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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進行短期研究與技術交流 

摘  要 

為加強海峽兩岸地震研究機構於科技資源、訓練討論與觀測資訊等項目

之交流合作，以便觀摩大陸實務經驗，為臺灣未來地震前兆分析與地震預測

技術之開發厚植基礎，以做為持續發展之參考。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郭

鎧紋主任、張建興簡任技正、江準熙課長與蔡旻倩技士等 4 人，應邀赴大陸

北京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觀摩現地之地震前兆研究現況，經驗分享

與技術交流。研討內容主要包含瞭解大陸之地震監測儀器與設備、地震預測

資料處理以及模型建立、地震前兆分析、並與當地的研究學者進行交流討論。

將參考相關實務經驗，以應用於未來臺灣地震前兆分析與地震預測技術之開

發。中央氣象局提出「臺灣北部的地震及火山活動」、「臺灣地震前兆徵象分

析與地震活動度之指標研製」、「臺灣近年顯著規模地震之地球物理觀測與

前兆分析」、「GPS observation implies to monitoring of fault zone and seismic 

activity in Taiwan area」等 4 篇報告，雙方進行研究討論及意見交流。 

活動包括參訪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參加地震預測研討會；參訪

鷲峰地震台、北京白家疃國家地球觀象台、中國國家地震緊急救援訓練基地；

參訪中國地震台網中心，參加地震預報研究專題報告研討會；參訪十三陵地

震台。觀摩地震預測研究所目前各種類別地震預測研究方法之研究現況，包

括地震中長期綜合預測研究室、地震構造研究室、地震流體研究室、數字地

震學應用研究室、地震形變研究室、地震電磁研究室、地震觀測技術研究中

心、地殼運動觀測網絡數據中心、計算與網絡中心、地震災害信息研究中心

等，實地參訪地震前兆研究現況與地震預測實務工作，經驗分享與技術交流。 

關鍵詞：地震前兆、地震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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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地震預測一直是國際地球科學界長久以來之重要目標，雖然目前還未

有非常成功之具體成績，但過去多年的努力，也有不少地震前兆之觀測與

分析研究成果，很值得作進一步的深入探討。 

地震發生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地層受到大地應力作用，開始變形，累

積能量，直到地層無法承受而斷裂，將累積的能量在一瞬間釋放出來，造

成振動，即所謂的地震。地震預測就是希望在地震醞釀過程中，找出相關

的蛛絲馬跡。經過科學家多年的努力，在學理上及實驗室裡已充分了解有

那些前兆現象。但這些徵兆均甚微量，因此在實際觀測上，很難分辨出它

們是否真正屬於地震前兆，還是由其他因素所造成的雜訊。這種不確定性，

使地震預測不易有所突破。加上各地之地質結構與特性，具有相當的複雜

性，使其可能發生的前兆迥然不同。例如，根據過去的資料，有些地區地震

前，呈現明顯的前奏曲-前震，但有的則如暴風雨前的寧靜，無前震現象。

這說明地震預測具有相當強烈的地區性，適用於花蓮的預測方法，不見得

適用於嘉南地區。地震預測是相當複雜與艱難的工作，需要長期的耐心與

毅力去進行。然而，地震預測一直是國際間一項重要的努力目標。過去數

十年間，先進國家均投入很多的人力與經費，從事該項工作。雖然已獲得

相當的成果，但距離預測之目標，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早期的地震預測大都使用現有的地震觀測紀錄，依據地震學和統計學

的學理來計算地震活動之週期性與發生機率，推測未來可能發生大地震的

位置和可能時間。但是由於地震發生的週期為數十年甚至數百年，而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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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應用的地震預測時間應以天為單位，才能達到防災的功用。目前地震預

