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州州長應急服務辦公室 

針對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轄區和個人的綜合疏散計畫 



 
 

     2 

致謝 

加州州長應急服務辦公室（California Governor’s Office of Emergency Services, 簡稱 Cal OES）
服務與支援需求辦公室（Office of Access and Functional Needs, 簡稱 OAFN）在此衷心感謝

為制定本計畫作出貢獻的全體社區利益相關者和合作夥伴，特別感謝 Cal OES 服務與支援

需求 (AFN) 社區諮詢委員會的以下成員提供的專業知識和建議： 

姓名 職務 組織機構 

Ana Acton 獨立生活與社區服務部，副主任 
加州康復部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DOR) 

Gina Biter-
Mundt 社區宣導者  

Aaron 
Carruthers 執行理事 

加州發育障礙委員會 (State 
Council o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SCDD) 

Eric Dowdy 副主席；公共政策部 (CA & NV) 阿茲海默症協會（Alzheimer’s 
Association） 

Sheri Farinha 首席執行官 
北加州失聰與聽力障礙服務處

（NorCal Services for Deaf & Hard 
of Hearing） 

Robert Hand 臨時執行理事 

加州獨立生活中心基金會 
(California Foundation for 
Independent Living Centers, 
CFILC) 

Susan 
Henderson 執行理事 

殘障權益教育與維權基金會

（Disability Rights Education and 
Defense Fund） 

Andy 
Imparato 執行理事 加州殘障權益會(Disability Rights 

California, DRC) 

June Isaacson-
Kailes 殘障顧問  

Jordan 
Lindsey 執行理事 加州之弧（The Arc of 

California） 



 
 

     3 

姓名 職務 組織機構 

Jeanne Parker 
Martin 主席兼 CEO 領齡加州（LeadingAge 

California） 

Cynthia Soto 制度變革宣導者 
獨立免費樂活社區（Communities 
Actively Living Independent and 
Free, CALIF) 

Jeff Thom 主席 加州盲人理事會（California 
Council of the Blind） 

 

 本指南由加州州長應急服務辦公室於 2023 年 8 月 8 日發佈。 

 

 
  



 
 

     4 

目錄  
致謝  ................................................................................................................................ 2 

引言  ................................................................................................................................ 6 

序言  ................................................................................................................................ 7 

簡介  ................................................................................................................................ 7 

目的  ............................................................................................................................... 7 

背景  ............................................................................................................................... 7 

殘障人士融合法令  ......................................................................................................... 7 

第 1 章：制定包容性計畫的最佳做法  .............................................................................. 8 

AFN 諮詢委員會參與計畫制定過程  ............................................................................... 8 

疏散行動中的資訊傳播工作  .......................................................................................... 9 

計畫  ........................................................................................................................... 9 

傳播疏散計畫  ............................................................................................................. 9 

災難登記冊  .............................................................................................................. 10 

考慮 AFN 因素的交通運輸和疏散行動  ........................................................................ 11 

確定交通資源  ........................................................................................................... 11 

確定交通服務提供方  ............................................................................................ 11 

與交通服務提供方簽訂合同  ........................................................................................ 12 

轄區內內內  .............................................................................................................. 12 

與周邊轄區簽訂合同  ................................................................................................... 12 

第 2 章：為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人士制定個人計畫  ...................................................... 13 

瞭解您所在地區/區域的緊急事件類型  ......................................................................... 13 

獲取緊急事件警報  ....................................................................................................... 13 

制定計畫  ...................................................................................................................... 14 

列出連絡人名單  ....................................................................................................... 14 

制定計畫時，需要超出直接社會支援網絡範圍  ........................................................ 14 

如何疏散  .................................................................................................................. 15 



 
 

     5 

為您的服務性動物和寵物考慮  ................................................................................. 15 

尋找避難所  .................................................................................................................. 16 

準備應急包  .................................................................................................................. 16 

提前準備  .................................................................................................................. 16 

將重要文件裝進您的應急包  ..................................................................................... 16 

疏散時，請攜帶一些現金（小面額） ....................................................................... 17 

針對失聰或聽力障礙者的物品/提示  ......................................................................... 17 

針對失明或視力低者的物品/提示  ............................................................................ 18 

針對言語障礙者的物品/提示  .................................................................................... 18 

針對行動不便者的物品/提示  .................................................................................... 18 

針對感官障礙者的物品/提示  .................................................................................... 18 

針對發育障礙者的物品/提示  .................................................................................... 19 

針對需要藥物治療者的物品/提示  ............................................................................ 19 

結束語  .......................................................................................................................... 20 

附錄 A - 交通運輸協定清單  ........................................................................................... 21 

附錄 B–首字母縮寫詞和縮略語  ..................................................................................... 23 

參考資料  ....................................................................................................................... 24 

 

 

 

  



 
 

     6 

引言  

加州州長應急服務辦公室 (Cal OES) 及其服務與支援需求辦公室 (OAFN) 與社區利益相關

者密切合作，在加州應急管理系統中識別並整合了全體加州有服務和支援需求（AFN）

民眾的需求。 

“服務和支援需求”（access and functional needs）一詞，指的是有身體、智力或發育障礙、

患有慢性疾病、受傷、英語水準有限或不講英語的個人；老年人；兒童；在機構環境中生

活的人，或低收入、無家可歸、懷孕或交通不便者，包括但不限於依賴公共交通人士和孕

婦。 

一直以來，地方應急行動計畫(Emergency Operations Plans, 即 EOPs)未曾充分考慮過與服

務和支援需求相關的因素。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受到的災難影響尤為嚴重，再加上缺

乏綜合計畫導致的漏洞，給整個社會造成了巨大的生命損失，加劇了這些人士的苦難。其

中，最大的漏洞是總體上很少考慮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在災前、災中和災後所面臨的

緊急疏散具體問題。為彌補這些漏洞，加州頒佈法律，要求各轄區在制定各自的 EOP
（包括疏散計畫）時，全程充分考慮服務和支援需求。 

本文檔旨在為地方轄區提供指導、最佳做法和資訊資源，以便地方轄區完善其計畫，災難

發生時能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以與交通服務提供方等合作夥伴合作組織社區全體成員（包括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

進行綜合疏散。 

最後，本文彙編了一些資源，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可利用這些資源制定個人疏散計畫，

在災前和災中保障自身的安全、平安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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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目前，自然災害和人為災難變得愈加頻繁、愈加深遠和愈加廣泛。因此，保護全體社會成

員的生命、安全和財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災能力，以籌畫並應對複雜形勢。要做到這一點，需要社區全體成員精誠合作。同樣至關

重要的是，個人要勇擔責任、積極主動制定個人計畫，提高自己的防災能力。 

當應急管理人員能與社區成員合作，增強集體效能、提高災害期間的抗災能力時，每個人

（包括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的防災準備都將更充分。 

本文檔重點介紹緊急事件發生前、中、後期，各轄區和個人為順利開展疏散行動而應執行

的包容性做法和程式。 

簡介  

目的 

本文檔旨在幫助地方轄區和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制定有利於整個社區的全面、包容的

