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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題簡介 
       因為在台灣許多案例是行動不便者在火災發生時，主要問題是在於行動不便者不能快速

移動，導致濃煙愈來愈濃，讓行動不便者無法及時保護自己，也因此逃生/獲救的機會減

少。過程中行動不便者會為了逃生，會發生跌倒以及走不動或是速度較慢的問題，因此逃生

時間不夠，所導致濃煙擴散，然而行動不便者被濃煙嗆死，為了避免這樣的情形發生，我們

需要阻擋濃煙讓行動不便者有足夠時間生存也可以讓消防人員可以找到行動不便者，以快速

充氣的方式去製造獨立空間、外部則需要設置警示燈以及定位系統，幫助消防人員能夠及時

救援，為了緩解這樣的事況發生，所以製作以災囊求生膠囊做為我們的主題發想，藉由這個

專題也能夠讓大家也知道有這個議題發生的重要性。  

 

2、 成員介紹 
賴庭婕（Lai Ting-Chieh）： 

專長： 3D建模設計 

簡介：賴庭婕同學專長是3D建模，擁有建模經驗和創意。 擅長使用建模工具，從而當中能

夠將設計概念轉化為現實的3D模型。她對於細節的關注和對創意的追求使她成為團隊中不可

或缺的一員。 

 

林育竹（Lin Yu-Zhu）： 

專長： 平面設計 

簡介：擅長於運用各種視覺元素，創造出引人入勝的平面設計作品。對色彩、排版和品牌形

象的敏感度使呈現設計概念方面獨具一格。 

 

陳怡軒（Chen Yi-Hsuan）： 

專業： 製作動畫 

簡介： 擁有數位媒體知識和技能。對動畫製作充滿熱情，並且擁有豐富的實踐經驗。熟練

使用動畫軟體，能夠創造生動、流暢的動畫作品。對細節的關注在呈現故事情節和表達情感

方面脫穎而出。 

 

 



專題動機或目的 
       本專題的核心目標是緩解行動不便者在火災中所面臨的極端困境，提高這類使用者的逃

生機會。我們期望透過快速充氣的技術，能夠在火災發生的關鍵時刻，為行動不便者提供一

個安全、隔離的空間，使其免於濃煙的危害。同時，這也將有助於消防人員更迅速地進行救

援，提高整體災害應變效率。 

       此外，透過製作以災囊求生膠囊為主題的專題，我們希望引起社會大眾對於行動不便者

在災害中的困境的關注。這不僅是一個科技創新的專題，更是一個提醒我們社會中存在的議

題，讓大眾能夠更深入地了解這群弱勢群體所面臨的挑戰。 在火災發生的瞬間，行動不便

者往往遭遇到無法迅速移動的問題，這可能是由於跌倒、行動不靈活或速度較慢所引起的。

這樣的情況不僅延緩了逃生的速度，也使得濃煙的蔓延更加迅猛，進一步危害行動不便者的

生命。為了避免這樣的悲劇再次發生，我們迫切需要一個能夠保護行動不便者生命安全的解

決方案。 

        因此，我們的專題動機即在於緩解行動不便者在火災發生時所面臨的困境，提供他們足

夠的時間逃生，同時讓消防人員更有效率地進行救援。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專注於開發

一種創新的裝置，即「災囊求生膠囊」。這個裝置具有快速充氣的功能，能夠在火災發生時

為行動不便者創造一個獨立空間，阻擋濃煙的蔓延，為他們提供生存的機會。 

       透過本專題希望引起社會對行動不便者在災難中所面臨困境的關注，同時提升大眾對於

這一議題的認識。透過科技的創新，我們相信可以為這一弱勢群體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同

時為社會安全事務作出積極的貢獻。我们的目標是創造一個更具包容性的社會，讓每一個人

都能夠在災難發生時獲得及時的保護和協助。其目標不僅僅是提供行動不便者更多的生存機

會，同時也著眼於協助消防人員更有效率地執行救援任務。透過這項創新的科技解決方案，

我們期望能夠減少行動不便者在災害中受到的威脅，並在社會層面上引起對這一議題的重

視。 

 

