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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災策略 

 

 

簡報內容 

郭語錄_策略:  時機、方向、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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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火山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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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調查與監測科技 

（註） 科技成熟度之標註： 

＋：我國已有之產品或技術 

＊：我國正發展中之產品或技術 

＞：我國尚未發展中產品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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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災害類型 

Gsc.nrcan.gc.ca 

  ★火山熔岩流 

  ★火山灰落 

  ★火山碎屑流 

  ★火山氣體 

  ★火山泥流 

  ★山崩和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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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調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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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活動監測系統 

 from US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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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泉水質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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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變化 

火山氣體變化 
2008/1 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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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震數量變化 

 

9 

2008/2 2009/2 

監測變化 

垂直向 2008 

垂直向 2009 

(林正洪,2009) 

地殼變形(陽管處報告,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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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屯火山噴發潛能 

大屯火山群噴發史(陳文山等人，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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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鬆砂、泥、礫沉積物 上層火山泥流堆積物

基盤 下層火山泥流堆積物



環境與工程地質組 

  電性構造與速度構造 
從七星山到大油坑之地表下10公
里，大致呈現背斜之構造， 

 

(陽管處委託研究報告,2009) 

研究成果 

大屯火山群地下低Vp/Vs比值、高Vp的範圍，
可能代表趨向固結之火成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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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災害評估與管理 

(A. Munro and D. Parkin, 1999) 

減輕火山災害一般可分幾個階段： 

預測階段：建立監測網監測火山活動的
水平，是否有噴發危險，噴發規模多大，

以及噴發性質如何。 

警報階段：確定警戒層級，在什麼時間
內將產生哪幾種火山災害，影響範圍有多
大，持續時間多長。對群眾宣講火山知識，
介紹怎樣避免和減輕火山災害 

撤離階段：確定撤離地區，撤離路線，
撤離人員的集合地點，運輸工具的準備，
交通管制等。確定安全避難地點，避難人
員的食宿，救援計劃，對受傷人員的醫療
服務，撤離區的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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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警戒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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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我國之火山警戒級別 

警戒層級 
大屯火山群、龜山島 

觀察現象 火山狀態 

0 正常的環境背景值:例如地表活動、
變形、微震、低程度的地熱流  

休眠中、穩定狀態 

1 
(藍色警戒) 

明顯的地震活動、地面變形、地熱現
象增溫或其他噴發之徵兆  

火山可能噴發之警示，不過此
時尚無噴發威脅  

2 
(綠色警戒) 

第一級的現象持續增強  
確認火山將會噴發，此時開始
具備威脅性 

3 
(黃色警戒) 

噴氣孔有小型蒸氣噴發現象，且第二
級之現象無消退且持續增強，此時火
山作用開始增強   

已開始有小規模的噴發，可能
會造成災害性的火山爆發 

4 
(橘色警戒) 

噴出新岩漿並維持高程度火山噴發
徵兆，火山上空開始有明顯火山作用
現象，如火山灰、火山氣體濃度增強  

開始傳出有火山噴發災害，大
規模之災害可能隨之到來  

5 
(紅色警戒) 

開始對產生破壞及危害，明顯可能危
害到廣大區域  

大規模的火山災害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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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災策略-階層角色 

Tilling and Bailey, 1985 

日本火山觀測研究體系 

大屯火山觀測站(TVO)監測項目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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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災規劃 

 火山知識宣導 

 避難所之設立 

 疏散工作 

 聯絡及發布網絡 

 

 

減災策略-政府作為 

--火山基礎知識宣傳 

--火山活動前兆和火山噴發預報知識宣傳 

--火山對策知識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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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災策略-災防體系 

我國坡地災害防治相關之分工 

日本火山防災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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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一：持續及穩定增加我國火山調查之量能： 
--身為世界火山島弧之一國，提升此議題為國家主要災防課題之一。 

--持續以我國現有科技，調查及觀測火山本質及活動特性。 

--引進各種方法，偵測可能火山岩漿庫存在範圍及性質。 

建議二：整合國家相關領域調查資源及成果： 
--組織改造前，依現有整合機制集中調查資源及研究成果。 

--組織改造後，建議環境資源部應成立主導統合自然環境可能引致災變專責調查、監測之幕僚單位。 

建議三：建立屬於我國之火山災害警戒級別及防
救災策略： 

--對於火山活動徵兆進行分級管制，使防災機制得有啟動之依據，亦可讓人民隨時知道目前所處環境之
安全級別。 

--以全國國土計畫作為方針，擬定包含火山地區之符合國土發展與保育兼顧之都市計畫。 

--建立由中央到地方之火山訊息通報機制。 

--宣導火山防災知識教育及制定實用之火山災防演練計畫。 

建議與政策參採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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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竹子湖遠眺小油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