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逐字稿開始> 

⚫ 上半段 

面對災害來臨，我們該如何避免或與其共存，帶你瞭解防災觀念和知識，共同學習防災演練和

措施，防災不是口號，自我保護才最重要，跟我一起開啟防災新視界。 

【主持人-歐啦】：ok，來到禮拜二的生活 in design，今天一樣很開心邀請到我們的好朋友，國家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然後今天邀請到的是，地震與人為災害組的柯孝勳研究員，柯博士您好。 

【受訪人-柯孝勳】：主持人好，各位聽眾大家好。 

【主持人-歐啦】：好，我覺得今天呢，要跟柯博士呢請教的這個對於臺灣人來說，我覺得是很重要

的，因為臺灣真的算是地震比較頻繁的國家，那今天想要跟博士聊聊的就是地震時，該怎麼躲才安

全，個人安全防護，我們要來給博士一次給他問清楚齁，那當然啦，在講到這個很重要的個人安全

防護之前呢，一定有一些基本的東西，我也想要來跟博士請教一下，我想要請問說為什麼地震，他

只能預警，卻無法預測呢？ 

【受訪人-柯孝勳】：好，因為地震它的作用機制基本上都是深在大概十公里、十五公里的很深的地

底，那基本上現在的觀測的能力還是有限，尤其現在我們很多針對地下的探測，可能都是要鑽井，

或者是用一些比較間接的像打超音波這種，那它的深度其實都還是有一些受限，所以現在對於以科

技的能力來講，很多的科學家其實也有朝向用各種方式想要做所謂的地震前兆要來做預警，那包含

有一些是用電離層，那有一些是用可能從地下水位的變化、地下的一些化學物質的一些變化來嘗試

能不能在地震發生之前找到一些徵兆。那不過，如果從我們防災的角度來講，地震的預警要有意義，

它可能要包含你的空間的尺度，不能差太多，時間的尺度也不能差太多，第三個就是你的規模也不

能差太多，所以以目前來講，各個領域其實都已經有一些研究的一個成果，但是就是說，如果要是

用在所謂的馬上用在所謂的防災，或者是應變上，可能我們還需要一段時間的精進，才能達到剛剛

提到這三個層面的都能是有意義的預測的話，我們才有辦法把它落實到防災應用來作我們預警的一

些使用 

【主持人-歐啦】：可是博士，那我想請問，因為就是前陣子，有許多報導都會說，哇臺灣進入這個

地震活躍期，那我有大概幾個問題想要請問是說，那既然地震，它其實那麼的難以去做這個所謂的

預測，那我們怎麼知道說地震進入了活躍期，那什麼又是活躍期？真的就是這個消息是正確的嗎？ 

【受訪人-柯孝勳】：其實有一些學者的，當然我先說明就是所謂的活躍期齁，那一般就是從統計的

結果來做一些研判，就是某一段期間地震的一些頻率，或者是說比較大規模的地震的頻率有比較密

集的一個出現，但是我們一般民眾會感覺到這樣子的一個有感覺活躍期的感覺，會來自一個是個人

觀感的一個問題，所謂個人觀感就是說，假設一個地震發生在比較沒有人的地方，或者沒有產生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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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其實新聞不會報，那一段時間，我們就感覺它好像沒有特別大的地震，那像但是我們就是說我

