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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大學與花蓮教育大學合併後之地景變遷

2012年1月5日 (林祥偉拍攝)

文/圖 林祥偉老師校園環境中心地景小組

東華大學的環境設計在2012年以前，東側是幾乎沒有任何

教學或學生活動的建築，盡量保持原生林和湖泊的生態保留設計。

2012年為東華大學與花蓮教育大學合併的第一年，從空中攝影

照片清晰可見，新建的東側宿舍和東南側的環境學院，將生態保

留區大致包圍。校園的地景規劃，從中央為行政教學區、西側為

宿舍與休閒活動區，逐漸演變為東西兩側均有宿舍和教學活動建

築，將原始林區、生態湖泊完整包圍。如此設計，明顯地考量了

校園的完整發展，但是對原始林區的生態棲地的破碎化切割，相

信也對東華大學原本豐富的生態與景觀特色，也是一種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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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發展現況及願景

文/圖張文彥老師 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主任

地震是自然災害中最令人恐懼的主要大型災害之一，臺灣也

曾面臨921集集大地震的重大災難。至今地震雖仍無法達到科學

的預測，但根據地震地質、板塊運動、地震活動性和環境等因素

的研究，發展地震預警技術、前兆資訊監測，是減輕地震災害最

確實經濟的方法，也是全世界地震學家所奮鬥追求的目標。今

（104）年9月1日21:24在花蓮縣壽豐鄉發生芮氏5.5的淺層地震，

花蓮銅門已達震度六；1923年的今天也是日本關東大地震發生的

日子。伴隨著實驗室Palert的警示聲，不禁回顧我來東華大學三

年建置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的時光。

臺灣位於菲律賓海板塊和歐亞大陸板塊的碰撞帶上，地震頻

繁，尤其在花東地區的隱沒及縫合帶上，地震規模及數量均為全

台最高頻率發生的區域，每月發生地震的次數為全台之冠。因此

花蓮地震防災更突顯重要；發展東部地區從事地震研究、防災應

用及教育的區域中心，以及設置前兆觀測資料的整合平台，將具

有其重要性。

在國科會（現為科技部）的計畫補助下，結合中央氣象局、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中央地質調查所及相關學術機構，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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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於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建置了「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

（E-TEC; Eastern Taiwan Earthquake Research Center）」，

作為臺灣東部地震相關研究的整合平台及基地，並於民國102年9

月23日正式揭牌成立（如圖一）。

圖一、102年9月23日舉行〝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揭牌儀式及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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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主要的功能（如圖二）包括：建置

「區域地震資料中心」、進行「地震前兆觀測研究」、發展「地

震預警區域中心」、推動「地震防災教育」；同時結合臺灣過去

對地震及前兆研究之經驗及相關資源，加強對臺灣東部之地震防

災及基礎地科之研究，以跨校合作機制，成立東部區域地震前兆

觀測及科學研究中心，可達到學術、防災應用及教育等多重之目

標。

圖二、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的四項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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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置「區域地震資料中心」

目前即時收錄的地震資料，包括氣象局的東部地震觀測網、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全台地震觀測網；同時建置美崙斷層

GPS觀測網，和氣象局、工研院交換資料，進行地表變形密集

觀測，完成遷建大型天線接收南沙、東沙、澎湖、烏坵和綠島

等寬頻地震資料，讓東部地震研究中心兼具成為南海地區寬頻

測震網的備援資料接收中心。今年度起負責南澳-和平寬頻地震

網的維護及新建測站的工作。這些資料對花蓮地區地震活動度

的分析（如圖三）及孕震帶構造的研究，甚至其他相關地震防

災重要資訊的分析；例如高解析花蓮地區最大地動加速度

（PGA）、近震央地盤衰減律等，提供更完整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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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上圖：2105年迄今東部地區地震規模>5的地震分布，其中花蓮地區19個。
下圖：2015年1~9月的東部地區地震活動度。



07

校園環境中心通訊 2015 年 第 34 期

二、進行「地震前兆觀測研究」

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同時於校園內建置地震前兆觀測實驗

園區（如圖四），目前中心已涵蓋的地震前兆觀測項目包括：地

震活動時空分佈、地殼變形監測（GPS）、地下水井之水位、溫

度及化學成份監測、大地電阻、地磁場、電離層濃度變化、衛星

影像（In SAR）、井下自然電位、伽瑪輻射等觀測。除以上校園

內多項地震前兆相關觀測設備外，特別新增井下自然電位觀測、

伽瑪輻射儀和土壤二氧化碳、氡氣等觀測項目，落實整合為臺灣

首座集中式地震前兆觀測實驗園區。對於各項前兆觀測的方法可

以做長期有系統的評估及分析，提供地震預測研究最佳的場址及

基地。

圖四、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和地震前兆觀測實驗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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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地震預警區域中心」

