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震常識 
一、地震消息是哪個單位發佈的： 

我國所有地震消息，由中央氣象局根據自動化之即時遙測地震系統，當有近地有

感地震（震央在台灣本島或附近）或較大遠地地震（ 300 里 發

生時， 1000 里 ），即刻由數據專線傳送回各站所

接收的地震資料，經電腦即時地計算出震央位置、震源深度、規模等，透過大眾

傳播媒體、網際網路，發布地震報告，使一般民眾儘早獲知地震消息。 

二、地震的分類： 

地震可分為自然地震與人工地震（例如：核爆）。一般所稱之地震為自然地

震，依其發生之原因又可分為：(1)構造性地震、(2)火山地震、(3)衝擊性地震（例

如：隕石撞擊）。其中又以板塊運動所造成的地殼變動（構造性地震）為主。 

三、何謂震源、震央、斷層 

(1)震源(hypocenter)：地震錯動的起始點。 

(2)震央(epicenter)：震源在地表的投影點。 

(3)斷層是一種破裂性的變形，兩側岩層延著破裂面（斷層面）發生相對移動，

或上下或前後左右移動。 

 

 

 



 

 

 

 

 

 

 

 

※震源與震央位置示意圖※ 

四、何謂淺層地震、深層地震？ 

地震震源深度在0～30 公里者稱為極淺地震(very shallow earthquake)。在30～

70 公里者稱為淺層地震(shallow earthquake)。在70～300 公里者稱為中層地震

(intermediate earthquake)。在300～700公里之地震為深層地震(deep earthquake)。 

五、何謂有感地震、無感地震、前震、餘震？ 

凡地震所造成之地表震動，為人體所能感覺到的稱為有感地震：反之，則為

無感地震。在主要地震發生之前，有時先發生若干次小地震，謂之前震

(foreshock)。在主要地震之後，常有若干次小地震相繼發生，謂之餘震(aftershock)。

前震有時不易察覺，而餘震則較前震明顯。 

 



六、地震規模與震度 

地震規模是用以描述地震大小的尺度，係依其所釋放的能量而定。目前世界

所通用的地震規模為芮氏規模。以下列出近幾年來台灣地區較大地震。 

時間 芮氏地震規模 時間 芮氏地震規模 

1999/09/21 01:47 

集集大地震 

7.3 2002/03/31 14:52 

花蓮地震 

6.8 

2003/12/10 12:38 

成功地震 

6.6 2005/03/06 03:06 

宜蘭地震 

5.9 

震度，是表示地震時地面上的人所感受到振動的激烈程度，或物體因受振動

所遭受的破壞程度。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震度分級表」（89 年 8 月 1 日公告修訂） 

震度分級 人的感受 屋內情形 屋外情形 

0 無感 人無感覺。   

1 微震 人靜止時可感覺微小搖

晃。 

  