們有在做一些監測的這樣子隨時在注意，譬如說像阿留申群島附近，亞洲跟美洲中間的那個鄂霍次

克海那邊，其實也常常發生有規模七以上的大地震，那因為第一個可能是海上，那第二個，可能也

沒有造成災害，所以這樣子的地震事件基本上也不太會去播報，那有這種的情況之下也會造成某一

段時間好像就都沒有聽到地震的消息，但是某段時間，剛好地震都發生在有人的地方，像阿富汗在

這次阿富汗，然後摩洛哥等等，好像就一直好像有地震的消息傳出，所以活躍期這種東西，如果你

把它整個時間拉長來看，那整個空間的尺度拉到全球來看，就我個人的工作經驗來看，其實地震就

是一直在發生。對，那但是我們可以比較明確的是說，它發生的位置大致上都跟板塊邊界是符合的，

所以空間上我們比較能去說他容易高發生風險的這些位置，那但是時間上，其實就我們的觀察，其

實很難說哪一段時間，就真的不會少到某一個程度，或者是多到某一個程度，其實地震就是一直在

發生。 

【主持人-歐啦】：是，博士，那這樣其實有讓我延伸到另外一個問題也蠻想跟你請教的，因為我們

有時候常常會聽到人家說，比如說發生比較頻繁的小地震的時候，可能很多人就會說，啊。好啦。

這樣也好，就是讓它釋放釋放，不要說齁都不地震，然後一次來大的，那如果真的持續的小地震，

真的就會減少一次發生那種很嚴重的大地震的機率嗎？ 

【受訪人-柯孝勳】：其實不一定，因為有一些反而我們會從這些小地震來研判，它可能接下來會有

大的地震這個就是所謂的前震。 

【主持人-歐啦】：是 

【受訪人-柯孝勳】：對，所以譬如說像 311 的地震，它那一天是發生主震是九點零，其實他前幾天

都已經開始發生七點多以上的地震，而且不只一次，那我們那個時候一直研判，七點多，其實蠻大

的，應該都是主震，結果越來越大，所以其實它能量，在那個要跟整個地層它開裂的機制會有一些

關係，所以它可能是慢慢開裂到一個臨界點，整個大的開裂錯動，那有一些確實就是說，有些地方

卡住，然後釋放掉就沒事了，所以這個也沒有辦法… 

【主持人-歐啦】：絕對這樣子。 

【受訪人-柯孝勳】：對，所以我們會監測這些地震，然後我們研究每一個地震，它所謂的序列，就

是它發生的，一個情況是怎麼樣，那因為這個會跟每個地區的一些地質構造，或者是它地震的特性，

可能會有一些關係，那像熊本地震也是，它在之前，其實也是發生六點七的地震，那你說哪一個是

主震，對其實它後面還有更大的，所以這個確實現在以現在的科技來講，要對於地震做任何的預測，

有這個方向，但是你說真的到防災應用可以去警示民眾，其實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主持人-歐啦】：所以這樣子聽起來，其實地震真的是就像您說的，真的還有很多我們未知的東西

還要等待我們繼續去研究。那其實因為我們近期啊。就是可以看到世界各地其實真的都有蠻多蠻讓

人難過的一些地震災害的事情發生，那其實像我知道說，我們臺灣算是地震頻繁的國家嘛。那我看

到您們就是有一個是「防災避難圈空間系統之震災複合性衝擊分析方法研究」，那這邊聽眾朋友可

能會一開始聽到說欸。剛剛那一串很長這樣子，但是沒有關係，我們就先請問一下博士說，關於這

個剛剛提到的這個震災複合性衝擊是什麼東西呢？ 



【受訪人-柯孝勳】：地震災害其實我們講整個災害是指地震這個事件發生之後衍生的各種的一個災

害，地震發生，它最直接的就是建物會毀損，然後人員會傷亡，交通會阻斷，好，那但是我們想它

造成建物毀損的這一棟建物，假設它是一個化學工廠，它建物毀損，可能還會造成這些毒化物的外

洩，所以這個毒化物外洩可能就是在衍生出來的二次災害，所以那所謂複合性災害就是說，當地震

發生之後，這一些災害事件可能會同時發生，好那複合性災害最麻煩的問題還不是說它同時發生，

而是說，在某一些情況之下，它的處置上會產生矛盾，我剛好舉個例子，譬如說地震發生之後，我

們是讓民眾，你不要進到房子裡，因為怕有餘震到空曠地區，但是有一些毒化災的應變，我們會希

望人進到屋內，要緊閉門窗，那地震後同時發生毒化災，那這種複合性災害事件出現的時候要怎麼

辦，它就會出現衝突，那或者是說，有一些在海邊，地震有可能會引發海嘯，那一樣，地震離開房

子，但是海嘯是希望進到高處，所以複合性最大的問題是在於它的各個災害之間的處置會出現衝突，

對，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做這方面的一些研究就是希望能能不能再找到更好的方法，因為我們以前往

