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溯溪活動計畫書 
一、活動單位名稱：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二、活動時間：113 年 4 月 1 日至 114 年 3 月 31 日。 

三、依法立案或登記之證明文件；其屬政府機關、政府機構及公立學校者，免附。 

四、機關、機構、學校、法人、團體或溯溪活動業辦理溯溪活動，其場地位於或經過法規規定應先

申請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應向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申請許可者，其許可文

件。 

五、溯溪路線、活動管理、緊急應變措施與方案及裝備。 

(一)溯溪路線：  

砂婆礑 

 

 

A:起點 B:中繼點(半日) C:獵戶瀑布(全日) 黃線:溯溪路線 原路線:緊急撤退路線 

 



  
等高線圖(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A-B(中繼點深潭) 溯溪距離約 322m；坡度為從 160m-200m，上升約 40m。 

 A-C(獵戶瀑布)   溯溪距離約 2143m；坡度為從 160m-450m，上升約 290m。 

 

 

 

 

 

 

 

 

 

 

 

 

 

 

 

 

 

 

 

 

 



三棧北溪 

 

 
A:起點 B:終點 黃線:溯溪路線 原路緊急撤退路線 

 

 
等高線圖(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A- B 溯溪距離約 1350m；坡度為從 100m-100m，上升約 40m。 

 



三棧南溪 

 

 

 

A:起點 B:玫瑰谷(半日) C:黃金峽谷(全日) 黃線:溯溪路線 原路緊急撤退路線 

 

 

等高線圖(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A-B(玫瑰谷)溯溪距離約 1090m；坡度為從 100-100m，無上升坡度。 

A-C(黃金峽谷)溯溪距離約 5210m；坡度為從 100-200m，上升約 100m。 

 

 

 



白鮑溪 

 

 

A:起點 B:終點 黃線:溯溪路線 紅線:緊急撤退路線 

 

 

等高線圖(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溯溪距離約 837m；坡度為從 160-200m，上升約 40m。 

 



十二號橋溪 

 

 

A:起點 B:終點 黃線:溯溪路線 原路緊急撤退路線 

 

 

等高線圖(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溯溪距離約 1500m；坡度為從 100-100m，無上升坡度。 

 

 

 

 

 

 

 

 

 



十四號橋溪 

 

 

 

A:起點 B:終點 黃線:溯溪路線 原路緊急撤退路線 

 

 
等高線圖(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溯溪距離約 383m；坡度為從 100-100m，無上升坡度。 

 

 

 



萬榮溫泉（冬季） 

 

 

 

 

等高線圖(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溯溪距離約 1346m；坡度為從 200 至 200m，上升約 0m 

 

 

 

 

 

 

 

 

 

 

 



(二)緊急應變措施： 

●天氣狀況是否出團依據 

依照中央氣象局都的累積雨量圖，可即時觀察累積雨量與前 1 日、前 2 日累積雨量。 

1.前 1~2 日累積雨量超過 100mm 以上。 

2.當日若在短時間內累積下超過 60mm 以上的雨量。 

3.颱風來臨前、中、後期，特別注意溪谷水量大小，並實際探勘是否可安全執行。 

 

●天候應變策略 

1.上游傳出巨響，開始下大雨，則立即停止活動，原路線撤退回停車位置。水質從清澈變混

濁，水位變高或上游飄下樹枝、樹葉，須立即於 1 分鐘內撤離河床。  

2.當遇到雷擊時，離開河水等導電處，以陸路方式行走。 

3.若不幸遭溪水沖走，必須兩手抓住救生衣衣領，身體打直，膝蓋微微彎曲，並注意頭朝上游

方向，腳部則朝向下游，才能踢開水中的岩石，避免撞到頭部，增加生還機會。 

 

(三)傷病處理程序及救援計畫 

●一般狀況：（無立即性或持續性之傷害，如：一般切割傷、暈眩、腹痛、發燒 38℃以上……

等。） 

教練先行通知飯店值班經理及單位主管，適當照顧觀察，必要時由教練送醫。 

 