2 輕震 大多數的人可感到搖晃，

睡眠中的人有部分會醒

來。 

電燈等懸掛物有小搖晃。 靜止的汽車輕輕搖晃，類

似卡車經過，但歷時很

短。 

3 弱震 幾乎所有的人都感覺搖

晃，有的人會有恐懼感。 

房屋震動，碗盤門窗發出

聲音，懸掛物搖擺。 

靜止的汽車明顯搖動，電

線略有搖晃。 

4 中震 有相當程度的恐懼感，部

分的人會尋求躲避的地

方，睡眠中的人幾乎都會

驚醒。 

房屋搖動甚烈，底座不穩

物品傾倒，較重傢俱移

動，可能有輕微災害。 

汽車駕駛人略微有感，電

線明顯搖晃，步行中的人

也感到搖晃。 

5 強震 大多數人會感到驚嚇恐

慌。 

部分牆壁產生裂痕，重傢

俱可能翻倒。 

汽車駕駛人明顯感覺地

震，有些牌坊煙囪傾倒。 

6 烈震 搖晃劇烈以致站立困難。 部分建築物受損，重傢俱

翻倒，門窗扭曲變形。 

汽車駕駛人開車困難，出

現噴沙噴泥現象。 

7 劇震 搖晃劇烈以致無法依意志

行動。 

部分建築物受損嚴重或倒

塌，幾乎所有傢俱都大幅

移位或摔落地面。 

山崩地裂，鐵軌彎曲，地

下管線破壞。 



七、台灣的地震頻率如何？ 

我國位處環太帄洋地震帶上，地震發生的次數相當頻繁，並且經常有強烈的

地震發生。依據中央氣象局自1991～2006年16年的觀測資料顯示，台灣地區帄均

每年約發生18,500次地震，其中約有1,000次為有感地震。 

地震發生次數最多的是在1999年，主要是受到921地震之影響，該年共計發生

了49,919次地震，其中有感地震達3,228次之多。就災害性地震資料統計分析，從

1901年至今計有97次災害性地震。 

台灣東部恰處於歐亞大陸板塊與菲律賓海板塊的交界處，故其地震活動甚為

頻繁，但因其多發生在外海，所以造成的災害相對地較小。台灣西部的地震活動

雖不如台灣東部地區頻繁，但因其震源較淺，且多發生在陸地，加以人口密集，

所以較可能造成嚴重災害。 

八、地震對人為構造物（建築物）會導致什麼損害？ 

地震對於人畜直接造成傷害的機會不大，但對於人為構造物因受了劇烈的地

震動，而致倒塌崩潰，繼而殃及人畜者，損失往往非常嚴重。地震時或地震後，

可能導致的損害如下： 

(1)房屋建築物傾倒，尤其公共建築物如戲院、學校、醫院、市場等人口密集

的地方，最易引起重大的傷亡。 

(2)水壩崩潰，水庫開裂，河堤決口，致而洪水氾濫引起水災。 

(3)房屋、電線桿斷裂倒塌，引起電線走火，以及瓦斯、煤氣、爐灶等失火，



造成火災。 

(4)公路坍方，橋樑斷裂，路面突起或下陷，造成交通阻塞，以致消防車、救

護車無法出動施救，擴大災情。 

九、如何減少地震帶來的災害： 

帄時準備： 

地震為不可避免的天災，帄時必須有充分的準備，才能使人員的傷亡及財物

的損失減至最少。 

(1)準備乾電池、收音機、手電筒、滅火器及急救藥箱、飲水、緊急口糧等物

品，並告知家人儲放的地方及使用方法，並注意保存期限，定時更換。 

(2)知道瓦斯、自來水及電源安全閥如何開、關。 

(3)綁牢家中高懸的物品，鎖緊櫥櫃門閂。 

(4)重物不要置於高架上，栓牢笨重家具。 

(5)知道地震時家中最安全的地方。 

(6)教師（尤其中、小學校）應經常於課堂宣導防震常識，教導學生避難事宜；

學校應定期舉行防震演習。 

(7)教室的照明燈具、實驗室的櫥櫃及圖書館的書架應加以固定。 

(8)辦公室及公共場所應經常檢驗防火和消防設備。 

(9)機關、團體應規劃有關緊急計畫，並預先分配、告知緊急情況時各人的任

務以及應採取的行動。 



地震發生時： 

(1)在室內者應立即熄滅火種，關閉電源以防火災，然後奔逃至室外空曠地

方，但應防外物倒塌（如招牌、屋瓦、廣告燈等）而被擊傷。 

(2)如一時無法逃至室外，應選一堅固、高度較矮而重心穩定之家具旁躲避，

以免被室內落物擊傷。 

(3)不可躲在牆邊、河、海堤或山崖附近。 

(4)沿海居民應疏遷至高地以防海嘯。 

(5)水庫下游地區居民，應防水庫崩塌所引起之山洪。 

(6)地震發生後，勿輕信謠言，並防餘震。 

(7)高樓之居民逃離時，切忌爭先恐後，否則易生跌倒而被踏斃，並使出口擁

塞。 

(8)災害發生時，應發揚守望相助精神，互相救助，並速向警方請求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