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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重點

• 考量基準C1.2「訂定符合機構住民及需要之緊急災

害持續運作計畫及作業程序」攸關生命安全，爰改

列為重點項目。

• 考量精神護理之家防火安全演練愈趨重要，近年來

透過經費補助，亦已逐步完設其公共及消防安全設

施、設備，故基準面向「C、安全維護及設施設

備」，另規範新增基準「C1.3、落實機構特性之夜

間火災情境演練計畫」，爰面向「C」基準條文總數

由2條增為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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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護理之家評鑑基準項目分類
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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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面向

113年 112年

一般
項目

可選
項目

重點
項目

小計
一般
項目

可選
項目

一級
必要
項目

二級
加強
項目

小計

A.經營管理效能 8 0 1 9 8 0 2 0 10

B.專業照護品質 19 2 0 21 20 6 1 3 30

C.安全維護及設
施設備

2 0 1 3 0 0 2 0 2

D.住民權益保障 2 0 0 2 1 0 0 0 1

E.創新及改革 1 0 0 1



• 評鑑構面為5大項，共36條

基準面向
A.經營管
理效能

B.專業照
護品質

C.安全維
護及設施
設備

D.個案權
益保障

E.創新及
改革

一般項目 8 19 2 2 1

可選項目 0 2 0 0 0

重點項目 1 0 1 0 0

小計 9 21 3 2 1

精神護理之家評鑑條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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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之條文，有下列3種分類方式：
V 一般項目：共計32條。
V 可選項目：共計2條，機構若未收治相關狀況之住民，該評鑑項目得免評，

於級別欄位以「可」字註記。
V 重點項目：共計2條。



C.安全維護及設施設備（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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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疏散避難系統及等待救援空間設置

(1/4)
評分說明

1.確保自動撒水設備及119火災通報裝置功能正常。
2. 樓梯間、走廊通道及緊急出入口、防火門等避難動線應

保持暢通無阻礙物，並依避難安全需求，易被堆積物品
之處設有保持淨空之標示或告示。

3. 逃生路徑為雙向（其中具有1座以上安全梯及2個以上不
同方向之避難途徑）；於主要出入口、玄關及安全梯側
張貼逃生避難平面圖。

4.避難逃生路徑通過之防火區劃，其防火門應維持關閉，
或應能連動火警探測器自動釋放關閉，且不需鑰匙可雙
向開啟。

5.各樓層設有2個以上不同避難方向之等待救援空間，
且：
(1)等待救援空間規劃，應考量救援單位介入的可及性。
(2)等待救援空間須有一定防火性能及足夠之防煙能力。
(3)各等待救援空間須有足夠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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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
E.完全不符

合。
D.符合第1,2

項。
C.符合第1,2,3

項。
B.符合第
1,2,3,4項。

A.完全符合。



C1.1疏散避難系統及等待救援空間設置

(2/4)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文件檢閱
檢閱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檢查申報書、消防安全
設備檢修申報書等檢查合格文件及防火避難設施
自主風險檢查重點紀錄表與改善計畫。
實地察看
察看機構逃生避難圖且有雙向逃生路徑應懸掛於
明顯適當位置及不需鑰匙可雙向開啟之防火門。
現場訪談
訪談3位機構人員，包含：防火管理人、現場指揮
官（3個月內曾輪值大夜班之護理人員）、照顧服
務員或外籍看護工，有關避難逃生路線及等待救
援空間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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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逃生避難平面圖
宜有適當大小且
能清楚標示現在
位置及符合現場
方位。

2.有關基準說明3
之規範，住房不
適用。



C1.1疏散避難系統及等待救援空間設置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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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委員共識
1.基準說明1，機構平時應確保自動撒水設備及119火災通報裝置功能正常。
2.基準說明3，平面配置圖宜有適當大小(適當大小為60*60公分以上，且

為固定型)，且能清楚標示現在位置，及符合現場方位。
3.基準說明4，常開式防火門與火警連動自動關閉係指與防火門兩側的火

警探測器連動關閉。若機構防火避難設施未有上述情形，委員可註記風
險、建議機構改善，而非扣分。

4.基準說明5，各樓層設有2個以上不同避難方向之等待救援空間，不含避
難層。

5.基準說明5(1)，可及性為消防單位可從內、外部進入起火樓層可接近空
間（如面臨馬路側的空間、緊鄰安全梯側的空間）。

6.基準說明5(3)，足夠面積係指各樓層可收容最多住民的住房所需要面積
（例如：六人房須有六人的空間）。

7.現場訪談，針對值大夜班護理人員訪談內容，增加自動撒水設備及119
火災通報裝置操作要領。



C1.1疏散避難系統及等待救援空間設置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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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改善事項