1. 現況與問題: 

在台灣，我們常常聽到火災造成的傷亡消息，其中行動不便者因無法快速移動而成為災害中

最脆弱的一群。他們在火災中面臨無法及時逃生的困境，這主要是因為濃煙迅速擴散，使得

逃生路線充滿危險。加上行動不便者常會遭遇到跌倒、行動不靈活或速度較慢的問題，使得

逃生時間更加緊迫，最終可能導致濃煙嗆死的悲劇發生。 

 

2. 專題目的: 

我們的目標是開發一種創新的裝置，即「災囊求生膠囊」，以應對行動不便者在火災中的困

境。這個裝置不僅能夠迅速充氣，創造出一個獨立空間，同時還能有效阻擋濃煙的蔓延，為

行動不便者提供安全的逃生空間。透過這項技術，我們希望不僅能夠提升行動不便者的生存

率，也能夠為消防人員提供更有效率的救援手段。 

 

3. 解決方案: 

災囊求生膠囊的核心概念在於以快速充氣的方式創造一個隔離空間，使得濃煙難以滲透，保

障行動不便者的生命安全。同時，在膠囊外部設置警示燈和定位系統，以協助消防人員更迅

速地找到行動不便者的位置，進行及時的救援。這種整合性的解決方案不僅考慮到逃生的物



理障礙，也關注到行動不便者的位置溯源，從而提高救援效率。 

 

4. 社會意義: 

透過這個專題，我們希望喚起社會對行動不便者在災難中所面臨的困境的關注。 

同時，藉由災囊求生膠囊的開發，我們希望能夠改善這一群體在災難中的生存狀況，為他們

提供更多的保護。這也是一個提醒社會大眾的契機，讓每個人都能夠深刻理解行動不便者在

災難中所面臨的挑戰，並積極參與創造更加友善和包容的社會環境。 

 

 

5. 未來展望: 

我們期望將災囊求生膠囊進一步發展成一種可廣泛應用的解決方案，不僅僅局限於火災這一

場景。未來，這項技術可能還能應用於其他災害場合，如地震、颱風等，以擴大其應用範

疇，使更多的弱勢群體受益於這項創新科技。 

總的來說，這個專題的動機在於改善行動不便者在災害中的生存狀況，並提高社會對這一群

體的關注度。透過災囊求生膠囊的開發，我們期望能夠為社會安全事務帶來實質的改變，讓

每個人在災難中都能夠獲得及時的救援和保護。 

  

四、策略與方法 
 

1. 研究與分析: 

為了深入理解行動不便者在火災中所面臨的困境，我們將進行廣泛的研究和案例分析。這包

括分析現有的火災逃生標準和程序，以及過去火災事件中行動不便者的狀況。透過此階段，

我們能夠確定問題的核心，並找到最合適的解決方案。 

 

2. 技術研發: 

核心的技術研發將集中在「災囊求生膠囊」的製造和運作機制上。我們將尋找最適合的材

料，以確保膠囊具有足夠的堅固度和阻擋濃煙的效果。同時，我們會開發一套快速充氣的機

制，確保行動不便者能夠在緊急情況下迅速創造安全空間。技術研發過程中將不斷進行測試

和優化，以確保產品的可靠性和實用性。 

 

3. 救援系統整合: 

在外部裝置上，我們將建置一套完整的救援系統。 這包括定位系統，透過先進的定位技術

確保消防人員能夠準確找到行動不便者的位置。同時，我們將設置警示燈，以提供額外的視

覺提示，協助救援行動。整合這些系統將提高救援的效率，減少搜尋時間，增加行動不便者

的生存機會。 

 

4. 實地測試與模擬: 

在完成技術研發後，我們將進行實地測試和模擬，以驗證產品的實用性和可行性。這包括在

模擬火災情境下對災囊求生膠囊進行逃生測試，同時模擬各種緊急情況，以驗證外部救援系

統的正確性。這個階段的測試將提供寶貴的反饋，以進一步改進產品的性能。 



 

