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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防災宣導及對策

劉坤松

成功大學防災研究中心

高苑科技大學土木系暨防災研究中心

Mar 28, 2014 台南市

103年臺南市「地震無預警、減災有要領」系列宣導活動



主題 內容

姓 名 劉坤松

職 稱 教授

專 長 環境教育、防災教育、天然災害潛勢分析。

電話 (07) 6077201;  0928227151
E-mail lk.sung99@msa.hinet.net

學 歷 國立中央大學地球科學博士

經 歷 *中央氣象局課長、技正 *高苑科大土木系、通識中心副教授

重要
事蹟

z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教育人員認證100-105年。
z高雄市政府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
z花蓮縣100~102年度災害防救深耕計畫共同主持人
z高雄市100年度災害防救深耕計畫共同主持人。
z內政部消防署101年災害防救演習查核委員。
z台北101國際金融大樓環境評估審查。
z921集集地震行政院防救災指揮中心進駐。
z台灣省教育廳：台灣區學校附近活斷層普查及防震對策研究。
z台北市第一條木柵捷運線通車前履勘。
z中央及地方政府天然災害防護演習，地震災害防護宣導講座。
z國科會專題計畫審查委員。
z名列2012年世界名人錄、亞洲名人錄。
z名列2012年英國劍橋國際名人誌中心「世界百大教育家」。 2



地震防災宣導及對策

� 一、地震災害與地震成因

� 二、地震觀測與地震預測

� 三、地震特性與地震防護

� 四、地震防災

� 五、結語與討論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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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車之鑑－

� 日本311大地震的審視

� 斷層活動、海嘯、

� 強震振動、輻射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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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quak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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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整理:中研院地球所黃文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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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a engulfs homes in Natori, Miyagi prefecture Photograph: Keystone/Rex Features 

Page created by W. G. HuangCredit: Guardian Unlimited 資料整理:中研院地球所黃文紀博士



7蕭文啟許麗文蕭乃祺呂佩玲(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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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強震 92％罹難者死於海嘯更新日期：2011/04/21 04:11

人禍！海嘯高度預報不準 讓居民枉死
另外，朝日新聞也報導，在這次震災海嘯中，死亡人數超過一千三百人的
岩手縣釜石市，當時預報海嘯高度為三公尺，實際撲來的巨浪卻高達九公
尺，致使許多人枉死，「人禍」因素也在災後受到討論。
釜石市在三月十一日下午地震發生後一分鐘，即以無線電播送海嘯警報，
依照氣象廳預報內容，警告民眾海嘯高度為三公尺，雖然氣象廳後來數度
上修海嘯高度到十公尺，釜石市卻因停電而未接收到最新訊息，仍繼續放
送三公尺海嘯警報，造成許多只在二層樓高避難的民眾，被九公尺高巨浪
捲走。相較之下，釜石附近的大船渡市播放警報時，並未預報海嘯高度，
結果當地海嘯高度九．五公尺，但死亡及失蹤人數五百多人，明顯比釜石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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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d at 14:46 JST 11 Mar 2011
Region name Sanriku Oki
Depth about 20km
Magnitude 8.8

Credit: JMA Page created by W. G. Huang資料整理:中研院地球所黃文紀博士

日大海嘯 最高達37.9公尺
2011/4/5(中華日報)
東京大學地震研究所的實地調查
發現，在岩手縣宮古市的田老地
區，這次東日本大震災的海嘯沖
抵37.9公尺高山坡上，也是截至
目前的此番大震災海嘯調查的最
高紀錄。

據「讀賣新聞」報導，這次
高達37.9公尺海嘯，直逼1896年
明治三陸地震時，岩手縣大船渡
市觀測到的日本國內最高紀錄
38.2公尺。

東京地震研究所副教授都司
嘉宣前往田老地區調查小堀內漁
港週邊的漂流物等，結果在距離
海岸200公尺的山丘斜面上37.9公
尺高處，確認落葉遭海嘯沖走，
且數公尺下方也有一輛嚴重毀損
消防車。都司表示，「調查才剛
展開，十分有可能在更高地點找
到海嘯痕跡。(第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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筬阿瓦力茲（Alvarez）著「福爾摩薩（Formosa）」一書中

