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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震背景資訊 

2016年 02月 06日凌晨 03時 57分 27秒（世界時間 2月 5日 19

時 57 分 27 秒）於高雄市美濃區（屏東縣政府北偏東方 27.4 公里）

發生芮氏規模（ML）6.6之地震，震央位置在北緯 22.93度、東經 120.54

度，震源深度為 14.6 公里。根據中央氣象局資料顯示，最大震度 7

級在臺南市新化地區；6級發生在雲林草嶺測站；屏東、高雄、臺南、

嘉義都觀測到 5級震度；臺東、南投、彰化、臺中、雲林皆觀測到 4

級震度；苗栗、宜蘭等地觀測到 3級震度；臺灣全島除臺北外都達震

度 2級（圖 1.1）。 

由震源機制分析，經比對中央氣象局、中央研究院與美國地質調

查所（U.S. Geological Survey）之分析結果，各單位所求得主震破裂

之參數均相當一致（圖 1.2），此地震之震源機制屬於逆衝斷層形式並

帶有滑移斷層分量，有兩個可能的破裂面，分別為近東西走向的中低

角度向北傾之斷層面，或是近南北走向接近垂直的斷層面。 

本次地震震源位置經地震重定位分析，位於臺灣西南部地區，屬

臺灣西部造山帶中褶皺逆衝帶的最南端，同時也是最年輕的部分。由

於受到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板塊以每年約 7~8 公分的斜向聚合作

用，導致此區域的褶皺逆衝構造相當活躍，其地質構造以一系列南北

走向近平行的逆衝斷層與相關的褶皺為主，鄰近本區域的活動斷層由

西向東分別為：後甲里斷層、新化斷層、左鎮斷層、小崗山斷層、旗

山斷層與潮州斷層等（圖 1.3），由於地表可疑斷層複雜，且地震並未

造成明顯地表破裂，目前尚難斷定是否與地表構造直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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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 地震後陸續有相關單位與學者提供各式地表變化之分析成

果，主要包含地表位移估算以及土地覆蓋改變，例如：GPS量測以及

透過雷達影像所估算之地表位移量，水保局亦提供福衛二號影像判釋

崩塌地之資訊。透過各地 GPS 觀測站於地震發生前後的地表位移分

析，發現在高雄與臺南等地都有出現水平方向大約 5公分的位移，由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以及臺灣大學地質系胡植慶教授實驗室所提供

之 GPS 分析資料，兩報告均顯示出相似的位移資訊（圖 1.4）。在垂

直方向上，則顯示出在臺南市關廟區有最大的垂直位移量，在垂直地

表方向約有 8公分的位移（圖 1.5）。 

GPS所量測的位移量與雷達衛星影像所觀測的位移量亦相似，歐

洲 Sentinel-1（中央大學太遙中心提供）與日本 ALOS-2 衛星影像

（JAXA 提供），以差分干涉法分析之結果，兩者所得之結果相似，

在臺南市關廟區有最大的位移量出現，約為 11~12公分之位移量，此

位移量為兩衛星之 LOS（Line of sight）方向，亦即雷達波前進方向，

與水平方向或垂直地表方向不同，然而其顯示之空間分布資訊則與

GPS觀測結果相似（圖 1.6）。 

發生在此地區附近的災害性歷史地震有 2010 年 3 月 4 日甲仙地

震，芮氏規模為 6.4，震源深度為 5公里，造成人員受傷達 96人、民

宅 20 棟，校舍 340 間受損、臺南市新化區多處有土壤液化發生、高

鐵部分列車輕微出軌與集電弓受損等災情發生；此外，更有 1946 年

12月 5日新化地震，芮氏規模為 6.1，震源深度 5 公里，主要災情有

74 人死亡、474 人受傷、民宅逾 4000 棟以上受損、以及地殼變動造

成鐵道變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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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中央氣象局地震報告 

 

 

   

中央氣象局 中央研究院 美國地質調查所 

圖 1.2、各單位分析之震源機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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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臺灣活動斷層分布圖（資料來源：災防科技中心） 

 

圖 1.4、GPS 所觀測之 0206地震後地表位移量（左圖由臺灣大學地質系胡植慶教

授實驗室提供，右圖為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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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GPS 所觀測之 0206地震後地表垂直位移量（由臺灣大學地質系胡植慶教

授實驗室提供） 

 

圖 1.6、雷達衛星估算之地表位移分析，左圖為中央大學太遙中心所提供之

Sentinel-1影像之差分干涉圖，右圖為日本 JAXA提供之 ALOS-2 影像分析之位

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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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震災災情彙整說明（災情統計至 3月 4日） 

2.1 建物與液化 

地震後，臺南市、高雄市為了民眾安全，立即進行建築物安全鑑

定。根據營建署與 0206 震災聯合服務中心發布資訊，截至 1050304

上午 9時整通報（表 2.1.1），紅單的建築物共有 249件，黃單的建築

物共有 336 件，受損建物位置如圖 2.1.1 所示。紅單的建築物中，初

步認定全倒房屋約為 7.7%、半倒房屋約 3.2%、房屋下陷約 6.5%。黃

單的建築物中，初步認定梁柱損壞約為 5.7%、房屋龜裂約 74.5%。 

表 2.1.1 危險建築物分布統計（資料來源：內政部） 

危險建築物 臺南市 高雄市 合計 

紅單建物 247 2 249 

黃單建物 335 1 336 

 

圖 2.1.1、本次地震危險建築物位置圖（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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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後，多處大樓重創、倒塌（圖 2.1.2）。主要倒塌或傾斜

建物包含：臺南市永康區維冠金龍大樓（16 層樓）全倒，造成

115人死亡。新化區高京城銀行大樓（10層樓），1樓挫屈，整棟

大樓向右傾，左右兩棟約 2、3 樓的民宅受到波及，所幸無人受

困。歸仁區幸福大樓（7層樓），1、2樓店面完全塌陷，7層樓僅

剩 4層樓，3樓以上是住家，所幸人員全部救出。 

地震後，有多處地區發生土壤液化現象（圖 2.1.3）。部分土

壤液化地區造成建物、設施等受損，例如：安南區多處房屋因出

現噴砂現象而造成沉陷或傾斜，曾文溪橋附近的河岸護堤因土壤

液化產生側向移動而受損，如圖 2.1.4所示。 

 

圖 2.1.2、本次地震受損建物位置圖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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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本次地震土壤液化位置圖 

 

圖 2.1.4、土壤液化造成噴砂、建物差異沉陷、道路破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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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續）、土壤液化造成河岸護堤受損 

2.2 人命傷亡 

根據內政部消防署與衛生福利部的統計資訊，本次地震造成

死亡 117人、受傷 551人。圖 2.2.1為各縣市人命傷亡統計圖。 

 

圖 2.2.1 0206高雄美濃地震各縣市人命傷亡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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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117 人均位於臺南市，其中永康區 115 人因國光五街 2

號維冠金龍大樓倒塌致死，男 62人、女 53人。歸仁區死亡 2人，

其中 1名南奇紡織廠女性員工因倒塌水塔砸中致死，另 1名三星

科技公司男性員工於中山路三段 355號公司倉庫遭貨物掉落砸傷，

由其同事送臺南市立醫院急救無效後宣告死亡。表 2.2.1 為本次

地震死亡人數分布統計。 

表 2.2.1 0206高雄美濃地震死亡人數分布統計 

縣市 區鄉 男 女 小計 

臺南市 
永康區 62 53 115 

歸仁區 1 1 2 

合計 63 54 117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受傷 551 人中，分布於 7 縣市 34 家醫院，其中臺南市 499

