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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地理資訊系統於 
地震防救災之應用 

陳志欣 

簡報大綱 

• 背景 

• 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 

• 地震防救災網路地理資訊系統 

• 台灣地震損失模擬資 訊網應用案例 

• 台灣地震早期損失評估資訊網應用案例 

•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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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與颱風、洪水和土石流等天然災害比較，地震發生的
時間、地點、規模等均具較大的不確定性，且一旦發
生，在短時間內造成大規模人員傷亡與經濟損失 

 

• 減災世界會議之「 2005-2015 兵庫行動綱領：建構國
家與社區的災害回復力」 

–將災害風險因素納入各層級永續發展政策、策略與
執行方案 

–強化各層級的制度組織、機制及能力 

–整合緊急應變、整備、應變、復原在 
災區的重建計劃上 

歷年地震遍佈全台 

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 (1/3) 
 

大規模地
震 地表運動 地層破壞 

工程結構物損害評估 

重要設施 

廢棄物 火災 直接經濟損失 臨時避難所 

間接經濟損失 

地震災害潛勢分析 

直接社會經濟損失 

交通系統 一般建築物 

人員傷亡 

地震引致的二次災害 

民生系統 

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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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 (2/3) 

• 震災境況模擬 
– 根據模擬地震的震源參數和活動斷層的屬性資料，推估各
地地表震動強度、土層破壞機率與引致的永久變位，並可
進行各項工程結構物，如一般建築物、橋梁、地下管線等
的損害評估，以及對社會經濟的衝擊 

TELES已事先計算約九萬多筆之損失模擬資料庫 

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 (3/3) 

• 震災早期評估 
– 在強震後的短時間內，TELES結合中央氣象局的地震速報系統，
一旦接收地震報告的電子郵件，震災早期評估模組將自動啟
動，在極短時間內將推估的災害潛勢和損害與傷亡數量等資
訊，供災害應變中心參考 

• 地震風險評估 
地震報告郵件 

災損評估資訊 

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 
震災早期評估 

電子郵件 網頁查詢 簡訊 

震災早期評估運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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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防救災網路地理資訊系統 

• 台灣地震損失模擬資訊網 
– 功能：提供使用者模擬地震發生後可能造成之災損分布情形 
– 時機：震前預防準備、學術研究 
– 對象 ：政府單位、消防單位、學術單位、地震中心 

• 台灣地震早期損失評估資訊網 
– 功能：於地震過後快速提供可能之災損情形，以供相關單位與人員查詢
與分析 

– 時機：震後應變 
– 對象：政府單位、消防單位、地震中心 

台灣地震損失模擬資訊網 台灣地震早期損失評估資訊網 

災損評估 
• 地震災損：TELES災損評估結果 

– 地震災害潛勢分析 

– 建築物損害與人員傷亡 

– 橋梁損害 

– 自來水管線損害 

– 校舍損害 

• 重災區暴險：依據TELES評估之地表最大加速度或活
斷層空間地理位置，展示處於高風險區域之標的物 
– 建築物與人員 

– 橋梁 

– 自來水設施:水管橋、加壓站、配水池、主要幹管 

– 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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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清單 

圖資分類 圖資名稱 

基本圖資 交通路網、行政區界、地標、水文、橋梁 

影像圖資 福衛二號衛星影像、航照影像 

地震相關圖資 歷史地震目錄、活斷層分布、海嘯易淹 

民生系統圖資 
自來水管線、瓦斯管線、水管橋、加壓
站、配水池 

電力系統圖資 電塔、變電所 

重要設施圖資 國中小學校舍 

外部圖資 
Google Maps、Google Earth、Google街景
圖、Bing Maps、Open Street Maps 

事前準備 

• 支援 Chrome、IE9、Safari、Firefox、IOS Safari、Android 
Chrome等瀏覽器 

評估視窗 地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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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模擬山腳斷層七級地震 
• 震源參數設定 

–活斷層 

–地震規模 

–震源位置 

–震源深度 

–斷層開裂方向 

震源參數設定 

地震災害潛勢評估 
• 地表最大加速度 

• 短週期譜加速度 

• 長週期譜加速度 

• 液化潛能指數 

• 土壤液化機率 

• 垂直液化震陷量 

• 地表加速度/C86 

 
地震災害潛勢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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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操作 
• 欄位顯示 

• 多欄位排序 

• EXCEL下載 

三欄位排序設定 顯示欄位設定 

地表最大加速度主題圖 

定位 

繪製地表最大加速度主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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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套疊與比較 
• 變更底圖為衛星影像並套疊電力設施 

• 雙視窗左右地圖比較 

海嘯易淹圖層套疊 
• 變更底圖為衛星影像並套疊海嘯易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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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水災損數  

