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演講 4：跨出災難醫療應變的下一步 

2021年 12月 11日(六) 09:00~10:30 

會場：高雄醫學大學國際學術研究大樓 B2第 203+204會議室 

座長：柯曜平醫師(高雄榮總)、高嘉隆醫師(成大醫院) 

09:00~09:25化災事件應變的馬奇諾防線 

主講人：林鍵皓醫師(台大醫院) 

09:25~09:30綜合討論 

09:30~09:55疫情下災難救護隊演習的衝擊與改變 

主講人：洪佑承醫師(林口長庚醫院) 

09:55~10:00綜合討論 

10:00~10:25特搜醫療教育訓練模式-新北市經驗 

主講人：范傑閔醫師(亞東醫院) 

10:25~10:30綜合討論 

課程簡介 

 化災事件應變的馬奇諾防線 

化學物質緊急事件(以下簡稱化災事件)對於醫療及緊急醫療救護系統來說，是一大挑戰，全台

灣各處幾乎都有可能發生。政府為提昇並強化特殊緊急醫療系統之處理能力，行政院衛生署自 2000

年起，推動毒藥物暨化災急救責任醫院建置，2008 年之後，整合『區域緊急醫療應變中心計畫』，

延續區域內衛生機關化災及輻傷災害管理，然而隨著緊急醫療救護系統及緊急醫療應變系統質量的

提升，台灣的產業轉型以及區域發展的變化，現有的化災醫療應變機制在幾次事件中，雖未掀起大

波瀾，但顯有不足之處，包含到院前的應變資源的整合、化學物質查詢系統的充實、急救責任醫院

的角色與分工，以及長期應變系統的運作支持，這些都有待在緊急醫療最前線，也最具相關專業的

學會，來扮演領頭羊的角色，指引可行的政策方向，推動應變機制的進化。 

 疫情下災難救護隊演習的衝擊與改變 

疫情間社交限縮政策和防疫措施影響了以往 DMAT 演習傳統上的進行方式；本主題回顧了

FEMA 對於『virtual exercise』的實施建議並提供衛福部北區 EOC 舉辦 DMAT 演習應用『virtual 

exercise』的一些經驗，藉此拋磚引玉希冀國內各專家先進集思廣益對於疫情下的演習有更完善的建

議。 

 特搜醫療教育訓練模式-新北市經驗 

2017年 9月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結合新北市數家醫院，成立「新北市災害醫療救援隊」，簡稱新

北市 DMAT，開始了醫護跟隨新北快搜部隊進入災難現場進行醫療救援行動。接下來的相關教育訓

練著重於讓醫護人員體驗局限空間醫療，以及找出雙方合作的最佳方式。2018年花蓮震災，新北快

搜部隊出動，首次有正式醫療組的活動。因應 2021 年消防署進行全國各縣市特搜部隊的認證，新

北快搜部隊醫療組正式規劃一系列的教育訓練，除將編制內快搜 EMT 人員納入外並擴大招訓醫護

人員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