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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地震與地層活動的觀察與探討 

摘要 

前幾天，在本市士林區發生了一個芮氏規模 4.0 的極淺地震，經過了這個地震之後，

我們開始想，地震的規模與震源的深度有甚麼關係？地震與斷層的移動之間，有甚麼關

聯？板塊運動與火山的形成之間的關係為何？我們就開始對地震進行一番探討，之後，我

們開始進行模擬地震的實驗，第一個實驗是模擬板塊擠壓之後，會對地面造成甚麼影響？

震源深度的深淺，會不會影響地震的震度？第二個實驗是要模擬斷層的移動和錯動，會不

會造成地面塌陷？震源深度的深淺，會不會影響地面塌陷的程度？第三個實驗是要模擬火

山形成，地層的推擠，會不會造成火山的形成？地層推擠的力量的大小，造成火山噴發的

程度為何？ 

 

壹、研究動機 

前幾天又發生了地震，這一次搖了很久，而且我感覺到這一次的地震是左右的搖動，

讓我感到有一點害怕。過了一會兒，我看到新聞報導，說這一次的地震，震央是在士林，

有 4 級，深度 6.3 公里，於是我很好奇的問爸爸，這是甚麼意思?爸爸叫我到「中央氣象局」

的網站去查看看。 

我一找「中央氣象局」的網站，看到有一個「地震」，我點選進去後，發現這一張圖

與表格：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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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是地震的地點，也有地震的編號、時間、規模、深度、位置，這時候我覺得很好

奇，心中產生了疑問：「震源的深度與地震的規模之間，有些甚麼關係？」後來與老師討

論了一番後，老師告訴我們規模是地震的能量的釋放，而震度是地震搖晃的強弱，規模是

不會改變的，地震的震度是會隨著震源深度的深淺改變它搖晃的強弱，在五上自然第四單

元「力與運動」，我們學到力會使物體產生形狀或運動狀況的改變。就是因為老師講解了

一番後，我們才會想要做： 

「震度與震源深度變化的關係。」 

「地震與斷層移動之間，有些甚麼關聯？」 

「板塊運動與火山形成的關係？」  

於是我們就上網收集了一些相關的資料，發現造成地震的原因是因為地層的移動，      

或是板塊的推擠，我們想要模擬地震與地層活動的情形，所以我們準備了一些東西，來實

驗關於地震與地殼變化之間的關係，來解開心中的疑問。 

 

貳、研究目的 

一、震源的深度與震度之間，有些什麼關係？ 

我們模擬地震發生的原因，並且把地層的深度加深，來看看這樣的話，地震震度是否

有變化。 

二、地震與斷層移動之間，有些什麼關聯？ 

我們模擬斷層的移動，來看看與地震之間的關聯性。    

三、板塊運動與火山形成的關係為何？   

板塊隱沒或擴張會把地底的岩漿推出地表，我們利用自製的模型與材料模擬岩漿的噴

出，觀察流出地面是否會形成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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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與器材 

長條海綿一條、短海綿二條、透明壓克力觀察箱二個、培植土、自製的搖擺角度測量

器一個、注射筒一個、透明膠管一條、水泥漿一小碗。 

 

    

長條海綿一條 透明壓克力觀察箱 培植土 
自製的搖擺角度

測量器 

   

 

短海綿二條 水泥漿 注射筒、透明塑膠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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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實驗一：震源的深度與地震震度的關係 

 

實驗一裝置圖 

 

(一)首先將長條海綿由下面裝入特製的透明壓克力箱子裡。 

(二)接著倒入 5cm 深的泥土到特製的壓克力箱裡，再將搖擺角度測量器擺在倒好的

培植土上。 

(三)由兩人以快的速度左右拉動海綿，模擬地震發生，利用搖擺角度測量器測量搖動

角度並紀錄，反覆進行五次計算平均搖擺的角度。 

(四)再由兩人以慢的速度左右拉動海綿，模擬地震發生，利用搖擺角度測量器測量搖

動角度並紀錄，反覆進行五次計算平均搖擺的角度。 

(五)重複(三)(四)的步驟，繼續操作做泥土深度 10cm、15cm、20cm、25cm 的實驗。 



 
 

