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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週報（108 年 3 月 14 日至 108 年 3 月 20 日） 

一、 108 年 3 月 13 日凌晨 4 時 19 分新北市貢寮地震，交通部中央氣

象局發布「災防告警系統」地震速報之說明（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提

供，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彙整） 

（一） 地震說明：108 年 3 月 13 日凌晨 4 時 19 分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以下簡稱氣象局）觀測到顯著有感地震，震央位於新北市政

府東方 40.9 公里（新北市貢寮區），震源深度 132.5 公里，速

報規模 5.1；宜蘭縣、新北市、花蓮縣、臺中市山區等部份地震

站觀測到 2 級震度，中部以北各地有感（如圖 1所示）。 

 

 

 

 

 

 

 

 

 

 

 

 

（二） 地震速報說明：氣象局強震即時警報系統快速測報，於地震發

生後利用「災防告警系統」(Public Warning System，PWS) 

對臺北市發布「地震速報」告警訊息如表 1。 

圖 1：第 016 號地震震源參數及各地震度分布               
資料來源：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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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類型 發布時間 告警內容 告警範圍 

地震速報 
2019-03-13 

04:20:00 

[地震速報]03/13 04:19左右北部

地區發生有感地震，預估震度臺北

市 3級，氣象局。 

臺北市 

資料來源：氣象局 

（三） 有關「預估震度」臺北市 3 級與「地震報告」臺北市 1 級之差

異，以及為何發布「地震速報」告警說明如下： 

1. 「強震即時警報」與「地震報告」基本演算邏輯差異： 

「強震即時警報」之原理為利用最早、少數測站的 P 波前幾秒

資料演算出震央資訊（時間、位置、規模），搭配經驗公式推

估各地之預估震度，約在地震發生後 10 數秒自動對外發布「地

震速報」以提供快速應變。 

「地震報告」為地震發生後，利用地震觀測網所有測站資料，

包含完整之 P 波 S 波紀錄，演算出震央資訊後加上所有地震

站之實際觀測震度，由人工檢視確認資訊正確後發布，所需時

效約地震發生後 5 分鐘完成，可提供防救災業務之重要參考。 

2. 本次地震「預估震度」高估原因： 

為爭取珍貴的數秒預警時效，「強震即時警報」之作業模式從

即時資料接收、震央演算、震度預估、警報發布，全程均為電

腦系統 24 小時自動作業，難以加入人工檢核機制。而當僅利

用少量 P 波資料快速測報時，容易將「遠的地震（觀測網外）

震央定近；深的地震定淺」。以本次地震震源深達 132.5 公里

為例，震央演算結果低估了震源深度至 80 公里內，因此利用

經驗公式推算之預估震度造成高估。 

 

表 1：新北市貢寮地震中央氣象局針對臺北市發布之「地震速報」告警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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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次地震符合「災防告警系統」發布「地震速報」之發布標準： 

本起地震臺北市預估震度為 3 級，已符合「災防告警系統」

(PWS)發布「地震速報」之發布標準（當偵測地震規模 5.0 以

上，且任一縣市政府所在地預估震度達 4 級或臺北市政府所在

地預估震度達 3 級以上。即針對前述達標縣市區域發布），因

此系統直接快速對臺北市民眾發布告警。 

（四） 檢討改進：氣象局將持續精進「強震即時警報系統」之演算模

組，縮短島內可能致災之中大地震的測報時效，並提昇震央演

算與預估震度的精確性。同時在不影響時效之下研議於警報發

布前加入檢核機制，以提供更貼近實測地震報告、更具備防震

減災效益的警報。 

二、 近期有感地震活動偏低之研析（氣象局提供，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彙

整） 

（一） 事由：近日有蘋果日報等媒體報導 107 年底連 4 個月氣象局發

布有感地震數量偏少，「恐有釀大地震」之虞。 

（二） 地震活動狀況：107 年底連 4 個月氣象局發布有感地震數量有

偏少現象，如圖 2 紅色圈所示。氣象局表示，從過去地震觀測

紀錄，僅憑地震活動偏少單一現象推論將會有大地震發生，可

能過於輕率。民國 88 年 9 月 21 日集集地震發生前持續一年多

的地震活動偏低，但有更多地震案例發生前並無地震活動偏低

情況，顯示「地震活動偏低」與未來大地震的發生，並無直接

相關。氣象局並以新聞稿對外說明，請民眾無須驚慌。表 2 就

2012 年至 2019 年有感地震規模分級與個數統計，去年(2018)年

受到 0206 花蓮地震影響，總體統計個數遠大於平均值，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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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2019)年 1 月至 3 月所發生之有感地震數量已有回復至平均

