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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週報（110年 5月 6日至 110年 5月 12日） 

一、 精準追蹤地震訊號：以雲嘉南地區斷層帶活動監測研究為例（國立
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温士忠副教授提供，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彙整） 

（一）前言 

雲嘉南地區一直是地震好發區域，面積約 5,400平方公里，

居住人口超過336萬，有多條已知與未知的活動斷層分布其中，

例如梅山斷層即位於中正大學校園旁。因此除了一般地震監測，

建構更密集的地震觀測網相當重要。依據歷史記錄，此區域曾

發生多次災害性地震，例如 1906 嘉義梅山地震、1941 中埔地

震、1946新化地震、1964白河地震、1998瑞里地震及 1999嘉

義地震等。 

經分析近百年臺灣地區地震規模大於 6（M>6）之歷史地震

在 921集集大地震發生前、後之震央位置（如圖 1），從近百年

災害性大地震分布圖中可見目前在臺灣西南部嘉義到臺南之間

為大地震空缺帶。所謂「大地震空缺帶」，在學理上，大規模地

震的再現機率較高。 

由於梅山斷層距離前次大地震已累積逾百年的能量，引發

地震發生之機率相當高，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簡稱地

環系）團隊自 109 年 11 月 15日開始，首先沿古坑、梅山一帶，

密集設置了 96 個地震感測器，每日 24 小時監測此關鍵地區的

微小地震訊號，藉此分析臺灣西部麓山帶複雜的地殼活動及地

層構造，評估孕育大地震發生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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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灣地區地震規模大於 6（M>6）之歷史地震在 921 集集大地震發生前、後之

可能震央位置圖 

資料來源：國立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温士忠副教授 

（二）高密度地震儀陣列監測斷層帶之原理 

   由於小地震的發生是岩體破壞失穩前釋放出來的重要資訊，

研究岩體變形破壞過程的微地震特徵對於預警岩體破壞、或大

地震發生前之地殼活動具有重要意義。 

小地震事件通常發生在裂隙之類的斷面上，但當原來的應

力受到干擾時，岩石中原來存在的或新產生的裂縫周圍地區就

會出現應力集中，應變能增高；當外力增加到一定程度時，原

有裂縫的缺陷地區就會發生變形，致使裂縫破裂或擴展，從而

使應力鬆弛，儲藏能量的一部分以彈性波的形式釋放出來產生

小的地震，大多數小地震事件頻率範圍較高，持續時間小於 1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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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記錄上小地震事件一般呈現出清晰的脈衝，越弱的

微地震事件，其頻率越高，持續時間越短，能量越小，破裂的

長度也就越短。因為小地震信號很容易受到周圍雜訊的影響或

遮蔽，若在常發生小地震的區域置放高密度的地震儀，地震的

訊號便很容易被偵測到且可對其發生地震之位置作精密定位，

進而可得知地下斷層帶的形貌。 

由於小地震的發生可以持續一段時間，未來可用以監測地

殼的短暫變化現象，比如地殼內的應力改變；對地震波形和震

源機制的研究，則可提供有關岩石內部變形機制、傳導性裂縫

和再活動斷裂構造形態的資訊。 

（三）地震儀監測網佈設 

   以往傳統地震儀體積較大、成本高，無法很密集的設置監

測站，站與站的距離平均約十幾公里。設站密度不夠如同相機

像素太低，所得到的資訊成像就會模糊不清，地震定位也容易

有偏差，誤差範圍可多達 5公里。 

新型地震儀不僅體積輕巧、成本低且方便攜帶，高靈敏度

的特性亦可偵測到微小的地下活動訊號，像是斷層帶的小破裂

等，如果只放幾個偵測點，看到的東西就有限，偵測點佈設越

多就能監測得更清楚，就像是健康檢查的全身斷層掃描一樣。

由於古坑、梅山一帶有梅山、九芎坑、古坑、觸口等斷層，要

辨別地層構造相當困難。 

此次設置的 96 個地震儀的高密度地震網（如圖 2），將能

幫助提升地層構造的辨識度，以及釐清這些斷層之間的相互關

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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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精準追蹤微小的地震訊號，中正大學地環系團隊著手

