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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死亡超過百人的大規模災害地
震震央分布圖，紅色與紫色圓形符
號分別顯示1900年以前與1900年以
後的震央。  

臺灣位處於環太平洋
地震帶西側，在歐亞大陸
與菲律賓海板塊間的碰撞
與擠壓作用下，自古以來
常發生破壞性地震，造成
嚴重的人員傷亡與財物損
失，社會成本更是難以計
價。但是這些以先民鮮血
與淚水所換取的慘痛震災
經驗與教訓，並未被適當
的傳承下來，實是相當遺
憾的事。 

前言 



造成死亡百人以上的大規模災害地震有14次，其中千人以上死亡的災害
地震有5次：1848年彰化地震、1862年台南地震、1906年梅山地震、
1935年新竹-台中地震、1999年集集地震。臺灣西部地區平均間隔約30-

40年發生一次死亡百人以上的大規模災害地震(鄭世楠等, 2012)，故地震
災害是台灣未來所必須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台灣地震史－災害血淚史 
地震災害越大相關的資料也越多，重修臺灣縣志：「台地時震，罕

有終年不震者；故不悉書，大震則書」，台灣的地震史其實是一部災害
血淚史。 



國科會研究 

梅山斷層、米崙斷層 50年內恐有大地震 

國科會結合地調所與學者專家，於九二一後進行斷層特徵
地震發生機率的研究，2007年完成全台八條斷層系統推算，顯
示梅山斷層在50年內發生規模7的地震，機率為45%，10年內的
機率則為9.75%；其次為米崙斷層，50年內的發生機率為41%，
10年內的機率則為6.57%。 

2010/01/22 

氣象局研究報告 

溫國樑等(2011)研究顯示花蓮台東地區未來發生大地震的機率較高 



時代背景 
二次大戰期間遭受美軍轟炸地震觀測系統嚴重受損 

1945年8月15日二次大戰結束，臺灣回歸中華民國， 11月1日基隆石延漢市長與
西村傳三台長交接相關業務，正式成立臺灣省氣象局 

1947年6月徐明同留學日本歸臺 

1948年5月新竹測候所威赫式地震儀由李善邦運往南京 

1949年8月8日氣象局日本留用者最後1人岡四四亥離台 

1949年12月國民政府遷臺 

二次大戰前有15個地震觀測站 1951年時剩下9個地震觀測站 



1920年6月5日 

花蓮地震 

1908年1月11日 

璞石閣地震 
1937年12月8日 

成功地震 
Ms=6.8, MH=7.3, 

ML=6.7, Mw=6.9 
Ms=8.0, MH=8.3, 

ML=7.5, Mw=8.0 

Ms=7.0, MH=7.0, 

ML=6.9, Mw=7.1 

5人死亡、20人受傷 

273戶全倒、1,257戶破損 
2人死亡 

3戶全倒、5戶破損 

玉里附近地裂 

11戶全倒、90戶破損 



六百里湖海山嶽齊動盪 

1951年10月至12月東台灣籠罩在地震的侵襲下，自10月22日05:34

開始，地震接連不斷地發生，餘震沿著縱谷由北段之花蓮向南遷移，
11月至中段之玉里地區，12月達南段的台東地區，台灣省氣象所(中央
氣象局的前身)共記錄了3,037個地震，其中735個為有感地震、4個大地
震(ML7.0)，釀成85人死亡、200人重傷、1,000餘人輕傷。地震分佈長
達一百多公里，同時引發米崙、瑞穗、玉里與池上地震斷層的錯動。 



