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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摘
2023年12月2日菲律賓當地時間晚上10:37於民答那峨島 (Mindanao Island) 外海深度
約33 km處發生規模7.6強震，造成至少2人死亡以及多人受傷、建物損壞。之後餘震
不斷，兩天內至少有20個規模>5.5且深度在45~65km的餘震，其中有5起6.2<M<6.9
，當地也數度發布海嘯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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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2-12/04 M>5.5地震(資料來源： USGS)民答那峨島東側外海
雖然發生過多次
M>7的地震，但在
歷史紀錄中，災害最
大的是1976年發生
在西岸的M 8.0 
Moro Gulf地震，造
成重大災情。
本篇即時報導彙整此
次M 7.6菲律賓地震
之震源特性，概述此
區域歷史地震活動與
構造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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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答那峨島

(本圖出自李元希教授)
2023年12月2日深夜，
菲律賓南部海岸發生了一起規模7.6的地震，
震央在民答那峨島(Mindanao island) 東岸，
深度約33公里。兩天內規模大於5.5的餘震
超過20起，皆集中於民答那峨島外海，其中
規模最大的餘震為6.9。



此即時監測平台由中研院李憲忠博士研發 (測試網址尚未對外開放)

4全球即時震源機制解 (GRMT)
由中研院地球所發展的解算系統，每兩秒鐘就能根據分布全球的地震測站波動紀錄，
解算一次對應的地震位置和震源機制解。在這次事件中亦發揮快速解算的效果。
(註：地震位置和發震時間為最佳解的中央位置和時間，即centroid location/time) 



M 7.6菲律賓地震之震源機制與參數比較

本地震之震源深度在35公里左右，地震矩規模(Mw)為
7.6。
各單位的震源機制球結果一致，斷層面解顯示此為逆衝
型地震，由於發生在菲律賓海溝(Philippine Trench)的
西側，最可能的斷層面為約20度向西低傾的板塊交界
面，或上磐裡的低角度逆衝斷層。主壓應力呈西北-東
南，符合板塊聚合方向。

看懂斷層面解：
https://bats.earth.sinica.edu.tw/Doc/beach_ball_ch.ht
ml

資料來源 深度 規模

GRMT 36.94 km Mwc 7.54

GCMT 30 km Mw 7.6

USGS W-phase 32.8 km Mww 7.60

GCMT
(Global CMT)

GRMT
(IES)

W-Phase
(USGS)

Plane Strike Dip Rake

NP1 182.1° 18.6° 69.9°

NP2 23.2° 72.6° 96.6°

Plane Strike Dip Rake

NP1 166° 21° 67°

NP2 11° 71° 99°

Plane Strike Dip Rake

NP1 12° 74° 97°

NP2 167° 17°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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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的震源機制

圖片來源：EMSC
文字來源：中央大學陳伯飛教授

菲律賓海板塊沿著海溝向西隱沒至
巽他地塊之下，海溝以西的地震斷
層機制解(海灘球)，多呈現一西傾
的低角度逆衝斷層，走向平行海溝
，說明此乃隱沒作用孕發的板塊間
逆衝地震 (Interplate Thrust 
Earthquake) 。本次發生的地震亦
有相同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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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震序列
主震(黑圈)後幾個小時內持續發生規模4~6的餘震(
紅圈)，發生位置均偏向主震東邊，靠近菲律賓海
溝位置。據此推斷此地震發生後，隱沒帶上的應
力環境重新調整，引發餘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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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3/12/02/world/asia/earthquake-philippines.html

M7.6主震後1.5小時，幾乎在同一時間
分別發生M6.4與M6.9的地震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3/12/02/world/asia/earthquake-philippines.html


主震震源位置之構造意義
這次2023年M 7.6地震的震源深度約為35公里，而發生位置隱沒帶板塊邊界深度為約
75公里，依其深度推估其可能為隱沒帶上磐斷層系統的地震。

資料來源與解釋：中正大學李元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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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震源機制解卻比較像是典型的板
塊介面上的地震(見第6頁)，考量此處之
定位誤差大、餘震範圍廣且構造複雜，
地震發生原因仍有探討空間。



2023年地震發生於隱沒帶地震空白區

2023

地震空白區

資料來源與解釋：中央大學陳伯飛教授
(Chen et al. 2020)

雖然本地震可能並非位於板塊隱沒
介面之上，但若僅考慮震央的空間
分布特性，本地震則發生在可能的
地震空白區(Seismic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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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USGS解算結果顯示，這
次M 7.6菲律賓地震發生在一
北北西-南南東走向且低角度往
西南傾的斷層面上，呈圓形破
裂，區域在深度20-40公里之
間，主要是逆衝型態的錯動，
釋放能量時間大約30秒，造成
最大斷層滑移量約2公尺。

