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好防風準備  共築安全防線  

近年來，受全球氣候暖化影響，世界各地頻發性出現各類相關災害，

加上“厄爾尼諾”現象形成，導致極端天氣更為頻繁，影響範圍更加廣泛。

根據本澳氣象資料，近年受極端天氣影響情況確有增加趨勢，以熱帶氣旋

為例，自 1968 年以來，本澳共發出過 7 次十號颱風信號，其中 3次是近六

年發出，顯示近年本澳受熱帶氣旋影響更為頻繁，也更為嚴重。 

熱帶氣旋是對澳門影響最大的自然災害，吹襲時間主要集中在每年 5

月至 11 月期間，地球物理暨氣象局預測今年全年約有五至八個熱帶氣旋影

響本澳，且可能受強颱風或以上級別影響。另綜合各種最新觀測及預測資

料，今年夏季赤道太平洋上的“厄爾尼諾”現象正逐步形成，同時在全球

暖化的大趨勢下，預測本澳今年雨季累積降雨量屬正常，但仍可能出現極

端強降雨現象。 

落實新型民防模式 合力參與防災減災 

特區政府高度重視防災減災工作，隨着第 11/2020 號法律《民防法律

制度》及第 31/2020 號行政法規《民防法律制度施行細則》於 2020 年 9 月

15 日生效，民防工作循事前預防、事中應對及事後恢復三個方面展開，並

以政府主導、社會各界協同參與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的新型民防模式。 

民防架構各成員自本年初風季前已開展各項應對熱帶氣旋的預防工作，

主動走進社區及學校，持續宣傳各項防災減災信息，並在今年 4 月 22日舉

行了代號“水晶魚 2023”年度颱風民防演習，強化民防架構應對災害的協

同能力，深化市民大眾的應急避險意識，以提升本澳整體防災抗災工作的

執行效能，為今年的風季作好應對準備。 

常備必要應急物品 做好防風應對準備 

隨着現時已經踏入風季，市民應做好防風準備，家居方面應檢查門窗

是否安穩，並儲備足夠的水、食物、藥物等應急物資，經常留意特區政府發



出的天氣消息，低窪地區的居民應規劃好因風暴潮而需要作出的準備，提

前計劃好疏散撤離的安排，準備好包括身份證明文件、必要藥物、雨具及手

電筒等應急包。居民在有需要疏散暫避時，可優先考慮到親友家中暫避，將

避險中心等應急資源留給更有需要的居民。對於受風暴潮的影響而有需要

到避險中心暫避的居民，日常應熟悉避險中心的位置及疏散路線，並在特

區政府採取疏散撤離行動時配合工作人員的指示。 

另一方面，對於未有需要進行疏散的居民，在風暴吹襲期間，應留在

家中等安全地方，密切留意特區政府發出的應急訊息，積極配合政府部門

的呼籲及指示，共同減低突發公共事件造成的影響。 

密切關注氣象信息 配合政府共同防災 

當特區政府因應突發公共事件的嚴重程度而宣佈本澳進入“即時預防”

狀態時，民防架構同步啟動，各部門人員隨即進駐到民防行動中心，在聯合

行動指揮官領導下採取必要的聯合行動，推進各項防災減災及應急工作，

民防行動中心將及時通過電視、電台、一戶通、APP 等多種渠道向居民發

放最新的防災信息。 

在應急救援工作方面，居民應配合前線人員的安全指示，尤其當特區

政府宣佈執行颱風期間風暴潮低窪地區疏散撤離專項應變計劃時，負責進

行疏散撤離的消防局、治安警察局、司法警察局、澳門海關、澳門保安部隊

高等學校等部門將會派出人員到低窪地區，逐一通知有需要撤離的居民進

行疏散。社會工作局亦會啟動分佈於全澳的 17個避險中心，供有需要的居

民暫時避險。對於行動不便等有需要協助疏散的居民，相關部門會按照已

掌握資料協助其疏散，有特殊需要的居民亦可以前往 4個指定的集合點（青

洲避風中心、沙梨頭街市、下環街市、營地街市）乘專車前往設有無障礙設

施的塔石體育館避險中心。此外，居民更應密切關注政府發出的訊息，在有

需要緊急求助時可以致電 999 或 2857 2222 等緊急求助熱線。 



透過政府主導應急工作，社區及居民積極配合各項應急措施，持續推

進及加強本澳應對災害的綜合聯動能力，凝心聚力，為應對突發公共事件

做好各項工作，共同構築安全防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