緊急疏散計畫。 

背景 

各轄區的疏散計畫和制度歷來是由具有行走和跑動能力的人士制定，並為他們而服務。制

定計劃時，通常沒有考慮到行動不便或有其他服務和支援需求的人人士。缺乏包容性的計

畫，會使得許多轄區在組織全社區進行緊急疏散時存在重大漏洞。因此，要制定包容性強

的、組織成功的疏散行動，必須瞭解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群體的需求，並與他們一起制定計

劃。 

殘障人士融合法令 

1973 年《康復法案》（The 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和 1990 年《美國殘障人士法案》

（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ADA）明確要求殘障人士平等享有各項權利，包括

但不限於參與聯邦、州或地方政府開展或資助的專案和活動。包容性疏散計畫需根據權利

平等的要求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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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對 ADA 進行詮釋，要求各轄區： 

• 使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利益相關者參與應急管理規劃過程 
• 制定停電、地震和山火火災的應急計畫時，充分考慮有服務和支援需求個人的需求 
• 使用無障礙報警策略 
• 提供無障礙緊急疏散交通資源 

加州議會第 2311 號法案（Brown, Chapter 520, Statutes of 2016）頒佈了《加州政府法典》

第 8593.3 條，要求各轄區下一次更新其 EOP 時，需在每一環節（包括疏散/交通環節）中

考慮與服務和支援需求相關的因素。 

加州議會第 477 號法案（Cervantes, Chapter 218, Statutes of 2019）對《加州政府法典》第 
8593.3 條進行了修訂，要求各轄區在下一次定期更新其 EOP 時，邀請有服務和支援需求

人群的代表參與其中，確保各縣與社區一同進行規劃，而不是為社區制定計劃。這意味著

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將全程參與計畫制定過程。 

第 2311 號議會法案和第 477 號議會法案的總體目標是，確保應急管理人員和計畫制定人

員制定 EOP 時能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內
災後滿足服務和支援需求。 

第 1 章：制定包容性計畫的最佳做法 

各轄區應與整個社區的利益相關者密切合作，制定疏散計畫。Cal OES 建議各轄區成立正

式的服務與支援需求 (AFN) 諮詢委員會，其成員包括附屬于非政府機構的全體社區代表、

為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提供服務的社區組織 (CBO)、殘障人士組織、社區宣導者以及

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經驗的人士。遵循包容性計畫制定流程，可確保各轄區是與社區一同進

行規劃，而不是為社區制定計劃，從而制定出更完善的計畫，獲得利益相關者的認可。 

AFN 諮詢委員會參與計畫制定過程  

各轄區應邀請AFN諮詢委員會參與計畫制定全過程，而不是僅

參與最後的審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闡釋想法、尋求合作並徵求重要回饋意見，從而為整個社區制

定出更完善的計畫。 

包容性計畫的其他益處包括： 

各轄區應使其 AFN 諮
詢委員會參與疏散計

畫制定的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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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輕災前、災中和災後的生命損失和苦難 
• 更加瞭解轄區的動態變化和人口資料 
• 增強社區在整個災難週期中的援災能力 
• 在應急管理人員和社區之間建立信任 
• 推動個人做好更充分的防災準備 

如果疏散計畫考慮並採納了服務物件和組織的意見、建議和回饋，利益相關者便能更有可

能接受並執行該計畫。包容性計畫制定過程還有助於建立聯繫和行動模式，這將在緊急情

況下發揮其作用。 

疏散行動中的資訊傳播工作  

計畫  

作為疏散計畫的一環，社區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程，確保災難期間疏散時能獲得無障礙交通資源。疏散流程必須明確、一致，應在整個應

急行動中心（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EOC）、社區和合作夥伴中廣泛傳播。 

傳播計畫應確保能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各轄區應利用 AFN 諮詢委員會來推廣、強化並批准傳播、疏散和交通運輸策略。 

各轄區在災前和災中擴散、執行其疏散計畫、提供相關疏散資訊時，需採取可採取的一切

資訊傳遞和傳播方式。 

傳播疏散計畫 

為確保社區知曉獲取交通資源的方式，各轄區應採用多種可用的傳播方式，包括： 

• 社群媒體內內  
• 應急警報、警告和通知 
• 新聞發佈會  
• 市民大會 
• 數位看板/資訊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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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整個社區都能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素： 

• 美國手語 (American Sign Language, ASL)  
• 平實、清晰、簡潔的語言  
• 多種語言 
• 遵守《康復法案》第 508 條的規定 
• 替代文本、色彩對比、讀取順序和標題 
• 考慮無障礙圖形設計和佈局 

災難登記冊

部分轄區會圍繞當地的災難登記冊來制定疏散計畫。災難自願

登記冊的概念很簡單——就是一份在緊急情況下需要額外支援

的人員名單，災難來臨時，政府可憑藉這份名單提供援助。然

而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他們會認為，既然自己在名單上，那麼緊急事件發生時就會獲

得額外的資源或優先救援服務。這種錯誤的假設十分危險，會

導致個人防災能力的整體下降。  

登記冊往往會給已登記

人員帶來 信任錯覺 ，

讓他們以為，只要自己

在名單上，那麼緊急事

件發生時就會獲得額外

的資源或優先救援服

務。 

 

為消除這些誤解，地方政府應明確指出，災難往往會使應急資源不堪重負，已登記人員可

能在數小時或數天之內內內內內幫助或援助（如有）。 

登記冊並不是緊急情況下的物質資源調度手段。登記冊是用來電話通知或親自造訪已登記

人員，為其提供災難相關資訊的工具。因此，已登記人員應持續做好個人和家庭的防災準

備。 

即便轄區已建立災難登記冊，也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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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 AFN 因素的交通運輸和疏散行動 

在大規模疏散行動中，要滿足有服務和支援需求個人的交通需

求，就需要提前進行周密規劃。各轄區必須認識到，並非社區

中的每個人都擁有可用和/或可靠的交通工具，許多人都需要借

助交通資源才能抵達安全區域。各轄區應在整個計畫制定過程

中充分考慮這些現實因素。  

各轄區需與當地的

各個服務提供方簽

訂 合同。 

 

各轄區必須提前制定疏散計畫，以便成功將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從其家中、公寓、學

校、社區、醫療或護理機構疏散出來。雖然許多設施都有自己的疏散計畫，但轄區仍有責

任確保每個人均能獲得緊急疏散交通資源。各轄區還應解決部分社區公共交通選擇有限的

問題，調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確定交通資源 

災難發生時，許多人都需要緊急交通服務才能安全疏散。為確保能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務，各轄區應與當地的每個服務提供方（包括輔助交通機構）簽訂合同。 

大規模災難發生時，在特定地區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很可能會超過可用的交通資

源數。為解決這一問題、建設超負荷運輸能力，各轄區還應與周邊地區的交通服務提供方

簽訂協定，以便在需要時使用其資源。 

非營利組織、社區組織和轄區 AFN 諮詢委員會的成員能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域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夥伴車輛、班車、公共汽車等）。社區