人、高雄市 36 人、嘉義市 7 人、嘉義縣 4 人、彰化縣 3 人、雲

林縣 1人，臺北市 1人。至 2月 14日止，500人已出院，仍住院

傷患尚有 51 人（臺南市 50 人，高雄市 1 人），其中有 9 人於加

護病房救治。 

2.3 維生系統（水、電、瓦斯） 

地震造成自來水、電力、天然氣、通訊等維生系統服務中斷，

彙整災害損失統計如表 2.3.1所示，累計停水 400,300戶、累計停

電 173,163戶、累計停氣 1,304戶、累計市話中斷 1,248戶、累計

基地台損壞 143座，影響範圍包含臺南、高雄地區，其中，自來

水系統因臺南市永康區永大路及國光五街的維冠金龍大樓倒塌，

壓毀大樓附近管徑 2,000mm管線，在復舊過程中，曾一度因人命

搶救工作而暫緩部分施工，影響復水工程進度。截至 2 月 23 日

止，因大樓壓毀的主幹管仍在搶修中，其他受災地區仍陸續傳出

零星區域有管線洩漏情形，供水仍處於不穩定的狀態，末端管線

用戶可能因水壓不足或修復工作臨時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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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維生系統災害損失統計 

 

 自來水(戶) 電力(戶) 天然氣(戶) 

資通訊設施 

市話

(戶) 
基地台(座) 

累計停供

統計 
400,300 173,163 1,304 1,248 143 

 

2.3.1 自來水系統災情彙整 

自來水設施送水管線嚴重損壞，依經濟部統計，位於臺南市內的

300mm以上管線約 26處受損，損壞分布情形如圖 2.3.1，災損區域多

集中在臺南市永康區、新化區、新市區及歸仁區內，管線損壞的主因

多為地震位移扯裂自來水管線導致破管、斷管，唯永康區永大路及國

光五街口的 2000mm管線，因維冠金龍大樓倒塌壓破所致，詳細情況

及損失金額如表 2.3.2 及表 2.3.3，初判災損金額為 2,081 萬元，影響

臺南市 40萬用戶及嘉義市 300用戶停水。 

臺灣自來水公司為解決民眾用水需求，以定點供水方式設置取水

站，最多調派 90台送水車、154處定點取水站，並調用全省送水車，

比照垃圾車路線巡迴供水，送水車補水作業累計至 2 月 16 日止，共

出動約 2,323車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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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自來水管線損壞分布情形 

表 2.3.2、第六區管理處口徑 300mm 以上管線破損統計表 

給水廠 損壞位置 
災損初判金額 

(萬元) 

烏山頭 

給水廠 

1. 麻豆六甲區和平街與光復街交叉口，管徑

800mm PSCP 破管。 

2. 麻豆區忠孝路靠近 176 線，管徑 600mm 

PSCP 破管。 

3. 東山區青葉路三段中油東山站加油站對

面，管徑 500mm 破管。 

210 

白河所 

給水廠 
1. 關子嶺 172線+42k處(300mm)。 6 

南化 

給水廠 

1. 臺 20 線 25k+900 處(2400MM)左鎮外環道

拔馬橋東邊橋頭處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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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3.3、第六區管理處口徑 300mm 以上管線破損統計表 

給水廠 損壞位置 
災損初判金額 

(萬元) 

烏山頭 

給水廠 

1. 民生路與南科南路口，管徑 1200mmDIP

破管。 

2. 潭頂場內 4號及 6號抽水機管徑 400mm的

出水管扯裂。 

3. 永康區永大路及國光五街口 (維冠大樓

旁)，管徑 2000mm 破管。 

4. 開運橋頭（永康側），管徑 2000mm 破管。 

5. 新化忠孝路（外環路）多處漏水，管徑

2000mm 推進管。 

6. 永康中山北路 773號前。 

7. 山上厰出水管(900mm)。 

8. 永康區中山北路及龍昌街口，管徑

300mmDIP。 

9. 永康區中山北路 771號，管徑 300mmDIP。 

10. 臺南市歸仁區南丁路及和順路口(800mm

和 350pvc)。 

11. 官田區社子加壓站前(300mmPVCP)。 

12. 臺南市新化區中正路 718號旁(350mm)。 

13. 安 南 區 安 明 路 與 海 尾 路 交 叉 路 口

(300mmDIP)。 

14. 下甲溪水管橋(1750mmSP)。 

15. 山上區南州 72 號山上圖書館，管徑

1500mmDIP 破管。 

16. 臺南市長和路三段靠近北安路，管徑

1500mmPCCP 破管。 

17. 歸仁大廟一街 28巷口(800mm)。 

18. 歸仁大廟一街 43巷口(800mm)。 

19. 安定區中榮村王母廟前(1500mm)。 

20. 新化區忠孝路及民權路(300mm)。 

21. 新化臺 19 甲竹仔腳，管徑 1200mmDIP 破

管。 

1,565 

此次震災造成多處管線受損嚴重，破損情形如圖 2.3.2，必須進行

管線更換作業工程，無法在短期內恢復供水，因此採用備用管線送水、

緊急鋪設明管供水以及定點及巡迴供水方式解決燃眉之急。其中，南

化給水廠下游 2,000mm 口徑之送水幹管為此次受損嚴重管段，水公

司緊急以 1,750mm 備用管線送水，因管徑較原送水管徑小，輸水量

較少，仍造成東區、南區及永康等局部地區初期(2/7)約 5萬戶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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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少停水戶數，2 月 10 日決定緊急鋪設崑大路（永大路至中山高

速公路）1350mm臨時明管來挹注補充水量(圖 2.3.3)，13日接通管線

並充水，停水戶數降至 5000戶，16日降至 300戶。遭維冠金龍大樓

壓毀的主幹管需待搶救任務結束才可進場修復，暫以崑大路明管替代

送水，因地震受損的管線，仍有部分管線陸續出現滲漏情形，維修可

能造成管線末端的零星區域因水壓不足而停水，其中多數地區已於第

二天前復水(圖 2.3.4)。 

 

(a)開運橋頭(永康側)破管 

 

(b)潭頂場內抽水機出水管扯裂 

 

(c)維冠金龍大樓倒塌壓破管線 

(永大路二段及國光五街口) 

 

(d)新化忠孝路(外環路)多處破管 

圖 2.3.2、自來水管線破損情形(資料來源：臺灣省自來水公司第六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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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明管鋪設情形(災防科技中心) 

 

 

圖 2.3.4、供水中斷與復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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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電力系統災情彙整 

依台電記錄，地震前系統負載 18175 MW，熱機備轉 2026 MW，

震後造成興達 2號機組跳脫，影響供電 500MW及臺中 8號機組破管，

影響供電 550MW，並造成多條輸、配電線路跳脫或斷線、避雷器及

變壓器等設施受損，累計影響 173,163 用戶，其中 16 萬戶停電主因

為輸電線路跳脫，巡查後隨即復電，其餘停電戶因輸電設備電線斷線、

變壓器故障、避雷器斷裂、夾板故障、高壓斷線或電桿傾倒等因素所

致(圖 2.3.5)，台電成立應變小組逐步修復，仍有 420戶因房屋倒塌、

2戶因電線遭土石掩埋而無法修復，震後曾發生停電的累計戶數統計

及範圍如圖 2.3.6，多數地區於當天晚上即復電(圖 2.3.7)。 

 

