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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段： 

 

接下來請聽生活 In Design，美好早晨，來一段愛智之旅吧！。漫步在社會的街角，開啟我們與自己的

對話。穿梭在文化的迴廊，重拾我們與土地的羈絆，生活 In Design，為理想生活提案，設計所有幸福

的可能，週一到週五，早上九點到十點，我是嘉妮，歡迎收聽，生活 In Design。 

【主持人-嘉妮】：各位聽眾朋友們早安歡迎收聽生活 In Design，我是嘉妮，哇！今天呢是我們的開學

日，又是一個美好的開始，那也預告著9月也快要來臨，到9月呢其實我們就要來談談一個大家非常熟

悉的一個主題，我們在今天生活 In Design 當中來到了災防知識補給站，今天跟大家談談地震。大家

應該記得921，921其實是我很小的時候經歷過的一個大地震，不過雖然年紀很小，但是因為那個地震

的強度實在是太強了，非常的可怕，所以其實那個經驗還是歷歷在目的，那其實不管是921啊、331，

臺灣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在生命當中都會遇過1~2次，2~3次的大地震，那當地震發生的時候，我們要

如何來保護自己的安全以及地震它到底是怎麼樣的來發生的？那我們的災防單位呢又如何在第一時

間開始我們的地震應變工作呢？我們在今天的災防知識補給站當中，我們邀請到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的柯孝勳組長來跟我們分享災防中心，他們透過呢跟產學界積極合作來設計一個三維地質構造數值

模型喔，那然後呢就利用這個模型來進行分析跟模擬來瞭解整個斷層沿線的重點調查以及震後的受災

情況來提供單位救災工作的各種的一些資訊，所以這個模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環，那今天呢就會在

災防知識補給站當中跟大家分享，科技如何來提升地震的應變工作。 

今日夯話題，在921地震後，臺灣就把9月21日定為國家防災日，那今年呢是二十三週年，隨著我們的

國家防災日即將到來，臺南市我們呢就舉辦了全國首創的國家防災日 Podcast 創作比賽，黃偉哲市長

呢他說近年來受到全球暖化的影響，極端氣候造成複合式災害的情況時有所聞，像是大家共同經歷過

莫拉克、921、0206震災，以及百年大旱等等災難，近年更是 covid-19的疫情，所以希望藉由國家防災

日 Podcast 的創作比賽，讓正確的防救觀念呢能夠深入大家，那強化社區防救災的深度以及廣度，進

而來讓我們的整體災害防救量能能夠提高，也邁向韌性城市這樣子的一個願景，所以呢臺南市政府災

害防救辦公室王雅禾參議他就說災害發生的當下，政府資源往往難以即刻救援，那民眾如何在第一時

間進行自助互助，就顯得特別重要，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從聲音創作比賽當中來發想過程，汲取正確的

防救災知識跟常識進來能夠喚起我們每個人對於防救災工作的省思跟共鳴，其實最重要目的是聯手來

推展全民防救災運動，那我們的這個比賽，國家防災日 Podcast 創作比賽呢目前已經都開放報名當中，

你可以選擇一個人或者是一家人一起來參加都可以，第一名可以獲得商品禮券，一個超市商品禮券五

千元，那總獎金額高達4萬元，所以歡迎大家來發揮創意，然後呢投稿期限延長到9月17號的中午十二

點為止，只要投稿就有機會獲獎喔，那詳情呢可以到他們的 Facebook 的粉絲專頁，「臺南防災大特寫」

的這個粉絲專頁當中來做搜尋。 

面對氣候變遷，認識災害防救，聽見科技整合，災防知識補給站。 

歡迎回到生活 In Design 災防知識補給站，我們今天呢要跟大家聊聊我們臺灣人最熟悉的地震，其實

呢臺灣作為環太平洋火山帶的成員之一喔，我們在成長的歷程當中，或多或少一定都遇到過1-2次還

蠻大的地震，那當我們地震發生來臨的時候呢其實我們很多的防災單位在第一時間就會開始我們的地

震應變工作，那其中很重要的因為要透過科學化評估方法，我們才能夠最快速，而且最實際的把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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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這個救災能量投入到發生最嚴重災害的地方。所以呢我們在今天的災防知識補給站當中，將會

