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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世界救援組織(World Rescu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 WRO)於葡萄牙

亞速群島之特賽拉島舉辦「2024 世界救援挑戰賽(2024 World Rescue 

Challenge)」，世界各國頂尖的救援隊伍藉由此項賽事共同交流車禍救

援技巧與知識，為持續提升我國車禍救援技術並深化我國與國際救援

合作夥伴彼此救災經驗交流，我國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及桃園市政府

消防局參與本屆賽事，且首次派員參與實習裁判培訓，本署亦派員隨

同前往觀摩，並配合賽程時間安排參訪葡萄牙當地消防機關。最終各

類項目均有進入前段班排名紀錄，可見技術已有向世界頂尖隊伍競爭

之實力，建議未來持續提升參賽隊伍整體穩定度，持續派員參加世界

車禍救援挑戰賽實習裁判培訓以及將最新賽事情境與規則納入未來

國內車禍救援賽事規劃考量，以提升我國車禍救援水平。 

 

 

 

 

關鍵字：車禍救援、世界救援組織(World Rescue Organization)、世界

救援挑戰賽(World Rescue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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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概述 

一、目的 

世界救援組織(World Rescu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 WRO)於葡萄牙亞速群

島之特賽拉島舉辦「2024 世界救援挑戰賽(2024 World Rescue Challenge)」，世界

各國頂尖的救援隊伍藉由此項賽事共同交流車禍救援技巧與知識，為持續提升我

國車禍救援技術並深化我國與國際救援合作夥伴彼此救災經驗交流，我國由新北

市政府消防局及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參與本屆賽事，本署亦派員隨同前往觀摩，並

配合賽程時間安排參訪葡萄牙當地消防機關。 

二、緣由 

在過去 20 年，救援挑戰賽已經在 15 個國家舉行，舉辦目的在於讓世界各國

道路救援人員，不論是車禍救助還是緊急醫療，可以齊聚一堂進行技術與經驗交

流，111 年在我國 WRO 會員窗口-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救助技術發展與諮詢協會籌

備下，遴選了國內對於交通事故救援技術提升富有熱誠及技術水平之 10 名消防

菁英與本署人員一同赴盧森堡參加 WRO 舉辦之「2022 世界救援挑戰賽」獲益良

多。 

本署參考 WRO 舉辦之世界救援挑戰賽相關賽事情境及規則，分別於 111 年

及 113 年辦理全國車禍救援挑戰賽系列活動，據悉「2024 世界救援挑戰賽」情境

與以往不同為刪除快速、標準及複雜情境，取而代之的是三層級系統，場景複雜

性將根據傷患、車輛以及情境權重作為分級依據，為瞭解最新國際賽事規則與情

境設計，本署規劃於 113 年 11 月 5 日至 9 日賽事期間派員前往觀摩，另配合賽

程時間安排參訪葡萄牙當地消防機關，瞭解該國消防制度。 

本次臺灣赴葡萄牙參與「2024 世界救援挑戰賽」之隊伍，同樣是透過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救助技術發展與諮詢協會協助，由本署舉辦之 113 年車禍救援挑戰賽

前二名隊伍，分別為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及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派員前往參加，在各

類單項成績部分均獲得不錯成績，可見我國消防人員之車禍救援技術已具有國際

水準。 

三、葡萄牙介紹 

葡萄牙共和國位於歐洲之西南隅，與西班牙同屬伊比利半島國家，其東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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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與西班牙接壤，兩國邊界長 1,300 公里，西臨大西洋，南隔地中海與北非相

望，海岸線長 830 公里。葡國領土尚包括位於大西洋中之亞速爾（Açores）及馬

德拉（Madeira）兩群島，貨幣為歐元，主要語言為葡萄牙語。 

葡萄牙國土面積 9 萬 2,090 平方公里，其中陸地面積 9 萬 1,470 平方公里(約

國土面積 99%)，水域面積 620 平方公尺，地勢北高南低，山地、丘陵廣布，2023

年人口統計約 1,064 萬人。 

四、亞速爾群島介紹 

亞速爾群島是位於北大西洋中央的一個群島，葡萄牙兩個自治區之一，其行

政首府為聖米格爾島上的蓬塔德爾加達，該群島由九個主要島嶼組成，包含西群

島的弗洛雷斯島(Flores)、科爾武島(Corvo)、中群島的法亞爾島(Faial)、皮庫島

(Pico)、聖喬治島(São Jorge)、格拉西奧薩島(Graciosa)、特塞拉島(Terceira)及東群

島的聖米格爾島(São Miguel)、聖瑪麗亞島(Santa Maria)，整個群島從西北至東南

方向綿延 600 多公里，該群島東距葡萄牙大陸部分約 1,360 公里。其中本屆賽事

舉辦地點為中群島的特塞拉島(Terceira)。 

特賽拉島為火山島，長 29 公里、寬 17.5 公里，面積 396.75 平方公里，最高

點海拔高度 1,023 公尺，人口約 5 萬 5,833 人，主要經濟活動是畜牧業和奶製品

生產。 

  



