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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地震目錄與強地動之研究 
 

吳逸民  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鄭世楠等人（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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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震儀器計測 
(1897~) 

3 

(1897年台灣第一部地震儀) 威赫式(Wiechert)地震儀 震波類比式紀錄 

台灣地震觀測歷史(1897~1972) 

3,055 e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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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震觀測歷史(1973~1990) TTSN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91,786 eqs  

Tsai, Tectonophysics, 1986. 
Hsu, M. T., 1971: Seismicity of Taiwan and some related problem. 
Bull. Intern. Inst. Seis. Earthq. Eng., Tokyo Japan, 8, P.41-160. 

台灣地震觀測歷史(1991~迄今) 
CWBSN 

CWB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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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generation seismic network  

(24 bit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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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smic networks in operation-CWBSN24 

9 

+ 南沙 114.37° 10.38° 

Total 155 Sites ~2014/3 

 312 Instruments 

(部分觀測站多套儀器共站) 
CWB-SMT：72  Sites 

CWB-BB   ：27  Sites 

CWB-BH   ：30  Sites 

CWB-OBS：  1  Sites 

IES-BATS ：23  Sites 

IRIS          ：  6  Sites 

IES-YMS  ：  8  Sites 

IES-FJ      ：  8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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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世楠等人（2010,2011） 

 建置完成台灣地區1900-2009年近震規模大
於或等於4.0的的地震目錄，同時以震矩規
模做為描述地震大小的參數。1900-1978年
間36個大地震重評估其地震規模，同時完
成1941年中埔地震系列、1951年花東縱谷
地震系列、與1954-1972年間地震重新定位
與規模評估，震源分布亦有明顯改善。 

地震目錄的整理 

鄭世楠等人（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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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世楠等人（2010,2011） 

鄭世楠等人（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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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世楠等人（2010,2011） 

地震規模轉換問題 

鄭世楠等人（2010,修改自Lay and Wallace, 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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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世楠等人 
（2010,2011） 

鄭世楠等人 
（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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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世楠等人 
（2010,2011） 

鄭世楠等人 
（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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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世楠等人 
（2010,2011） 

Date Lat. Lon. Dep. ML MW ML1 MH MS MS1 MG Mda 

19000515  21.5  120.5  0 6.6  6.7  7.0  6.8  (7.0)  

