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地震的求生原則有以下幾點： 

一、 加強建築物的防震結構 

  由歷年來大地震的慘痛教訓，我們很容易知道，要減少地震所造成的災害，最重要的就是

要加強房屋、橋樑、和高架道路等建築物的防震結構，包括防震設計，與正確施工過程，這樣

才能減少建築物因為地震而倒塌所造成的災害。  

二、 減少可能的墜落物 

  家中和辦公室中的懸掛物品，例如大座的燈飾，要固定牢靠。高大的櫥櫃最好要固定在牆

上，以免地震時傾倒壓傷家人。重物不要放在高處易掉落的地方。這些措施可以減少地震時重

物掉落打到人的機會。  

三、 充實防火消防設施、以及火災逃生技能 

  平時應準備好滅火器，維護好防火消防設施，以備不時之需，萬一發生地震並引起火災時，

可以迅速妥善地控制火勢。  

四、 準備應急的必需品 

  平時在家中、和辦公室中都要準備好手電筒、電池、乾電池收音機、以及簡單的急救箱。

急救箱中應準備紗布、繃帶、透氣膠帶、棉球、優碘藥水、小剪刀、普拿疼止痛藥、胃藥、以

及其他個人的常用藥。手電筒可以在黑暗中幫忙找到逃生路線。收音機則可以收聽有關地震的

最新訊息，包括那些地方是災區，那些地方發生火災不可接近，或是那些地方可以獲得救援物

資等等。其他例如：飲用水、乾糧、衛生紙、手套、小毯子等也都是很實用的應急必需品。另

外，地震後各個房間的房門，以及緊急逃生門，都可能因為受到地震的作用力產生變形而無法

打開，造成逃生的困難，因此平時也應在室內準備好可以撬開門板的工具，例如鐵鎚，螺絲起

子，長鐵棒等工具。  

五、 地震時要避免被墜落物打傷 

  遭遇地震時的第一個應變原則，就是避免被掉落的物品打傷，因此應立即將手中的東西拿

到頭頂保護頭部，手中沒拿東西也可用雙手保護頭部，接著立刻跑到結構較堅固的地點避難，

例如樑柱旁、牆角、樓梯旁、或是堅固的桌子底下，這些地點可以躲避吊燈、破碎玻璃、傾倒

的櫥櫃等掉落物的傷害。如果在睡覺時遇到地震，立即用棉被保護頭部，這也是不錯的方法。

強震襲擊的時間通常不超過十幾秒鐘，例如一九九五年的阪神大地震，劇烈搖晃的時間祇有十

秒左右，卻造成了巨大的災害，因此地震來臨時，逃生的動作要快。另外，由阪神大地震的經

驗來看，樓房倒塌的情況有一大部分是發生在一樓，因此，住家或辦公室位在一樓的風險是比

較大的，平時就應事先找好合適的避難地點，例如較粗的樑柱旁，以免遇到地震時找不到較好

的避難地點而不知所措。  

六、 若地震時正好在煮菜，應立即關閉瓦斯後才能逃難 

  若未關閉瓦斯馬上逃走，很可能瓦斯爐就會傾倒而引起火災，後果可能會非常嚴重。關閉

瓦斯時則應儘量小心，避免被火、或者熱湯燙傷。等到地震的搖晃較減小時，再由避難地點出

來，將瓦斯總開關，以及電源總開關關閉，以免發生地震後的火災。  

七、 地震時與地震後不可使用電梯 

  地震時和地震後電梯可能會停電，電梯也可能因為搖晃變形，或是機械受損而卡住無法運

作，結果在電梯裏的人可能會被困在電梯中而無法脫逃，所以地震時不可使用電梯。若是搭乘



電梯時突然遇到地震，則要趕緊停在附近的樓層，步出電梯。萬一被困在電梯內，要保持冷靜，

利用對講機與外面的管理人員聯繫，並依照指示等待救援較為安全。除非不得已，千萬不要自

行撬開電梯門，因為這麼做很容易發生電梯間內的墜樓意外。 

 

八、地震時如果正好在公共場所 

  地震時如果正好在電影院、餐廳、百貨公司、高樓、或是大賣場等人多的公共場所，應保

持鎮定，先就地避難，以免被人群推擠踐踏造成傷害。等到地震過後再由太平門、或出口樓梯

依序離開現場。地震後也有發生火災的可能性，這時應注意聽從廣播的指示，並依照火災逃生

的原則疏散逃生。 

 

九、地震時如果正好在車上 

  開車時如果發現車子劇烈搖晃，似乎要失去控制，這表示地震應是五級以上的強震，應慢

慢減低車速，然後向路邊停靠，或是停放到路邊較空曠的地方，並拉起手煞車，打開收音機收

聽地震的消息，確認地震是否造成交通中斷、交通管制、或是交通阻塞，接著再考慮是否可以

繼續開車前進，應該走哪一條道路，或是如何做下一步的動作。不可緊急剎車，因為可能會導

致車輪打滑而失去控制。 

四級以下地震，在火車和巴士上的乘客大半是無法察覺的；乘客若發現火車或巴士搖晃的很厲

害，這時地震的強度可能在五、六級以上了。遇見這種情況，應趕緊蹲下，抓緊柱子或把手，

減少身體被摔向前方而受傷的危險。火車和巴士應會慢慢停下來，在火車內的乘客不要急著逃

出火車，因為在火車外的鐵軌上可能比火車裏面更危險，應冷靜地判斷情況，或是聽從車內廣

播再採取行動。巴士內的乘客則應視情況判斷，可能有需要由車門或逃生門疏散到安全的地方。 

 