邀請到的是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柯孝勳組長，來跟我們分享他們如何透過科學化的評估方式來把

我們的這些災防的知識投入到實際上的救災當中。那我們就先請柯組長來跟我們打聲招呼，組長早安。 

【受訪人-柯孝勳】：好，主持人好，各位聽眾大家好。 

【主持人-嘉妮】：組長，我們今天來聊關於地震斷層這件事情，我覺得是很重要，因為臺灣的生活上

面一定會碰到這個地震這件事情，我們先來複習一下最基本的地球科學的知識，地震它到底是怎麼樣

來發生的？ 

【受訪人-柯孝勳】：好，那從近代的科學開始告訴我們就是其實地球內部它是一個液體，那我們生活

的這些陸地其實是所謂的板塊是漂浮在這些液體上，所以呢它整個板塊其實是會移動的，在移動過程

中這個板塊跟另外一個板塊可能就會碰撞可能就會擠壓，那在這些碰撞跟擠壓，其實就會產生所謂的

一個地震，所以如果我們把全球的這些地震發生的一個位置，我們把它放到地圖上來看，我們會發現

這些位置跟這些所謂板塊的邊界有高度的一個重合，高度的一個關聯性，所以其實地震就是地球科學

或者說地球一個正常的一個現象，那這個是尤其臺灣像我們是就是在板塊的邊界，那免不了我們一定

會面臨到地震這種天然的一個風險存在。 

【主持人-嘉妮】：瞭解。所以實際上從那個我們實際上觀測的數據來看，把所有的災所有地震的資訊

地震的位置放在同一個地圖，就會發現說，它跟板塊交界的的這個位置是非常的相近、類似的。 

【受訪人-柯孝勳】：對，就由全球來講，環太平洋地震帶其實幾乎涵蓋了全球80-90%的一個地震都是

在因為它是很大的板塊，那跟週邊的一些板塊的碰撞其實也很很很頻繁也很很強烈，所以整個地震，

那就是主要沿著環太平洋地震帶，然後還有中央脊，那還有一些就是像在地中海沿線就會到南歐中東

那一帶。所以確實就是說，我們說地震沒辦法預測但是地震的風險，我們是可以評估，因為我們可以

從地質構造，從它的地震的這些成因可以去做。是不是容易發生地震這樣子一個風險的一個評估。 

【主持人-嘉妮】：是，瞭解，所以就是隨著科學越來越進步，我們對地震有更多瞭解，以前就覺得地

牛翻身，但現在其實就是瞭解說，原來是跟板塊運動有關係，那我們臺灣就是處在這個板塊交界。所

以板塊運動非常頻繁的地區，環太平洋的火山地震帶，那我們到底，臺灣我們就來聊臺灣好了，臺灣

的板塊運動是怎麼樣的來進行的，臺灣是哪些板塊？ 

【受訪人-柯孝勳】：臺灣最主要就是東邊的菲律賓海板塊擠壓我們西邊的歐亞大陸板塊的這樣子一個

擠壓的一個過程，所以臺灣大部份的構造其實都是由東南往西北擠壓的這樣子的一個一個構造，只有

少數在臺灣東北部是所謂的正斷層，是張裂，是拉開不是用不是擠壓的。所以以臺灣的構造來講臺灣

的地震在東部非常多，因為它就是在板塊的一個大的一個邊界 

【主持人-嘉妮】：是花東縱谷那個地方？ 

【受訪人-柯孝勳】：對。就是還有外海，外海也很多地震。對，那臺灣的地震，其實如果這是個大的

架構來看，如果稍微我們再到板塊邊界的某個地方來看的話，除了板塊的邊界擠壓之外，因為它是擠

壓會變得比較破碎，所以在這些板塊上就會有很多不連續的地方，就是我們所謂的斷層。所以臺灣其

實臺灣的地震東部的地震，大部分是板塊碰撞造成的，它的深度比較深，但是規模會比較大，但是臺

灣的西部來講，大部分都是在我們板塊上的這些斷層的錯動因為被擠壓的時候，這些原本比較不連續

