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人：臺南市政府災害防救辦公室 

                侯俊彥參議 

                105年 11 月4 日 
 

臺南0206地震維冠金龍大樓 

救災復原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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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轄內計有觸口斷層、木屐寮斷層、六甲斷層、左鎮斷層、新化

斷層及後甲里斷層等6條活動斷層 
• 鄰近亦有高雄市旗山斷層與本市相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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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2月6日3時57分，發生芮
氏規模6.6地震，震央位於高雄市美
濃區、即屏東縣政府北偏東方27.1
公里處，深度14.6公里，本市最大

震度為新化測站7級。 

二、0206地震災害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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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區別 男 女 小計 

永康區 62 53 115 

歸仁區 1 1 2 

合計 63 54 117 

(一)死亡人數：0206地震造成罹難117人 
                          (永康維冠金龍大樓115人，歸仁區2人) 。 

(二)受傷人數：0206地震受傷住院人數計501人。 

受傷 

台南市醫 永康奇美 安南醫院 成大 

74 107 39 93 

佳里奇美 柳營奇美 郭綜合 麻豆新樓 

8 24 18 17 

新化分院 台南高榮 台南新樓 衛部南 

38 23 4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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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物毀損: 
            臺南市建物毀損通報5,387件、

經評定為紅單標誌有250件、黃

單標誌有329件。全市危險建築

物(危及公共危險)需進行拆除工

作共計14件，都己拆除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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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別 項目 影響數目 
搶修完成 
(戶、處) 

備註 

臺南市 

自來水 40萬 40萬 105年2月24日24:00修復。 

電力 17萬 17萬 105年2月7日24:00修復。 

瓦斯 1272 1272 105年2月25日24:00修復。 

臺南市 
電信(市話) 1248 1248 105月2月9日09:30修復 

電信(基地台) 140 140 105月2月8日07:14修復 

（四）維生管線： 
1、電力：強震造成區域性停電，主要供電線路未受影響，地震累積曾

經停電戶數約17萬戶。 
2、自來水：包含位於永大路維冠金龍大樓倒塌位置正下方的管線及新

化區忠孝路部分幹管(約1Km)嚴重受損，影響約40萬戶。 
3、電信(市話)：1248戶市話故障。 
4、電信(基地台)：140個基地台因停電而中斷服務。 



發生土壤液化安南區、北區、中西區、新市區及永康區等5個行政區，
全市總共通報件數926件，因土壤液化受損計有466件。 

臺
南
市
土
壤
液
化
災
害
點
位
分
佈 

(五)引發土壤液化災情: 

安南區惠安街161巷 

中西區文和街 

新市區三民街50巷10弄 

安南區溪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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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0206地震應變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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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永康區永大二路129號為前進指揮所 

• 警戒區範圍 
• 災害警戒封鎖 
• 場所空間規劃 

捐贈物資場所設立 
搶救人員休息場所 
市府服務站 
家屬服務中心 
家屬休息區 
媒體中心 
檢傷區 
流動廁所 
罹難者大體後送&相驗(殯儀館) 

• 電信行動基地台架設-臨時救難電話 
• 照明設備 
• 發電機 
• 場所設備提供  
• 場所空間分布圖製作與公告 
• 後勤補給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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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局處執行災害應變工作： 

• 人命搜救（消防局) 

• 設立檢傷站(衛生局&消防局) 

• 警戒區管制（警察局） 

• 捐贈物資作業(社會局) 

• 家屬服務中心(民政局&區公所) 

• 新聞發布(新聞及國際關係處) 

• 罹難者大體後送場所(民政局&公所) 

• 災區屍體相驗場所(警察局&衛生局) 

2/8  

啟
動
「
大
鋼
牙
作
業
」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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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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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0

2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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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2/14 

3:00 

永
康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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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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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
通
車 

四、0206地震應變歷程(續) 

• 警戒區範圍 
• 災害警戒封鎖 
• 場所空間規劃 

捐贈物資場所設立 
搶救人員休息場所 
市府服務站 
家屬服務中心 
家屬休息區 
媒體中心 
檢傷區 
流動廁所 
罹難者大體後送&相驗(殯儀館) 

• 電信行動基地台架設-臨時救難電話 
• 照明設備 
• 發電機 
• 場所設備提供  
• 場所空間分布圖製作與公告 
• 後勤補給 

20:00 

2/6  

臺
南
市
前
進
指
揮
所
成
立 

5:10 7:0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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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物拆除-維冠金龍大樓 

