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研究結合臺灣之地震重定位序列1、震源機制解2與地下速度構造3等地球物理資料，分析臺
灣全島與鄰近海域的地震分布，完成20個具有高地震發生潛勢的地震帶劃分工作，並建置地震帶
數值模型資料庫。地震帶數值模型資料庫除了提供地震帶的空間尺度、好發地震類型與歷史地震
資料外，模型資料也可以搭配地震震源分布進行活動區塊的分析與展示，協助地震緊急應變工作。

研究目的與方法

研究結果與模型建置 地震帶應用實例

建構臺灣地震帶數值模型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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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央地質調查所公
告的36條活動斷層4、學研調
查的活動斷層5與孕震構造6外，
仍然有許多地震發生於無法以
上述活動構造解釋的區域。本
研究透過前述地球物理資料，
產製水平與垂直剖面，透過地
震空間分布差異與活動特性，
劃分地震帶，用以解釋相對缺
乏資訊的孕震構造，如一些未
出露地表的深部構造。

參考資料

本研究使用資料：(a) 地震序列重定位資料；(b) 地震震源機制
解；(c) 地下速度構造，含P波波速(VP)、S波波速(VS)、兩者比值
(VP/VS)與兩波速擾動值(Perturbation)。

本研究產製之垂直與水平剖面：(a) 本研究垂直主要構造走向，
以濁水溪為分界，以北產製15條深度30公里、以南產製14條深
度100公里之垂直剖面；(b)不同深度的地震與速度構造水平剖面

全臺共劃分20個地震帶，其中北部區域地震聚
集狀況明顯，似面狀結構分布，因此以面狀模型表示；
南部地震則團狀分布，無法辨識出如斷層面的明顯構
造，以團狀模型表示。

地震帶目前用於地震事件的發震構造解釋工作，
南投地區規模大於5.0、震源深度大於10公里的多起逆
衝斷層地震，皆屬於埔里地震帶的發震事件；花東縱谷
西翼自2006年臺東地震至2022年池上地震等一連串的逆
衝/左移斷層地震，皆屬於中央山脈斷層地震帶。

埔里地震帶三維數值
模型與地震分布。

中央山脈斷層地震帶
三維數值模型與地震
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