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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內外各地為表示對地震防災的重視，常在

災害發生後保留原來的建築與場所做為遺

址園區。位在臺中市霧峰區的921地震教育園區，

保存著1999年921大地震坍塌的校舍、隆起的操

場等地震遺址。遠在中國四川省北川縣同樣有個

因地震而成立的「北川老縣城地震遺址」（圖1），該

遺址是2008年汶川地震造成的，斷層帶通過北川

老縣城，造成相當嚴重的災情，特別的是此遺址

除了毀壞的建築物外，尚有罹難者深埋地下，因

此參觀該地時特別帶有沉重與肅穆的心情。作者

親自到了北川老縣城地震遺址參訪，除了對這個

遺址的壯觀景象保有深刻印象，也發現其與921

地震教育園區的不同，本文將透過作者的觀察，

讓讀者瞭解不同的地震遺址如何展現它的價值。

筆者從四川綿陽市搭車到了北川，一路上透過

車窗看綿陽市的市容，實在看不出此地10年前曾

發生大地震。車子從平原開往山區，來到羌族的居

住地北川，一路上欣賞著羌族建築與山上美景。從

車上可眺望老縣城遺址，一路上蜿蜒的山路與山

坡上遍布的落石，不平的路面與顛簸，讓心中增添

了幾許不安。直到過了最後一個大轉彎，老縣城遺

址隨即映入眼簾，一看到荒蕪的城鎮更令筆者整

個心都像被掏空，回國後仍無法忘記那畫面。

北川老縣城地震遺址將縣城內所有震壞的建築

物都保留下來，幅員相當廣大，毀壞建物包括學

校、房舍、飯店、醫院、政府單位等，整個遺址保

護區面積高達約 2869 平方公里，為全世界規模

最大的地震遺址。除了震毀建物外，還包含土石

流、洪水、山崩、斷層錯動、堰塞湖等各種災區，

遺址區罹難人數多達一萬五千多人。北川老縣城

地震遺址是露天保存，因此不避風日，地震後該

地區仍受到山洪與土石流侵襲，使得大規模遺址

長期保存相當不易，目前保存的方法只利用被動

式支撐震損的房屋，防止震毀建物倒塌（圖2）。此

遺址主要功能是讓參觀者能緬懷死者、凝聚救災

力量，對於地震、地質及地震工程等相關科學知

識鮮有著墨。

反觀國內921地震教育園區對地震遺址的保存，

包括車籠埔斷層剖面與毀壞教室。要保存車籠埔斷

層剖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日本的加藤茂弘先生特

別來臺協助將斷層剖面修成45度角，使土石牆面

不易崩落且易於保存，並在剖面表面塗抹強化藥

劑來保護斷層剖面。而毀壞教室有些使用透明壓克

力柱與桁架系統進行補強，以維護與支撐結構系

統。再以鋼柱與鋼索構成的巨大頂篷作為遮蔽，避

免風雨直接侵襲（圖3）。除了展示功能，園區也利

用這些地震遺址，從地球科學、地震工程、人文歷

史紀錄3個面向，進行地震教育。因此在地震遺址

利用上，是可增添地震防災教育的功能。

大規模的地震遺址保存是非常困難的課題，除

需花費大量心力整修，之後，還要定期維護及監

測，並持續地改善方可長長久久地保存。參訪不

同的地震遺址帶給我多方面的省思，了解到保存

地震遺址的價值。地震遺址扮演著喚醒大眾防災

意識的角色，尤其對於那些沒經歷過大地震的新

生代，更有警惕的效果，而大規模的地震遺址更

是保存重要地震數據的資料庫，典藏著不同建築

的耐震資訊，未來可以發展成評估建築耐震的參

考。參觀完北川老縣城地震遺址後，筆者更加感

受到地震遺址保存與地震防災教育的重要性，期

望921地震教育園區足堪重任，教導人們防災的

意識與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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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北川老縣城地震遺址紀念碑，碑後山坡的石堆掩蓋了北川中學，校園
只剩下一根旗桿，罹難者至今仍在亂石堆下。

圖2 利用鋼柱被動支撐，防止震毀建物倒塌。

圖3 921地震教育園區利用鋼柱與鋼索構成的巨大頂蓬作為北棟毀壞教堂
的遮蔽，避免風雨直接侵襲。

兩岸地震遺址保存與
利用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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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覺得講解最認真、清楚

的小組。

107年 5月 18日在本館第

四演講廳辦理兩校的專題研

究作品發表，博愛國小發表

的主題分別是「長年菜的生

長與溫度的關係」、「蝶豆花

的生長與溫度的關係」；安定

國小則是分為4組介紹各組

學生組裝的仿動物行走的機

械裝配與調整探究。下午為

兩校的老師邀請具有豐富科

學專題研究指導經驗的臺北

市立天母國小羅文杰老師、

結合資訊課進行專題研究指

導的臺中市黎明國小張志詳

老師，以及教育部專案駐校教師翁永傑老師，來

館分享指導學生進行專題研究的經驗。在老師們

進行研習的同時，兩校學生分別體驗「虹橋」裝

配、趣味水土保持遊戲闖關，以及農業生態展示

區的導覽。

從發表的成果海報顯示，參與學校的學生們

都從專題研究的過程當中，獲得探究能力的

成長。老師們也感受到學生能力有著明顯的成

長。希望校長們都能持續支持進行校內科學專題

研究融入領域教學。 

相互觀摩、讓小型學校師生

能應用科學過程方法與技

能，以及科學知識與概念，

來暸解生活中之各種現象、

培養師生探究的能力。已於

5月 1 8日完成 1 0 7年度「臺

中市6班以下小校校內自然

領域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

令參與的師生收穫滿滿。

從106年10月開始，本館

即徵詢小型學校參加意願，

獲得臺中市和平區博愛國小

古金益校長和外埔區安定國

小陳素萍校長的支持，開始

進行教師專題研究指導的嘗

試。本館科學教育組葉蓉樺

博士在退休教師曹文娟老師的協助下，每月探訪

博愛國小，與指導老師討論具潛力的研究主題、

如何進行觀察與紀錄、解讀數據。博愛國小在劉

雅婷主任的支持下，由詹明哲主任、陳天心老師、

劉壽儒老師各帶領一組學生，探討環境變化對校

園內食農教育種植的植物生長狀況之影響；安定

國小則由教育部駐點訪問教師翁永傑老師，指導

學生從電動機裝配的四足獸動手做活動，探究裝

配動物行走、比賽的訣竅。參與活動的兩校學生，

用彩色便條紙貼在成果發表的海報上當作投票給

本
館依據教育部「科學教育白皮書」，為推動

國民中小學自然科進行專題研究的教學，

鼓勵臺中市6班以下之小型學校教師在校內試行

自然領域專題研究指導，並進行成果發表，藉由

107年度國立自然科學博物
館辦理「臺中市小型國民小
學科學專題研究成果發表
會」暨「科學專題研究指導
教師研習」圓滿落幕
文．圖─葉蓉樺

圖2 安定國小學生為博愛國小同學說明機械獸的裝配

圖3 成果發表人氣票選結果

圖4 成果發表人氣王頒獎：博愛國小「開心農場」

圖1 博愛國小學生對安定國小同學介紹專題研究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