合作夥伴還能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確定交通服務提供方 

在確定潛在的交通服務合作方時，各轄區應具有創新意識，跳出傳統資源的局限。潛在的

交通服務合作夥伴有： 

酒店接駁服務 成人日間健康服務

中心 (ADHC) 旅遊公司 醫療保健中心 

遊樂園 地區老齡事務機構 老年活動中心 學區交通系統 

內內內內  機場接駁巴士 機場租賃汽車 殘障服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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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場班車 獨立生活中心 區域中心 計程車服務 

旅遊巴士公司 縣遊樂場班車 私人拼車公司 教堂/宗教機構 

與交通服務提供方簽訂合同 

轄區內內內  

與轄區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蓋以下內內內  

• 角色/職責 - 明確界定角色（例如，由誰提供疏散援助） 
• 內內內內  - 確定何時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 資內  - 確定可用資內內內內內內內  
• 回應時間 - 估算回應所需時間 
• 責任 - 確定責任保險範圍及生效方式 

合同應明確規定，有需要時將以類似計程車服務的方式全天候（24/7：一週 7 天，一天 24
小時）提供緊急疏散服務，使用者無需支付任何費用；明確規定，資源將包括無障礙交通

運輸資內內  

各轄區應在應急行動中心留存一份所有交通運輸/疏散合同的清單。 

與周邊轄區簽訂合同  

大範圍疏散時，某單一轄區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疏散完全部需要援助的人。為建立超負荷交通運輸能

力，各轄區在進行疏散規劃時，應與周邊轄區的交通服

務提供者和供應商簽訂合同。  

為確保服務連續性，計畫制定者應確保有一個以上的供

應商提供交通運輸和疏散服務。此舉將有助於在大規模疏散中調用更多無障礙交通資源。 

轄區計畫是全面成功疏散的關鍵。個人防災準備也十分重要，因為在災難發生前採取必要

的預防措施將有助於個人制定策略並獲取資源，從而在政府援助延遲或無法獲得政府援助

時最大限度的提高生存能力。 

各社區應與周邊轄區的交通

服務提供者簽訂合同，以保

障大範圍疏散時所需的超負

荷交通運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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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章節將為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提供一些建議，以進一步完善其個人防災計畫。 

 

第 2 章：為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人士制定個人計畫 

一個人明天能否在緊急情況下成功撤離，取決於其今天所做的計畫和準備。本章節提供了

一些建議，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可用來為緊急疏散做準備。 

瞭解您所在地區/區域的緊急事件類型 

瞭解您所在地區可能會發生的緊急事件類型十分重要。請根據個人情況調整這些資訊並盡

一切努力遵循官方指示。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冷靜、有耐心、三思而後行。完成這些簡單

的準備工作後，您就可以在緊急事件或災難發生時做好撤離準備。 

獲取緊急事件警報 

緊急事件發生時，您需要盡可能多地獲取資訊，瞭解何事即將發生、何時疏散和疏散目的

地。請利用以下資源獲取重要警報和安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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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計畫 

想一想緊急情況下能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列出連絡人名單 

• 列出連絡人名單，包括朋友、家人、同事、鄰居或其他能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 與您的社會支援網絡討論您的災難應急計畫，並酌情讓他們參與您的疏散計畫制定

過程 
• 寫下當地無障礙交通服務提供方的電話號碼和網址 
• 詢問學校有關父母與子女團聚的計畫   
• 確保您的社會支援網絡知曉您的疏散目的地 
• 規劃多個疏散目的地，因為您的會合地點可能需要因災難情況而變 

制定計畫時，需要超出直接社會支援網絡範圍 

• 如果您在診所或醫院接受常規治療，請瞭解您服務提供方的緊急疏散計畫 
• 確定緊急事件或災難發生後您可能疏散前往的地區的後備服務提供方 

獲取資訊：  

 前往 CalAlerts.org，註冊帳號，免費獲取緊急事件警報 
 致電 2-1-1 或類似的通知熱線獲取重要緊急事件資訊 
 觀看或收聽當地新聞，瞭解緊急事件的相關報導 
 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線上或透過社群媒體關注當地的應急管理、消防和執法機構 

 線上資源： 

 在 MyShake 應用程式中註冊帳號，獲取地震警報和資訊 
 News.caloes.ca.gov 提供最新的緊急事件資訊，  
 Response.ca.gov 提供當前山火、停電、避難所和道路封閉等的相關資訊 
 Ready.gov 為個人和家庭提供安全資訊 

http://www.calalerts.org/
https://news.caloes.ca.gov/
http://www.ready.gov/


 
 

     15 

如何疏散 

• 現在就思考在災難期間撤離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並制定相應的計畫 
• 聽從當地政府的指導和指示 
• 如果您需要額外的時間或支援才能撤離，請儘早撤離 
• 請熟悉撤離社區的不同疏散路線 
• 準備一張紙質地圖，以防網路和手機服務中斷，若有可用的縣疏散規劃區域圖，也

請攜帶一張 
• 練習疏散；乘坐您在災難中會使用的交通工具，讓您社會支援網絡中的人也參與此

練習 
• 如果您沒有自己的私人交通工具，請確定好當地的交通運輸機構/提供方 
• 準備一個裝有所需物資的應急包 

為您的服務性動物和寵物考慮 

• 為您的服務性動物和寵物制定計畫 
• 切記，對您最有利的方案通常也最對您的動物最有利 
• 謹記，緊急避難所允許服務性動物入內  

 

其他關鍵計畫措施： 

 救援人員將採取一切措施確保您和您的社會支援系統（如家人、服務性動物、

私人護理員或您的輔助技術設備和物資）待在一起 
 與當地服務機構、公共交通或輔助交通機構合作，確定所有無障礙交通資源 
 瞭解您的住所、營業場所、學校、社區、城市或地區的疏散路線，並在災難發

生前走一遍，以熟悉這些路線 
 告知您的社會支援網絡您的應急物資所在地，考慮給您信任的人進入您住所的

許可權 
 如果您在使用透析療法或其他療法維持生命，請確定疏散目的地有一個以上相

應設施 
 請確保您的緊急資訊標明了與您聯繫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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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避難所  

疏散時，請致電 2-1-1（如可行）、利用 美國紅十字會避難所定位器 以及其他當地服務機

構來尋找緊急避難所。在加州，所有由政府修建的避難所均為無障礙設計，可透過程式內
詢使用。如果您對尋找避難所還存有疑慮，請謹記： 

• 緊急避難所向所有社區人員開放  
• 加州法律規定，所有公共避難所必須為無障礙避難所 
• 公共避難所允許服務性動物入內  

 

準備應急包 

提前準備 

應急包中應裝有您疏散時需要的關鍵物品。在緊急事件發生前就準備好應急包，如此您就

可以在接到疏散通知後立刻做好準備。您需考慮以下幾點： 

• 考慮生存的基本需求，如食物、水、急救用品和工具等 
• 做好獨自生存至少三天的計畫 
• 考慮準備兩個應急包：一個留在住所，必須離家時隨身攜帶另一個重量輕、體積小

