
編號為1000212-003(1/2)及1000212-003 (2/2)。



宜蘭縣行政區域及村里代碼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



三、防災資訊

（一）必要欄位
1. 行政區位圖。
2. 災害通報單位：單位名稱、電話。
3. 緊急聯絡人：鄉(鎮、市、區)長、村(里)長及村(里)幹事等相關人員之姓

名、電話。(個人相關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
4. 避難收容處所：場所(建築物)名稱、地址、電話、適災類別。
5. 製圖單位與日期。

（二）建議欄位：各地方政府依需求彈性增列。
1. 防災資訊網站。
2. 直升機起降點。
3. 災害警戒值。
4. 避難原則。
5. 其他。



四、圖例

（一）「道路」部分：係參考「道路交通標
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二）「設施」部分：主要參酌國內外通則
訂立。
1.必要項目：室內避難收容處所、室外避難
收容處所。
2.建議項目：如人車轉運集結點、醫療院所、
消防單位、警察單位、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老人福利機構、物資儲備點、取水點、直升
機起降點、指揮中心、救援器材放置點、通
訊設備放置點、公務部門、海嘯避難收容處
所等14項。

（三）「標示」部分：參酌國內現有標示與
國外通則。

（四）「行政區域界線」部分：鄉(鎮、市、
區)界線、村(里，含部落)界線。



五、比例尺

圖片來源：網路

各直轄市、縣(市)及地方因情況特殊者，可自行訂定相關比例，但以相
關資訊可清楚呈現為原則。



六、指北針

圖片來源：網路

依主題圖範本之指北針標示，原則上以北方朝上為主，若各地區實地狀
況不許可，則不在此限。



防災地圖的製作



1

2

3

Step1：版面設定

開啟powerpoint新檔案，選擇「設計」內的版面設定，在寬度欄裡設定
118.9cm，高度欄裡設定84.1cm，設定為A0版面尺寸。



1

2

隨便畫個方格3

接著在插入功能欄裡圖案內，選擇方格圖形，在頁面中畫個方格



4

方格上按滑鼠右鍵
選格式化圖案

5

在方格內，按下滑鼠右鍵進行方格大小



6

調整方格內顏色及
邊框線條顏色

顏色設定



配置設定完成

標題

主題圖

防
災
資
訊

圖例



Step2：標題

在標題欄按下滑鼠右鍵，選擇編輯文字



填上行政區名稱 地圖編號：
查尋：行政院主計總
處 > 政府統計 > 統
計標準分類 > 行政
區域及村里代碼
(http://www.dgba
s.gov.tw)

若同一鄉(鎮、市、區)或村(里，含部落)之地圖有2張以上之情況，請於編碼最末端加
註(1/n)表示：n代表張數，第1張為1/n、第2張為2/n、第3張為3/n…第n張為n/n。



Step3：主體圖

主題圖來源：
1、內政部防救災雲端計畫-地理資訊平台系統>TGOS圖台
2、Google Map（電子地圖）
3、Google Earth（衛星影像）（.KMZ）
4、災害潛勢地圖 http://satis.ncdr.nat.gov.tw/Dmap/
5、災害情資網 http://eocdss.ncdr.nat.gov.tw/
6、內政部營建署城鄉分署國土規劃地理資訊（民眾版雲端圖台）
http://nsp.tcd.gov.tw/
7、交通路網數值地圖-交通部 http://gist-map.motc.gov.tw/ 
8、地理資訊軟體Quantum GIS,QGIS（.shp）
http://www.qgis.org/en/site/（教學影片：youtube黃敏郎 QGIS)

PrtSc 鍵；Ctrl+C複製；繪圖工具\格式\剪裁



Google Earth（衛星影像）（.KMZ）
http://www.google.com.tw/intl/zh-TW/earth/

檔案開啟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潛勢地圖網站http://satis.ncdr.nat.gov.tw/Dmap/
進入潛勢地圖網站，選擇GIS查詢



災害潛勢數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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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防災資訊

防災資訊
1.行政區位圖。宜蘭縣地理資訊多元加值應用系統
http://address.e-land.gov.tw/emapyilan/index.aspx
2.災害通報單位：單位名稱、電話。
3.緊急聯絡人：鄉(鎮、市、區)長、村(里)長及村(里)幹事等相關人員
之姓名、電話。(個人相關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
4.避難收容處所：場所(建築物)名稱、地址、電話、適災類別。
5.製圖單位與日期。

建議欄位：
1.防災資訊網站。
2.直升機起降點。
3.災害警戒值。
4.避難原則。
5.其他。





圖例：

『道路』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設施」
1.必要項目：室內避難收容處所、室外避難收容處所。
2.建議項目：如人車轉運集結點、醫療院所、消防單位、
警察單位、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老人福利機構、物資儲備
點、取水點、直升機起降點、指揮中心、救援器材放置點、
通訊設備放置點、公務部門、海嘯避難收容處所等14項。

「標示」
參酌國內現有標示與國外通則，包含：海嘯危險區域、
疏散避難方向、適用海嘯災害、適用地震災害、適用水
災災害、適用土石流災害。

Step5 ：圖例



完成簡易疏散避難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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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防災地圖是災害整備、應變重要的基礎，充分瞭解災害預警
機制、有效應用防災地圖，將大大提升整備應變的能量。

 已完成的防災地圖或避難疏散計畫應廣為推展，透過指示牌
與告示牌的設立強化民眾印象；另應配合相關防災教育定期
進行說明討論或演練，強化防災觀念。

只要有心，人人都能成為防災小尖兵



簡報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