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強震即時警報Q&A



• 臺灣地震活動及其潛在威脅為何？

• 何謂強震即時警報？

• 強震即時警報與地震預測有何差異？

• 氣象局推動強震即時警報之規劃？

• 強震即時警報能提供那些效益

• 強震即時警報是否有其極限？

• 強震即時警報的準確度為何？

• 接收到強震即時警報後該如何應變？

• 強震即時警報接收軟體該如何下載使用？

• 使用端是否需要付費、是否需要額外增添設備？



臺灣地震活動及其潛在威脅為何？

• 臺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由於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
陸板塊間的板塊運動，使得地震非常頻繁。若在近岸發生
中大規模之淺源有感地震，極易造成嚴重震災。

• 以現今科技之發展，準確有效的地震預測仍是短期難以達
成的目標。因此，目前面臨震災威脅的國家均全力推動強
震即時警報作業，於地震發生後，針對部份地區在破壞性
震波尚未到達前預先通報，以爭取數秒至數十秒的預警時
間進行快速應變。





何謂強震即時警報？

• 強震即時警報是指當大地震發生後，利用震央附近地震站
觀測到的早期震波資料，快速解算出地震規模、位置與深
度，並以此預估各地區之震度與震波到時等資訊，再利用
快速通訊技術，搶在具威脅性的地震波（S波）到達前，
對各地區通報預估的震度及震波到時等資訊。

• 如果強震即時警報的通報比實際破壞性地震波（S波）更
快到達，相關地區就可爭取數秒至數十秒的預警時間來應
變，是目前最有效的地震減災科技。





強震即時警報與地震預測有何差異？

• 強震即時警報是指地震已經發生後，利用震央附近地震站
觀測到的早期震波資料，快速解算出地震規模、位置與深
度，並以此預估各地區之震度與震波到時等資訊，再利用
快速通訊技術，搶在具威脅性的地震波（S波）到達前，
對各地區通報預估的震度及震波到時等資訊，使民眾可以
及早因應。

• 地震預測是指地震尚未發生前，藉由各種科學或非科學方
式，來事先推估地震可能發生的規模、時間及地點。但以
現今全球科技之發展，準確有效的地震預測仍是短期難以
達成的目標。



氣象局推動強震即時警報之規劃？

1. 中央氣象局為國內防救災體系的上游資訊提供單位，依據權責對中
下游提供強震即時警報資訊，有2項工作重點：

1. 建立有效的地震資訊快速通報服務：研議採用穩定便捷的資訊傳
輸網路，開發可同步傳送地震資訊至大量接收端的通報系統。

2. 強化中央氣象局地震速報系統效能：縮短地震資料處理時間，提
供更多緊急應變的時間；提高地震參數準確度，降低錯誤警報的機率。

2. 今（102）年度之工作目標為將資訊發布至全國中小學校園，提供
學校單位面臨中大地震時，可採取正確的應變作為。

3. 未來將逐步針對學校以外單位，如政府部門、大眾運輸、重要民生
機構等發布警報資訊。並規劃透過簽訂合作契約方式，尋求有能力
及意願的單位，開放提供強震即時警報資訊，使其可以依據需求擴
展強震即時警報的應用層面，共同推動國內防救災產業之發展。



強震即時警報能提供那些效益？

• 雖然強震即時警報所能爭取的應變時間有限，且越靠近震
央預警時間更短暫，但若能善加利用將可發揮很大的功效。
除緊急避難應變之外，高速交通工具能夠及時減速、維生
線或是瓦斯管線能夠自動關閉、工廠的生產線可以及時停
止運轉，或是電腦硬碟的讀寫動作可以立即停止動作等。
因此如何使這十幾秒的預警時間發揮作用，是強震即時警
報成功與否的關鍵。





強震即時警報是否有其極限？
1. 由於強震即時警報仍需震央附近地震站觀測到的早期震

波資料，且資料處理需要一定的時間，故當近震央地區
接收到強震即時警報時，地震波（S波）可能已經到達，
這些無法有應變時間的地區稱為預警盲區（blind zone），
這是地震預警的限制。