的應急包（這套裝備應至少可以維持七（7）天） 
• 在任何常去的地方，包括但不限於家、工作場所和/或汽車裡，都備一個應急包 

將重要文件裝進您的應急包 

• 將重要文件的複本裝進應急包，如家庭檔案、醫療檔案、遺囑、契約、社會安全號

碼、對帳單和銀行帳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 攜帶醫療處方複本、醫囑複本和您使用的輔助設備的製造商/型號和序號複本 
• 攜帶身分證件和保險卡的複件 
• 攜帶地圖和連絡人名單 
• 攜帶您的重要連絡人名單，以便聯繫到您關心和關心您的人。 

o 最好將文檔裝在防水袋中；如果您所依賴的設備或救生裝置有操作使用內內內
也請將其裝進您的應急包 

https://www.redcross.org/get-help/disaster-relief-and-recovery-services/find-an-open-shel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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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攜帶您個人支援網路中每個人的姓名和電話號碼，以及您的醫療和殘障服務

提供者的姓名和電話號碼 

 

疏散時，請攜帶一些現金（小面額） 

• 如果停電，信用卡和借記卡讀卡機可能無法正常工作，屆時您可能無法從自動取款

機中取出現金 

針對失聰或聽力障礙者的物品/提示 

• 帶有文字顯示幕和閃光報警燈的天氣收音機 
• 為助聽器或人工耳蝸準備備用電池或充電器 
• 安裝帶有聲光警示信號的煙霧報警器 
• 考慮隨身攜帶一份預先列印好的關鍵短語，例如“I use American Sign Language (ASL) 

and need an ASL interpreter（我使用美國手語 (ASL)，需要 ASL 翻譯）”或 “If you 
make an announcement, please write it down for me（若您要發佈公告，請幫我寫下

來）”。 

應急包還可以包括： 
  

 定期使用的藥物或醫療物資，至少一週或盡可能多的用量 
 醫療警示標籤或手鏈，或您的殘障和支持需求的書面內內 內內內您在緊急情況

下無法描述情況  
 醫療保險卡、Medicare/Medicaid 卡、醫生聯繫資訊、過敏史和疾病史 
 備用眼鏡；任何您使用的視覺輔助設備的備用品  
 助聽器的備用電池；如果您有助聽器（或您有助聽器保險），可攜帶備用助聽

器  
 如果您在交流溝通方面存在殘障問題，請確保您的應急資訊內內內內您溝通的

最佳方式；即使您自己不使用電腦，也可以考慮將重要資訊放入可擕式隨身碟

中，以便疏散時攜帶 
 電動輪椅或其他電池驅動的醫療/輔助技術設備的電池充電器  
 您的服務性動物的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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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失明或視力低者的物品/提示 

• 用盲文標籤或大號字體標記應急物資  
• 將您的緊急疏散資訊清單保存在隨身碟上，或製作成音訊檔並保存在安全的地方 
• 在應急包中備好通訊設備 
• 攜帶額外的眼鏡或放大鏡  
• 出於對您的服務性動物或寵物的考慮，請做好食物、水和物資計畫 
• 如果您使用拐杖，請在工作場所、家、學校等處準備備用拐杖。 

針對言語障礙者的物品/提示 

• 攜帶一張內 內卡片（包括印有短語和/或象形圖的壓膜卡），在您的設備或輔助設

備無法正常工作時，可內內您需要的溝通方式 
• 攜帶輔助設備的型號資訊 
• 攜帶紙筆或白板和記號筆 

針對行動不便者的物品/提示 

• 如果您使用電動輪椅或需要定期充電的假肢，請攜帶充電線 
• 為爆胎準備一個補胎包或密封膠和可擕式氣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 攜帶額外的行動設備，例如，需要時可攜帶拐杖或助行器 

針對感官障礙者的物品/提示 

• 攜帶一個可看電影或玩遊戲的電子設備 
• 攜帶耳機，以降低聽覺干擾 
• 攜帶一副深色眼鏡，以輔助視覺刺激 
• 攜帶可用於緩解焦慮的物品，如指尖玩具、可咀嚼的飾品、壓力球或泡泡，幫助分

散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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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發育障礙者的物品/提示 

• 保證手持設備滿電，並且載有影片和各種活動 
• 考慮攜帶一副降噪耳機，以降低聽覺刺激 
• 確定在災難中可以信賴的盟友 
• 將您的計畫付諸實踐，以提升信心和安全感 

針對需要藥物治療者的物品/提示 

• 儘量準備至少一週的處方藥藥量 
• 攜帶一份所有藥物、劑量和過敏症的清單 
• 攜帶一份您的醫療資訊複本，包括處方和處方醫生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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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語 

疏散成功不會自動發生。各轄區應努力制定包容性疏散計畫和政策，滿足全社區的需求、

提升抗災能力、強化防災能力。讓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利益相關者參與疏散計畫制定的全

過程，是制定成功的疏散計畫的必由之路。 

各轄區要進行周密、協調、包容的規劃，才能確保整個社區都能收到並處理疏散資訊、獲

取無障礙交通服務並安全撤離工作場所、學校和生活場所。 

疏散計畫應負責迅速、一致地提供有效的疏散資訊。應採取各種有效方式向整個社區傳播

疏散計畫的基本要素。各轄區應努力確保每個人都能獲得緊急疏散交通資源。 

進行大規模疏散時，牢記與當地及周邊轄區的交通服務提供方簽訂的合同十分重要，有助

於保障緊急交通資源、及時提供疏散服務。 

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應優先考慮做好個人防災準備，以提高成功撤離的可能性。個人

防災準備有助於減輕災難對個人、家庭和社區的影響，有助於最大限度地控制局勢。 

成功的疏散計畫需要整個社區一同努力。讓合作夥伴參與進來，分享其生活經驗，最終會

創造出更完善、更具文化能力的計畫。 

各轄區應讓社區參與規劃、應對不斷變化的需求、預測新問題並從以往的災難中吸取經驗

教訓，不斷完善其疏散計畫。此舉或將拯救和改變全體加州民眾的生命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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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 交通運輸協定清單 

在與縣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交通運輸協定清單  

應確保協議每一行右側的每個方框均可勾選，以作出肯定答覆。 

如以下情況適用，

則請在方框中打勾 

目標 
簽訂該協定後，有服務或支援需求的個人是否

能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 

工作範圍 
該協定是否為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提供往

返緊急避難所、避暑中心等地的無障礙交通服

務？ 

☐ 
 

履行期限/時間 該協定是否概述了提供服務的條件和服務的開

始/結束時間？ ☐ 

專案代表 該協議是否詳細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24/7）專案代表？ ☐ 

預算金額 該協議是否明確規定了專案金額？ ☐ 

服務任務/程序 
 

該協定是否寫明具體服務以及開展或申請這些

服務的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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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職責 
該協議是否列出供應商在疏散前、中、後期應