圖 2.3.5、龍崎 E/S 避雷器設備受損情形(台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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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區 
累計 

停電戶數 
 

1 
臺南市

善化區 
42,508 

2 
臺南市

永康區 
29,396 

3 
臺南市

歸仁區 
23,472 

4 
臺南市

關廟區 
18,612 

5 
臺南市

新市區 
17,234 

6 
臺南市

玉井區 
10,100 

7 
臺南市

楠西區 
9,753 

圖 2.3.6、臺南市震後停電情形 

 

圖 2.3.7、供電中斷與復原情形  

累計停

曾停電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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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天然氣系統災情彙整 

地震導致民生用戶天然氣管線設施損壞(圖 2.3.8)，累計影響 1,304

用戶，經大臺南區天然氣公司及欣南天然氣公司派員檢測及搶修後，

其中 255戶因房屋毀損、半倒或不堪居住及民眾反對明管維修而不再

進行復氣工作，其他用戶皆已正常供氣。 

  

圖 2.3.8、天然氣管線設施損壞情形(大臺南區天然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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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學校 

本次地震受災學校共計 469校；以縣市區分，臺南市 195校為最

多，高雄市 96校次之，嘉義縣 37校再次之。各縣市災損金額統計，

臺南市災損 1億 395萬餘元較多，高雄市災損 1,720萬餘元次之，臺

中市災損 1,271 萬餘元再次之，災損金額初估約 2 億 7,013 萬餘元；

以學校區分，屏東縣田子國小 5,841萬元最多，其次依序為南臺科技

大學的 4,220 萬元、臺南市市立玉井國中的 3,650 萬元、及臺中市鹿

寮國中的 700 萬元。學生傷亡情形，計有 39 死亡，29 受傷，其中，

已出院 22 人、仍住院 7 人。表 2.4.1 為各級學校災損情形，圖 2.4.1

為各級學校災損金額及受損數量統計，如統計圖中顯示，受損學校以

國小之數量及金額最多，圖 2.4.2為各級學校受損分布圖。 

表 2.4.1、0206高雄美濃地震各級學校災損統計表 

學制 
學校 

數量 

校舍 

受損棟數 
災損金額（元） 

幼兒園 24 12 $948,000 

國小 289 266 $111,707,349 

國中 87 92 $65,761,150 

高中職 52 80 $30,861,703 

大專校院 17 89 $59,251,500 

總計 469 539 $270,13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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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各級學校災損金額及受損數量統計 

 

圖 2.4.2、各級學校受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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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農業損失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資料，農業損失計 1億 7,072萬 3,000

元，其中農產損失 20萬 7,000元、畜產損失 543萬 1,000元、農田與

農業設施損失 4 萬 9,000 元、畜禽設施損失 1 億 6,424 萬 6,000 元、

公共設施有臺南市新營漁市場及安平漁市場，計損失 79 萬元（詳見

表 2.5.1所示）。 

上述統計以畜禽設施災損最大，計有 1億 6千 4百萬元，如以縣

市災情統計分析，尤以臺南市之 1億 1千 7百萬元為最，臺南市主要

畜牧災損集中在蛋雞場，而嘉義縣亦有 4千 7百萬元。 

表 2.5.1、0206高雄美濃地震農業損失統計 

農林漁牧業產物及設施損失(單位:仟元) 

項目 損失金額(單位：仟元) 

農產 207 

畜產 5,431 

農田與農業設施 49 

畜禽設施 164,246 

公共設施 790 

合計 170,723 

2.5.1 災情描述 

下列災情將以建築物及設施受損加以描述，相關災情內容與照片

說明如下： 

1. 建築物 

(1) 玉井農會芒果產業資訊館梁柱損害較嚴重，此外歸仁、新

化、左鎮、關廟及新市農會亦有部分建築物毀損，嘉南農

田水利會新營區管理處建築物有損壞。相關各農會建物毀

損內容與受損分布圖，詳如圖 2.5.1所示。 

(2) 特生中心七股研究中心籌備處辦公室及展示館窗戶破裂。 

(3) 雲林農田水利會大樓 4~8樓部分隔間牆龜裂。 



 

22 

 

 

圖 2.5.1、農會建築物受損分布圖（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 設施  

(1) 嘉南農田水利會虎頭埤大壩有裂縫與隆起。 

(2) 臺南區農改場溫室植槽倒塌、水源地地層下陷，部分路面

出現裂縫。 

(3) 農糧署南區分署臺南白河瑞隆同榮穀包倒塌；嘉義倉庫三

合豐約 5噸穀包滑落；中區分署雲林南和、振裕記、信昌、

和美穀堆滑落。 

(4) 漁業公共設施損失災情部分，臺南安平及新營魚市場部分

等 2處魚市場損害。 

3. 災情照片 

圖 2.5.2至圖 2.5.3顯示部分嚴重災情之照片，其他詳細資料請參

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災害應變措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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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歸仁區農會 (b)玉井農會 

(c)左鎮區農會 (d)關廟區農會 

圖 2.5.2、農會建築物損毀照片（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圖 2.5.3、畜禽設施損毀照片(張瑞泰雞場)（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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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古蹟 

依據文化部災情彙整資料，古蹟受損共有 33 處，主要分布於臺

南、高雄、嘉義與澎湖等區域，其中以臺南市 22 處最多，其次為高

雄市。臺南市因位處強震區，且古蹟眾多及年代已久，故本次地震損

害較為嚴重，臺南市受損古蹟建物類型以寺廟數量最多約佔 50%比例，

相關統計詳如表 2.6.1，各縣市古蹟受損分布圖詳如圖 2.6.1所示。 

下列古蹟災情將以臺南市以及其他縣市加以描述，相關災情內容

與照片說明如下： 

2.6.1 臺南市 

1. 災情描述 

臺南市因位處強震區，且古蹟眾多及年代已久，故本次地震損害

較為嚴重，相關古蹟毀損內容，詳如表 2.6.2所示。 

表 2.6.1、各縣市古蹟受損數量統計 

縣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嘉義縣市 澎湖縣 

數量 22 5 4 2 

 

圖 2.6.1、古蹟受損分布圖（資料來源：文化部）  



 

