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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展活動

名 稱 日　期 定時導覽時間 地　點

「百籽千尋」特展 108.1.30∼108.10.20 11：00、14：00 第一特展室

早期的地球─前寒武時期特展 107.11.28∼108.5.26 10：00、13：00 第二特展室

石虎的美麗家園特展 107.12.26∼108.9.8 10：00、13：00 第三特展室

「親愛的，我老了」特展 108.3.13∼108.5.12
10：00、11：00

13：00、14：30
（完整套裝解說時間90分鐘）

第四特展室

註：特展起迄日期最後修訂時間為3月22日，最新特展日期請參閱網路公告。

4月份週末假日（含節日）專題解說活動

活動名稱 專題解說內容 時    間 集合地點/地標

地標展品探索

古菱齒象 9：30 古菱齒象

話說恐龍 11：00 生命科學廳入口處

大王魷魚 11：00、14：00 大王魷魚

水運儀象臺 10：00、16：00 水運儀象臺

繪本說故事 精采過一生 14：00、15：00（週六、日）
人類文化廳二樓

臺灣南島語族展區入口

貝勒斯小「吊」

生活中，你一定聽過「balance」，
什麼是balance呢？它的意
思是「平衡」，指的是一種穩
定的狀態。你知道要如何做
到平衡嗎？一起來動手找平
衡，讓可愛的吊飾帶你認識
有趣的平衡吧！

108.4.4-108.4.6
921地震教育園區車籠埔斷

層保存館

浴震重生的校園

學校震垮了：遷校師長、校友
（時年國一~國三）分享防災
教育刻不容緩的當年。結構
建築師富田匡俊先生分享薄
膜建置歷程。

108.4.27

14：00∼15：00

921地震教育園區
車籠埔斷層保存館

水保防災起步走特展

此次特展有8組大型操作型
互動單元，介紹臺灣的地形
地質特色、山坡地保育、野溪
治理、崩塌地復育、坡地監測
科技、水保防災必備知識等，
輕鬆學習水土保持及土石流
防災觀念。

108.3.8-108.6.30
921地震教育園區
防災教育館

賴瑞的奇幻旅程

藉由大富翁遊戲，來了解臺
灣的地質，並發揮團隊合作
精神，爭取最終榮譽。

108.4.13-108.4.14 

108.4.20-108.4.21

108.4.27-108.4.28

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

轉
眼間，莫拉克風災將屆10週年，921地震也將滿20週年了，這些災害

仍重覆發生，但我們也從中學習到寶貴的經驗。臺灣位處環太平洋地

震帶與颱風路徑，自然災害頻繁而常形成複合型災害，大自然的反撲使得傳

我國活動斷層地質
敏感區的劃設意義
文．圖─蔣正興、盧詩丁  

表1 距車籠埔斷層兩側（上下盤）的人口數與罹難率。
（修改自白志宏，2006）

圖1 距車籠埔斷層兩側（上下盤）的罹難率（修改自白志宏，2006）

統人定勝天的思維逐漸式微。了解自然災害是我們的宿命，但是知道如何利

用知識來趨吉避凶，方能使災害減低。

1995年日本神戶地震造成慘重傷亡後，國內學者有感於臺灣與日本同樣

位於地震頻繁的板塊邊界，需加強活動斷層的調查研究。經濟部中央地質調

查所遂於1997年起，開始全臺活動斷層的普查工作。1999年921集集地震後，

地質調查所加速進行活動斷層調查，並公告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臺灣地狹

人稠，許多活動斷層又緊鄰人口密集的都會區，要全面限制活動斷層帶土地

開發實屬不易，故要怎麼對於斷層活動風險較高區域採取適當管理，才可有

效降低地震災害？

我國對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之劃定方式主要參考自美國 1972年所通

過的地震斷層區劃分法案，將斷層活動時易受影響區域劃定為地震斷層

區（Earthquake Fault Zones），期望在下次地震時能減少因斷層活動造成傷

亡。其劃定原則係以斷層兩側寬度各約500英尺（約150公尺）之對稱範圍為

地震斷層區，但地震斷層區的寬度並非完全相等，可視地標位置做適度調整

寬度距離。我國斷層特性與美國加州有所不同，美國加州主要以橫移斷層系

統為主，斷層錯動時在斷層兩側的影響範圍大致相等，因此採斷層兩側對稱

距離的方式來劃設地震斷層區。我國斷層類型以逆斷層為主，由921集集大

地震地表破裂之相關資料顯示，在斷層兩側變形影響程度及範圍有明顯差

異，因此決定採取活動斷層之上盤200公尺及下盤100公尺來圈繪易受斷層

影響之範圍，將其劃定為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921地震後，國內學者研究車籠埔斷層兩側100公尺內，傷亡人數明顯累

加，具有統計的意義（圖1及表1），亦即斷層兩側100公尺內為相對高風險的

區域，且上盤的傷亡人數比下盤的傷亡人數相對較多。從地質的角度來看，

斷層的活動所造成地表變形與對建物的影響，上盤受影響的程度高於下盤

（圖2）。因此，臺灣劃設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除少數橫移斷層外，大多依斷

層兩側不對稱的變形範圍進行劃定，臺灣與加州的例子可以成為全世界劃

設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的重要參考資料。 

圖2 921地震時車籠埔斷層在光復國中（現921地震教育園區）造成地表變形與建物倒塌分布圖。（修改自Kelson

等人，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