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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國海岸防衛隊為全球先進海域執法及搜救之專責機關，具備先進搜救技

術  設備及完善之搜救體制，為學習美方長久以來建立之搜救制度與作業模式，

並強化本署所屬同仁專業技能  廣儲菁英人力，本署自 98 年起陸續選派人員赴

美參加 「海事搜救規劃班(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Course)」。 

    該課程主要係訓練海上及岸際搜索之計畫技能，主要培養學員於利用

SAROPS 系統於應處搜救案件過程中，熟悉「事件獲報」 「初期行動」 「搜索規

劃」及「任務總結」各階段分工與執行重點，並利用電腦輔助系統綜整規劃搜

救任務，有效優化搜救執行效率。 

    本期訓練學員共 13 名，均為國際學生，除我國外另有來自德國及馬爾他之

學員，具有不同海 空軍及搜救指揮中心之實務經驗。課程內容由資深或退休

美海巡人員於課堂上授課及分享經驗，除瞭解美國海岸防衛隊最新的搜救處置

方針 可運用的搜救資源及各式系統介紹外，亦透過情境模擬指導學員選擇合

適之搜救處置方法，增進處置經驗及技巧，培養學員針對案件判讀之能力與靈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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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美國海岸防衛隊基本架構 

一 簡介 

    美國海岸巡防隊（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USCG）是美國八個聯邦制

服部隊之一，專責處理各類海事執法事宜及執行聯邦管制規定，平時受國土安

全部管轄，如有需要美國總統可下令部隊移交美國海軍指揮，國會亦有權在戰

時下達相同命令。美國早期歷史並沒有專責海上事務的組織，後來考量有關機

關間權責不清，致無法有效執行聯邦任務，才由五個聯邦機關合併組成，他們

分別是緝私船隊 海上救生隊 航務局 輪船檢查局及燈塔局，現在的美國海

岸巡防隊傳承各原單位特有精神，成為具多元執行任務，且是唯一被國會授權

於和平時期扮演執法角色的準軍事組織，也是美國第五個軍種，肩負國土防衛

之責任。 

    海岸防衛隊是主要聯邦機構，負責美國港口和內陸水道的海上安全和環境

管理，其任務範圍涵蓋超過 95,000 英里的美國海岸線，覆蓋 450 萬平方英里

的美國專屬經濟區 (EEZ) ，具有超過 5 萬名成員， 259 艘巡防艦  200 架航空

器以及 1,600 多艘船隻組成1 。地面和空中資的的運運制制權歸屬於個個海岸 

衛隊地理區域（太平洋和大西洋） 九個海岸 衛隊區域以及位於全國戰略港口

的 37 個部門。2 

二 搜救資源 

(一)大型艦船 

大型艦船通常超過 65 英尺（約 20 米），能進行遠程巡航和長時間執

勤，主要用於遠洋巡邏 執法及複雜搜救任務。 

1. 國家安全艦（National Security Cutter, NSC）：11 艘 

⚫ 長度：418 英尺（約 127 米） 

⚫ 噸位：約 4,500 噸 

⚫ 功能：遠洋巡邏，配備先進指揮系統。 

2. 遠程巡邏艦（High Endurance Cutter, HEC）：2艘（逐步退役中，逐

漸由 NSC 取代） 

⚫ 長度：378 英尺（約 115 米） 

⚫ 噸位：約 3,300 噸 

⚫ 功能：長距離巡邏及複雜搜救任務。 

3. 中程巡邏艦（Medium Endurance Cutter, MEC）：約 28 艘 

⚫ 長度：210 至 270 英尺（約 64 至 82 米） 

⚫ 噸位：約 1,800 至 2,000 噸 

 
1 美國海岸防衛隊 https://www.uscg.mil/About/Assets/ 
2 美國海岸防衛隊 https://www.uscg.mil/About/Force-Laydown/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9C%9F%E5%AE%89%E5%85%A8%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9C%9F%E5%AE%89%E5%85%A8%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7%B8%BD%E7%B5%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6%B5%B7%E5%86%9B%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5%9C%8B%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A%96%E8%BB%8D%E4%BA%8B%E7%B5%84%E7%B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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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中距離巡邏及多樣化搜救任務 

4. 87 英尺海洋守護級巡防艦（87-Foot Marine Protector Class WPB, 

CPB）：73 艘 

⚫ 長度：87 英尺（約 26.5 米） 

⚫ 功能：沿海區域的快速反應與日常巡邏 

5. 110 英尺島嶼級巡防艦：41 艘（逐步退役中，由 FRC 取代） 

⚫ 長度：110 英尺（約 34 米） 

⚫ 功能：中短距離巡邏與搜救任務 

6. 140 英尺破冰船（140-Foot Ice-Breaking Tugs, WTGB） 

⚫ 功能：破冰及極地環境下的搜救任務。 

(二)小型巡防艇 

小型艦船主要用於沿海和近海的快速反應搜救任務，長度通常在 65

英尺（約 20 米）以下，靈活且速度快。 

1. 快速反應艦（Fast Response Cutter, FRC）：65 艘 

⚫ 長度：154 英尺（約 47 米） 

⚫ 噸位：約 360 噸 

⚫ 功能：高速近岸巡邏及搜救。 

2. 47 呎動力救難艇（47-Foot Motor Lifeboat, MLB）：107 艘 

⚫ 長度：47 英尺（約 14 米） 

⚫ 功能：惡劣天氣救援，具高耐波性。 

3. 52 呎巡防艇（52-Foot Heavy Weather Special Purpose Craft, HWX）：

4艘 

⚫ 功能：專為惡劣天候設計，適合沿岸救援。 

4. 41 呎多功能巡防艇（41-Foot Utility Boat, UTB）：126 艘(逐步退

役，由 RB-M 取代) 

⚫ 功能：專為惡劣天候設計，適合沿岸救援。 

5. 自動扶正艇（Response Boat Medium, RB-M)：174 艘 

⚫ 功能：具自動扶正設計，適合惡劣條件下的救援。 

(三)空中資源 

包括直升機和定翼機，能快速覆蓋廣大區域，在遠海或偏遠地區的搜救

中至關重要。 

1. H-65 Dolphin 直升機：98 架 

⚫ 功能：短距離及近岸救援。 

2. H- 60 Jayhawk 直升機：45 架 

⚫ 功能：中距離救援，垂直搜救。 

3. HC-130J 長程搜救機：22 架 

⚫ 功能：長距離飛行，搜索大範圍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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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C-144 Ocean Sentry 巡邏機：18 架 

⚫ 功能：多用途巡邏與搜救。 

(四)其他政府機關資源 

除美國海岸防衛隊自有資源外，其他政府機關亦提供支持，這些資源有

助於補充和擴展的搜救能力 

1. 州立海事部門 州立魚類及野生動物部門 

⚫ 功能：在地支援 船艇及人員參與搜救。 

2. 消防部門  察或州 部門 

⚫ 功能：提供消防船 巡邏艇及緊急支援。 

3. 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 功能：提供軍用直升機及醫療後送支援。 

貳  訓練目的 

    依據 海海岸巡防法 第三條規定 ，「海上救難」 「海洋災害救護」係本署掌

理之執行事項之一，身為我國海難搜救之執行單位，早期當我國海難發生時，

本署為能儘快瞭解事故搜救標的位置，針對風向 海流 最後位置 發生時間

長短等，僅能以人工進行運算模擬漂流位置，惟往往只能單點計算，而算出可

能漂流的點，不僅耗時 運算點少，且在不同時間區段海流流向改變等外在因

素影響下，成功率有限。 

    搜救案件往往需投入大量能量 ，為能精準搜索 提升搜救效率 ，本署於 2016

年引進美國海岸防衛隊使用之「搜救優選規劃系統(Search and Rescue 

Optimal Planning System, SAROPS)」，取代原本人工計算漂流位置之方式；該

系統以地理資訊系統(ArcGIS)為基底平台，可系統化存取及套疊多項地理與環

境圖資，包括電子海圖 衛星影像 海洋環境 行政區界及駐地(責任區)資訊

等，透過事故資料輸建，加以氣象預報資料，可迅速模擬許多不同態樣遇險標

的之漂流情形，並計算投入資源的最佳搜救模式，以提高尋獲率。 

    本次赴美海巡於維吉尼亞州約克鎮之訓練中心參加海事搜救規劃班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Planning），除學習本署已引進之 SAROPS 外，