25 

表 2.6.2、臺南市古蹟損毀說明（資料來源：文化部） 

 名稱  內容描述 

祀典武廟 大門口虎邊規帶至屋脊整個掉落、正殿與前方過水廊交接

處木柱位移傾斜、正殿前兩側過水廊壁體有水平裂縫、正

殿虎邊附壁柱與壁體脫開、殿上方屋脊於龍邊有一條垂直

裂縫 

大天后宮 正殿部分剪黏掉落、三川殿壁體有垂直裂縫 

臺南孔子廟 明倫堂後側兩柱與山牆間產生裂縫、明倫堂西側石碑與水

泥牆間裂縫加大、鄉賢祠後方屋簷灰漿及彩繪剝落、西廡

前方外牆與柱間產生裂縫、西廡南側屋面前傾、大成殿後

側兩柱與山牆間產生裂縫，木柱位移突出石珠約 2 公分、

大成殿後方屋頂筒瓦兩處掉落 

原臺南測候所 一樓各展間沿著開窗高度有水平及斜向裂縫、一二樓交界

處有一水平裂縫、外側三處洗石子粉刷層掉落 

原臺南州廳 近新建文學館側走廊，一處拱圈頂部有裂縫、該走廊一處

門扇旁有垂直裂縫 

五妃廟 部分壁體粉刷剝落 

原日軍步兵第二聯隊

營舍 

室內西側樓梯旁，因基礎不均勻沉陷造成之裂縫，裂縫寬

度加大、二樓走廊輕鋼架天花板掉落 

原臺南水道 快濾筒室入口扶壁斷裂、快濾筒室原有裂縫明顯增大、送

出唧筒室(加壓送水室、火力發電室)正面與二樓出現新增裂

縫、發電機移位、天車軌道樑下方支柱牛腿掉落 

風神廟 鐘樓倒塌，鼓樓 4支石柱根部有裂痕，有倒塌之虞 

臺南興濟宮 龍邊門柱與壁體開脫 

原臺南愛國婦人會館 一、二樓壁體粉刷龜裂剝落 

開基靈祐宮 部分剪黏受損 

德化堂 拱門出現裂縫 

石鼎美古宅 門柱傾斜，屋瓦局部脫落 

原臺南合同廳舍 部分壁體龜裂受損 

王姓大宗祠 門廳屋瓦部分落損，左右廂房門扇變形 

北極玄天宮 部分剪黏脫 

菁寮金德興藥舖 白灰壁受損 

鹽水八角樓 八角樓二樓有木柱疑似位移，壁體面磚部分掉落 

原德商東興洋行 牆面龜裂受損 

護濟宮 壁體些微龜裂受損 

鹿陶洋江家聚落 宗祠屋瓦部分脫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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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災情照片 

圖 2.6.2 顯示部分古蹟嚴重災情之照片，其他詳細資料請參考文

化部之災害應變措施報告。 

 
(a)祀典武廟 (b)臺南孔子廟 

 
(c)原臺南水道 

 
(d)風神廟 

圖 2.6.2、臺南市古蹟損毀照片（資料來源：文化部） 

 

2.6.2 其他縣市（高雄市、嘉義縣市、澎湖縣） 

1. 災情描述 

本次地震高雄市、嘉義縣市、澎湖縣等縣市古蹟損壞地點共有 11

處，相關古蹟毀損內容，詳如表 2.6.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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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3、高雄市古蹟損毀說明（資料來源：文化部） 

縣市 名稱 

高雄市 竹仔門電廠、旗山天后宮、舊鼓山國小、瀰濃

東門樓、瀰濃庄敬字亭 

嘉義縣市 嘉義舊監獄、嘉義城隍廟、新港水仙宮、嘉義

仁武宮 

澎湖縣 西嶼燈塔、第一賓館 

2. 災情照片 

圖 2.6.3 顯示高雄市、嘉義縣市部分古蹟災情之照片，其他詳細

災情資料，請參考文化部之災害應變措施報告。 

 
(a)竹仔門電廠（高雄市） (b)新港水仙宮（嘉義縣市） 

圖 2.6.3、高雄市古蹟損毀照片（資料來源：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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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交通設施 

因本次地震主要造成之交通設施受損情形依橋梁、道路與大眾交

通系統分別說明如下(圖 2.7.1)： 

1. 道路、橋梁阻斷情形： 

(1) 台 20 線 12K+050~150（新化路段）自來水管爆裂封閉道路搶

修(圖 2.7.2)，原訂 2月 11日 17時開放雙向通車。 

(2) 台 86 線 16K （大潭～歸仁路段） 24 號橋東行線支承錯移

(圖 2.7.3)，於 2月 6日 17時起進行封閉，禁止車輛通行。 

(3) 台 3 線 396K+700(高雄內門東勢埔橋)，道路路面龜裂至橋頭

20米，橋面下陷 10餘公分(圖 2.7.4)。 

2. 大眾交通系統損壞情形： 

高鐵（臺南車站），因地震晃動造成扣夾導版擠壓損壞，共

造成 TK312+905 及 TK312+792 等 3 處(約 30 個，含輕微損傷)導

版損傷(圖 2.7.5)；另張力平衡裝置的配重塊導桿挫曲變形，配重

塊無法移動，喪失張力調節功能(圖 2.7.6)，將導致電車線張力過

大造成斷線，或張力不足導致電車線下垂而造成集電弓岔入扯斷

電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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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1、交通設施受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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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2、台 20線 012K+050~012K+150 自來水水管爆裂進行搶修作業（資料來

源：交通部） 

 

 

圖 2.7.3、台 86線 015K+734~016K+239道路橋面位移（資料來源：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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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4、台 3線 396K+700(內門東勢埔橋) 橋面下陷 10餘公分（資料來源：交

通部） 

 

 

圖 2.7.5、高速鐵路之 RHEDA道版軌枕(左側為地震造成損壞，右側為正常，資

料來源：高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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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6、高速鐵路之張力平衡裝置配重塊導桿(左側為受地震損壞，右側為正常。

資料來源：高鐵公司） 

2.8 水利設施 

根據經濟部提供資料，於本次 0206 地震共造成 2 處水利設施損

壞(圖 2.8.1)，將分述如下： 

1. 於虎頭埤壩體有 4 條裂縫，經水利會初步檢視，除壩頂裂縫外，

尚無發現其他異常情形，初判僅表層裂縫，無損壩體，暫無安全

問題 (圖 2.8.2)。 

2. 曾文溪尖山堤防水道路龜裂約 600公尺，另堤前坡面工長約 600

公尺有下陷及開裂現象，經觀察附近農地有湧水，水利署初判損

壞原因可能係土壤液化所致。此外，曾文溪日新堤防 2處共約 500

公尺崩毀，水利署初判係地下水位較高及地震引發堤防錯動所造

成 (圖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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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1、水利設施損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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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2、虎頭埤水庫裂縫填補完成（資料來源：經濟部） 

 

圖 2.8.3、曾文溪日新堤防毀損（資料來源：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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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醫院 

依衛生福利部提供之災損資訊，地震導致嘉南療養院（可收治 750

床）及胸腔病醫院仁德院區（可收治 102床）停水，影響院內 700床

病患及家屬，經濟部緊急協調水公司每日供應 35 噸自來水給嘉南療

養院，以及 10噸自來水給胸腔病醫院仁德院區，以維持醫院的營運。 

2.10 資通訊設施 

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提供之災損彙整表，中華電信、台

灣大哥大、遠傳電信、亞太電信，以及台灣之星共 5家電信公司，初

步估計設備損失總金額為 1,763千元(表 2.10.1)，共 1,248戶市話中斷

及 143處基地台損壞(表 2.10.2)，影響臺南市東區、永康區、歸仁區、

大內區、北門區、安平區、新市區、善化區、關廟區、龍崎嶇、麻豆

區、新化區、南化區、楠西區、東山區、嘉義市東區、西區、嘉義縣

民雄鄉、竹崎鄉、大埔鄉、高雄市仁武區、六龜區、鳳山區、田寮區、

大樹區、湖內區，以及雲林縣古坑鄉，共 27 個行政區的部分通訊，

多數通訊設備因停電、電源線位移（脫落）、鐵塔倒塌，或附掛之建

物結構損壞而倒塌、脫落造成損壞，如圖 2.10.1；多數通訊中斷於第

二天修復(圖 2.10.2)。 

表 2.10.1、通訊業者災損通報表(資料來源：NCC，2月 13日) 

