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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香港發生有感地震，市民都會向香港天文台 (天文台) 查詢及報告感覺到震動的時

間、身處地點、震感及觀察到的現象等資料。天文台會根據資料確認事件及訂定地震烈度，

並向公眾發佈「本地有感地震報告」。以往市民主要通過電話向天文台報告，隨著資訊科

技的發展，天文台於 2012 年 10 月在天文台網站推出「網上地震感覺報告」網頁，市民只

需在網上回答簡單的選擇題，便可以將重要及有用的有感地震資料提供給天文台，而天文

台亦可利用電腦自動分析有關資料以協助訂定地震烈度。 

 

自該網頁推出後，市民通過網上報告有感地震漸趨普及，於 2015 年 9 月 24 日及 2016

年 2 月 6 日的兩次本地有感地震更顯示幾乎所有報告都是通過該網頁獲取。有見及此，

天文台於 2016 年初研發一套監測網上有感地震報告及即時分析總結有關資訊的自動化工

具，提供香港各區有感地震報告數目及烈度的分佈，有助及時發出「本地有感地震報告」

和回應傳媒及公眾相關的查詢。 

 

 

 

 

 

 

 

 

 

 

 

 

 

 

 

 



 

 

引言： 

 

 

香港天文台 (天文台) 早於 1905 年已開始記錄本港有感地震，直至 2016 年 3 月共有

178 次強度不等的有感地震記錄，而自 1979 年香港短週期地震台網投入運作後起計，則

錄得 69 次烈度一般在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Modified Mercalli Scale）[1] V (五)度或以下

的有感地震 (圖一)，平均每年大約 2 次。香港有感地震的震中位置大部分都在香港境外，

例如台灣、南海北部、廣東河源及陽江、粵閩交界、北部灣以及菲律賓等(圖二)。 1979 

年至今震中位於本港境內的地震共有 7 次：1983 年在米埔 (1 次)， 1982 年 (2 次) 與 

1995 年 (3 次) 在大嶼山以東海域，及 2014 年 (1 次) 在大欖涌水塘附近 (圖三)，這些境

內地震引起的震動均屬輕微，烈度都在 V (五) 度以下。 

 

當香港發生有感地震，天文台都會接獲市民來電查詢及報告感覺到震動的時間、身處

地點、震感及觀察到的現象等資料。天文台會根據接獲的有感地震報告啟動程序，檢視及

分析本地及海外的地震監测資料以確定引致香港有震感的地震，並根據市民報告的資料

以訂定香港震感的烈度，再向公眾發佈「本地有感地震報告」。以往市民主要通過電話向

天文台報告有感地震，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天文台於 2012 年 10 月在天文台網站推出

「地震感覺報告」網頁 (圖四，中文版網址 http://www.hko.gov.hk/gts/s/q_uc.htm)，市民只

需在網上回答簡單的問題，便可以將重要及有用的有感地震資料提供給天文台。 

 

隨着市民通過「地震感覺報告」網頁報告有感地震漸趨普及，天文台於 2016 年初建

立了「網上有感地震報告警報及分析系统」，更有效地利用通過「地震感覺報告」網頁接

收到的報告提升「本地有感地震報告」服務。 

  

本文介绍「地震感覺報告」網頁和「網上有感地震報告警報及分析」系统在天文台向

公眾提供的本地有感地震服務的功能及使用情况。 

 

 

 

1. 「地震感覺報告」網頁 

 

「 地 震 感 覺 報 告 」 網 頁 建 基 於 SurveyMonkey 網 站 統 計 服 務 

(https://www.surveymonkey.com)，市民只需登入「地震感覺報告」網頁簡單回答預設問題 

(表一)，便可向天文台提供有感地震相關資料，每一個輸入的報告的內容都會自動存放在

SurveyMonkey 的伺服器供天文台隨時讀取。 

 