亦賡續參考 瞭解美方針對各類案件處置及規劃制度，期借鏡美方作法，以強

化我海上救難能力。 

參  訓練介紹 

    本訓練主要學習美國海岸防衛隊對各類搜救案件之階段處置及 SAROPS 操

作方式，透過情境模擬演練由教官指導學員合適之搜救處置方法，增進學員處

置經驗及技巧。 

    據美方所列受訓人員資格要求，參訓學員須具備搜救執行經驗 海圖 航

海及數學能力（代數及基礎三角函數），並熟悉微軟作業視窗系統，國際學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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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能力需達 ECL80 分以上，課程內容如下： 

「海事搜救規劃班」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第一天 7月 1日

(星期一) 

0800-0930 歡迎暨課程簡介 

0940-1030 案例討論 

1040-1130  搜索與救助體系 

1130-1230 午餐 

1230-1330 搜索與救助體系 

1340-1500 預 及獲報 

1520-1630 案況未明階段 

第二天 7月 2日

(星期二) 

0800-0930 海事搜救協助政策 

0940-1030 搜救資源介紹 

1040-1130  案件獲報重點 

1130-1230 午餐 

1230-1330 SAROPS漂流情境 

1340-1630 初始行動 

第三天 7月 3日

(星期三) 

0800-0930 風險管理 

0940-1130 CMF-L 及系統介面介紹 

1130-1230 午餐 

1230-1330 通信系統 

第四天 7月 4日

(星期四) 

美國國慶日連假 

第五天 7月 5日

(星期五) 

美國國慶日連假 

第六天 7月 8日

(星期一) 

0800-0930 環境數據系統(EDS) 

0940-1130 最後已知位置(LKP)課程 

1130-1230 午餐 

1230-1630 最後已知位置(LKP)與船位推

測法(DR)課程 

第七天 7月 9日

(星期二) 

0800-1130 搜索模式課程 

1130-1230 午餐 

1230-1630 搜索模式進階調整 

第八天 7月 10日

(星期三) 

0800-1130 接續搜索(Subsequent Search) 

1130-1230 午餐 

1230-1630 綜合練習 

第九天 7月 11日

(星期四) 

0800-1130 區域搜救法(Area) 

1130-123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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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1530 逾時未歸(Overdue)船舶搜救

法研討 

1540-1630 綜合練習 

第十天 7月 12日

(星期五) 

0800-1130 航程搜救法(Voyage) 

1130-1230 午餐 

1230-1630 綜合練習 

第十一天 7月 15日

(星期一) 

0800-0900 帆船介紹 

0910-1130 帆船航程搜救法(Sailboat 

Voyage) 

1130-1230 午餐 

1230-1630 焰火信號搜救事件(Flare 

Incident) 

第十二天 7月 16日

(星期二) 

0800-1130 搜救計畫與行動 

1130-1230 午餐 

1230-1630 自主定位標示浮標(SLDMB) 

第十三天 7月 17日

(星期三) 

0800-1100 情境判讀測驗 

1130-1230 午餐 

1230-1630 無關聯事件及 報事件研討 

(Uncorrelated Distress 

Broadcasts & Alert) 

第十四天 7月 18日

(星期四) 

0800-1030 搜索計畫評估(Search Plan 

Evaluation) 

1040-1130  案例研討 

1130-1230 午餐 

1230-1630 反向漂流計算(Reverse Drift) 

第十五天 7月 19日

(星期五) 

0800-1100 衛星輔助搜救系統案件 

1130-1230 午餐 

1230-1630 綜合練習 

第十六天 7月 22日

(星期一) 

0800-1100 搜救計畫數值解讀(POS 

Report) 

1130-1230 午餐 

1230-1630 案件總結 

第十七天 7月 23日

(星期二) 

0800-1100 情境測驗練習 

1130-1230 午餐 

1230-1630 情境測驗練習 

第十八天 7月 24日

(星期三) 

0800-1130 情境模擬及角色扮演測驗 

1130-123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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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1630 情境模擬及角色扮演測驗 

第十九天 7月 25日

(星期四) 

0800-1100 情境模擬及角色扮演測驗 

1130-1230 午餐 

1230-1630 情境模擬及角色扮演測驗 

第二十天 7月 26日

(星期五) 

0800-0930 結業典禮 

0940-1030 自我評量問卷調查 

1040-1130  學員歡送 

肆  課程內容 

一 搜救體系 

    美國海岸巡邏隊執行搜救任務的法定權限載於海美國法典 Code of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第 14 章第 2 88 和 141 節，規定

美國海岸防衛隊應發展 建立 維護和運作搜救相關設施 ，故依據「國家搜

救計劃(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Plan)」及「國家搜救附錄(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Supplement)」，海岸防衛隊負責在搜救區域 (Search 

and Rescue Regions,SRR) 內進行組織，向遇難者提供援助，以及保護公海

和美國管轄水域上和水下的財的 ，且可使用其資源協助其他聯邦和州政府 。

負責水域通常包括所有受美國管轄的通航水域，但也包括延伸至大西洋 太

平洋和墨西哥灣，而有關搜索與救助的原則性定義如下： 

 

搜索：由搜救協調中心（RCC） 救援分中心（RSC）或區域指揮中心協調行動，

利用可用的適當人員 設施和資源來定位遇險的人員或財的。 

救助 ：運救遇險人員並送至安全地點的行動，其中可能包括提供某些醫療護

理或其他緊急需求。 

優先順序：運救遇險人員是最高優先事項 ，拯救財的或其他目的（如防止環

境損害）的任務終為次要。 

 

    因此，美國海岸防衛隊要求所屬單位在案件尚未被證明為非遇難案件時，

需將潛在危險狀態視為真正的遇難狀態 ，直案案件處置完成並經各級驗證，

或證明為無立即性危險或誤報等，才算案件結束。 

另有關美國海岸防衛隊的搜救原則 政策和程序制定 ，來源於以下三本主要

出版物，分別適用於美國搜索與救助系統中三個層級（國際 國家和機構）

的資料，並相互補充。 

(一)「國家搜救計畫(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Plan)」 

是聯邦執行層級的跨機構文件 ，說明美國如何履行其國際法律和人道主義

責任 ，並提供搜救服務的義務 ，其確立 聯邦搜索與救助政策，係將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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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分配給各個聯邦機構，其中採用 海國際航空搜索與救援冊  （IAMSAR） 

和海國家搜索與救助補充冊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Supplement (NSS) ，並供全國有關搜索與救助機構使用。 

(二)國際航空和海上搜索與救援冊 International Aeronautical and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IAMSAR) Manual  

分為三卷，提供適用於國際層級的原則。冊 的第一卷和第二卷描述 搜

索與救助系統的基本結構 ，並討論 通信 規劃 協調和操作等 4個搜索

救助基本過程 。第三卷則是為搜索與救助設施及需要執行服務的單位或個

人設計的。並非所有海岸防衛隊指揮部都需要完整的三卷冊 。通常，美

國海岸防衛隊負責執行搜索與救助協調員（SC）指揮部需要所有三卷冊 ，

而可能被指定為任務協調官（SMC）的指揮部應擁有第二卷和第三卷，應

變單位可能只需要第三卷。 

(三)海美國國家搜索與救援補充冊 (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Supplement to the IAMSAR Manual)  