 

3 

貳、過程 

一、行程內容  

出差人員 吳俊瑩科長、張哲維專員 

出差事由 參加世界救援組織舉辦之 2024 世界救援挑戰賽 

日期 行程 備註 

113/11/2 

（星期六） 
臺灣桃園機場出發前往杜拜國際機場轉機 

航程 
113/11/3 

（星期日） 

杜拜國際機場出發前往里斯本機場 

調整日 

113/11/4 

（星期一） 

參訪葡萄牙消防隊(Regimento de Sapadores de 

Bombeiros-3a Companhia) 

里斯本機場出發前往特賽拉機場 

 

113/11/5 

（星期二） 
參賽隊伍報到、檢錄、領隊會議及開幕儀式  

113/11/6 

（星期三） 
賽事 Day1  

113/11/7 

（星期四） 
賽事 Day2  

113/11/8 

（星期五） 
賽事 Day3  

113/11/9 

（星期六） 

賽事 Day4 

參訪亞速爾群島民防與消防局、英雄港義消分隊 

閉幕式 

 

113/11/10 

（星期日） 
特賽拉機場出發前往里斯本機場  

113/11/11 

（星期一） 
里斯本機場出發前往杜拜國際機場轉機 

航程 
113/11/12 

（星期二） 
杜拜國際機場出發前往臺灣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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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行程 

本次參訪行程配合賽程時間安排參訪「葡萄牙里斯本消防局第三大隊

(Regimento de Sapadores Bombeiros - 3ª Companhia)」、「亞速爾群島民防與消防局

(Proteção Civil e Bombeiros dos Açores)及「英雄港義消分隊(Bombeiros Voluntários 

de Angra do Heroísmo)」，說明如下： 

(一)葡萄牙里斯本消防局第三大隊： 

葡萄牙里斯本消防局，係屬於葡萄牙里斯本民防體制下的其中一個部門，其

民防體制除消防局外，尚有保安、國均、航空與海巡、緊急醫療及森林火災消防

部分，現今的葡萄牙里斯本消防局起源於 1395 年成立的消防隊，也是葡萄牙最

古老的消防隊，隨著歷史更迭，1988 年葡萄牙里斯本基亞多(Chiado)區發生嚴重

火災後，成立了葡萄牙里斯本消防局。 

葡萄牙里斯本消防局轄下共有 4 個大隊(含 1 個特搜大隊)、1 座訓練中心及

11 個分隊(如圖 1)，2022 年火災及救援案件(如道路事故、行人事故等救援)出勤

件數為 2 萬 2,045 件，從受理案件出勤至第一台救災車輛到達現場的平均時間，

火災案件為 7 分鐘、其他災害為 6 分鐘；該局轄區面積為 100.05 平方公里，人

口數為 54 萬 5,796 人，並有 24 個行政區；相較於臺灣，其轄區面積與新竹市相

似，新竹市消防局轄下共有 2 個大隊及 10 個分隊，若以首都相比，臺北市面積

為 271.7 平方公里，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轄下共有 4 個大隊、45 個分隊。 

 

圖 1、葡萄牙里斯本消防局轄下分隊分布圖 

葡萄牙里斯本消防局共有 1,041 名全職消防人員，其消防人員職等由高至低

層級可分為高階隊長、一級隊長、二級隊長、高階消防員、一級消防員、二級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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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員、普通消防員等 7 個階級；經詢問得知目前葡萄牙全國消防人員約 3 萬名，

其中全職消防人員約 5,000 名，義消約 2 萬 5,000 名，義消佔比約 80 至 90%，與

臺灣警消、義消組成有所不同；透過警消及義消共同服勤的機制，葡萄牙里斯本

消防局之服勤制度為勤 1 休 3，四班制，服勤時間為 24 小時，以本次參訪之第

三大隊為例，每日上班服勤人數為 23 人至 28 人，出勤人車採以車綁人的編排模

式(如圖 2)，其廳舍設施與臺灣消防廳舍無太大差異(如圖 3、圖 4 及圖 5)，但消

防人員出勤時會先於備勤樓層著裝完成後，使用滑竿快速下樓(如圖 6 及圖 7)。 

  

圖 2、車庫公佈欄勤務表 圖 3、廳舍正面 

  

圖 4、廳舍背面 圖 5、車庫各式車輛燈示 

  

圖 6、消防衣帽鞋櫃 圖 7、滑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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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里斯本消防局除火災及救援勤務外，亦需要執行或協助其他任務說明