「地震感覺報告」網頁自 2012 年 10 月開始運作後的第一個本地有感地震 - 2013 年

2 月 22 日廣東河源 4.8 级地震便發揮作用。由於天文台通過該網頁可同時自動接收及記

錄多個報告，地震發生後天文台接獲超過 5,000 個有感地震報告，其中约 4,800 個 (约

http://www.hko.gov.hk/gts/s/q_uc.htm
https://www.surveymonkey.com/


96%) 報告是通過「地震感覺報告」網頁接收的，相比過往以人手接聽及記錄通過電話的

報告，除了明顯提升接收報告的效率外，亦大大減輕了前線人員的工作壓力。 

 

至 2016 年 3 月，「地震感覺報告」網頁一共在 8 次本地有感地震中發揮作用 (表二) ，

市民通過網上報告有感地震亦漸趨普及，於 2015 年 9 月 24 日及 2016 年 2 月 6 日的本地

有感地震，約 97% 的報告都是通過「地震感覺報告」網頁獲取，而其餘的數個市民報告

都是在地震發生 13 至 15 分鐘後才通過電話或電郵獲取，比最快通過「地震感覺報告」

網頁接獲的報告滯後了超過 7 分鐘。基本上「地震感覺報告」網頁已取代了過往通過電話

接收報告作為啟動「本地有感地震報告」服務程序的功能。 

 

與此同時，由於使用上的簡便，在其他情况下市民往往也會通過「地震感覺報告」網

頁提交報告，例如因建築工程或其他非地震活動而引起的震動，甚至是試用「地震感覺報

告」網頁等。根據記錄，在 2013 至 2015 年 (剔除發生有感地震當天及翌日) 通過「地震

感覺報告」網頁共接收到超過 4600 個類似報告，大多數情况下每天 10 個以下(圖五(a))，

每小時不超過 4 個 (圖五(b))。 

 

 

2. 網上有感地震報告警報及分析系统 

 

為了更有效地利用「地震感覺報告」網頁接收到的報告，向公眾及時發佈「本地有感

地震報告」和回應傳媒及公眾相關的查詢，天文台於 2016 年初建立「網上有感地震報告

警報及分析系统」以提示當值人員有市民通過「地震感覺報告」網頁向天文台報告有感地

震，並自動分析通過「地震感覺報告」網頁接收的有感地震報告，提供香港各區有感地震

報告數目及烈度的分佈。 

 

「網上有感地震報告警報及分析系统」，以兩種電腦程式語言 JavaScript 及 Perl 編寫

而成，具有讀取報告、報告品質檢定、網上接獲有感地震報告警示以及自動分析有感地震

報告的功能，以及為當值人員操作該系統而設的網頁介面 (圖六)。 

 

 

2.1 讀取報告及質量控制 

 

「網上有感地震報告警報及分析系统」定時 (現時設定為每三分鐘) 自動讀取存放在

SurveyMonkey 的伺服器上的有感地震報告，並將讀取的報告存放入天文台特定的資料庫

作統計分析之用。 

 

由於市民可以隨意登入「地震感覺報告」網頁輸入及遞交報告，每一個從

SurveyMonkey 的伺服器取回的報告都會自動作一個簡單的檢測，檢視表一中的每一條必

須回答的問題都已經回答，以確定及標籤報告是否可靠有效。  

  

 



2.2  網上接獲有感地震報告警示 

 

「網上有感地震報告警報及分析」系统可以預設一個警報值，當在一段預設時間內通

過「地震感覺報告」網頁接獲超過某一個預設的有效有感地震報告數目，系统便會發出聲

音及影像警示，提醒值班人員可能發生有感地震。现時設定的警報值為 10 分鐘內接獲 5

個或以上的有效有感地震報告。參考「地震感覺報告」網頁 2013 至 2015 年的使用情况，

其間發生的 7 次本地有感地震都可以有效發出警示，而虛報僅為 4 次。警報值可根據最

新的「地震感覺報告」網頁使用情况作出更新，務求每一次發生本地有感地震都會發出警

示，並盡量把虛報的情况減到最少。 

 

 

2.3 自動分析有感地震報告 

 

