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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強化我國地震監測預警、海嘯警報業務與防災科技應用及地震防護教育之推廣，

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呂佩玲副主任與何美儀技正赴日本神戶及四國地區研習，並

強化與日本相關單位之後續技術合作、訓練觀摩以及未來的長期交流。呂員等 2 人在日

本香川大學金田義行教授協助安排下，參訪以下研習單位，包括神戶減災館及香川大

學“四國危機管理教育・研究・地域連携推進機構”。研習所見參訪單位可供中央氣

象局借鏡處已建議逐步落實於中央氣象局地震監測預警、海嘯警報業務與防災科技應

用及地震防護教育推廣業務之執行，並建議持續強化與日方相關單位之技術交流與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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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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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當大的威脅，近年

來中央氣象局(以下簡稱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在地震速報、地震預警發展方面已卓有成

效，在 2016 年 5 月配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針對 4G 無線通訊架構，推動災防告

警細胞廣播訊息系統（Public Warning System，PWS），利用其快速、大量廣播之特性，

由氣象局「地震速報系統」介接先行營運測試，於地震發生時，快速發送地震告警資

訊通知民眾應變，以提升強震即時警報資訊之通報與應用成效。面對多樣的災害預警

訊息，民眾在收到這些警訊時該如何因應？反而成為災害危機應對的成敗關鍵。 

日本的地體環境與臺灣相似，均位於板塊交界邊緣，因此地震、海嘯與火山亦為

日本地區最為嚴峻之天然災害。日本在地震、火山及海嘯監測方面擁有非常豐富的實

務經驗，其針對地震、火山及海嘯研究、活動監測及預警系統之運作等，均位居國際

領先地位，是我們很好的學習目標，同時日本也是個記取地震教訓的國家。日本關東

地區於 1923 年 9 月 1 日發生規模 8.0 的大地震，死傷慘重；因此日本於 1960 年訂定 9 月

1 日為日本的防災日。每到 9 月 1 日，全民與企業必一同進行演練，演練劇本來自於地

震災害潛勢圖資的分析成果。日本的活動斷層、地震災害等模擬結果都會公開於媒體、

書籍出版、防災訓練、專業防災認證以及學生書本教材中，顯見人民相信大地震災害

將會再臨。平常更積極進行演練，以求災害來臨時，可以多一些生存機會。為此，我

們必須努力向世界各國先進單位研習與合作，藉由學習這些國際單位的科技開發與實

務運作，來提昇並落實我國相關防災業務之推動。 

為強化我國地震監測預警、海嘯警報業務與防災科技應用及教育宣導之推動，氣

象局指派地震測報中心呂佩玲副主任與何美儀技正 2 員赴日分別研習相關技術，呂員負

責未來雙方合作備忘錄商談事宜，何員負責地震預警與教育推廣相關技術與經驗之交

流。相關成果將落實於氣象局地震預警與防災業務之應用，並強化後續臺日雙方於科

技資源、研究合作、訓練觀摩以及其他地震、海嘯相關之長期交流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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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習參訪單位簡介 

本次行程在日本香川大學金田義行教授協助安排下，除邀請氣象局同仁外，尚邀

請健行科技大學鄭世楠副教授同行參訪並參加研討會，參訪與研習單位包括“神戶減

災館-人與防災未來中心” (Disaster Reduction and Human Renovation Institution-Kobe，簡稱

神戶減災館)及香川大學“四國危機管理教育・研究・地域連携推進機構” (Institute of 

Education, Research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for Crisis Management Sikoku; IECMS, 簡稱四國

危機管理教育機構)，依序簡介如下： 

神戶減災館是為了把 1995 年阪神•淡路大震災中的經驗和教訓傳承給後世，並致

力於減輕國、內外災害受害程度的震災紀念館。 

國立香川大學位於日本四國地區，為日本四國最佳大學，本次參訪行程包括參

觀危機管理教育機構暨舉辦小型雙邊研討會並拜會機構長，此外雙方也將討論未來合

作事宜(含未來簽訂合作備忘錄事宜)。 

國立香川大學四國危機管理教育機構成立於 2016 年 4 月，下設危機管理先端教

育研究中心及地域強韌化研究中心 2 大中心。金田教授於 2016 年 4 月接任此機構之副

機構長及地域強韌化研究中心中心長之職。本次應他邀請，預計參觀其地域強韌化研

究中心之三維危機處理反應模擬器(3D Risk Management Response Simulator)，所展示之地

震逃生模擬系統。 

 

三、研習過程 

本次研習行程如下: 