十、地震時若是在海邊，應儘速遠離海岸線 

  地震時若是在海邊，應儘速遠離海岸線，向高處逃生，因為地震有可能會引起海嘯，並且

可能在十分鐘至半小時左右來襲。一九三三年發生在日本岩手縣外海的地震，就曾經引起巨大

的海嘯，造成三千多人死亡，房屋六百多棟被沖毀。 

 

十一、地震過後應檢查建築物受損的情況 

  若是建築物出現長而寬的裂縫，應注意建築物會有倒塌的可能性，必要時應撤離有倒塌危

險的建築物。 

 

十二、打開收音機收聽附近的災情，以及因應的救援行動。  

  地震所造成的災害確實是很可怕的，所幸地震的震災都是屬於局部地區性的，而不是全球

性的，因為地球上的地震大部分都是發生在地震帶的附近。地球上有許多地方是沒有地震的，

例如美國的東部與中部，以及北歐等地區，當地的居民終其一生都不曾經歷過「地震」是怎麼

一回事。因此，如果是以「世界末日」的觀點來看，單單祇有地震的震災並不會導致世界末日，

除非地震是由彗星或小行星撞地球所造成的，否則因為地震而導致世界末日的機率很小。 

  由九○年代的全球地震記錄來看，在接近世紀末的年代中，地震的發生頻率似乎並沒有明

顯增加的趨勢，地球本身的地質結構似乎也沒有特別明顯的改變，足以促使地震發生的頻率產

生巨大的增加。因此，可預期的是，在世紀末新世紀之初，並不太可能如某些預言家所說的：

發生許多次密集的大地震而造成世界末日。不過，雖然說大地震不足以造成世界末日，卻並不

代表絕對不可能發生局部地區的大地震，地震災害的求生原則仍是平時就應有所準備的。 

 

 



附件 2 

學校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序 

                                  參考資料來源：內政部、教育部 

情境：搖晃劇烈、站立不穩，行動困難，幾乎所有學生會感到驚嚇、恐慌、高處

物品掉落，傢俱、書櫃移位、搖晃，甚或翻倒。 

一、學生在教室或其他室內：(如圖書館、社團教室、福利社、餐廳等) 

(一)保持冷靜，立即就地避難。 

1.就地避難的最重要原則就是保護頭頸部及身體，並判斷是否有掉落物及倒

塌物。避難地點例如： 

(1)桌子下。 

(2)柱子旁。 

(3)水泥牆壁邊。 

2.避免選擇之地點： 

(1)窗戶旁。 

(2)電燈、吊扇、投影機下。 

(3)未經固定的書櫃、掃地櫃、電視、蒸便當箱、冰箱或飲水機旁或貨物櫃

旁(下)。 

(4)建物橫樑、黑板、公布欄下。 

3.地震避難掩護三要領：趴下、掩護、穩住，直到地震結束。 

4.躲在桌下時，應趴下，且雙手握住桌腳，以桌子掩護並穩住身體，如此當

地震發生時，可隨地面移動，並形成屏障防護電燈、吊扇或天花板、水泥

碎片等掉落的傷害。 

 (二)當地震稍歇時，應聽從師長指示，依平時規劃之緊急避難疏散路線，進行

避難疏散。注意事項如下： 

1.可以用頭套、較輕的書包等具備緩衝保護功能的物品保護頭頸部，並依規

劃路線疏散。 

2.遵守不推、不跑、不語三不原則：喧嘩、跑步，易引起慌亂、推擠，或造

成意外，災時需冷靜應變，才能有效疏散。 

3.避難疏散路線規劃，應避開修建中或老舊的建物或走廊，並考量學生同時



疏散流量，使疏散動線順暢，另外要特別協助低年級及特殊需求學生之避

難疏散。 

(三)抵達操場（或其他安全疏散地點）後，各班導師應確實點名，確 

保每位同學皆已至安全地點，並安撫學生情緒。 

※特別注意事項： 

(一)低年級學生或資源班學生應由專人引導或由鄰近老師負責帶領。 

(二)在實驗室、實驗工廠或廚房，應立即保護頭頸部，找安全的掩護地方依地

震避難掩護三要領就地避難，俟地震稍歇後關閉火源、電源，進行疏散避

難。 

(三)如在大型體育館、演講廳或視聽教室，應注意是否有掉落物，先躲在座位

下並保護頭頸部，等搖晃停止後再行疏散避難。 

(四)在建築物內需以防災頭套或書包保護頭頸部，但當離開建築物到空曠地

後，可不必再以防災頭套或書包掩護，以利行動。 

(五)地震搖晃當中切勿要求學生開門與關閉電源，應於地震稍歇且進行疏散

時，才能實施上述 2項動作。 

二、學生在室外： 

(一)保持冷靜，立即就地避難。 

1.在走廊，應趴下，保護頭頸部，並注意是否有掉落物，當地震稍歇，

可行動時應立即疏散至空地，或避難疏散地點。 

2.在操場，應趴下，避開籃球架，當地震稍歇，可行動時應立即疏散至

空地，或避難疏散地點。 

3.千萬不要觸及掉落的電線。 

  (二)抵達操場（或其他安全疏散地點）後，各班導師應確實點名，確 

   保每位同學皆已至安全地點，並安撫學生情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