測研究主要在於開發地震前兆分析技術，主要包括有地震學之地震前兆研

究、活動斷層古地震研究、地殼變形研究、重力與地磁之地震前兆研究、電

磁之地震前兆研究、地震地下水化學研究及地震地下水位研究等各類研究

主題。地震前兆的研究重點包含以年為單位的長期性地震前兆分析，以及

以日為單位的短期性臨震前兆分析。 

自古以來，預測或預言未來事件的發生，一直是很多人的所愛。對於

生存在地震活動頻繁以及曾有大震災記錄的地區，地震預測就十分引人注

意。過去幾十年間，中國大陸、日本、美國都曾投入大筆經費和人力從事地

震預測的研究，但可惜都成效不彰。在 1975 年發生於中國大陸東北之海城

地震，是唯一被公認成功預測地震的例子，然而隔年 1976 年 7 月 28 日唐

山大地震，在毫無預警情況下造成很大的災害，同時說明地震預測技術並

未真正的開發成功。許多引起大震災的地震，事前都未引起注意，而且有

些還發生在事前被列為次要危險或不危險的地區。截至目前為止，全世界

各國尚無能力預測地震，主要是因為尚無法完全精細了解地震本身的特性

及其破裂過程。總之，地震預測的研究尚在瓶頸的階段，地震防災工作仍

待努力。 

亞太地區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是全世界最容易受到地震、海嘯與

火山等天然災害威脅之高風險區域。在當今全球經貿高度發展環境下，天

然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不再是對單一區域的影響，而是全球化的大範圍影

響，因此如何避免天然災害造成經濟損失與人員傷害是經濟發展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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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臺灣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接處，是典型板塊碰撞下

產生的大陸邊緣島嶼，因此地震、海嘯與火山等天然災害，對於人口稠密

的臺灣而言是相當大的威脅，地震潛勢與前兆分析是未來因應臺灣地震災

害環境最重要的課題，而地球物理觀測為地震前兆分析之中重要的一環。 

就臺灣在地震與地球物理範疇之監測而言，中央氣象局已有多年之經

驗，並逐漸完成地球物理資料庫系統之建置，可有系統的收集地球物理資

料以用於分析判斷地震前兆，相關資料可望應用於未來臺灣地震活動發展

之警報資訊，以達防震減災之目的。海峽兩岸兩會於 2014 年 2 月第十次高

層會談中，完成簽署「海峽兩岸地震監測合作協議」後，為落實後續協議之

執行，將規劃先至大陸相關單位參訪交流，瞭解大陸地球物理觀測網的架

構組織，地震速報、預警系統的實現方法、能力與效能。另一方面可以實例

分析與經驗分享交流彼此的成果，相互觀摩以作為技術合作之開端。 

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郭鎧紋主任、張建興簡任技正、江準熙課長與

蔡旻倩技士等 4 人，本次應邀赴大陸北京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照片

1），觀摩現地之地震前兆研究現況，經驗分享與技術交流，中國地震局地震

預測研究所網頁亦公布本次海峽兩岸地震交流資訊（照片 2）。工作內容主

要包含瞭解大陸之地震監測儀器與設備、地震預測資料處理以及模型建立、

地震前兆分析、並與當地的研究學者進行交流討論。活動包括參訪中國地震

局地震預測研究所，參加地震預測研討會；參訪鷲峰地震台、北京白家疃國

家地球觀象台、中國國家地震緊急救援訓練基地；參訪中國地震台網中心，

參加地震預報研究專題報告研討會；參訪十三陵地震台。觀摩地震預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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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目前各種類別地震預測研究方法之研究現況，包括地震中長期綜合預測研

究室、地震構造研究室、地震流體研究室、數字地震學應用研究室、地震形

變研究室、地震電磁研究室、地震觀測技術研究中心、地殼運動觀測網絡數

據中心、計算與網絡中心、地震災害信息研究中心等。 

地震預測工作依照時間期程可分為長期(10 年)、中期(1-2 年)、短期(3 個

月)與臨震(10 天)，地震預測研究所負責強震中長期危險區的預測工作，是實

現強震短期和臨震預測的基礎；中國地震台網中心負責強震中短期的預測

工作。本次交流藉由實地參訪地震前兆研究現況與地震預測實務工作，經驗

分享與技術交流，將參考相關實務經驗，以應用於未來的臺灣地震前兆分析

與地震預測技術之開發。 

 