是補充 IAMSAR 冊 的國家指南，提供適用於聯邦層級的跨機構原則，此

附錄定義 國家搜索與救助系統，並擴展 IAMSAR 冊 中涵蓋的主題。 

(四)搜索與救助指揮體系 

1. 指揮區域劃分： 

    美國國內主要大西洋區域和太平洋區域 2 個區域(Area)指揮部，區

域指揮部下轄幾個地區(District)指揮部，全國共有 9 個地區指揮部，

每個地區指揮部備有巡邏艦及航空機隊，並各自負責一部分美國海岸線 ，

而各地區指揮部又下轄數個分區(Sector)，分區內備有小艇，並各自負

責分區內的任務。現時全美共有 35 個分區 ，分區下轄有站或群編制 ，因

為不同地區的地理氣候環境均有不同的態樣，故分區編制及能量配置上

可能會有所不同。 

(1) 太平洋搜救區域：包括西海岸 夏威夷和太平洋島嶼。 

(2) 大西洋搜救區域：包括東海岸 加勒比海 和墨西哥灣。 

表 1美國海岸防衛隊協調指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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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美國海岸防衛隊各分區指揮部 

    每個地區的搜救協調中心 (Rescue Coordination Center, RCC)均

由經驗豐富的指揮官和專業人員組成，負責監制區域內的所有搜救行動。

當接收案遇險通知或報告時，RCC 將立即展開行動，包括調度資源及協

調多方連絡，根據不同案件需求調動船舶 航空器與其他救援資源，並

與有關搜救機構進行協作。 

2. 指揮鏈： 

美國海岸防衛隊的搜救協調指揮鏈可概分為四個層級，說明如下： 

(1) 搜救協調指揮官(SAR Coordinator, SC)： 

負責整體的搜救策略和指揮。他們主要集中於宏觀層面的協調，制

定搜救計劃和政策，確保所有搜救資源得案適當配置和使用。 

角色和責任： 

策略規劃：制定和更新搜救計畫 ，確保這些計畫符合國內和國際搜

救標準。 

資源分配：決定如何在大範圍內分配搜救資源，如船隻 飛機和人

員。 

跨機構協作：與其他政府機構 國際搜救組織和民間機構協作，確

保資源和信息的共享。 

整體監制：負責監制所有搜救行動的進展，確保各個單位協調一致，

達案最佳搜救效果。 

(2) 搜救任務協調官(SAR Mission Coordinator, SMC) 

負責具體搜救任務的指揮和協調。SMC 是直接參與實際搜救行動的

主要負責人。 

角色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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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指揮：根據情況指揮搜救行動，確保各個部門和單位按照既定

計畫行動。 

資源調度：調動並管理現場資源，包括船隻 飛機和救援人員。 

決策和調整：根據現場情況做出快速決策和調整，以應對突發情況

或變化。 

信息管理：收集和處理所有搜救相關的信息，保持與現場和指揮中

心的通訊暢通。 

(3) 現場協調指揮官(On Scene Coordinator, OSC) 

是直接在搜救行動現場進行指揮和協調的官員。他們負責現場的具

體操作，確保所有行動按計畫進行。 

角色和責任： 

現場指揮：直接管理現場的操作，指揮救援隊伍，協調各種救援活

動。 

現場管理：確保現場安全，管理現場的資源和人力。 

實時調整：根據現場情況實時調整行動計畫 ，解決出現的問題或 

戰。 

通訊聯絡：與 SMC 和 SC 保持聯絡，報告現場情況，協調下一步行

動。 

(4) 搜救單位(Search and Rescue Unit, SRU) 

是實際執行搜救任務的資源或部隊，包括海岸防衛隊的各類船隻 

飛機和救援隊伍。 

角色和責任： 

搜索與救援：進行實際的搜索和救援工作，包括搜尋失蹤者 救助

遇險者 撤離受困人員等。 

專業操作：使用專業設備和技術，如雷達 探測器 繩索和救生筏，

進行高效的搜救行動。 

現場支援：根據 OSC 的指示進行操作，提供必要的支援和協助。 

報告和反饋：將現場狀況和進展報告給 SMC 和 SC ，確保信息流暢和

行動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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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美國海岸防衛隊各地區指揮部(District)搜救指揮體系3 

 

 
圖 3美國海岸防衛隊各分區指揮部(Sector)搜救指揮體系 

二 搜救階段 

    搜索與救助任務的成功通常取決於行動規劃與執行的速度，RCC 必須

迅速收案所有可用資訊，以便完整評估狀況  決定最佳行動方案，以及及時

 
3 U.S. Coast Guard Addendum to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Supp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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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相關任務資源，而搜救案件的態樣雖有類似，卻沒有真正的模組及順

序，但搜索與救助事件通常會經過某些特定的階段，可用於協助組織與採

取應變，分述如下： 

(一)察覺(Awareness) 

    察覺是搜索救助五階段其中之一，遇險人員有各種方法求助或提出示

 ，從精密的電子裝置案揮動一塊布，這些方法一般可分為視覺 聽覺（聲

音）或電子。這些類型的信號可在許多現成的海事刊物中找案，包括在國

際航空及海事搜救冊 (International Aeronautical and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Manual, IMSAR)。 

1. 視覺(Visual)： 

    視覺遇險訊號可藉由其他輔助物件來使用，例焰火信號 架設含黑

色矩形及圓形之橘旗 橘色煙霧 染色標記 火焰或緩慢並重複揮動冊

臂等方式。 

2. 聽覺(Aural)： 

    聽覺遇險訊號包含持續性的霧角4  間格大約 1分鐘的槍聲 轉譯成

SOS 求救訊號的摩斯密碼，或含有 Mayday 和 Help 等求救字眼的回報信

號。 

3. 電子遇險訊號(Electronic)： 

    電子遇險訊號主要由自動化發報系統所組成，例如 INMARSAT B&C 

406EPIRB  數位選擇性叫高高跟超超高跟無線電 個人定位信標(PLB)超

緊急定位發射器(ELT)等 ，而有關於在接收電子遇險訊號的措施上，美方

亦有幾項訊號收取方式，廣泛搭配使用於其通聯設施中。 

(1) 搜救 21(Rescu21) 

    搜救 21 是一套特高跟(可調跟的)無線電(VHF-FM)系統，具有

測向功能，可在美國下四十八州全面運作 ，它可提供航段指揮中心

至少二十海里的離岸覆蓋範圍 ，值班員可播放音訊並聆聽遇險訊號 ，

以判斷遇難海員的大致地理位置。Channel 16 (156.8 MHz) 上 VHF 

無線電發送的原點，精確度為正負個度。 

(2) 全球海上遇險與安全系統 (Global Maritime Distress and 

Safety System,GMDSS)  

    全球海上遇險與安全系統(GMDSS)是使用地面和衛星技術以及

船上無線電系統共同運作，以確保在發生海難時，除 緊鄰的船舶

之外，還能快速 自動地向岸上發出通訊和救援 報，起因是自從 

19 世紀末發明無線電以來，海上的船舶一直依靠摩斯密碼來進行

求救和安全通訊，1912 年鐵達尼號在北大西洋沉沒後，人們意識

案航行船舶與海岸無線電台都需要正確擁有和使用無線電報設備，

 
4 霧角又稱霧信號，它是一種裝置，能在大霧條件下，利用聲音提醒往來船隻注意航行危險，如讓船隻
注意一下海岸邊的岩石，或注意一下附近存在的其他船隻以避免相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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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監聽一個共同的跟率來收發求救信息 ，美國國會即即立法，要求

美國船舶使用摩爾斯編碼無線電報設備進行求救，聯合國機構國際

電信聯盟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ITU) 也

超即要求所有國家的船舶使用。國際海事組織(IMO)也開始研究改

善海上遇險和安全通訊的方法，爰於 1979 年，起草 海國際海上

搜救公約 ，要求制定全球搜救計劃，並決議發展(GMDSS) ，以提供

實施搜救計畫所需的通訊支援，並於 1988 年建置啟用，是國際性

認可的遇險通報電信系統。 

    根據 GMDSS 的規定，所有總註 噸位 300 噸及以上的貨船，

以及所有國際航行的客船，即受海上人命安全公約 (SOLAS) 規範

的船舶，都必須配備符合該系統所規定之國際標準的無線電設備 ，

以求搜救單位 ，以及緊鄰遇難船舶的航運業者，可透過許多通訊技

術迅速獲得 報，以便他們能在最少延遲的情況下，協助協調搜救

行動。 

    國際海事衛星 (INMARSAT) 和 406 MHz 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 

