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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嘯是一種由海底地震、海面(底)崩塌、海底火山爆發等水下水面地殼變化所引發的劇烈災害海象，其能量來自於震波

的動力。當海嘯波進入大陸棚時，由於海底地形變淺，波高將會增大，進而淹沒沿海低地區域造成嚴重災害。因此，針

對海嘯的傳遞模擬技術的開發與研究，能夠有效評估海嘯發生後，海嘯波到達臺灣海岸所需時間與可能引起之海表面擾

動程度，進而提供必要的預警與救援措施。為了進一步掌握海嘯波的傳遞過程，本專案採用求解非線性布氏方程組

(Boussinesq Equations)的數值模式，結合全球海洋數值地形，對 2022年 1月 15日東加海底火山爆發所引發之海嘯進

行事件模擬。該次海嘯事件在當地時間下午 5 時 20 分左右 (當地時間，UTC+13:00) 發生，造成東加首都努瓜婁發部分

地區遭到嚴重破壞，東加海底電纜損壞，通訊被切斷。此外，受火山噴發引起之海面波動影響，太平洋沿岸國家如斐濟、

薩摩亞、萬那杜、紐西蘭、澳洲、日本、美國、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和厄瓜多等均發出海嘯警報。根據各國潮位站監

測之數據顯示，日本氣象廳於岩手縣久慈市及高知縣土佐清水市分別測得約1.0公尺的異常海面擾動(海嘯波高)；臺灣氣

象局則指出海嘯波到達臺灣海岸時的波高約介於 0.2至 0.4 公尺，其中，屏東縣後壁湖 0.4公尺、臺東縣蘭嶼 0.38公尺、

宜蘭縣烏石 0.36公尺、蘇澳 0.31公尺、花蓮 0.29公尺、臺東縣成功 0.25公尺、高雄 0.24公尺。此次海嘯事件模擬的

數據結果提供了實際災害發生前的預警，可以幫助相關單位做好準備工作，減少人員和財產的損失。此外，透過海嘯波

傳遞模擬技術的研究，可以了解海嘯波在海洋中的傳播過程和影響因素，進而研發更加準確有效的海嘯預警和防災措施。

總體來說，海嘯作為一種自然災害，具有突發性、廣泛性和破壞性等特點。海嘯波的高度和能量與其源頭事件有關，而

海底地震、海底火山爆發等事件的發生難以預測，因此海嘯的預防和防災工作主要是建立預警系統，監測地震、火山、

海平面變化等數據，提高社會公眾對海嘯的認知和應對能力。海嘯預警系統應該具有及時性、全面性和準確性，能夠提

供具體的海嘯波高、到達時間和影響區域等信息，並通過多種傳播方式將信息及時通知到受災區域的相關部門和民眾。

此外，海嘯預防和防災工作也需要加強國際合作和技術研發，共同應對全球海嘯災害帶來的挑戰。本專案今年度所應用

之海嘯波模式可於6秒內模擬 24 小時海嘯波傳遞，而模擬結果顯示，第13小時到達臺灣東海岸波高可達 0.4 至 0.6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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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波傳遞模擬使用之海底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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