地震預警技術是各國先進國家所推動防震減災的主要工

作。自2011年起於臺灣地震潛勢較高的地區，開始裝置地

震預警感應器，目前全臺已完成安裝超過6百站。所建立之

地震預警實驗站網以及資訊平台，可以提供預警訊息外，亦

可快速獲得高解析的震度分布圖。目前東華大學成為全臺首

度非單站設置，而以陣列（Array）方式設置的學校（如圖

五），主要利用簡易小型感測器（Palert）短距離內資料疊

加，提升訊號品質，未來有助進一步提升準確度。同時中心

也納入氣象局推動全國中小學強震即時警報傳遞機制之資料

接收站（如圖六），對區域型地震預警接收資訊。這些都可

應用於地震預警與防災功能的技術發展。

圖五、Palert以陣列（Array）方式設置於東華大學相關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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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同時也是氣象局推動全國中小學強震即時警
報傳遞機制之資料接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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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地震防災教育」

為使環境學院師生對於地震的消息，能夠有即時的了解，

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特別在環境學院一樓設置地震即時訊息

電視播放（如圖七），平時也播放近期較大地震資訊，提供師

生參考。同時配合「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進行區域地震

防災演練及教育，包括從地震防災工作之落實，學童、教師及

家長心理的影響，以及地震防災教育的改善。希望未來發展防

災演練教材，養成全民抗震、防震的觀念，並作為未來地震防

災工作規劃以及發展各項應變措施的重要參考，並可提供東部

學生實際了解地震監測、研究及學習的基地。

圖七、環境學院一樓設置的地震訊息電視即時播放；包括地震報告、地
震波地動傳播動畫和預警訊號測站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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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成立迄今，已經與中央氣象局地震測

報中心、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工業技術研究院等研究機構簽

署合作協議；另分別與許多大學及研究機構簽署觀測儀器合作協

議，包括：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所：γ輻射儀監測站

中央地質調查所：土壤二氧化碳與氡氣觀測站

中央大學地球科學學院：井下自然電位場、南海寬頻測震網衛星

接收站東華大學備援站

中央大學太空科學研究所：電離層觀測站

中心對多地震的東部提供地震研究的基地和平台，對東部的

地震防災將有所幫助，也是開展國際和兩岸合作的重要據點，可

以吸引國際學者來台參與研究；目前已有 21次專家學者或團體

來訪，包括來自美、加、日、義、馬、冰島、大陸及國內研究機

構等（如圖八）。

在研究上，所建立之臺灣首座集中地震前兆觀測園區，希望

等待下一次的大地震來臨前，提升前兆觀測研究成功的機會，並

從跨領域的多重觀測研究，可以發展前兆異常自動評估系統，瞭

解花蓮地區各種可能前兆的特性，特別在長、中、短、臨反應的

時空特性。透過國際及兩岸合作，臺灣也可以在地震及海嘯預警

上，成為區域的預警中心，特別針對在南海地區未來的海嘯型地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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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地震預測不一定是地震學家或地球科學家可以達成，

但透過跨領域的合作，也可能是太空物理、電機、遙測等領域

科學家共同合作，有機會發現新契機，為地震防震減災工作更

往前邁進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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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來自美、加、義、馬、冰島等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和
美國地球物理學會（AGU）會士，蒞臨中心訪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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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棲爬蟲類夜間觀察

時間：民國104年11月2日（周一） 19:00 – 21:00

集合地點：19:00 於環境學院大門口

環境學院B158

所需裝備：請自備手電筒，建議穿著長褲雨鞋。

•東湖淡水湖藻類組成與監測方法工作坊

時間：民國104年11月6日（周五）16:00

民國104年11月7日（周六）9:00

地點：環境學院大樓B235室。

•校園鳥類調查活動

時間：民國104年11月10日（周二）至11月12日（周四）

集合地點：環境學院大樓B333實驗室

服裝要求：請穿著雨鞋或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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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話要說－中心通訊環境議題投稿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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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