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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美濃地震



0206地震事件

氣象局地震報告



• 0206地震的發震構造係深度超過10公里，呈東西走向，向北方
傾斜的深部發震構造，與鄰近區域已知的旗山斷層、新化斷層、
左鎮斷層、後甲里斷層等西南部地表淺部活動斷層無關。

資料來源：國震中心、中央氣象局

0206地震

0206美濃地震震央及餘震分布



0206地震地表變形

在地表變形觀測方面，
震央東部同震垂直位移
為沉陷，而震央西部主
要為抬升。

水平位移最大在龍崎國
小(龍崎區)，約7.3公分，
水平位移較大區域位於
震央西側至西北側距離
約20-25公里地區。

垂直位移最大在龍船國
小(龍崎區) ，抬升約12.2
公分，抬升區域集中在
震央西側，左鎮斷層、
新化斷層以南至旗山斷
層、小崗山斷層以北。

資料來源：經濟部
中央地調所



建物災損

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總
計5,727件

 紅單250件(應暫時停止
使用，須經補強認定後
始得使用並解除標誌或
拆除)

 黃單329件(應暫時停止
使用，須經排除危險認
定後始得使用並解除標
誌)。

行政區通報數紅單數黃單數行政區通報數紅單數黃單數

七股區 9 0 0 將軍區 3 1 0

下營區 12 0 0 麻豆區 9 1 0

大內區 46 5 1 善化區 123 7 2

山上區 267 20 7 新化區 132 13 8

仁德區 200 8 9 新市區 310 3 12

六甲區 2 0 0 新營區 86 0 1

北門區 11 0 2 楠西區 44 0 6

左鎮區 13 5 2 學甲區 16 0 2

永康區 744 16 19 龍崎區 7 0 3

玉井區 978 79 192 歸仁區 213 34 30

白河區 13 0 0 關廟區 232 27 12

安定區 11 0 0 鹽水區 4 2 1

西港區 31 0 0 中西區 213 14 1

佳里區 30 3 0 北區 281 0 0

官田區 32 1 0 安南區 967 5 3

東山區 1 0 0 南區 311 1 0

南化區 4 3 0 安平區 169 0 0

後壁區 4 0 0 東區 197 2 16

柳營區 1 0 0 總計 5,727 250 329



建物災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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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土壤液化災害點位分佈
 土壤液化嚴重災點：14處

 主要集中於中西區文和街、安南區惠安街、安南區府安路、安南區安和路一段、
新市區三民街



0206地震土壤液化-安南區



0206地震土壤液化-新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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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2006年臺北市建築物工程施工損害鄰房鑑定手冊】

H：建築物現況高度

：建築物傾斜水平位移量

1

200
<

∆

𝐇
<

5

200

1

40
修繕

∆

𝐇
>

5

200

1

40

拆除

•土壤液化造成建物沉陷及道路抬升，本計畫建議災後一樓
樓地板與道路高低差 ∆ 𝐇

20 cm < ∆𝐇< 60 cm ∆𝐇> 60 cm修繕

拆除

土壤液化建物災損評估



0206地震土壤液化建物災損

本次0206地震在臺南市共計有中西區、北區、安南區、永康
區、新市區、關廟區及新市區發生土壤液化的情形，但建物
受損的情形以前五個行政區較為嚴重。

比照紅單建物共
計有50件，(安南
區45件、新市區4
件、永康區1件)。

比照黃單建物共
計有416件，(安
南區381件、北區
19件、新市區13
件、中西區2件、
永康區1件)。



2016/02/06 美濃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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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災情

影響區域 臺南地區

失蹤及傷亡 117人死亡，551人受傷

各地災情
臺灣戰後繼1999年集集大地震以來傷亡最嚴重的地
震，臺灣有史以來單一建築物倒塌而最多罹難人數

維生管線 40萬戶停水、17.2萬戶停電

經濟損失 經濟損失達32億7,775萬元(行政院核定重建經費)

• 累計開設收容所共14處(臺南市)，累計收容人數313人。



0206美濃地震應變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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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地震事件

災害應變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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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永康區永大二路129號為前進指揮所

• 警戒區範圍
• 災害警戒封鎖
• 場所空間規劃

捐贈物資場所設立
搶救人員休息場所
市府服務站
家屬服務中心
家屬休息區
媒體中心
檢傷區
流動廁所
罹難者大體後送&相驗(殯儀館)