二、過程與內容 

參訪行程含往返全程共 7 天，各日行程如下：104 年 11 月 9 日(星期

一)，自桃園機場搭乘中華航空直飛中國大陸北京。11 月 10 日(星期二)至

11 月 11 日(星期三)，在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東五樓 506 會議室，參

加「地震中長期預測暨地震科技成果交流會議」，雙方進行研究討論及意見

交流。11 月 12 日(星期四)，參訪鷲峰地震台、北京白家疃國家地球觀象台、

國家地震緊急救援訓練基地。11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參訪中國地震台網

中心，下午在中國地震台網中心 313 會議室，進行「地震預報研究專題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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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研討會。11 月 14 日(星期六)，參觀故宮。11 月 15 日(星期日)，參訪十

三陵地震台、搭機自中國大陸北京返回臺灣。 

有關研討會以及至各參訪單位之交流狀況，分別整理如下： 

（一）參訪單位簡介 

1.中國地震局 

中國地震局（北京），負責大陸的地震減災工作，其所屬單位包含地球

物理研究所（北京）、地質研究所（北京）、地殼應力研究所（北京）、地震

預測研究所（北京）、工程力學研究所（哈爾濱）、中國地震台網中心（北

京）、中國地震應急搜救中心（北京）、第一形變測量中心（天津）、第二形

變測量中心（西安）、地球物理勘探中心（鄭州），以及各省、市、自治區地

震局。 

2.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 

地震預測研究所（ Institute of Earthquake Science 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之主要任務，負責研發大陸之地震長期和中期預測技術，開

展地震數值預測理論與方法研究。地震預測研究所之研究單位包括地震中長

期綜合預測研究室、地震構造研究室、地震流體研究室、數字地震學應用研

究室、地震形變研究室、地震電磁研究室、地震觀測技術研究中心、地殼運

動觀測網絡數據中心、計算與網絡中心、地震災害信息研究中心等。 

以地震預測實驗場，基於地震和地殼精細構造、高頻動態地殼形變、

地震活動性、震源參數變化等研究基礎上，建立地震孕育和發展的物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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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對長期和中期地震趨勢做定量化的預測。另，基於地震觀測、地球物

理、地球化學和大地測量學等研究基礎，研發新技術與方法，開展強震孕

育和發展過程，以及其前兆機理等方面的理論研究，探索短期與臨震預測

理論和新方法，提供地震短臨預測工作之應用。 

3.中國地震局中國地震台網中心 

中國地震台網中心（China Earthquake Networks Center，簡稱 CENC）

成立於 2004 年 10 月 18 日，主要負責中國大陸之地震監測、地震速報與地

震中短期預測；國務院抗震救災指揮部應急響應和指揮決策技術系統的建

設和運行；全國各級地震台網的業務指導和管理；各類地震監測數據的彙

集、處理與服務；地震信息網絡和通訊服務以及地震科技情報研究與地震

科技期刊管理等。其所屬單位為情報信息部、項目管理部、數據服務部、信

息網絡部、前兆台網部、應急響應部、地震預報部、地震台網部、職能管理

部門等。其中地震預報部分為測震學科組、形變學科組、電磁學科組、流體

學科組、綜合學科組。 

中國地震台網中心共有採國家級、區域級和流動級三個層次的地震台

網。國家級地震台網均勻布設在中國大陸，台站間距大約在 500 至 600 公

里；區域級地震台網是為了提高對一些重點區域的監測能力，台站間距縮

短到 100 公里以內；流動台網則是對於特殊用途，布設更高密度的台網之

暫時觀測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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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震預測研究所參訪與研討會 

地震預測研究所「地震中長期預測暨地震科技成果交流會議」於 104

年 11 月 10 日、11 日於大陸北京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東五樓 506 會

