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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址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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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ographic effects 

• Soil layer effects 

• Basin effects 



19990921 集集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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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效應] 



1985年墨西哥地震 

M7.8 



墨西哥市東西方
向之地質剖面 



各地質區記錄之最大加速度 

SCT CAO 



各地質區之加速度歷時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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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質區之加速度反應譜 



加速度富氏譜放大倍率與災區分布圖 



1985年墨西哥地震之盆地效應 

• 尖峰加速度放大效應 
– 岩盤上測站記錄之水平PGA為35gal以下，顯示地
震波因傳遞400公里而衰減之現象。 

– 盆地邊緣上測站記錄之水平PGA為160gal，顯示
沖積層之震波放大效應很明顯。 

• 反應譜特定頻率放大效應 
– 岩盤上測站之反應譜較偏向短週期且振幅較小。 

– 盆地邊緣上測站之反應譜頻寬較窄，且集中於2
秒之反應。 

• 地震動延時延長效應 



921地震台北地區測站PGA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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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 5.7 

 

Depth: 45km 

 

: 65.5 km 



ML: 5.8 

 

Depth: 9km 

 

: 101.6 km 



921主震沖積層與岩盤測站之頻譜比 
 

Spectral ratio contours of the Chi-Chi earthquake. 



921餘震沖積層與岩盤測站之頻譜比 
 

Spectral ratio contours of the Chi-Chi aftershocks. 



921以前地震之平均頻譜比 
Mean spectral ratio obtained before the Chi-Chi earthquake. The 

earthquake used are occurred at south-eastern and eastern direction 

of the Taipei basin.  



Depth contour to 
the basement top 
From deep drilling. 
 
Central Geol. Surv. 

臺北盆地第三紀
基盤頂部深度分
布圖(地調所) 



臺北盆地之構造剖面 

新莊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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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盆地松山層底部深度分布圖 



1986/11/15 

Hualien Eq. 

ML=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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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縣中和市員山路之華陽市場，原為三層多柱少牆鋼筋混凝土的市場建築
物，由於2、3層改為住家後砌築了許多磚造外牆與隔間牆，使得建築物成為
上剛下軟的結構，加上過大的超載，在耐震上十分不利。在此次地震襲擊下，
幾乎大部份一、二樓的支柱折斷，造成12人死亡，數十人受傷的慘劇。 

3F 



台北市基隆路某汽車公司，門前與建築物中之鋼筋混凝土柱暴裂，
鋼筋扭曲變形。 

5F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某大廈，一樓剪力牆腳及牆邊構材部份被壓碎，鋼
筋暴露且扭曲變形，牆面呈斜向之剪力龜裂，一、二樓間之混凝土樓板
破裂並下陷。 

14F 



台北市二棟大廈因棟距過近且振動頻率不相同，造成頂樓碰撞受損，5月20

日花蓮地震受損後修補的位置再次損壞。 

12F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某大廈外牆破壞情形，該大樓自9樓以下電梯間大樑、樓
梯間牆壁，大樓外牆均發生龜裂，部份樑柱牆壁龜裂處之水管斷裂；8樓之
牆壁呈斜向之剪力破壞。 

13F 



1~5F 

1986/11/15 

ML=6.8 



忠孝大橋       陽明山瓦斯  西安街 

14F-裕台大樓*  13F-惠寶大樓*  12F-富貴大樓（必勝客）* 

1986/11/15 

ML=6.8 



1999/9/21 Chi-Chi Eq. 

Critical information  

available in 102 seconds： 
  

Time： 1:47 AM 
  

Magnitude：ML7.3 
  

Epicenter：Near Chi-Chi 
  

Regional intensity map. 
  

Shaking time histories. 



921地震    松山區           Sungshan area 



921地震  新莊區 

 

Hsinchung area 



Distribution of the 

collapsed buildings 

due to the 1999 Chi-

Chi earthqu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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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Strong motion station 

 : 69 

 

500 stations 

 

Interval ~ 1 km 

 

臺北盆地之密集微地動量測 (microtremor survey point) 



Dominant frequency contour in the Taipei basin area, 

result from the H/V ratio of dense microtremor survey  

臺北盆地主頻分布圖 



0.5 Hz 2.0 Hz 

H/V spectral ratio contours at 0.5 and 2.0 Hz.  



Sungshan Formation Bottom 

--- Taipei Basin 
H/V spectral ratio contour  

at 0.5 Hz.  



修正建築法規 
Modified Building Code 

(1989) 

1989版之建築技術規則考
慮台北盆地之盆地效應，
故特別規定台北盆地之震
區係數。 



2011.1修訂後公告之臺北盆地設計地震微分區圖 

Microzonation Map of Taipei Basin in the Building Code Modified o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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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盆地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