救災時序 

105/02/06 
03:57 AM 

105/02/06 
12:00PM 

105/02/09 
03:57 AM 

105/02/13 
03:57 PM 

105/02/14 
03:00 AM 

105/02/15 
01:00 AM 

初期 
8小時 

黃金 
72小時 

拆解 
180小時 

拆除 
192小時 

搶通 
216小時 

1. 關閉自來水、電力及天然氣管線 
2.穩定建築物 
3.國軍及各縣市搜救單位陸續抵達執行緊 
   急搜救 

1.小規模拆解，重點活體搜救 
2.整合各搜救單位規劃4面救災搜救路線    
   並整備4面救災路線所需機具 

1.大鋼牙出動，活體大體搜救 
2.每部大鋼牙配合至少1名搜救人員 

1.大規模拆除 
2.搜救行動準備結束 

1.完成道路復原通車 
2.執行後續地下管線復原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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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物拆除-維冠金龍大樓(續) 



西 

北 南 

東 

0213 08:00 0206 08:00 

0214 07:00 0215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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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創新作為:維生管線圖資運用 

調閱週邊公共管線圖資 
確認危險性管線分佈 

 
 

確認實際受災情況 

召開現地管線協調會 

現場標示各類管線位置 

重點區域優先緊急搶修 

各類管線依序修復 

維生管線 
受損嚴重 

災情處理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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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區維冠大樓下方管線圖資 

Φ50mm 

Φ3 〞 

Φ3 〞,5 〞,6 〞 
Φ150mm 
(黑色鋼管) 
Φ100mm 
(黃色PE管) 

Φ1,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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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手機APP查詢圖資加速協調效率 

現場利用手機APP展示圖資並進行討論 

崑大路下地人孔及管線亦利用手機APP
比對現地地形物可迅速找出 

完成查詢時間2小時 

完成查詢時間10分鐘 

15 



 2.7召開「維冠金龍大樓開挖搶通及後續管線搶修協調會」 

 2.9自來水公司南區工程處進行崑大路明管佈設 

 2.16~2.24(約搶修9天)自來水公司進行永大路二段維冠金
龍大樓自來水管(2,000mm)搶修 

 

地下管線清查及施工界面整合(1/3) 

現場各管線單位協調 16 



 2.25~3.5(約搶修10天)其他管線【中華電信(光纖管及用戶管)，
台電公司台南區處（低壓管），台電公司嘉南供電處（高壓管
），大台南天然氣(中、高壓管)，自來水永康服務所（150mm
及300mm用戶管），寬頻管，農田水利會(給水管)、水利局(雨
水管)、交通局(號誌管)、永康區公所(路燈管)】 

崑大路明管緊急供水工程 永大路二段自來水幹管搶修 

地下管線清查及施工界面整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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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按順序進場修復 

105年3月5日管線單位修復完畢 

地下管線清查及施工界面整合(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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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地震搶救特點 

臺南市道路挖掘行動查
報系統APP圖資查詢充
分展現其便利性，比起
查詢紙本圖資更有效率 

充分運用LINE 「大臺南管
線群組」聯繫，臺南市各
管線單位齊心協力無私互
助，並即時傳送照片釐清、
回報進度及狀況 

管線單位配合派員 

駐點以隨時配合 

現場搶修作業 

管線圖資進行搶救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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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震後應加強公共建物耐震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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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玉井工商 105年0206美濃地震 

未補強：玉井國中 
99年0304甲仙地震 



七、震後應加強公共建物耐震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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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玉井區公所 未補強：山上區公所 

善化區公所 南化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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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經驗分享與回顧 
(一)指揮體系清楚，指揮官勤勇坐鎮 

        災害發生後不久，賴市長於4:10抵達災害應變中心，指

示一級開設。隨後維冠大樓現場成立指揮中心，市長親自重

鎮，隨時接受四大工作面的回報，每2-3小時即巡視現場一

圈。每天一至兩次指揮中心共商救難策略以及人員機具的配

合方式。救災如作戰，市長親自坐鎮有助於穩定軍心，直接

協調與決策，是本次救災效率得到肯定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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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場救難分工，人工與機具搭配得宜 

