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震活動背景與強震即時警報原理

強震即時警報推廣應用之架構

    臺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地震活動頻繁，且曾發生多次災

害地震，造成民眾生命威脅與社會經濟的重大損傷。以目前全球

科技之發展，準確有效的地震預測短期內仍難以達成。因此面臨

震災威脅的世界各國均全力推動強震即時警報，期能在地震發生

後快速測報，對部份距震央較遠地區預先警報，以期在破壞性震

波造成影響之前，爭取數秒至數十秒的預警時間來快速應變。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為監測臺灣之地震活動，建置維運地震即時監

測網，於全國各地建立密集地震站。利用高品質即時地震資料、

開發資料整合平台與即時演算系統，24小時持續監測臺灣地震活

動。以目前的測報效率而言，當島內或近岸發生規模4.5以上之淺

源有感地震，約在地震發生後15~20秒，即快速測得震源資訊，

再結合通訊科技、震波經驗公式與場址效應，可提供全國各地破

壞性震波之預估震度與預估到時，以利接收警報單位啟動緊急應

變計畫，甚至針對重要設備啟動自動控制，預期將可有效減低地

震所帶來的災害。

 有效實務的強震即時警報，必須結合許多跨領域單位的合作來共同完成。完整的強震即時警報架構包括：

（一）上游地震測報層次：快速演算地震震源資訊，並預估各地破壞性震波可能之預估到時與震度。

（二）中間資訊傳遞層次：利用快速穩定的網路與多元通訊科技，將預警資訊即時送達接收端。

（三）下游預警運用層次：利用接獲之預警資訊，視需求進行快速應變，或啟動重要設備之自動控制等。除

了前述三個層次協力配合外，還必須輔以正確的地震防災教育宣導，以及穩定結實的防震基礎建設始

可完備。中央氣象局之專業為地震測報，負責上游地震測報層次，將持續努力縮短預警時效、提昇測

報資訊之精確度；而中、下游層次則有賴跨領域單位之協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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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6年2月6日美濃地震為例，地震發生後約12秒即演
算出初步震央資訊，對臺北地區提供49秒的預警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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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震即時警報介面

（1）每年持續辦理「合作推動地震資訊傳遞服務成果交流會」，就推動強震即時警報之現況、科技運用、

服務層面與未來規劃等進行交流，來日益完備國內防災產業之規模。

（2）目前的手機無線網路雖可有效提供便捷的資訊接收，但由於網路穩定性、手持式裝置之硬體效能、無

線推播技術、應用軟體開發等因素，目前APP 之接收效率與穩定性仍有待改進。

（3）預警資訊之大量快速傳遞，僅可提供接收單位或民眾個人之訊息獲知，相關的應變規劃與教育訓練必

須同步推動。

（4）除了提供緊急應變與避難之外，強震即時警報的最大效益在於重要設備的臨震自動控制，例如交通建

設減速或停止、電力瓦斯管線的中止或遮斷、電梯設備控制、高科技廠房、機密醫療設備等應用。

未 來 規 劃

強
震
即
時
警
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