05:34地震在花蓮之東南東約15公里，震源深度約0-10公里。 

11:29地震在花蓮之東北東約30公里，震源深度約20公里。 

震源推算過程 

10月31日 

震央在南湖大山的附近，
南湖大山，合歡山一帶山
崩地裂，達六級烈震。 

11月1日 11月4日 

11月8日 

11月9日 

新生報 

午前五時半地震在台東新港 

午前十一時地震在花蓮東北 

10月23日 



花蓮地震疑竇確定為斷層地震花蓮測候所湯捷喜實地詳查結果經飭，斷層自七星
潭經北埔機場南端公路，再經米崙山下忠烈祠橋頭，由此分為三條： 

由明禮國校往省立師範至南濱：【中央社花蓮九日電】 

由花蓮法院經中正堂縣府後方德昌商店，鐵路局車庫，鐵路宿舍至南濱水門； 

經郵局、明進醫院、市場旁鐵路、益和米店後與第二條會合， 

此線以東地塊略向北移動，自第四八高臺以北推高約1.2公尺，北埔機場南端鐵路
路基發現東方地塊向北移動四十公分。【1951-11-10/聯合報/03版/】 



1951年10月災損統計 

包括10月22日05:34、11:29、13:42三個地震所造成的災害。 

由於主要災區位於交通不便的東部地區，加上經驗不足，確切的
災損調查未完成，接著11月25日縱谷中段又發生災害地震。 

猴硐煤礦 
大溪煤礦 



1951年11月災損統計 

包括11月25日02:47、02:50、11月29日三個地震所造成的災害。 

由於10月22日地震災損調查尚未完成，故此次地震災損數字統計
相當混亂。 



1951年12月5日災損統計 

1951年10月至12月東台灣籠罩
在地震的侵襲下，自10月22日開始，
地震接連不斷地發生，包括3個大
規模災害地震 (10月22日05:34、
11:29、13:42地震)，其後餘震沿著
縱谷由北段之花蓮向南遷移，11月
至中段之玉里地區(11月25日02:470

與2:50地震)，12月達南段的台東地
區，台灣省氣象所(中央氣象局的
前身)共記錄了3,037個地震，其中
735個為有感地震，共造成85人死
亡、200人重傷、993人輕傷，民房
全倒892棟、半倒1614棟。地震分
佈長達一百多公里，同時引發米崙、
瑞穗、玉里與池上地震斷層的錯動。 



1951年10月22日花蓮市震災情形。歷經05:34、11:29、13:42數次
強震襲擊後，市內房屋倒塌40%，其中以中華路與中正路之間，及中
山路與軒轅街一帶為甚。共造成38人死亡、87人重傷、688人輕傷，
1,546棟房屋損毀。 

照片來源 

台灣新生報、聯合報、中國一周、
以及各報紙的剪報資料 

台灣省氣象所(1952) 

地調所徐鐵良與林明聖博士 

前氣象局副局長湯捷喜先生(當時
擔任花蓮測候所所長) 

花蓮氣象站陳世嵐主任 

鄭國駒先生 

東華大學陳家立先生 

鄭世楠等(1999) 

還有許多輾轉獲得的照片(報社記
者、不知名人士等等) 

特別感謝以上單位與個人提供寶貴
的歷史相片 



05:34南濱水門一帶先破壞 
【1951-10-23/聯合報/03版/】上午五時半前後開始，
來勢凶猛，居民多從睡夢中驚醒，拖兒帶女，奪
門而出。中山路助人街一帶民房，即于此時部份
坍塌。南濱堤防閘門旁堤身，亦於此時欄腰被震
裂三四丈，對面可以相見，堤旁土地裂開十餘丈，
市內多處亦呈裂痕，十一半前後一次震動更烈，
房屋坍塌更多，中正路、中華路商業區大建築，
兩旁店房及各機關辦公室，幾於全部坍塌或傾斜。 

臺灣新生報1951/10/23 南濱海堤之下陷崩裂，向南攝 

上午五時半前後中山路助人街一帶
民房部份坍塌。南濱堤防閘門旁堤
身欄腰被震裂三四丈，堤旁土地裂
開十餘丈，市內多處亦呈裂痕，向
S30oW攝。 

底圖為美軍(AMS, 1945)1/25,000地圖 































花蓮港口災情 
當最大劇震時，海水好像空中巨掌抓起似的直向上立，小船被

潑浪捧起落下，當捧起時，但幸無損失，然而船纜均斷了。岸上的
幾座大廈，雖也有裂紋，但並無傾斜倒塌發生。花蓮港防波堤一部
份堤身地震中被震損毀，修復工程款二百四十萬元 

海運倉庫10月22日攝 

【1953-05-21/聯合報/04版/】基隆港
務局泥一號裝泥船拖往花蓮疏濬港
內航道，以便利三千噸級輪船之進
出港。 

1951年花蓮震造成花蓮港水位線下
降了60公分(劉啟清, 1988) 