 
中華電信 台灣大哥大 遠傳電信 亞太電信 台灣之星 總計 

基地台

(座) 

損壞數 2 37 81 4 19 143 

未修復 0 0 0 0 2 2 

市話(戶) 

損壞數 1,248 - - - - - 

未修復 

107 

(維冠金龍倒

塌大樓用戶，

無須修復)。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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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2、通訊影響區域及設備災損金額(資料來源：NCC，2月 13日) 

 
臺南市 高雄市 嘉義市 嘉義縣 雲林縣 總計 

影響範圍 

(行政區) 

東區、永康區、歸仁

區、大內區、北門區、

安平區、新市區、善化

區、關廟區、龍崎嶇、

麻豆區、新化區、南化

區、楠西區、東山區 

仁武區、 

六龜區、 

鳳山區、 

田寮區、 

大樹區、 

湖內區 

東區、 

西區 

民雄鄉、 

竹崎鄉、 

大埔鄉 

古坑鄉 27 

損失金額(千元) 1,505 45 19 13 181 1,763 

 

  

(a)附掛建物屋頂之基地台脫落 

（遠傳電信） 

(b)電池主機位移 

（遠傳電信） 

  

(c)大樓倒塌壓損設備 

（台灣大哥大） 

(d)鐵塔倒塌 

（亞太電信） 

圖 2.10.1、通訊設備損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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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2、通訊中斷與復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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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災區建物實地調查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國震中心）與學者組成勘災團

隊的現地勘災調查結果，以下說明建物、學校、橋梁與道路、大地工

程災害（液化與沉陷）主要發生災害地點之調查結果。 

3.1 建物勘災調查 

3.1.1 維冠金龍大樓 

維冠金龍大樓位於臺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二段 139號，此大樓為地

上 16層、地下 1層建築物。該大樓於民國 83年興建，主要用途為住

商混合之集合住宅。根據現地勘查結果，圖 3.1.1 顯示柱主筋於柱底

部同位續接，而且鋼筋自續接器脫離，柱箍筋彎鈎似乎僅有 90 度。

由目前掌握的結構平面圖(圖 3.1.2)推測，在短向僅有一跨，結構贅餘

度較少。臨永大路側，牆量較少，而建築後側有樓梯間及電梯間牆量

較多，傾向於往永大路側破壞。低樓層作商業用途，牆量可能較少，

相對其他樓層，勁度可能較低，破壞較易集中於低樓層。在地震作用

下，一側柱子承受軸壓力，另一側柱子承受軸拉力，若強度不足以承

受地震力，柱子破壞。眾多不利於結構耐震行為之因素，造成建築物

軟弱層之倒塌，引發如此慘重之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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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維冠金龍大樓震損照片（成功大學杜怡萱教授提供） 

 

圖 3.1.2、維冠金龍大樓結構平面示意圖（國震中心提供） 

3.1.2 京城銀行 

京城銀行於臺南市新化區中山路 586 號，此大樓為地上 11 層、

地下 1 層建築物。該大樓興建於民國 85 年，主要用途為住商混合使

用，1 至 2 樓為銀行，3 樓以上正進行出租飯店裝修，因此地震當時

尚未有人員入住。地震發生時，雖然建物傾倒但無人員傷亡。京城銀

行大樓因底層為商業使用空間，底層挑空且挑高，故使底層柱承受極

高之軸力，造成車道出口附近之柱子發生軸力破壞進而使建築物倒塌

(如圖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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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京城銀行大樓傾倒（成功大學杜怡萱教授提供） 

3.1.3 大智里菜市場 

大智里菜市場位於臺南市東區長東街 103 巷，此建築為地上 4

層、地下 1層之混合住宅。此建築為連棟式公寓，因菜市場使用需求，

發現 1樓幾乎無任何隔間牆，僅有一處角落有磚牆，形成軟弱底層，

使柱於地震後產生軸力破壞、軟弱層倒塌之行為，而有磚牆之局部區

域並未倒塌(如圖 3.1.4)。所幸地震發生時間，菜市場尚未開始營業，

無人受壓於倒塌的底層中。 

 

圖 3.1.4、大智里菜市場傾倒（成功大學姚昭智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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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幸福大樓 

幸福大樓位於南市歸仁區信義北路口 46 號，為 7 層樓公寓，興

建年代為民國 89年。此建築因 1至 2樓為商業用途，牆體數量較少，

故發生坍塌，上部結構尚完整。此結構因位處於路口轉角處，結構系

統因不對稱而引發扭轉現象，再加上形成軟弱底層，導致建築倒塌(圖

3.1.5)。 

 

圖 3.1.5、幸福大樓倒塌（成功大學鍾育霖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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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有建物（學校、區公所）勘災調查 

3.2.1 玉井國中 

玉井國中位於臺南市玉井區大成路 152號，現有「專科教室」、「活

動中心」、「勤勞樓」、「至善樓」以及「樸實樓」，共計 5 棟校舍。本

次地震推算該校之震度為 5級，災損校舍為「專科教室」及「活動中

心」。 

「專科教室」為地上 3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屬單邊走廊但走

廊部分有柱之結構型式，興建年代為民國 87年。該棟校舍於 99年 3

月 4日甲仙地震後出現部分磁磚掉落，教室隔間牆僅有輕微裂縫。本

次地震在 1樓窗台柱均出現斜向剪力裂縫，尤以背面側之窗台柱最為

嚴重，研判柱體因上下兩端受到窗台束制，出現嚴重之斜向剪力裂縫

(圖 3.2.1)。另外，該棟之 2樓與 3樓輕鋼架天花板因地震搖晃，造成

靠近建築物邊緣處之天花板掉落(圖 3.2.2)。 

「活動中心」為地上 3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屬單邊走廊且廊

外有柱之結構型式，於民國 86 年興建。本次地震內部受損情形，管

道間因地震造成大量紅磚掉落，看台最上方位置可以發現梁底與紅磚

交界面明顯開裂(圖 3.2.3)；外部受損情形，該棟校舍有多處柱體與相

鄰之磚翼牆出現斜向裂縫，另有多處水塔受損，如圖 3.2.4 所示。另

外，牆面上有磁磚脫落，窗戶則因受到擠壓而掉落地面(圖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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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玉井國中專科教室一樓窗台柱出現斜向剪力裂縫（國震中心提供） 

 

圖 3.2.2、玉井國中專科教室輕鋼架天花板掉落（國震中心提供） 

 

圖 3.2.3、玉井國中活動中心內部受損情形（國震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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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玉井國中活動中心外部受損情形（國震中心提供） 

 
圖 3.2.5、玉井國中活動中心牆面磁磚脫落，部分窗戶掉落（國震中心提供） 

3.2.2 北門國小（玉湖分校） 

北門國小（玉湖分校）位於臺南市北門區玉港里 39-3 號，該校

現有「西棟」、「南棟教室」及「北棟教室」，共計 3 棟校舍。本次地

震推算該校之震度為 5級，震損校舍為「西棟」。 

「西棟」為民國 73 年興建之地上 1 層之加強磚造建築，結構型

式為單邊走廊但走廊無柱之結構型式。現場勘查時，發現該棟校舍有

3支柱早期以鋼板包覆補強，其耐震補強時間不詳，未補強處之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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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有 1 處出現垂直裂縫(圖 3.2.6)，該裂縫型式非典型地震力作用造