4 月 10 日（星期一）~4 月 11 日(星期二) 神戶減災館考察與交流研習 

 4 月 10 日（星期一）由桃園國際機場搭乘中華航空航班至日本關西機場。再搭乘利

木津巴士前往神戶三宮住宿地點並與香川大學金田義行教授會合。 

 4 月 11 日（星期二）上午 9 點在金田義行教授陪同下，參訪神戶減災館，同時拜會

芳永和之研究部長與本塚智貴研究員（照片 1 a、b）。1995 年 1 月 17 日，擁有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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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密集人口，肩負日本經濟活動中樞重任，從淡路北部到神戶市以及阪神地區，

發生內陸城市直下型地震。電氣、自來水、瓦斯及交通運輸機構等生命線受到毀

滅性打擊，許多居民被迫不得不在避難所過著嚴酷的生活。老舊木製住宅密集區

域因地震導致大規模倒塌與火災、6,434 人死亡、43,792 人受傷、住家受害（全毀

・半毀）249,180 棟。當時這樣慘重的震災災情給日本帶來了極大的震撼，而開始

反思地震預測與預警孰重孰輕，而神戶減災館則是為傳承給後代阪神・淡路大震

災的經驗與教訓，傳述改變地域歷史的重大情節而設立，運用特殊攝影與特殊效

果，體驗地震發生瞬間，利用大型影像視頻與音響以體驗那駭人、可怕的地震。

並以多樣化的資料來解說重建、復原過程，及當時生活與市街情景，並透過實驗

和遊戲等方式學習自然災害與防災、減災方面的知識。該中心與臺灣九二一地震

教育園區類似，除展示 1995 年阪神．淡路大地震相關資訊（照片 1 c 、 d）外，同

時肩負地震災害調查工作並於災害地震發生後為地方政府提供專業諮詢，照片 1 e

即是與該中心研究員討論 2016 年 10 月 21 日造成神戶地區的災害地震，並交換心

得。較特殊的是該館由該地區歷史地震研究分析，1605 年規模 7.9 (簡寫為 M7.9)慶

長地震、1707年寶永地震(M8.4)、1854年安政東海地震(M8.4)與安政南海地震(M8.4)、

1944 年東南海地震(M7.9)、1946 年南海地震(M8.0)，推估東南海與南海大地震

(M>8.0)週期約一百年，並將東南海與南海大地震當作想定地震(照片 1 f，估算並模

擬可能造成的海嘯高度(照片 1 g)與到時(照片 1 h)，並以此進行災害防救宣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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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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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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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照片 1、參訪神戶減災館「阪神．淡路大震災紀念－人與防災未來中心」：(a)入口處

與金田義行教授(右)合照；(b)拜訪芳永和之研究部長(右二)與本塚智貴研究員

(左一) ；(c) 遭阪神地震破壞的阪神高速道路橋墩(後) ；(d) 模擬 1995 年神戶地

震災害現場；(e) 與該中心研究員討論 2016 年 10 月 21 日造成神戶地區災害的

地震；(f)由歷史地震建立假想地震－南海地震；(g)假想地震造成的海嘯高度；

(h)假想地震造成的海嘯到達時間。 

 

4 月 12 日(星期三)：神戶－香川縣高松市及小豆島野外地質考察 

 本日上午由金田教授陪同由神戶市搭乘高速巴士前往四國香川縣高松市。下午則

由香川大學藤澤一仁教授(地域強韌化研究中心副中心長)、磯打千雅子副教授與藤

川幸子小姐陪同前往小豆島野外地質考察，主要是實地觀看火山地形、花崗岩與

安山岩。現場討論照片如照片 2 a ~ b，香川大學展示館所陳列火成岩標本如照片 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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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11 
 

 
(c) 

照片 2、小豆島實地考察：(a)、(b)花崗岩現場；(c)香川大學展示館所陳列

火成岩標本。 

 

4 月 13 日(星期四)拜會香川大學四國危機管理教育機構及召開 MOU 第 1 次工作會議 

 本日上午拜會香川大學副校長暨四國危機管理教育機構機構長筧善行博士(照片 3 a)。

同時與香川大學洽談未來臺灣與日本在地震災害防救科學上的合作，以及該大學

與氣象局在地震預警、災害預防、資料與研究成果交流的合作。 

 下午則在香川大學幸町校區研究交流棟 6F 召開氣象局與香川大學合作研究備忘錄

簽訂第 1 次工作會(照片 3b ~ c)，分別就未來合作項目及工作期程進行討論 (詳細會

議紀錄內容及雙方討論文件詳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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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照片 3、拜會與洽談未來合作事宜：(a)拜會筧善行機構長(副校長，前中)；(b) 

