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疾病管制局疫情組 

江大雄副研究員 

疾病管制局疫情組流行病學訓練科地震後災期期間工作報告 

 

88.9.21. 於災後停止上班期間來局裡待命，同時與學員韓世寧、三科

吳炳輝科長、秘書室楊國喜科長共同協調及調集 6.000 人份

之破傷風類毒素。由職到松山機場協助破傷風類毒素通關事

宜，而由學員韓世寧專程搭機(18:20 華信班機)送至台中水湳

機場交給台中市衛生局四課簡課長供災區居民使用。 
88.9.22.~ 收集與地震災區防疫相關資料，指導學員進行翻譯供局

 裡長官參考、使用。 
  
88.9.25. 收集地震災區各個災民收留站與醫療救護站之資料，做為設

立災區疫病監視網之依據。同時至消防署全國防災中心請教

聯合國防災專家有關災後防疫應注意事項，並蒙其同意影印

United Nations Disaster Assessment and Coordination(UNDAC)
之手冊。 

 擬定災區疫情監視計畫。 
88.9.26. 派遣兩工作小組分赴南投縣與台中縣全面瞭解各個災民收

容所及醫療救護站之位置、聯絡電話、收容人數、衛生(飲
食、飲水、用水、排洩物及垃圾處理)現況，以為設定疫病

監視點選擇之依據。 
第一組（南投縣）：許建邦、韓世寧、涂志宗、糠淑薇 
第二組（台中縣）：巫坤彬、賴治民、徐淑娟、季達 

88.9.27. 規畫災區整體疫病監視計畫，以防止疫病之發生。 
組織第三、四工作組以接替第一、二組之任務。 



表一、疾病管制局派駐地震災區疫情監測人員工作評估成果 
整   體   工   作   表   現   評   估 

業  務  幫  助 工  作  參  與 服  務  熱  忱 增  加  負  擔
 
 

派 駐 縣 市 

 
 

派 駐 人 次 有 沒有 良好 尚可 不良 良好 尚可 不良 有 沒有 
台中縣 27 26 1 24 2 1 26 1 0 1 26 
  豐原市 3 3 0 1 2 0 3 0 0 0 3 
  東勢鎮 3 3 0 3 0 0 3 0 0 0 3 
  霧峰鄉 4 3 1 3 0 1 3 1 0 1 3 
  太平市 3 3 0 3 0 0 3 0 0 0 3 
  大里市 3 3 0 3 0 0 3 0 0 0 3 
  石岡鄉 3 3 0 3 0 0 3 0 0 0 3 
  新社鄉 3 3 0 3 0 0 3 0 0 0 3 
  和平鄉 3 3 0 3 0 0 3 0 0 0 3 
  梨  山 2 2 0 2 0 0 2 0 0 0 2 
南投縣 43 43 0 41 2 0 41 2 0 2 41 
  南投市 3 3 0 3 0 0 3 0 0 0 3 
  水里鄉 3 3 0 3 0 0 3 0 0 2 1 
  集集鎮 3 3 0 1 2 0 1 2 0 0 3 
  中寮鄉 3 3 0 3 0 0 3 0 0 0 3 
  名間鄉 3 3 0 3 0 0 3 0 0 0 3 
  草屯鎮 3 3 0 3 0 0 3 0 0 0 3 
  竹山鎮 7 7 0 7 0 0 7 0 0 0 7 
  埔里鎮 3 3 0 3 0 0 3 0 0 0 3 
  國姓鄉 3 3 0 3 0 0 3 0 0 0 3 
  鹿谷鄉 3 3 0 3 0 0 3 0 0 0 3 
  魚池鄉 3 3 0 3 0 0 3 0 0 0 3 
  仁愛鄉 3 3 0 3 0 0 3 0 0 0 3 
  信義鄉 3 3 0 3 0 0 3 0 0 0 3 



苗栗縣 3 3 0 3 0 0 3 0 0 0 3 
雲林縣 2 2 0 2 0 0 2 0 0 0 2 
彰化縣 1 1 0 1 0 0 1 0 0 0 1 
總 計 76 75 1 71 4 1 73 3 0 3 73 
 