成，研判內部鋼筋可能已有鏽蝕膨脹情形，本次地震使得混凝土開裂

情形加大。 

 
圖 3.2.6、北門國小玉湖分校西棟柱體出現垂直裂縫（國震中心提供） 

3.2.3 北門國小 

北門國小位於臺南市北門區北門里舊埕 3號，該校現有「西棟」、

「前棟」、「後棟教室」、「活動中心」、「司令台」及「廚房」，共計 6

棟校舍。本次地震推算該校之震度為 5級，震損校舍為「西棟」。 

「西棟」為民國 59 年興建之地上 1 層之加強磚造建築，結構型

式為單邊走廊但走廊無柱之結構型式。經現場勘查發現，該棟校舍有

2 處教室柱體出現開裂情形(圖 3.2.7)，研判可能與學校鄰近海邊有

關，長期受到海風侵襲，柱內鋼筋可能早已有鏽蝕膨脹情形，此次地

震來襲使得柱體開裂，經敲擊已開裂混凝土，發現為空心狀態。除此

之外，走廊側有 1處梁出現混凝土剝落情形(圖 3.2.8)，初步判定亦可

能為鋼筋鏽蝕膨脹造成混凝土開裂，本次地震後使得混凝土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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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西棟柱體的垂直裂縫，疑似內部鋼筋鏽蝕膨脹（國震中心提供） 

 

圖 3.2.8、西棟走廊側梁底混凝土剝落，可見梁內鋼筋已生鏽，研判非本次地震

造成（國震中心提供） 

3.2.4 歸仁國中 

歸仁國中位於臺南市歸仁區後市里文化街二段 2 號，該校現有

「博學樓」、「勵志樓」、「成功大樓」、「薌江大樓」、「陽明樓」、「格致

樓」、「光華樓」、「活動中心」、「音樂教室」及「國樂教室」，共計 10

棟校舍。其中 4 棟校舍已補強竣工，分別為陽明樓（翼牆補強）、博

學樓（擴柱補強）、勵志樓（擴柱、翼牆補強）及國樂教室（翼牆補

強），於本次地震無結構損壞(如圖 3.2.9)。 

另外，本次地震有 2棟校舍有震損，分別為「光華樓」及「格致

樓」。其中「光華樓」為地上 3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屬單邊走廊、

http://sasb-3/school/search/building/reportSummary/report-g.php?sid=114503&bid=1
http://sasb-3/school/search/building/reportSummary/report-g.php?sid=114503&bid=2
http://sasb-3/school/search/building/reportSummary/report-g.php?sid=114503&bid=3
http://sasb-3/school/search/building/reportSummary/report-g.php?sid=114503&bid=4
http://sasb-3/school/search/building/reportSummary/report-g.php?sid=114503&bid=5
http://sasb-3/school/search/building/reportSummary/report-g.php?sid=114503&bid=6
http://sasb-3/school/search/building/reportSummary/report-g.php?sid=114503&bid=6
http://sasb-3/school/search/building/reportSummary/report-g.php?sid=114503&bid=7
http://sasb-3/school/search/building/reportSummary/report-g.php?sid=114503&bid=8
http://sasb-3/school/search/building/reportSummary/report-g.php?sid=114503&bid=9
http://sasb-3/school/search/building/reportSummary/report-g.php?sid=114503&bi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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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外無柱之結構型式，興建年代約為民國 76年。該校舍於民國 98年

完成詳細評估，其評估結果為耐震能力不足，目前尚待經費執行補強

工程。本次地震發現，該棟校舍一樓多處柱發生剪力裂縫，其中一處

柱發生剪力破壞(圖 3.2.10)。 

「格致樓」為地上 4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屬單邊走廊、廊外

無柱之結構型式，興建年代約為民國 77 年。該校舍於民國 103 年完

成詳細評估，其評估結果為耐震能力不足，目前尚待經費執行補強。

本次地震發現，該棟校舍發現牆面剪力破壞，以及鄰棟碰撞導致伸縮

縫破壞(如圖 3.2.11)。 

 
圖 3.2.9、歸仁國中已補強竣工校舍（陽明樓、博學樓、勵志樓及國樂教室）於

本次地震無結構損壞（國震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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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0、歸仁國中光華樓柱結構性損

壞（國震中心提供） 

圖 3.2.11、歸仁國中格致樓柱伸縮縫

損壞（國震中心提供） 

3.2.5 南化區公所 

南化區公所位於臺南市南化區南化里 230號，為 3層樓之鋼筋混

凝土造建築，1樓為區公所辦公使用，內部均無隔間牆體，僅於建築

後側具有填充磚牆。本次地震雖未發生倒塌，但造成本棟建築大量柱

發生剪力破壞（窗台造成短柱現象），部份柱混凝土保護層嚴重剝落，

柱內鋼筋外露(圖 3.2.12)。 

 
圖 3.2.12、南化區公所有大量柱體發生剪力破壞（國震中心提供） 

3.2.6 歸仁區公所 

歸仁區公所位於臺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二段 2號，為 3層樓之鋼筋

混凝土造建築，1樓為開放空間，為區公所辦公使用。本棟建築於 921

地震時曾發生損傷，於民國 100年時進行耐震補強，於建築前後共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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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4 片剪力牆(圖 3.2.13)。本次地震後並無發現任何結構損傷，證明

結構耐震補強確實可提高整體建築之耐震能力。 

 

 

 
圖 3.2.13、歸仁區公所內，所設置之剪力牆（國震中心提供） 

3.3 橋梁與道路勘災調查 

本次地震造成臺南市內門區台 3線東勢埔橋及歸仁區台 86線 24

號橋有情況發生，所幸並未造成用路人傷害。東勢埔橋現場勘查結

果，其震損災害為橋面下陷約 15 公分，引道路面有裂縫產生，下陷

橋面伸縮縫處護欄有損壞，P1 帽梁有輕微損傷。台 86 線 24 號橋現

場勘查結果(圖 3.2.14)，該橋受地震影響造成橋面向東位移，量測最

大位移約 50 公分，並有 5 處橋墩支承損壞及 1 處橋墩頂部混凝土破

損，為此次地震相對較重大之橋梁震損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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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4、台 86線 24 號橋勘查調查(a)雙向橋面橫移產生間隔(b)橋面位移致排水

管線損壞(c)支承橫移損壞 （國震中心提供） 

 

3.4 大地工程災害（液化與沉陷）勘災調查 

本報告針對臺南地區液化引致街屋建物沉陷或傾斜，與曾文溪沿

岸堤防破壞等較重大災情，初步彙整如下： 

1. 臺南市新市區三民街 50巷 10弄鄰近區域 

在三民街 50巷、三民街 50巷 10弄與三民街 10巷之區域範圍(約

60m×60m)內，因土壤液化導致此區透天厝建物產生下陷傾斜(圖

3.2.15)，現場量測到液化噴砂高度約有 150cm，屋內一樓地板與巷道

高程之沉陷量約有 47cm，沿建物基地周圍之排水人孔溝蓋、電線杆

及防火巷排水溝等處皆可見液化後泥沙噴出，此區建物除了主體建物

有沉陷與些微傾斜外，並無明顯結構損壞情況。一旦出了此區範圍，

就沒有發現其他建物災情，訪談當地居民及蒐集中研院臺灣百年地圖

後得知此區原為池塘回填地，因此鄰近區域只有此處發生嚴重液化災

情。 

2. 臺南市安南區溪頂里 

臺南市安南區溪頂里靠舊臺南市北邊、介於嘉南大圳排水線南

岸、北安路二段東側與鹽水溪北岸之間，此區在地震時液化災情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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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尤其是惠安街至府安路四段一帶，隨地可見排水溝、人孔蓋、電