負責的事項（如車輛/坡道維護、許可證、服務

記錄）？ 
☐ 

與司機分享協議 在疏散前、中、後期，輔助交通司機是否瞭解

該協議規定的責任？ ☐ 

轄區職責 
該協議是否概述了轄區在疏散前、中和後期應

負責的事項（如提供資訊、通信服務、設

備）？ 
☐ 

免費 被疏散人員可以免費獲取服務嗎？ ☐ 

24/7 服務 在沒有給撤離人員大量準備時間的情況下，可

否全天候提供服務？ ☐ 

電話號碼 是否有一個有效的電話號碼為被疏散人員全天

候按需提供交通運輸服務？ ☐ 

宣傳服務 
該協定是否概述了負責傳播這些服務資訊的人

以及傳播方式（例如，提供資訊並幫助獲取交

通服務的有效無障礙網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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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首字母縮寫詞和縮略語 

AB 議會法案（Assembly Bill） 

ADA 美國殘障人士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HC 成人日間健康服務中心（Adult Day Health Care） 

AFN 服務與支援需求（Access and Functional Needs） 

ASL 美國手語（American Sign Language） 

CALIF 獨立免費樂活社區（Communities Actively Living Independent and Free） 

Cal OES 加州州長應急服務辦公室（California Governor’s Office of Emergency 
Services） 

CBOs 社區組織（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CFILC 加州獨立生活中心基金會  (California Foundation for Independent Living 
Centers) 

DRC 加州殘障權益會(Disability Rights California) 

EOC 應急行動中心（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EOP 應急行動計畫 (Emergency Operations Plans) 

IC 事故指揮官（Incident Commander） 

OA 業務區域（Operational Area） 

OAFN 服務與支援需求辦公室（Office of Access and Functional Needs） 

SCDD 加州發育障礙委員會 (State Council o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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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42575640]引言 

加州州長應急服務辦公室 (Cal OES) 及其服務與支援需求辦公室 (OAFN) 與社區利益相關者密切合作，在加州應急管理系統中識別並整合了全體加州有服務和支援需求（AFN）民眾的需求。

“服務和支援需求”（access and functional needs）一詞，指的是有身體、智力或發育障礙、患有慢性疾病、受傷、英語水準有限或不講英語的個人；老年人；兒童；在機構環境中生活的人，或低收入、無家可歸、懷孕或交通不便者，包括但不限於依賴公共交通人士和孕婦。

一直以來，地方應急行動計畫(Emergency Operations Plans, 即EOPs)未曾充分考慮過與服務和支援需求相關的因素。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受到的災難影響尤為嚴重，再加上缺乏綜合計畫導致的漏洞，給整個社會造成了巨大的生命損失，加劇了這些人士的苦難。其中，最大的漏洞是總體上很少考慮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在災前、災中和災後所面臨的緊急疏散具體問題。為彌補這些漏洞，加州頒佈法律，要求各轄區在制定各自的EOP（包括疏散計畫）時，全程充分考慮服務和支援需求。

本文檔旨在為地方轄區提供指導、最佳做法和資訊資源，以便地方轄區完善其計畫，災難發生時能夠成功疏散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本文檔包含一些各轄區可使用的工具，用以與交通服務提供方等合作夥伴合作組織社區全體成員（包括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進行綜合疏散。

最後，本文彙編了一些資源，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可利用這些資源制定個人疏散計畫，在災前和災中保障自身的安全、平安和健康。




[bookmark: _Toc142575641]序言

目前，自然災害和人為災難變得愈加頻繁、愈加深遠和愈加廣泛。因此，保護全體社會成員的生命、安全和財產也越來越複雜。各轄區必須採用包容性的綜合計畫來增強社區的抗災能力，以籌畫並應對複雜形勢。要做到這一點，需要社區全體成員精誠合作。同樣至關重要的是，個人要勇擔責任、積極主動制定個人計畫，提高自己的防災能力。

當應急管理人員能與社區成員合作，增強集體效能、提高災害期間的抗災能力時，每個人（包括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的防災準備都將更充分。

本文檔重點介紹緊急事件發生前、中、後期，各轄區和個人為順利開展疏散行動而應執行的包容性做法和程式。

[bookmark: _Toc142575642]簡介 

[bookmark: _Toc142575643]目的

本文檔旨在幫助地方轄區和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制定有利於整個社區的全面、包容的緊急疏散計畫。

[bookmark: _Toc142575644]背景

各轄區的疏散計畫和制度歷來是由具有行走和跑動能力的人士制定，並為他們而服務。制定計劃時，通常沒有考慮到行動不便或有其他服務和支援需求的人人士。缺乏包容性的計畫，會使得許多轄區在組織全社區進行緊急疏散時存在重大漏洞。因此，要制定包容性強的、組織成功的疏散行動，必須瞭解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群體的需求，並與他們一起制定計劃。

[bookmark: _Toc142575645]殘障人士融合法令

1973 年《康復法案》（The 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和 1990 年《美國殘障人士法案》（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ADA）明確要求殘障人士平等享有各項權利，包括但不限於參與聯邦、州或地方政府開展或資助的專案和活動。包容性疏散計畫需根據權利平等的要求進行調整。

法院對ADA進行詮釋，要求各轄區：

使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利益相關者參與應急管理規劃過程

制定停電、地震和山火火災的應急計畫時，充分考慮有服務和支援需求個人的需求

使用無障礙報警策略

提供無障礙緊急疏散交通資源

加州議會第 2311 號法案（Brown, Chapter 520, Statutes of 2016）頒佈了《加州政府法典》第 8593.3 條，要求各轄區下一次更新其 EOP 時，需在每一環節（包括疏散/交通環節）中考慮與服務和支援需求相關的因素。

加州議會第 477 號法案（Cervantes, Chapter 218, Statutes of 2019）對《加州政府法典》第 8593.3 條進行了修訂，要求各轄區在下一次定期更新其 EOP 時，邀請有服務和支援需求人群的代表參與其中，確保各縣與社區一同進行規劃，而不是為社區制定計劃。這意味著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將全程參與計畫制定過程。

第2311 號議會法案和第 477 號議會法案的總體目標是，確保應急管理人員和計畫制定人員制定 EOP 時能夠全面充分考慮全社區、利益相關者和合作夥伴，以便在災前、災中和災後滿足服務和支援需求。

[bookmark: _Toc142575646]第1章：制定包容性計畫的最佳做法

各轄區應與整個社區的利益相關者密切合作，制定疏散計畫。Cal OES 建議各轄區成立正式的服務與支援需求 (AFN) 諮詢委員會，其成員包括附屬于非政府機構的全體社區代表、為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提供服務的社區組織 (CBO)、殘障人士組織、社區宣導者以及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經驗的人士。遵循包容性計畫制定流程，可確保各轄區是與社區一同進行規劃，而不是為社區制定計劃，從而制定出更完善的計畫，獲得利益相關者的認可。

[bookmark: _Toc142575647]AFN 諮詢委員會參與計畫制定過程 

各轄區應邀請AFN諮詢委員會參與計畫制定全過程，而不是僅參與最後的審查評議環節。在整個計畫制定過程中，要花時間闡釋想法、尋求合作並徵求重要回饋意見，從而為整個社區制定出更完善的計畫。各轄區應使其 AFN 諮詢委員會參與疏散計畫制定的全過程。