19060316  23.55  120.45  6 6.7  6.9  7.1  7.1  6.8  7.0  7.1  

19080111  23.7  121.4  10 6.7  6.9  7.3  7.3  6.8  7.3  7.3  

19090414  25.1  121.475  72 7.0  7.4  7.3  7.3  (7.1)  7.3  7.3  7.3  

19091121  24.4  121.8  20 7.0  7.4  7.3  7.3  7.3  7.3  7.3  

19100412  25.1  122.9  200 7.3  7.8  7.8  8.3  (7.6)  7.8  7.8  8.3  

19100617  21.  121.  0 6.9  7.1  7.0  7.0  7.0  

19100901  22.7  121.7  20 6.9  7.1  7.0  5.8  7.0  6.5  7.1  

19100901  24.1  122.4  20 6.7  6.9  7.1  7.3  6.8  6.5  7.3  

19170704  25.0  123.0  7.0  7.4  7.7  7.3  7.7  7.7  

19191220  22.8  121.7  20 6.9  7.1  7.0  7.0  7.0  7.0  7.0  

19200605  23.925 122.125  25 7.5  8.0  8.0  8.3  8.0  8.0  8.0  8.3  

19220901  24.575 122.350 9 7.2  7.7  7.6  7.6  7.6  7.6  7.6  7.6  

19220914  24.6  122.3  20 7.0  7.3  7.2  7.2  7.2  7.2  7.2  7.2  

19350420  24.35  120.82  5 6.9  7.2  7.1  7.1  7.1  7.1  7.1  7.1  

19350904  22.5  121.55  20 7.0  7.3  7.2  7.2  7.2  7.2  7.2  7.2  

19360822  22.0  121.2  30 7.0  7.4  7.3  7.1  7.3  7.2  7.3  7.2  

19371208  23.1  121.4  20 6.9  7.1  7.0  7.0  7.0  7.0  7.0  7.0  

19380907  23.8  121.8  0 6.9  7.1  7.0  7.0  7.0  7.0  7.0  7.0  

19381206  22.9  121.6  7.0 6.9  7.1  7.0  7.0  7.0  7.0  7.0  7.0  

19411216  23.4  120.475  12 7.0  7.3  7.1  7.1  7.2  7.1  7.1  7.1  

19470926  24.8  123.0  110 7.1  7.5  7.2  7.4  (7.4)  7.4  7.4  

19511021  23.875 121.625 4 7.1  7.5  7.3  7.3  7.4  7.3  7.3  7.3  

19511022  24.075 121.725 1 7.0  7.3  7.1  7.1  7.2  7.1  7.1  7.1  

19511022  23.825 121.950 18 6.9  7.1  7.1  7.1  7.0  7.1  7.1  7.1  

19511124  23.275 121.350 36 7.0  7.4  7.3  6.2  7.3  7.3  7.3  7.3  

19570223  23.900 121.850 17 6.9  7.2  7.1  7.3  7.1  7.2  7.3  

19590426  24.725 122.475 135 7.2  7.6  7.5  7.7  (7.5)  7.5  7.7  

19590815  21.750 122.333  20 6.9  7.2  7.1  6.8  7.1  7.0  

19630213  24.475 122.225  26 7.1  7.3*  7.4  7.2  7.4  7.0  7.3  

19660312  24.050 123.000  42 7.3  7.7*  7.8  7.5  7.8  7.5  8.0  

19680226  22.925 121.575 10 6.9  7.2  7.1  7.0  7.1  6.8  7.2  

19720125  22.550 122.100 61 7.1  7.4*  7.5  7.3  7.4  7.5  8.5  

19720125  23.050 122.325 16 6.9  7.1  7.0  7.1  7.0  7.7  

19780723  22.352 121.329 6.1 7.1  7.3  7.4  7.2  7.4  

19781223  23.297 122.005 4.1 6.9  7.0  7.0  6.9  7.0  

鄭世楠等人 
（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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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性災害地震 

 台灣地區有關歷史性災害地震(1897年儀器
設置以前)主要有徐明同(1980, 1983)、
Lee et al.(1976)、Tsai(1985)、鄭世楠
和葉永田(1989)，但所涵蓋的時間不一，
用來描述地震大小的尺度亦不盡相同，其
中以徐明同(1980)、鄭世楠等(1995)二個
版本為主，也廣為各界使用，目前中央氣
象局地震資料庫即以鄭世楠等(1995)版本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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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世楠等人（2012） 

鄭世楠等人（2012） 

1694年康熙台北湖事件 

 康熙36年(1697年)郁永河奉命來台採硫在
其所著的「裨海紀遊」裡記載 ：…前望兩
山夾峙處，曰甘答門，水道甚隘，入門，
水忽廣，漶為大湖，渺無涯涘。…張大云：
『此地高山四繞，周廣百餘里，中為平原，
惟一溪流水，麻少翁等三社，緣溪而居。
甲戌四月，地動不休，番人怖恐，相率徙
去，俄陷為巨浸，距今不三年耳』。指淺
處猶有竹樹梢出水面，三社舊址可識。滄
桑之變，信有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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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世楠等人（2012） 

Jean et al. (2006)衰減式 Mw7.0 ML 6.8 

鄭世楠等人
（2012） 

1736年台南地震 

 1736年1月30日01:00-03:00(雍正13年12月18日丑
時)台南地區發生強烈災害地震。匯整奏摺(圖7)
與文獻記載如下： 

 台灣縣：與諸邑交界之新化里及大穆降倒壞房屋
142間，歪斜12間，壓斃男婦大口62名，小口44名，
壓傷男婦大小口共9名。 

 諸羅縣：與台邑交界之善化里東西保，并新化里
保，倒壞房屋556間，歪斜235間，壓斃男婦大口
164名，小口102名，壓傷男婦大小口共120名。 

 鳳山知縣與彰化縣：邑地方，地雖微動，人口房
屋俱未損傷  

 淡水廳：淡屬地方，並無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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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世楠等人
（2012） 

鄭世楠等人
（2012） 

1736年台南地震與1946年新化地震比較圖Mw6.1ML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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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世楠等（2012） 

1792年嘉義地震 

 乾隆57年6月22日末、申二時連次地震(1792年
8月9日13:00-17:00)，災害統計如表一所示，
匯整奏摺與文獻記載如下： 

 鳳山縣：阿公店街倒壞營房3間、店房2間，阿
里港街坍倒草房8間，傷斃民人1名  

 台灣縣：倒壞民屋五十四間，傷斃男婦三口  
 嘉義縣：東西北三門倒壞民房十分之八，南門
倒壞民房十分之四  

 彰化縣：民房坍倒十居其六   
 淡水廳：末時地震，城鄉各處，並無倒壞房屋
損傷人口 
 

鄭世楠等（2012） 

根據台灣采訪冊「祥異•地震」：…打貓北堡蘆竹畔莊，許陳之
收租館在焉。是日地震甚，館基四壁如故，而堂中塌地尺餘。壁
北積出比常猶高尺許。…又館前數百步，有韓家田四坵，約三分
許，因是日地之震也，而田亦塌，四至之岸在焉。(所見)…梅子
坑地最高險，兩山夾一小徑，採樵人及販炭、鬻果實者，皆經此
徑，是日地震，一樵者先行，地忽裂，樵者墜其中，地旋復合，
已成天葬矣。隨後者驚駭異常，歸以述之(所聞)。1792年嘉義地
震與1906年震度分布相當累同，故地震參數參考1906年梅山地震
的結果：23.583oN, 120.533oE,深度15.0公里，ML=6.7, MW=6.9 
斷層面解：走向75o, 傾角90o, 滑移角-141o(鄭世楠, 1995)。若
1792年嘉義地震與梅山斷層的錯動相關，則1792年嘉義地震與
1906年梅山地震相隔114年，1906年梅山地震距今已105年，顯示
梅山地震震源區值得我們進一步加強觀測與留意。 