線杆底部有大量泥沙噴出痕跡，而此區因地層液化引致建物傾斜下陷

災情以惠安街 161巷最為顯著(圖 3.2.16)。惠安街 161巷 24號建物因

屋後地層液化產生沉陷，往後傾斜約 5度；惠安街 161巷 8號建物甚

至因液化產生嚴重下陷約有半層樓高，根據現場量測結果此屋前傾角

度可達 4度。由於此區靠近鹽水溪，研判此處地層應相當軟弱，比對

中研院臺灣百年地圖後也可發現溪頂里一帶多為舊埤塘，因此在本次

地震時此區受災相當嚴重。 

 

圖 3.2.15、臺南市新市區三民街 50巷 10弄液化引致建物傾斜下陷（國震中心提

供） 

 

圖 3.2.16、臺南市安南區惠安街 161 巷液化引致建物傾斜下陷（國震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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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曾文溪沿岸 

本次地震臺南區曾文溪沿岸大內橋日新堤岸(圖 3.2.17)與南二高

曾文溪橋橋頭右岸堤防(圖 3.2.18)均發生大規模側潰滑移破壞災情，

二溪橋右岸之堤防也有混凝土護坡開裂、堤岸道路扭曲下陷等災情發

生。曾文溪堤岸側潰災點在原護坡之坡址處亦發現了大量液化砂土。 

 

圖 3.2.17、日新堤岸側潰滑移破壞災情（國震中心提供） 

 

圖 3.2.18、南二高曾文溪橋堤岸側潰破壞情況（國震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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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山區崩塌與聚落安全巡察 

4.1 山區崩塌情形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於地震災後，以福衛二號影像進行新增

崩塌地之判釋工作，其判釋之崩塌地分布區域如圖 4.1.1 所示。臺南

市左鎮區光和里之新增崩塌地如圖 4.1.2。臺南市龍崎區崎頂里之新

增崩塌如圖 4.1.3；楠坑里之新增崩塌如圖 4.1.4；嘉義縣中埔鄉中崙

村之新增崩塌如圖 4.1.5。 

 

圖 4.1.1、水保局判釋之新增崩塌位置與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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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福衛二號影像判釋臺南市左鎮區光和里新增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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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福衛二號影像判釋臺南市龍崎區崎頂里新增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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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福衛二號影像判釋臺南市龍崎區南坑里新增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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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福衛二號影像判釋嘉義縣中埔鄉中崙村新增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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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山區聚落安全巡察 

災防中心團隊為實地瞭解山區聚落災後損害情形，參考中央氣象

局發布之 0206 美濃地震震度圖，挑選臺南、高雄、雲嘉等地之山區

聚落進行現地訪查，並配合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所判釋之崩塌地

位置實地了解(圖 4.2.1)。茲將各區域之訪查結果分述如下： 

 

圖 4.2.1、美濃地震震度圖與聚落分布圖 

4.2.1 臺南 

水土保持局所判釋新增崩塌地主要發生於臺南市龍崎區與左鎮

區，因此臺南山區聚落巡視主要以這兩區內之聚落為主。龍崎區內之

崩塌地主要發生於崎頂里(圖 4.2.2)，根據龍崎區公所統計資料，地震

發生後共有 83 筆通報建築損毀案件，然而主要為屋瓦掉落、牆壁裂

痕等輕微案件，僅有一筆較為嚴重的房屋損毀發生在土崎里考潭 14

號(圖 4.2.3)，其屋建造已超過 50年，0206地震後牆壁倒塌、屋頂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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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圖 4.2.4 為龍崎區南屏路上龍崎衛生所後方新市仔 161 號旁，由

現場道路裂縫與修補狀況推測，已為多次滑動，房屋牆壁也多次修補

防水工程，此次地震原裂縫開裂約將近 7公分。地震後下雨，開始將

地基填土洗出，建議應將裂縫填補，避免擴大。圖 4.2.5 則為龍崎國

中附近南 162縣道上的道路路基崩落，此處鄰近水保局判釋之新增崩

塌地位置(圖 4.2.5 紅框區)。左鎮區光和里中則無顯著之房屋損毀，

水保局判釋光和里內新增 0.2公頃之崩塌地，因位於私有地內無法進

入了解，由衛星影像中則發現在 2014年已有開墾情形，疑為農墾地(圖

4.2.6)。 

經巡視龍崎區內六個聚落以及左鎮區一處崩塌地後，除兩房屋損

壞較嚴重外(圖 4.2.3 與圖 4.2.4)，發現房屋主要損壞為屋瓦掉落與牆

壁龜裂等輕微損害。新增崩塌地範圍不太，對於當地聚落安全無立即

危害。 

  

圖 4.2.2、臺南市龍崎區山區聚落調查狀況（資料來源：災防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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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土崎里考潭 14號房屋損毀（資料來源：災防科技中心） 

 

圖 4.2.4、龍崎衛生所後方道路與房屋（新市子 161號旁）龜裂情形（資料來

源：災防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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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龍崎國中附近南 162道路邊坡崩塌（資料來源：災防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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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左鎮區光和里新增崩塌處之衛星影像 

4.2.2 高雄 

依據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聚落資料，高雄市境內山區聚落共有

113處。將境內聚落分佈與 0206地震震度分佈圖套疊，選取在震度 5

以上之山區聚落共 102處，而其中深紫色點位為可能需要進行震後調

查之地點(圖 4.2.7)。102 處聚落分別座落於：六龜區（45 處）、甲仙

區（30處）、桃源區（10處）、那瑪夏區（7處）、杉林區（6處）、茂

林區（3 處）、美濃區（1 處），且聚落主要沿著台 29 線、台 20 線以

及台 27線分佈。因此現地巡視主要沿台 29線北至那瑪夏區以及沿台

27、20線北至桃源區。 

經訪談那瑪夏消防分隊、桃源區公所承辦人員、山區聚落商家及

查詢各區災害通報表。山區聚落無重大災情傳出，僅有山區道路零星

落石、內門區有兩座橋梁封閉、部分民宅龜裂及屋瓦掉落等 (圖

4.2.8)。內門區內之兩座橋梁分別為東豐橋與敦仔腳橋，因橋面與道

路產生落差、龜裂，因此暫時封閉(圖 4.2.9)。高雄市那瑪夏區內，台

29線發生落石崩塌，並已於當日清除完畢(圖 4.2.10)。房屋損害情形



 

63 

則屬輕微損害。 

 

圖 4.2.7、高雄市震度與聚落分布圖 

 

圖 4.2.8、高雄市那瑪夏區災情（資料來源：災防科技中心） 



 

64 

 

 

圖 4.2.9、高雄市內門區東豐橋與敦仔腳橋橋面位移與龜裂（資料來源：災防科

技中心） 

 

圖 4.2.10、高雄市那瑪夏區台 29線落石情形（資料來源：災防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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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嘉義與雲林 

