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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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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近百年來的大地震 

編號 地震名稱 

發震時間 震央位置 震源深度 地震規模 死亡人數 

(120oE) 北緯(N) 東經(E) (公里) (ML) (人) 

1 斗六地震 1904/11/6 23.575 120.25 7 6.1 145 

2 梅山地震 1906/3/17 23.55 120.45 6 7.1 1259 

3 南投地震系列 1916/8/28 24 121.025 45 6.8 70 

4 新竹-台中地震 1935/4/21 24.35 120.817 5 7.1 3279 

5 中埔地震 1941/12/17 23.4 120.475 12 7.1 360 

6 新化地震 1946/12/5 23.07 120.33 5 6.1 74 

7 縱谷地震系列 1951/10/22 23.875 121.725 4 7.3 85 

8 恆春地震 1959/8/15 21.7 121.3 20 7.1 17 

9 白河地震 1964/1/18 23.2 120.6 18 6.3 106 

10 花蓮地震 1986/11/15 23.992 121.833 15 6.8 15 

11 集集地震 1999/9/21 23.85 120.78 10 7.3 2444 

12 美濃地震 2016/2/6 22.93 120.54 16.7 6.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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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災害地震頻率與損失 

台灣地區過去三百年來的災害地震
紀錄  

平均約20年即發生一次劇災型地震 

共造成超過10,700人死亡  

 88年921集集大地震  

2,444人喪生、50人失蹤、758人

重傷，38,935戶房屋全倒、

45,320戶房屋半倒，經濟與財務損

失達台幣4,500億元。約佔國內生

產毛額GDP的4.86% 

 

鄭世楠教授提供 

台灣震災多與活斷層有關 



台灣內陸斷層未來30年內發生重大災害地震之機率與震央分佈圖 

台灣未來可能面臨的地震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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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溫國樑等人，2005，
最具潛勢及歷史災害地震之強
地動模擬，NCREE-05-032 



921地震震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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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台灣地震震度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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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規範設計水準 



校園災害管理工作手冊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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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預警系統 

− 地震預測 vs. 地震預警 

− 地震預警原理 

− 區域型 vs. 現地型 

− 日本與台灣地震預警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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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預測 vs. 地震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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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預測 

 在地震發生之前，能夠明確地指出地震發生的時間、地點、規
模、震度或可能造成之地震災害等資訊。截至目前為止，地震
預測技術仍在試驗及研發階段，世界各國許多專家、學者，均
致力研究，也許在未來能研發出較成熟的地震預測技術。 

• 地震預警 

 1989年，日本的鐵道技術研究所就開發出了世界上第一個實用
性的地震預警系統；1996年阪神大地震後建立了高敏度地震觀
測網；2004年全國性的地震預警系統試運行，2006年正式運
行。地震預警並不同於地震預報。地震預報是指在地震發生之
前，對有可能發生的地震進行事先通知；地震預警則是在地震
發生之後，在地震波到達受害地表、造成破壞之前發出警報。
日本目前所做的工作，其實是地震發生後幾秒鐘時間的快速預
警，而不是地震發生前的預報。 



計畫緣由 

• 102年3月27日在南投發生規模6.1的地震，在大晃動的地震
波尚未到嘉義時，在嘉義市港坪國小由國震中心裝設EEWS
現地型地震預警系統有出現地震預警警報，全校師生有進行
避難措施。 
 

• 102/7/2 奉教育部部長同意校園建置EEWS計畫。 
 

• 科技部、教育部經由國震中心進行校園地震預警系統全國推
廣規劃，預計於全國設置二十個高精度現地型地震預警系統，
並規劃地震預警訊息傳遞平台，整合氣象局的區域型以及國
震中心現地型地震預警訊息，提供全國3,444所國中小快速
準確地地震預警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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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波 (初達波)：6 ~ 7 km/s 

• S 波 (剪力波)：3 ~ 4 km/s 

地震波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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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B 

區域型地震
預警伺服器 

地震預警分類-區域型地震預警（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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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型地震預警系
統：運用現地的地
震儀偵測到地震Ｐ
波，立刻在1~3s內
預估地震震度，若
預測震度超過警報
門檻，立刻發佈警
報。 