姜介中(2009)1951年10月22日13:29

地震時間對應，花蓮驗潮紀錄基線
下降大約350 mm，驗潮站所在的地
點受到餘震的同震變形抬升約350 

mm。 

【1952-07-20/聯合報/02版/】據花蓮港務分局報稱，花蓮水位因受地震關係
確有普遍降低現象。根據各月日潮位記錄，地震各月日潮位均較地震前為
低。該港地面升高○．三至○．五公尺，致港內水深減低。 



談震色變 沈嫜璋(新生報1951.11.2) 
廿二日清晨大地震後，就有人相互走告說
市區的關公廟香爐自動發火了，關公下降，
在乩盤上寫著：「今天十一點鐘左右有大
地震，我的廟會倒塌，市民快快遠避」。
署名關公。那廟裏主持和尚看到這神跡，
駭得不敢再停留，連關公和大小菩薩的神
像都來不及請出去，就飛快地逃往米崙鄉
去了。這消息馬上傳開來，迷信的市民，
攜老扶幼都逃了，…這神跡是花蓮的省參
議員馬友岳口告訴我的。 

花蓮市傷亡較輕的原因： 
05:34強烈地震時市民都已驚醒奔到屋外，許多房屋受損但沒有倒下。
自此地面不斷震動，大家都不敢回家，至11:29猛然大震，房屋同時坍
塌，而市民都在室外。 

早上大地震測候所地震儀被毀，無法紀錄，而謠言迭起，盛傳中午十
一時到下午三時左右，有更強烈地震，市民奔相逃避，到十一時許，
此謠言不幸而中，果然強震降臨，房屋紛紛下塌，市民始倖免於難。 

花蓮進豐街帝君廟(聖天宮) 



台灣新生報 

1951/10/23 

台灣新生報 

1951/10/25 

原來住在花蓮港的幾條
軍艦，因預防會起海嘯，
奉命於二十三日上午，
暫離花蓮港，這些軍艦，
於離港時，將原駐在花
蓮的那些海軍眷屬，亦
同時載去，隨著軍艦之
去，海嘯之來，好像是
必然的了，於是謠言又
起，人心又見恐慌，仍
不敢回到市區，大多向
美崙山等幾個高地逃去。 

一項毫無根據的傳說，說是已預測出下午三時半
(一說三時至五時)，將發生一次最劇烈的地震，
甚至電臺一時輕信，予以轉播，以致一時商店紛
紛打烊，學校趕緊放假，機關也自動下班，市民
們扶老攜幼，奔向新公園、植物園、淡水河畔以
及馬路、廣場等空曠地方，逃避這場「預見」的
災難。 



在地震時，縣府即首先遷至市郊，縣府房屋並無倒塌，而縣府內室空無
一人辦公，頓使市內失去了行政的重心。所幸東部防守區司令部與各機
關即組織震災善後救濟委員會軍憲警組成救護隊搶救死傷維持治安。 

省社會處長李翼中23日下午16:05搭飛機到花蓮，到達後即在露天召開
緊急會議，勒令縣府撤回市區縣府辦公，以安定民心。 

24日上午東部防守司令即會同有關機關組成花蓮善後救濟委員會，即展
開對受傷市民予以緊急救濟，並給無家可歸的市民決定先施粥五天(第
三天)，同時計劃恢復電力與飲水問題，電力經搶修後已於24日上午十
時半恢復，惟水源地水池破裂及大水管破裂多處，一時很難修復，已由
縣府集體吸取井水飲用。 

房屋倒塌露宿街頭情景 花蓮港災民之一 罹災民眾之慘狀 







瑞穗斷層 



瑞穗斷層 





玉里斷層 

池上斷層 



池上斷層 







池上米特香... 起因池上斷層/全台最好動斷層 有助翻土 

〔自由時報記者湯佳玲／台東報導〕台東池上斷層不僅是全島最「好
動」的斷層，也是全世界最活躍的斷層之一，「每天都在動」，鄰近
居民不能掉以輕心，但地牛翻身也等同幫忙「翻土」，所以池上米才
會特別香甜！ 