• 電信行動基地台架設-臨時救難電話
• 照明設備
• 發電機
• 場所設備提供
• 場所空間分布圖製作與公告
• 後勤補給

07:00



日期 消防 義消
外縣市
特搜

民間
團體

國軍 消防車 救護車 搜救犬

2/6 323 566 604 137 1122 105 44 26

2/7 282 420 601 126 705 115 44 29

2/8 500 413 547 85 520 156 68 25

2/9 500 453 468 95 566 156 68 18

2/10 261 466 555 106 594 84 31 17

2/11 167 394 501 60 599 84 31 15

2/12 488 184 396 51 634 84 31 18

2/13 117 33 383 25 428 22 4 15

2/14 41 77 80 0 104 8 0 0

總計 2,679 3,006 4,135 685 5,272 814 321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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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地震消防局搶救動員人力統計



維冠大樓搶救情形-人命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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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用185人次專業技師與建築師人員、1,084部次機具車輛。

0206地震工務局搶救動員救災資源統計

日期 大鋼牙 挖土機破碎機大剪刀卡車水車山貓抓斗車 發電機 吊車

2月6日 6 2 0 0 0 0 0 0 0 0

2月7日 26 12 4 0 21 2 0 0 0 0

2月8日 55 16 13 4 11 5 1 0 1 1

2月9日 54 17 17 6 17 6 5 2 3 0

2月10日 71 18 5 10 16 6 6 3 3 0

2月11日 65 21 8 9 39 6 6 6 3 0

2月12日 52 24 7 6 28 2 3 5 2 0

2月13日 53 35 6 6 93 12 4 6 3 0

2月14日 28 17 1 5 20 9 3 6 3 0

2月15日 5 7 0 1 18 3 2 0 1 0

小計 415 169 61 47 263 51 30 28 19 1

總計 1,084



維冠大樓搶災情形-倒塌建物移除

重型機具全力協助搜救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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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地震各區撤離人數

山上區及南化區公所經鑑定為危樓，已分別移至南化里
活動中心及清潔隊辦公室持續辦公。

地震死亡人數共117人(含歸仁地區
死亡2人、 印尼籍外勞1人) ：
設籍本市計93人；非設籍本市計24人。

男生罹難者計63人；女生罹難者計54人。

未滿20歲罹難者計3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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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供應管理與關懷服務

物資捐贈與處理
 成立4處物資收受窗口：於2月6日起於災防辦公室、社
會局辦公室、崑山里活動中心及社會褔利綜合大樓等
四處地點由專人負責物資收受及媒合之工作，工作人
員及志工計176人次。

 受理民眾物資捐贈：專人負責民生物資、醫療用品、
救災用品等捐贈物資存放管理及物資出入點收工作，
自2月6日至2月14日共計1,353筆。

關懷服務

 協助傷者就醫及受災家戶庇護安置事宜：後續並由社
工人員連結資源協助家戶各項復原工作，計調派157名
社工人力(受災戶一戶一社工)。

 結合民間慈善團體提供關懷支持、餐食服務，自105年
2月6日至5月16日止，估計動員18,648人。



0206地震災害應變

0206地震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間

 2/6 04:30 完成一級開設

 2/14 14：30 解除應變中心開設

 開設時數202小時

 0206地震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開設時間

 2/6 05:10 完成前進指揮所開設作業

 2/14 14：30 解除應變中心開設

 開設時數201小時

應變中心解除後由市府0206震災聯合
服務中心持續辦理災後復建業務

(於4/6解除回歸各局處辦理)



未來防災課題



課題一：即時災害資訊的傳達

 0206地震發生後，清晨4點
後災情逐步傳出，初步確認
震央位於高雄美濃，但通報
資料顯示臺南市災情較為嚴
重，大量的查詢電話與網路
查詢湧入臺南市災害應變中
心與市府災害應變告示網。

市府通信線路與網路因大量
流量湧入幾乎完全癱瘓，應
變中心新增多線通報線路，
電話線路仍可維持正常運作；

但網路頻寬不足造成即時災
情無法更新，民眾無法進行
資訊的查詢。



課題二：防救災體系-市府災害應變中心
進駐單位 主要工作項目

災害防救辦公室 統籌召開臺南市地震災害應變中心幕僚工作會議及指揮官工作會議

消防局 災情查通報與彙整、救災資源橫縱向協調與聯繫

民政局 公所災情彙整、殯葬管理相關工作之橫縱向協調與聯繫

社會局
避難收容處所收容統計、設置捐款專戶、受災民眾慰訪、社工支援服務及管理
等事項之橫縱向協調與聯繫

工務局 危險建築物及構造物災情查通報與派遣處置

水利局
水利設施及山坡地現況之查通報，並協調搶險及搶修需用防汛器材、機具、材
料及支援人力之調度等事宜

警察局
負責災區罹難者辨認、報請相驗、現場警戒、治安維護、交通管制及秩序維護，
並負責災害期間災區與交通狀況之查報、外僑災害之處理及應變警戒等協調支
援相關事宜。