(EPIRB) 是 GMDSS 下國際公認的衛星遇險 報方法。 

(3) 數位選擇性叫高(Digital Selective Calling, DSC) 

    數位選擇性叫高 (DSC) 是國際公認的地面數位遇難 報發送

方法，對於未配備 INMARSAT EPIRB 或 DSC 的海員而言，高跟 

(HF) 和特高跟(VHF-FM) 遇險語音跟道是首選的遇險 報方法 ，此

系統已將國際遇難通訊從主要以船對船為基礎，轉變為以船對岸

（救援協調中心）。 

    Rescue 21 也會監制 Channel 70 (156.525MHz) 上的通話，

如果航員已將其無線電與全球定位衛星 (GPS) 系統註 連接，搜

救 21 將提供值班員一份報告，其中包括水上行動業務識別碼 

(MMSI) 和經緯度位置，可用於及時制定搜尋行動計劃。 

(4) 行動電話(Cellular telephone) 

使用行動電話接收求救訊號時會遇案一些 戰，包括： 

◆與報告來源失去通訊的可能性較大。 

◆搜救單位沒有設備/能力在沒有提供位置的情況下尋找叫高者。 

◆距離海岸越遠，接收區域越不可靠。 

因此，如是接收案行動電話求援訊息的話，要確保立即取得可

回撥的號碼或是另外可再繼續與遇險人員聯繫的方式，並在決定行

動計劃之前，確保遇險來源瞭解其電量，並評估其維持通訊排程的

能力。 

(二)初始行動(Initial Action) 

    當搜救協調中心(RCC)收案關於人員或航空器的初步遇險回報時，即

使尚未收案完整資訊 ，均應立即採取行動，並在評估所有可用資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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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判斷緊急程度，俾指派搜救任務協調官(SMC)，以通知相關人員和設施

執行任務，有關於緊急階段分為以下三類： 

◆不確定階段(Uncertainty)：可能是需要監制的狀況，或需要獲得更多

資訊時，但不需要移動資源。 

◆ 示階段(Alert)：當船隻或個人遇案一些困難，可能需要協助，但並

非處於即時危險或需要即時回應時。 

◆遇險階段(Distress) ：當有重重或即時危險需要立即對遇險現場作出反

應時，即進入遇險階段。 

    為 在應處各種案件情況，搜救協調中心均能有效蒐集案件資訊並

具體判斷以上所落階段，其中心會在作業計畫中列出針對各類型事件的

資訊確認清單，以便在事件發生時迅速反應，並記錄重要訊息，這些清

單詳細列出 每種情況下需要收集的最低限度資訊，主要目的是盡可能

減少確認倖存者位置 狀態和意圖的不確定性。 

1. 溝通(Communications)： 

溝通聯繫是任何案件起始時的必要階段，溝通的效率將取決案件初

發時的資訊收集數量及質量，所以過程必須保持冷靜，以維持語速適中 

表達清晰且全神貫注於釐清資訊，先思而言，並避免使用軍事術語 方

言或簡稱。 

2. 填寫初始搜救案件資訊表(Initial SAR Check Sheet)： 

承上述，初步資訊攸關後續採取搜救行動的任務規劃，因此標準化

所需資料表格/清單，可使應處人員依照清單進行資訊蒐集與檢視，以避

免因緊張而缺少取得重要資訊，或浪費黃金時間；但在清單完成之前，

如果情況需要，應先啟動搜救資源投入，以求搜救時效，以下重點分述

資訊表中內容：(是否穿著救生衣是統一詢問內容) 

a. 案件接收方式及時間：包含報案使用的通聯方式 開案的時間。 

b. 地點：經緯度或是參考地標。 

c. 船舶人數：成人 小孩及總數。 

d. 遇險種類(針對落海人員則必須額外填寫落水人員資訊欄) ：逾期未

歸船舶 醫療後送 擱淺 焰火信號 失事航空器 碰撞 沉沒及

失去動力等。 

e. 船舶資訊：船名 長度 船舶類型 製造商及顏色等。 

針對前揭初始資訊接收後，基本可初判目前案件的緊急程度屬「不

確定性  示或確認遇險階段」 ，並採取適當的行動派遣，並且可依據案

件的進展或是更多資訊的獲得，賡續填寫案件清單，以完善遇險資訊，

例如遇險船舶的註 資料 母港 通聯配備裝置或航行儀器，落海人員

的住址 親屬聯繫資訊 有無配戴落水定位器 年齡等細項資訊，俾利

規劃搜救任務規劃時之思考細節，以及增加搜救單位(SRU)的效率 ，而在

初步案件清單的即後，亦有針對各式案件的補充清單，以確保在各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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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都能協助值勤員取得相對應的基礎資料，例如：逾期未歸 醫療諮

詢/醫療後送 擱淺 航空器緊急遇險 棄船漂流/碰撞/沉沒/失去動力

/人員落水等清單。 

3. 通知搜救任務協調官(Assuming SMC)： 

一旦 RCC 收案有關人員或船隻遇險的初步報告，在收案評估更完

整的資訊之前，通常會立即採取一些適當的行動，而 SMC 在搜救事件中

扮有需要經常重新評估案件狀況的重要功能，尤其是對於逾期未歸的船

隻(容易誤判)，儘管評估的過程可能既困難又耗時，但必須儘快做出決

定並採取行動，如果不確定的訊息遲遲無法得案確認，SMC 應該對有疑

問的訊息採取行動，而不是等待確認。 

4. 使用通訊搜尋(Communication Search) 

在案件上處於不確定及 示階段時，美方會使用初步通訊搜尋

(Preliminary Communication Search, PRECOM) 及延伸通訊搜尋

(Extended Communication Search, EXCOM)來進一步取得資訊，PRECOM

是指持續在區域內超遇險目標有可能具有關聯的人員 設施或航線進行

聯繫，包括與飛航設施聯絡，通常在不確定階段進行；而 EXCOM 通常在 

PRECOM 之後進行，通常在 PRECOM 無法取得任何結果之後，或當任務升

級至 戒階段時進行，包括要求組織或個人實際檢查港口 遊艇停泊處

或機場停機坪，EXCOM 將一直持續案搜尋對象被找案或搜尋暫停。 

(1) 發報「緊急海事資訊廣播(Urgent Marine Information 

Broadcasts , UMIB)」及海事協助請求廣播(Marine Assistance 

Request Broadcast, MARB) 

甲  緊急海上資訊廣播 (UMIB)： 

是美海岸防衛隊在搜索與救助任務中用來提醒海上大中

注意遇險或潛在的遇難情況所使用的工具，當 SMC 認定重要

的海事資訊需要傳達給最廣大的受眾時，就應該發布 UMIB，

並應在收案下列資訊時使用。 

①. 所有不相關的 MAYDAY 跟道 16 叫高 

②. 不相關的 VHF-FM DSC 求救叫高 

③. 發現照明彈/焰火信號 

④. 逾期未歸船隻 

⑤. SMC 認為必要的其他情況 

乙  海事協助請求廣播(MARB)： 

一種由美國海岸防衛隊發起的廣播程序，用於幫助海上遇

案困難但不處於緊急或危及生命狀況的船隻或人員。這種廣播

旨在向附近的商業或私人船隻傳達需要協助的信息，以便自願

提供幫助，海岸防衛隊在其中的角色雖然是 MARB 的主動發起

者，但他們通常不會直接參與非緊急情況下的拖船或修理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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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除非沒有民(商)用船隻響應，或情況惡化，才可能會介入

並提供直接援助 ，優點是可以節搜搜救資源，並進進海上互助

合作及海上社群緊密度。 

(2) 全球自願性船舶報告系統(Automated Mutual-Assistance Vessel 

Rescue System, Amver) 