1.主要逃生出入口處應有具閃滅或音聲引導功能之出口標示燈設備。

2.防火門應能連動火警探測器自動釋放關閉設置。

3.緊急出入口之管制門需鑰匙才能開啟，造成服務對象無法第一時間順利

避難，具風險性。



等待救援空間及機構疏散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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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區劃



樓層平面圖應與所在空間方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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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和頌長照社團法人附設桃園市私立和頌住宿長照機構（2020.09.04）

樓層平面圖應為固定式非連貼式



評分說明

1. 對於火災、風災、水災、地震、停電、停水等
緊急災害，訂有符合機構與災害特性之緊急災
害 應 變 計 畫（Emergency Operation Plan,
EOP）與作業程序。

2. 明確訂定各樓層住民疏散運送之順序與策略。
3.訂有機構用電安全管理規範，落實執行並有紀
錄。

4.火災緊急應變流程應針對大夜班有限人力下，
無法如白班自衛消防編組分工之事實，另訂可
有效執行之火災時緊急應變作業事項。

5.火災情境設計納入縱火及機構之下方樓層或相
鄰場所（非機構立案面積場域）起火可能被波
及等不利但合理化發生之火災應變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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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項目

評分標準

E.完全不符合。
D.符合第1,2項。
C.符合第1,2,3項。
B.符合第1,2,3,4項。
A.完全符合。

C1.2訂定符合機構住民及需要之緊急災

害持續運作計畫及作業程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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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緊急災害應變計畫應包括：
1.風險評估及脆弱度分析（含
災害潛勢分析）。

2.完備之緊急聯絡網及災害應
變啟動機制。

3.適當的人力調度、緊急召回
機制及後送安置機制。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文件檢閱
1.查閱機構相關EOP作業計畫緊

急應變辦法及流程。
2.查閱機構用電安全管理規範，
包含：每月用電設備自主檢核
表、每半年委請合格之用電設
備檢驗維護業者針對高低壓設
備檢測報告（含紅外線影像報
告）。

C1.2訂定符合機構住民及需要之緊急災

害持續運作計畫及作業程序(2/4)
重點項目



C1.2訂定符合機構住民及需要之緊急災

害持續運作計畫及作業程序(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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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委員共識

1.緊急災害應變計畫書有關基本環境特性，應包含機構本身

面臨災害潛勢特性及危害風險因子脆弱度高低等資訊，

並定期檢視調整災害潛勢及脆弱度分析。

2.文件檢閱，用電維護業者須為經濟部能源署檢測廠商合格

名單，高低壓設備檢測報告需有廠商及甲級技師核章，

且委託廠商登記維護範圍應含括機構所在縣市（廠商營

業登記為離島者，不在此限）。（可參考：用電設備檢

驗維護業-合格資料查詢-合格電器承裝檢驗維護業資料查

詢系統（ https://www.eims -

energy.tw/ecem_public/MAIN.aspx ）。

重點項目



C1.2訂定符合機構住民及需要之緊急災

害持續運作計畫及作業程序(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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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改善事項

1.緊急召回機制應有啟動人員及聯絡網之制定。

2.應加強住民疏散並落實人力調度之機制。

3.應落實外籍照顧服務員之火災情境教育訓練（如：火災擴大風險辨識

及滅火器使用時機）。

重點項目



C1.3落實機構特性之夜間火災情境演練計畫

(1/2)

評分說明

1.辦理住民及工作人員針
對情境式火災風險辨識
與溝通之教育訓練。

2.訂定符合機構特性之夜
間演練計畫。

3.落實辦理夜間演練計
畫，並有相關紀錄（含
照片）。

4.針對夜間演練計畫有檢
討改善，並有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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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文件檢閱
查閱演練及檢討紀錄（含照片）。
現場測試
1.夜間火災緊急災害應變情境模擬演練及
測試。

2.演練人員應以經常性輪值大夜班人力為
原則，包含機構護理人員、照顧服務員
及外籍看護工（若機構聘有），並將外
籍看護工納入任務編組（夜間值班人員
需參與）。

3.火警受信總機不在精神護理之家立案範
圍者，情境式演練過程中使用119火災
通報裝置、內線電話通報總機或中控室
不通時，應有直接通報119的動作。

評分標準

E.部分符合。
C.符合第1,2,3項。
A.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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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落實機構特性之夜間火災情境演練計畫