值附近。 
 

 

 

 

 

 

 

 

 

 

 

 

 

 

 

 

 

 

 

 

 

 

 

 

 

 

 

 

 

 

 

（三） 地震預測工作：目前世界各國對於地震預測工作皆處於研究階

段，常用方法包括地震活動異常、全球導航衛星系統之地殼形

變、電離層全電子濃度變化、地下水水位異常及地球磁場變化

圖 2：1994年至 2018年歷史有感地震統計分析(上)地震規模大於 6.0之時

間分布；(中)每月有感地震個數之統計；(下)每月地震累積規模統

計。資料來源：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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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目標為整合各式研究方法後能對特定時間、地點與一定規

模以上之地震進行發生機率之評估。惟各種分析方法之成果未

臻成熟，以地震數量變化歸結災害性地震是否發生仍須長期的

觀測與分析，因此對於媒體引述部分專家報導有關地震預測之

言論，氣象局呼籲民眾不宜過度解讀。 

（四） 持續作為：考量各國在地震預測技術尚無法應用於實際作業之

現況，提升建築物耐震程度、嚴密地震監測與快速通報、震後

快速救災動員，加上平日防災演練與教育宣導，提升防災意識，

將會是目前減少地震災害最有效的方式。另一方面，一旦發生

顯著有感地震，可能出現致災之虞，氣象局藉由 24小時地震活

動監測，亦將儘速透過簡訊、「災防告警系統 (PWS) 」及電視

臺推播系統等管道對外發布資訊，提供民眾與防救災單位參考

應用。未來若一旦有明確的異常地震活動訊息，可能出現大型

或致災之有感地震時，將於第一時間對防救災單位及社會大眾

發布警訊。 
 

 

表 2：2012年至 2019年有感地震規模分級與個數統計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1 月至 3 月 20 日 

2012-2018 

年平均 

規模 7 以上個數 0 0 0 0 0 0 0 0 0.0  

規模 6~7 個數 3 7 2 5 6 1 3 0 3.9  

規模 5~6 個數 25 23 28 28 28 21 33 8 26.6  

規模 4~5 個數 105 116 94 132 149 77 216 20 127.0  

規模 3~4 個數 350 397 300 298 412 268 514 57 362.7  

規模 2~3 個數 284 145 187 84 81 92 235 12 158.3  

規模 1~2 個數 2 2 2 2 2 6 6 0 3.1  

規模 0~1 個數 0 0 0 0 0 0 0 0 0.0  

總和 769 690 613 549 678 465 1007 97 681.6  

資料來源：截至 108 年 3 月 20 日止，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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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8 年災害防救演習－臺東縣（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彙整） 

臺東縣政府於 3 月 14 日辦理 108 年度全民防衛動員暨災害

防救演習（民安 5 號），演習分「兵棋推演」與「綜合實作」二

階段舉行，模擬颱風侵襲造成水患及土石流等災害，進行複合式

災害搶救應變作為。演習由臺東縣政府陳秘書長明仁擔任主推官，

本院農業委員會張主任秘書致盛擔任中央帶隊官，會同本院災害

防救辦公室王參議吉良及相關部會評核人員共同出席。 

上午兵棋推演假臺東縣寶桑國小大禮堂辦理，針對轄內颱風

來襲時設計各種模擬狀況，推演內容區分災害整備及搶救應變兩

階段進行，並於過程中由專家學者臨時提問。縣府採半無腳本方

式辦理推演，能預先並有效針對災防弱點進行強化，精進整體防

救災能力。 

 

 

下午綜合實作假臺東縣災害應變中心、南榮里、卑南鄉及太

麻里鄉等地辦理，進行風災及衍生複合式災害防救演練。演習採

半預警實地演練方式進行，演習項目包含「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油料管線搶修」、「化學災害搶救」、「臺鐵列車事故大量傷

  

 

 

 

  

  圖 3：臺東縣 108 年度全民防衛動員暨災害防救演習 
      資料來源：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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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救護」、「沙洲受困搶救及開罰」、「封橋作業及災區交通

管制」、「重機械進駐潛勢溪及水利設施搶修」及「疏散撤離與

收容處所開設」等，並由災害應變中心接連下達災情狀況，即時

考驗第一線人員處理突發狀況，藉此使各單位於汛期前熟悉各項

標準作業程序，提升縣府緊急危害應變能力，將災害損失降至最

低。本次演習總共動員 117 人、車輛 40 車次、船艇 4 艘，疏散撤

離 20 人。 

 