往都是單純，只是想像，地震就是房子會倒，人會傷亡，那其實以現在都市的發展，地震還是有很

多的所謂的間接災害，就常常在開玩笑，就是說，地震之後只要停電，然後通訊斷一個禮拜，這些

大學生一個禮拜沒有網路可以用，可能就受不了了，對那這個是不是也是叫所謂的地震災害，以現

在的生活大家的生活習慣來講，它也許就是一個災害，所以我們就是針對這些複合性的各種可能的

衝擊，我們大概做一些分析，那能不能找到一些解決這些衝突的一些好的方法，都會朝向這方面來

處理。 

【主持人-歐啦】：哇這樣聽起來，這個複合性衝擊的面向很廣而且很複雜。欸博士像那樣像您剛剛

有提到這個日本 311，他們是是不是就是算是一個蠻標準的這種複合性災害衝擊很複雜的一個 case。 

【受訪人-柯孝勳】：對，因為我們一直認為日本是一個防災很先進的國家，但是我們從 311 看到他

們在東北的這些沿海的鄉鎮，其實地震之後，然後引發的海嘯還是有這麼大的傷亡，那後來一直在

分析就是說，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就是地震之後，其實它的電力就被中斷了，所以他有一些廣播系

統，其實就失效了，因為沒有電力，沒有這些通訊的情況之下，它的訊息傳不出去，所以當海嘯來

的時候，他就沒有辦法去警示，所以就是說，這種幾個不同的因素加在一起，其實造成這麼大災害

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主持人-歐啦】：是，可是所以像 311 這是可借鏡，但是你們在研究的時候，完全是要針對臺灣客