的地方，就容易被擠動，它就會錯動，那就是我們所謂的斷層的錯動，那一樣會造成地震，那西部的

地震大部分比較是斷層的錯動，那斷層的錯動它的規模相對會小一點，但是它的深度比較淺，所以對

地表的影響就不見得是比東部的這種比較大規模的地震會小，因為它比較淺，對震波傳到地表，其實

相對也會比較大，那尤其我們臺灣的都市發展又都是在西半部，所以我們可以去看。就是歷史臺灣的

一些重大災害的一些歷史其實都是在西半部的這些位置。 

【主持人-嘉妮】：瞭解。所以其實不只是跟地震的規模有關係。如果要真的去瞭解，說會發現說很多

時候災害它會也會跟它的地震深度有關，地震比較淺的話它比較容易這個能量就傳輸到地表上面比較



多。 

【受訪人-柯孝勳】：對。 

【主持人-嘉妮】：所以它反而會更大一些。 

【受訪人-柯孝勳】：對，因為看我們近幾10年最大的就是921地震，其實它很淺，它就七點多公里，10

公里都不到，那它規模又大，所以傳到地表的時候，它造成的影響就相當大。 

【主持人-嘉妮】：921地震它是在西邊的斷層嗎？ 

【受訪人-柯孝勳】：對。它是車籠埔斷層。 

【主持人-嘉妮】：是。所以這個就是剛剛組長跟我們講的這個原因，所以西邊它的斷層它不見得是會

比東邊還要小的，所以臺灣的斷層帶就會變成說它比較容易處於比較危險的，可以這樣說嗎？ 

【受訪人-柯孝勳】：因為臺灣，我們剛剛講臺灣是菲律賓板塊往由東南往西北擠壓，那它的位移量其

實蠻大的，1年大概這樣子擠壓大概7點多將近8公分。這個位擠壓量是相當大，所以我們臺灣的一個

地層其實受到的應力是相當大，所以我們也一直提醒大家就是說身處在臺灣地震的威脅，是免不了，

那大家只好只好先預先做好準備。 

【主持人-嘉妮】：是，瞭解。就是這個活動就是板塊它就是一定會一直活動，而且那個那個能量是很

大的。所以我們其實隨時都要做好準備，那我們就會想要好奇想要再問下一個問題。所以地震它真的

是沒有辦法去做預測的嗎？ 

【受訪人-柯孝勳】：好，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地震目前來講，以現有的科技確實很難精準的預測，所

謂精準預測是說如果我要達到防災上應用，大概有幾個，第一個你的地點，你的範圍落差不能太大。

第二個時間。你也不可能差個一個一個月二個月，我們沒辦法做防災。第三個就是規模，地震規模的

大小會影響到我們所謂的災損。對所以以目前現有的科技要做到這三項完全可以應用到防災領域來做

應用。目前的科技是還很難去去去達到。 

【主持人-嘉妮】：全世界其實都還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 

【受訪人-柯孝勳】：那現在大家有很多的一些技術在研究當中，有用電離層；有用地下水，目的都是

為了能達到這三項能達到比較精準的一個預測，所以我們現在能做的是說，預測可能技術上還沒有辦

法完全精確，但是前面剛剛講的，但是從這些地質構造，從科學技術去評估地震的風險，目前是有科

學的一些方法，可以來做一些評估。 

【主持人-嘉妮】：了解，所以其實它沒有辦法像預測颱風一樣，這麼的準確，還可以提前1-2個禮拜就

先做預測，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不過我們還是可以來做一些相關的風險評估，組長跟我們講到說，

