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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前言

強震即時警報（強震預警）介紹

推動地震速報預警在學校應變機制之
應用計畫

結語



依據

1.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第16次會議通過「強化地震速報
作業系統之應用」計畫，並經主席裁示:「地震預警在
現今仍屬高難度的挑戰，參考其他國家案例，從學校教
育落實防災概念，並透過訂定SOP，事先做好演練，為
地震防災工作的重點，請災害防救辦公室邀集相關部會
優先協助教育部建立學校之地震預警機制」。

2.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修正完成「推動地震速報預警在學校
應變機制之應用計畫」。

3. 行政院秘書長核定 「強震即時警報在學校之應用宣導
說明會計畫」，由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教育部、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合辦，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桃園縣
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協辦。



地震島嶼 - 臺灣



災害地震的威脅

臺灣近百年來發生多次災害性的
大地震，造成大量人員傷亡以及
財產損失，例如1906年梅山地
震、1935年新竹－台中地震、
1941年中埔地震、1951年花東
縱谷地震、1964年白河地震、
1986年花蓮地震、1999年集集
地震、2002年花蓮外海地震、
2003年成功地震、2006年臺東
與屏東外海地震、2010年高雄
山區地震、2012年屏東霧臺地
震以及近日的南投與瑞穗地震。

1901-2013 災害地震102 個



地震災害的防治

長期 － 土地利用規劃

中期 － 建築耐震設計

短期 － 地震預測

地震發生 － 地震速報預警



地震發生的原因

板塊不斷運動的結果，板塊的邊緣受到
擠壓、拉伸或扭動等力的作用，而持續
累積能量。

當地震波到達地球表面時，便會造成地
面振動，此即為地震，而滑動的面則是
「斷層面」。

當部分地區岩層超過其所能忍受的程度
時，即會突然反彈滑動，而沿著周圍較
為脆弱的部分發生錯動或破裂，並將其
長時間所累積的能量以地震波的形式傳
遞到地球各處。



地震波和地震紀錄



規模和震度



震度分級表



強震即時警報（地震預警）

地震資料處理時間

強震波抵達台北時間

地震可預警時段

24”
16”

強震即時警報為在都
會區以外發生的地震
，在破壞性的地震波
（S波及表面波）尚
未來襲前之數秒至數
十秒，預估各地可能
產生的影響（震度）
及發生的時間，並提
出警告緊急防護。



臺灣921大地震PGA分布歷時動態圖



日本0311大地震緊急地震速報



地震預警防災應用

火車自動停車

號誌自動控制

○○●

海嘯撤離

民眾緊急應變

 

醫院停止手術

電梯自動停止



地震預警的模式

區域(regional)預警模式

 利用小區域的觀測網決定發布警報

 先決定震源參數，再預估地動大小

 處理時間較長，震央預警盲區較大

 較準確

現地(on-site)預警模式

 利用現地的單一測站決定發布警報

 不決定震源參數，直接利用P波預估地動大小

 處理時間較短， 震央預警盲區較小

 較不準確



中央氣象局地震速報作業系統

資料處理時間
（警報盲區）

可預警時間

以2010/3/4高雄山區地震為例
（16秒作業處理時間）



地震預警的限制與挑戰

• 震央地區無法發布預警 (blind zone)

• 可能發布錯誤警報 (false alarm)

• 需要跨單位的努力與合作，才能夠建立完整地
震預警機制

• 需要教育宣導與實際演練

「推動地震速報預警在學校應變機制之應用計畫」



計畫目標

1.全國中小學安裝地震通報系統接收端軟體，在大地震發
生時，即時接收中央氣象局發布之地震速報資訊。

2.建立有效的地震資訊快速通報服務

• 研議採用穩定便捷的資訊傳輸網路

• 開發可同步傳送地震資訊至全國中小學的通報系統

3.強化中央氣象局地震速報系統效能

• 縮短地震資料處理時間，提供更多緊急應變的時間

• 提高地震參數準確度，降低錯誤警報的機率

4.辦理跨單位工作協調會議與舉辦宣導說明會，合作推動
校園強震警報機制。說明預警原理、各校配合事項與軟
體說明等，使學校於接收警報時，能採取正確應變作為



預期效益

1. 學校老師與學生可以提早獲得地震資訊，採取正確的地
震應變措施，降低地震可能造成之災害。

2. 結合學校例行的地震教育宣導與應變演練，強化學校地
震防災作為，並透過學生將地震防災科技新知推廣至家
庭成員，提升國人地震防災意識。

3. 建立臺灣完整強震即時警報機制，並經由實際上線發布
測試，評估強震即時警報於臺灣地震防災作業之成效。

4. 初期與學校單位合作，未來可擴充應用至其他重要單位
或民間機構。



緊急廣播

緊急廣播

電子看板

室外

室內 緊急疏散

就地庇護

使用端應用之建議

應變計畫

強震即時警報系統架構

學校資訊中心

接收即時

地震資訊

學校中央氣象局

利用網際網路

傳送即時地震資訊

本計畫工作項目



時程規劃

 8～10月：教育部、各縣市政府消防局、教育局（處）

規劃宣導說明會時程，氣象局速報訊息平台開發。

 10月底：氣象局完成速報訊息平台伺服器端與接收端

介面初版，進行測試與效能評估。

 11～12月：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教育部、各縣市

政府教育局（處）、氣象局依行政區域分梯召開宣導說

明會，介紹強震預警作業與軟體安裝及使用說明。學校

開始安裝接收端軟體測試，氣象局12月底修改完成速

報訊息平台最終版。

 103/1月：學校完成軟體安裝，開始接收速報資訊。



結語

1. 國家整體地震防災能力以建築物之耐震設計為主，地震

速報系統之強震即時警報為輔。

2. 考量容錯率與教育功能，中央氣象局規劃將發展中的強

震即時警報資訊傳遞至全國中小學(102-104年)，長期

目標為推廣至一般社會大眾之應用。

3. 中央氣象局將開放提供強震即時警報訊息，尋求有能力

且有意願的單位，進行後端應用開發。



報告完畢

恭請指導



日本發布錯誤警報案例 - 1

2008/07/14



日本發布錯誤警報案例 - 2

2009/08/25



日本發布錯誤警報案例 - 3

2013/08/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