5 

 

實驗二：斷層移動與地震的關係 

 

實驗二裝置圖 

 

(一)將 2 條短海綿互相堆疊，放進透明壓克力箱子裡，倒入 10cm 深的泥土到壓克力

箱裡，把搖擺角度測量器放在泥土表面，用搖擺角度測量器模擬地表建築物。 

(二)先將左邊的海綿往左方拉 2cm，再將右邊的海綿往右拉 2cm，觀察並記錄實驗結

果，接著繼續做向左右各拉動 4cm，6cm，8cm 的實驗。 

(三)分別倒入 15cm、20cm、25cm 深的培植土，重複第(二)個步驟，繼續進行實驗，

並將實驗結果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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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板塊運動與火山形成的關係 

 

實驗三裝置圖 

 

(一)先將泥沙倒進塑膠盒子裡，接著到入水，用環保筷攪拌一下，將水泥漿調配好。 

(二)先將透明管放入透明的壓克力箱子裡，接著將 25 cm 深的培植土倒入透明的壓克

力箱子裡。 

(三)用水泥漿模擬岩漿，將水泥漿加入注射器中，我們用擠壓注射筒來模擬板塊擠壓

的壓力，把水泥漿推出地表，表示地層中的岩漿噴出，觀察是否有火山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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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實驗一：震源的深度與地震震度的關係 

表一、海綿移動的速度快(震度大)與速度慢(震度小)在不同震源深度造成搖擺角度的變化 

次數   

 

地層深度 

第一次

搖擺的

角度 

第二次

搖擺的

角度 

第三次

搖擺的

角度 

第四次

搖擺的

角度 

第五次

搖擺的

角度 

平均搖擺的

角度 

5 公分(快) 10 度 8 度 15 度 13 度 10 度 11.2 度 

5 公分(慢) 5 度 7 度 6 度 9 度 8 度 7 度 

10 公分(快) 8 度 7 度 5 度 6 度 10 度 7.1 度 

10 公分(慢) 2 度 8 度 6 度 4 度 5 度 5 度 

15 公分(快) 5 度 4 度 8 度 5 度 3 度 5.6 度 

15 公分(慢) 3 度 4 度 2 度 5 度 3 度 3.4 度 

20 公分(快) 2 度 3 度 3 度 2 度 2 度 2.4 度 

20 公分(慢) 2 度 1 度 1 度 2 度 2 度 1.6 度 

25 公分(快) 2 度 1 度 1 度 0 度 1 度 1 度 

25 公分(慢) 0 度 1 度 1 度 0 度 1 度 0.6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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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斷層移動與地震的關係 

表二、實驗二操作情形 

    
底部板塊不移動時 左方先移動 再移動右方 兩方同時再移動一

些 

 

表三、斷層移動距離與地表破損情形 

       左右拉動 

的距離 

地層深度 

2cm 4cm 6cm 8cm 

10cm 2.5cm(寬度) 8.5cm(寬度)   

15cm 0cm(寬度) 6.5cm(寬度) 12cm(寬度)  

20cm 0cm(寬度) 0cm(寬度) 4cm(寬度) 5.5cm(寬度) 

25cm 0cm(寬度) 0cm(寬度) 0cm(寬度) 9cm(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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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板塊運動與火山形成的關係 

 

 
背面觀察，先注入 50ml 的水泥漿 

 
正面觀察，先注入 50ml 的水泥漿 

 
背面觀察，注入 100ml 的水泥漿 

 
正面觀察，注入 100ml 的水泥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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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觀察，注入 150ml 的水泥漿 

 
正面觀察，注入 150ml 的水泥漿 

 