包容性計畫的其他益處包括：

· 減輕災前、災中和災後的生命損失和苦難

· 更加瞭解轄區的動態變化和人口資料

· 增強社區在整個災難週期中的援災能力

· 在應急管理人員和社區之間建立信任

· 推動個人做好更充分的防災準備

如果疏散計畫考慮並採納了服務物件和組織的意見、建議和回饋，利益相關者便能更有可能接受並執行該計畫。包容性計畫制定過程還有助於建立聯繫和行動模式，這將在緊急情況下發揮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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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42575649]計畫 

[bookmark: _Toc122514572][bookmark: _Toc122514024][bookmark: _Toc122516391][bookmark: _Toc122513924]作為疏散計畫的一環，社區內的應急管理人員、服務提供者和個人需瞭解已制定的疏散流程，確保災難期間疏散時能獲得無障礙交通資源。疏散流程必須明確、一致，應在整個應急行動中心（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EOC）、社區和合作夥伴中廣泛傳播。

傳播計畫應確保能夠迅速一致的傳遞疏散相關的有效資訊。

各轄區應利用AFN 諮詢委員會來推廣、強化並批准傳播、疏散和交通運輸策略。

各轄區在災前和災中擴散、執行其疏散計畫、提供相關疏散資訊時，需採取可採取的一切資訊傳遞和傳播方式。

[bookmark: _Toc142575650]傳播疏散計畫

為確保社區知曉獲取交通資源的方式，各轄區應採用多種可用的傳播方式，包括：

· 社群媒體內容

· 應急警報、警告和通知

· 新聞發佈會 

· 市民大會

· 數位看板/資訊標誌




為確保整個社區都能夠知悉並利用轄區發佈的疏散資訊，傳播資訊時需考慮以下可及性因素：

· 美國手語 (American Sign Language, ASL) 

· 平實、清晰、簡潔的語言 

· 多種語言

· 遵守《康復法案》第508條的規定

· 替代文本、色彩對比、讀取順序和標題

· 考慮無障礙圖形設計和佈局





[bookmark: _Toc142575651]災難登記冊

     2

部分轄區會圍繞當地的災難登記冊來制定疏散計畫。災難自願登記冊的概念很簡單——就是一份在緊急情況下需要額外支援的人員名單，災難來臨時，政府可憑藉這份名單提供援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登記冊往往會給已登記人員帶來安全感錯覺；他們會認為，既然自己在名單上，那麼緊急事件發生時就會獲得額外的資源或優先救援服務。這種錯誤的假設十分危險，會導致個人防災能力的整體下降。 

登記冊往往會給已登記人員帶來信任錯覺，讓他們以為，只要自己在名單上，那麼緊急事件發生時就會獲得額外的資源或優先救援服務。





為消除這些誤解，地方政府應明確指出，災難往往會使應急資源不堪重負，已登記人員可能在數小時或數天之內都得不到幫助或援助（如有）。

登記冊並不是緊急情況下的物質資源調度手段。登記冊是用來電話通知或親自造訪已登記人員，為其提供災難相關資訊的工具。因此，已登記人員應持續做好個人和家庭的防災準備。

即便轄區已建立災難登記冊，也絕不能因為建立了登記冊就認為轄區的疏散計畫已十分完備。




[bookmark: _Toc142575652]考慮AFN 因素的交通運輸和疏散行動



在大規模疏散行動中，要滿足有服務和支援需求個人的交通需求，就需要提前進行周密規劃。各轄區必須認識到，並非社區中的每個人都擁有可用和/或可靠的交通工具，許多人都需要借助交通資源才能抵達安全區域。各轄區應在整個計畫制定過程中充分考慮這些現實因素。 

各轄區需與當地的各個服務提供方簽訂合同。





各轄區必須提前制定疏散計畫，以便成功將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從其家中、公寓、學校、社區、醫療或護理機構疏散出來。雖然許多設施都有自己的疏散計畫，但轄區仍有責任確保每個人均能獲得緊急疏散交通資源。各轄區還應解決部分社區公共交通選擇有限的問題，調查殘障人士及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獲取無障礙交通資源的方式問題。

[bookmark: _Toc142575653]確定交通資源

[bookmark: _Toc122516395]災難發生時，許多人都需要緊急交通服務才能安全疏散。為確保能夠及時提供緊急交通服務，各轄區應與當地的每個服務提供方（包括輔助交通機構）簽訂合同。

大規模災難發生時，在特定地區內，需要緊急疏散援助的人數很可能會超過可用的交通資源數。為解決這一問題、建設超負荷運輸能力，各轄區還應與周邊地區的交通服務提供方簽訂協定，以便在需要時使用其資源。

非營利組織、社區組織和轄區 AFN 諮詢委員會的成員能夠協助應急規劃人員確定指定區域內可用的交通資源（例如，輔助交通、社區合作夥伴車輛、班車、公共汽車等）。社區合作夥伴還能夠確定交通資源的整合獲取策略，以便緊急疏散時實施。

[bookmark: _Toc142575654]確定交通服務提供方

在確定潛在的交通服務合作方時，各轄區應具有創新意識，跳出傳統資源的局限。潛在的交通服務合作夥伴有：

		酒店接駁服務

		成人日間健康服務中心 (ADHC)

		旅遊公司

		醫療保健中心



		遊樂園

		地區老齡事務機構

		老年活動中心

		學區交通系統



		娛樂中心

		機場接駁巴士

		機場租賃汽車

		殘障服務提供者



		賭場班車

		獨立生活中心

		區域中心

		計程車服務



		旅遊巴士公司

		縣遊樂場班車

		私人拼車公司

		教堂/宗教機構





[bookmark: _Toc142575655]與交通服務提供方簽訂合同

[bookmark: _Toc142575656]轄區內合同

與轄區內的交通服務提供方簽訂合同，十分重要。簽訂合同是成功疏散的關鍵，合同應涵蓋以下內容：

角色/職責 - 明確界定角色（例如，由誰提供疏散援助）

啟動計畫 - 確定何時啟動、由誰啟動、啟動誰

資產 - 確定可用資產的數量和類型

回應時間 - 估算回應所需時間

責任 - 確定責任保險範圍及生效方式

合同應明確規定，有需要時將以類似計程車服務的方式全天候（24/7：一週7天，一天24小時）提供緊急疏散服務，使用者無需支付任何費用；明確規定，資源將包括無障礙交通運輸資產。

各轄區應在應急行動中心留存一份所有交通運輸/疏散合同的清單。各社區應與周邊轄區的交通服務提供者簽訂合同，以保障大範圍疏散時所需的超負荷交通運輸能力。





[bookmark: _Toc142575657]與周邊轄區簽訂合同 

大範圍疏散時，某單一轄區內的交通運輸資源可能無法疏散完全部需要援助的人。為建立超負荷交通運輸能力，各轄區在進行疏散規劃時，應與周邊轄區的交通服務提供者和供應商簽訂合同。 