云：「一八六六年十二月十六日晨八時二十分，發生地震，約

歷一分鐘，樹林、房舍及港中船隻，無不震動；河水陡落三

尺，忽又上升，似將發生水災。」

筺一八六七年十二月十八日，台灣北部地震，是日有十五次連

續地震，基隆（雞籠頭，金包里）沿海山傾，地裂，全島震

動，基隆全市房屋倒壞，死者數百人，基隆港海水向外海流

出，港內海底露出，瞬間巨浪捲進，船隻被沖上市內，釀成

重大災害，處處發生地裂，山腹大龜裂，噴湧泉水，淡水也有

地裂，海嘯，數百人被淹死，房屋部分倒壞。

　　由以上六次疑似海嘯紀錄中，以一八六七年所造成的海嘯

災害情況，較能確定為台灣近海地區地震所引發之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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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災害—前車之鑑

� 存亡關鍵在哪?

� 1. 2004印尼地震(南亞大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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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Credit: Guardian Un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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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整理:中研院地球所黃文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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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災害—前車之鑑

� 存亡關鍵在哪?

� 1. (1)2004印尼地震(南亞大海嘯)
� (2)2011日本311大地震

� Æ.是要有正確的地震防護知識－求生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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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災害—前車之鑑
� 存亡關鍵在哪?

� 2. (1) 2008.5 四川地震
� (2) 2010.1海地地震
� (3) 2010.2智利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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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災害—前車之鑑
� 存亡關鍵在哪?

� 2. (1) 2008.5 四川地震
� (2) 2010.1海地地震
� (3) 2010.2智利地震

� Æ是要有安全的居住場所－永保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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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防災宣導及對策

� 一、地震災害與地震成因

� 二、地震觀測與地震預測

� 三、地震特性與地震防護

� 四、地震防災

� 五、結語與討論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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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正式地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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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防災宣導及對策

� 一、地震災害與地震成因

� 二、地震觀測與地震預測

� 三、地震特性與地震防護

� 四、地震防災

� 五、結語與討論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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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存亡關鍵

四大主題

第二主題：永保安康－要有安全的居住場所，

2.1建物耐震的要求－良好結構系統的平面立面原則

2.2結構安全的落實－施工管理與使用管理

2.3建築地基的殺手－土壤液化的發生

2.4建築結構的破壞－共振效應的發生

26



由於砂顆粒間的物理作用
力，使得砂層能承擔來自
上方地面的壓力。

由於搖動的力量破壞了土壤原
來的平衡，砂土變成了泥水的
狀態，這就是土壤液化的現
象。這時候，砂土的承載力減
弱，使得地面塌陷、建築物傾
倒。

在平常的狀態下：

地震發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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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隔、減震設備示意圖
28



29無制震裝置圖 設置制震裝置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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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震前的準備
2 地震時的應變
3 地震後的處理
4 個人、家庭、
學校、機關防護

5 震後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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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前的準備＜三重四淂＞

三重
1. 重物放低：笨重物品不架高，高懸物品綁緊
2. 重物拴牢：笨重家具拴牢，門櫃鎖緊(瓦斯桶、冷氣

機)
3. 重物固定：書架(圖書館)及櫥櫃(實驗室或酒櫃)
四得
1. 得知救、火方式：得知急救箱及滅火器的使用方法與

放置地點
2. 得知水、電開關：得知瓦斯、自來水、電源的開關方

式及位置
3. 得知避難處：得知緊急的安全避難處(室內及室外)
4. 得知防護計畫：得知地震的防護計畫及行動演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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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共分四大篇，由地震
該如何跑－往上或往下？
來探討剖析地震存亡關
鍵。首先，

� 第一篇是要有正確的地震
防護知識
－求生關鍵

� 第二篇是要有安全的居住
場所
－永保安康

� 第三篇是九二一大地震的
審視
－前車之鑑

� 第四篇則是下一個大地震
前的準備
－有備無患



地震防災宣導及對策

� 一、地震災害與地震成因

� 二、地震觀測與地震預測

� 三、地震特性與地震防護

� 四、地震防災

� 五、結語與討論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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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救災圖資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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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防災地圖(個人專屬)

– 室內

u配置圖

u避難點

u逃生路線

– 戶外

u周遭地圖

u緊急避難地點

u逃生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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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個大地震－您準備好了嗎？

� 一、地震災害與地震成因

� 二、地震觀測與地震預測

� 三、地震特性與地震防護

� 四、地震防災

� 五、結語與討論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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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的參與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