5. 合作與推廣: 

為了推動專案的實現，我們將積極尋找合作夥伴，包括消防機構、行動不便者組織、政府機

構等。透過合作，我們能夠取得更多實地資料，並獲得實際應用的支持。同時，我們將進行

公眾宣傳活動，提高大眾對於行動不便者在火災中困境的認識，強調我們的解決方案的重要

性。 

 

6. 持續優化與升級: 

一旦災囊求生膠囊投入實際應用，我們將建立一個持續優化和升級的機制。這包括收集使用

者反饋，進行改進和升級產品性能，以確保其在實際應用中的效果。同時，我們將積極參與

相關技術和安全標準的更新，以確保產品始終處於最佳狀態。 

 

7. 法規合規: 

在開發過程中，我們將密切遵守相關法規和合規標準。這包括確保產品符合消防安全標準、

建築法等相關法令，以確保災囊求生膠囊的使用不會對使用者造成潛在危險。透過建立合規

流程，我們能夠確保產品的合法性和可靠性。 

 

8. 安全性測試與認證: 

為確保產品的安全性，我們將進行嚴格的安全性測試。 這包括對材料的耐火性測試、充氣

機制的穩定性測試以及整體產品的耐用性測試。同時，我們計劃取得相關的安全認證，例如

國家標準局或相關行業協會的認證，以提供產品的可靠性保證。 

 

9. 社區參與與培訓: 

為了推動專案的實施，我們將積極參與社區活動，與當地社區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同時，

我們將提供行動不便者和社區成員相關的培訓，以確保他們了解災囊求生膠囊的使用方法和

應對火災的知識，提高整體社區的應急能力。 

 

10. 社會影響評估: 

我們將進行社會影響評估，以評估災囊求生膠囊的實際影響。這包括對行動不便者、消防人

員以及社區的影響。透過定期的評估，我們能夠識別潛在的改進空間，確保專案的實施不僅

達到初期的目標，還能持續對社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11. 可持續材料選擇與回收計劃: 

考慮到產品是一次性使用的特性，我們將優先選擇可持續的材料，例如生物可分解或可回收

材料，以減少對環境的影響。同時，我們將建立回收計劃，鼓勵使用者將產品適當回收，促

進資源的循環再利用，降低對環境的長期影響。 

 

12. 教育與宣傳活動: 

為提高社會對一次性使用的災囊求生膠囊的理解，我們將進行教育與宣傳活動。這包括向社

區成員、學校、以及相關組織提供資訊，解釋產品的使用方法、環境友好特性，以及使用後

的處理方式。透過公眾教育，我們能夠塑造正面的社會態度，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13. 與社會組織合作與捐贈計畫: 

為了擴大對行動不便者的支援，我們將積極尋找與社會組織的合作機會，特別是那些關注弱

勢群體的非營利組織。透過合作，我們計畫推動一個捐贈計畫，將災囊求生膠囊提供給有需

要的社區或個人，以擴大對這一特殊群體的保護和救援支援。這不僅為社會帶來實際幫助，

同時也強化了社會的凝聚力與共同關懷。 

 

透過以上策略和方法，我們期望能夠成功開發出一個能夠有效解決行動不便者在火災中的逃

生困難的創新產品，同時提高社會這一議題的關注，為弱勢群體的安全保障做出積極的貢

獻。 

 

 

五、執行過程 
 

第一階段：需求分析與問題定義 

在專案的初期階段，我們進行了深入的需求分析和問題定義，明確了行動不便者在火災中所

面臨的困境。這包括他們無法快速移動、易於跌倒、逃生時間不足等問題。透過這階段的分

析，我們確定了專案的核心目標：提供一個能夠在火災中阻擋濃煙、創造安全空間並協助消

防救援的解決方案。 

 

