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92 

旱災災害防救對策目錄架構表 

節 項目 參考頁次 

前言 4-294 

減災 

平時預防規劃方面 4-294 

災害防治對策方面 4-296 

其他災害措施方面 4-296 

整備 
4-297、共同對策

第二章 

應變 

災害緊急應變組織開設時機及運作 
4-298、共同對策

第二章第一節 

各單位權責分工及執行防救工作 4-298 

緊急運送 4-300 

限水期間注意事項 4-300 

復原重建 
4-302、共同對策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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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旱災災害防救對策 

第一節 前言 

臺灣雨量雖然豐沛，但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分布極不均勻，西南部地區於每年 10月到翌年

4 月間，降雨量只約佔全年雨量的 10%左右，而氣溫仍高，常呈現冬旱狀態。當梅雨不顯或

颱風未帶來足量的雨水時，則全省將普遍呈乾旱現象，造成嚴重缺水，因此乾旱被列為臺灣

四大氣象災害之一。 

第二節 減災 

本章按各項防災準備工作加以歸類，將旱災的預防事項區分為 1、平時預防規劃方面。2、

災害防治對策方面。3、其他防災措施方面等三部份來加以闡述說明，並由本府各個災害主管

局室提出相關預防規劃的內容。當然，如眾所周知災害的防範工作，不單單是靠政府單位的

力量，更需要全體國民都有防災的共識與觀念，才能共同創造一個安全的環境。不過在整體

防災意識未臻成熟之前，本府各單位願竭盡所能來策訂相關的預防措施，盡力做到保護市民

免於遭受危害之虞的恐懼感。茲將其災害之預防事項列舉如後： 

壹、 平時預防規劃方面 

一、配合地區用水需求，加強水資源開源及節流之工作。 

二、隨時注意乾旱徵候，蒐集災害相關資訊，與水利署建立橫向管道。水利署為中央主管機

關，已建立乾旱預警及水資源供需協調機制，乾旱預警期間，由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彙

整所轄區域相關單位水源供需等資料並予以評估分析後通報水利署。 

三、水情燈號及限水措施說明 

(一) 綠燈(水情提醒)：加強水源調度及研擬措施。 

(二) 黃燈(減壓供水)： 

1. 減壓供水：離峰及特定時段降低管壓供水。 

2. 停止供水：停供行政機關及國營事業轄管噴水池、澆灌、沖洗外牆、街道及水溝等非

急需或非必要用水。 

(三) 橙燈(減量供水) 

1. 停止供水：試放消防栓、露天屋頂放流及其他得停供之用水。 

2. 減量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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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月用水超過一千度之非工業用水戶減供 20%、工業用水戶減供 5~20%。但醫療

或其他性質特殊者，不在此限。 

(2) 游泳池、洗車、三溫暖、水療業者及其他不急需之用水等減供 20%。 

(四) 紅燈(分區供水或定點供水)：依區內用水狀況定量定時供水，其優先順序如下： 

1. 紅燈分區供水：分區輪流或分區定時停止供水。 

2. 紅燈定點供水，供水優先順序如下： 

(1) 居民維生。 

(2) 醫療。 

(3) 國防事業。 

(4) 工商事業。 

(5) 其他。 

 

圖 1預警通報燈號說明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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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災害防治對策方面 

一、加強宣導教育民眾於平時應養成節約用水之習慣。 

二、於缺水時期，主動限制非民生及工業必要之用水。 

三、提倡水土保持，保護山林以涵養水資源。 

四、整理乾旱緊急備援水井及後續納入水資源系統運用事項。 

【機關分工】水利局 

參、 其他災害措施方面 

各相關單位應從實際處理乾旱缺水之經驗中針對缺失隨時檢討修正防災計畫，使防災體

系運作更加順暢。 

【機關分工】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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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整備 

一、建置臨時供水站地圖。 

二、自來水事業單位及各區公所整備不銹鋼水桶，以備臨時供水站設立。 

三、自來水事業單位、水利局及消防局運水及注水整備工作。 

四、自來水事業應訂定水源運送程序、聯絡窗口，並建立水源緊急調度機制。 

五、消防局為因應旱災時之火災搶險，除消防栓外，平時應加強蓄水池之整備，規劃海水、

河川、地下水等自然水源或備用消防用水之運用，務求消防水源多元化及適當配置。 

六、消防局及自來水事業平時應進行旱災時消防用水量之推估，據以規劃消防水源、儲水設

備及緊急應變措施，避免二次災害。 

七、本府相關單位及區公所辦理旱災應變之緊急運水，平時應規劃運送設施、臨時供水站及

載水站與替代方案。 

八、本府相關單位、區公所及自來水事業應事先與運輸業者訂定協議，以便嚴重缺水時能順

利緊急運水。 

九、本府相關單位、區公所及自來水事業應依權管推估旱災時需水量，包括民生用水、工業

用水、農業用水、醫療院所水源、學校用水、獨居老人或身障朋友送水服務。 

十、 本府相關單位、區公所及自來水事業，對旱災處理過程應強化資訊傳遞設施，提供完整

之資訊予受災民眾。 

十一、 本府相關單位、區公所及自來水事業應力行節約用水措施。 

十二、 本府應推動各級學校從事節約用水教育。 

十三、 本府相關單位、區公所及自來水事業應加強宣導民生、農業、工業等節水措施，並

定期檢討，以強化民眾節約用水觀念，建立節水防旱理念。 

十四、 本府相關單位應視需要協調、鼓勵或徵用民間業者提供飲用水救急。 

十五、 本府應配合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產業用水優先以再生水供應，輔導產業提升用