衛生局 災情現況彙整，並開設衛生福利部緊急醫療管理系統通報與登錄傷患入院動態

環保局 災情查通報、協調人力及機具調度進行協助支援重災區環境整理

農業局 農漁牧業災損查通報與統計，及啟動緊急消毒防疫工作

交通局 交通及設施受損查通報，並協調緊急處理與修復

新聞及國際
關係處

災情彙整、開設0206震災災害應變告示網及臺南市政府官方帳號通訊軟體LINE，
動態公告即時訊息



課題二：防救災體系-災害應變中心

進駐單位 主要工作項目

市府災
害應變
中心

經濟發展局 維生管線及市場受損情形查通報與統計，並協調管線單位進行搶修

教育局 進行校園災損及師生安危查通報

觀光旅遊局 針對轄區風景區相關設施進行查通報

文化局 針對文化資產進行建物受損清查與統計

秘書處 針對市政大樓受損情形進行清查與統計

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

辦理臺南市市民服務熱線「1999」專線，受理民眾通報災情及災害應變告
示網開設

稅務局
協調人力至災區實地勘查與分送宣導資料，並配合市府向臺南市政府向臺南
地院提起假扣押，調查林明輝等所得及財產資料等事項。

財政處
協調聯繫台銀開放公庫提款供救災之用，並協助聯繫開放多元通路及海外捐
款事項及協調財團法人地震保險基金進駐災區，即時提供保險服務。

法制處 啟動假扣押保全程序及協助震災法律諮詢服務

國軍單位 協助申請國軍支援救災兵力、裝備、器材整備

人事處 統計市府員工受災情形

區公所
災害應
變中心

永康區公所 災情查通報及後勤支援與橫縱向聯繫



課題二：防救災體系-前進指揮所
進駐單位 成立 主要工作項目

市府
層級

消防局

前進指揮所 災情現況整合

救護檢傷站 執行檢傷分類及初步急救後送往急救責任醫院治療

搶救人員報到處 受理支援人力報到及器材集結

搶救人員休息區 搶救人員休息地點

警察分局
前進指揮所 治安維護與交通管制、災害現場檢驗與蒐證

機動派出所 治安維護與交通管制

工務局 前進指揮所 建築物工程災害搶險與搶修協調

衛生局
前進指揮所 醫療機構及醫事人員之指揮調派、醫療器材及藥品之供應調度

急救站 進行集結檢傷、現場救護與後送

民政局 家屬服務中心區 受災民清冊核對與建冊、發放災區家屬識別證

社會局 物資收受窗口 負責民生物資、醫療用品及救災用品等捐贈之收受及存放管理等工作

水利局 震災現場支援小組 協助災變現場-搶救機具支援

環保局 調度站 進行人力及機具調度進行協助支援重災區環境整理等工作

國軍單位 前進指揮所 聯合消防局進行搜救與傷患後送任務、整合救災兵力及機具進行搜救

區公
所層
級

永康
區公所

前進指揮所 災區清冊清查與彙整、場所規設備提供及後勤之補給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 收容災民

物資收受窗口 協助民生物資捐贈之收受及存放管理



課題二：防救災體系-市府聯合服務中心
進駐單位 主要工作項目

市府
層級

消防局 負責受災名單、失聯名單彙整整合及協調工作

民政局 聯合服務中心整合協調及分工、罹難者大體後送處理

社會局 負責關懷受難家屬及情緒撫慰

教育局 負責災區受災學童統計及學區就學及後續就讀問題

都發局 負責後續需租屋及復原改建事宜

交通局 負責受傷罹難者家屬接駁車服務、替代道路規劃

政風處 負責現場秩序維護及組織架構規劃

警察局 負責在封鎖管制線外，勸導市民離開、大體相驗處理

新聞及國際
關係處

成立【媒體中心】，掌握災害處理進度及現場狀況，每小時定時召開記者
會一次，並主動發布市長救災及勘查新聞稿

觀光旅遊局
2月9日起則派員進駐市府聯合服務中心支援新聞處，負責市長記者會新聞
稿彙整及相關記者會現場安排管理、場地佈置、媒體引導及家屬入座等

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

2月9日起則派員進駐市府聯合服務中心支援媒體中心，協助救援進度家屬
說明會環境安排。

環保局 負責流動廁所管理與定期清理

秘書室 協助家屬接送服務，在現場及殯儀所接送家屬往返

區公所
層級

永康區公所 後勤支援



課題二：防救災體系探討

本次地震市府開設
 臺南市0206地震災害應變中心(永華應變中心)