如下： 

1. 緊急救護：包含配合國家醫療急救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dical 

Emergency，簡稱 INEM)出勤提供救護協助、大量傷患事故緊急救護及

針對車輛救援人員提供緊急救護課程(如 CPR 與 AED 使用、基本生命徵

象維持、初期主要醫療照護等)。 

2. 水域救援：執行葡萄牙里斯本地區塔霍河之民眾、動物落水救援或物品

打撈等任務。 

3. 災害管理：成立災害管理應變隊，具備災害應變專業，執行天然災害、

倒塌建築物、土石流等傷患救援。 

4. 搜救犬隊：訓練搜救犬，其訓練情境包含地震、倒塌建築物等情境。 

5. 消防訓練：包含職前訓練、進階訓練、專業訓練及在職訓練等，2023 年

其訓練中心共計辦理超過 5,000 小時訓練，總計訓練 574 人次。 

6. 化災除汙：協助處理化學、生物、放射線物質除汙作業。 

7. 水源查察：確認消防栓正常運作，並定期更新消防栓相關資訊。 

8. 社區照護：提供社區與行動不便人士心理關懷服務，並協助辨認居家脆

弱性並記錄情況提供政府社福機構。 

  

圖 8、社會服務關懷車 圖 9、本署致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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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葡萄牙里斯本消防局回贈紀念品 圖 11、參訪合影 

(二)亞速爾群島民防與消防局 

亞速爾群島民防與消防局(如圖 12 及圖 13)隸屬於環境與氣候行動地區秘書

處，負責亞速爾群島自治區範圍內與民防與消防相關活動，其主要任務說明如下： 

1. 指導、協調與監督：指導、協調和監督亞速爾群島自治區範圍內與民防

和消防相關的活動。 

2. 保障緊急醫療運輸系統運作：通過陸路緊急醫療運輸系統，確保對事故

受害者或突發疾病患者提供及時、準確的醫療救護服務。 

3. 強化地區緊急應變能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財產保護為核心，提升應

對災害及緊急情況的組織能力。 

4. 發布公眾訊息：相關訊息包含： 

(1) 天氣預警：向公眾發佈惡劣天氣預警通知，幫助居民做好防護準備

(如圖 14)。 

(2) 地震通報：提供區域內地震活動的即時公告與相關防災資訊，增強

居民的防災意識(如圖 15)。 

(3) 訊息公告：於該局官方網站發佈與民防和緊急事件相關的重要通知

與說明，例如啟動緊急應變計畫、道路中斷通知、低氣壓通過之預

防作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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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亞速爾群島民防與消防局前合影 圖 13、亞速爾群島民防與消防局 

  

圖 14、天氣預警訊息 圖 15、地震通報訊息 

亞速爾群島民防與消防局根據主要任務辦理相關災害預防活動、訓練及設置

指揮派遣中心，說明如下： 

1. 災害預防與應變：為提升民眾災害意識及風險評估預防等知識，針對風

災、火災、爆炸、地震、緊急救護等 15 類災害製作防災宣導手冊(如圖

16)，另如遇重大災害依 ICS 架構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執行應變任務(如圖

17 及圖 18)。 

2. 訓練課程：辦理緊急醫療、搶救及公民防護等相關課程(如圖 19)： 

(1) 緊急醫療課程：針對到院前急救(包含創傷、基本生命徵象維持等)

提供相關課程，其課程經過美國心臟協會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簡稱 AHA)及 INEM 認證。 

(2) 搶救技術課程：提供消防基礎訓練、車禍救援及繩索救助等搶救技

術課程。 

(3) 公民防護課程：提供民眾有關民防機制及公共安全等相關課程。 

3. 指揮派遣中心(如圖 20)：該指揮中心服勤制度為 3 班制，每班 6 人輪

值，輪值人員包含消防人員、警察人員、護理師及醫師，每班服勤時間

為 12 小時，中心電話進線後由警察人員負責接聽，並依報案內容分派

消防人員或護理師接聽處理，消防人員負責火災、救援案件，護理師負

責緊急醫療救護案件，較為特別的是，中心具備專用出勤車(如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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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危急案件(Advanced Life Support)可搭載醫師及護理師至現場實施高

級救護術，另當地醫療資源較為匱乏，需跨島後送的傷患，仰賴軍方直

升機進行運送。 

  

圖 16、防災宣導手冊 圖 17、災害應變中心 

 

 

圖 18、災害應變中心 ICS 運作架構 
圖 19、緊急醫療、搶救及公民防護等課程教

材 

  

圖 20、指揮派遣中心 圖 21、醫師及護理師專用勤務車 

(三)英雄港義消分隊 

特賽拉島上共有 2 個消防分隊，且皆為義消分隊，本次參訪的英雄港義消防



 