資料來源：USGS

震源破裂特性 10



歷史地震
1900-2009年間，菲律賓規模大於
7.0的地震如圖所示(ISC-GEM 
Catalogue)。2023年M 7.6地震為
於8.527°N, 126.449°E

菲律賓海板塊和巽他板塊(過去被認
為是歐亞板塊的一部分)的聚合形成
了菲律賓海溝和北呂宋海槽，造成
菲律賓的活躍斷層系統和火山活動
，也因此規模大於7的地震發生頻
繁。

此圖亦可看出菲律賓海溝過去一百
年中的地震活動度遠高於馬尼拉海
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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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Punongbayan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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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度分布圖 12

所幸這次M 7.6地震發生在外海，根據地震規模與斷層破裂計算，這次地震的強烈地
振動在許多區域仍達到MMI震度7級。

資料來源：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3/12/02/world/asi
a/earthquake-philippines.html

資料來源： USGS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3/12/02/world/asia/earthquake-philippines.html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3/12/02/world/asia/earthquake-philippines.html


網路社群震感分析與回報

資料來源： US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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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美國地質調查所(USGS)的”你感覺
到地震了嗎” (DYFI)網路回報工具，可以
發現主要的強地動皆位於該島的東側海
岸，且在震央北側有明顯的震度分布，
但災區網路通信一切正常。主震發生後
一小時內就有超過2百筆的回報。



重大歷史地震：
1976 Mw 8.0 Moro Gulf Earthquake

1976年8月17日00:11分，菲律賓民答那峨島西部海岸線附近發生地震矩規模8.0之
Moro Gulf地震。此地震及其造成的海嘯導致8000人傷亡，為菲律賓史上傷亡最大之
地震之一。然1976年地震與Cotabato海溝活動相關，而2023年M 7.6地震與民答那峨
島東部菲律賓海溝活動較有關係。

資料來源：https://www.rappler.com/environment/disasters/102827-1976-moro-gulf-earthquake-tsunami/

2023

民答那峨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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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appler.com/environment/disasters/102827-1976-moro-gulf-earthquake-tsunami/


菲律賓周圍速度場及主要構造區塊之相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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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Rangin et al., 1999

相對於Sundaland的GEODYSSEA 
GNSS速度場（黑色箭頭）。

菲律賓主要構造邊界及活躍的
移動區塊分佈。

2023
M7.6

2023
M7.6



地質背景、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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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群島地處巽他地塊
(Sunda Block)和菲律賓海板塊
的碰撞邊界。兩板塊於此以每
年大約9公分的速率、西北東
南方向聚合作用，主要由沿著
馬尼拉海溝(MT)的向東隱沒、
菲律賓海溝(PT)的向西隱沒、
及縱切菲律賓群島的左移菲律
賓斷層(PF)，共同吸收，常以
地震方式釋放累積應變。

菲律賓
海板塊

巽他地塊

2023
M7.6

資料來源與解釋：中央大學陳伯飛教授
(Chen et al. 2015)



新聞、災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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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南部民答那峨島(Mindanao)地震發生後，人們聚集在疏散中
心。圖：路透社(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
pacific/philippines-lifts-tsunami-alert-after-magnitude-74-
earthquake-2023-12-03/)

菲律賓強震發生後，美國海嘯警報系統、日本氣象廳、菲律賓火山
暨地震研究所等均警告沿岸地區恐遭海嘯襲擊。日本氣象廳指出，
凌晨3時到4時左右，日本沿海地區觀測到20至40公分左右的海嘯波
，根據日媒直播的沿海畫面，這些區域的海平面並未出現明顯變化
。圖：NHK 
(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31203/k100142762210
00.html)

居民從建築物內撤離後聚集在街道上。圖：AFP 
(https://u.afp.com/5i5z)

強震導致建築物倒塌。圖：AFP(https://u.afp.com/5i5r)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philippines-lifts-tsunami-alert-after-magnitude-74-earthquake-2023-12-03/
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31203/k10014276221000.html
https://u.afp.com/5i5z
https://u.afp.com/5i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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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TEC資源等你來用
• 我想知道更多地震

https://tec.earth.sinica.edu.tw/specialEQ_list.php

• TEC 近期活動
https://tec.earth.sinica.edu.tw/news_list.php?id=2

•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TEC) 主頁
https://tec.earth.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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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ec.earth.sinica.edu.tw/specialEQ_list.php
https://tec.earth.sinica.edu.tw/news_list.php?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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