震央 

P-波：6~7km/s 

S-波：3~4km/s 

地震預警分類-現地型地震預警 

高精度現地型：國震中心 
簡易式現地型：三聯科技/台大 

15 



台日地震預警應用差異 

震央在內陸、鄰近都市 

預警時間短 

震央在外海、遠離都市 

預警時間長 

300KM 

200KM 

100KM 

200KM 

100KM 
~10S 

~45S 

~80S 

~10S 

~45S 

日本311地震 台灣921地震 16 



校園地震預警系統建置現況 

 − 示範站硬體設備及建置 

− 地震警報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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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地震 
預警主機 

國震中心地震 
警報訊息伺服器 

氣象局 

區域型 
國震中心 

現地型 

已完成21個現地型主站
（綠色圓圈：涵蓋範圍） 
 

已完成557所學校建置
（紅點副站＋綠點主站） 

校園地震預警系統建置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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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wb.gov.tw/V6/index.htm


校園地震警報系統說明 

• 校園地震警報系統係透過裝設地震警報主機，接
收地震預警訊息（區域型及現地型），視學校廣
播系統現況介接既有廣播，或新設警報廣播系統。 

• 地震警報主機除了接收地震預警訊息外，未來可
提供中央氣象局強震即時警報登錄介面、地震模
擬（防災演練）、地震事件紀錄等功能 。 

• 地震警報的門檻值是可變動，目前西半部地區門
檻為震度4級，東半部地區門檻為震度5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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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配合 

1. 擴大機、廣播系統照片 

2. 校園平面圖 

3. 學術網路實體IP（包含IP、子網路遮罩、預設閘道、
DNS，共四樣）、電源 

a. 地震預警需求之IP 需為學術網路實體IP 

b. 此提供IP 是專屬地震預警系統專用，請校方不要隨意更動，若有
調整的話需主動告知廠商，或是國震，以免平台斷線 

c. 此IP 不能跟氣象局演練軟體重複，必須是一組新的IP 

4.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書（教育部版本）、疏散避難圖、
演練腳本 

5. 每學期1-2次的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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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主站硬體設備 

地震警報主機 

地震警報發布展示系統 高精度現地型地震預警系統 

地震警報專用 
LED字幕機  

地震警報專用 
廣播系統  

高精度地震儀 

備援地震儀 

嵌入式即時計
算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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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現地型地震預警系統系統建置 高精度現地型：國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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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儀 Kinemetrics EpiSensor ES-T 
Dynamic range: 155 dB+ 

Bandwidth: DC to 200Hz 

Full-scale range:  

User selectable at ± 0.25g, ± 0.5g, ± 1g, ± 2g or ± 4g 

Outputs:  

User selectable at:± 2.5V single-ended± 10V single-ended 

± 5V differential ± 20V differential 

淺井式地震儀之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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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305C1W5 Sensor 
Dynamic range: 155 dB+ 

Bandwidth: DC to 250Hz 

Full-scale range: User selectable at ± 2000gal 

Scale Factor: 5mv/gal 

備源地震儀之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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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備源地震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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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震度 發生次數/年 

五級以上 0 

四級以上 1 

三級以上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預測震度 實際震度 

現地型地震儀偵測Ｐ波，預估預測震度 

Actual 

Example 

系統預估震度：可自訂警報門檻值 

0 

1 

7 

南安國中2014.07.01~2015.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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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警報廣播架構（副站） 

地震警報主機 

簡易型警報廣播系統 
(廣播擴大機+喇叭) 

地震預警訊息伺服器 

學校既有廣播系統 

A方案：地震警報主機介接學校既有廣播系統 
(地震預警訊息接收至廣播系統發報不超過兩秒) 

B方案：地震警報主機+簡易型警報廣播系統 
(既有廣播發報超過兩秒，新設簡易型警報廣播) 

區域型（氣象局） 
現地型（國震中心） 

Pal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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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防災教育與演練 
 

-校園防災策略 

-校園防災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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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地震震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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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105年編號6號地震於各測站警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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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震預警時間比較  
（以105/2/6美濃地震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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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震央較近：現地型（國震中心）較快 
距震央較遠：區域型（氣象局）較快 2(42s) 

1(24s) 