我們在地震還沒有來臨的時候怎麼樣的先瞭解整個地質構造，就很重要嗎？所以在你們的工作當中，

或者是說在整個地震防災的工作當中，就會先去瞭解整個臺灣的地質情形。 

【受訪人-柯孝勳】：是，那剛剛提到就是說地震的風險其實是可以透過一些科學的方法來評估，像剛

剛講，假設我能夠瞭解地質的這些構造的話，因為我們知道地震，第一個就是板塊碰撞。第二個就是

如果你有斷層，那你這個地方假設有活動性斷層，那你先天上的地震的一個發生的機率相對就會比較

高，所以我們目前跟我們中心跟學界在合作，利用一些鑽探資料也好，我們是想辦法把地底下的構造

能比較立體的，用一些比較立體的方式去把它弄清楚，因為我們平常看地圖斷層就是一條線。 

【主持人-嘉妮】：是。 

【受訪人-柯孝勳】：但是其實斷層在地底下它是一個一個立體的面。而且它往下發展其實是都有個角

度，所以它的深度它的一個傾角，它的角度其實對應到地表上，我們就會去找到一旦它錯動它會影響

的範圍是哪一些地區。同時斷層又有分逆斷層跟正斷層，所謂逆斷層就是它的上盤往上抬，那一般災

損來講，如果是逆斷層的話，上盤的位置災損會比較嚴重，因為它是整個動的地方，我們以車籠埔來

看，那各位如果有興趣可以回去看一下車籠埔那些災損的位置，你把跟車籠埔的這些這些地表那個線。

對一下你會發現90%的災損都是在車籠埔的東邊，就是從南投的中寮啦、草屯、魚池然後一直到臺中



的神岡、東勢、石岡這部分，那因為車籠埔的逆衝斷層，它是從東邊往西邊擠上來，所以它的東側是

往上抬，所以90%的尤其建物的災損都是在車籠埔的東側。所以如果我們能瞭解到這些地下的這些構

造，我們能清楚地掌握它分佈的狀況跟空間的這些相關位置的話，我們就可以去評估，假設一旦這個

斷層錯動，它可能高致災的風險的位置會在哪一些地方？甚至在災後我們如果馬上能知道的話，我們

就可以比較能掌握，我們要優先清查，災情要優先清查的一些區位，會是在哪個地方可以協助我們更

快去掌握整個災情。 

【主持人-嘉妮】：是，瞭解。所以地斷層帶它不是一條線它不是只是平面而已，它是整個往下延伸到

地表地殼，它是它的這個實際上如果要真的去瞭解話，它一定要作成3D 的方式才能去去瞭解它裡面

整個內部構造，而且剛剛組長跟我們提到說這個逆衝跟正衝。 

【受訪人-柯孝勳】：正斷層。 

【主持人-嘉妮】：正斷層跟逆斷層它這二個又是不一樣，所以是到底是東邊會比較嚴重還是西邊會比

較嚴重就會受到這個影響，所以呢三維的這個地質的構造的建這個建模是不是就很重要？ 

【受訪人-柯孝勳】：是。所以我們這幾年來其實一直跟學界合作，因為地質這個東西跟氣象不太一樣，

氣象可能比較有一些可以觀察得到，那但是地質的東西都在地底下。 

【主持人-嘉妮】：對啊。 

【受訪人-柯孝勳】：那我們現在能開挖或者是說我們能直接探測的深度其實不是很深，甚至我們要挖

井等等，大概都都不是那麼深，那但是斷層其實都是地下好幾公里甚至到十幾公里，所以做我們如果

要瞭解地下構造其實我們會需要用到很多相對比較間接的方法，譬如說我們會有一些透地雷達。那另

外還有我們會用一些一旦地震發生之後，我們在不同測站收到了這些地震的波，就有點像照超音波，

地震發生從地底下達一個波上來我們在地面去去接收到。 

【主持人-嘉妮】：是。 

【受訪人-柯孝勳】：那另外還有就是用一些地表的這一些構造形狀，我們去回推地地底下的可能的這

些構造。所以我們這幾年跟臺灣大學地質系跟成大的地科系我們跟幾位老師一起合作，那甚至也用了

中油在鑽探探勘，有了這些一些資料，我們用一些科學的方法把地下構造建成三維的一個模型，那以

全臺灣這樣一個尺度的話，我們就可以比較掌握，一旦在我們臺灣週邊發生的任何地震，我們趕快就

可以在我們模型上去分析看看，是可能是哪一個構造或哪一個斷層的錯動，那就可以進一步去評估它

可能風險的這些區位。 