製化去研究。 

【受訪人-柯孝勳】：是是是，尤其是我們會特別針對這種比較都市化更複雜的這些空間環境，因為

你裡面有工業區，有這一些，比如說像大車站的話，它就是人潮集中的地方，所以當一旦地震產生

發生的一些事故，光人員的疏散就是一個大問題，那臺灣相對幅員沒那麼廣大，像日本，他還有歸

宅困難的問題，當你這些交通中斷了，你怎麼樣回到家？那這個在日本，我們也看到有這部分的問

題，所以我們也在思考，那臺灣，雖然幅員沒有那麼大，但是我們以台北來看，其實台北市被很多

河流跟山包圍，那大家的生活型態是白天新北、基隆其實是會進到台北市工作，晚上回到自己的家，

那萬一發生地震，跨淡水河的這些橋假設阻斷了，那你怎麼過來？板橋這邊或者是新北這邊，那往

北這些山如果這些道路阻斷了，你怎麼樣回到你原本的地方，其實這也許也都是一些問題。 



【主持人-歐啦】：所以其實我覺得聽到這邊，我們就已經知道說，對於地震的這個防災的方面有多

麼的複雜，就是在首先是因為地震還有很多未知，那又針對我們每一個國家不同的地質，然後生活

方式、人口都要需要很精細的再去客製化的研究，那我也像要請問一下，地震也是會有災害潛勢地

圖嗎？ 

【受訪人-柯孝勳】：好，地震的災害我們一般會這樣子呈現是，第一個，有沒有斷層，斷層我們知

道就是在整個地層中比較不連續的地方，一旦受到擠壓，它就容易從這個地方錯動造成地震，所以

容不容易發生地震，我們常常會從你是不是靠近斷層或者是說你這個位置有斷層，從這個方式來做

初步的一個研判，那至於所謂的另外一種潛勢，是所謂造成災害多大的一個規模，那這個東西目前

比較沒有一致的一個標準是因為，造成災害規模的因素很多，地震發生的規模從五到六，其實能量

是三十二倍，從六到七又是三十二倍，規模五跟規模七是九百多倍，所以不同的規模造成的振動一

定是會有相當大的不一樣，那同時還要考慮到地震的深度，你十公里、二十公里跟七、八公里，那

個對地表造成的衝擊是相當不一樣的，所以這種組合的情境就會相當多，所以現在比較難有一個所

謂的災害潛勢的圖，因為就剛剛也提到，就是地震很難預測，你光預測這次規模會多大，其實就不

一定。所以我們現在的上面的圖資會有斷層分布的這樣子的一個圖資，那我們國家地礦中心，就是

地調所現在改制地礦中心，其實他就是主責單位，他們調查活動斷層把他那一些相關位置標示出來，

那其實他某一種層面就是容易發生地震風險的這些位置。 

【主持人-歐啦】：是是是，大家聽到這邊其實都可以知道更多關於地震的知識，那麼等等呢在廣告

還有歌曲之後，我們就要回來跟柯博是請教今天我們講的大重點，就是地震時來，該怎麼躲才安全，

個人安全防護，等一下柯博士就要教我們囉。 

 

⚫ 下半段 

【主持人-歐啦】：Ok，歡迎回到生活 in design 的防災新視界，今天很開心邀請到柯孝勳研究員，

您好。 

【受訪人-柯孝勳】：您好，主持人好，聽眾好 

【主持人-歐啦】：好博士剛剛在上一 part，真的是跟你學到很多，大家就會知道說，哇這個地震來

的時候，你看就像我們要講〉做這個潛勢地圖，也真的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那當然啦。我們平常

就要做好準備，因為面對這種，突如其來像我們已經發生好多次，就是可能這個地震是在半夜，所

以我覺得平常的熟知跟訓練真的是很重要，要熟到說發生的時候，你可以很迅速的、很本能的去做

出反應，那我們大家一定都會知道說，我們聽到那個地震時來都會說啊我要躲在桌子下，可是呢？

也有人說要找這個生命三角，就是可能是柱子這樣子倒下來的時候呢會有一個三角的空間，然後我

之前還有聽過人家說：「我跟你講要躲在冰箱旁邊」，因為這樣子呢萬一真的是發生什麼不幸崩塌

的事情，你才有東西吃，那我們的資訊有好多，所以這邊呢？就想要請問一下，博士到底上述有哪

些資訊是正確的或者是不正確，那我們到底要怎麼躲才可以真的安全。 



【受訪人-柯孝勳】：好，我想在討論這個部分之前，我們會先有一個觀念，就是說地震的安全防護

它只能是一個原則，為什麼？因為它取決於你所處的那個空間，它長得是什麼樣子？譬如說我告訴

你一個方法，你一定可以找一個例子來反駁，比如說我要你躲在桌子底下，但是你一定可以找到，

一個例子，是說一個人跑出去，安全的躲在裡面了，被就是被房子壓到，死掉了齁，所以我們這邊

一直一個觀念，就是說我們會，我們是想提供一個可以做到，而且生存機率比較大的這樣子的原則

給大家參考。那在這個原則之下，我們有這樣子的幾個建議，第一個，地震發生的時候，我們會優

先建議大家是先掩蔽先躲避，而不是，往外跑，原因是什麼？因為臺灣是地震很多的，不管你是東

部、西部，大家一定有地震的經驗，那如果是一般小地震，臺灣人不會有感覺也不會想跑，那會讓

臺灣人想要跑的地震是怎麼樣，是大到整個房子都在搖，那當你大到房子都在搖的時候，你光站可

能都站不穩了，那你要從室內往外移動，其實這過程中還會有那些東西掉落，打到的這些問題，那

你移動過程中，整個房子在晃，你可能會跌倒等等，這些問題，所以我們會建議是，第一時間是先

做好掩蔽，那剛剛提到主持人提到說那躲要怎麼躲，我們會建議是說躲在堅固的傢俱，或者是桌子，

這一些或櫃子的下面或裡面，不是旁邊，如果能下面能躲，我們會建議躲在下面，或者是裡面，同

時要做一件事情，我們以前都只教一半都教到這裡，但是要成功的掩蔽，還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要