雙邊合作洽談； (c) 雙邊洽談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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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4 日(星期五) 三維危機處理反應模擬器體驗，與小型研討會論文發表 

本日上午在金田教授陪同下，至香川大學工學院校區進行三維危機處理反應模

擬器體驗(3D Risk management response simulator)，在未來 30 年內日本南海發生規模大於

8.0 (M>8.0)的破壞性地震的機率相當高，香川大學四國危機管理教育機構將此南海海槽

大地震(The Nankai Trough Earthquake) M>8.0 做為想定地震，針對學校教師在此想定地震

下，發展一套三維危機處理反應模擬系統，主要目的是訓練學校教師實際的災難應對

能力，詳細資料如附錄 2 所示。參訪過程中，並親自體驗三維危機處理反應模擬系統

(照片 4 a ~ f)。其主要為一虛擬小學校園環境，當老師與學童在教室時，一旦發生地震

時該如何因應？該系統準備數種不同模擬情境(含地震與海嘯來襲等不同情境)，使用者

可搭配使用現場桌椅，來練習標準的避難處置步驟。該系統結合虛擬實境與真實環境，

創造出一種混合實境、互動式教學，讓使用者可更融入災害現場環境，強化避難練習

體驗，以減少因地震等災害發生時受傷機率。 

例如教師(由體驗者擔任)在一聽到預警聲響時，除了指示學生馬上採取趴下、掩

護及穩住 3 步驟保護自己外，若還有多餘時間，是否可先把門打開以防震動過後逃生通

道受阻(或平常即可先指定最靠近門的學生負責)，又若教師只顧著安撫學生反而忘記保

護自己致受傷等種種狀況，皆會根據體驗者當場所下的指令而有不同結果，另外也會

將其錄影後再重播一一檢討如何改進，讓體驗者深思及反省當下的反應與應對還有那

裡不足並思改進之處。因此當政府希望將預警訊息逐步普及至全國民眾時，學校老師

或每個家庭成員是否也要先預擬一套應變策略或劇本，才不會在接到警告訊息時徒然

呆立觀望不知所措，讓寶貴的預警時間流失而無作為，喪失了預警減災的功效。 

同為地震頻繁的臺灣，也面臨相似的災害環境，可試著引入類似構想，以達推

廣震災教育與展示目的。本次能與該中心進行相關業務交流，對我們推動未來防災教

育推廣工作，必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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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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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f) 

照片 4、參訪香川大學三維危機處理反應模擬系統 (3D Risk Management 

Response Simulator)系統：(a)拜訪模擬系統工作人員；(b)內部電腦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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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設備；(c)模擬現場與各項設備；(d), (e), (f)親自體驗三維危機處理

反應模擬系統。 

 下午則在香川大學工學院區四國危機管理教育機構 3 樓會議室進行小型研討會，並

交換研究心得與資料(如照片 5)。研討會資料如附錄 3 所示。由鄭世楠老師先介紹

臺灣歷史地震資料的整理與建檔，接著由何技正介紹臺灣的地震觀測，最後由呂

副主任介紹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在防震減災方面的成果與現況。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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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照片 5、香川大學 IECMS 進行研討會情形：(a)呂佩玲副主任報告；(b)何美

儀技正報告；(c) 與會人士合影。  

 

4 月 15 日（星期六）由高松機場，搭機返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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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得與建議 