【主持人-嘉妮】：瞭解，所以透過3D三維的地質構造，我們去瞭解整個地下斷層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才可以來做更多應用。我們生活 In Design 到這邊先休息一下囉！等一下呢廣告及雙語教學，花

路米回來之後，我們繼續再來回到災防知識補給站當中跟大家談談說三維地質構造、數值模型如何更

廣泛的應用在實際上的災防應變當中，提升地震的災防應變還可以怎麼做呢？下一段來為大家作揭

曉。 

 

⚫ 下半段： 

【主持人-嘉妮】：歡迎回到生活 In Design 災防知識補給站，我是嘉妮。今天跟大家聊聊斷層與地震，

臺灣如何做好地震的應變工作？我們邀請到的是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柯孝勳組長，來繼續跟我們

介紹它們如何來製造做這個3D 的地質構造模型，那你們是跟很多的大學研究單位還有可能中油這些

單位來合作，那是每一個，它是每一個斷層帶上面去去都去做一個模型嗎？還是整個臺灣？ 

【受訪人-柯孝勳】：對，就是說我們每一條目前我們比較一致的斷層，我們都把它建成三維的一個模

型。那每一個模型的大小長度其實都不一樣，甚至地下的深度也都不一樣。所以我們現在是臺灣的，

其實我們比較主要知道活動斷層的，我們大概都有建製成三維的一個模型。 

【主持人-嘉妮】：是。因為臺灣的斷層帶應該蠻多的喔，這樣的工作量是它整個工程是很浩大。 



【受訪人-柯孝勳】：是。所以其實我們在工作跟幾個老師的團隊已經持續很多年了，很難1年內就完

成。對。所以而且還有資料分析，同時一旦有一些新的地震發生，其實它也提供我們一些新的資料。 

【主持人-嘉妮】：喔，是不斷地在更新。 

【受訪人-柯孝勳】：對對對。就某一些相對比較大的地震發生之後，它可能後續會有陸續的餘震，那

把主震和餘震這連起來，搞不好又是地下的一個構造的一個位置的資訊，可以提供我們做一些修正。

所以就這個工作其實是一直持續在 update再更新。 

【主持人-嘉妮】：對，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是透過先瞭解我們先去瞭解整個臺灣地底下的環境到底

是怎麼一回事？這件事情是蠻困難的。因為光是地表上面的我們很多都不瞭解，更何況我們還要去探

究地底下面的。不過呢就透過這種三維地質構造數值模型，就是用一種科學的方式去用剛剛組長所講

的雷達或者是正波，波來做一個推測，然後也是根據每一次的地震來做一個更新跟修正去把這個模型

越做越好，所以這個模型是在你們的災防中心裡面，是可以提供給我們大家作參考的嗎？ 

【受訪人-柯孝勳】：我們應該是這樣講，就是說它的解讀其實是相當相當專業的一個解讀，不過我們

現在在為了地震應變或者是說資訊溝通的需求，我們有把一些常發生地震的一些位置，把它變成是一

個剖面圖，剖面圖的好處就是，相信任何人來看它應該就可以知道我只要把震源位置放上去，一般大

眾就比較容易去理解，它在地下的跟哪一個斷層，可能有一些相關的一個關係，所以我們在地震之後，

其實我們都會去產製，這些所謂震源鄰近的這些剖面圖資，還有就是地表造成這些震動的這些震度圖。

所以透過其實透過我們中心官方的 LINE。其實民眾都可以接收到這樣子的一個資訊，等於說我們把

比較科學化的東西做了一些轉譯，把它變成是比較容易讓大家來理解的一個一些使用的這些圖資。 

【主持人-嘉妮】：瞭解。所以透過這樣子的很多的圖片、很多影像，我們可以來認識到實際上地底下

是怎麼樣的來運作，地震發生的時候這件事情我覺得是很還蠻，對我來說是蠻有興趣的啊，诶結果原

來是這個樣子，而且不斷地在做修正更新，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其實這樣子的模型，它有一個也很