4(17s) 

2(20s) 

2(23s) 

3(18s) 

3(23s) 

2(47s) 

4(7s) 

3(25s) 

1(52s) 

2(48s) 

2(49s) 

2(42s) 

4(12s) 

5(9s) 

5(10s) 

4(0s) 
4(7s) 

4(5s) 

1(33s) 

1(29s) 
2(46s) 

2(36s) 

3(23s) 

4(20s) 

3(30s) 

3(5s) 

5(0s) 

5(4s) 5(0s) 

4(6s) 

100km 
50km 

站點 震央距 
預警
時間 

預估
震度 

新庄國小 8km 3.8s 5級 

屏東縣政府 27km 0s 5級 

赤山國小 37km 6.9s 4級 

臺南市政府 37km 0s 5級 

嘉南國小 38km 8.4s 5級 

高雄市政府 41km 0s 4級 

育人國小 62km 10.4s 5級 

嘉義市政府 63km 5.5s 4級 

豐里國小 63km 5.4s 4級 

嘉義縣政府 65km 6.5s 4級 

臺東縣政府 65km 4.6s 3級 

雲林縣政府 67km 12.1s 4級 

東和國小 105km 17s 4級 

地震可能發生在全台各地，唯有整合區域與現地地震預警，才能提供快速有效的減災服務 



高潛勢會發生災害? 

低潛勢是安全區域? 

防災教育 
(宣導觀念、強化抗災及應變能力) 

1.天災造成校園人員傷亡、設

備損害而被迫重建、整建。 

2.有關災害應變、備援與復原

能力的防災教育泰半被歸於

不急迫事項。 

3.校園應教育宣導平時做好減

災預防，災時採取有效因應

措施，以落實強化學校及社

會整體抗災能力。 

 

 

天災風險難測    防災教育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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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預警系統說明 

地震警報系統主機正面照 

地震靜報系統主機反面照 

1 

2 

3 

 提供學術網路設定值 

 校區平面圖 

 最新版防災計畫書 

 演練腳本 

安裝前 

 連接廣播設備 

 設定網路環境 

 設定發報級數 

安裝時 

完成後 
 模擬測試 

 防災服務啟動 

 利用地震P波與S波時間差，在偵測到破壞力較

小速度較快的P波時，立刻預估地震大小。 

 在破壞力強的S波來臨前，爭取時間避難。 

 

資料來源:防災服務合作實驗室 

地震警報系統主機俯視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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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上頭套保護頭部、迅速至戶外避難 

趴下、掩護、穩住 

強震警報 
預估震度六級 
請立即避難疏散 

1F 

移動至戶外避難處 強烈地震波到達 

校園防災策略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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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防災演練－以嘉義育人國小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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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服務五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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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防災計畫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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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經驗 

狀況假定 

應變程序 

Case Study 
1. 地震：921集集大地震 
2. 颱風：莫拉克風災 

1. 再次發生類似case study的案例 
2. 發生案例與衍生災害 
        (如：地震+火災+樓房崩塌) 

 

1. 盤點可用的防災裝備、資訊與組織 
2. 盤點學校所有人員 
3. 防災計畫訂定 
4. 防災演練 
 



地震防災疏散：教師注意事項 

1. 熟悉自教室樓層(樓梯)大樓疏散集合點的動線 

2. 學期開學首次上課時，指導班級學生： 

– 瞭解教室環境 (上方四週) 

– 瞭解教室疏散動線(門梯集合點) 

– 熟悉地震預警系統聲響 

3. 利用課餘時間訓練班級同學在(15秒)預警時間內應有的應變反應 

4. 地震來臨時，優先考量疏散與自己的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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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疏散效率最佳化 

1. 將地震防災用品統一置於防災包 

– 防災盒：班級名冊、(學生)家庭防災卡、筆、尺 

– 簡易救護用品/藥品 

– 教師用手套、口罩 

– 簡便雨衣 

– 口哨、手電筒、小刀 

– 其他適合學校環境用品(如：防蚊液) 

2. 將防災包置於教室疏散時，最順手拿取之處 

3. 鎮定不慌亂的指揮/指導態度 

4. 警報聲響頭套(學生)開門(學生)取防災包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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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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