 臺南市0206地震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維冠大樓旁)

 相關局處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維冠大樓旁)

 市府聯合服務中心

 永康區0206地震災害應變中心(永康區公所)

 永康區0206地震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維冠大樓旁)

各應變中心與前進指揮所是否有
功能重疊﹅人力資源浪費的可能，
有無整合的可能

民政局前進指揮所

永康區公所進指揮所 市府進指揮所

消防局救災人力及進指揮所配置



課題三：前進指揮所

市府選定永大路二段民宅作為
市府前進指揮所，並由市長直
接進駐進行指揮，指揮官在第
一時間掌握資訊並進行決策，
在運作仍有下列問題：
 此次前進指揮所選擇設置於民宅內，

如遇主震於後發生，將可能造成更

大的損傷，前進指揮所規劃可選定

開闊空間或耐震程度較高的地點。

 空間需求應足以容納前進指揮各組

人員進駐，以利指揮官下達決策與

工作協調，並有資訊發布與記者會

空間。

需思考前進指揮所的功能，
決定空間需求與軟硬體裝備

市府前進指揮所位置

市長救災進度說明



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1/3）

一、依據：「臺南市政府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

二、為強化災害應變機制，掌握災害現場救災情形及支援需求，統

籌、調度及運用整體救災資源，提升災害現場各項緊急應變效率，

本府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於災害發生時，得視災情需要成立

「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並通報有關機關（單位）派員進駐。

三、指揮所地點選定條件如下：

1、避免有發生二次災害之虞之地區或場所。

2、可提供水、電與資通訊設備。

3、交通便捷且利於與災害現場協調聯繫及指揮調度。

四、「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之指揮官：

由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應親自或指定適當人員擔任指

揮所指揮官，統籌、調度及運用救災資源，指揮災害現場救災；

並指定一人至二人擔任副指揮官襄助指揮官。



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2/3）

五、前進指揮所之編組、進駐人員及任務
1、指揮幕僚組：由災防機關及受災區域區公所派員，負責編組人員報到、任

務分配及協調聯繫事項；必要時得通知本府災害防救辦公室

派員協助。

2、新聞組：由新聞及國際關係處派員適時提供媒體各項災情及處置資料。

3、搶救組：由消防局派員執行各項災害搶救、人命救助及緊急救護。

4、治安組：由警察局派員執行災害現場警戒封鎖、治安及受災民眾身份查證。

5、疏散撤離組：由民政局派員督導區公所執行民眾疏散撤離作業。

6、收容安置組：由社會局派員督導區公所執行災民臨時收容安置及民生物資

運補作業。

7、醫護組：由衛生局派員成立現場臨時救護站，負責傷病患之檢傷分類、醫

療救護及後續就醫事項。

8、搶修組：由災防機關派員執行災害現場障礙排除、工程搶修搶險、抽除積

水、淹水及調度工程機具。

9、後勤組：由受災區域區公所派員負責編組人員飲水膳食及其他必要物資後

勤補給。



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3/3）

六、運作機制：
1、編組人員接獲通報，應攜帶

必要裝備及器材至前進指揮

所報到並接受指揮官任務分

配，執行災害搶救工作。

2、指揮官應與市級及區級災害

應變中心保持聯繫。

3、前進指揮所召開會議或協商

重要事項，得通知相關（單

位）派員與會。

4、前進指揮所應彙整各項災情

資料及處置情形，掌握傷亡、

失踨及送醫人數，並應視災

害規模通報臺南市災害應變

中心或有關機關支援。



前進指揮所軟硬體設備整備

 硬體設備
• 資通訊設備﹅電腦(筆電)、
印表機﹅影印機﹅文具、
桌椅、帳篷

• 掛牌、應變用表單

 軟體(法規、作業規定)