重要的一個功用，是在實際上地震發生的時候，我們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模型更能夠快速地找到救災、

需要救災的民眾，那實際上有真實的案例來做一個跟我們分享嗎？ 

【受訪人-柯孝勳】：是，就是說譬如說像在花蓮0206地震的時候，其實它那個地震是一開始震源位置

是在比較外海的一個就是沿岸的這些一個位置。 

【主持人-嘉妮】：在海底。 

【受訪人-柯孝勳】：對對對。它就是離岸離陸地岸邊稍微一段距離的一個震源。 

【主持人-嘉妮】：是。 

【受訪人-柯孝勳】：那我們後來透過一些模型分析我們在那個時候是初步研判，可能跟米崙斷層可能

會有一些關係，那如果是米崙斷層的話，因為它一直切到花蓮市區裡面，那我們那個時候在應變中心

就有去提醒接下來包含的餘震的一些分佈可能會一直往花蓮市區裡面去去發展。那除了要注意後續的

災情可能的變化之外，還有很重要就是我們去提醒救災的人員，因為你如果是發展的區域，其實是跟

你救災的這些區域其實是重疊的話，那救災人員自己本身就要注意後續餘震可能造成的這些二次災害

的影響。 

【主持人-嘉妮】：是。 

【受訪人-柯孝勳】：我想這個我們在幾次應變的過程中也有做這樣子的一個應用，來來提醒我們政府

單位。 

【主持人-嘉妮】：瞭解，實際上真的是有在真正地震災情發生的時候去做一個應變的。所以剛剛就有

提到說，透過我們的資料先給予，然後可能地震發生之後，它還是會有餘震發生，所以餘震也有可能

是很大的。 

【受訪人-柯孝勳】：是。 

【主持人-嘉妮】：我們就可以先提醒說可能會有餘震，然後往什麼樣，可能是從什麼地方會發生，然



後救災單位先去那個地方來做一個整備或是先有這個警戒心，然後呢就會更好地來做一個救災的活

動。所以這件事情，模型本身它的很重要的一個功用。那其實模型在真正還沒有地震來臨之前，它也

會做你們也會做模擬這件事情嗎？用模擬來先去，就是等於說是先去練習怎麼樣的來做一個實際像救

災的操演。 

【受訪人-柯孝勳】：是。那是這樣子就是說，因為我們知道地震，它是很難預警的。基本上它只有地

震發生之後，立即去做應變，但是重要的另外一點就是災前的減災。好，那災前的減災最主要的一個

問題就是我要先瞭解敵人在哪裡？那簡單來講，就是說地震會有可能發生在哪裡？那發生之後，它可

能造成哪一些災損，那災損的位置會在哪一些地方？所以我們透過地下模型其實我們對於地表上的這

一些，像建物的分佈、人的分佈，其實我們都有建我們自己內部的一個資料庫，那我們就可以去模擬，

假設某一條斷層錯動，我們透過我們模型去瞭解，它對於在地表的可能震動的分佈的情況。那這些震

動的分佈的一些情況又可以再去推估它對於，譬如說建物可能會在哪一些地方造成災損，那建物的災

損又可能會引發人員的一個傷亡，那這些東西在事先我就可以用一些科學的模型去做一些評估，那只

是我們要提醒就是說這樣子的一個評估其實很大的問題就是我能不能比較精確的掌握地震發生的位

置，像前面，我們提到就是說同樣一個規模譬如說規模7.0，但是它如果深度是30公里跟深度是10公

里，它在地表造成的災害是完全不一樣。 

【主持人-嘉妮】：對。 

【受訪人-柯孝勳】：所以我們就是說我們會有一個合理的一個推估，透過它的地質構造，我們比較能

合理，推估這個地震可能發生的一個範圍會是在哪個地方，那甚至我從它的一個斷層的長度，我可以