●緊急狀況：（有立即性或持續性之傷病或危及生命之虞者，如呼吸停止、心臟病、頭部外傷、

頭部外傷出血、腦挫傷顱內出血、疑似腦震盪、骨折、有休克現象……等。） 

 

由教練做好基本救護處理，並由教練通報 119 專線立即護送就醫，教練通知飯店值班經理及單

位主管，值班經理需指派人員前往醫院，得通知其他人員到醫院接替教練至家屬到達醫院為

止，以便將傷患當面交給家屬繼續照顧。 

 

●山野地區：戶外溯溪體驗，需緊急醫療救護時，先做初步傷患評估，再通報 119 專線，以救

護車送至地區醫院救治。 

 

●山野緊急撤退路線：由溪谷上方登山步道或當地村莊、部落修理飲用水管小徑，做撤退路

線，上切步道後短時間即可回到停車場。（領隊及戒護安全教練人員，須事先知悉撤退山徑地

點，並整修維護步道可通行） 

 

●留守人員： 

1. 花蓮遠雄悅來飯店-娛樂部櫃檯 (03)8123-900 # 6903 (分機：6903) 

 

 

 

 

 

 

 



相關救難單位 地址 電話 

花蓮慈濟醫院 970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 1825 

門諾醫院 

壽豐分院 

974 花蓮縣壽豐鄉共和村魚池

52 號 

03－866 4600 

衛福部花蓮醫院 970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 600

號 

03－835 8141 

國軍花蓮總醫院 

北埔總院區 

971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路 163

號 

03－826 3151 

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0800－119119 

02－89127119 

相關救難單位 地址 電話 

臺北榮民總醫院 

鳳林分院 

975 花蓮縣鳳林鎮中正路一段

2 號 

03-876-4539 

門諾醫院 

壽豐分院 

974 花蓮縣壽豐鄉共和村魚池

52 號 

03-866-4600 

花蓮慈濟醫院 970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03-856-1825 

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0800-119119 

02-89127119 

 

(三)裝備： 

  1.通訊設備：配置對外聯繫之行動電話、無線電。 

  2.安全帽、救生衣、防寒衣及溯溪鞋。 

    3.急救箱 

 

 

 

 

 

 

 

 

 

 

 

 

 

 

 

 

 



從事戶外活動傷病處理程序 

 

 

 

 

 

 

 

       

 

 

 

 

 

 

 

 

 

 

 

 

 

 

 

 

 

 

 

 

 

 

 

 

 

 

 

 

 

 

 

 

無生命危險 有立即生命危險 

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 

發生突發急症或事故傷害 

嚴重程度評估 

啟動危機處理小組分工合作 

現場教練 A： 

緊急照護初步處

理，維持生命跡

象，實施 CPR 

現場教練 B： 

安排護送交通工具

或撥 119 請求支

援，通知飯店人員 

現場教練： 

1. 照護處理 

2. 簡易外傷處理 

3. 通報飯店人員 

1.觀察是否就醫  

2.飯店內休養觀察 

3.飯店值班經理持續追蹤 

1.事件發生時間、地點、原因、種類、嚴重程

度 

2.急救處置項目、處理經過 

3.檢傷分類評估，含生命徵象與傷勢狀況描述 

4.聯絡 119 時間、前往醫院時間、到達醫院時

間、連絡家屬時間、家屬到達時間 

5.  

飯店人員： 

1.通知值班經理、單位主管 

2.通知總經理 

3.值班經理派人員至醫院替換教練及關切傷者 

 

緊 

急 

處 

置 

現

場

教

練

及

體

驗

者 

記 

 

錄 

1.傷病發生時間、地點、

原因、種類 

2.護理處置項目、處理經

過 

3.處置照護時間 

1.傷病恢復情形電訪關懷 

2.協助復健期間醫療或復原注意事項 

3.辦理公共責任保險相關理賠 

4.填報傷害事件報告書 

5.辦理其他未盡事宜 

 

不需送醫 需送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