議室舉行，本次海峽兩岸交流活動係由地震預測研究所副所長張曉東先生

主辦，研討會在地震預測研究所所長任金衛先生致歡迎詞及中央氣象局地

震測報中心主任郭鎧紋先生致辭後展開（照片 3）；會中海峽兩岸的專家學

者針對各種地震預測作業和研究議題，依照研討會議程（表 1）進行報告，

雙方進行研究討論及意見交流（照片 4）。 

會中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郭鎧紋主任、張建興簡任技正、江準熙

課長與蔡旻倩技士 4 人分別發表了「臺灣北部的地震及火山活動」、「臺灣

地震前兆徵象分析與地震活動度之指標研製」、「臺灣近年顯著規模地震之

地球物理觀測與前兆分析」、「GPS observation implies to monitoring of fault 

zone and seismic activity in Taiwan area」等 4 篇報告（照片 5）。 

由於研討會所安排報告甚多，報告講者大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討

論亦甚踴躍，並無空暇參觀各研究室（照片 6），故僅抽空參訪了地殼運動

觀測網絡數據中心，該中心主任孫漢榮先生親自講解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NSS 觀測技術與應用（照片 7）。 

地震預測工作依照時間期程可分為長期(10 年)、中期(1-2 年)、短期(3 個

月)與臨震(10 天)，地震預測研究所負責強震中長期危險區的預測工作，是實

現強震短期和臨震預測的基礎。地震預測研究所之地震預測研究方法是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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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地質、地球物理場之地殼形變、地震活動性三個學科的異常指標結果，

加上地震大形勢預測的基礎上進行危險區綜合預測，分構造片區進行預測

判據彙總分析，結合 10 年尺度地震趨勢，綜合提出未來 10 年預測強震危

險區之預測方案。 

 

（三）中國地震台網中心參訪與研討會 

為促進海峽兩岸地震監測與前兆研究領域的深入合作與交流，此行在

地震預測研究所副所長張曉東先生陪同下，於 104 年 11 月 13 日參訪大陸

北京中國地震局中國地震台網中心，進行短期研究與技術交流（照片 8），

中國地震台網中心網頁亦公布本次海峽兩岸地震交流資訊（照片 9）。11 月

13 日上午，由中國地震台網中心潘懷文主任、劉傑副主任接待與陪同參觀

台網中心抗震救災指揮大廳（照片 10）、新聞發布室（照片 11）。在參觀過

程中，潘懷文主任親自解說（照片 12），雙方就關注的問題交流意見與討論。

另，參觀了台網中心電腦機房（照片 13）、大樓抗震結構（照片 14）、衛星

控制系統（照片 15）、地震預報部（照片 16）、台網監控系統（照片 17）。 

中國地震台網中心「地震預報研究專題報告」交流會議於 11 月 13 日

下午於大陸北京中國地震局中國地震台網中心 313 會議室舉行，在潘懷文

主任和劉桂萍副主任的共同主持下，中央氣象局與台網中心預報部的專家

進行了地震預報研究專題報告的交流（照片 18），依照研討會議程（表 2）

進行報告，海峽兩岸雙方皆發表研究成果，並就有關技術問題進行深入討

論。會中中央氣象局張建興簡任技正與江準熙課長分別發表了「臺灣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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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兆徵象分析與地震活動度之指標研製」與「臺灣近年顯著規模地震之地

球物理觀測與前兆分析」等 2 篇報告（照片 19），台網中心預報部蔣海昆研

究員、周龍泉研究員、牛安福研究員、廬軍研究員、黃輔瓊研究員等發表了

台網中心預報部目前的各項地震預測研究現況。中國地震台網中心之主要

任務是負責中國大陸之地震監測與地震中期(1-2 年)和短期(3 個月)預測。地

震監測係根據 1300餘個地震站的觀測資料，地震預測則制定了地震預測緊

急會商流程（照片 20）。 

 