去推估一個可能比較可能性比較高的規模，因為其實我們在發展過程中也有跟其他單位合作，他們想

要用這樣子的一個工具，大家提出來我們是不是可以來試一個規模9.0，但是就是說我們沒有辦法否

定9.0的可能，但是如果我們從我們的地質構造來看，我們會認為作這可能性相對比較低，那我們就會

建一個從它的一個構造，從它的斷層比較，從科學是很合理的，而讓他們去去模擬，那這樣子操作，

我覺得會比較有意義啦。 

【主持人-嘉妮】：對啊實用性比較高，真的比較容易發生的，我覺得我們再去做。 

【受訪人-柯孝勳】：是是是。 

【主持人-嘉妮】：它是更好的來幫助我們去做好事前的模擬這件事情，所以呢其實模型當中一個很重

要的功能，是在地震來臨之前是。可以來模擬震後可能會產生的情況以及我們到底要怎麼樣來救災？

所以它是對於政府來說是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受訪人-柯孝勳】：是，就是說在做防災規劃的時候，那甚至我可以去評估這樣子的一個地震會造成

建物災損或者是說會不會發生液化 

【主持人-嘉妮】：喔！土壤液化。 

【受訪人-柯孝勳】：對，像美濃地震的時候，在某些區域就有液化造成一些災情，那甚至是不是有可

能會有崩塌的這些高風險的區位，透過我們事先的一些模擬，其實在做防災規劃的時候，就可以比較

有一些可以針對性的一些對策，不然我們只是說我們要地震防災，地震防災可以做的事情很多，那每

個地區它可能面臨到的問題都可能不一樣。 

【主持人-嘉妮】：對。 

【受訪人-柯孝勳】：那有一些地磐比較堅硬它其實不會有液化，所以透過這些事先的這些模擬，可以

幫助在規劃上，對策的規劃上可以更符合地震後實際的一個狀況是。 

【主持人-嘉妮】：是，因為臺灣雖然小小的，但裡面地底的狀況都不太一樣。 

【受訪人-柯孝勳】：很複雜。 

【主持人-嘉妮】：地質的那個成分，土壤的成分那也都不一樣，有些比較硬有些比較軟，所以有沒有

可能土壤液化這件事情也是要個案去判斷。甚至地震之後，其實不只是地震當下，可能產生災害，後



面會不會崩塌，會不會有後續土壤液化，這些都要再做評估，所以這也是只是一個非常浩大工程，在

整個評估上面，我們都希望說儘可能，我們不能避免地震發生但大地震發生之後降低，儘量降低。 

【受訪人-柯孝勳】：對，沒錯。 

【主持人-嘉妮】：降低最多災害，所以這件事情就是我們政府持續持續其實一直在做的事情，那我覺

得民眾作為民眾站在民眾的角度，大家可能都還是會比較想要知道說在我家到底對於地震來說到底安

不安全，或是我到底有怎麼樣的一些地震防災知識可以來讓我們去更了解，有沒有哪些管道？可以讓

我們更更瞭解更多呢？ 

【受訪人-柯孝勳】：呃！其實國家這幾年，因為921之後，我們把每年的9月21變成是所謂的國家防災

日，那從一開始我們在國家防災日做的是國家層級的一個演練，那最近這幾年開始我們慢慢把它擴充

很多的一個防災單位或甚至地方政府也都會結合國家防災日的這一段時間去做一些防災教育的這些

推廣，那尤其我們現在9月份又快到了其實現在已經不叫國家防災日，甚至叫國家防災月，很多政府

部門、地方政府都會利用這段時間去做這些防災教育推廣，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一個機會，每年