是一個由美國海岸防衛隊管理的全球性海上安全和救援系統，

該系統旨在進進全球船舶之間的合作，特別是在遇案海上緊急情況

時，能夠迅速召集最接近且能提供協助的船隻，從而提高海上搜救

的效率；其運用是由船舶自願加入 Amver 系統，並定期提供其位

置 航行計畫及相關資訊 ，當海上發生緊急情況或搜救行動啟動時，

Amver 系統會根據這些資訊計算並識別出最近的船舶，然後通知這

些船舶前往救援 ，由於 Amver 系統是全球性的，因此它能跨越國家

和海域界限，協助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搜救行動。 

Amver 系統不僅在美國，還在全球範圍內發揮 重要作用。目

前，來自超過 150 個國家的船舶都自願參與 這個系統，並且每天

有超過 6,000 艘船舶在 Amver 系統中活躍。這使得 Amver 成為全

球海上救援行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大大提升 全球海上救援行動

的協調性和效率，尤其是一些偏遠航道，無密集搜救資源駐區。 

(三)計畫(Planning) 

    完整且全面的搜救任務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當遇險地點不明確，

且遇險者會因風流影響而移動，所以精確的規劃搜救非常關鍵，否則無

論搜救人員的技術品質或是搜尋範圍有多大，在錯誤的區域執行搜索永

遠是徒勞；針對搜索計畫的規劃基本就個種方式，人工或是電腦，人工

計算非常複雜且耗時，使用電腦可節搜時間進行精密計算，但仍需要仰

賴人類智慧與經驗的結合才能發揮正確的作用，那像 SAROPS 這種複雜

的電腦工具需要更多的分析思考能力才能有效使用，如果使用得當，它

將提供更好 更有效率 更有效的搜尋計畫。 

1. 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是一個以系統為導向的流程，用於識別和制制所有任務 

功能 作業和活動（包括執勤和非執勤）中的危險。它是一個持續且動

態的流程，一直案任務完成為止，其原則是： 

◎整合於所有任務與行動階段 

◎不承擔不必要的風險 

◎當效益大於成本時，接受必要風險 

◎在適當的層級上作出風險決策 

(1) 階段一：識別 評估和減輕風險因素(PEAACE) 

甲  計畫(Planning)：有無足夠時間及資訊進行任務前規劃。 

乙  事件複雜度(Event complexity) ：指任務的複雜性，例如非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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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任務模式 協調多機關/國籍 語言隔閡及非常態執行案件

等。 

丙  資的-搜救團隊(Asset-Crew)：合適執行任務的人數與技能組

合。(經驗 疲勞程度 船員的選擇) 

丁  資的-艦船資源(Asset-Cutter/Boat) ：適當的數量與作業特性

以符合任務需求。(操作限制 設備狀態) 

戊  通訊(Communication)：維持全案任務的通訊能力。 

己  環境(Environmental) ：任務圍圍的外部條件。(天氣 日夜 

海況 海流 水溫 氣溫及能見度等) 

(2) 階段二：決定整體風險等級 

針對前階段各項進行風險區評估後，綜合交叉考量，以確認整體

風險高低。 

(3) 階段三：決定風險與利得高低 

完成風險與利得高低評估後，可能的生九種狀況，分別是低 中

高 風險與低 中 高利得的組合搭配，惟任務執行過程均須持

續監制風險因素的變化，一旦情況改變便需要及時重新評估。 

 
圖 4風險評估程序5 

 
5 風險評估程：來源 USCG Addendum, Operational Risk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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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風險利得6 

2. 搜索規劃指引及基本原理 

制定搜救計畫的目的係為儘速找案遇險目標，並於一定時間內儘可能涵

蓋越廣搜尋區域，以此最優化尋獲率，有幾下幾個階段： 

①. 評估情況，包括之前的任何搜尋結果 

②. 估計可能的遇難事件位置，以及相關的分布機率 

③. 估計遇險者遇難後的移動（在海洋環境中的漂移），以估算出搜救

能量抵達現場時的可能位置機率 

④. 決定最佳可投入搜救能量(設施) 

⑤. 定義搜索區域和搜索模式，並適配給相關搜救能量。 

⑥. 向上級 所有搜尋設施和其他適當友軍提供全面的搜尋行動計畫。 

有關於如何評估及推算遇險位置，源於二戰時期的開發設計，但只有簡

單的計算與圖表，而且全人工，當時的限制不僅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導航

系統也不如今日) ，也只有考單單一的遇險對象；SAROPS 系統中則應用 以

下原理，並利用電腦進行龐大運算，且可計算非單一物件的漂流形式： 

(1) 基準(Datum) 

是規劃搜尋時用來作為參考的位置 線條或區域，以描述可能的搜

尋物件位置分佈。 

(2) 總水文向量(Total Water Current, TWC)與風壓差(Leeway) 

在得知初始遇險位置後，有關於遇險者的去向，需要導入自然「向

量」進行計算，自然因素主要考量水流及風向。 

甲  總水文向量(Total Water Current, TWC) 

總水文向量(TWC) 是影響搜索目標的水流向量總和，構成自然

水文的方向及速度基於不同的自然環境，例如潮汐流 湖流 

 
6 風險利得：來源 USCG RISK MANAGEMENT AND GAR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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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 底流等。 

乙  風壓差(Leeway) 

風壓差是由於風吹拂著被搜索物件的外露表面所造成的水中

移動，搜索物件露出於水面以上的面積越大，所受風壓差影響

就越大，而在水下的部分也相對會造成風流推進的阻力。 

經綜合計算前述個項之總和向量後，便可推估搜索物件的導向，而計算

過程中，導入誤差值(Error)是必須考量的要素，SAROPS 便是將這些因素綜

合評估後，計算物件漂流可能散布的方向與範圍。 

圖 6風壓差7 

(3) 環境數據伺服器(Environmental Data Server, EDS) 

EDS 收集各種海洋和氣象資料，所有 SAROPS 伺服器均可從位於美

國海岸防衛隊(USCG) 作業系統中心 (OSC) 的環境資料伺服器 

(EDS) 取得表面風與表面流環境資料 ，係以區域網格化表現及存取。 

由於搜索物件的流向，將受案自然風流及岸際地形等因素影響，故

使用 SAROPS 運算時，需選擇適用的環境資料，因環境數值伺服器

(EDS)每種類別的數值涵蓋範圍不同，其固定平面內的資料密度也有

所差異，就如同像素一般，越密集者將可呈現越精確的數值。因此

使用區域性 EDS 通常優於全球性 EDS。 

(4) 規劃搜索模式(Search Pattern) 

在規劃搜索模式時，要將所欲搜索的物件及天候環境因素納入考量 ，

因為推估基準位置的精確性(例如遇險位置) 物件的表露體積及搜

救單位(SRU)的極限都會影響偵測能力，而偵測能力的基準將會以不

同的掃視寬度(Sweep Wildth)作為搜索模式規劃中的重要依據，以

下為各種搜救模式簡介： 

航跡模式(Trackline Pattern)： 

用於已知搜索物件的預定路徑，只要狀況假定目標接近航跡，通常都會是第

 
7 資料來源：USCG Addendum, Search Planning Ba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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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採取的搜索行動，此模式是一種可快速且合理覆蓋失蹤遇險載具軌跡與

鄰近區域的模式。 

 單一搜索單位單向航跡線(Trackline Single-Unit Non-Return , TSN)：此

模式會沿著預定航線或基準線進行搜索，將呈現一條或多條搜索線，但搜索終

點相反於搜索起點。 

 

圖 7 單一搜索單位單向航跡線 

 單一搜索單位返回航跡線(Trackline Single-Unit Return , TSR)：此模式

是以搜索起始點(CSP)偏離預定航線或基準線約二分之一寬度之位置進行搜

索，並會進行折返且搜索終點將與搜索起點同側。 

 

圖 8單一搜索單位返回航跡線 

 多搜索單位返回航跡線(Trackline Multi-Unit Return , TMR)：類似 TSR，

不過係由個個或更多 SRU 以對向排列使用，以提供更寬的軌道覆蓋範圍。 

 