10 

隊為其中之一，全隊約 60 名義消人員輪值服勤，每天在隊人數約為 13 人，如接

獲案件除在隊人員出勤外，非在隊人員將視情況直接前往現場支援；該消防隊義

消隊員在隊服勤時為有支薪職務。 

 

圖 22、英雄港義消防隊前合影 

英雄港義消分隊救災、救護車輛其相關器材，與臺灣一般分隊基本車輛及器

材大同小異(如圖 23、圖 24、圖 25、圖 26 及圖 27)，較特別的是該分隊具 1 輛重

型機車作為救護車輛(如圖 28)，因島上狹小道路與各類地形，重型機車相較於一

般救護車較容易先遣抵達執行初期處置。 

  

圖 23、消防水箱車 圖 24、救災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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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消防水箱車出水口 圖 26、救護車 

  

圖 27、救護車內裝及裝備 圖 28、救護重型機車 

三、賽事交流 

在過去 20 年，世界救援挑戰賽已經在 15 個國家舉行，舉辦目的在於讓世界

各國道路救援人員，不論是車禍救助還是緊急醫療，可以齊聚一堂進行技術與經

驗交流，2024 世界救援挑戰賽(2024 World Rescue Challenge)於葡萄牙特賽拉島舉

行，本次賽事與往年相同分為「車禍脫困(Extrication)」及「醫療救護(Trauma)」

兩個項目，共計 20 個國家、72 支隊伍參賽，兩個項目各為 36 支隊伍參加，比

賽旨在提升各國消防、緊急救援隊伍的技術能力及團隊合作，透過比賽與各國專

業人員交流，學習最新的救援技術與設備應用，進一步提升國內車禍救援的應變

能力，本次臺灣赴葡萄牙參與「2024 世界救援挑戰賽」之隊伍，同樣是透過社團

法人中華民國救助技術發展與諮詢協會協助，由本署舉辦之 113 年車禍救援挑戰

賽前二名隊伍，分別為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及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派員前往參加(如

圖 29 及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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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參賽隊伍 圖 30、桃園市政府參賽隊伍 

(一)賽事流程 

2024 世界救援挑戰賽自 113 年 11 月 5 日至 113 年 11 月 9 日止，除比賽以

外，賽事期間場地周邊邀集車禍救助與救護相關器材廠商設攤展示(如圖 31)，有

關賽事流程簡述如下： 

1. 113 年 11 月 5 日：本日流程包含報到檢錄、領隊會議及開幕式： 

(1) 09:00-16:00：報到檢錄 

各參賽隊伍進行報到檢錄作業，並於檢錄時開放各隊選手整檢比賽

所提供的救護及破壞器材，並由自行選擇比賽日所需要的破壞器材

廠牌(如圖 32)。 

(2) 16:00-18:00：領隊會議 

各隊伍派員(至多 3 名)參加領隊會議，並於會中說明各項賽事規則

及流程。 

(3) 21:00-23:00：開幕式 

開幕式於英雄港會長與辦，臺灣代表隊特別於會後致贈紀念品予

WRO 主席 Paul Schroeder 先生(如圖 33 及圖 34)。 

  

圖 31、廠商交流合影 圖 32、選手選擇破壞器材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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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致贈紀念品予 Paul Schroeder 先生 圖 34、與 Paul Schroeder 先生合影 

2. 113 年 11 月 6 日：第 1 天賽事(如圖 35、圖 36) 

(1) 11:35-13:10：新北市政府消防局進行情境 2 賽程(含報到、待命、比

賽、歸詢)。 

(2) 15:05-16:40：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進行情境 2 賽程(含報到、待命、比

賽、歸詢)。 

  

圖 35、第 1 天賽事流程 圖 36、賽事場景-1 

3. 113 年 11 月 7 日：第 2 天賽事(如圖 37、圖 38)及選手之夜 

(1) 14:55-16:25：新北市政府消防局進行情境 3 賽程(含報到、待命、比

賽、歸詢)。 

(2) 選手之夜：大會於本日舉辦選手之夜，讓來自世界各地的隊伍相互

交流認識並交換紀念品。 

  

圖 37、第 2 天賽事流程 圖 38、賽事場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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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3 年 11 月 8 日：第 3 天賽事(如圖 39、圖 40) 

07:55-09:25：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進行情境 1 賽程(含報到、待命、比賽、

歸詢)。 

 

 

圖 39、第 3 天賽事流程 圖 40、賽事場景-3 

5. 113 年 11 月 9 日：第 4 天賽事(如圖 41、圖 42、圖 43 及圖 44)及閉幕

式 

(1) 07:35-09:10：新北市政府消防局進行情境 1 賽程(含報到、待命、比

賽、歸詢)。 

(2) 10:10-11:40：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進行情境 3 賽程(含報到、待命、比

