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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團隊出席參加亞洲大洋洲地球科學學會第 13 屆年會，與與會學者進行地

震學相關研究討論，著重重點在於臺灣東北部地區應力狀態反演以及大屯火山區

三維速度構造層析成像部份，並與外國學者就臺灣地震相關研究尋求跨國合作機

會。並前往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就地震預測部分將本團隊目前所完成之研

究成果進行學術報告，本團隊所發表之研究方向為 b 值探討與地震預測相關性、

P 波頻散特性探討地震預測之可行性、剪波分裂用於地震預測之可行性以及速度

構造時空變化與地震孕震過程關聯性等主題進行報告，並與地震預測研究所研究

人員進行意見交換，此行成果豐碩，盼能給予臺灣地震研究注入更多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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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目的 

 亞洲大洋洲地球科學年會為亞洲大洋洲地區地球科學相關領域之重大會議，

本團隊希望藉由此次會議能與專注於本地區地震相關研究學者進行討論，瞭解目

前國際間於地震學相關研究之最新進展，找尋可用於本團隊所關注之研究區域之

相關研究方法，與國外學者建立良好互動關係，找尋國際合作之可能性，並且發

表本團隊於過去一年來所專注之研究項目，主要著重於臺灣東北地區應力狀態反

演以及大屯火山地區三維速度構造層析成像部份，並且針對波型反演技術以及越

南馬河地區之相關研究內容找尋更為深入之研究內容。 

過程 

 本團隊依照大會所安排之議程，於 7 月 31 日前往會場進行會議註冊並且觀

看相關之地震研究議題，會議進行期間皆前往會場與國際學者進行相關學術討論，

本團隊所發表之研究內容摘要如下： 

 

由於受到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相互碰撞的影響下，臺灣平均每年發

生超過 37000 筆的地震，按照地震震央分布位置，臺灣大致上可分為三大地震活

躍帶。東北部地震帶主要受到了沖繩海槽向西南方張裂延伸至臺灣造山帶，以及

菲律賓海板塊沿著琉球海溝向北隱沒至歐亞大陸板塊之下，在此兩大作用力的交

互影響之下，此區域內的地震活動情形並不完全一致於板塊碰撞邊界上所觀測到

的現象。為了釐清此區域的孕震構造以及發震機制，本研究使用中央氣象局所收

錄之此區域大量高波線密度且測站包覆性良好的高品質地震事件進行分析，透過

震源位置以及區域應力狀態的探討，進一步釐清此區域之孕震特性。結果顯示，

重新定位後之震源位置分布為東深西淺，東側地震分布以深度 18 公里分為上下

兩層，從區域應力狀態發現此區域並非單純為碰撞帶，上層淺源地震從區域應力

狀態顯示此區域為正斷層，推測此區域受到菲律賓海板塊向歐亞大陸斜碰撞後，

並受到沖繩海槽向西南方張裂延伸之影響，沿著構造弱面往東南方向產生旋轉脫

逸，應力狀態顯示著伴隨著脫逸系統所產生之大型走向滑移斷層系統之延伸次生

斷層系統孕震機制。東側深源地震應力狀態則可能反映了菲律賓海板塊向歐亞大

陸板塊碰撞隱沒之邊界。西側淺源地震則呈現正斷層機制反應的是中央山脈東翼

因地殼拱起而引致的塌陷模式，此現象是否又與琉球島弧的擴張有關則需要進一

步的分析。 

 

此部分本團隊主要透過 GPS 解算得到臺灣東北地區地塊並非有一致的移動

方向，而是分成好幾個塊體進行各自的移動，並透過應力反演得到一致於塊體運

動的結果，並且提出地體動力學上的解釋，此資料獲得以及分析是由中正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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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團隊、國震團隊以及工研院團隊合作所得之結果，與過去此區域所進行之研

究結果有所區別，非常具有發表之價值。 

  

 另一篇內容摘要如下： 

 

大屯火山群位於臺灣最北端，正處於臺北盆地正北方，北面臨臺灣海峽，東

南以崁腳斷層與漸新世沉積岩相隔，西南止於淡水河與更新世臺地分開，其中有

金山斷層橫貫，此區主要由安山岩流和安山質碎屑岩構成，著些火山岩覆蓋於上

新世及中新世沉積岩基盤上。許多溫泉、噴氣孔及熱水換質帶等近地表之地熱活

動表現，在金山、崁腳斷層間沿著東北西南的方向分佈。根據在大屯火山群多年

來的調查與監測之結果，雖然沒有立即噴發的危險，但是大屯火山群很年輕且地

質證據顯示最近一次噴發在一萬年內，因此地殼深部仍可能有高溫的岩漿存在。

為進一步瞭解大屯火山群周遭相關之岩漿熱液活動，本研究針對大屯火山周圍，

北緯 25.0~25.3 度、東經 121.4~121.7 度，為主要研究區域，並使用微震之資料，

進行此區岩體速度成像分析。為準確掌握熱液活動裂隙之位置與深層蘊熱岩體之

特性，因此本研究使用雙差分層析成像法。此方法是以雙差分地震定位法為基礎

架構，同時利用相對到時與絕對到時計算出震源的絕對位置，並同時反演三維速

度構造，利用速度構造變化(Vp、Vs及Vp/Vs分佈情形)來成像，藉以探討地下構

造的情形。由於Vp/Vs與柏松比(Poisson’s ratio value)有關，適合用於研究地殼岩

石特性的重要參數，其可反應岩層的孔隙率、破碎程度、液壓等諸多因素。初步

結果顯示，本研究區域主要的微震活動分布在金山-山腳斷層斷層面東南測與其

深度延伸之方向，在速度構造成像中，本區域具有較高的Vp與較低之Vs且呈管

狀分佈並向東南方傾斜，推測其為大屯火山岩漿熱液活動後所產生之熔岩構造。 

 