(2/2)
112年委員共識
1.住民可加入緊急災害應變情境模擬演練及測試作業，若疏散臥床住民可

以使用機構工作人員進行模擬（利用平面圖標註住民的屬性，如：投藥
無法喚醒、長期臥床、使用輪椅、行動緩慢等），應以該房實際住民特
性進行演練。

2.住民如日間可自由活動，但夜間需服藥而失去自力避難能力者，需納入
緊急災害應變情境模擬演練及測試作業考量。

3.現場測試與演練目的
(1)辨識參演人員相關緊急應變作為，有何極可能失敗/ 無效的風險。
(2)演練/ 測試結束後，由評鑑委員與機構參演者、負責人或防火管理人

或實際經營者，透過現場時空情境，回溯演練操作過程，指導大家辨
識風險因子。

(3)評鑑委員對導致演練失敗/ 無效的關鍵風險因子做成書面提示，使機
構負責人與管理人據以召集相關人員與諮詢專家，溝通出可行有效的
改善方案，進行追蹤檢討。

4.現場測試(3)，火警受信總機不在精神護理之家立案範圍者，係指「該火
警受信總機，不在機構立案範圍內或非24小時有值班人員之處所」。



程 序 時間分配

（一）參演人員介紹（確認確實在機構服務）
（最近3個月有值夜班）

3～5分鐘

（二）機構演習流程簡介，應包含：
1.機構環境特性與防火區劃、等待救援空間
2.火災災害情境說明（評鑑委員擇定）
（請機構規劃3個不同樓層不同方位的住房）

5分鐘

（三）演練作業與檢討
1.演練作業
2.機構火災風險辨識及溝通

20分鐘

時間總計 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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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方式及時間分配表

夜間火災緊急災害應變情境模擬演練及測試作業

註：請受評機構依進行方式及時間分配表進行，機構負責人、防火管理人請全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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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演練
目標

災害風險
辨識及
溝通

架構

1.瞭解機構軟硬體安全措施之實際性能為何？
2.評估機構在深夜/護理、照顧服務人力較少的情況下，如
何以現有防減災/應變對策及作為，侷限災害危害範圍並
提高住民存活度，以發揮其最大效能。

說明

透過所擇定代表性情境演練，檢視腳本中記載分工應變事項
之合理性、可及性及有效性，並註記風險因子及應注意事項。

夜間火災災害情境緊急應變模擬演練及測試計畫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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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模擬
情境

架構

第1種狀況
O年O月O日凌晨2：00，因
住民縱火引發多人住房火災。

說明

第2種狀況
O年O月O日大夜班時段，多人住房
因電器設備引起火災。

演練
設定

請機構提供二個設定最不利但合理的演練空間，設定起火5分鐘內
該機構能及時通報，及起火6分鐘內自助控制火勢範圍/提高住民存
活度之各項緊急應變作為（以該棟建築自助人力之評核為限，不演
練機構外之緊急召回部分）。

演練
內容

較不利之災害地點及情境設定、火警確認與通報（內、外部）、有
利於住民照護品質與人身安全之（避難疏散、初期滅火、侷限火煙
等）緊急應變作為合理性/有效性評量。

夜間火災災害情境緊急應變模擬演練及測試計畫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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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 說明

救災
資源

動員支援人力、緊急應勤裝備及救援器材、消防設備、關鍵物資
與等待救援空間、外部臨時疏散集結地點等數量與分布位置

輔助
圖表

災害示意圖（如火災位置圖）、災情模擬圖（如火災波及區域
圖）、就地避難據點、水平避難據點、疏散避難動線圖、外部救
災及醫療資源分布圖（鄰近消防機構、醫院及護理機構分布地
圖）、夜間起火樓層每一住房住民行動能力［如：無行動能力或
難以喚醒、行動緩慢或不便、可自由行走（含行為失序）等三類］
分布圖。

夜間火災災害情境緊急應變模擬演練及測試計畫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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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
事項

事項內容

演練
場地

1.彙報場地請安排於樓層交誼區（樓層由環境安全領域委員決定）
2.口頭彙報（以3分鐘為原則）不需筆電、投影
3.非相關人員先清場（住民、家屬、訪客、志工等）
4.環境安全領域委員當場指定演練情境及住民寢室（4-6人房）

參演
人員

1.防火管理人：負責演練彙報、過程觀察及演練檢討，不得參與實際演
練。

2.演練人員：近三個月有經常輪值大小夜班之護理人員及照顧服務員
（排除長期白班人員），以大夜班正常排班人數為上限，且包括外籍
看護工，不宜安排前一日或當日夜班人員。