疾病管制局派駐地震災區疫情監測人員工作評估結果 

  本局派駐台中縣 9 個鄉鎮人員(27 人次)經其支援衛生所主任評論結果為：96%認為對業務有幫助，4%對業務無

幫助；89%工作參與良好；7%尚可，4%不良；96%服務熱忱良好，4%尚可；96%不會增加地方負擔，4%會增加地

方負擔(表一)。派駐南投縣 12 個鄉鎮人員(43 人次)之評論結果為：100%認為對業務有幫助；95%工作參與良好；5%
尚可；95%服務熱忱良好，5%尚可；95%不會增加地方負擔，5%會增加地方負擔。苗栗縣、彰化縣和雲林縣都認為

對業務有幫助、工作參與良好、服務熱忱良好和不會增加地方負擔。會增加地方負擔之主要原因為擔心女性住宿及

安全問題。其他意見為： 

1.助益很大，希望固定一個人，以免剛剛帶熟就走樂了。(霧峰鄉、大里市) 
2.無法提供交通工具，希能自備交通工具。(大里市、竹山鎮) 
3.表現優良、非常負責盡責。(名間鄉) 
4.請繼續派員作疫情監測。(草屯鎮) 
5.心思細膩、幫助找回遺失器械及藥品。(鹿谷鄉) 
6.希望只派受過流病班訓練的人員前往做疫情監測的工作。(水里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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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南投縣台中縣死亡情形調查報告 

摘  要 

民國 88 年 9 月 21 日凌晨，台灣地區發生芮氏規模 7.3 的強烈地震。

震央相對位置在日月潭西南方，屬南投縣集集鎮，中央氣象局將這次百年

以來僅見的大地震稱為「集集大地震」。根據內政部消防署的資料顯示，

截至 1999 年 10 月 11 日止，此次地震已造成 2,329 人死亡，8,722 人受傷。

而本次調查，主要在蒐集南投縣及台中縣受災鄉鎮，因地震而死亡的人口

資料，就其年齡、性別、鄉鎮別等加以描述，以建立此次地震死亡情形的

流行病學基本資料。研究對象則以南投縣及台中縣地震災區鄉鎮之人口為

主，用 1998 年底現住人口數為研究人口之分母，並以因地震而直接造成

死亡之人口數為分子，分別計算各鄉鎮地震死亡率（earthquake mortality 

rate）以及各年齡層及性別之地震死亡率。在南投縣方面，因地震而罹難

的男女性別比是 1.0：1.08（全縣現住人口男女性別比為 1.0：0.91），死亡

人數最多的是埔里鎮 181 人，但死亡率最高的是中寮鄉，接近 1%。各年

齡層男女性別之地震死亡率並無明顯差異（以 t 檢定，P=0.33）。台中縣

21 鄉鎮中，10 個鄉鎮有死亡災情，罹難者男女性別比是 1.0：1.06（台中

縣受災 10 鄉鎮現住人口男女性別比為 1.0：0.95），而死亡人數最多是東勢

鎮 322 人，但死亡率最高的是石岡鄉，地震死亡率達 1.14%，是此次地震

受災鄉鎮市中，地震死亡率最高的。各年齡層男女性別之地震死亡率並無

明顯差異（以 t 檢定，P=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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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民國 88 年 9 月 21 日，凌晨 1 時 47 分 12.6 秒，台灣地區發生芮氏規