四、 本週國內地震分析（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彙整） 

本週全臺有感地震計有 8 起地震（如圖 4 所示），地震規模

大於 4.0 計有 4 起，均為有感編號地震（第 018 至 021 號地震），

其中以第 021 號地震規模 4.7 為最大。第 021 號地震發生於本（3）

月 19 日 12 時 1 分，震央位於宜蘭縣海域附近，深度 83.1 公里，

造成台灣島北部地區普遍有感，其中震央附近之宜蘭縣牛鬥與桃

園市新屋測得最大震度 3 級（如圖 5 所示）；第 018 號地震發生

於 14 日 5 時 7 分，震央位於臺東縣近海地區，規模 4.6，深度 17.1

公里，臺東縣及嘉南地區有感，其中近震央之臺東縣東河地區測

得震度 5 級，池上及成功也有震度 4 級（如圖 6 所示）；另第 019

號地震規模 4.5，深度 19.4 公里，震央位於第 018 號地震附近北

邊，兩者模式相似，成功地區測得震度 4 級，花蓮縣玉里 3 級；

其他地震規模雖不大，往往震央附近會測得較大震度，其中宜蘭

縣武塔及花蓮縣太魯閣測得震度 3 級，相關地震均無災情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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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臺北） 

月 日分 
位   置 

深度 

(km) 

規模 

(ML) 

有感

編號 

03/19 12:01 臺灣東部海域 83.1 4.7 21 

03/18 11:42 高雄市桃源區 7.5 3.5  

03/17 20:44 臺灣東部海域 22.6 4.1 20 

03/17 09:28 花蓮縣秀林鄉 14.7 3.1  

03/16 08:45 臺東縣近海 19.4 4.5 19 

03/15 23:55 臺東縣近海 45.2 3.5  

03/15 01:17 嘉義縣中埔鄉 9.6 3.1  

03/14 05:07 臺東縣近海 17.1 4.6 18 

圖 4：本週（108年 3月 14日～20日）臺灣有感地震分布圖（彩

色符號），灰階符號為 108 年 2 月 14 日～3 月 13 日有感

地震分布。 



                                                                         

 

 9 

  
 

 

 

  

 

 

 

圖 5：第 021 號地震震源參數及各地震度分布               
資料來源：氣象局 

     
 

 

圖 6：第 018 號地震震源參數及各地震度分布               
資料來源：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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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週國際重大災害彙整 

風災 

一、發生日期與地點 
    3 月 14 日，熱帶氣旋「伊達(Idai)」侵襲莫三比克、

馬拉威及辛巴威三國，造成交通、通訊受阻、電力
中斷、大水淹沒橋梁和住宅。 

二、災情 
至少 300 人死亡。 

水災 

一、發生日期與地點 
    3 月 16 日，印尼東部的巴布亞省遭暴雨襲擊，造

成洪水爆發與土石流，上百棟房屋摧毀。 
二、災情 

至少 73 人死亡，60 人失蹤。 

建物倒塌 

一、發生日期與地點 
    3 月 16 日，奈及利亞一所私立小學之建物倒塌，

造成近百學生受困。 
二、災情 

8 人死亡。 

資料來源：截至 108 年 3 月 20 日止，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綜整 

 

 

六、 108.3.14~108.3.20 全國供水情形分析 

（一）主要水庫集水區 

水庫名稱 
水位 
(公尺) 

與前期
水位差

(公尺) 

滿水
位 

(公尺) 

有效 
蓄水量 

(萬立方公尺) 

蓄水量 
百分率
（％） 

與前期蓄
水量差 

(萬立方公尺) 

翡翠水庫 164.42  -0.45 170 28529.8  85.0  -388.3 

石門水庫 234.49  0.29  245 11943.9  60.5  180.1  

曾文水庫 206.79  -0.61 227 15058.0  29.5  -717.0 

南化水庫 169.05  -0.55 180 4347.0  47.5  -201.5 

新山水庫 85.04  -0.04 86 927.0  92.5  -2.0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提供，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綜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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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國水情分析：經濟部 108 年 3 月 14 日召開「108 年旱災經

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第 2 次工作會議」表示，受惠於 108 年

3 月 5 日至 11 日之春雨助益，水情獲得舒緩，決定將新竹地

區水情燈號由減壓供水「黃燈」轉為水情稍緊「綠燈」；另高

雄地區用水主要為高屏溪川流水，受降雨影響變化大，不確定

性高，仍需審慎關注，爰維持水情稍緊「綠燈」。其餘地區水

情均為正常。 

          

  

 

 

 

 

 

 

 

 

 

 圖 7：全國水情燈號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