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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醫療
新北市的醫院病床供給不足(表2)，由於往台北的跨河橋梁易損毀，
本研究建議將傷患送往桃園就醫。交通狀況以ML6.9的地震發生於
凌晨為例(圖4)，多處交通受阻機率高(表3)。

避難收容
新北市雖然整體供給量足夠(表3)，但部分重災地區收容量供不應求
(圖5)。以ML6.9的地震發生於凌晨為例，新莊與板橋收容量嚴重不
足，本研究建議可向中和、永和、泰山、樹林或桃園疏散(圖6)。

• 往台北市的橋梁容易中斷

• 容易損壞的救援道路

• 道路損毀嚴重

• ML6.9地震發生時，需收容

人數多且收容量嚴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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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過去大規模地震的發生，經常造成台灣重大損害，橋梁、道路等
多處中斷，去年的美濃地震仍令人記憶猶新，造成維冠大樓倒塌
，動員全台人力物力，耗日費時才得以平復，倘若大規模地震發
生在全台人口最密集的台北都會區，後果將不堪設想，本研究模
擬大規模地震發生於都會區的受災情境，量化分析地震災害在不
同情境的衝擊狀況，以500m×500m網格資料細緻化呈現，並提
出防災建議。

方法

情境設定
探討山腳斷層錯動產生芮氏規模(local magnitude,ML)6.3和6.9兩
種地震情境下，在凌晨5點和中午12點兩個時間點 (圖1)，對於新
北市的衝擊。

死亡人數推估
五股、蘆洲、三重、新莊、板橋
、中和、泰山為受災嚴重區域
(圖2)，且凌晨較中午嚴重(表1)。

緊急運送道路

山腳斷層

ML=6.3

ML=6.9

凌晨 5點

中午 12點

資料來源:地質雲

*參考資料：市區道路緊急運送規劃手冊(2009)，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利用GIS進行圖資處理
與分析，結合交通和
網格資料進行探討

提出災防
弱點與建議

(圖1)

(表1)

(圖2)
新北市醫院病床數不足
建議將傷患運送至桃園

收容所不足的行政區建
議向鄰近區域或桃園請
求援助

補強損毀機率高的橋梁
和緊急聯外道路，規劃
替代道路以確保救災的
路線暢通

緊急聯外道路*為路寬20m
以上，建議經過醫院或收容
所者。

中環路一~三段、成泰路一
~三段和明志路一~三段(圖3)
雖然路寬小於20m，但經過
多個醫院或收容所，本研究
建議為災防重要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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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收集地震衝擊資訊平
台圖資，參閱災防科
技中心技術報告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