（四）參訪鷲峰地震台、國家地球觀象台、國家地震緊急救援訓練基地 

104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四)，在地震預測研究所副所長孫雄先生陪同參

觀下，由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長楊建思女士接待參觀地質調查所鷲峰地震

台、北京白家疃國家地球觀象台、國家地震緊急救援訓練基地。 

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長楊建思女士接待參觀地質調查所鷲峰地震台

（照片 21）。鷲峰地震台，原名「地質調查所鷲峰地震研究室」（照片 22），

位於北京市海淀區蘇家坨鎮北安河村西，地處鷲峰國家森林公園秀峰寺南

側，目前已無實際觀測，惟地質調查所鷲峰地震研究室保存許多地震儀器

觀測設備（照片 23），其中包括東漢時期天文學家張衡發明之候風地動儀模

型（照片 24）。候風地動儀是中國古代偵測地震的儀器，也是世界最早的地

震儀。由東漢時期，南陽天文學家張衡在漢順帝永建七年（132 年）發明，

但已失傳。現存的候風地動儀，是由各國考古學家，根據古書記載與現代

科學知識，所復原的模型。鷲峰地震台是 1930 年由中國地震學家自行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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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座地震觀測台，地震台旁建置了建站地震學家李善邦先生的銅像（照

片 25），其朋友題字頌曰：「憶往昔歷盡滄桑，望前程無限輝煌」（照片 26）。 

由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長楊建思女士接待參觀北京白家疃國家地球觀

象台（照片 27），並於會議室交流意見（照片 28）（照片 29）。在地震預測

研究所副所長孫雄先生陪同參觀下，參觀國家地球觀象台校驗磁力儀器之

零磁空間設備（照片 30）、磁力觀測設備（照片 31）、岩體壓碎實驗以模擬

斷層受壓破裂實驗（照片 32）。 

在地震預測研究所副所長孫雄先生陪同下，參觀大陸北京國家地震緊

急救援訓練基地（照片 33）。中國國家地震緊急救援訓練基地教官說明傾斜

大樓的救災訓練（照片 34），以及在傾斜大樓的救災訓練中，身處傾斜大樓

容易產生的暈眩感以及應變方法（照片 35）。根據教官的講解，傾斜大樓是

專門設計建造的歪斜樓房，由於整棟樓發生了傾斜，人的身體重心隨著發

生偏移，處在傾斜的空間內，會使人產生重力方向錯位的錯覺，很難保持

平衡，尤其在斜樓與正常建築的上下樓梯之重心移動方式迥異，容易產生

眩暈感。這樣的斜樓在地震後很常見，救援隊員必須適應在這種環境下的

救援工作。在地震廢墟的緊急救援訓練基地中，除了傾斜的樓房外，還包

括建好後以炸藥爆破炸垮的坍塌建築，遍地瓦礫與裸露的鋼筋等（照片 36）。

另外，還有在坍塌建築裡之的搜索及救援訓練場，以模擬在各種狹窄空間

管道的救援訓練。訓練基地並配備了救援車與各式救援裝備（照片 37）。 

 

（五）參訪十三陵地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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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1 月 15 日(星期日)，在地震預測研究所副所長湯毅先生陪同

下，參訪十三陵地震台，並親自解說地震台週遭環境概況（照片 38），在地

震台簡報室聽取地震台監測現況與監控系統（照片 39），地震儀器室獨立建

置於自由土地場上，與辦公室保持距離以避免人為雜訊，全球衛星定位系

統 GNSS 建置於山頂，以確保良好的透空度與記錄品質（照片 40）。 

十三陵地震台於 2000 年開始正式觀測，是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

唯一的綜合性地震觀測台站，負責北京地區的地震監測任務。十三陵中心

台現有測震、前兆、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NSS 等觀測項目，其中測震儀器

包括寬頻帶地震儀與強地震運動加速度儀；前兆觀測項目有地電場、電磁

波、氣汞、水氡等；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NSS 連續觀測站，是中國地殼運

動觀測網絡基準站之一。 

     

三、心得與建議 

此次海峽兩岸地震科技交流研討會及參訪行程，不僅於研討會中地震

科技交流之收穫豐碩，並且對於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中國地震台

網中心之研究現況，以及鷲峰地震台、北京國家地球觀象台、中國國家地

震緊急救援訓練基地、地震預測研究所十三陵地震台之實務工作，留下深

刻印象。藉由實地參訪，分享相關經驗及進行技術討論，使得雙方未來在

地震測報技術更加精進，並以更廣泛多元的角度推展未來業務。有關此次

海峽兩岸地震科技交流之心得與建議，分別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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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心得 