朱傚祖說，由於池上斷層很活躍，地牛翻身就如同幫忙「翻土」，讓
土壤富含礦物質與營養素。張中白也強調，越靠近海岸山脈火成岩所
種植的池上米越好吃，是因為火成岩礦物質含量高，加上位在利吉混
同層上屬於深海泥岩，供給植物營養。而池上鄉的地勢較高，溫差可
達十幾度，都使得池上米特別香甜。(自由時報 – 2014年9月4日) 

池上斷層 









Hsu(1962) 

米崙斷層 5公里 

玉里斷層40公里 

池上斷層10公里 

湯捷喜所長於一日深夜發表：此一斷層線路，
北自光復鄉大富村起，直向南南西進展，經
過富興村、鶴崗村、瑞美村、麻汝里、玉里
鎮、玉里國校、玉里環池、客城里、人里村、
東竹之新興村、富里鄉池上之慶豐村、錦園
村、至鹿野之鑾山村為止，長達九十公里。 
…地面高低相差達七台尺，地裂寬達七台尺，
深達二丈餘，沿此線上之房屋，不論新舊，
不論木造或草搭，均被推高後向前後左右變
動搖擺，以致支離破裂。…大里東竹等地面
積約六甲餘之田地，一瞬之得，亦陷落成
湖，…玉里鎮東竹之新興村，地殼變化最烈，
附近鐵路皆被震彎曲，高低不平，村中居民
二百五十六戶，除其中五戶倖免坍塌外，其
餘二百五十一戶所有房屋，均已全部不堪使
用，被害之慘，可以想見。【1951-12-04/聯
合報/05版/】 

斷層調查 



1951年花蓮台東地震系列在花東縱谷造成的
應力遷移(stress migration)速度約2.6公里/日 

6組均具有左移分量的逆衝斷層面解，最大
主應力軸均呈現東南—西北走向，與菲律賓
海板塊西北向的運動相當一致，顯示1951年
花蓮台東地震系列可能是由菲律賓海板塊西
北向的運動所造成。 

鄭世楠等(1997) 



活動斷層(2000) 活動斷層(2012) 米崙斷層(2004) 

1951年10月22日05:34地震  ? 

1951年10月22日11:29地震  米崙斷層(8km)+東北向海外延伸部分 

1951年11月25日02:47  02:50  瑞穗斷層(33km)、玉里斷層(23km)、
池上斷層(67km) 

地震與斷層的關聯 



立霧溪上游發生山崩，形成四處天然壩與堰
塞湖，第二壩高七十三公尺，第三壩六十三
公只。1952年4月8日潰堤沖毀台電正在立霧
發電所溪畔工區建築欄水壩工程。 

山崩 

成功鎮附近山崩，
鄭國駒攝 

銅門舊發電所附近10月22日
05:30地震後發生山崩，
11:30地震後又再度山崩，10

月22日11:30地震後攝 

山崩分布圖，紅色三角形顯示10月22日
地震後調查，藍色三角形為11月25日地
震後調查 



此次地震造成蘇花公路嚴重創傷，坍
方24,000立方公尺、路基損毀1,500公
尺、駁坎受害13,000平方公尺、護坡傾
圮190平方公尺、護欄毀損310公尺、
涵洞損壞1座、路基裂縫380公尺，清
水到塔克利受害最慘烈。花了一個月
方搶修通車，期間造成2人死亡、2人
重傷、二十餘人輕傷。 

蘇花公路186公里750公尺處，路基整個陷
入海中 

蘇花公路176公里160公尺處，山崩、巨石
陷落。 

地震山崩造成蘇花公路中斷一個月 



花蓮地震在立霧溪上游引發山崩，形成四處天然壩與堰塞湖。 

第二處天然壩高達七十三公尺的，蓄水量約五百萬立方公尺，電
力公司在該溪下游所築的水壩，因恐該堤崩坍，造成災害，水利
局曾派員查勘，並擬炸燬一部，因經費關係迄今未施工，台電交
以該壩危險堪虞，1952年曾用炸藥將該堤炸成缺，讓水狂洩，惟
因面積太大處僅炸毀一部分。 

 

1952年4月8日因連日大雨，立霧淡水位暴漲，造成第二天然壩崩
潰後，台電正在立霧發電所溪畔工區建築欄水壩工程，因立霧溪
上游天然壩崩潰影響，致延遲約一個月。溪畔工區損失器材已於
水退後撈回百分之六十以上，部份修復運用，部份運台北修理。 