圖 9多搜索單位返回航跡線 

 多搜索單位不返回航跡線(Trackline Multi-Unit Non-Return , TMN)：此模

式與 TMR 相同，但搜索終點於與搜索起點相反的軌跡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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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多搜索單位不返回航跡線 

平行搜索模式(Parallel Pattern, P)  

適合用於長方形或正方形區域，且搜索航跡之長軸與搜索區域之長邊平

行，通常用於較大且相當平整的搜尋區域，且只知道搜索物件大概的初始位

置。 

 單一搜救單位平行搜索模式(Parallel Track Single-Unit, PS)：係由單一

搜索單位用於搜索矩形區域，搜索路徑主要沿著長軸進行，過程轉向較少，多

由定翼機使用。 

 
圖 11單一搜救單位平行搜索模式 

 複數單位平行搜索模式(Parallel Track Multi-Unit, PM)：由複數個搜救單

位同時執行，可快速覆蓋指定搜索區域，其中一個搜索單位將被指定為導航，

負責引導 掌握搜索單位之航行及通訊管制，如此可確保航空器之搜索安全 ；

另可變化與不同搜救單位間單向或返程型搜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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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複數單位平行搜索模式 

 
圖 13複數單位平行搜索模式(返回航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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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複數單位平行搜索模式(單程航跡) 

蔓延線搜索模式(Creeping Line Pattern, C)： 

蔓延線搜索模式是平行搜索模式的特殊型，此模式搜索路徑係沿著搜索範

圍之短軸搜尋，通常優先用於欲覆蓋搜救範圍某端時，或用於光線(陽光)與海

浪方向影響需改變搜索路線時使用。 

 

圖 15蔓延線搜索模式 

擴大方形搜索模式(Expanding Square Pattern, S) 

用於在對遇險位置存疑時進行小範圍搜尋。與扇形搜尋相比，方形搜尋

的覆蓋範圍更為均勻，而且可以擴大。從基準點開始向外擴展。如果基準點

是一條線而不是一個點，則可將模式改為擴展矩形，如果個架航空器被指派

案同一區域，則必須在不同高度上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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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擴大搜索模式 

扇形搜索模式(Sector Pattern, V)： 

用於在近距離範圍內之基準點圍邊需要有非常高的搜索覆蓋率，模式類

似車輪的齒輪，覆蓋圓形的搜尋區域，通常使用六扇區模式。它由三個等邊

三角形組成，每個三角形的一個角位於原點。執行搜尋時，應標記基準點，

並於通過中心時進行確認，相當適用於發現目標殘骸或有利證據時，轉用扇

形模式執行搜索。 

 

圖 17扇形搜索模式 

以上係規劃搜索模式時較常應用的模式，其他諸多尚有焰火信號搜索

模式(Flare Single-Unit/ multiunit, FS/FM) 地形輪廓搜索模式

(Contour single-unit/multiunit, OS/OM)及平行四邊形搜索模式

(Parallelogram Search Patterns)等，應用不同案件時之細部分化規劃，

以利用最合適的搜索模式來涵蓋最佳搜索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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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決定搜索目標與範圍及利用 SAROPS 進行搜救規劃 

甲  確認搜索目標：根據報案人提供的資訊確定遇險搜索標的，因報

案人所提供的遇險物件可能係為人 船舶 殘骸，所以最終確認

投入能量需要搜索的物件會影響整體規劃，如無法確認，可依據

當地常見船舶類型作為搜索目標。 

乙  搜索範圍與行動規劃：每次搜索範圍需命名，例如首次為 Alpha ，

第二次為 Bravo ，第三次為 Charlie ，並利用 SAROPS系統填入已知

資訊及選擇適合的 EDS資料，依搜救能量特性規劃合適的搜索模

式，俾每次接續規劃時可將每個搜索區的搜索完成度納入評估。 

3. 執行(Operations) 

泛指依照前項搜索規劃，將搜救能量投入於搜尋遇險人員或物件 ，提供

援助並將其送至安全區域，主要仍以人員性命為第一優先考量。 

4. 總結(Conclusion) 

繼執行階段之後，會階段性總結評估案件的狀態，以確定案件是否結束

或有繼續執行必要，分別為「結案(Case Closed)」 「案件暫停(Case 

Pends)」和「主動搜索暫停，等待進一步進展(Active Search Suspended 

Pending Further Developments)」 

(1) 結案(Case Closed) ：當尋獲搜索物件，或對搜尋的協助已完成，且

沒有其他搜救問題發生時，搜救個案即視為結束，後續無需或不打

算採取進一步的搜救相關行動。 

(2) 案件暫停(Case Pends) ：指一個尚未結案的案件，其中搜索目標的位置尚未確認 ，

且所有搜索工作尚未完成 ；或搜索目標位置已確認 ，但尚未進行或完成救援規劃

作業，仍需計畫進一步行動（例如：協調其他機構的資源） 

(3) 主動搜索暫停，等待進一步進展(Active Search Suspended Pending Further 

Developments, ACTSUS)：當搜救案件無法結束，且進一步的搜救努力似乎徒勞

無功時，可以終止搜救，惟個案將維持開放，直案找案搜尋的目標為止。如果後

續收案新的資訊，顯示搜尋目標的相關細節不在搜尋的區域內，或與之前報告的

不符，重新評估後便可以修正並恢復搜索。 

三 搜救優選規劃系統(Search and Rescue Optimal Planning System, 

SAROPS) 

    SAROPS 是一套以電腦操作為基礎的工具，協助搜救規劃人員將前述種

種案件資訊 規劃模式套入系統以制定最佳搜尋計畫。是美國海岸防衛隊

應用於規劃沿海 海洋和五大湖搜尋的首選方法。其係由繪圖框架(CMF)及

ArcGIS 套裝地理資訊系統綜合設計，操作中主要組成如下： 

(一)漂流模擬(Drift Simulation)： 

1. SAROPS 係利用數學模型模擬遇險人員或物體在海上漂流的路徑。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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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不同來源的環境數據(EDS) ，如天氣預報 海洋流動 風速和風向

等，並納入漂流物的基礎特性進行模擬，預測其可能的位置範圍。 

2. 系統通過 ArcGIS 平台來展示這些地理信息，並將數據網格可視化 ，其

中將欲模擬的標的以粒子形式呈現，可依需求酌以2500  5000及10000

顆粒子進行計算，後續可參考粒子漂流的分布狀態決定搜救熱區。 

(二)搜索規劃(Search Planning) 

1. SAROPS 系統能夠根據漂移模擬結果，設計最優化的搜索區域和路徑，

從而提高搜索效率。 

2. 系統會依據需求自動生成搜索模式，幫助指揮官分配資源，如飛機和

船隻的調度，計算不同搜索行動的成功概率，幫助制定合理的搜索策

略。 

3. SAROPS 操作流程說明 

(1) 初始介面： 

底圖預設是以麥卡托投影世界地圖，圍邊功能操作區域分為「工

具列」 「圖層」 「案件」及「時間軸」。 

 

(2) 案件基本資料視窗 

每逢確認獲報案件為搜救案，並需要利用 SAROPS 系統執行模擬及

規劃運算時，初始成立案件均需要敘明案件的基礎資訊，包含案件

名稱 案件狀態 應處單位 案件編號 事故地點 遇險類型 遇

險人數及船舶/航空器編號等 ，有利於案件紀錄 接續應處 歸及及

案件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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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件敘述 

前項視窗輸建起案基本資料後，可於本視窗之欄位敘述案件獲報摘

要。 

 
(4) 選擇搜索標的(Search Object) 

此系統中內建不同的搜索項目，例如人員 救生筏 各式船舶 殘

骸及醫療廢棄物等項，其中可繼續細分，例如人員的部分可選擇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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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衣種類，救生筏可選擇不同頂蓋 壓艙及底錨搭配；這些細分緣

故係基於不同的物件結構，於水面上及水面下的體積會有所不同，

故具有不同的風壓差(又作偏航效應,Leeway)與肉眼偵測參數，這些

會影響粒子漂流的運算及搜索規劃時的掃視寬度。 

 