水保局於嘉義縣判釋之崩塌地主要發生於中埔鄉中崙村，配合衛

星影像與現地 UAV 以及現地調查發現，兩處崩塌應為表層崩積土崩

滑，且兩處崩塌處皆無保全對象，故列入持續觀察。圖 4.2.11為水保

局判釋嘉義縣中埔鄉中崙村新增之兩處新增崩塌地與中央地質調查

所岩屑崩滑以及順向坡圖層套疊圖，顯示這兩塊新增崩塌都在岩屑崩

滑位置上。 

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的地質圖，圖 4.2.11 中崩塌 A 之區域岩性

為糖恩山砂岩，以厚層塊狀砂岩與泥質砂岩為主，本身就位處地調所

圈繪的岩屑崩滑區域內，原舊有崩塌面積約 0.51 公頃，地震後在原

舊崩塌範圍內再發生約 0.37公頃的崩移現象(圖 4.2.12)。崩塌 B之區

域岩性為鹽水坑頁岩，以塊狀頁岩偶夾薄層粉砂岩為主，位處地調所

圈繪的岩屑崩滑與順向坡區域內，並且鄰近土石流潛勢溪流嘉縣

DF051，地震後發生約 0.23 公頃的崩塌，透過雲林科技大學的 UAV

空拍照片，可以清楚看到崩塌區之全貌(圖 4.2.13)。現勘調查中，發

現其對面亦有大範圍的舊崩塌地存在，大量崩積土石堆疊在坡面上，

邊坡呈現較不穩定的狀況(圖 4.2.14)。此兩處崩塌皆小於 0.4 公頃，

且皆無保全對象，水保局初步研判無立即危險，後續將持續觀察與監

測。 

巡訪本次地震在地表最大加速度 (Peak Ground Acceleration, 

PGA)在 200gal 以上的聚落，以環境指標調查中，危險等級較高的聚

落為主，包含頂樟湖、下樟湖、水底寮、朕米糕。現勘之聚落位置及

周遭的災害潛勢狀態如圖 4.2.14，其中水底寮位處土石流潛勢溪流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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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DF002的影響範圍內，朕米糕也鄰近土石流潛勢溪流嘉縣 DF063。

現勘結果僅於水底寮發現一處疑似此地震造成破壞之建築 (圖

4.2.15)，其餘皆未發現嚴重的房屋受損與地表破壞等情況，當地居民

亦表示並無災情傳出。 

此次地震所測得 PGA 最高之處位於雲林草嶺，現勘點位如圖

4.2.16所示。由雲林縣消防局的記錄得知，於草嶺 149甲線 31.5K處

有發生落石坍方，當地由於經常發生崩塌，故有設置明隧道工程，該

地亦接近地調所所繪製的落石區域，現勘時崩塌土石已被清除，為小

範圍的落石現象(圖 4.2.17)，由於此區山壁陡峭，岩性以砂頁岩互層

為主，風化砂岩則易因地震或大雨而引發崩落。除此之外，僅發現草

嶺公路上一民房及一處路面疑似因此次地震產生龜裂損壞 (圖

4.2.18)。 

 

圖 4.2.11、中崙村兩處新增崩塌與地調所圖層套疊（資料來源：災防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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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2、中崙村內新增之崩塌 A(0.37公頃)，左下標記點為現勘位置與右下照

片（災防科技中心拍攝），黃線區域為水保局衛星影像判釋之結果。上圖左右分

別為前期(2014)與後期(2016/2/8)之衛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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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3、中崙村內新增之崩塌 B(0.23公頃) ，左下標記點為現勘位置與右下為

UAV空拍照片(雲科大提供)，黃線區域為水保局衛星影像判釋之結果。上圖左右

分別為前期(2014)與後期(2016/2/8)之衛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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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4、嘉義梅山鄉聚落巡檢位置及相關災害潛勢圖層範圍。（資料來源：災

防科技中心） 

 

圖 4.2.15、水底寮一處疑似此地震造成破壞之建築（資料來源：災防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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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6、草嶺公路現勘點位及附近災害潛勢圖層，紅線範圍內為 0206 地震 PGA

大於 325之區域。（由災防科技中心套疊圖資） 

  



 

71 

 

 

圖 4.2.17、草嶺 149 甲線 31.5K之落石坍方(上圖為 Google街景圖，下方照片由

災防科技中心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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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8、草嶺公路上一民房(a)及一處路面(b)疑似因此次地震產生龜裂損壞 

（資料來源：災防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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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綜整說明 

綜觀 0206地震災情，主因為強地動引致建物、橋梁與設施毀損，

進而造成人員傷亡與都市維生機能中斷為主。山區崩塌部份經航拍與

現勘判定，則多屬舊有崩塌地再次崩滑或少數較小之新增崩塌。聚落

建物之災損則多為屋瓦掉落、牆壁龜裂之損壞狀況，分述如下： 

（一）建物受災現地勘查部份： 

1. 本次地震多數住商混合型建築物之受災，多因結構系統不佳或因

使用需求變更建築配置，導致產生軟弱底層及偏心扭轉之破壞情

況。 

2. 大地災情勘查部份，初步結果顯示因液化而下陷或傾斜之建物，

其結構梁柱體本身並未發現明顯破壞，但因結構物自重加載使得

主結構下陷較多，與其他附屬結構體（如前院圍牆、車庫門、遮

陽棚等）及一樓管線接管處產生差異沉陷，造成這些附屬結構體

及民生管線之破壞。 

3. 依據受災建物與設施現地勘查結果初步建議如下： 

(1) 私有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賣場、商店、電影院)，其建築結構之

變動 (含隔間) ，須經專業評估。 

(2) 除持續進行各橋梁耐震能力評估與補強作業之外，鑑於橋梁防

落裝置可有效減少落橋破壞引致之災害，建議橋梁可考慮廣泛

加裝橋梁防落裝置。 

(3) 建議加速既有建築物耐震評估及補強配套措施之研擬與推動，

全面推動老屋耐震能力評估與補強工作。 

（二）山區崩塌與聚落現地勘查部份： 

1. 經由災防科技中心團隊現地調查以及各相關單位調查資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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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 地震對於山區聚落之影響主要為屋瓦掉落、牆壁龜裂等輕微

房屋損壞，較嚴重之房屋損壞則發生於臺南市龍崎區土崎里拷潭

14 號與新市子 161 號兩處，嘉義則僅於水底寮有一處稍嚴重的房

屋龜裂。 

2. 由水保局所判釋之崩塌地主要發生於臺南市龍崎區與左鎮區，以

及嘉義縣中埔鄉中崙村，經現地調查與比對衛星影像與UAV影像，

發現主要為舊有崩塌地再次崩滑，或少數較小之新增崩塌，然皆

沒有對於保全對象之直接危害，建議列入持續觀察。 

3. 經山區聚落安全巡察結果初步建議如下： 

(1) 地震後山區土壤較為鬆動，遇大雨容易發生土壤沖刷與地基流

失等情形，建議強震區內的災害警戒值，例如：土石流、坡地

災害、公路封閉警戒值，於汛期前盡速完成檢討與調整。 

(2) 強震後因邊坡地層鬆動，豪雨與短時間強降雨易造成崩塌發生，

故今年汛期期間仍應注意與提醒山區聚落安全性與山區道路

用路人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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