水效率，並推動智慧水管理及水利工程技術，以帶動水利產業。 

十六、 其他事項請參考第三編災害防救共同對策第二章。 

【機關分工】水利局、事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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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應變 

壹、 災害緊急應變組織開設時機及運作 

一、本府配合辦理相關防救旱作業，並循正常業務處理程序及「經濟部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要點」規定，進行抗旱應變事宜，並報水利署備查，隨時將所蒐集之重大災情

資料及旱災災害應變措施辦理情形逐級報告。。 

二、於旱災三級初期，應迅速瞭解現況，多方面蒐集旱災地區供水狀況、水利設施運作情形

及旱災受損情況等相關資訊。 

三、應將旱災災害應變中心或緊急應變小組設置運作狀況、緊急應變辦理情形、災情蒐集及

損失查報資訊逐級通報。 

四、其他事項請參考第三編災害防救共同對策第二章第一節。 

表 1 旱災等級、水情燈號與缺水率關係表 

旱災狀況 中央應變層級 水情燈號 
新北市政府 

應變層級 

一級狀況 

旱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二供水區水情燈號橙燈或一

供水區水情燈號紅燈 

旱災新北市災害應

變中心 

旱災經濟部災害緊急應

變小組 

二供水區水情燈號黃燈或一

供水區水情燈號橙燈，並經水

利署研判水情恐持續惡化 

新北市政府旱災災

害應變小組 

二級狀況 
旱災經濟部水利署災害

緊急應變小組 

一供水區水情燈號黃燈，並經

水利署研判水情恐持續枯旱 

水利局邀集本府相

關單位成立旱災災

害應變小組 

三級狀況 

水利署水資源局、水庫管

理單位、地方政府、自來

水事業、農田水利會、工

業區及科學園區管理單

位等應變小組 

一供水區水情燈號綠燈，並經

水資源局研判水情恐有枯旱

之虞 

水利局邀集供水事

業單位召開會議 

貳、 各單位權責分工及執行防救工作 

旱災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立即通知各單位進駐旱災災害應變中心，區公所同時

成立旱災災害應變中心。本中心係一臨時任務編組，由指揮官、副指揮官、執行長及其他編

組成員組成，各單位應指定相關業務人員辦理相關災害防救工作，並配合實施災害防救組織

之整備，建立旱災災害防救工作標準作業程序及災害通報表格制式化等機制，加強協調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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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利局： 

(一) 旱災災害應變中心幕僚作業事項。 

(二) 督導災區民生生活用水儲備、運用、供給事項。 

(三) 督導、聯繫、協調各項救災及管制措施。 

(四) 督導自來水事業單位確實執行公共給水實施分區供水或夜間減壓供水計畫。 

(五) 分析各項資訊並研擬因應措施。 

(六) 依旱災資訊，發佈旱災預警警報。 

(七) 加強節約用水宣導。 

(八) 彙整本市各區旱災狀況及各水庫蓄水及營運狀況。 

二、農業局 

(一) 農田灌溉休耕範圍、面積之調查及統計。 

(二) 協助農田水利會停灌休耕範圍及補償申請之公告 

(三) 協助調度糧食供應。 

(四) 農業天然災害查報、救助。 

三、民政局：協調國軍救旱整備相關事宜。 

四、新聞局：協調發布旱災災害防救相關政策與宣導活動之推展。 

五、消防局 

(一) 督導協調消防單位，配合相關單位執行旱災防救相關事宜。 

(二) 其他消防相關事宜。 

(三) 氣象資訊之定期通報。 

六、警察局：督導警察單位執行災區警戒、秩序維護、犯罪偵防等相關事宜。 

七、社會局：依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災時弱勢人口疏散暨社會福利機構撤離計畫，辦理督導社

福機構限水應變事宜。 

八、交通局：協調救災有關運輸事項。 



 