2014/11/4 

17 

鄭世楠等（2012） 

鄭世楠等人
（2012） 

1848年彰化地震 

 道光28年11月8日(1848年2月12日)辰時(07:00-
09:00)，台澎地震，泉郡至福州省垣，皆於8日同
時並震。其中以彰化縣、鹿港廳災情最重，嘉義縣
次之，台灣縣又次之，該四廳縣，陡遭地震，計及
二百餘里，倒坍房屋為數不少，壓斃民人亦復甚多。
鳳山縣、淡水廳、噶瑪蘭廳、澎湖廳，雖俱同日微
有震動，並無傷損，亥時(21:00-23:00)微震，23
日(2月27日)亥時(21:00-23:00)又震三、四次。統
計被震各處內，惟彰化、鹿港為最重，嘉義次之；
又惟彰化之大肚上、中、下，大武郡東、西，燕霧
上、下，南、北投保，鹿港之馬芝遴、半線保為最
重，其餘各保又次之。共造成1,030人死亡，
22,664戶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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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世楠等人（2012） 

1848年彰化地震震災較嚴重區與活動斷層關係圖     彰化斷層與大甲斷層同時錯動震度模擬圖 
 若考慮大甲斷層30公里與彰化斷層36公里(中央地質調查所, 2010)同時錯動，應用Wells and 
Coppersmith (1994)經驗式(1)與鄭世楠等(2010)經驗式，評估對應的規模MW=7.2, ML=7.0。 

鄭世楠等人（2012） 

1867年基隆地震 

 同治6年11月23日(1867年12月18日)基隆外海地震有詳細的記載，
淡水廳志詳異考：(同治6年)冬11月，地大震。…23日，雞籠頭、
金包裏沿海，山傾地裂，海水暴漲，屋宇傾壞，溺數百人。
Alvarez,Formosa…..「1867年12月18日，北部地震更烈，災害
亦更大，基隆城全被破壞，港水以已退落淨盡，船隻被擱于沙灘
上；不久，水又復回，來勢猛烈，船被衝出，魚亦隨之而去。沙
灘上一切被沖走。原本建築良好之屋宇，亦被衝壞，土地被沙淹
沒，金包裏地中出聲。水向上冒，高達四十尺；一部分土地沈入
海中。基隆港內，有若干尺面積地方，其下落已較原來為深。此
係據若干歐洲商人證實報告。 

 馬偕博士 From Far Formosa(P.53) ……基隆聽到隆隆聲，港口
的海水後退直到所有的魚在泥地或水坑蠕動與掙扎，女人與小孩
急忙衝進撿拾難得地誘人的禮物，岸上尖銳的叫聲警告他們海水
回來了，如同戰爭猛烈的攻擊，海水衝過原先的邊界，清除位於
岸邊低地的房屋， 海嘯造成異常的大災禍。金包里有感地震稻
田陷落3尺，噴出硫磺水並淹沒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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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世楠等人（2012） 

台灣地區歷史地震重定位一覽表 
 

地震目錄的應用 

 Wu, Y. M.*, L. Zhao, C. H. Chang, and Y. J. Hsu (2008). 
Focal mechanism determination in Taiwan by 
genetic algorithm, Bull. Seism. Soc. Am. 98, 651–661. 

 Wu, Y. M., C. H. Chang, L. Zhao*, T. L. Teng and M. 
Nakamura (2008). A Comprehensive Relocation of 
Earthquakes in Taiwan from 1991 to 2005, Bull. Seism. 
Soc. Am., 98 , 1471–1481. 

 Wu, Y. M.*, Y. J. Hsu, C. H. Chang, L. S. Teng and M. 
Nakamura (2010).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of 
stress field in Taiwan from 1991 to 2007: Insights 
from comprehensive first motion focal mechanism 
catalog,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98, , 
306–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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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回復週期之探討 

 Chen, C. H., J. P. Wang, Y. M. Wu*, C. H. Chan, 
and C. H. Chang (2013). A study of earthquake 
inter-occurrence times distribution models in 
Taiwan, Natural Hazards, 69, 1335-1350, doi: 
10.1007/s11069-012-0496-7. 



2014/11/4 

24 



2014/11/4 

25 



2014/11/4 

26 



2014/11/4 

27 



2014/11/4 

28 

DEVELOPMENT OF REAL-TIME 
SHAKE MAP USING LOW COST 
SENSORS IN TAIWAN  

Yih-Min Wu 
Geo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CREE, National Applied Research Labora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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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507 records
Southern California 199 records
Japan 74 records

Linear regression over 780 records
log(PGV)=0.920 log(Pd) + 1.642
SDV = 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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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with modern MEMS sensor. Cheaper device may 

install to every building to give warning within three seconds 

after P arrival after a large earthquake occ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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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alert.earth.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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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