有一個固定的一個時間，讓大家在複習我們的防災知識，我想這個對大家的防災意識的一個建立其實

都會有幫助。 

【主持人-嘉妮】：對。我覺得這很重要讓大家有這個意識，不要忘記，所以其實其實也是保持著警戒

心，但是也不用太為此而焦慮緊張，因為這其實我們也真的是非常的努力想要更瞭解更加瞭解地震，

所以我們的災防中心針對地震這件事情，未來還會怎麼樣的持續利用科技來提升我們的這個災防應變

呢？ 

【受訪人-柯孝勳】：好，其實我們剛剛提到我們很多的一些評估都需要靠這些 database比較精準的這

些資料庫，然後還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技術來做評估，尤其地震的比較的一個特性，就是它會對人造成

的傷亡，其實是從譬如說建物毀損等等延伸過來，那地震比較特別就是說像颱風假設要要來發警報的

時候，我們就會通知民眾，那民眾一般接到颱風警報其實就會留在家裡。 

【主持人-嘉妮】：對。 

【受訪人-柯孝勳】：那但是地震不一樣。地震，如果發生在白天我們是在上班的地點，如果發生在晚

上我們是在家裡，所以我們現在對於人的這樣子的一個怎麼樣的分佈，我們開始跟一些電信公司合作，

我們利用嘗試用手機定位的方式，我們去找到白天人潮的分佈是怎麼樣？晚上人潮分佈，然後工作日

跟週末，那這個對於我們在評估人員的災損其實就會很大的不一樣。那像白天可能人可能還甚至都會

在高樓。 

【主持人-嘉妮】：對。 

【受訪人-柯孝勳】：那這個造成救災的對策可能就很很不一樣，那晚上可能都是在一些集合式住宅，

所以第一個我們會透過這些手機的定位來更精準的掌握不同特徵時段的這些人的分佈的情況。那第二

個部分我們也開始把 AI的技術引進來，我們希望對於這些建物的這些災損的評估，我們可以藉由 AI

的一個協助，那我們現在也應用國家我們營建署有針對一些危老建物做很比較詳委託很多技師去做詳

細的調查，那我們就是把這個這些調查這些大數據當成是我們學習的對象，我們透過 AI 去學習怎麼

樣地震對某哪一些建築物是容易造成災損，它災損情況會是怎麼樣？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嘗試在建立這

樣子的一個學習的這樣子一個模型，那我們希望可以把我們對於這些建物災損評估可以透過 AI 的這

樣子的協助，可以更精準的來掌握它的一個風險。 

【主持人-嘉妮】：是。瞭解。哇！所以未來要做工作還有很多，首先對於人，人的聚集這件事情就會

跟電信公司做合作來定位，讓大家知道說白天大家比較可能集中在什麼地方、晚上比較可能集中在什

麼地方？因為是儘量能夠減少越多人的那個死亡跟是受傷是最好的，所以呢人出現在什麼地方就很重

要，那以及建物這件事情，因為其實我覺得帶地震，大家看到921大地震那個狀況，所以我覺得非常

嚇人，建物直接就就倒下來了。所以建物它有沒有老舊，然後有沒有可能會產生一些安全上面的疑慮



這件事情就透過 AI的方式來做分析。 

【受訪人-柯孝勳】：是。 

【主持人-嘉妮】：瞭解。所以其實科技它可以做到的事情真的是很多啦，就是都是為了要來對地震做

更好的應用，因為地震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很很早的提前去做一個，但是在更之前的一段時間，我們都

能先做好這些預防減災的預防工作，對我覺得至少這個災害不會到那麼的嚴重。 

【受訪人-柯孝勳】：是。 

【主持人-嘉妮】：瞭解。所以臺灣我們必須要面對的就是跟地震一起共存，那我們今天呢非常的開心

能夠邀請到我們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柯孝勳組長，到節目當中跟我們分享地震喔，謝謝您。 

【受訪人-柯孝勳】：謝謝主持人。謝謝各位聽眾。 

【主持人-嘉妮】：我們今天的生活 in design 災防知識補給站到這邊告一段落，感謝各位聽眾朋友收聽

我是嘉妮，我們下次見囉，掰掰。 

   

 <逐字稿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