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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已經過教育部「101 年度防災教育教材統整計畫」之教材教案審議委員審查，

審查結果如下： 
教材名稱：第 11 章認識地震之 3（編號：SHEQTP03） 
學習階段：高中職、大專院校 
作者：吳瑞賢教授統籌 

勘誤說明：以下內容均已按照審查委員意見修正；如有無法修正之處，皆已加註於內文

附近，請參閱。 

防災素養指標：依照教育部「校園師生防災教育素養檢測計畫」所修定之防災素養指標，

建議「高中職」教材教案應符合下列 E1~E20 的指標。經審議委員評定，本教材符合之

素養項目已於下表中以打「Ｖ」標示。 
編號 符合 對應之素養內涵 
E1  能說出各類型災害的成因與特性。 
E2  能分析災害發生的過程以及其與人、環境之間的關連性。 
E3 v 能了解災害預防的工作項目與步驟。 
E4  能分析出生活環境中引發災害的因子，並設法加以改善。 
E5  ※能了解本地可能發生哪些複合式的災害，並及早因應及防備。 
E6  能在災害發生時，採取適當應變措施與救援行動。 
E7  能了解不同類型災害發生後，處理及救援的順序。 
E8 v 能留意各項防災警訊出現異常，並做出正確之反應。 
E9  能留意各項防災設施是否可以正常操作使用。 
E10  能警覺自身生活空間的危險因子，並設法排除以維持安全環境 
E11  ※能覺察環境的安全狀況及永續性，並加以維護及改進。 
E12  能理解災害預防勝於災後的處理。 
E13  能體認防災是社會資本投入災害處理的最好方法。 
E14  能體認防災救護工作是個人應盡之責任。 

E15  
能主動將防災資訊傳遞給他人，並和師長或家人討論如何減少潛在危

險或災害的發生。 
E16  當有災害發生，有責任協助學校及社區進行防災及救護工作。 
E17  能操作生活中的各項防災、救援設備與器具。 
E18  能瞭解所處環境的避難路線與場所所在地方。 
E19  能在災害發生時選擇正確的避災方式與場所。 
E20  能在災後協助社區或學校進行災後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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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筆劃數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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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地震儀及強震網 

11.3.1  地震儀 

觀測地震的儀器，稱為地震儀。現代使用的地震儀，是在本世紀發明的，經

過數十年不斷的改進，種類越來越多，性能也越來越精良，如圖 11-14～11-19 所

示。 

 

 

圖 11-14  帕美里地震儀 
 

圖 11-15  日據時代的老舊地震儀 

 

圖 11-16  地震紀錄器 

 

圖 11-17  地震儀 

 

圖 11-18  電腦室分析地震資料 

 

圖 11-19  衛星地動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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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 

 

11.3.2  地震監測 

    由於整體地震防災評估的考量，台灣地區裝設了台灣地震監測網、自由場強

震網、結構物強震網及寬頻地震網，以蒐集各種不同型態的地震相關資料。 

 

1.台灣地震監測網 

    中央氣象局的台灣地震監測網，如圖 11-20 所示，所使用的感應器為短週期

速度型地震儀。為一具有 71 個地震站的地震觀測網，所使用的地震儀為三向量

的地震儀。大大的提升台灣地區的地震測報功能及精確度。即時地震觀測網每日 

24 小時連續監測台灣地區地震活動，除例行地震定位工作外，並發布有感地震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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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20 台灣的即時地震監測網（資料來源：中央大學土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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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意見：建議補充說明「短週期速度型地震儀」「三向量地震儀」「自由場」的意義。



圖 11-20  台灣的即時地震監測網（資料來源：中央大學土木系） 

 
2.自由場強震網  

    中央氣象局的自由場強震網，如圖 11-21 所示，所使用的地震儀為強震儀，

自由場強震網現有測站 685 站，大部份設置於人口集中的都會區、斷層附近及各

種不同地質環境之自由場，以便蒐集完整的強震紀錄，瞭解地震時之地動特性，

作為制定安全的防震設計規範之依據。 

 

圖 11-21  自由場強震網（資料來源：中央大學土木系） 

     

    強震儀以觸發模式來判定地震的發生，當強震儀感應到某種程度以上的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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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即開始激發記錄，直到振幅降至標準以下時才會停止，大部份測站並安裝全球

衛星定位系統，可接收衛星發出之訊號來作定時。 

 

3.結構物強震網  

    近年來由於人口增加，高樓、橋梁林立，結構物耐震能力評估及設計工作日

形重要。因此在不同地質區及不同結構物中安裝結構物強震監測系統，記錄相關

資料，提供學術界、工程界研究，據以訂定安全、經濟且適合台灣地區使用的建築結

構及橋梁之耐震設計規範。  

    結構物強震網中，如圖 11-22 所示，目前共有 60 棟建築物或橋梁裝設強震系

統。為涵蓋不同功能、特性的結構物，其站址主要是依據結構物所在之地盤特性、

結構物之振動週期及特殊用途建築物等三個原則選取，以期能訂定各種不同地質

環境、各種不同樓層及例如醫院、學校、通信設施、橋梁等特殊用途建築物的耐

震設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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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22 結構物強震網（資料來源：中央大學土木系）



圖 11-22  結構物強震網（資料來源：中央大學土木系） 

 

 

4.寬頻地震觀測網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自 1992 年起著手籌建台灣地區寬頻地震觀測

網，而氣象局地震中心近年來亦規劃數座寬頻地震儀，這些系統是採用三分量寬

頻地震訊號感應器配合數位記錄器。  

    地球所預定在台灣地區陸續建立 12 座永久寬頻地震觀測站，如圖 11-23 所

示，對台灣地區之地震活動實施全天候 24 小時的連續記錄。 

 

 

圖 11-23  寬頻地震網（資料來源：中央大學土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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