賽、歸詢)。 

(3) 20:00-00:00：閉幕式前 WRO 主席 Paul Schroeder 先生特別頒發感

謝狀，感謝臺灣隊伍飛行橫跨 1 萬 2,207 公里前來參賽交流，同時

於 WRO 臉書粉絲專頁發文，另本次賽事主辦單位葡萄牙全國救援

與脫困協會(ANSD)主席特別於閉幕典禮致詞感謝臺灣參加賽事並

頒發臂章，讓世界看見臺灣對於車禍救援交流的重視。(如圖 45、

圖 46 及圖 47) 

 

 

圖 41、第 2 天賽事流程 圖 42、賽事場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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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賽事場景-5 圖 44、選手比賽後討論規詢 

  

圖 45、WRO 主席頒發感謝狀-1 圖 46、WRO 主席頒發感謝狀-2 

 

 

圖 47、主辦單位 ANSD 主席頒發臂章  

(二)賽事情境與規則分析 

為持續強化消防人員車禍救援技術水平，並增進各級消防機關情誼交流，延

續 111 年車禍救援挑戰賽，本署於今年繼續規劃辦理「113 年車禍救援挑戰賽」

活動，本次挑戰賽於 113 年 8 月 29 日至 30 日，於本署訓練中心舉行，比賽期間

同時邀集車禍救助與救護相關器材廠商設攤展示，併同辦理「車禍救援與救護相

關器材展示」，促進救災人員與設備廠商間的經驗分享。 

賽事邀請各級消防機關消防人員及國外救援單位或團體派員組隊參賽，共有

11 個縣市消防機關組隊報名參賽，另日本也匯集當地各消防機關好手組隊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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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交流，共計 12 支隊伍同場較勁，；此外，賽事情境參考 WRO 舉辦 2023 世

界救援挑戰賽評分指南及情境規劃「標準脫困」及「複雜脫困」2 個情境，「標準

脫困」情境，必須於 20 分鐘救出 1 名傷者；「複雜脫困」情境，必須於 30 分鐘

救出 2 名傷者，每個參賽隊伍均需參加兩個情境，我國 113 年車禍救援挑戰賽與

2024 世界救援挑戰賽之比較分析如下： 

1. 相同之處：因 113 年車禍救援挑戰賽之規劃，參考 2023 世界救援挑戰

賽之規則，爰大部分之規定與 2024 世界救援挑戰賽相同，包含： 

(1) 團隊成員：每隊 6 名比賽成員，必須指定指揮官、救助手及救護手，

2024 世界救援挑戰賽允許隊伍指派 3 名翻譯人員，本署出訪人員

張哲維專員受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邀請擔任指揮官之翻譯。 

(2) 評分項目：賽事評分項目分為三大項，包含指揮、救助及救護等，

此部分國內外賽事均相同。 

(3) 報到、待命、規詢機制：113 年車禍救援挑戰賽之規劃除參考 2023

世界救援挑戰賽評分指南及情境外，亦參考其賽事辦理之流程及賽

務規劃經驗，納入報到、待命及規詢機制： 

i. 報到：賽前 40 分鐘開始報到。 

ii. 檢錄後待命：賽前 30 分鐘待命。 

iii. 歸詢：賽後 20 分鐘歸詢。 

2. 相異之處：2024 世界救援挑戰賽與 113 年車禍救援挑戰賽主要不同之

處在於項目評分級距、賽事情境與時間： 

(1) 項目評分級距：113 年車禍救援挑戰賽「指揮」及「救助」2 個項

目評分級距為 3 等級距，「救護」項目為 4 等級距，2024 世界救援

挑戰賽「指揮」及「救助」2 個項目評分級距為 5 等級距，「救護」

項目為 4 等級距(如圖 48、圖 49、圖 50、圖 51、圖 52 及圖 53)，

提供裁判更加細緻的評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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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指揮項目評分指引 

 

圖 49、指揮項目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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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救助項目評分指引 

 

圖 51、救助項目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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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救護項目評分指引 

 

圖 53、救護項目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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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賽事情境與時間：2024 世界救援挑戰賽情境分為「危急情境(Critical 

Condition)」、「檢傷情境(Triage)」及「夾困情境(Physical entrapment)」，

每個情境比賽時間均為 25 分鐘，主要差別於傷者數量及傷者之傷

情程度，說明如下： 

i. 危急情境：可分為「快速脫困場景」及「標準拯救情景」(如圖

54 及圖 55)： 

 快速脫困場景：傷患 1 名，傷情危急，情境設定較簡單，

預期傷患救出時間為 10 至 12 分鐘，主要測試團隊快速決

策並有效使用救援工具以盡快穩定和移送傷患。 

 標準拯救情景：傷患 1 名，傷情穩定，情境設定較複雜，

預期傷患救出時間為 15 至 20 分鐘，測試團隊謹慎操作，

以確保在不加重傷者病情的前提下完成急救。 

  

