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地震帶名稱 編號 地震帶名稱

1 泰安地震帶

2 草屯地震帶

3 李棟山地震帶

4 雪山地震帶

5 埔里地震帶 12 羅東地震帶

6 脊樑山脈北段地震帶 13 龜山島火山地震帶

7 縱谷斷層地震帶 14 豐濱地震帶

8 中央山脈斷層地震帶 15 雲嘉南地震帶

9 東澳─南澳地震帶 16 阿里山地震帶

10 隱沒─碰撞轉換帶地震帶 17 脊樑山脈南段地震帶

11 濁水斷層地震帶 18 潮州斷層地震帶

建置地質地下數值資料庫
與其應用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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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為了強化地震防災工作能量、增進地震應變工作
效率，自104年度起積極與學界接軌，陸續與臺
灣大學、成功大學、中央大學及台灣中油等研究
團隊合作，統合前人發表之地質地下資料、建構
臺灣陸上與鄰近海域的地質地下數值資料庫。
110年度之建置成果如下：
1. 臺灣南部地震帶標定與劃分。
2. 臺灣西北部新竹、苗栗地區外麓山帶至內麓

山帶的斷層與地層模型建構。
3. 斷層數值模型應用於斷層再活化評估模式。

臺灣南部地震帶標定與劃分
在引致地震發生的活動構造研究中，除了中央地
質調查所公告與學研調查成果共約50條的活動
斷層外，透過臺灣累積的大量地震資料同樣指示
許多區域存在大量地震發生、但難以與已知的活
動斷層進行連結的情況。有鑑於此，本研究嘗試
利用地下三維速度構造模型、地震重定位序列資
料與震源機制解資料，標定並劃分這些大量發生
地震的區域，並以「地震帶」命名之。結合109
年度之研究成果，目前全臺共標定18個地震帶。

臺灣西北部斷層與地層模型建構
考量新竹科學園區的重要性，109年度之斷層與地層數值模型建置與優化
工作以新竹縣市西半部（外麓山帶）為重點工作項目，110年度則將研究
區域向南與向東延伸，含竹東地區（內麓山帶）與苗栗、台中地區。本年
度修正平衡剖面之不合理處、並結合震測與鑽井資料進行地層建置。在地
層上為了簡化資料之複雜度，以不同年代之代表性地層頂部作為邊界。

斷層數值模型應用於斷層再活化評估模式
斷層再活化、地震的發生受控環境場的應力狀態與岩層間的摩
擦係數。本研究解析全區地震事件之震源機制，進行初步應力
反演，求得事件區域的應力方向、應力比值、摩擦係數與主斷
層面滑動方向，並建立地震發生後斷層再活化的滑動趨勢值與
擴張趨勢值，以評估斷層再活化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