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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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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即時地震觀測網

地震預警系統架構與方法

0206地震預警系統成果

未來改進方向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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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即時地震觀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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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預警系統處理流程

挑選P波到時和計算Pd值

地震定位和計算規模

發送地震訊息



決定震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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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觸發六個測站才進行地震定位

由Geiger法得出震央位置

自10公里到100公里，每10公里為間隔，格點搜尋的方式求

得最佳深度

地震參數



P波法求地震規模MPd

(Chen, 2015)

定義測站記錄到P波起三秒內，在地震

位移資料中最大的峰值為Pd

根據Pd的值代入經驗公式得到規模MPdAcceleration

Velocity

Displacement

P-wave arrival

Pd

地震參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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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訊息報告
Large event Small event

強震即時警報

至少使用6個測站資料

RMS小於0.8

持續更新報告

系統發布規模4.5以上地震

不採用第一報及第二報的地震訊息

以第三報當做發送強震即時警報的第一報

後續的地震訊息報告若是震央位置差異>=20公里或規模差
異>=0.5，則發送強震即時警報更新報

地震預警發布門檻



0206地震 地震預警系統成果



縣市 實測震度 預警震度
臺南 5 5
嘉義 5 4
屏東 4 4
高雄 4 4
雲林 4 3
澎湖 4 3
彰化 4 3
臺東 3 3
南投 3 3
臺中 3 2
苗栗 3 2
花蓮 3 2
新竹 2 2
新北 2 2
臺北 2 2
宜蘭 2 2
桃園 2 1
金門 1 1
基隆 1 1
馬祖 1 0







發震時間

預警時間



討論



0206美濃地震，地震預警系統於地震發生後11.8秒送出強震即時

警報

預警報告位置誤差5.66公里、規模誤差0.3

由Pa分布圖初步判斷對震央西北方災害影響較大

地震預警系統未來改進方向：

1.增加測站密度 2.改善資料品質 3.擴建外海海底地震儀

4.改善地震定位演算方法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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