圖 54、危急情境場景 圖 55、新北市政府消防局進行危急情境賽事 

ii. 檢傷情境：可分為 3 種場景(如圖 56 及圖 57)： 

 場景 1：傷患 2 名，傷情皆穩定，測試團隊在時間限制下

確定任務優先順序並有效管理多個傷患的能力。 

 場景 2：傷患 2 名，傷情皆危急，預期傷患救出時間為 16

至 18 分鐘，測驗團隊必須採用進階的技術和協調加快救

援並提供立即的醫療護理。 

 場景 3：傷患 2 名，傷情 1 名穩定、1 名危急，測驗團隊

需要平衡對危急傷患的快速反應，同時照顧狀況穩定的傷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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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檢傷情境場景 圖 57、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進行檢傷情境賽事 

iii. 夾困情境：可分為 3 種場景(如圖 58 及圖 59)： 

 場景 1：傷患 2 名，1 名傷者受困車內、1 名可自行脫困，

預期傷患救出時間為 20分鐘，測驗團隊協助被困受傷者，

同時評估並處置可自救傷者的需求。 

 場景 2：傷患 2 名，1 名傷者受困車內且傷情危急、1 名

傷者受困車外，預期傷患救出時間為 15 分鐘，測驗團隊

對危急傷患進行快速介入，同時為穩定患者管理外部障礙

物。 

 場景 3：傷患 2 名，1 名傷者受困車內且傷情危急、1 名

傷者受困車外，預期傷患救出時間為 22 分鐘，測驗團隊

有效管理空間和傷患狀況的應處能力。 

  

圖 58、夾困情境場景 圖 59、新北市政府消防局進行夾困情境賽事 

(三)實習裁判(Shadow Assessors)： 

本署辦理「113 年車禍救援挑戰賽」前，為求賽事裁判標準之一致性，於 113

年 7 月 28 日辦理裁判講習活動，特別邀請 WRO 專家學者來臺擔任教官，與本

次賽事裁判人員一同針對車禍救援挑戰賽各項情境之評分方式、標準內容制定及

評分技巧進行研討，使我國車禍救援賽事能與國際接軌；當時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隊員高福均受有幸受邀參與 2024 世界救援挑戰賽的實習裁判(亦稱影子裁判)之

培訓，所謂實習裁判係指於比賽期間跟隨於所屬正式裁判，從旁學習評分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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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依據、賽後的歸詢討論以及任何問題之應變，更重要的是如何確保所有的比

賽隊伍於賽程期間的時間管理，使比賽順暢無逾，這也是首次臺灣能夠派員參與

實習裁判培訓，隊員高福均本次賽事負責指揮組，另外有 2 位來自西班牙及盧森

堡的實習裁判負責醫療組(如圖 60 及圖 61)。 

2024 世界救援挑戰賽賽事工作人員介紹如下： 

1. 裁判長：由 WRO 所屬裁判長以及主辦國推任一名擔任，其工作內容在

於掌控賽事順利進行，隊伍如有遇到問題需要仲裁則由裁判長做最終決

定。 

2. 裁判：本次共分為 3 個比賽場地，每一個場地由同一組裁判負責評分；

裁判依照評分項目區分為：指揮裁判、技術組裁判、醫療組裁判，車輛

救援比賽一場由上述 3 位裁判；創傷比賽則是每場比賽會有 2 名醫療裁

判。 

3. 場地組：每一比賽場地各有一場地組，場地組主要工作內容為比賽場地

的情境擺設，以及比賽隊伍所選擇之比賽用器材擺放定位及確認功能正

常。 

4. 後勤組：負責參賽隊伍報到、賽程進度掌控、統計成績、參賽隊伍各種

狀況應變。 

5. 實習裁判：所屬組別裁判之分身，並於比賽期間每天更換一位正式裁判

進行從旁協助，除了分數不列入統計外，需全力協助比賽的進行，並於

每天賽程結束後由所屬正式裁判填寫評估報告表，回報 WRO 該名影子

裁判是否具備裁判的能力以及特質。 

  

圖 60、裁判合影(紅色背心為指揮官裁判、

藍色背心為技術組裁判、綠色背心為醫療組

裁判、黑色背心為實習裁判) 

圖 61、裁判與工作人員合影 

本次實習裁判從賽前到比賽期間需隨的大會規劃參加多項活動，包含賽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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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會議、工作坊、場刊動線、領隊會議，以前賽事期間之賽事評分、賽後完成評