1.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之任務要點 

地震預測可分為長期(10 年)、中期(1-2 年)、短期(3 個月)與臨震(10 天)，

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之主要任務是負責研發大陸之地震長期(10年)和

中期(1-2 年)預測技術，開展地震數值預測理論與方法。地震預測研究方法

是根據地震地質、地球物理場之地殼形變、地震活動性三個學科的異常指

標結果，加上地震大形勢預測等研究基礎，研發地震孕育和發展的物理模

型，以便就長期和中期的地震趨勢做定量化的預測。另，基於地震監測、地

球物理、地球化學和大地測量學等研究基礎，開展強震孕育和發展的前兆

機理，以便探索短期與臨震的地震前兆理論與方法，提供短期與臨震的地

震預測工作之應用。 

2.中國地震局中國地震台網中心之任務要點 

中國地震局中國地震台網中心之主要任務除負責中國大陸之地震監測、

地震速報以外，在地震預測方面之任務是負責研發地震中期(1-2 年)和短期

(3 個月)預測技術。地震預報部之地震預測研究方法包括測震學科組、形變

學科組、電磁學科組、流體學科組、綜合學科組等。 

3.海峽兩岸地震監測技術現況比較 

中國地震台網中心共建置了約 1300餘個地震觀測站，監測大陸之地震

活動。平均而言，中國大陸及鄰區地震的震央偏差為 8.8 公里，規模偏差

為 0.3，平均用時為 93 秒。中央氣象局共建置了約 800 個地震觀測站，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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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臺灣之地震活動。中央氣象局「強震即時警報系統」利用震央附近地震

波觀測資料，解算地震震源位置與規模，預估各地震度與震波到時，儘速

通報與預警地震資訊，提供大眾防災應用。就臺灣本島近岸 10 公里內之顯

著有感地震而言，平均約在地震發生後 15～20 秒即可提供地震預警資訊。

對於震央距離 100 公里以外之地區，在具威脅性的地震波（S 波）到達前，

約可提供 10 秒以上之預警時效。 

4.海峽兩岸地震預測研究現況比較 

海峽兩岸地震預測方法大致相類似，主要都是根據地質、地震、地球物

理、地球化學等方法之綜合分析。由於大陸的地震活動頻率遠低於臺灣，因

此，大陸地震預測研究主要聚焦在長期(10 年)、中期(1-2 年)、短期(3 個月)地

震預測；臺灣地震活動非常頻繁，中央氣象局與國內外學者合作研究，地震

預測研究的主要期程包括長期(10 年)、中期(年、半年)、短期(月)、臨震(週、

日) 等。 

 

（二）建議 

1.海峽兩岸聯合監測臺灣海峽之地震 

以往使用臺灣地震網監測臺灣海峽之地震，由於測站對地震之包覆

程度不佳，故常有較大的地震定位誤差，且臺灣海峽之地震亦有可能對臺

灣西部或北部造成災害。海峽兩岸在地震監測的合作，發展聯合監測，臺

灣地震網輔以大陸沿海地震監測站的資訊，即可精確監測臺灣海峽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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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峽兩岸地震科技交流 

臺灣和大陸在地震科技方面各有專精，可以互相交流學習最新地震

科技。臺灣地震監測網密度在國際上與日本齊名，觀測儀器精良，地震預

警科技已經多年研發經驗。中國大陸發展地震預測多年，在地質、地球物

理、地球化學與地震學各方面的地震預測經驗，已經累積多年的寶貴意見。

海峽兩岸在地震監測技術與防震減災經驗方面具有共通性，加強合作交

流，可有效提升對災害性地震的監測與預警能力，保障兩岸人民生命財產

的安全。 

3.地震科技日新月異不進則退 

臺灣的地震觀測網之地震站密度皆非常高，且在島內均勻分布，可

以監測到非常詳細的地震活動，解析非常細節性的地震構造。相對而言，

中國大陸的地震網，只在北京等重要地區，或少數地震活動較活躍的地區，

才建置較密集的地震站，大部分地區的地震站密度尚未密集建置，但其地

震監測儀器硬體與監測程式軟體大都由中國大陸自行開發，進步非常快

速。雖然目前臺灣在地震速報和地震預警之能力，在國際上與日本同樣居

於領先地位，但地震科技日新月異，不進則退，切勿故步自封，仍應百

尺竿頭更進一步，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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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片 