 

第二天然壩崩潰後，第一天然壩業已無形消失，工區派人入山實
地勘踏，在最上游發現第三第四天然壩兩處，第三壩位合流上游
約一百公尺處，第四壩則在畢祿派出所上游附近，頂部二十五公
尺，已隨水流失，僅存斷面約卅八公尺，因頂部流失撞擊，致第
二壩亦隨之崩潰，第二壩原高七十三公尺，崩後僅餘二十餘公尺。 

堰塞湖潰決造成立霧溪發電所攔水壩工程延遲一個月 



花蓮市中山路與軒轅街口天主教若石醫院
05:34地震造成房屋傾斜，至11:29劇震時即
全部塌下。 

1950年3月天主教主徒會(Congregatio 

Discipulorum Domini)郭若石神父溫德
馨神父前往花蓮開教。 

4月5日吳程等四位修女到花蓮，在田
埔設診所(田埔聖母聖心教堂前身)。 

12月在花市(老)火車站對面軒轅路口
三角地帶租了幾間房子，建立診所
(天主教若石醫院)，由吳修女等主持。 

當時因光復不久，大部份居民國語還
不大好，東北(滿州國)的修女差不多
都會日本話，所以正好派上用場。 

1951年遭逢花蓮大地震，災情嚴重，
無法安身，不得不北返。 

大地震損壞很大，就沒有再繼續診治
了。只有在北濱街四號堂內，由修女
來負責幼稚園。 

1952年8月7日設立花蓮監牧區 

天主教傳教受阻 



加強地震觀測 
1952年12月新港測候所設置簡單微動計、強震儀恢復地震觀測 

1953年05月 成立台灣省防震防颱建築委員會，出版六期專刊 

1953年06月澎湖測候所恢復地震觀測 

1953年10月補充各型地震儀附屬零件及器材一批，約四百餘件 

1954年地震季報開始出刊 

1955年03月玉山測候所重新設置簡單型微動計恢復地震觀測 

1955年/06月 台灣省防震防颱建築委員會結束 

1955/09高雄測候所設置簡單型微動計恢復地震觀測，花蓮、台中、台東等
所設置新一倍強震儀及感震器，台北測候所設加速度地震儀。 

1956年12月阿里山、台中、台南、台東、 

大武、花蓮等所設新電動時計 

1957年02月新港測候所設置加速度地震 

儀，花蓮測候所設置烈震加速度地震儀 

樋口式一倍強震儀        石本式加速度地震儀 



花蓮市重建 

震災善後救濟委員會決定為鼓勵災民遷建米崙，「花蓮市善後重建原
則」(共十三條) 

(一)舊市街地勢低窪，地質欠佳，颱風季節水害甚烈，為顧及人民之
安全，財產及衛生起見，應以逐漸遷建於新市街(米崙)為目標。 

(二)米崙市街之水電，交通，市場及學校等公用設施，應由政府儘量
加強或發展。 

(三)經此次地震災害後，不論公私，凡新建永久或房屋者(用鋼筋混凝
土樑柱)，均以興建於米崙新地區為原則。 

(四)公有建築不堪修復者，遷建於米崙，並由興建機關自行報請上級
機關請款辦理。 

(六)私人不願遷建米崙者，准在原地依照都市計劃退讓建築線，並依
照規定標準重行興建，(舊市街建築標準另訂之)，由政府予以配
給材料。 

(七)被災戶主願遷建於米崙者，得享左列之優待：(一)得優先承租在
米崙之公有土地。(二)由政府予以配給材料(照官價加運費計算)。 



在明清時期與日治時期台灣人便與斷層為鄰，隨時都會面臨地
震災的問題，以這類大規模的地震而言，平均三、四十年發生一次，
台灣人一輩子都會碰上二至三次，重演的歷史悲劇早應給了我門許
多教訓，而我們也應該從中汲取許多自保應對的智慧才對，只是很
可惜間隔三、四十年的重大震災使我們經常忘記先人生命所換取的
教訓。 

台灣所受到的震災經驗已經夠多了，不需要再從另
一次大地震的教訓學習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