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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大臺北地區大規模地震衝擊情境分析」之第一部分，考量對大臺北地區具潛在威脅之

山腳斷層錯動造成之地震情境，分析三組特定震源下之地動分布及土壤液化潛勢；並且以地震規模7.1

之地動模擬結果為例，分析建物破壞分布情形，以及建物破壞造成人員傷亡之分布。資料處理上，結

合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以500m×500m網格為單元進行模擬，使

得分析結果較以往更為精細與準確。本研究已彙整相關分析方法及技術形成具體之操作流程，可提供

未來國內其他都會區研擬防災計畫與對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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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山腳斷層錯動，地震規

模7.1，分析結果： 

 最大地表加速度(PGA) 

 最大地表速度(PGV) 

 地表永久位移量(PGD) 

 初步分析：使用地質圖、

數值地形、水系分布資料，

初步評估土壤液化敏感性。 

 詳細分析：使用工程鑽孔

資料，結合對應格點PGA

值，分析土壤液化潛能。 

 建立建物災損評估流程，

考慮不同年代建物之耐震

性能，結合PGA地動分布

圖層，網格化 (500m x 

500m)分析建物災損分布。 

 建立一日4個時段的動態

人口評估模式。 

 網格化人口動態空間分布。 

 不同時段下，建物損壞引

致人員死亡分布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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