為確保服務連續性，計畫制定者應確保有一個以上的供應商提供交通運輸和疏散服務。此舉將有助於在大規模疏散中調用更多無障礙交通資源。

轄區計畫是全面成功疏散的關鍵。個人防災準備也十分重要，因為在災難發生前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將有助於個人制定策略並獲取資源，從而在政府援助延遲或無法獲得政府援助時最大限度的提高生存能力。

下一章節將為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提供一些建議，以進一步完善其個人防災計畫。



[bookmark: _Toc142575658]第2章：為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人士制定個人計畫

一個人明天能否在緊急情況下成功撤離，取決於其今天所做的計畫和準備。本章節提供了一些建議，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可用來為緊急疏散做準備。

[bookmark: _Toc142575659]瞭解您所在地區/區域的緊急事件類型

瞭解您所在地區可能會發生的緊急事件類型十分重要。請根據個人情況調整這些資訊並盡一切努力遵循官方指示。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冷靜、有耐心、三思而後行。完成這些簡單的準備工作後，您就可以在緊急事件或災難發生時做好撤離準備。

[bookmark: _Toc142575660]獲取緊急事件警報

緊急事件發生時，您需要盡可能多地獲取資訊，瞭解何事即將發生、何時疏散和疏散目的地。請利用以下資源獲取重要警報和安全資訊。

獲取資訊：	

前往 CalAlerts.org，註冊帳號，免費獲取緊急事件警報

致電2-1-1 或類似的通知熱線獲取重要緊急事件資訊

觀看或收聽當地新聞，瞭解緊急事件的相關報導

查找您所在縣的應急無線電系統的名稱和頻道

線上或透過社群媒體關注當地的應急管理、消防和執法機構

· 線上資源：

在MyShake 應用程式中註冊帳號，獲取地震警報和資訊

News.caloes.ca.gov 提供最新的緊急事件資訊， 

Response.ca.gov 提供當前山火、停電、避難所和道路封閉等的相關資訊

Ready.gov 為個人和家庭提供安全資訊



[bookmark: _Toc142575661]制定計畫

想一想緊急情況下能夠幫助您安全撤離的人（如家人、鄰居、朋友或護理人員）。

[bookmark: _Toc142575662]列出連絡人名單

列出連絡人名單，包括朋友、家人、同事、鄰居或其他能夠幫助您撤離的人

與您的社會支援網絡討論您的災難應急計畫，並酌情讓他們參與您的疏散計畫制定過程

寫下當地無障礙交通服務提供方的電話號碼和網址

詢問學校有關父母與子女團聚的計畫  

確保您的社會支援網絡知曉您的疏散目的地

規劃多個疏散目的地，因為您的會合地點可能需要因災難情況而變

[bookmark: _Toc142575663]制定計畫時，需要超出直接社會支援網絡範圍

如果您在診所或醫院接受常規治療，請瞭解您服務提供方的緊急疏散計畫

確定緊急事件或災難發生後您可能疏散前往的地區的後備服務提供方

[bookmark: _Toc142575664]如何疏散

現在就思考在災難期間撤離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並制定相應的計畫

聽從當地政府的指導和指示

如果您需要額外的時間或支援才能撤離，請儘早撤離

請熟悉撤離社區的不同疏散路線

準備一張紙質地圖，以防網路和手機服務中斷，若有可用的縣疏散規劃區域圖，也請攜帶一張

練習疏散；乘坐您在災難中會使用的交通工具，讓您社會支援網絡中的人也參與此練習

如果您沒有自己的私人交通工具，請確定好當地的交通運輸機構/提供方

準備一個裝有所需物資的應急包

[bookmark: _Toc142575665]為您的服務性動物和寵物考慮

為您的服務性動物和寵物制定計畫

切記，對您最有利的方案通常也最對您的動物最有利

謹記，緊急避難所允許服務性動物入內

其他關鍵計畫措施：

· 救援人員將採取一切措施確保您和您的社會支援系統（如家人、服務性動物、私人護理員或您的輔助技術設備和物資）待在一起

· 與當地服務機構、公共交通或輔助交通機構合作，確定所有無障礙交通資源

· 瞭解您的住所、營業場所、學校、社區、城市或地區的疏散路線，並在災難發生前走一遍，以熟悉這些路線

· 告知您的社會支援網絡您的應急物資所在地，考慮給您信任的人進入您住所的許可權

· 如果您在使用透析療法或其他療法維持生命，請確定疏散目的地有一個以上相應設施

· 請確保您的緊急資訊標明了與您聯繫的最佳方式





[bookmark: _Toc142575666]尋找避難所 

疏散時，請致電 2-1-1（如可行）、利用美國紅十字會避難所定位器以及其他當地服務機構來尋找緊急避難所。在加州，所有由政府修建的避難所均為無障礙設計，可透過程式查詢使用。如果您對尋找避難所還存有疑慮，請謹記：

緊急避難所向所有社區人員開放 

加州法律規定，所有公共避難所必須為無障礙避難所

公共避難所允許服務性動物入內

[bookmark: _Toc122513940][bookmark: _Toc122514040][bookmark: _Toc122514588][bookmark: _Toc122516408]

[bookmark: _Toc142575667]準備應急包

[bookmark: _Toc142575668]提前準備

應急包中應裝有您疏散時需要的關鍵物品。在緊急事件發生前就準備好應急包，如此您就可以在接到疏散通知後立刻做好準備。您需考慮以下幾點：

考慮生存的基本需求，如食物、水、急救用品和工具等

做好獨自生存至少三天的計畫

考慮準備兩個應急包：一個留在住所，必須離家時隨身攜帶另一個重量輕、體積小的應急包（這套裝備應至少可以維持七（7）天）

在任何常去的地方，包括但不限於家、工作場所和/或汽車裡，都備一個應急包

[bookmark: _Toc142575669]將重要文件裝進您的應急包

將重要文件的複本裝進應急包，如家庭檔案、醫療檔案、遺囑、契約、社會安全號碼、對帳單和銀行帳戶資訊以及納稅記錄等。

攜帶醫療處方複本、醫囑複本和您使用的輔助設備的製造商/型號和序號複本

攜帶身分證件和保險卡的複件

攜帶地圖和連絡人名單

攜帶您的重要連絡人名單，以便聯繫到您關心和關心您的人。

最好將文檔裝在防水袋中；如果您所依賴的設備或救生裝置有操作使用說明，也請將其裝進您的應急包

攜帶您個人支援網路中每個人的姓名和電話號碼，以及您的醫療和殘障服務提供者的姓名和電話號碼

應急包還可以包括：

 

