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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熊本縣造成影響的地震
　　在熊本縣造成災害的地震，主要有布田川斷層帶、

日奈久斷層帶等的大陸版塊的淺層發生的內陸型地震，

或南海海槽板塊交界及其附近所發生的海溝型地震等。

益城町的農地中出現的斷層
（熊本災害數位資料庫／來源：益城町）

益城町的住宅所出現的斷層
（來源：廣島大學 中田高名譽教授）

經過熊本的主要斷層

參考：依據氣象廳 HP 製作

參考：依據國土地理院 HP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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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海的熊本縣，也曾發生過海嘯的災害，

因此在受災處立起了供養塔或教訓碑以供後

人記取當時的災難。

　　熊本縣有很大片會受到海嘯而淹水的高

危險零海拔的地帶，需要做好防備。

過去曾發生在熊本縣的海嘯災害

天平 �� 年 � 月（��� 年 � 月）
海嘯種類：
海嘯高度：
主要受災：

主要地區：

天平肥後地震造成的海嘯
不明
死亡約 �,��� 人、田地約 ��� 町（約現在的公頃）、
房舍約 ��� 棟
天草、蘆北、八代

寬政 �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海嘯種類：
海嘯高度：
主要受災：
主要地區：

眉山的山體崩壞（島原大變）造成的海嘯
�� ～ ��ｍ左右
死亡約 �,��� 人
天草、宇土、飽田、玉名

活斷層的特徵

宇土市的寬政海嘯供養碑
（來源：宇土市）

玉名市的狐嶋溺死供養塔（來源：玉名市）

萬年山‒崩平山斷層帶

阿蘇外輪南麓斷層群

綠川斷層帶

鶴木場斷層帶

國見岳斷層帶

人吉盆地南緣斷層

水俁斷層帶

出水斷層帶

有很大的差異

位移的速度
因不同斷層

西南 諸島海溝

相模海槽

南 海 海 槽

內陸型地震

海溝型地震

大陸板塊

海洋板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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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地震

板塊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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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板塊
（鄂霍次克板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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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板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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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發生的原理
　　海底發生大地震時，海底的地盤會隆起或

下沉。因為如此會造成海面的變動，大海浪向

四方移動的現象就是海嘯。

　　海嘯會侵襲陸地，順著河流逆流而上，造

成很大的災害。

日本周邊的板塊
　　日本周邊，有海洋板塊的太平洋板塊

及菲律賓板塊，大陸板塊的北美板塊及歐

亞大陸板塊，複數的板塊造成多數個力量

擠壓，成為了世界上少有的地震多發地帶。

斷層的結構
　　地底下岩盤被周圍擠壓，或是岩盤被拉扯而產生的位移，

稱之為斷層。震央的深度越靠近地表，就可能會使得斷層出現

到地表來。斷層中，在最近的地質時代有活動，或是今後也可

能活動的，稱為活斷層。

地震的種類
　　地震中，有分為發生在大陸板

塊的淺層的內陸型地震，及發生在

海溝、海槽的板塊交界處及其附近

的海溝型地震。

地震的原理
　　地震是因為地底下發生的岩盤「位移」所產生的現象。地

底下的岩盤經常處於受力的狀態，當它無法承受時，就會出現

岩盤的位移，引發地震。

參考：依據熊本縣防災手冊製作

參考：依據熊本縣防災手冊製作

參考：依據氣象廳 HP 製作

參考：依據地震調查研究推進本部 HP 製作

正斷層

逆斷層

左平移斷層

右平移斷層

縱移斷層

橫移斷層

　　沿著傾斜的斷層面，上盤（斷層

面上方的地盤）下降的稱為「正斷

層」；反之上升的則稱為「逆斷層」。

　　面向斷層站在斷層前，如果面對的

區塊向左移動時，則稱為「左平移斷層」；

向右移動時，則稱為「右平移斷層」。

地震災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