牢牢抓緊桌腳，或者是掩蔽你的，這些家具物你要抓緊，為什麼，就回到剛剛提到整個房子都在動

的時候，這些家具可能也都會動，那你如果沒有抓緊，不是你人被晃出來，就是上面的傢俱被晃開

了，那等於沒有躲，所以躲進去，躲到這些家具的下面，或者是裡面，然後牢牢抓緊，必要時要跟

它一起動，才會有真正達到掩蔽的效果，那為什麼要躲到裡面？是因為地震發生的時候，會有很多

掉落物，所以你要躲到裡面才會真正達到對身體有保護的作用，那什麼時候要跑，當主震停的時候，

就是當你發覺地震動真的停了，這個時候才開始往外移動，那你一定要先往外移動，因為你不了解

接下來會不會有餘震等等，那移動的過程中一樣要特別注意，就是還是會有一些懸落物掉下來等等，

所以因為如果大家沒有經驗，你沒有看過實際地震後的現場，你一定想像，我就沿著走廊出去，其

實不是，如果我們看過從熊本地震這些來看，你沿路很多東西會擋到，櫃子會倒下來，有些門被彈

開，所以你光要出去，其實就是大工程，假設這個地震真的大到你的房子都受損了，可能不是只有

房子受損，所有的這些設備或者是家具等等，其實都移位了，那剛剛有提到，就是說所謂的生命三

角，那這邊生命三角會有幾個問題，就是說，第一個，它的理論是說你躲在家具，比如說櫃子的旁

邊，那會在旁邊形成一個三角的空間，但是你這個櫃子假設沒有固定，你的櫃子本身就會移動，甚

至你的櫃子本身會倒塌，你躲在旁邊其實是受災，那而且躲在旁邊，其實沒有那個隱蔽保護身體的

作用，那從很多的災例，我們也會發現，就是說生命三角的，當初的理論是說你躲在裡面，其實這

些家具是保護不了你，一旦壓下來的時候，你人會整個被一直等於說壓扁在裡面，白話是這樣，但

是從災例我們來看，就是說，只要是堅固的家具，其實它還是有好的保護的作用，那重點是你要抓

緊，你要抓緊，才能發揮這樣子的一個效果，那另外，網路上也常會教人，就是說地震，你要甚至

要跑，要躲之前你要先去關瓦斯、關電燈，那我們的建議是不要想那麼多。 

【主持人-歐啦】：快跑就對了 

【受訪人-柯孝勳】：不是，就先躲，這個是天性，人要跑是天性，所以這個我們一直在宣導，就是

說要… 



【主持人-歐啦】：掩蔽。 

【受訪人-柯孝勳】：掩蔽，對 

【主持人-歐啦】：然後停的時候在跑。 

【受訪人-柯孝勳】：對，那為什麼不會叫你先去關，是回到剛剛的問題，你就走不到那裡，除非你

就剛好在旁邊，你就順手把它關，不然你為了要去關這個瓦斯爐，或者是關這個燈，基本上你就喪

失了第一時間做好掩護的，而且你也可能做不到關燈關瓦斯這樣子的動作，所以我們一直在強調，

就是說怎麼樣是達成的機率是比較高，那什麼時候要關瓦斯、關電燈，就是說當主震停的時候，你

要離開了，假設它火還是開著你再去關，那或者是關電燈，那只是說有人就會問，那萬一不關發生

火災有沒有可能，有，一定有，但是就還是回到剛剛，你就算要去關，你也是關不了，那不如你先

把自己先保護好，那一旦主震停，你要做任何的應變，才有更好的機會，那只是要提醒一個東西就

是說，剛剛提到我們要離開的時候就順手去關瓦斯關電燈，那有時候電燈會其實它就斷掉了，只要

燈沒亮，你也不會想去關，那但是我們在之前的災例曾經發生過，就是說電線走火其實不是發生在

地震發生的當下，因為那個時候供電的設施也 shot down，電也送不出來，那什麼時候會電線走火，