第二階段：解決方案與設計 

在概念階段，我們聚焦於充氣膠囊的設計和可行性。過程中探索了多種材料，選擇了具有彈

性製造和耐火性的材料，確保產品在緊急情況下仍然可靠。同時，設計了一套快速充氣的機

制，啟動產品後由高壓氣瓶，沿著設計的四支主支撐管道充氣，搭建起一個個人空間並以防

火布料隔絕外部威脅，使行動不便者能夠在短時間內創造出安全空間。 

 

第三階段：整合救援系統 

為了提高救援效率，我們在產品外部整合了定位系統和警示燈。定位系統使用先進的超寬頻

(ultra wideband)技術確保消防人員能夠快速找到行動不便者的位置，而警示燈則提供額外的

視覺提示，協助消防救援行動。這個整合系統不僅為行動不便者提供生存的機會，也提供了

更有效的救援手段。 

 

第四階段：概念驗證與模擬 

經過初步的概念構想，我們進行了草模製作與設計流程，特別專訪現職消防人員，針對模擬

火災場景下的逃生情境給予建議。這階段的設計回饋，不僅確保了產品的可行性與合理性。

後續將再不斷調整和改進產品細節，以確保其在各種情況下都能夠發揮真實價值，而非只留

存於概念構想。 

 

第五階段：未來的合作與推廣 

為了推動專案的成功實施，擬積極尋找合作夥伴，包括消防機構、行動不便者組織、政府機

構等。透過合作，我們得以取得更多實地資料並獲得實際應用的支持。同時，我們將在2024



年的新一代設計展，於南港展覽館進行公眾宣傳活動，提高社會對行動不便者在災難中的挑

戰和我們解決方案的認識。 

 

第六階段：社區參與與捐贈計畫 

透過與社會組織的合作，如前項推廣計畫順利，後續將以捐贈方式，將災囊求生膠囊提供給

相關研究單位。同時，我們積極參與社區教育活動，向社區成員傳遞消防與逃生知識，提高

他們的應急意識。這項計畫旨在強化社區的災害應對能力並減少弱勢群體的風險。 

 

總結: 

透過這些執行過程，我們致力於創造一個全面、可靠且社會友善的解決方案，以應對行動不

便者在火災中的困境。災囊求生膠囊的設計和實施不僅提高了逃生的效率，還加強了社區的 

緊急應對機制，為弱勢群體帶來更多的保護與支援。 

 

 

 

 

 

   
 

(以上是在校發表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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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消防人員訪談調查的問題) 



 

   

 

 

 

 

 

 

 

 

 

 

 

 

 

 

 

(與大氣層公司討論產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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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過程) 

 

 

 

 

六、專題成果 

這次的專題涉及到了生命安全和災害應對的重要課題，讓我深刻體會到科技創新對於解決社

會問題的潛在影響。這也是一個讓我們思考如何改善弱勢群體生活環境的契機。以下是我在



這次專題過程中所得到的學習感想： 

 

1. 深入了解社會議題： 

這次的專題讓我更深入地了解了行動不便者在火災中所面臨的困境。過去或許未曾思考過的

問題，透過專題的進行，我們更能夠理解這些弱勢群體在災難中的無助感。對於社會中存在

的議題，我們有責任提高關注度，進而尋找有效的解決辦法。 

 

2. 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專題過程中，我們必須密切合作，因為這不僅是一個科技專案，更是一個需要多方面專業知

識的綜合性項目。在團隊合作中，我們學習到如何有效溝通、協調不同意見，並充分發揮每

個團隊成員的專業特長。這不僅強化了我們的專業能力，還提高了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 

 

3. 科技創新與社會責任： 

這個專題讓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科技創新的力量，以及科技應當擔負的社會責任。透過災囊求

生膠囊的設計，我們不僅關心科技的實際應用，更注重如何透過科技創新來改善社會中弱勢

群體的生活品質。這種社會責任感將指引我們未來在科技領域的發展方向。 

 

4. 跨領域學習的重要性： 

這次的專題不僅僅關乎工程和科技，還包括了社會學、心理學、法律等多個領域的知識。這

樣的跨領域學習讓我們能夠更全面地思考問題，從多個角度出發找到解決方案。未來的世界

需要具有跨領域思維的人才，這次的學習將對我的未來發展有莫大的助益。 

 