此部分本團隊主要透過建構高密度區域寬頻地震網，並加入此區域如 TVG

以及中央氣象局的資料，進行聯合資料反演，獲得比過去更具解析度之三維速度

構造層析成像，並且提出地質上的解釋，此資料獲得以及分析是由中正團隊、國

震團隊以及工研院團隊合作所得之結果，與過去此區域所進行之研究結果有所區

別，非常具有發表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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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並與國際上波型反演震源機制解權威美國聖路易斯大學朱露培教授進

行了學術交流的活動，討論後續以高精度之三維速度構造對於波型反演之應用進

行了經驗交換，對於本團隊後續所要進行之科學研究獲得很大的益處。也對於依

些國際上新進之研究人員發出了合作邀請，希望能引進這些研究能量，增加臺灣

科研實力。參與與會過程中發現此次會議大多研究議題與層析成像相關，此議題

本團隊也極為發展之項目，獲得了許多有益於未來研究之面向。然後關於高精度

微震震源機制解反演研究相較之下非常稀少，或許是此議題發展難度較為困難，

且目前尚無重大突破，希望本團隊今後能夠有所突破，發表相關議題文章到國際

會議上。 

本團隊於 8/3 號參觀了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

究所（其前身為中國地震局分析預報中心）為公益類非營利性科研機構，主要通

過對地震過程的觀測、模擬和預測理論及方法研究，探索地震孕育、發生和發展

規律，促進地震科學發展，為地震監測預報和防震減災服務。    

研究所以地震孕育、發生過程和預測實踐中提出的科學問題為研究物件，依

託科學技術進步與創新，依託新構造與地震構造、數位地震學、地震及災害預測、

GPS 及空間技術以及地震觀測技術等多學科的滲透、融合，推進、發展地震數值

預測的理論與方法，逐步集成有特色的基礎學科、研究領域和專家群體，努力產

出創新理論成果和突破性應用成果。   

研究所緊緊圍繞中國防震減災事業發展需求，優化學科佈局，使其研究領域

和研究方向始終瞄準並站在科學前沿；通過加強科技共用平臺、開放性實驗室和

野外試驗場 建設，深化地震科學及地震預測研究，努力提高地震預測科學水準；

通過完善人才培養和考評體系以及規範管理、培育創新文化，營造良好科研環境，

奠定研究所可持續發展基礎。主要任務為 

（一）地震科學研究  

開展震源環境、地震過程和震源破裂機理等地震科學的基礎研究，為地震預

測提供理論依據。 

（二）地震預測研究  

承擔地震中期和長期預測任務；承擔地震預測攻關研究任務；開展地震數值

預測理論與方法研究。以地震預測試驗場為基地，在地震構造和地殼精細結構、

高解析度動態地殼形變、地震活動性、震源參數變化等研究的基礎上，建立地震

孕育、發生和發展的物理和數學模型，對中期和長期地震危險趨勢做出定量化的

預測；基於地球物理、地球化學和大地測量學等基礎學科，利用地震觀測、空間

對地觀測等新技術新方法，開展強震孕育、發生、發展過程及其前兆機理等方面

的理論問題研究，探索短期與臨震預測理論和新方法，服務於地震短臨預測工

作。 

（三）地震觀測方法與技術研究  

承擔現場流動觀測任務；開展對構造活動、地震過程的觀測方法研究，發展

流動觀測技術，開展防震減災類觀測專用設備的研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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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工作 

承擔地殼運動觀測網路資料中心的維護與運轉、資料分析處理、品質監控和

資料服務工作；承擔中國地震局交辦的其他工作。 

 

本團隊並參與了當天所進行的地震預測相關研討會，交流很多關於目前進行

地震預測相關研究，本團隊所發表之研究方向為 b 值探討與地震預測相關性、P

波頻散特性探討地震預測之可行性、剪波分裂用於地震預測之可行性以及速度構

造時空變化與地震孕震過程關聯性等主題進行報告，地震預測這方面的議題在未

來的臺灣也會是一個極為需要被關注的議題，雖然目前的研究尚於發展中，不過

相信投入的研究人力越來越多的情況下，總有一天能了解所謂的孕震過程是如何

進行的，進而提出高精度的震源孕震模型。 

 

心得及建議事項 

本團隊於會議進行期間進行了許多的學術交流，深刻感悟到臺灣目前對於地

震預測所投入之人力物力相較於國際而言還算是十分稀少，不能因為目前相關研

究尚於發展中而降低投入人力於此，應抱持著開放態度，且持續的投入相關資源

進入，不能因此領域短期無法見到卓越成果而減少投入。此外需鼓勵臺灣學者多

與國際進行交流合作，可提升國際能見度且增加我國科研實力，此部分也是需要

政府多投入經費進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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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陳朝輝教授於會場一景合影 

 
博士班學生吳瑋哲於會場一景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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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學生蘇建旻於會場一景合影 

 
博士班學生蘇建旻於發表成果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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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學生蘇建旻於發表成果前說明 

 
於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進行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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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進行學術研討會 

 
所攜回之相關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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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相關研究成果 

 
參訪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數據庫建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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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學生吳瑋哲於發表成果前合影 

 
陳朝輝教授於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進行學術研討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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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學生蘇建旻於發表成果前說明 

 
陳朝輝教授與博士班學生吳瑋哲進行相關學術發表之內容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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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攜回之相關研究資料 

 
於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進行學術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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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攜回之相關研究資料 

 
參訪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相關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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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學生吳瑋哲於發表成果前說明 

 
所攜回之相關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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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學生吳瑋哲於發表成果前說明 

 
於會場參觀廠商展示儀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