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 1999年九二一集集地震（圖 1），到 2016年 0206美濃地震（圖 2），再到 2018年 0206花蓮地震
（圖 3），類似的場景，同樣的悲劇，一再上演。若沒有適當的作為，恐怕悲劇不會停止。

根據統計，每 15至 20年，即有一次劇災型地震，死亡人數超過 100人。地震是臺灣的宿命，吾人必
須學習與地震共存，不必也不能心存僥倖，而應誠實且勇敢地面對。面對地震，一則謙卑，一則充滿信心

。吾人承認，無法完全排除地震之災害（經濟損失），所以謙卑。吾人深信，只要方向正確，有所作為，必

能大幅減緩地震之災害（人命傷亡），所以充滿信心。

地震減災，千頭萬緒，若未能抓對方向，對症下藥，在吾人左搖右擺，猶豫不決間，時間無情地消逝

，地震又來了，悲劇又重演。

工程師之養成是，將複雜的問題簡化，龐大的問題縮小。簡化並縮小至可執行之程度，逐步邁進，問

題隨時間而減輕，風險隨時間而降低。以有限之資源（人力、物力、時間），獲致最多的效益，風險（人命

傷亡）的降幅最大。

預想二年後，類似地震發生在臺灣某一地方，在這二年間，吾人有何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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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花蓮地震：下一次地震來襲前之作為？

傷亡之主因：樓房之塌陷

現代的人類，每天少則 12小時，多則 22小時，

在室內從事各種活動（讀書、工作、娛樂）。在平時，

樓房遮風蔽雨，乃人類安身之所；地震時，若樓房不

堪一擊，即變為人類葬身之地。因此，人員的傷亡，

絕大多數肇因於樓房的崩塌。

1997年頒布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被認為現代

化且較為完備的規範，徒法不足以自行，未必能全然實

踐。在 1999年的集集地震中，人們受到血與淚的教訓，

耐震設計及施工之落實度，大幅提升。因此，吾人認為

2000年以後興建之樓房，其耐震能力普遍較佳，可暫不

處理。縮小範圍，集中力量，優先處理 1999年以前興建

之樓房。待後者之處理上軌道後，再回頭檢視前者。

為了爭取更大的室內空間，留下更多的空地，樓房

往上發展。樓房的重力，由高樓層往下累加，故一樓因

重力而承受之垂直力最大。在地震之作用下，高樓層搖

下一次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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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花蓮地震：

來襲前之作為?

研思如何綜整目前耐震工程技術，以落實危險、老舊建築物之加速重建或補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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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地震特輯   震後全面檢討危險、老舊建築物之加速重建或補強工作

晃之幅度較大，地震力隨之較高，可是，地震力形成之

剪力，從高樓層往下累加，故一樓因地震而承受之橫向

力最大。因此，若一樓之柱量或壁量（較其上之樓層）

沒有相對提高，一樓即成為最脆弱的一環。

一樓大多為公共空間或作商業用，為求氣派之門

面，樓層挑高，其柱量及壁量甚至比其上樓層為低，

導致一樓既軟且弱。一樓受力（垂直力及橫向力）最

大，強度往往卻沒有相對提高，樓房之崩塌多發生於

一樓（或低樓層）。

減災之上策：樓房之不倒

房子不要倒，人命就有保。1999年以前興建的樓

房，優先處理，目標是：在設計地震下，「不要倒」，

可以損壞，但不能崩塌。

房子要不倒，一樓先顧好。一樓最為脆弱，且多

為公共空間（或作商業用），聚集之人員密度高，一旦

崩塌，傷亡慘重。從防災之角度，只要顧好一樓，風

險（人員傷亡）即大幅降低。

一樓經濟價值較高，所有權人具經濟能力，有責

任改善一樓之耐震能力，維護公共安全。

結語

預想兩年後的 2020年 2月 6日，類似地震襲擊臺

灣某處，掌握兩年時間，採取最有經濟效益之作為，

以有限之資源，降低最大的風險（人命傷亡）。

1999年以前興建之樓房，供公眾使用（或作商業

用）之一樓（或低樓層），必須於 2020年 2月 6日前，

完成耐震評估，合格者，須取得證明；不合格者，須

完成耐震補強。否則，於 2020年 2月 6日後，不得再

供公眾使用，直至耐震評估合格或耐震補強完成為止。

政府必須研擬合法可行之簡化程序，學界必須提供

理論與技術之支援，工程界必須確實執行耐震評估與補

強之專業，人命關天，產、官、學界通力合作，目標一

致，如期、如質、如預算，達成任務，有以待之。

圖 3   2018年花蓮地震之樓房崩塌圖 2   2016年美濃地震之樓房崩塌

圖 1   1999年集集地震之樓房崩塌（資料來源：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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