· 定期使用的藥物或醫療物資，至少一週或盡可能多的用量

· 醫療警示標籤或手鏈，或您的殘障和支持需求的書面說明，以防您在緊急情況下無法描述情況 

· 醫療保險卡、Medicare/Medicaid卡、醫生聯繫資訊、過敏史和疾病史

· 備用眼鏡；任何您使用的視覺輔助設備的備用品 

· 助聽器的備用電池；如果您有助聽器（或您有助聽器保險），可攜帶備用助聽器 

· 如果您在交流溝通方面存在殘障問題，請確保您的應急資訊說明了與您溝通的最佳方式；即使您自己不使用電腦，也可以考慮將重要資訊放入可擕式隨身碟中，以便疏散時攜帶

· 電動輪椅或其他電池驅動的醫療/輔助技術設備的電池充電器 

· 您的服務性動物的物資





[bookmark: _Toc142575670]疏散時，請攜帶一些現金（小面額）

如果停電，信用卡和借記卡讀卡機可能無法正常工作，屆時您可能無法從自動取款機中取出現金

[bookmark: _Toc142575671]針對失聰或聽力障礙者的物品/提示

帶有文字顯示幕和閃光報警燈的天氣收音機

為助聽器或人工耳蝸準備備用電池或充電器

安裝帶有聲光警示信號的煙霧報警器

考慮隨身攜帶一份預先列印好的關鍵短語，例如“I use American Sign Language (ASL) and need an ASL interpreter（我使用美國手語 (ASL)，需要 ASL 翻譯）”或 “If you make an announcement, please write it down for me（若您要發佈公告，請幫我寫下來）”。

[bookmark: _Toc142575672]針對失明或視力低者的物品/提示

用盲文標籤或大號字體標記應急物資 

將您的緊急疏散資訊清單保存在隨身碟上，或製作成音訊檔並保存在安全的地方

在應急包中備好通訊設備

攜帶額外的眼鏡或放大鏡 

出於對您的服務性動物或寵物的考慮，請做好食物、水和物資計畫

如果您使用拐杖，請在工作場所、家、學校等處準備備用拐杖。

[bookmark: _Toc142575673]針對言語障礙者的物品/提示

攜帶一張說明卡片（包括印有短語和/或象形圖的壓膜卡），在您的設備或輔助設備無法正常工作時，可說明您需要的溝通方式

攜帶輔助設備的型號資訊

攜帶紙筆或白板和記號筆

[bookmark: _Toc142575674]針對行動不便者的物品/提示

如果您使用電動輪椅或需要定期充電的假肢，請攜帶充電線

為爆胎準備一個補胎包或密封膠和可擕式氣泵等其他必要工具

攜帶額外的行動設備，例如，需要時可攜帶拐杖或助行器

[bookmark: _Toc142575675]針對感官障礙者的物品/提示

攜帶一個可看電影或玩遊戲的電子設備

攜帶耳機，以降低聽覺干擾

攜帶一副深色眼鏡，以輔助視覺刺激

攜帶可用於緩解焦慮的物品，如指尖玩具、可咀嚼的飾品、壓力球或泡泡，幫助分散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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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手持設備滿電，並且載有影片和各種活動

考慮攜帶一副降噪耳機，以降低聽覺刺激

確定在災難中可以信賴的盟友

將您的計畫付諸實踐，以提升信心和安全感

[bookmark: _Toc142575677]針對需要藥物治療者的物品/提示

儘量準備至少一週的處方藥藥量

攜帶一份所有藥物、劑量和過敏症的清單

攜帶一份您的醫療資訊複本，包括處方和處方醫生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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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42575678]結束語

疏散成功不會自動發生。各轄區應努力制定包容性疏散計畫和政策，滿足全社區的需求、提升抗災能力、強化防災能力。讓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利益相關者參與疏散計畫制定的全過程，是制定成功的疏散計畫的必由之路。

各轄區要進行周密、協調、包容的規劃，才能確保整個社區都能收到並處理疏散資訊、獲取無障礙交通服務並安全撤離工作場所、學校和生活場所。

疏散計畫應負責迅速、一致地提供有效的疏散資訊。應採取各種有效方式向整個社區傳播疏散計畫的基本要素。各轄區應努力確保每個人都能獲得緊急疏散交通資源。

進行大規模疏散時，牢記與當地及周邊轄區的交通服務提供方簽訂的合同十分重要，有助於保障緊急交通資源、及時提供疏散服務。

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應優先考慮做好個人防災準備，以提高成功撤離的可能性。個人防災準備有助於減輕災難對個人、家庭和社區的影響，有助於最大限度地控制局勢。

成功的疏散計畫需要整個社區一同努力。讓合作夥伴參與進來，分享其生活經驗，最終會創造出更完善、更具文化能力的計畫。

各轄區應讓社區參與規劃、應對不斷變化的需求、預測新問題並從以往的災難中吸取經驗教訓，不斷完善其疏散計畫。此舉或將拯救和改變全體加州民眾的生命和生活。




[bookmark: _Toc142575679]附錄 A - 交通運輸協定清單

在與縣內外交通服務提供方簽訂合同時，各轄區應注意以下幾點：

		交通運輸協定清單 

應確保協議每一行右側的每個方框均可勾選，以作出肯定答覆。

		如以下情況適用，則請在方框中打勾



		目標

		簽訂該協定後，有服務或支援需求的個人是否能夠平等地獲取計畫和服務？

		☐



		工作範圍

		該協定是否為有服務和支援需求的個人提供往返緊急避難所、避暑中心等地的無障礙交通服務？

		☐





		履行期限/時間

		該協定是否概述了提供服務的條件和服務的開始/結束時間？

		☐



		專案代表

		該協議是否詳細說明了轄區和供應商的全天候（24/7）專案代表？

		☐



		預算金額

		該協議是否明確規定了專案金額？

		☐



		服務任務/程序



		該協定是否寫明具體服務以及開展或申請這些服務的程序？

		☐



		供應商職責

		該協議是否列出供應商在疏散前、中、後期應負責的事項（如車輛/坡道維護、許可證、服務記錄）？

		☐



		與司機分享協議

		在疏散前、中、後期，輔助交通司機是否瞭解該協議規定的責任？

		☐



		轄區職責

		該協議是否概述了轄區在疏散前、中和後期應負責的事項（如提供資訊、通信服務、設備）？

		☐



		免費

		被疏散人員可以免費獲取服務嗎？

		☐



		24/7服務

		在沒有給撤離人員大量準備時間的情況下，可否全天候提供服務？

		☐



		電話號碼

		是否有一個有效的電話號碼為被疏散人員全天候按需提供交通運輸服務？

		☐



		宣傳服務

		該協定是否概述了負責傳播這些服務資訊的人以及傳播方式（例如，提供資訊並幫助獲取交通服務的有效無障礙網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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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議會法案（Assembly Bill）



		ADA

		美國殘障人士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HC

		成人日間健康服務中心（Adult Day Health Care）



		AFN

		服務與支援需求（Access and Functional Needs）



		ASL

		美國手語（American Sign Language）



		CALIF

		獨立免費樂活社區（Communities Actively Living Independent and Free）



		Cal OES

		加州州長應急服務辦公室（California Governor’s Office of Emergency Services）



		CBOs

		社區組織（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CFILC

		加州獨立生活中心基金會 (California Foundation for Independent Living Centers)



		DRC

		加州殘障權益會(Disability Rights California)



		EOC

		應急行動中心（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EOP

		應急行動計畫 (Emergency Operations Plans)



		IC

		事故指揮官（Incident Commander）



		OA

		業務區域（Operational Area）



		OAFN

		服務與支援需求辦公室（Office of Access and Functional Needs）



		SCDD

		加州發育障礙委員會 (State Council o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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