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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時間賽跑》 

96年7月26日。苗栗縣泰安鄉老松山。(徐自強) 

 

5人組成的登山客，暫時拋

去都市的水泥叢林，置身老

松山區，欣賞著高山深谷，

叢叢入天的樹木；北坑溪的

溪水裊裊，有著在都市無法

感受的心曠神怡。但是所有

人都沒有想到，一場無法預

料、突如其來的意外，打破

了山區的寧靜，也打亂了這

群登山客的旅程。其中一人

遭山區落石擊中受傷，一登山同伴趕緊先行離開山區報案求援，剩下的登

山同伴陪伴傷者，等待救援。2日後，這名同伴終於聯繫上苗栗縣消防局，

請求入山救援。 

 

「苗栗縣泰安鄉老松山、北坑溪附近，登山客5人中有1人遭落石壓

傷，左小腿骨折，急需申請直升機載送送醫。」 

 

96年7月28日，12:50 PM。消防署特種搜救隊中部分隊。 

 

值班的消防署特搜隊員章智鈞接獲署部的救援命令，立即負責聯繫協

調、通報相關單位、掌握出勤狀況。 

 

13:13 PM。台中翔平機場，空勤總隊第二大隊第三隊。 

 

接獲任務指派，救援小組人員由我正駕駛徐自強、副駕駛王宗立、機

工長 黃鎂智立即實施任務提示，模擬各種可能狀況進行推演，完成救災整

備，連繫相關單位。經由無線電通聯波道，我們知道苗栗縣消防局已經派

出大批地面搜救隊伍進行搜索外，並將登山同伴1員送抵梅園國小等待我

們，協助引導我們前往待救地點。 

共勤搜救員由小隊長陳世勳帶班，隊員張晏嘉配合我們出勤救援。依

據所知現場地形及情況，我們攜帶地圖、救護擔架、吊環、長背板、救護

背包、三合一氧氣瓶、頸圈、抽吸式護木、AED電擊器等救護裝備，在規

定時間的二十分鐘內完成全部準備，馬不停歇的登上救援直升機，於13時

20分起飛。我們先前往梅園國小，搭載該名傷患隨行之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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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 PM，梅山國小。 

 

直升機起飛後隨即爬昇至6000呎高空，展開雪霸國家公園山區，在老

松山北麓，大安溪上游谷地間，進行搜索作業。 

 

“對面臨受困及傷痛的求助者而言，時間的流逝，等於就是讓一隻巨
獸，漸漸嚙噬他們無助的靈魂。對我們而言，我們能做的就是跑在時間的
最前面！＂ 

 

13:55 PM，老松山，北坑溪。 

 

傷者的受傷地點位處山區，傷患隨行之同伴不易描述所在的目標。於

是我們在傷者受困的山區逐次搜索十餘分鐘後，終於順利在一處陡峭山凹

發現傷者。 

這時，我們發現救援現場為峽谷地形，岩石陡峭，樹叢林立、空間侷

限，是屬於閉塞的山區地形，完全不利於直升機落地接駁。幸好附近有10

平方公尺見方之林間空地。 

於是我們再次研擬搜救方式，分工合作的在林間空地上空，以吊掛方

式將機上消防署特搜隊小隊長陳世勳，先行攜帶抽吸式護木以鋼索垂降至

地面為傷者進行檢傷與包紮；接者再由隊員張晏嘉，攜帶救護擔架與長背

板等其他相關救護裝備，以鋼索垂降至地面。 

 

“就算只有百分之一的安全性，我們也會緊咬住安全的原則，冒險救
人！＂ 

 

但是在過程中，因地形的險惡及直升機下沉氣流的影響，搜救員與擔

架在通過直升機滑蹺後約3米處即開始打轉！雖立即將擔架上之牽引繩拋

出，但因與地面距離過高，遠超過牽引繩之長度，在地面的隊員陳世勳根

本無法抓住牽引繩。因此搜救員只好連人隨同擔架，一路打轉直至地面。

這一路的快速下降加上旋轉的離心力，場面看來險象環生，若是堅持不住，

意外很難避免。幸好，上天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然後直升機則於空中盤旋

待命。 

 

在空中的我們，等待檢傷與救護過程中，除了進行通訊聯絡外，並要

隨時監看山區不斷轉趨惡劣的天氣，讓此次救援變成是一項與天候競賽的

任務。救援小組評估待救者傷勢需立即送醫急救，而且山區氣候詭譎多變，

眼見天候轉趨惡劣，我們當機立斷決定以空中滯空、救護吊掛方式實施救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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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在地面的搜救員同步為傷者迅速進行醫療救護，傷者意識模糊略

有失溫現象、呼吸正常、循環正常、身上多處擦傷，左小腿骨折，除將傷

者之左小腿以抽吸式護木固定包紮止血外，並給予頸圈及長背板固定並給

氧氣及保暖，將傷者固定於救護擔架上，還繼續給予心理支持。搜救員持

續監測並維持生命徵象，不久患者恢復意識，其生命徵象皆正常。 

 

第二航次配合直升機進入實施吊掛，由於山區氣流對流旺盛且救援地

點狹小且陡峭，救援相當困難。搜救員及擔架在山區強烈對流風中劇烈搖

晃中執行吊掛救援任務。 

 

“您盡情的嘲笑吧！揮舞你的黑色披風、舞動你的銀光長鐮刀，儘管
的笑吧！一條人命已經在我們的手裡，我們會使出渾身解數、將直升機的
性能發揮至淋漓盡致，盡全力的衝刺，將您衝破之灰飛湮滅！＂ 

 

在吊掛救援過程中，由於高山氣流不穩、茂密的林木更增救援的阻礙

與困難。眼見一條人命就掌控在我們手裡，我們大膽地把我們自己也當作

籌碼，全力發揮我們所有的專業救援技術以及經驗，兵來將擋、水來土掩

的克服困難的地形、氣候及直升機性能限制，冒險執行吊掛救援任務，總

算在14:16 PM將傷者高文祺救回。吊掛上機後，立即脫離風起雲湧的山區，

直接飛往苗栗體育場。 

 

14:45 PM，苗栗體育場。 

 

順利地將傷者交由縣消防局的救護車，接駁送往醫院急救。在不到120

分鐘的黃金緊急救援時間，從接獲通報到任務完成。總算阻止了嚙噬傷者

空虛靈魂的時間巨獸。 

 
16:25 PM，台中翔平機場。 

 
組員們緩緩地走出停機坪，直升機也靜靜地待在原地。今天及時挽回

待救者的生命，任務完成了。眾人的內心，也甜甜的。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