        災害之初，救難隊伍冒險進入現場，為顧及人員安全多使

用手機具以人工方式處理，但速度緩慢且救難隊伍一再反映無

法再深入救人。因此，在災後36小時，市長即指示工務局準備

好大鋼牙以局部破壞以增加救難人員進入的孔道。若發現生命

跡象時，大鋼牙即全面暫停。也因為這個策略，過程中達到三

沒有：沒有造成救難人員受重傷、沒有造成建築物的崩塌、也

沒有一個大體受到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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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啟動支援協助機制，第一時間投入 
最大救災能量 

1.本次救災，市府快速啟動相互支援協定機制，第一時間請求中

央、國軍、民間救難團體及各縣市支援救災人力及裝備，讓大

量的搜救人力能快速進入災區進行人員搶救的工作，減低生還

者在災區受困的時間。 

2.無線電中隊的進場提供災區通訊管道的暢通，同時提供現地通

訊強大的軟硬體後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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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啟動救災指揮與整合管理(CCIO)機制， 
使人命搜救更有效率 

1.消防局於第一時間於受災大樓分四面搶進救災，加速生還者被

救出的時間，也大幅提升災後生還者存活的機率。 

2.救災現場分由四個大隊長進行災區控管與人員調度，對於搜救

人力的運用與指派更加有效率；南、北兩側分由兩位副局長進

行第一線搶救策略的訂定也加速整體救災速度。 

3.由於無線電分流機制，使指揮官與各面救災無線電頻道不互相

干擾，救災指令可清楚下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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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建築物內的可能居住人員，透過戶政、民政、警察、

消防及媒體管道進行現住人口的確定，且於搜救過程不斷更新，

充分掌握災區受災人數極可能受困區位，逐步建立各樓各棟各

戶可能受困人員，加速整體搜救策略的規劃與救援行動的推進。 

充分掌握所有受災民眾資訊，於搜救過程中無任何受災人員失

蹤，所有大樓住戶均被救出或尋獲。 
 

(五)迅速掌握受困人數及地點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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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多管道協助媒體，提供正確資訊傳播 

         大量媒體湧入災區，必然不斷需求新的災情資訊，若未妥

善處理反而可能成為救災的困擾。因此，除了拉起封鎖線管制

媒體活動的範圍外，更重要的是指揮中心建立多重管道持續提

供訊息，大致有三種：最直接的是市長受訪或主動召開記者會；

其次是新聞處主動發佈新聞稿；三是與現場記者建立LINE群組。

這三個管道加上記者來電詢問，大致上可以滿足媒體報導的需

求，也避免錯誤資訊的流傳徒增不必要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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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時舉辦家屬說明會，每天上下午各一次，定期向家屬報告救    
   災進度、執行方式以及服務項目等，更重要的則是讓家屬直接 
   詢問，甚至宣洩情緒。 
3.建立一對一的社工服務，此部份由社工協助，讓家屬得到穩定 
   的行政協助，同時也是未來重建階段不可或缺的陪伴者。 
4.善用網路工具，建立LINE群組，不定期地主動在上面提供訊
息，也針對留言提供回答。此一工具延續到重建階段，仍然是
災民相互聯繫或接收市府訊息的重要管道。 



35 

(七) 安撫災民家屬，提供資訊減緩焦慮 

        救災的主要仼務就是救人，除了受陷者之外，受陷者的親
友也是救災應照顧的對象。因此，救災單位應體認到這些親友
實處於非常的狀態，應該極力安撫給予特別的關照。此次對家
屬的照顧，有四項措施： 
 
1. 設置家屬休息區，這是絕對必要的，且其區位應有所考量，   
    應與災難現場有一定的距離避免激動的家影響救災工作，但   
    又不能太遠，致使家屬不願意使用。配合休息區同時設置行 
    政服務的窗口(社工人員進駐)，可就近提供協助，也可掌握家 
    屬動態。  



九、結語 

(一)「大地無情，人間有愛」，0206地震造成117人罹難，

其中有19位(國小、幼兒園)來不及長大的天使，在這場災

難折翼，讓人鼻酸。 

(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人命搜救過程，沒有讓搜

救人員因搜救受傷、所有受困市民全部找到，包括罹難大

體都能完整移出。不論使用的工法與參與人員都展現對生

命、大體最高的尊重。 

(三)感謝每一雙參與救災的手及每一顆愛心與付出，市府團

隊在經驗中謙卑學習，以堅定的信心，進行後續復原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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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受難者致哀  
            向救難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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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恭請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