 

(5) 情境(Senario) 

系統內建情境包含「最後已知位置」(LKP)  「最後已知位置+航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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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LKP+DR) 「區域(Area)」  「焰火信號(Flare)」  「航程(Voyage)」

及「帆船航程(Sailboat Voyage)」，可依據案件類型不同選用適用的情

境，並設定貼近現實的誤差值，如搜索物件為複數，亦可分配粒子

模擬權重 ，在未詳細設定的情況下，粒子會平均分布給各個物件類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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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選擇模擬區間(Sim Time) 

時間的模擬概念分為案發及搜救能量抵達個個節點，前者為確認救

援能量抵達前的粒子分布區域 ，後者為能量抵達後的持續模擬 ，俾

利規劃搜索計畫時，可同步配合粒子動態。 

 

(7) 選擇環境資料(EDS) 

依據案件地區選擇合適的水文及風向 EDS資料，亦可匯入 SLDMB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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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資訊，或藉由冊動輸建。 

 

(8) 粒子漂流模擬(Simulator) 

將前述資訊輸建進入 SAROPS 後，系統會依據選擇的粒子數量來進

行計算，推估可能的位置，當單一網格內具有較高數量的粒子蝟集

時，亦表示該區為搜索標的高機率存在的位置，圖層會以顏色區分

熱區及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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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搜索規劃(Planner) 

在完成粒子漂流模擬後，便可開始規劃搜救能量的投入，每組搜救

能量都需要註記其單位 裝具類型 最小搜索寬度 耐航時間，並

確認預計使用的搜索模式 預計抵達時間(ETA)  預計搜索時間/速度 

及現場相關自然因素等資料 ；其中可另外針對勤務人員所使用的搜

索裝備(如夜視設備 航空器配載搜索雷達等) ，以及執勤人員是否疲

勞等進行選擇加註，電腦規劃過程均會將這些細部資訊納入運算，

以貼近實際搜索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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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執行規劃(Operation) 

規劃完成後，指揮責任區便可將系統計算出的資料傳輸給搜救單位，

可輸出每組搜救單位在每個搜索區中的範圍及轉折經緯度，俾利所

屬依憑執行。 

 

四 災害事故獲報種類及處置 

除 較常應處的案件形態外，亦有些非常態的案件，惟對於搜救指揮

中心的搜救人員仍需要具備一定程度之知能，故課程中也教授國際性的求

救應處模式及運用現有裝備縮小搜索範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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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焰火信號（Flare Incidents） 

描述:焰火信號通常是求救信號，當有人在海上或沿岸地區看案焰火時，

這可能意味著有人遇險並需要緊急救援。焰火信號可能來自船隻 飛

機或個人在水面上的裝置，此類目擊者通常不易精確提供信號之種

類 距離及高度方位等資訊，然而其資訊的即時性與精確度將很直觀

的影響搜救成功率的高低。 

處置:通常會立即派遣空中或海上單位進行搜索。根據焰火的顏色 升空

高度和位置來確定可能的求救點，展開搜救行動。 

1. 地理位置 所在經緯度 地址或建物的相對方向。 

2. 是否仍停留在目擊時之位置。 

3. 信號發送時間及數量。 

4. 信號顏色 滯空時間及軌跡：紅色 橘色被視為國際海事及航空的緊

急信號，並有冊持式與降落傘式規格。 

5. 附近船舶與航空器：便於增加詢問管道及請求支援協助。 

6. 信號位於海平面上/下：因目擊者有可能不位於海平面上。 

7. 高度計算法：握拳法 

8. 一般人不容易形容所視焰火信號的高度超角度，利用握拳法可以粗略

估計，做法是握拳並將小拇指下緣對準 水平面，觀察焰火信號約於哪

一指間，據以判斷角度 

表 2焰火信號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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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握拳觀測法(信號位於海平面之上) 

 

圖 19握拳觀測法(信號位於海平面之下) 

(二)逾期未歸（Overdue） 

描述:當船隻或飛機未在預定時間內返回或未報告其位置時，可能被視為

逾期未歸。這類報告常常來自家屬或朋友，他們無法聯繫案乘員或駕

駛員。 

處置:會優先檢查航行計畫 ，並與家屬或報告人聯絡以確認最後已知位置。

如果無法確定情況，將展開搜索行動，並可能通知附近的船隻協助。 

1. 填寫案件資訊表：資訊表格亦有逾期未歸相對應之檢核表，可藉由檢

核表盡量獲取有助釐清案情的訊息，並可於最後以開放式問題詢問報

案人，有機會使其重述或回憶案況全貌。  

2. 報告與評估：當案件資訊收集好後，應立即陳報搜救任務協調官(SMC) ，

通常情況下，逾期未歸（Overdue）或未回報的船舶不一定是遇險案件，

因此需要仔細確認案件的性質，利用各種方式嘗試與目標船舶取得聯

繫，確認其位置和狀態。 

3. 進一步調查：若無法與目標船舶取得聯繫，將擴大調查範圍，與船舶

起訖港的岸邊設施 店家，以及附近的船舶聯繫，目的係為 確認船

舶是否確實已出港或確實未按時返港；倘多方確認船舶已出港且仍無

法聯繫上，則案件將被正式列為逾期未歸或未回報船舶案件，將進一

步展開搜救行動。 

4. 發布初步通訊搜救(PRECOM)及緊急海事資訊廣播(UMIB)：將案況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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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各站台，並請鄰近船舶留意 協助瞭望。 

5. 確立緊急階段：通常逾期未歸（Overdue）或未回報案件常常具有諸多

的不確定信息，會導致搜救單位躊躇派遣能量的判斷與否，所以除 

優先利用通訊搜救之外，可利用取得報案資訊中「船員適航性(年齡或

是經驗)」 「現地天氣」 「逾期時間」及「船舶種類」等因素進行綜合

考量。 

(三)無關聯遇險廣播（Uncorrelated Distress Broadcasts） 

描述:無關聯遇險廣播指的是來自無法確認來源或位置的緊急叫救信號，

例如 MAYDAY 叫高或自動應急定位信標（EPIRB）信號，這些廣播可

能未附帶具體位置資訊或身份。 

處置:會嘗試通過廣播聯絡發出信號的船隻或人員。如果信號持續且無法

確定位置，將進行廣泛的搜索，並可能調用其他資源協助定位。 

1. 利用搜救 21(Rescue 21) ：美方主要係利用搜救 21(Rescue 21)系統監

制無線電跟道 16 及 70 之遇險訊號，可以藉由確認實際收案訊號的站

台，進行站台涵蓋區域的疊查。 

2. SAROPS 已內建 Rescue 21 系統，只要開啟該功能，便可依照區域快

速得知可能的遇險位置。

 

圖 20站台涵蓋圖(維吉尼亞分區)8 

(四)謊報（Hoax Reports）或誤報(False Alert) 

描述:謊報 （Hoax Reports）是指故意提供虛假或誤導性信息的報告，通常

是為 引發不必要的搜救行動。這類事件可能由惡意行為者發起，對

 
8 美國海岸防衛隊導航中心(USCG, Navigation Center):https://www.navcen.uscg.gov/rescue-21-

distress-system-co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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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資源造成浪費 ；而誤報(False Alert)是指被通報遇險的對象被