分表及賽後規詢，分別介紹如下： 

1. 賽前線上會議： 

(1) 第一階段：在正式比賽前，因為裁判來自不同國家，大會規劃先用

網路視訊會議的方式進行諸多討論，第一個階段討論的內容是在今

年的「挑戰賽指南 GuideLines」(如圖 62)，挑戰賽指南內容包含了

所有的資訊，從協會介紹、以及今年變更、調整的內容以及賽隊伍

所需要的所有資訊，裁判以及協會各幹部需逐條進行討論(如圖 63)。 

(2) 第二階段：同樣以線上會議的方式進行；WRO 代表會在每一階段

進行階段性進度的回報，到此階段開始進行比賽的流程討論，從場

地介紹、隊伍動線(從檢錄、報到、選手隔離、進場、比賽、歸詢結

束)、工作人員區域、各項會議地點、開幕式、閉幕式流程全部都進

行細部討論…等從這兩階段共計約 6 小時的會議掌握活動細節的

掌控。 

(3) 第三階段：第三階段為整合，將前面兩階段討論的內容整理出來，

再重新經過所有人審視一遍，並提供每個工作人員的資料。 

  

圖 62、挑戰賽指南 圖 63、線上會議 

2. 裁判工作坊： 

    大會於 114 年 11 月 4 日在 2024 世界救援挑戰賽舉辦地點特賽拉

島舉辦裁判工作坊，首先針對所有與會工作人員與裁判進行簡單介紹，

再來區分為兩大組：車禍救援以及創傷挑戰賽，各利用獨立的空間進行

討論，車禍救援部分則再依評分角色進行分組。 

    隊員高福均這次被賦予的工作內容是比賽現場的指揮組影子裁判，

在工作坊期間跟隨著另位三位指揮組裁判進行討論並取得共識，小組討

論從指揮組的評分表開始，從各個項目討論、確認所有人都有共識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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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下一項。 

    討論完評分表後接著討論比賽現場可能會面對到的問題，先進行溝

通並取得共識，從隊伍準備進入比賽現場指揮裁判會先向前歡迎隊伍並

依序握手擊拳，這樣做的用意是讓隊伍在進入比賽場地前先有一簡短的

緩衝時間，裁判可以迎接他們並簡短問候，握手擊拳的過程中可以順便

檢查每一位比賽選手的個人防護裝備是否著裝完成，如果有任何的缺少

便可以立即阻止讓參賽隊伍進行修正，同時間該場地的所有裁判及工作

人員會快速的做最後確認(如圖 64)。 

    討論最久的是比賽現場的車輛斷電要如何呈現，以往面對油車選手

會打開引擎蓋進行檢查與移除電瓶電源，但這次的比賽為了更貼合實際

現場救災，現場有準備了油電車供場景使用；伴隨著油電車指揮裁判手

上會有 Rescue Sheet 供參賽隊伍使用，該資料可以提供現場參賽隊伍的

指揮官進行風險評估、危害辨識，並可以明確的指示操作人員該從哪邊

斷電(如圖 65)。 

    最後一項重點在於停止操作的時間點，在挑戰賽指南「GuideLines」

有記載裁判有權暫停或終止參賽隊伍的操作，當然有任何立即性的安全

問題喊暫停是無庸置疑的，但每一位裁判可以接受的尺度都有些許的不

同，所以找到共識並要求每一位裁判嚴格執行就是一項考驗。 

    在經過一整天討論過後，所有裁判會同醫療組裁判移動到比賽會場，

場景組工作人員分享場景需要注意的細節，障礙物的狀況：可移動、規

定區域可破壞、不可移動……等，以及參賽隊伍所使用的裝備器材如何

去調配；再來全員將參賽隊伍動線模擬一次，同時間思考過程可能遇到

的任何問題(如圖 66)。 

    最後的環節是全部裁判坐下來，一同進行最後的共識統整，指揮及

技術裁判分享剛剛討論完的重點並取得所有人的認可，因為醫療組同時

間要負責兩場賽事（車禍救援以及創傷挑戰賽）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也提

出醫療組針對車輛救援的觀點，同樣的，取得現場所有裁判的認可以及

同意，工作坊就算告一段落(如圖 67)。 

  

圖 64、裁判工作坊討論情形-1 圖 65、裁判工作坊討論情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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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模擬參賽隊伍動線 圖 67、工作坊最終討論 

3. 領隊會議： 

    大會於 114 年 11 月 5 日辦理領隊會議，領隊會議的內容主要是在

將所有裁判整理出來的重點以及注意事項在公開的場合讓所有參賽隊

伍了解，同時間在所有隊伍都在的情況下有問題的一併提出，並給予解

答，領隊會議由各組裁判長主持，所有裁判於台下列席，隨時可以進行

各種問題的回覆。 

4. 賽事評分： 

    雖然實習裁判的評分表不會被列入正式計分，但依然要完成評分表，

目的在於可以跟所屬的指揮裁判進行分數比對，發現不同之處來進行深

度的討論，是實習裁判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如圖 68) 

