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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屯火山群位於台灣北端，鄰近台北都會區以及兩座核能發電廠。

如果能更好的研究火山所產生的訊號，有助於我們評估其噴發潛

力。前人研究(Konstantinou et al. ,2007)指出，大屯山地區火山

訊號可分成：(1)高頻地震，其頻率特徵約為 1-20hz；(2)混頻地

震，其頻率可高達 40hz；(3)火山長微震，其特徵為持續時間長，

可高達數天；(4)低頻地震，又可分為單頻的水滴型地震波，以及倍

頻的螺絲釘型地震波。本研究使用了福爾摩沙陣列(Formosa Array)

的部分測站，研究了從 2019 年 1 月至 2 月的東西向訊號，初步資料

處理，由 Hypoecc 做火山訊號的搜尋，排除 IRIS 及中央氣象局紀錄

的地震後，再用網格搜尋法做定位。在這項研究中發現(1)2 個類似

震顫的地震事件，在頻率高於 2 Hz 時出現清晰的倍頻特徵，且震幅

比背景噪聲高得多；(2)出現倍頻特徵的頻譜有極大的相似性，可能

代表著震動源有相似的物理特性；(3) 在某些事件中，能量衰減與

震央距離沒有相關，這可能是由於火山區域中的定位不正確或路徑

效應影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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