是它恢復送電的時候恢復送電的時候，你沒有關，然後結果送電一送來，那有可能在那個時候會造

成電線走火，所以我們才說如果你要離開之前行有餘力，你再順手把這些電器電源關掉。 

【主持人-歐啦】：是，哇所以，聽眾朋友記得喔，「掩蔽」，真的是第一時間很重要，而且柯博士

剛剛講的，我覺得有個很重要的也是在那個當下每一秒都很重要，有可能就是那一兩秒錯失了一些

生命的更大機會都是有可能的。那博士我也想請問一下說，那如果今天是地震已經結束了，那我們

要怎麼樣的去檢查自己的房子，有沒有一些眉角是我們大家其實應該要多多注意的呢？ 

【受訪人-柯孝勳】：好，那像剛剛我提到，就是說地震發生之後，第一時間你一定要先離開房子，

是因為大的地震往往都會伴隨很頻繁的餘震，那甚至我們從以前的災例也是發生過，就是地震發生

之後，然後幾個小時後的餘震，在那個時候你的房子才倒掉，那最主要就是說，你在主震的時候，

你的房子已經受傷了，雖然還沒倒，但是它已經受傷，那當餘震來的時候，也許它規模是相對比較

小一點，但是因為它已經受傷了，所以在餘震的時候反而整個倒掉了，所以當然結構安全的鑑定是

一個相當專業的一個工作，我們這邊有幾個小方法可以提供，我們任何人其實都做得到，一旦地震

發生之後，我們先離開，那主震停了，餘震感覺沒那麼頻繁，我們可以簡單回來檢查一下。第一個，

我們要回來之前我們先看我們的建築物，你有沒有感覺到它傾斜，為什麼？因為我們在蓋房子的時

候，臺灣我們在蓋房子的時候，都是用儀器在控制他的這些錘子這些水平，所以基本上不可能蓋歪，

除非他是特別設計的，正常的建築物，你很難不太會用肉眼看得出他是歪歪的，但是當你用肉眼看

的到，它是已經有傾斜了，代表他可能基礎啦或者是結構有受損，所以如果你回頭一看，你的建築

物已經傾斜了，那就是有問題；那第二個就是說，如果如果你在開門或開窗的時候，你要再回來的

時候，你開門窗戶都去把它開一下，如果你感覺卡卡的，這就代表你的結構應該有一些比較嚴重的

變形，因為結構物的變形，有的時候肉眼不是那麼容易看得出來，那但是因為門跟窗都是鑲在我們

的結構上，或者是說我們的牆上，那只要一旦比較大的變形，它就會反應在我們的門框，或者是窗

戶的這些框架，所以如果你在推門或開門或推窗，感覺卡卡的，就開始要懷疑結構物是不是有問題；



那第三個就是說，如果我們的這些樑跟柱有出現，一些斜 45，就是斜的裂縫，可能一條是斜的兩條

變 v 字型或 x 型或者是倒 v 型，這種斜的裂縫，尤其他又是出現在所謂的樑跟柱這種主要結構，那

就代表這個是我們的結構性的破壞；那第四個是，假設你有看到你的樑柱已經混凝土剝落，看到鋼

筋了，我想這個不用講，我就這樣舉例就是說，當一個人看到你的流血都看到骨頭了，你不會覺得

他沒事，所以你的房子如果是，看到混凝土都剝落，甚至都看到裡面的組筋鋼筋，那就是已經有問

題了；那最後一個，就是假設你回頭看你的家裡的地板，地板的四個角有一個角出現，一些斜的裂

縫，在地板出現的裂縫，跟兩面牆形成一個三角形，那基本上可能也是說，你的結構物有明顯的一

些變形，或者是基礎有問題呈現，那我要強調，就是說，這五個現象只要出現一個就是代表有問題，

不是說五個，我只看到兩個還沒過半，沒有，不是。只要這五個現象，只要有任何一個出現，我們

就會建議這個建築物可能暫時要先要先隔離，或者是先暫停使用，那可能就要進一步。請土木技師