5. 賽後規詢： 

    歸詢的過程中，裁判要給予參賽隊伍正面評價(Positive Point)以及可

以改進的地方(Learning Point)並在簡短的 5 分鐘內完成歸納以及總結。

(如圖 69) 

  

圖 68、裁判團間進行討論，並完成評分表 圖 69、裁判團賽後規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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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感想 

本次賽事感謝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救助技術發展與諮詢協會協助報名，2024

世界救援挑戰賽堪稱目前車禍國際賽事的最高殿堂，集結各國各路好手，許多國

家隊伍亦是每年賽事常見的隊伍，臺灣所派出的 2 支隊伍也在夾困情境的各單項

獲得不錯的成績，在 36 支隊伍中，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於夾困情境救護項目成績

排名第 2 名、救助項目成績排名第 7 名；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於夾困情境指揮項目

成績排名第 12 名、救護項目成績排名第 12 名，各類項目均有進入前段班排名紀

錄，可見技術已有向世界頂尖隊伍競爭之實力，惟其他項目仍有可學習之處無法

榮獲整體成績前三名，針對本次賽事提出心得感想如下： 

一、提高參與國際賽事頻率 

面對世界頂級車禍救援賽事，各隊均力求完美，故需降低緊張或怯場而影響

比賽之因素，提升各項情境之穩定度，經詢問本屆總冠軍隊伍，其表示過去已經

連續參加過多屆賽事，雖在過去未能獲取名次，但仍獲取相當多的經驗，並能在

本屆賽事發揮嶄露頭角。 

二、提升英文口說能力 

本次參次雖能指派三名翻譯隨同賽事協助指揮官、就助手及救護手進行翻

譯，惟翻譯時間仍有時間落差，如能由參賽者直接以英文與裁判或傷患溝通，

可增加效率。 

三、實習裁判心得 

(一)觀察 

1. 裁判必須以不干擾比賽進行的前提下，仔細觀察及傾聽參賽隊伍的操作

及溝通。 

2. 保持敏銳度，注意隊伍操作觀察到、聽到了什麼內容，並考慮該行動的

後果。 

3. 同時留意賽場內所有細節，包含了溝通不良導致的錯誤操作或是未被辨

識出來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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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紀錄 

1. 做紀錄，評分表的設計有格式供書寫且紀錄會被用來作有爭議時的證明

和歸詢的合理性。 

2. 紀錄參賽隊伍階段性完成工作之時間點。 

3. 不要依賴腦袋的記憶，永遠將看到的重點用工具記錄下來。 

(三)分類 

根據隊伍的操作，評分表有分成五個級距：非常基礎、基礎、傑出、非常

傑出、完美，裁判要依照隊伍的救援時間、救援戰術合理度、技術展現…等等

來給予各評分項目分類。 

(四)回饋 

1. 給予參賽隊伍歸詢是一件榮耀的事情，所以裁判更必須謹慎的紀錄並回

饋給隊伍。 

2. 避免個人意見，你是 WRO 的裁判，所以應該以 WRO 的觀點進行回饋。 

3. 利用評分表的 Guid Line 作為評分標準，並根據給予的分數進行講評。 

4. 避免冗長的討論。 

肆、建議事項 

一、提升比賽整體穩定度 

本次各單項成績已證明我國車禍救援技術水準已達國際水準，惟面臨比賽仍

會有緊張或怯場的情形，多少影響賽事成績，建議未來提高參與國際賽事頻率，

且持續參與 WRO 舉辦之世界救援挑戰賽，使隊伍能習慣比賽氛圍，另針對欲參

加國際賽事隊伍，於賽前練習，針對指揮、救助及救護等項目，增加車禍救援所

需英文對話訓練。 

二、持續參與世界救援挑戰賽實習裁判培訓 

臺灣首次派員參加世界救援挑戰賽實習裁判培訓，經詢問本次擔任實習裁

判之隊員高福均表示，透過裁判視角去瞭解賽事、評分及規詢，相較於擔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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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人員，有一樣的體驗及收穫，且對於我國車禍救援教育訓練之推動有所幫

助，建議未來世界救援挑戰賽之賽事，可透過臺灣 WRO 窗口協調派員參與實習

裁判培訓。 

三、國內車禍救援賽事納入世界救援挑戰賽最新規則與情境 

2024 世界救援挑戰賽車禍救援情境與往年相比有所調整以更貼近實務情

形，建議未來國內車禍救援賽事，可納入本屆世界救援挑戰賽最新情境及規

則，以接軌國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