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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地震研究中心GPS連續站簡介
張有和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一、前言

1951與2018年間花蓮市周邊發生多次規模大於5.8之地震，
對於花蓮對外交通與人口密集區域有極大威脅。東華大學東部
地震研究中心、氣象局與工研院自2011年合作在花蓮南澳至壽
豐間設置和平觀測網(HGC1-HGC7與HUAP)與花蓮東華觀測網
(NDH1-NDH5、HGC8-HGC9與PEPU、HUAL、TUNM)GPS
連續站，進行地表變形之長期觀測。2018年2月6日23:50地震
震央在立霧溪外海離和平網與花蓮網約等距，同震變形花蓮網
在米崙斷層東側(上盤) 往北或東北移動0.5m，西側(下盤)往南
或西南移動0.15-0.3m；和平網8個站則完全沒有同震變形但
地震前與地震後卻加速
往東南移動，反映和平
地區地表沒有斷層造成
之破裂但張裂垮塌趨勢
因地震而加速與花蓮市
因米崙斷層活動造成極
大災情呈強烈對比。米
崙斷層位置(2000年活
動斷層圖幅)與原先GPS
連續站位置如下，
(資料來源http://
gps.earth.sinica.
edu.tw/ma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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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米崙斷層位置(2000年活動斷層圖幅)與原先GPS連續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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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米崙斷層2010年位置(下圖紅線)不同，東部地震研究中心
增設GPS連續站位置(NDH1-5, HGC8-9共7站)跨越可能斷層線
兩側位置如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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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東部地震研究中心增設GPS連續站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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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PS連續站地面設施

GPS利用精密的衛星軌道資訊、與穩固的地面連續站接收系統
持續監測地表位置的變化，其中精密星暦誤差約2-3公分，GPS衛
星發出2個不同頻率(波長分別為19公分與21公分)，GPS接收機可以
利用雙頻訊號解算GPS天線位置水平準確度可達公厘(mm)等級。以
下為東部地震研究中心在鯉魚山公視轉播站2014年11月建站之現地
照片，包括屋頂天線與儀器站房中控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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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機房儀器箱
(GPS接收機、不斷電系統、ADSL、IP分享器與遠端開關)

圖4.工程師與學生協助設置圖3.鯉魚山站(600m)上遠眺東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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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照片

圖6.美崙校區連續站(NDH5) 圖7.太昌國小連續站(NDH3) 

圖8.台泥和平勇士山礦區站(HGC6) 圖9.鯉魚山站(ND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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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

自2011年8月8日後陸續提供每日30秒與1秒GPS觀測資料給中
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GPS資料庫，圖10.11是2018年2月6日花蓮
地震之同震變形成果。

2018年2月6日23:50地震震央在立霧溪外，同震變形花蓮網在
米崙斷層東側(上盤) 往北或東北移動0.5m，西側(下盤)往南或西南移
動0.15-0.3m。2018年2月6日花蓮地震主要地面破裂沿2010年米崙
斷層位置兩側分布，但仍有在其西側出現(黑色星號地表破裂是實地
調查與新聞中報導之地點)。每日GPS時間序列(2017年6月至2018年
3月每日GPS時間序列北(N)、東(E)與高(H)三方向)如圖12-14，自宜
蘭至水璉間自2017年6月至2018年3月間可見地震發生(2018.1)時地
表座標變化。

圖10.花蓮地震之同震變形成果(1) 圖11.花蓮地震之同震變形成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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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東

高

圖12.每日GPS時間序列(東) 圖13.每日GPS時間序列(北)

圖14.每日GPS時間序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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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加密後GPS連續站能使我們了解地震影響範圍與地震前後地表
變形之情形，因為資料很多，非常歡迎對地震有興趣的同仁或同學
一起分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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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出刊之中心通訊增闢環境議題投稿專欄，讓您說說與環境相

關的故事或經驗。無論是知識傳閱、環境議題評議、述說所見所聞，

或野望、綠色影展或攝影作品賞析，亦或小品自然書寫、自然地圖

等皆非常歡迎。

稿件刊登交由校園環境中心老師們審議後決定，並將視情況修改

來稿。請勿一稿多投。投稿作品一經刊登，視同授權本中心於註明

姓名、來源狀況下於非營利使用，版權屬校園環境中心所有。

投稿方式：

1. 線上系統投稿。

投稿網址：http://www.cce.ndhu.edu.tw/bin/home.php

通訊徵稿

2. 稿件若為文字檔，請以word檔寄送，以便修改。若圖文併陳，

請提供原始圖片檔(格式：.jpg)予本中心。

校園環境中心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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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話要說－中心通訊環境議題投稿專欄

http://www.cce.ndhu.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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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地震研究中心增設GPS連續站位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