或是結構技師，或者是建築師、專業的人士來做進一步的結構安全檢查。 

【主持人-歐啦】：哇！我覺得剛剛這個很實用耶。因為其實我覺得如果我今天沒有跟博士請教的話，

我不會注意到這些小東西，而且搞不好，就算我看到我也會覺得好像沒有怎樣，那博士我也想請問

一下，臺灣目前有沒有哪一些關於地震防災的一些科技就是可以是輔助我們在面對這種災害，或者

是地震來臨時，可以給我們一些保護或是幫助。 

【受訪人-柯孝勳】：其實，臺灣最近也一直在推所謂的「強震即時警報」，那我們剛剛講地震沒辦

法預測，但是強震即時警報是用空間換取時間，就是說當地震發生之後，如果你離震央，還稍微有

點距離，那我透過我一些技術，靠近震央的位置測站測到了，預估可能會有比較大的地震，我透過

電波往後面傳，那透過手機發訊號給民眾，那這個叫做所謂的「強震即時警報」，它是地震發生之

後才發警報，只是說它用電磁波比地震波還快的這樣子的特性，我搶那個時間，那目前來講，我們

有很多的運用，包含了，我們透過手機去警示民眾，那但是就是說，當然因為臺灣的幅員還是相對

比較小，所以它發揮效果的時間，可能就是就是不到五到十秒左右，那但是我們還是強調，就是說

這五到十秒可以讓民眾先提前要準備預警，就是心理上已經有準備了，他要躲比較有這樣子的警覺，

那另外還要配合的就是說，你要躲哪裡其實是平時就要先找好，不然急的時候是找不到，那再回到

剛剛提到這個強震即時警報的技術，現在也很多運用在一些自動化的控制，比如說我們把電梯結合

這個警報，那當然地震發生之後就算是只有三到五秒，那我電梯可以在最近的樓層就趕快停下來，

然後趕快把門打開，那一旦真的地震造成的結構物的毀損，然後電梯毀損，你人不會困在裡面，人

可以跑出來，那另外還有就是說，現在也結合很多的，像有些鬧鐘也結合，可以接收這樣的訊號，

你就算手機沒有接到，但是你這些鬧鐘還是可以收到，它就可以透過它發聲，那甚至有一些在公共

場所，他們會去結合，避難的指引系統，所謂避難指引系統就是說，當地震發生有可能會比較大的

地震，它就會往某一個方向打燈，就是指引說這個是避難方向，那在比較大的人流的情況之下，就

比較容易去引導這些民眾去做一些疏散，我想後面很多的、自動化的這一些介接，其實都是能發揮

這樣子的一個技術的一個效果。 

【主持人-歐啦】：真的，而且我覺得這個在發生的當下，真的是很重要的是，其實剛剛博士講到這

邊想要分享一個，我之前有一次呢就是在之前工作的地方的時候，有一次剛好發生了地震，然後結



果我有個同事，他真的是關在電梯裡，哇他出來的時候，真的是嚇到花容失色，所以其實剛剛您講

到這個，我也覺得是非常的有感。 

【受訪人-柯孝勳】：像剛剛提到那個關瓦斯的事情，如果你能結合這個自動控制，系統就會自動幫

你關瓦斯，那就避免可能引發火災這樣子的一個二次災害的問題。 

【主持人-歐啦】：今天真的那個知識量很大，而且我覺得好實用好貼近我們的生活，非常謝謝柯孝

勳博士今天來到生活 in design 跟大家分享這麼這麼重要的防災知識，再次感謝柯博士，那我們來跟

聽眾朋友說一下 bye bye， 

【受訪人-柯孝勳】：謝謝，也祝大家平安。 

 

<逐字稿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