進行「增加地震觀測網密度」的研究，除了自行採購 64顆新型

便攜式地震感測儀的同時，也向台灣地震科學研究中心申請借

用 100 顆同類型地震儀。這些儀器除了做為充電替換使用外，

首批百顆地震儀便先佈設在中正大學鄰近的古坑、梅山一帶，

平均每隔 1 公里就在地底埋入 1 顆地震儀，整齊排列成一個矩

形區域。 

而在野外佈站時，地環系團隊分頭進行，一一拜訪與徵求

多位地主的同意佈設。由於這些地震儀需要每兩、三個星期回

收充電，加上古坑、梅山一帶地形多變，團隊必須時常開車進

入深山產業道路，逐一埋設與更換地震儀。目前地環系團隊的

研究範圍除古坑、梅山一帶，未來也將往南移至嘉義市、白河

等地區，同樣以設置近百顆地震儀的模式，密集監測地震活動。 

圖 2 研究區內斷層及局部加密的便攜式地震感測器監測網分布圖 

資料來源：國立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温士忠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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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密地震網監測初步成果 

因地震儀隨時隨地都在接收數據資料，所收集的資料更是

以往研究數據的指數成長，目前加密地震網所紀錄到的地震資

料（含地震發生位置及地震規模，如圖 3），經分析統計，大部

分地震規模小於 3。另在監測網附近亦發現有地震群集的現象，

後續將再進一步研究探討，利用人工智慧大數據技術進一步分

析與判讀。 

圖 3 加密地震網所紀錄到的地震發生位置分布圖 

資料來源：國立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温士忠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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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監測成果在地震防災之應用 

在高密度地震網的建置下，其收錄之高品質波形未來能成

為研究地殼構造的新利器。由於臺灣西南部地區位於板塊交界

西側破碎帶，對該地區地表變形的特性、能量的累積及震源機

制等的研究，為地震與防災的重要課題。 

另一方面臺灣西部麓山帶為變形前緣，地震活動更為頻繁，

而值得注意的是地震震源深度均很淺，極具潛在較大的破壞力。

而臺灣雲嘉南地區為人口密集區，且在沖積土層之上，當地震

來襲時可能造成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因此對此地區的地震震

源的物理特性，例如對引發大地震之斷層形貌與破裂方向的決

定，斷層帶的應力分布與變化及其前兆的研究與監測，為重要

優先的施政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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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0年全國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連江縣南竿鄉（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彙整） 

本院於 110年 5月 5日辦理連江縣政府災害防救業務現地訪評，

由本辦公室吳主任武泰偕同教育部等單位進行訪視，南竿鄉公所由

陳鄉長振國率公所團隊出席，另連江縣政府由消防局曹局長典鈺代

表出席。南竿鄉公所針對災情通報流程、避難收容場所作業流程及

心理衛生工作服務流程等規劃完善、現場看板清晰明瞭，且建置有

全鄉廣播系統，災時可主動傳達相關告警訊息至全鄉各聚落。訪視

人員另提供精進建議如下： 

（一）公所應依災害防救法儘速成立災害防救會報及災害防救辦公室，

俾便推動疏散收容安置、災情通報、災後緊急搶通、環境清理

等災害緊急應變及整備措施。 

（二）建議公所設置一專屬南竿鄉之防災專區網頁，直接提供或連結

南竿鄉之「避難場所」、「淹水潛勢」、「各村簡易疏散避難圖」

等圖資及南竿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供民眾快速查詢。 

（三）考量環太平洋地區地震活動活躍頻繁，大規模淺層地震容易引

起致災海嘯，以及本鄉鄰近中國大陸海底活動斷裂帶，斷層活

動、海底地震易引致海底山崩，尤其是近距離的海底山崩，有

引發海嘯的風險。海嘯災害易受地形影響，尤其是械形的澳口

地形，往往易造成極短（或無預警）、多點、同時間海水沿港

口快速上溯造成極大破壞，建議強化海嘯災害之整備、廣播、

通報及疏散撤離之應變工作，另疏

散對象（觀光客與當地居民）的收

容安置及返家等作業亦應預先規

劃。建議未來設定以海嘯災害為主

題之兵推或演練。 
圖 4連江縣南竿鄉110 年災害防救業務

現地訪評 

資料來源：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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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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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起（如圖 5 所示），規模大於 4.0計