 
 

 
 

照片 1、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郭鎧紋主任、張建興簡任技正、江準熙課

長與蔡旻倩技士 4 人應邀於 104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5 日參訪大陸

北京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進行短期研究與技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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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網頁公布之兩岸地震交流資訊。摘自 

(http://www.seis.ac.cn/manage/html/8a9080a125b29b1b0125b2a3093

a0002/_content/15_11/26/1448523973033.html)。 

 

 

http://www.seis.ac.cn/manage/html/8a9080a125b29b1b0125b2a3093a0002/_content/15_11/26/1448523973033.html
http://www.seis.ac.cn/manage/html/8a9080a125b29b1b0125b2a3093a0002/_content/15_11/26/14485239730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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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地震中長期預測暨地震科技成果交流

會議」研討會在地震預測研究所所長任金衛先生致歡迎詞及中央氣象

局地震測報中心主任郭鎧紋先生致辭後展開。 

 

 

 

照片 4、大陸北京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地震中長期預測暨地震科技

成果交流會議」依研討會議程進行報告，由地震預測研究所所長任金

衛先生主持，進行研究討論及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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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大陸北京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地震中長期預測暨地震科技

成果交流會議」會中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郭鎧紋主任、張建興簡

任技正、江準熙課長與蔡旻倩技士 4人分別發表了「臺灣北部的地震

及火山活動」、「臺灣地震前兆徵象分析與地震活動度之指標研製」、

「臺灣近年顯著規模地震之地球物理觀測與前兆分析」、「GPS 

observation implies to monitoring of fault zone and seismic activity in 

Taiwan area」等 4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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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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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地震預測研究所之研究單位包括地震中長期綜合預測研究室、地震

構造研究室、地震流體研究室、數字地震學應用研究室、地震形變研究

室、地震電磁研究室、地震觀測技術研究中心、地殼運動觀測網絡數據

中心、計算與網絡中心、地震災害信息研究中心等。 

 

 

  

照片 7、地殼運動觀測網絡數據中心主任孫漢榮先生講解全球衛星定位系

統 GNSS 觀測技術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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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8、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郭鎧紋主任、張建興簡任技正、江準熙課

長與蔡旻倩技士 4 人，在地震預測研究所副所長張曉東先生陪同下，

於 104 年 11 月 13 日參訪大陸北京中國地震局中國地震台網中心，進

行短期研究與技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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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9、大陸北京中國地震局中國地震台網中心參訪。為促進兩岸地震監測

與前兆研究領域的合作交流，中央氣象局應中國地震台網中心之邀請，

於 104年 11月 13日參訪該中心。摘自大陸北京中國地震局中國地震

台 網 中 心 網 頁

(http://www.cenc.ac.cn/publish/cenc/886/20151118155549588691356/

index.html)。 

 

http://www.cenc.ac.cn/publish/cenc/886/20151118155549588691356/index.html
http://www.cenc.ac.cn/publish/cenc/886/20151118155549588691356/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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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0、在地震預測研究所副所長張曉東先生陪同下，由中國地震台網中

心潘懷文主任、劉傑副主任接待參觀台網中心抗震救災指揮大廳。 

 

 

照片 11、在地震預測研究所副所長張曉東先生陪同下，由中國地震台網中

心潘懷文主任、劉傑副主任接待參觀台網中心新聞發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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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2、中國地震台網中心潘懷文主任親自解說大陸歷史地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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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3、中國地震台網中心潘懷文主任、劉傑副主任接待參觀台網中心機

房。 

 

 