課題三：前進指揮所

可參考於市府應變中心
預先進行前進指揮所軟
硬體設備整備工作



課題四：災區劃設與管理

災區管制區內涉及救災人員、
救災救護機具車輛、工程機具
車輛、物資供應區、家屬休息

區、媒體採訪區及前進指揮所
等空間。

需專責機關整合各單位需求評

估劃設足夠空間並進行空間規
劃配置。

管制區劃設後應進行嚴格人員
與車輛控管，並訂定其管理機

制(包含進駐登記與分級識別
證發放、可支援項目登記、分
配空間等)，以利災害中可緊
急處置應變與搶救作業。

)

市府服務站

倒塌現場
前進指揮所

(永大路二段129號)

媒體休息區
(永大路二段117號)

市府聯合服務中心
(永大路二段131號)

市府服務站

4

倒塌現場

檢傷區

家屬休息區

市府服務站

圖例

特搜

服務據點



課題四：災區劃設與管理

對進入管制區車輛應採許可制，
透過管制中心統一進行車輛(救
災救護、工程機具)進出管制並
規劃停放地點。

對於傷者與罹難者的運送，應
確認車籍、駕駛人員及目的地，
離開災區時亦須通報指揮中心，

必要時可以車輛管制卡進行控
管。

災區管制區內非屬必要救災人

員、機具、設備可依災防法第

24條要求離開。



課題五：避難收容對策

本市目前已規劃605處避難收容所，平均
一個行政區約有16處避難收容所，然而現
有規劃的避難收容所仍面臨下列問題：

 規劃過多避難處所未做分級處理，公所是
否有開設能力

 現行避難處所以活動中心為主，但部分活
動中心多屬老舊建築，對於建物結構的安
全性仍有待評估

 國中、小學校具有教室、體育館(禮堂)可
提供短時間大量收容能量卻未列為避難收
容所。

 現行避難收容所空間規劃採平均分配，未
考慮災害風險區位，可能導致高災害風險
區避難空間不足的可能

崑山里活動中心

崑山國小



課題五：避難收容對策

大規模災害的應變與救難工作可能持

續達一星期以上，長時間的應變與救

災作業將造成人員體力的快速流失，

在災區現場應建立排班與休息的制度。

非值勤人力應避免留在災區現場，以

維持災區周邊動線通暢並使非值勤人

員能充分休息。

避難收容組應協助前進指揮所與救災

人員休息待命區規劃，並協助必須設

備的設置，例如躺椅、用餐桌椅與器

具、睡袋、行動衛浴等，以利提供較

為舒適的休息待命空間。



課題六：物資接受與補給

 處理物資捐贈與各單位物資需求可分為民

生物資與救災物資，民生物資由社會局協

助管理，但在救災物資部分卻無專責機關

辦理。

 建置民生物資與救災物資整合表單，於災

中建置資料庫(含電子表單)定期更新並於

網頁公開。

 在捐贈救災物資及救災用品之接受、登記

與發放部分，建議可清楚規劃於市府及區

級災害應變中心之權責分工。

民間捐贈

勸募

緊急採購

民生物資

救災物資

物
資
平
台

災民

救災救護

工程機具

供應

申請

國軍



課題七：土壤液化災害對策

本次0206地震為921集集地震後最大範圍的土壤液化災害，其
中災情較為嚴重區域為北區、中西區、安南區、新化區及永
康區。

區別
統計戶數

(2/16)
統計戶數

(2/17)
統計戶數

(3/3)

安南區 692 796 953

新市區 146 146 164

北區 58 58 58

中西區 16 16 242

永康區 33

合計 912 1,016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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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土壤液化災害的特殊性(發生頻率較低且多為地震誘發)，
一般民眾與工程單位對於土壤液化的認知較為不足，導致土壤
液化災區的處置較為緩慢，後續應配合本次地震災害經驗建構
下列對策：

(一)﹅土壤液化災害防災宣導

透過土壤液化現象﹅圖資﹅影像針對土壤液化可能的影響與改善策

略進行說明，減低土壤液化潛勢區及受災戶民眾疑慮。

(二)﹅地方層級土壤液化災害潛勢分析與潛勢圖製作

利用本次土壤液化災害點位地表變形及噴砂資料，配合現有鑽探點

位及土壤液化潛勢圖進行評估，完成高精度潛勢圖製作。

(三)﹅土壤液化災害區災害調查方法

由於國內過去欠缺土壤液化災害的調查方法，後續應針對土壤液化

災害建構相關的調查方法﹅流程﹅表單及資料分析方法。

課題七：土壤液化災害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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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壤液化災害區受災建物修繕(補強)工法