中央氣象局之地震測報作業已有多年實務運作經驗與實績，近年來更努力研發及

推動強震即時警報之通報與防災應用，本次研習提供心得與建議如下： 

（一） 日本極重視藉由歷史地震研究預測破壞性大地震發生的必然性，並模擬可能發

生的各種災害，進而強力宣導防、減災及應變教育的努力，非常值得臺灣參考

與借鏡，未來值得研議與香川大學進一步合作 

此次移地研究與參訪收穫良多，尤其是日本藉由歷史地震預測東南海－至

南海地區破壞性大地震(M>8)的回歸周期約 100 年，未來 30 年發生的機率相當

高，甚至將 M > 8.0 南海海槽地震(The Nankai Trough Earthquake)做為想定地震(假

想敵)，預估各項可能發生的災害，包括海嘯到時與波高等，並依此模擬結果進

行各項研究、災害演練與防、救災教育宣導(如照片 6)，非常值得臺灣參考與借

鏡。另，日本所開發的互動體驗式的教育宣導設施，也非常值得引進臺灣加以

改良推廣。 

目前氣象局計畫整理中的歷史地震波形資料庫，亦收錄了相當多的日本災

害地震，其中包括 1944 年東南海地震(M7.9)與 1946 年南海地震(M8.2)( 照片 7)，

未來值得研議與香川大學進一步合作。 

（二） 持續進行與香川大學合作研究備忘錄的簽訂事宜 

本次赴日行前，日方即表達欲與氣象局簽訂合作研究備忘錄的意願，同時

藉由此行拜會香川大學副校長兼機構長筧善行博士，商談未來臺灣與日本在地

震災害防救科學上的合作，及與氣象局在地震預警、災害預防、資料與研究成

果交流的合作。更在香川大學召開氣象局與香川大學合作研究備忘錄簽訂第 1

次工作會，分別就未來合作項目及工作期程進行討論。返臺後我們將持續進行

後續相關連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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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讀賣新聞 2017 年 4 月 2 日報導預測未來 30 年南海海槽地震(The Nankai 

Trough Earthquake) 發生機率與災害。 

 

 
照片 7、臺灣歷史地震波形資料庫收錄 1946 年南海地震(M8.2)波形紀錄，台南

測候所威赫式地震儀收錄之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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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附錄 1、氣象局與香川大學合作研究備忘錄簽訂第 1 次工作會會議紀錄及雙方所提

供之討論文件 

 
 Summary of the meeting at Kagawa University 
 
Date: April 13, 2017 
Time: 13:00-14:30 
Place: Meeting room, Saiwai-cho Campus, Kagawa University, Japan 
Attendees:  
Ms.Leu and Ms.Ho (CWB),  
Dr. Cheng (Chien 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r. Kaneda, Prof. Fujisawa, Dr. Isouchi and Mr. Sangawa (IECMS, Kagawa Univ.) 
Mr. Nagatake and Mr. Ueta (International Office, Kagawa Univ.) 
Ms. Ohmori (Research Cooperation Group, Kagawa Univ.) 
Chair: Dr. Kaneda 
 
Discussion Summary: 
With regard to future collaboration between Kagawa University (KU) and The Central 

Weather Bureau, Taiwan (CWB), they have agreed as follows:  
 

1. Based on the template of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MOU) shown by KU, CWB 
will examine if there is anything they should revise. After that, they will conclude MOU, as 
proof of mutual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in August.  
 

2. Regarding the details of the collaboration, they will discuss after concluding MOU to make 
efforts to conclude the Implement of Agreement, which will be discussed with using CWB 
proposal form.  

 
3. Concerning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the MOU, it can be held at CWB in August and Dr. Kakehi, 

Trustee, will attend on behalf of KU. On the other hand, we will not eliminate the chance to 
hold the ceremony at KU and Dr. Nagao, President of KU, will attend. 

Recorded by Mr.U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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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續) 

 我方提供的備忘錄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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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續) 

 對方(香川大學)提供 MoU(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草稿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Central Weather Bureau 

and 
Kagawa University 

 
Kagawa University, Japan, and Central Weather Bureau, Taiwan wishing to establish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organizations, agree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as follows. 
Subject to mutual consent, the areas of cooperation will include any program offered at 
either party as thought desirable and visible on either side where both sides think will 
contribute to the fostering and development of 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Cooperation shall be through such activities as: 

1.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staffs and researchers 

2.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publications 

3. Joint educational/research programs/symposiums 

4. Special short-term academic programs 

5. Exchange of academic materials and other information 

The terms of cooperation for each specific activity implement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shall be mutually discussed and agreed upon in writing by both 
parties prior to initiation of that activity. Any such agreements entered into, as outlined 
above, will form appendices to this MoU. This MoU is valid from the date of signing for the 
duration of 5 (five) years and can be extended upon mutual consent.  
Details of this MoU may be revised or amended at any time by mutual consent. 
In witness whereof, the parties here to have offered their signatures: 

Prof. Seigo Nagao, MD., Ph.D. 
President, 
National University Corporation  
Kagawa University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zay-Chyn Shin 
Director-General,  
Central Weather Bureau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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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三維危機處理反應模擬器(3D Risk management response simulator)介
紹資料 

 

 
  



24 
 

附錄 2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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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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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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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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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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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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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四國危機管理教育研討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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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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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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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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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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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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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攜回資料 

(一) JAMSTEC DVD 片及部份影片內容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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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田義行教授撰寫的科普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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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小豆島地質考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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