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6年7月28日北京時間凌晨3時42分53.8秒，發
生在距離北京只有150公里的河北省唐山市的特大
地震，震源距地面6公里，強震產生的能量相當於
400顆廣島原子彈爆炸。整個唐山市頃刻間夷為平
地，全市交通、通訊、供水、供電中斷；造成24.2

萬人死亡，重傷16.4萬人。 





 發生原因 

 板塊與板塊交界處，因岩層受到外力作用，相互擠壓或張裂， 
    所以較容易發生斷層錯動，發生斷層錯動的瞬間，會釋放出 
    巨大的能量。 

 此一能量會以地震波的形式，藉岩層傳遞至地表，因而造成 
    地表的震動，稱為地震。  



 全球地震帶 



 臺灣潛伏已久的危機 

 臺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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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帶大致上可劃分為東部地震帶，西部地震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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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多發生在外海，所以造成的災害相對較小 

☆ 西部地震雖較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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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民國24年新竹、台中烈 
     震、民國53年嘉義烈震及民國88年集集地震，皆造成慘重的災情。 



 臺灣近百年地震 



 九二一集集地震 地震報告 



 震源和震央 

 震源 

地球內部地層斷裂而引發地震的位置 

 震央 

從震源垂直引伸到地面上的一點 

 震源深度 

震源和震央的距離 

地震分類 

分類 淺源地震 中源地震 深源地震 

震源深度 0 ～70 Km 71 ～300 Km 301 ～700 Km 



 淺源與深源地震 



 地震規模 

 描述地震大小的尺度，表示這次地震所釋放的『能量』。每 
    一個地震只有一個規模值。 

 世界通用的地震規模為美國地震學家芮氏(Richter)於1935年 
    所創立之芮氏規模，亦稱為近震規模 

表示： 

☆ 以一無單位的實數表示，小數點 1 位（如6.5）， 
     沒有最大值的限制。 

分級： 

地震規模大小 定義 

小於5.0 小地震 

介於5.0至7.0之間 中度地震 

7.0以上 大地震 



 地震規模 

大地震發生次數較少，小地震發生次數較多 

☆ 大於9.0--自有地震觀測以來全世界共發生過6次 

☆  8.0至8.9之地震，平均每年一次 

有多大呢？ 

☆ 規模每增加1個單位，其所釋放的能量約增大30倍。微小地震 
     雖然次數很多，但它們釋出的能量總和卻比不上一次強震來得大。 

☆ 如果以轟炸日本廣島的原子彈作為比較的標準來看，規模8.2的 
     地震，它的能量相當於1,000個同類型原子彈的能量。 



 地震與核彈能量釋放比較 

地震規模9.0，相當於
32727顆核彈同時爆炸 



 地震強度 

 地震時地面上的人所感受到振動的激烈程度，或物體受振動 
    所遭受的破壞程度。 

 我國由中央氣象局將震度作為分級 

 地震強度最小為0級，最大為7級 

 在同一次地震中，因各地受損的情況不同，故各地的地震強 
    度也不同 





 等震(度)線 

一般而言，距離震央愈近，震度愈大，其破壞力亦愈強。因
此，同一地震，因觀測地區之不同，震度亦異 

如將一已知地震，震度相等各地所連之曲線，稱為等震度線。 

等震度圖中，顏色相同的區域表示地震強度相同，愈靠近震
央的地方，通常震度較大。 

南投 集集九二一大地震等震度圖 

愈近震央， 

通常震度愈大 

規模均相同 



 地震規模與地震強度 





 海嘯 



 海嘯 

 海底發生地震時並不一定會引起海嘯，但當淺層地震的規模 

    夠大時，就有機會產生海嘯。 

 海嘯的傳播速度約每小時五百至一千公里，浪高也許不超過 
    30至60公分，不致引起海面船隻之注意。 

 當其接近沿岸時，受到海岸及海底地形之影響，波浪前進速 
    率減小而造成堆積現象，使浪高大為增加（可達20 ~ 30公 
    尺高），會造成沿岸地區重大的破壞及生命財產的損失。 



 日本宮城地震 



 海嘯前後 

海嘯前 海嘯後 

 2004年12月26日浪高10餘公尺的海嘯重創印度洋周邊國家 

   的沿海地區。印尼、斯里蘭卡、印度、泰國、馬來西亞與非 

   洲東部，總計有十餘萬人於此次地震與海嘯中罹難。下圖為 

   印尼 亞齊省首府受海嘯襲擊前、後部分衛星照片。 





 地震預測的意義 

 『地震預測』是指在地震發生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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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預 

    測理論還沒有充分建立。 



 地震預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