3.支援人員：其它樓層（或宿舍）護理人員或照顧服務員，人數不得超
過演練人數1/2。

4.模擬住民：由機構安排員工模擬行動遲緩及難以喚醒者，功能較好之
住民則以步行疏散為主，難以喚醒者之住民比例應占1/2以上。

演練
時間

10分鐘（環境安全領域委員決定）

評鑑火災災害情境緊急應變模擬演練準備事項
(1/2)

建議：指派1人工作人員模擬動態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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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
事項 事項內容

觀察
重點

第1種狀況： RACE（救援撤離、立即通報、火煙侷限、初期滅火）、
住民疏散、緊急通報、人員處理、持續照護第2種狀況：

評鑑
人員
分工

1.環境安全領域委員：下達情境、控制演練時間、全程觀察、起火點及疏
散運送住民優先順序、參與檢討

2.管理領域委員：觀察值班護理師在護理站及疏散動線採取以下動作
(1)是否察看火警受信總機，確認樓層起火空間。
(2)是否察看使用緊急廣播設備，進行廣播。
(3)是否察看119火災通報裝置是否確實撥出，並視實際狀況決定接聽來

自119確認電話
(4)是否致電或簡訊通知機構外部人員
(5)與其前往起火樓層及其空間，並觀察疏散動線是否暢通無阻礙。
3.醫護領域委員：起火住房到等待救援空間過程中，照護品質作業觀察
(1)待在起火點：疏散運送過程中是否提供不同特性住民適當保護措施、

滅火過程中是否降低或減少對住民傷害。
(2)等待救援區：是否對抵達救援空間住民持續安撫、提供必要醫療措施、

清點住民及工作人員數、是否備有工作車(台)及治療車。

評鑑火災災害情境緊急應變模擬演練準備事項
(2/2)



火災災害情境緊急應變模擬演練及測試評核表
(1/3)

評核必要項目 對照基準與佐證文件
1.訂有合宜之情境演練目的及目標(含風
險辨識註記及脆弱度分析)
(1)風險辨識
(2)脆弱度分析

C1.2基準說明1：對於火災、風災、
水災、地震、停電、停水等緊急災害，
訂有符合機構與災害特性之緊急災害
應變計畫（Emergency Operation P
lan, EOP）與作業程序。

佐證文件：
EOP作業計畫緊急應變辦法及流程

2.正確啟動緊急應變機制(RACE)及自衛
消防編組(以該棟建築自助人力之評核
為限，不演練機構外之緊急召回部分)
(1)火災初期RACE的操作
(2)啟動時機與啟動層級
(3)自衛消防編組人員召集與任務下達

C1.3：「落實機構特性之夜間火災情
境演練計畫」。

佐證文件：
緊急災害應變演練過程、演練及檢討
改善紀錄（含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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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災害情境緊急應變模擬演練及測試評核表
(2/3)

25

評核必要項目 對照基準與佐證文件
3.災害現場人員(含護理/外籍照護員)適當應
變與通報(內部、外部)
(1)應變：初期滅火、侷限火煙、就地避

難、疏散動線安全確保、水平疏散、人
員清點、住民持續照護、安全管制（電
力、氣體、電梯管控）、消防人員引導
及指揮權交接、住民後送登錄及管制

(2)通報：
a.內部(火警警鈴及緊急廣播系統或內部
廣播系統操作)

b.外部(正確通報119時機及報案內容)

C1.2基準說明2：明確訂定各樓層住
民疏散運送之順序與策略。

佐證文件：
1.避難平面圖
2. EOP作業計畫緊急應變辦法及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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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必要項目 對照基準與佐證文件
4.整體情境演練達成住民安全及照護品質，
相關輔助工具、文件妥善運用，及演練
後之檢討過程與相關記錄
(1)有效演練：
a.現場人員緊急災害應變即時性
b.消防安全設備與緊急應勤裝備器具
有效性及可及性

c.空間及疏散動線安全性
d.住民照護品質持續性

(2)輔助圖表：樓層平面圖、住民清冊、
住民後送登錄管制表

(3)演練檢討：演練過程的記錄、稽核與
檢討

C1.3「落實機構特性之夜間火災情境演
練計畫」。

佐證文件：
緊急災害應變演練過程、演練及檢討改
善紀錄（含照片）

火災災害情境緊急應變模擬演練及測試評核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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