模 7.3 的強烈地震。震央位於北緯 23.85 度，東經 120.78 度，震源深度約

1.0 公里，相對位置在日月潭西南方 12.5 公里處，屬南投縣集集鎮。南投

及台中地區產生的震度都高達 6 級，中央氣象局將這次百年以來僅見的大

地震稱為「集集大地震」
（1）

。根據鄭世楠所統計百年來台灣十大災害地震

來看，集集大地震是台灣一百年來最大的地震，所造成的傷亡與損失，也

僅次於 1935 年發生於苗栗縣的大地震（芮氏規模 7.1，共造成 3,276 人死

亡，12,053 人受傷）。根據內政部消防署的資料，截至 1999 年 10 月 11 日

止，此次集集大地震已造成 2,329 人死亡，8,722 人受傷。 

本次調查，主要在蒐集南投縣及台中縣受災鄉鎮因地震死亡的人口資

料，就其年齡、性別、鄉鎮別等加以描述，以建立此次地震死亡情形的流

行病學基本資料，提供相關單位作進一步之探討。 

背  景 

九二一大地震震央在集集下方約 5 公里，它同時引發了二條斷層。王乾盈

教授在「車籠埔斷層如何動」一文中解釋：「九二一集集大地震，主要是由

車籠埔斷層及大茅埔--雙冬斷層，此兩條活動斷層之同時再次活動所引起

的。大茅埔--雙冬斷層，位於車籠埔斷層東邊 10 公里處，兩者幾乎平行。

車籠埔斷層，沿著台中盆地的東側邊緣，從雲林縣的桶頭開始，向北經過

竹山、名竹大橋、名間、南投、中興新村、草屯、烏溪橋、霧峰、車籠埔、

太平、大坑、到豐原，過了豐原後，向東彎了 70 度，轉而切過石岡、石岡

壩、長庚橋過大甲溪、再過大安溪，斜切入卓蘭鎮裡的內灣，全長至少有

80 公里。在車籠埔斷層上，以 30 度角度，由東向西衝上來，在大茅埔--

雙冬斷層上，則以 70 度上衝。但車籠埔斷層在豐原以東轉為向東，遇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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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埔--雙冬斷層，此二斷層一夾，力量匯聚將東勢強烈震動，而引起嚴重

的災情。再觀察竹山至豐原，以逆衝為主的斷層線上，發現位於逆衝斷層

上盤的建築物，破壞都很嚴重，但位於下盤之建築物，縱使靠近至 2、3

公尺，都未見破裂。在豐原至卓蘭之間，則無如此幸運，因有平移力量之

撕扯，且為斜穿而過，切到道路或房屋的範圍較大，故災情較為嚴重，尤

以在石岡附近最為明顯。」
（2）

。 

材料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以南投縣及台中縣地震災區鄉鎮之人口為主。用 1998 年底現住

人口數為研究人口之分母，並以因地震直接造成死亡之人口數為分

子，分別計算各鄉鎮地震死亡率（earthquake mortality rate）以及各年

齡層及性別之地震死亡率。 

二、資料來源： 

參考內政部消防署九二一地震災情統計資料、南投縣及台中縣消

防局、社會局的罹難人員名冊、南投縣及台中縣政府 87 年統計要覽。 

三、研究方法： 

描述性流行病學研究。 

四、名詞定義： 

1.死亡人口：因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及餘震引起建物倒塌、土石掩埋等

直接造成死亡者。資料收集時間，以內政部消防署公佈

地震災情統計資料截至 1999 年 10 月 11 日為止，不含

最後失蹤人口。 

2.九二一地震死亡率：該地區因地震而死亡的人數/該地區截至 87 年

底現住人口數。 

3.受困死亡率（trapping death rate）：因受困於建築物或被土石掩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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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人數/受困人數。受困人數