照片 14、中國地震台網中心潘懷文主任講解台網中心大樓抗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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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5、中國地震台網中心潘懷文主任講解台網中心之衛星控制系統。 

 

 

 

照片 16、參訪中國地震台網中心地震預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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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7、參訪中國地震台網中心地震台網監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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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8、中國地震台網中心「地震預報研究專題報告」交流會議於 11月 13

日下午舉行，在潘懷文主任和劉桂萍副主任的共同主持下，中央氣象

局與台網中心預報部的專家進行了地震預報研究專題報告的交流。 

 



32 
 

 

 

 

照片 19、中國地震台網中心「地震預報研究專題報告」交流會議中，中央

氣象局張建興簡任技正與江準熙課長分別發表了「臺灣地震前兆徵象

分析與地震活動度之指標研製」與「臺灣近年顯著規模地震之地球物

理觀測與前兆分析」等 2 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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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0、中國大陸之地震監測與地震預測緊急會商流程。大陸地震站約

1300餘個。摘自中國地震台網中心地震預報部周龍泉副主任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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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1、104 年 11 月 12 日，在地震預測研究所副所長孫雄先生陪同

下，由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長楊建思女士接待參觀鷲峰地震台，

並親自講解。 

 

 

照片 22、鷲峰地震台，原名「地質調查所鷲峰地震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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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3、鷲峰地震台保存許多地震儀器觀測設備。 

 

 

照片 24、鷲峰地震台保存許多地震儀器觀測設備，其中包括東漢時期天文

學家張衡所發明之候風地動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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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5、鷲峰地震台是 1930 年由中國地震學家自行修建的第一座地震觀

測台，地震台旁建置了建站地震學家李善邦先生的銅像。 

 

 

照片 26、鷲峰地震台地震學家李善邦先生，其朋友題字頌曰：「憶往昔歷盡

滄桑，望前程無限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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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7、104 年 11 月 12 日，在地震預測研究所副所長孫雄先生陪同下，

參觀北京國家地球觀象台。北京國家地球觀象台牆面之重要大事紀錄。 

 

 



38 
 

 

照片 28、由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長楊建思女士接待參觀北京國家地球觀象

台，並交流意見。 

 

 

照片 29、在地震預測研究所副所長孫雄先生陪同下，參觀北京國家地球觀

象台，並交流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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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0、在地震預測研究所副所長孫雄先生陪同參觀下，參觀北京國家地

球觀象台校驗磁力儀器之零磁空間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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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1、在地震預測研究所副所長孫雄先生陪同參觀下，參觀北京國家地

球觀象台之磁力觀測設備。 

 
 

 

照片 32、在地震預測研究所副所長孫雄先生陪同參觀下，參觀北京國家地

球觀象台之岩體壓碎實驗以模擬斷層受壓破裂實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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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3、104 年 11 月 12 日，在地震預測研究所副所長孫雄先生陪同下，

參觀大陸北京國家地震緊急救援訓練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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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4、中國國家地震緊急救援訓練基地教官說明傾斜大樓的救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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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5、中國國家地震緊急救援訓練基地教官說明傾斜大樓的救災訓練中，

身處傾斜大樓容易產生的暈眩感以及應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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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6、中國國家地震緊急救援訓練基地，除了傾斜的樓房外，還包括建

好後以炸藥爆破炸垮的坍塌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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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6、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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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7、中國國家地震緊急救援訓練基地配備了救援車與各式救援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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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8、104 年 11 月 15 日，在地震預測研究所副所長湯毅先生陪同下，

參訪十三陵地震台。 

 
 



48 
 

 

 

 

照片 38、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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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9、104 年 11 月 15 日，在地震預測研究所副所長湯毅先生陪同下，

參訪十三陵地震台，在地震台簡報室聽取地震台監測現況與監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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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0、十三陵地震台之地震儀器室獨立建置於自由土地場上，與辦公室

保持距離以避免人為雜訊，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NSS 建置於山頂，以

確保良好的透空度與記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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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地震中長期預測暨地震科技成果交流會議」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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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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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中國地震台網中心「地震預報研究專題報告」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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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