注入 50ml 的水泥漿之後，我們發現在地表上已經形成一個不明顯的火山口，注

入 100ml 的水泥漿後，我們發現了比較明顯的火山口了，再注入 150ml 地水泥漿後，

我們發現了那個火山口的洞口已經越來越明顯，洞口堆積了越來越多的水泥漿，如果

可以再繼續注入水泥漿，我相信一定可以變成一個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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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實驗一：震源的深度與地震震度的關係: 

(一)我們從實驗一中，觀察到移動越快的時候，搖擺的角度越大。當震源深度越深的

時候，移動對搖擺角度的影響越小。 

地層厚度 5CM 10CM 15CM 20CM 25CM 

海綿移動速度 快 慢 快 慢 快 慢 快 慢 快 慢 

平均搖擺角度 11.2° 7° 7.1° 5° 5.6° 3.4° 2.4° 1.6° 1° 0.6° 

(二)如果震源深度相同，搖得越快，震度就會越大；搖得越慢，震度就會越小。 

(三)如果搖的速度相同，震源深度越淺，震度就會越大，震源深度越深，震度就會越

小。所以如果深度淺又搖得快，震度就會很大，如果深度深，搖得慢，震度就

會比較弱。也就是說，就算你搖得再快，在深度非常深的地方，對地面也不會

有很大的影響。就像在實驗中 25cm 深的地方搖得很快，5 次實驗的平均搖擺角

度也只有 1 度而已，相對的，如果你搖得慢，在深度淺的地方，它還是會造成

蠻大的傷害。就像在實驗中 5cm 深的地方，搖得慢，它的平均角度也會有 7 度。

由上面可知，在相同的速度下，淺層的地震對地表上的影響，會比深層地震對

地表上的影響還要大。     

 

實驗二：斷層移動與地震的關係 

(一)如果震源深度相同時，拉得距離越長，地面破損的寬度就會比較大，拉得距離越

短，對地面破損的寬度就會比較小，例如，震源深度在 10 cm 的地方，拉 2 cm，

地面破損寬度就只有 2.5 cm；拉 4 cm，地面破損寬度也就增加為 8.5 cm。 

(二) 如果左右拉動的距離相同時，震源深度越淺，地面破損的寬度就會比較大，震

源深度越深，地面破損的寬度就會比較小，例如，拉動 6 cm 的距離時，震源深

度 15 cm，破損寬度有 12 cm，震源深度 20 cm 時，破損寬度就只剩 4 cm。 

(三)在實驗二，發現了斷層移動，對於地面的影響是很大的，當移動時會造成地層中

的土壤移動，接著就會造成地表面的塌陷，若是上面有建築物的話，相信會造

成更大的傷害。 

 

實驗三：板塊運動與火山形成的關係 

      注入 50ml 的水泥漿後，已經形成一個不明顯的火山口，注入 100ml 的水泥漿

後，我們發現了比較明顯的火山口了，再注入 150ml 的水泥漿後，我們發現了

那個火山的洞口已經越來越明顯了，洞口堆積了越來越多的水泥漿。在注射 

150ml 的水泥漿後，發生了一件事，就是透明管中的泥漿阻塞住了，我們無法再

繼續注射 200ml 的水泥漿的實驗，不過我們依然可以觀察出來，一個火山口的

形成雛形，在下面的圖片中，當水分慢慢被土壤吸收後，我們發現了一個很像

火山口的形狀的樣子，若是能夠再多注入幾次水泥漿，我相信可以形成一個火

山的樣子。  



 
 

12 

    

 

柒、結論 

一、在相同的搖擺程度下，淺層地震對地表的影響，較深層地震大。 

二、如果震源深度相同，地震規模比較大時，地面搖擺程度也會比較大。 

三、當斷層移動時，若是在地層中造成空洞，相對地就會使地面造成塌陷，如果有建築物

在地面的時候，就容易使建築物倒塌，影響很大。 

四、板塊運動會把地底的岩漿推出地表，我們模擬岩漿的噴出，雖然沒辦法做很多次的實

驗，不過我們從照片中，還是可以看到一個很像火山口的形狀，證明了，火山的確是

這樣子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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