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錫堤 (2009) 台灣地震進入活躍期, 玉山周報, 第 25 期, 第 18-19 頁。 

1 
 

台灣地震進入活躍期 

李錫堤 

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近年來全球各地大地震頻傳，許多人不禁會問：大地震的發生次

數是否越來越多了？研究地質學出身的前國防部副部長林中彬教授

最近強調「全球磁變」可能會出現許多不穩定的現象：如強烈地震、

火山爆發及海嘯等頻率升高。研究全球變遷及極端氣候的學者也提出，

因全球暖化導致淺部地層的溫度與氣溫同步上升，而地震、火山、海

嘯等自然災害發生的規模與頻率可能會逐漸增高。本文謹就全球大地

震的發生次數是否有增加的趨勢？以實測資料加以驗證，並就台灣大

地震的發生趨勢做說明。 

人類自十九世紀末發明現代化精準的地震儀以來，已有超過百年

的實測地震記錄。這些資料可進一步用來觀察大地震的發生是否具有

趨勢。根據美國地質調查所全球實測的資料統計，過去百餘年來(1900

年後)平均每年可記錄到 18 個規模 7 以上的大地震，其中有 1 個會大

到規模8以上，而且這一個平均值還相當穩定，並無越來越多的趨勢。

雖然新聞媒體經常報導大地震發生，而讓人感覺大地震好像越來越多，

但實測資料並不支持這一種說法，至少百年來大地震並無增加的趨勢。

最近三十年來全球的大地震發生次數反而有略低於平均值的情形(圖

1)。 

台灣的地震觀測網自 1900 年開始運作以來，一直維持著穩定的

運轉，且規模 5.5 以上的地震均無漏測，亦為一組分析地震的發生有

無時間上的趨勢的極佳資料。經統計分析結果，台灣自有實測記錄的

110 年間共有規模 6 以上地震 203 個，平均每十年約 18 個；其中規

模 7 以上地震 37 個，平均每十年約 3 個，且這一個平均值也相當穩

定而無越來越多的趨勢。圖 2 是最近三十年來臺灣規模 6 以上地震的

發生次數；1999 年集集地震後因有許多大規模餘震，故規模 6 以上

地震次數較多，若不計 1999 年的餘震，則近三十年的平均地震次數

為每年 1.9 次，並無顯著增加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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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最近一百年的實測資料來看，全

球及台灣大地震發生的次數並無明顯增

加的趨勢。但我們若將時間拉長到千年

的尺度來看，則略有不同。關於大地震

的災害，早在兩千多年前在中國北方及

日本就開始有文字的記述。這一些史料

經過地震學者的研判，已經有震央及地

震規模的發表。以中國北方為例，過去

二千五百年來大地震的發生率並非定

值；從西元約 200 年至約 1000 年間的東

漢、南北朝、隋、唐及五代時期，較少

有大地震發生；宋朝開國之後大地震逐

漸增多，至清朝大地震增加更多(圖 3)，

且一直維持較高的發生率到今日(二十世

紀以來傷亡慘重的地震包括：1920 年甘

肅地震死 18 萬人、1932 年甘肅地震死 7

萬人、1976 年唐山地震死 70 萬人、2008

年汶川地震死逾 7 萬人)。在西元 200 年

以前的至少四百年間大地震發生率與明

末清初相似。可見就一有限區域來看，

地震的發生率並非定值，而是有活躍期

與平靜期之分的。最近一千年來大地震

發生的次數顯然較一千年以前有明顯增

加；至少在中國北方這一組數據是這麼

顯示的。那現在就需要看看千年來地震

發生率的增加是否與「磁變」有關？或

是否與「全球暖化」有關？ 

地球磁場強度目前約三萬多伽瑪，

且每年以約 20 伽瑪的速率減弱。但是，

這一種減弱情形已經持續了三、四千年

了，很難以地球磁場強度減弱來解釋西

元 200~1000 年間的地震平靜期，也無法

西元 M6~6.9 M>=7

1980 0 0 

1981 1 0 

1982 0 0 

1983 6 0 

1984 0 0 

1985 2 0 

1986 5 0 

1987 2 0 

1988 0 0 

1989 2 0 

1990 2 0 

1991 0 0 

1992 0 0 

1993 0 0 

1994 3 0 

1995 1 0 

1996 2 1 

1997 2 0 

1998 1 0 

1999 12 1 

2000 3 0 

2001 3 0 

2002 6 0 

2003 2 0 

2004 3 1 

2005 0 0 

2006 5 0 

2007 2 0 

2008 0 0 

2009 2 0 

圖 2 台灣近三十年來大

地震的發生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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