「網上有感地震報告警報及分析」系统可以自動统計通過「地震感覺報告」網頁接收

到而又經檢定為有效的有感地震報告，以圖表顯示市民回答表一中每一條問題的答案的

分布，以及根據市民回答相關問題的答案選擇定出震感烈度，並且以圖表顯示香港每個分

區報告中的烈度统計 (圖七)。當值人員只需輸入相關時段，系统便會自動顯示在該時段

通過「地震感覺報告」網頁接收的有感地震報告總數、香港各區報告數目分布 (圖八(a))，

各區報告中震感烈度最多的分布(圖八(b)) 及各區報告中震感烈度最強的分布(圖八(c))。

當值人員亦可經人手修改分布圖 (如加入經其他途徑接收到的各區報告數目)，為判斷地

震烈度及向公眾和傳媒發佈資訊提供很大幫助。 

 

 

3. 總結 

 

根據過去記錄，香港每年平均發生約兩次有感地震，縱然震感大都輕微，天文台也需

要在地震發生後盡快向公眾發放訊息及應對傳媒的查詢。由於接收及分析市民的報告目

前仍是確定有感地震及評定其震感烈度的主要方法，具有網上接收、提示及分析功能的

「地震感覺報告」網頁和「網上有感地震報告警報及分析系统」，除了方便市民向天文台

報告有感地震及提供相關資料外，對天文台處理本地有感地震也發揮了很大的支援作用。 



 

圖一、1979 至 2016 年 (至 3 月底) 香港有感地震的烈度分布 

 

 

圖二、1979 至 2016 年 (至 3 月底) 香港有感地震的震中位置分布 (香港有感的地震烈度

以不同顏色顯示) 

 



 

圖三、1979 至 2016 年 (至 3 月底)本地有感地震而震中在香港境內的位置分布 (圖中圓

點為震中位置，圓點旁的文字為地震發生年份，地震烈度以不同顏色顯示) 

 

 

 

圖四、「網上地震感覺報告」網頁 (節錄首頁) 



 

圖五(a)、「地震感覺報告」網頁每日接收報告數目 (2013-2015) 

 

 

圖五(b)、「地震感覺報告」網頁每小時接收報告數目 (2013-2015) 

 



 

圖六、「網上有感地震報告警報及分析系统」介面 

 

 

 

 

 

圖七、分區報告中的烈度统計。 

(圖例為 2014 年 4 月 25 日九龍區有感地震報告的烈度统計表) 

 

 



 

圖八(a)、各區有感地震報告數目分布 

 

 

 

圖八(b)、各區報告中震感烈度最多的分布 

 

 



 

圖八(c)、各區報告中震感烈度最強的分布 

 

 

 

 

 

 

 

 

 

 

 

 

 

 

 

 

 

 

 

 

 

 

 

 

 

 

 

 

 



表一、市民在「地震感覺報告」網頁報告有感地震時回答的問題 

及可供選擇的回答 (中文版) 

 



 
 

 



 

表二、自 2012 年 10 月至 2016 年 3 月市民利用「地震感覺報告」網頁報告有感地震的情况 

 

編號 日期 時間 

 

震中地點 緯度 

(N) 

經度 

(E) 

地

震 

強

度 

地

震 

烈

度 

市民利用 

「有感地震報

告」 

網頁報告有感

地震數目 

 

市民報告 

有感地震 

總數目 

1. 2013.02.22 11:34 廣東河源 23.9 114.5 4.8 III 4793 5000+ 

2. 2013.03.27 10:03 台灣中部 23.8 121.0 6.4 III 33 67 

3. 2013.06.02 13:43 台灣中部 23.95 120.93 6.5 III 48 75 

4. 2014.01.27 12:47 香港大欖涌水塘 22.38 114.05 1.8 II 24  50+ 

5. 2014.04.25 16:07 廣東河源 23.91 114.50 3.8 II 236 250 

6. 2014.07.11 13:43 廣東河源 23.90 114.50 4.2 III 27 49 

7. 2015.09.24 22:57 廣東陸豐 23.10 115.70 3.8 IV 71 73 

8. 2016.02.06 03:57 台灣南部 22.96 120.45 6.5 IV 105 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