有 3 起，第 033號地震規模 4.6為最大，深度 5.0，震央位於屏東

縣霧台地區，南臺灣地區普遍有感，其中屏東縣瑪家測得最大震

度 3 級；另一起有感編號地震第 034 號，規模 4.0，深度 20.0，花

蓮縣銅門測得震度 4級為最大；其他地震於苗栗市測得震度 4級，

三地門 3 級，均無災情發生。 

 

 

 

  

時間（臺北） 

月 日 時 分 
位   置 

深度 

(km) 

規模 

(ML) 

有感

編號 

05/10 09:06 苗栗縣頭屋鄉 18.4 3.2  

05/08 04:13 屏東縣霧台鄉 6.5 3.9  

05/08 12:35 花蓮縣秀林鄉 20.0 4.0 034 

05/08 09:04 屏東縣霧台鄉 3.6 4.3  

05/08 05:24 屏東縣霧台鄉 5.0 4.6 033 

05/06 09:48 臺灣東南部海域 34.1 3.9  

圖 5 本週（5月 6日～12日）臺灣有感地震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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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近期國際重大災害彙整 

資料來源：截至 110 年 5月 12日止，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綜整 

  

事件 災情概述 

土石流 

一、發生日期與地點 

4 月 29 日，印尼北蘇門答臘省由中資支持的巴丹托

魯（Batang Toru）水壩工地附近發生由豪雨引發的

土石流，據估計有 13 人遭埋。印尼最大環保組織印

尼環境討論會（WALHI）曾控訴，水壩工程的批准

過程中，缺乏適當的防災計畫。 

二、災情 

10 人死亡，3人失蹤。 

火災 

一、發生日期與地點 

5 月 4 日，俄羅斯莫斯科市區一棟 5 層樓高的飯店，

發生大火，多人因吸入過多一氧化碳送醫。 

二、災情 

3 人死亡，17人受傷。 

動植物

疫災 

一、發生日期與地點 

5 月 10 日，菲律賓非洲豬瘟肆虐，總統杜特蒂下令

菲律賓進入國家級別的災害狀態，為期一年，以遏

止豬瘟繼續蔓延。 

二、災情 

菲律賓自 2019年爆發非洲豬瘟，蔓延到 46省、493

城市及 2,561 座村莊，讓該國減少約 300 萬頭豬，

養豬相關產業損失超過 1,000億菲律賓比索（約 583

億新臺幣），致豬肉價格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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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0.5.6~110.5.12全國供水情形分析 

（一）主要水庫集水區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提供，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綜整 

（二）全國水情分析： 

旱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已於 109年 10月 14 日成立運作，於 110

年 5 月 6 日召開第 12 次工作會報，由指揮官經濟部王部長美花主

持。近期雖有鋒面通過，為全臺主要水庫帶來了接近 1,600 萬噸的水

量，挹注水庫緩解水情，但全臺水庫蓄水量仍偏低，且依據交通部中

央氣象局預測，5月、6月的梅雨季雨量可能為偏少至正常，水情持

續嚴峻。各單位積極推動緊急抗旱水源

2.0 各項工作逐步增加供水量及將節水

調度最大化，目前各地區水情燈號維持

不變，苗栗、臺中及彰化北部地區水情

燈號為分區供水或定點供水「紅燈」，新

竹、嘉義、臺南及高雄為減量供水「橙

燈」，桃園、彰化南部地區、雲林、南投、

連江為減壓供水「黃燈」，澎湖為水情提

醒「綠燈」（如圖 6 所示），經濟部水利

署將持續審慎應對及落實各項節水管

控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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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71  -1.42 170 22233.5  66.3  -1104.0 

石門水庫 211.79  -3.17 245 3213.9  15.9  -771.1 

鯉魚潭水庫 251.70  -1.57 300 449.8  3.9  -110.9 

曾文水庫 189.73  -4.00 230 3045.0  6.0  -1513.0 

南化水庫 159.12  -1.34 180 1337.6  14.7  -314.2 

圖 6 全國水情燈號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