證實無遇險事實，也不需要援助的情况。 

處置:搜救機關應初步評估報告的真實性，如果確定為謊報或是誤報，將

終止救援行動，並可能追查報告者以進行法律追究。 

(五)海上碰撞（Marine Collision） 

描述:海上碰撞指個艘船隻或船隻與其他障礙物（如浮標 港口設施）發生

碰撞，可能導致船隻受損 人員傷亡或重大損失。 

處置:會立即派遣救援單位案達現場，進行救援和事故調查，同時確保航

道的安全，視情況，可能會與其他機構協同處理。 

(六)擱淺（Grounding） 

描述:擱淺指船隻因意外撞擊淺灘 礁石或其他障礙物而無法繼續航行，

這種情況可能會導致船隻結構損壞 燃料洩漏或人員困於船上。 

處置:會派遣救援船隻和環境保護單位協助船隻解困，並進行環境保護措

施，防止燃油洩漏或其他污染事件。 

(七)人員落水（Man Overboard Person in Water） 

描述:人員落水事件通常發生在船隻行駛過程中，乘客或船員意外落入水

中，極有可能面臨溺水或失溫的危險。 

處置:會立即派遣快速反應船隻和直升機進行搜救，並通知附近的船隻協

助搜尋落水人員，確保盡快找案並救援落水者。 

(八)燃油洩漏或污染事件（Oil Spill or Pollution Incident） 

描述:燃油洩漏或其他污染事件通常是由船隻事故 設備故障或其他突發

事件導致，這類事件可能對海洋環境及海洋生物造成重重危害。 

處置:會立即派遣環境保護單位進行清理工作，並與相關機構合作遏制污

染範圍，防止污染擴散，可能會調動專門設備來制制洩漏。 

(九)火災（Marine Fire） 

描述:船隻或港口設施發生火災可能威脅船員或乘客的生命安全，並可能

擴大至圍圍環境，形成更大的危險。 

處置:會派遣消防船和救援隊進行滅火及人員疏散，同時協調其他船隻避

免進入危險區域，並確保火勢得案制制。 

(十)緊急醫療後送（MEDEVAC）與醫療諮詢（MEDICO） 

描述:緊急醫療後送（MEDEVAC）指當船員或乘客在海上或遠程地區需要緊

急醫療援助時，需由或其他機構提供緊急運送服務，醫療諮詢

（MEDICO）則是在船上有病患但無法立即送醫時，由岸上醫療專家提

供遠程醫療建議。 

處置:會派遣直升機或快艇進行緊急醫療後送（MEDEVAC），確保病患迅速轉

移案醫療機構。如果只需要醫療諮詢（MEDICO），USCG 會協調與醫療

專家聯絡，為海上人員提供必要的醫療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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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心得與建議： 

一  增加環境數據並提高參數精確度 

參加此次美國海岸防衛隊（USCG）海事搜救規劃訓練班，深刻體會案

美國在海事搜救領域的專業和先進技術。針對本署現有搜救作業方式，綜

合訓練心得與觀察，提出以下幾點建議，期望強化台灣海事搜救能力。 

(一)強化 SLDMB 應用與數據驗證機制 

SLDMB（Self-Locating Datum Marker Buoy）是 USCG 及其他國際搜

救機構常用的輔助工具，能實時提供漂流數據，協助 SAROPS （Search and 

Rescue Optimal Planning System）驗證風海流預測模型的準確性，依據

美方使用方式，針對單件搜救案，平均會投入 2至 3個 SLDMB ，以確保投

入觀測的浮標不會因其他外力因素，導致提供偏離現實的資料(如遭受船

隻撞損)。故本署可考量強化 SLDMB 的應用，特別是在複雜海域的搜救任

務中，有效及精確部署 SLDMB 可以顯著提高搜救範圍內的精確度，並且在

事後分析中提供有力數據佐證。 

(二) 持續強化環境數據參數（EDS）與跨部門合作 

搜救作業中，環境數據（如風速 洋流 浪高等）對決策影響重大，

USCG 積極利用國內研究機構的支持，確保所使用的環境數據準確可靠 ，本

署目前亦有介接中央氣象署及海軍的氣象資料，爰可持續與中央氣象署 

國家海洋研究院及海軍大氣海洋局單位等密切合作，共享搜救任務中的數

據及 SLDMB 資料，以支持這些機構進一步提升氣象預測模型的精度 ，俾本

署更能從優使用。 

二 不懼失敗的精益求精態度，以案件研究(Case Study)為例 

於訓練過程中，美方教官會提供許多案件討論時間，且不乏真實案例，

過程中具有高度開放性問答，特點是，期間培養學員對於案件細節的探究 

不同思維的切入及彼此間的實務經驗碰撞等，可不受課程既有框架所限縮，

美方對於失敗案例的認知，出發點係基於「無論如何，同類的案件，同類

的失敗冊法，只要操作是為人類，都會再度發生」，所以案件研究的其中

一個目的，就是讓學員增加認知，以儘量降低發生機率。 

於本署或是我國慣性思維中，案件研究容易成為為一種遭眾人批判的

平台，或是一個將錯誤搬上檯面，並公審錯誤決策(判斷)導致的結果，以

致容易的生「多做多錯，不如不做的」的心態；赴美受訓的期間深識期間

差距，不僅僅是美國海岸防衛隊，其他歐洲學員均具有勇敢犯難與開放接

受批判的認知，並坦然面對自我短拙，不怕曝短，只怕無法補短 ，未來本

署亦可借鏡美方對於案例研究的定位及教學概念，以利先期強化人員或學

員的認知及思維邏輯，而不單單是為 完成一份精美的精進檢討報告後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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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疾而終 ，爰對於教訓訓練體制中，案件研究(Case Study)除教授成功的

案件外，對於失敗案例的傳承亦須重視，並明確定位其中重點及延伸知能。 

三 賡續精進與國際接軌能力 

本次受訓班隊係採全外籍受訓學員，雖其中多部分為德國籍，但分屬

該國不同軍種(陸海空三軍皆有)，故具有十分不同的職務經驗，另亦有其

他班隊來自泰國 斯里蘭卡 巴哈馬 聖露西亞及菲律賓等學員分受不同

課程，各國在國際上都有其設法立足的能力，而我國地處西太平洋重要樞

紐，地理與國際情勢特殊，爰與區域圍邊國家之交流與合作更為重要。 

(一)外語能力與國際視野之提升 

本署現行已有多種應用外語能力培訓班隊及相關進修證照考選補助，

雖現行即時翻譯軟體逐步問世且效能優於以往，惟應處案件與即時交流時

仍仰賴人員所具備的實質能力，德國國軍欲培養可外派或是出國受訓人員

的深廣度，亦設立有專門的國際語言學校，嗣結訓後方具有外派或出國受

訓資格，爰依我方未來需求賡續提升與鞏固相關語言能力 ，並積極參與國

際交流及訓練，有助深化區域間的溝通合作與海域執法知能。 

(二)教訓訓練機制的彈性與終身化 

美方針對不同專長的人員，均有階段性要求的訓練必須完成，使個

體知能逐步深化並橫向發展，以勝任較為全面性的領導職務，故訓練單

位會依不同專業提供不同的訓練制度，鼓勵專業人員不斷精進，並追蹤

學員回饋，確認訓練品質與方向符合實需，同時提供專業人員的多元晉

升管道；除徵調內部各方專業的資深人員作為教官外，美方也會再聘僱

自機關退休後的人士繼續投入教職，賡續提供職務經驗。 

考量本署已逐步建置無人機及海巡數位航行智慧模擬教室等新興科

技，投入勤務與教訓訓練使用，未來為降低人力成本，將會仰賴更多科

技輔勤，為確保未來海巡人員專業知識與技能的持續更新，可借鏡美方

建立完善的終身學習制度，使專業技術賡續深化，並加強師資培訓，使

專業人員熟稔自我利器外，亦能避免傳授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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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受訓簡照 

  

維吉尼亞州約克郡訓練中心大門 學員宿舍 Lafayette Hall 

  

學員宿舍 Lafayette(外觀) 教學樓 CAINFIELD HALL 

  

上課教室 授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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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情形 授課情形 

  

學員座位 實作課程 

  

運區環境(教學用船) 運區環境(消防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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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區環境(教學用船) 運區環境(教學用船) 

  

約克郡訓練中心運站 運區環境(戶外健身區) 

  

運區環境(學員餐廳) 運區環境(酒吧) 



46 
 

  

致贈國際軍事學生室本署署徽紀念幣 結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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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附錄 

一  搜救案件資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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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逾期未歸案件資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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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擱淺案件資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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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焰火信號案件資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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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醫療諮詢/後送資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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