4-300 

九、財政局、主計處：災害防救經費籌措事宜。 

十、主計處：旱災搶救、緊急應變相關經費核支事項。 

十一、 衛生局：災區傳染病監視、醫療救護及衛生管理事項。 

十二、 各機關秘書室：救災人員飲食及後勤供給作業。 

十三、 工務局：災區建築工地地下水使用協調事宜。 

十四、 經發局：協調各工業區管理機關實施各項緊急應變措施相關事宜。 

十五、 自來水公司第一、二、十二區管理處、台北自來水東、西、南、北事業處：災害緊

急供水事項。 

十六、 台電公司：接受台電公司發電調度之各水庫管理機構原水調度執行事項。 

參、 緊急運送 

一、旱災緊急運送以運送生活用水為主，由區公所及自來水事業單位設置臨時供水站，自來

水事業單位設置載水站及負責運水工作，必要時由水利局及消防局載水車支援送水。 

二、本府各分工單位應考量旱災時消防搶救、醫療救護、衛生保健及環境維護等緊急運送措

施，並列為平時督導所轄機關、學校、機構及醫療院所之考核。 

三、視需要請求旱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協調交通運輸單位協助實施緊急運送。 

四、各單位對所轄管水利設施應隨時掌握其運作情形並加強管理，如有損壞應即進行緊急修

護，以確保各用水標的無虞。 

五、為確保生活用水之緊急運送，交通或警察單位得規劃運輸路線實施交通管制，並於實施

前周知民眾。 

肆、 限水期間注意事項 

一、限水地區自來水事業應加強宣導各項節水措施，並設置載水站對大用水戶或限水業者提

供必要之協助，並加強輔導與稽查。 

二、因應自來水用戶停水後管線末端復水時間可能會延緩，自來水事業應事先妥善擬訂復水

計畫，必要時提前供水；另對於高處或水壓不足地區應主動送水、設置臨時供水站或告

知何處取水，並提前公告。 

三、實施夜間減壓供水，管線末端局部地區可能缺水，自來水事業應設臨時供水站，將安置

地點、負責人連絡電話等資訊公佈網站並發佈新聞，及事前完成各項準備工作與通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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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四、自來水事業應加強老舊社區及臨時供水站之水質檢測、加強宣導限水可能對環境衛生之

影響，期間如有發生腸胃道等感染事件應即與衛生單位連繫瞭解原因，以便釐清案情或

立即因應及協助改善。 

五、限水停水期間，應加強宣導及透過媒體提醒民眾應檢查關掉水龍頭，避免復水時水壓不

足發生熱水器瓦斯外漏等事故。 

六、自來水事業實施限水措施時，應規劃對於產業、消防、醫療及其他緊急特殊用水之載水

站。 

七、停水至復水初期，自來水事業應加強宣導，請用戶務必關閉抽水機馬達，避免直接抽水

致自來水管網負壓造成水質污染。 

八、自來水事業在停水期間應加強宣導，對於建築物之自來水進水口低於地面之用戶，務必

關閉水表前制水閥，以避免產生虹吸現象，造成水質污染。 

九、自來水事業應於停水期間加強檢修漏水作業，以減少供水損失。 

十、環保單位應掌握轄內飲用水供水水質狀況，另水庫管理單位及各淨水場應加強水庫集水

區污染監測及自來水水質監測。 

十一、 應勸導並依法管制私自掘井或截水。 

十二、 衛生相關單位應加強餐飲業衛生監督及稽查。 

十三、 林業單位及地方消防單位，應嚴加防範山林火災之發生。 

十四、 建立抗旱專輯網站，將氣象狀況、供水狀況、各水源設施等運作管理情形所採抗旱

對策及實施限水步驟影響範圍、實施期程、載配水站佈點、節水措施及籲請民眾配

合事項等資訊，並設置專用電話及單一窗口予以公開，供民眾及用水戶查詢。 

十五、 應監視市場交易情況，防止因實施限水措施造成民生物資價格異常上漲或藉機囤積、

哄抬物價現象發生，並依法查處嚴懲。 

十六、 其他事項請參考第三編災害防救共同對策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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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復原重建 

一、應考量未來降雨量、目前水庫蓄水量回升狀況，依災區供水情形、地區特性、相關水利

公共設施所屬機關權責與居民之意願等因素，以迅速全面恢復供水為原則，建構復原計

畫，並有計畫實施災區復原及改善工作，在可能範圍內設法簡化有關執行修復或新建工

程作業程序、手續等事項。 

二、自來水事業、區公所應配合執行復原計畫機制。 

三、實施復原及改善措施時，應與當地居民充分溝通，並召開座談會或說明會，瞭解居民之

期望，整合復原方向，形成目標共識。並積極謀求居民之參與，並使其瞭解計畫步驟、

期程、進度等復原狀況。 

四、對於災害期間所施設之各項緊急應變設施，應立即恢復原狀或成立維護管理計畫加以維

護。 

五、為有效推動受災地區綜合性復原與改善，應確實依災害防救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及其施

行細則等相關規定，本移緩濟急原則籌措財源因應。 

六、得請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經濟部協助災後復原及改善等相關

事項。 

七、協商因限水措施而導致暫時失去收入問題，並依相關規定及權責給予適當協（救）助，

必要時得召集會議研議。 

八、旱災發生後，視需要派遣或邀請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進行災情勘查、鑑定，視受災

者需要核發受災證明，權責機關應依相關法令規定予以適當救助，以維持受災民眾基本

生活需求。 

九、其他事項請參考第三編災害防救共同對策第四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