5. 公共宣傳的力量： 

製作災囊求生膠囊不僅僅是技術創新，更是一個向社會大眾宣傳災害應對重要性的機會。透

過這個專題，我們能夠引起社會對行動不便者在災難中所面臨挑戰的關注，提高公眾對於這

個議題的認識。這種宣傳的力量在塑造社會價值觀和共識上是不可忽視的。 

總結： 



這個專題不僅讓我們在技術創新方面有所突破，更讓我們深入思考科技應當如何造福社會中

的每一個成員。學習過程中，我們不斷超越自己的專業領域，從而更全面地理解了社會的需

求和我們應當扮演的角色。這樣的學習體驗將成為我未來職業生涯中的寶貴資產，激勵我繼

續追求科技與社會關懷的平衡。 

    

 

  

 

 

 

 

 

 

 

(第三次提案的建模設計) 

 

   

 

 

 

 

 

 

 

 

(第四次提案建模設計) 

 



   

(實體作品/成果展紀錄) 

  

(實體作品/成果展紀錄) 

 

七、附件 

專訪消防員的逐字稿整理 

問題與回答條列： 

(heart)第一段訪問 

1.問題：行動不便者在火警逃生時，與一般人有什麼差異？ 

答案：行動不便者主要是老年人和身心障礙者。若居住在新式大樓，消防員會使用緊急升降

機協助疏散。若是一般住宅或公寓，則需用人力協助脫困。另外，若能行動但弱勢的人，消

防員會使用共生面罩防止濃煙吸入。 

2.問題：行動不便者在火災時，有什麼方法保護自己？ 

答案：主要宣導是"小火快跑，濃煙關門"。避免選擇到頂樓避難，而是在同層選擇一個有對

外窗的空間，用毛巾堵住門縫並關門，這樣有至少兩小時的防護時效。 



3.問題：施救行動不便者時會遇到什麼問題？ 

答案：現場狀況亂，需要快速評估受困者狀況並立即行動。難點在於確定其實際狀況以減少

二次傷害，以及避免在搬運過程中遭遇障礙物。 

4.問題：如果行動不便者在一個獨自空間等待，他可以撐多久？ 

答案：以一般公寓的大小為例，若有對外窗且門是實心或金屬製，大約可以撐兩小時。 

5.問題：在施救行動不便者的情境下，消防員通常如何行動？ 

答案：若受困者處於火點位置，先進行滅火攻擊再進行搜索。若非火點位置則直接入室搜

索。搜尋到受困者後會先評估其狀況，如果可以自行行動會使用共生面罩，若不能則直接人

力搬運脫困。 

(diam)第二段訪問 

問題：當人們在火場被困或遇到火災時，有哪些自救和反應方法，以及一般滅火的時間需

求？ 

回答： 

1.自救方法： 

*選擇安全避難位置：尋找具有防火時效的門，避免玻璃門或塑膠門。 

*密封門縫：關門並使用膠帶、毛巾或衣物密封門的孔縫。 

瞭解火場煙的特性：煙會從天花板開始蓄積並逐漸沉降。門的縫隙可能使濃煙進入，增加吸

入有毒濃煙的風險。 

*及時報警：立刻撥打198並盡量保持通風。如無法使用手機，應使用其他方式吸引路人的注

意。 

2.火場常見反應： 

*嘗試自行滅火：例如使用家中的水桶或水龍頭。 

*返回火場：有些人在成功逃脫火場後，因貴重物品、家人或寵物而想要返回，這是極為危

險的。火勢和煙的分布可能已經改變，再次進入的路徑可能被阻擋。 

3.滅火時間： 



*公寓火災：若火勢未蔓延至其他樓層，通常一小時內可控制。 

*危險物品場所：例如存放鋰電池的地方，滅火時間會更長，可能需數小時。 

*複雜建築：例如違章建築混合公廟或鐵皮屋等，因其複雜結構，滅火時間可能更長，甚至

達到數小時至十幾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