2. 若在極短時間內有兩個地震連續發生，強震即時警報系
統可能無法精確地分辨其波形資訊，將會影響強震即時
警報的精確度，甚至遺漏或誤報。

3. 若因為測站背景雜訊、人為干擾、通訊品質不佳等等原
因，造成地震訊號品質不佳，有可能將突波雜訊誤判為
地震訊號，因而產生誤報。世界各國之強震即時警報均
曾發生類似的案例，仍有待技術改進來克服。



強震即時警報
1.快速解算出地震相關資訊
於地震發生初期，中央氣象局利用鄰近震央少

數觀測站的即時訊號，快速解算出地震規模、位置
與深度等相關資訊 。

2.即時將地震訊息送至校園
利用快速通訊技術，將地震資訊通報至學校單位，
並快速預估當地的震度及震波到時等資訊。

3.啟動地震防災應變機制
學校獲得強震即時警報後，隨即啟動相關應變

機制，協助學生進行疏散動作，以期將災害降至最
低。

校園篇



地震預警的準確度為何？

• 地震預警系統的準確度可就地震偵測率、地震規模及位置、
震度預估三方面來說明：

• 地震偵測率：若地震位置在臺灣島內或10公里海域之內
且規模大於5.0， 偵測率可達到100%。

• 地震規模及位置：地震規模可精確到正負0.4 ，震央位置
可精確到3.6公里。

• 震度預估：震度預估在正負1級的範圍內，可達95%的準
確率。



接收到強震即時警報後如何應變？

• 學校應事先勘察其校園結構，擬訂地震防災演練劇本及逃
生動線，並定期進行防震演練，確保學校師生能把握短暫
的地震預警時間。當接收到地震預警時只要全校師生能依
照地震防災演練時一樣，便能大幅減低地震所造成之傷亡。

• 除緊急避難應變之外，接收強震即時警報資訊的單位可依
據需求，開發建置後端加值應用，例如利用接收到的警報
資訊介接各式工業設備之自動控制，可不需人工判讀即啟
動緊急應變，將大幅提昇強震即時警報的效益。

• 地震防護的做法隨環境不同而有所應變，面臨地震時的強
烈搖晃，建議採取適當防護步驟，完成防震減災的目標。



接收預警信號後的應變措施：
就地找掩護體

地震防護的做法隨環境不同而有所應變，面臨地震時
的強烈搖晃，建議採取以下防護步驟，確保人身安全。

1.蹲下 drop

降低重心以避免在強烈震
動下跌倒，同時減少被掉
落物砸傷的機率。

2.掩護 cover

掩護身體，避開玻璃與未固
定的大型家具。若無視當掩
護物，要記得保護頭部。

３.穩住 hold on

抓穩掩護物， 確保在強烈震
動過程中， 達到遮蔽掩護身
體、避免受傷的目的。

資料來源 http://www.dropcoverholdon.org/

http://www.dropcoverholdon.org/


接收預警信號後的應變措施：
避難路線規劃



學校接收到預警資訊的應變措施



預警軟體該如何下載使用？

• 各校園單位須來信”地址”取得一組帳號與密碼，並至”網
址”通過認證後，下載預警軟體、軟體金鑰以及操作手冊，
依照說明手冊安裝即可。

• 預警軟體於安裝完成並測試相關功能後將會於背景執行，
待氣象局發布地震預警消息後，即會自動接收訊息，並發
出警訊。



預警軟體該如何下載使用？

校園單位
來信取得
帳號密碼

至平台通
過認證並
下載軟體

依照手冊
安裝軟體

安裝且測
試完成後
背景執行

待氣象局
發布地震
警報消息

自動接收
訊息並發
出警訊



使用端是否需要付費、
是否需要額外增添設備？

1. 地震預警之服務於全國中小學階段，無須額外付費。

2. 各校園單位僅須提供一部具備網路連線功能之電腦，並
配合本計畫進度安裝接收端軟體與測試相關功能及介接
檔案，即可免費接收本局主動通報之強震即時警報資訊。

3. 未來各校可視校舍環境與師生之需求，自行編列預算，
於接收後端利用介接檔案加裝自動提醒設備，例如自動
廣播系統、校園警報器等及其他通報與應變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