係根據內政部消防署截至 1999

年 10 月 11 日地震災情的統計資

料，包含死亡、失蹤、埋困和救

出人數，但不含交通受困之人

數。 

結  果 

一、受困死亡率 

截至 1999 年 10 月 11 日內政部消防署地震災情統計資料中顯

示，總救出人數、被埋困人數、失蹤人數及死亡人數總為 7,367 人，

總死亡人數為 2,328 人，受困死亡率為 31.6%（南投縣為 28.0%，

台中縣為 44.5%）。 

二、南投縣地震死亡率 

根據南投縣消防局所提供資料，此次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共造

成 863 人死亡，其中男性 410 人，女性 445 人（8 人無性別資料），

男女性別比是 1.0：1.08（全縣現住人口男女性別比為 1.0：0.91）。

死亡人數最多的是埔里鎮 181 人，但死亡率最高的是中寮鄉，接近

1%（表一）。死亡人口的平均年齡（標準差）是 49.7 歲（24.9），

男性是 50.7 歲（24.58），而女性是 49 歲（25.35）。各年齡層死亡率

從最低的 20-24 歲的 0.02%到最高的 95 歲以上之 3.1%。從 0 歲到

44 歲地震死亡率（除 20-24 歲）為 0.06-0.10%，自 55 歲以上逐漸

升高（圖一、圖二）。各年齡層男女性別之地震死亡率並無明顯差

異（以 t 檢定，P=0.33）。 

三、台中縣地震死亡率 

根據內政部消防署地震災情統計資料顯示，台中縣於此次災情

中，共計死亡 1,131 人，21 鄉鎮中 10 個鄉鎮有死亡災情。死亡人



第十六卷第一期                     疫情報導 5 

數最多是東勢鎮 322 人，但死亡率最高的是石岡鄉，地震死亡率達

1.14%，是此次地震受災鄉鎮市中，地震死亡率最高的（見表二）。由

台中縣社會局所提供 1,019 位罹難者名冊的資料分析，其中男性 493

人，女性 526 人，男女性別比是 1.0：1.06（台中縣受災 10 鄉鎮現住

人口男女性別比為 1.0：0.95）。死亡人口的平均年齡（標準差）是 42.8

歲（24.8），男性是 45.5 歲（24.8），而女性是 40.4 歲（24.8）。以台中

縣有死亡災情的 10 鄉鎮現住人口數為分母，其年齡別之地震死亡率最

低的是 15--19 歲（0.056%），自 60 歲以上逐漸升高（圖三）。各年齡

層男女性別之地震死亡率無明顯差異（以 t 檢定，P=0.42）。 

討  論 

這次地震在二斷層經過之處，均造成大量建築倒塌及土石塌崩的現

象。地震受困死亡率為 31.6%，較 1980 年義大利地震受困死亡率 35.0%低
（3）

。這次地震因為發生在凌晨，大多數人都在屋內或仍在睡夢中，從南投

縣罹難者死亡證明書及相驗屍體證明書的資料得知，造成死亡的先行原因

不是建物倒塌，就是土石掩埋。若發生在白天，從此次地震所造成的橋樑

斷裂、路面隆起、辦公廳舍及學校倒塌的情形看來，甚至也可能如日本阪

神地震發生火災，而造成更多傷亡
（4）

。 

因地震而引發建築物倒塌，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
（5）

，逢甲大學土木

系教授許澤善等人，在地滑整治與結構補強案例的調查報告中指出，這次

災變造成單位面積內死亡人數最多的，是「弱柱強樑」與「軟弱的地下室

擴張空間」。國外研究則指出，建築物樓層的高度、罹難者當時所在的樓層，

是造成死亡的一部份危險因子
（6）

。待在室內或室外則是另外一種預測，但

強震來時，大多數人都會向外跑，只是做到做不到而已，所以建築物的影

響大於當時的行為。此次集集大地震，固然斷層的經過與否影響很大，然

而建築物的構造類型、結構設計（暫不論人為疏失）及所處的地質，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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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應進一步探討的層面，以作為向建築營造主管機關建議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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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南投縣及其各受災鄉鎮於九二一地震之死亡率 

鄉 鎮 別 現住人口 地震死亡人口數 地震死亡率 
南 投 市 104,777 92 0.088% 
水 里 鄉 23,425 7 0.030% 
集 集 鎮 12,250 37 0.302% 
中 寮 鄉 18,252 178 0.975% 
名 間 鄉 42,754 39 0.091% 
草 屯 鎮 96,833 87 0.090% 
竹 山 鎮 62,269 118 0.190% 
埔 里 鎮 88,271 181 0.205% 
國 姓 鄉 24,643 86 0.349% 
鹿 谷 鄉 21,279 22 0.103% 
魚 池 鄉 17,894 14 0.078% 
仁 愛 鄉 15,358 2 0.013% 

南投縣總計 545,874 863 0.158% 
註：信義鄉無人死亡 

 
表二 台中縣及其各受災鄉鎮於九二一地震之死亡率 

鄉 鎮 別 現住人口 地震死亡人口數 地震死亡率 
新 社 鄉 27,089 119 0.44% 
石 岡 鄉 15,573 177 1.14% 
大 里 市 169,239 121 0.07% 
太 平 鄉 162,615 109 0.07% 
霧 峰 鄉 68,307 94 0.14% 
和 平 鄉 11,018 24 0.22% 
東 勢 鎮 59,647 322 0.54% 
豐 原 市 160,256 158 0.10% 
潭 子 鄉 84,828 6 0.01% 
清 水 鎮 84,624 1 0.001% 

台中縣總計 843,196 1,131 0.13% 
註：除表中 10 鄉鎮外，其餘 11 鄉鎮無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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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南投縣及台中縣因九二一地震之年齡別地震死亡率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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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南投縣於九二一地震受災鄉鎮之男女年齡別之地震死亡率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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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台中縣於九二一地震受災鄉鎮之男女年齡別之地震死亡率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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