• 配水災損率  

• 輸水災損數  

• 輸水災損率 

• 修復時間 

• 修復經費 

自來水系統損害暨損失評估 

以不同行政區單位查看損失評估資訊 

自來水設施風險暴露-運用PGA分析 1/3 

• 暴露分級 
– 五級強以上(>=0.16g) 

– 六級弱以上(>=0.25g) 

– 六級強以上(>=0.33g) 

– 七級以上 (>=0.4g) 

 

• 評估設施 
– 水管橋 

• 建造年代、管線口徑、管線數、建造成本 

– 加壓站 

• 建造年代、加壓數、日出水量、用戶數、
建造成本 

暴險之水管橋 

暴險之加壓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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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設施風險暴露-運用PGA分析 2/3 

• 評估設施 

–配水池 

• 建造年代 

• 有效容積 

• 建造成本  

–主要幹管 

• 最大管徑 

• 最小管徑 

• 長度  

 

暴險之配水池 

暴險之主要幹管 

自來水設施風險暴露-運用PGA分析 3/3 

配水池風險暴露主題圖 
與配水池屬性資料查詢 

主要幹管風險暴露主題圖 
與主要幹管屬性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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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設施基本資料 
• 水管橋基本資料 

– 建造年代、管線口徑、
管線數、建造成本 
 

• 加壓站基本資料 
– 建造年代、加壓數、
日出水量、用戶數、
建造成本 
 

• 配水池基本資料 
– 建造年代、有效容積 
、建造成本 
 

• 自來水管線統計 
– S1管長、S2管長、S3管
長、S4管長、S5管長、
配水管長、輸水管長、
總管長  
 

配水池基本屬性資料 

自來水管線統計資訊 

水管橋基本屬性資料 

加壓站基本屬性資料 

距離與面積量測 
 

量測主要幹管長度 

量測三重區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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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與校舍損害暨損失評估 
• 學校災損評估資訊 

– 超越輕微損壞 

– 超越中度損壞 

– 超越嚴重損壞 

– 完全損壞 

– 最重校舍損壞程度 

– 須警戒強度 學校災損評估資訊 

校舍災損評估資訊 

 
  

– 損失金額 

– 輕傷 

– 中傷 

– 重傷 

– 死亡 

– 重傷亡小計 

• 校舍災損評估資訊 
– 超越嚴重損壞機率 

– 超越嚴重損壞樓地板面積 

– 損失比 

– 損壞狀態 

– 須警戒強度 

– 損失金額 

– 傷亡人數 

學校與校舍風險暴露-以活斷層距 
• 暴露分級 

– 5、10、20、50、100公里內 

• 評估項目 

– 校地面積 

– 學生數 

– 員工數 

– 日間人數 

– 土壤類別 

– 土壤液化敏感類別 

– 地址 

– 電話 

計算活斷層緩衝區 
篩選範圍內之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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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地震早期評估結果查詢(以921地震為例) 

• 災損評估摘要 

• 震源參數資訊 

地震事件選取(預設為最新地震) 

一般建築物與人員傷亡損害暨損失評估 

• 以縣市或鄉鎮為單位，顯示建築物損害與人員傷
亡 
– 1-3樓層 

– 4-7樓層 

– 8樓以上 

– 建物總損失 

– 受傷 

– 死亡 

– 總傷亡 

– 總損失 

 

 

 

已縣市為統計單位 

已鄉鎮為統計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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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地球查看現地 
 

以3D方式身歷其境 

繪製統計圖表 

以長條圖呈現建物總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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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地圖 

• 上傳KML格式之地圖並與地圖套疊 

• 分享自身地圖予其他人員 

載入共享地圖 

橋梁損害暨損失評估 

• 橋名 

• 工程處 

• 工務段 

• 路線 

• 里程數 

• 寬度 

• 長度 

• 阻斷機率 

• 損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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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分布主題圖與屬性資料查詢 
 

街景圖 

• 察看現地街景圖以了解現場真實狀況 

查看街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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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 

• 地址定位 

• 地標定位 

• 交叉路口定位 

• 里程定位 
運用地標定位功能查詢太平橋位置 

運用里程定位功能查詢國道一號180K位置 

活斷層套疊 

• 活斷層套疊與屬性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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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目錄套疊 
• 地震目錄套疊與屬性查詢 

 

地圖標示與輸出 

• 將重要位置或形狀標示後以KML之格式輸出，以
利於不同地理資訊系統之套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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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2 

• 降低地震所造成的災害有賴於震前的準備與震後
反應能力， 為減少地震所帶來的災害，地震防
災科技之研發與落實應用為防災工作中極為重要
的部分 

 

• 以資訊服務之方式推廣TELES多年來之研發成果，
減少防救災人員之使用複雜度，提供震前、震後
等不同時期之應用時機 

結論 2/2 

• 未來將增加避難人數、火災救難需求、廢棄物、
經濟損失、救災資源需求、民生物資需求等資訊 

 

• 未來將持續擴充交通系統、民生系統、重要設施
等不同結構物損害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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