針對受災建物經災損評估分級評定為「可修復」建物，依建物樓層﹅

型態﹅土壤條件等特性之不同修繕工程進行記錄提供後續應用參考。

(六)﹅土壤液化災害區道路及維生管線重建

對於土壤液化區導致地面高程改變與不均勻沉陷的問題，造成道路、

排水系統、汙水系統的受損，將修繕工程進行記錄提供後續應用參考。

(七)﹅土壤液化潛勢區現有建物補強方案

對於評估為土壤液化災害高潛勢區建物，參考建物型態﹅基礎類型﹅

樓層﹅土壤條件等因子，選定示範建築物地盤改良工法設計與施做，

並進行分析與經濟性評估，以供後續建物補強評估參考。

(八)﹅諮詢服務與建築物健檢

為免除民眾對土壤液化災害的疑慮及可能對建築物的影響，成立土壤

液化災害諮詢服務站並建立服務專線配合宣導工作減低民眾疑惑。

課題七：土壤液化災害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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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七：土壤液化災害對策-都市計畫更新
安南區溪頂里：主要土壤液化災區建築物，

超過半數評估為紅單或黃單，其餘建築也面臨
過於老舊、品質不良(疑似海砂屋)的問題。

災補助民眾修繕之外
是否有都更的可能

資料來源：成大都計系黃偉茹
助理教授/張秀慈助理教授



課題八：災害紀實與經驗傳承

歷次災害的教訓都是防救災進步的契機，歷史不能遺忘﹅經
驗要逐步累積，任何的災害都應完整記錄作為後續成長的參
考。

 0206地震事件為臺南市近50年來之寶貴實務地震應變搶救與
應變經驗，此次災害經驗應完整記錄摒除新檢視相關的作業
規定﹅流程與法令是否有調整改善的空間。

防救災人員更換速度頻繁，相關的災害案例與處置經驗應納
入教案﹅兵推情境，作為人員訓練與演練的參考。



結語



大規模災害性質

 突發性：有些災難發生前有2到3天的預警期，如颱風、颶風、洪水、火

山爆發、乾旱。但有些災難幾乎無預警期，如地震、爆炸、大火、飛機失

事、車禍等都是突然發生。

 不熟悉：人們雖然見識過不少災難，但終究不是生活中熟悉的事物。每

一次災難發生，往往都帶來新的體驗。

 難預料：颱風會不會帶來豪雨？豪雨會不會帶來土石流？土石流會不會

經過民宅？雖可預測，但難精準推測。

 地區性：災難通常是地區性的，如地震不可能單挑一幢震倒，水災往往

淹沒全村、全鄉鎮，甚至幾個鄉鎮市都受害。

 重傷害：災難會造成人員傷亡、財產損害、社區瓦解、環境破壞等多重

後果。

不管何種類型的大規模災難，均有以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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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災害特性都有其獨特性，須配
合災害的情境擬定應變與救災計畫



地震災害防治策略

資料來源:大規模地震災害防治策略建議書(中央研究院)

大規模地震災害發生時不但會造成民眾的恐慌，同時也會造
成應變與救災救難人員的慌亂。

災情資訊的精確傳達有助減低應變混亂期的時間，有效的分
配救災資源快速展開救災作為，減低災害的損失。

災害評估與情境模擬技術的精進﹅標準作業流程的訂定﹅防
救災物資的儲備﹅人員的訓練與演練等將有可能大幅減低災
害的損失。



結語

本次0206地震在台南地區造成重創，在市府團隊的全力投入
下將災害的損失降到最低，為國內近年來救災應變的範例，
但仍有部分作為可強化精進。

依據中央地調所資料顯示，此次地震由於引發地震的斷層並
未出露地表，因此所造成的災情較為單純，多數破壞係地震
波的強烈搖動所致；此地區未來不排除再度發生類似規模的

地震，位於附近的重要設施仍須提高耐震能力並強化市民的
防災意識。

本次地震造成兩處區公所(山上﹅南化)及多處學校與公有建物
成為危樓，為確認各級應變中心運作及民眾安全，建議應針
對內公有建築進行安檢並針對危險建築進行耐震補強。

 1946年新化地震及2010年0304甲仙地震在新化斷層沿線產生
的噴砂現象具重複性，顯示此地區的土層在強震時容易發生

土壤液化，土壤液化災害的防災作為應應納入後續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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