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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汶川地震造成了四川地區重大的傷害，近年來有許多方法探討如何預測地震的

發生，再發生前就能事先預警，使傷害降到最低。在許多學者研究皆指出，在許

多地震前都出現了熱異常，而這種熱異常可以視為紅外增溫或淺熱通量異常

(Dey，2003、陳梅花等，2009)，潛熱通量是地表接受輻射能與蒸發耗熱的熱交

換物理量，它是地表單位時間內能量的變化，近年遙測技術快速的發展，大範圍

的監測，而在地震領域上能大面積的觀測的遙測技術漸漸取代了以往的地面觀測

站，利用遙測數據進行反演獲取，成為現今求得潛熱通量的主要方法。 

  此研究利用改進的雙層模型(雙溫度差分雙源模型)，對發生於 2008 年 5 月 12

號四川 8.0 汶川地區透過遙測技術進行潛熱通量的反演，並實測和收集地面觀測

點的觀測數據，依據雙溫度差分雙源模型，透過許多公式推導反演出淺熱通量，

最後研究得出，在地震發生前的 2~26 小時前，汶川地區的許多地區出現了潛熱

通量顯著升高的現象，這樣可能都是汶川大地震前的異常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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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例介紹 

題目：基於雙溫度差分雙源模型的遙感方法反演四川汶川地區的淺熱通量 

文章一開始介紹何謂潛熱通量，潛熱通量是地表接受輻射能與蒸發耗熱

的熱交換物理量，它是地表單位時間內能量的變化，與傳統我們所認知的溫

度不一樣，近年來已被用來生態、氣象等領域中研究，而在地震領域上，在

許多學者研究皆指出，在許多地震前都出現了熱異常，而這種熱異常可以視

為紅外增溫或淺熱通量異常(Dey，2003、陳梅花等，2009)。 

以往傳統對潛熱通量的測定是由地面架設觀測站，透過觀測數據計算或

取，但由於架設點的位置、密度、自然環境等接影響數據的正確性，又距離

觀測站較遠的地區就無法獲得數據，基於這點，能大面積的觀測的遙測技術

漸漸取代了以往的地面觀測站，利用遙測數據進行反演獲取，成為現今求得

潛熱通量的主要方法。反演的方法主要有兩種，一種是利用單層模型反演顯

熱通量，而另一種方法是在單層模型基礎上發展出來的經典雙層模型，此文

章是利用改進的雙層模型(雙溫度差分雙源模型)，對發生於 2008 年 5 月 12

號四川 8.0 汶川地區透過遙測技術進行潛熱通量的反演，並從中獲得一些對

地震的資訊與結果。 

研究方法採用 MODIS 影像，並實測和收集地面觀測點的觀測數據，依據

雙溫度差分雙源模型，透過許多公式推導反演出淺熱通量，最後研究得出，

在地震發生前的 2~26 小時前，汶川地區的許多地區出現了潛熱通量顯著升

高的現象，這樣可能都是汶川大地震前的異常反應。 

二、 案例評析 

潛熱通量在過去通常用來生態、氣象等領用研究地表的熱特徵，近年因

環境被破壞環保意識的抬頭，又加上遙測技術在近年快速的發展，大範圍的

監測，所以常用來研究的題目為都市熱島的探討，此篇是利用相同探討潛熱

通量的定義來監測已發生地震地區(汶川地震)前幾個小時的潛熱通量，發現

在地震發生前潛熱通量有明顯的變化。 

台灣因為於歐、亞板塊之間，常有地震的發生，近年來最嚴重的地震為

921 集集地震，如果也能導入此篇的觀念，長時間監測目前台灣活躍的斷層

地區，或是很久已經沒發生地震之地區(如.雲嘉南大地震)，再發生地震的

前幾個小時發現異常的潛熱通量，即時的通報當地居民即時的疏散，降低災

害的民眾的損傷，但由於台灣地震潛勢區面積相對比四川的面積小，透過遙

測資訊反演的精確度是否足夠?以及台灣地區雲和氣候的多變化所取的影像

是否可用?此套推演模型是否也可以完全應用在台灣地區，還是後續值得思

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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