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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EMD分解即可得出海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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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波的證明

海嘯波的證明

3.27%（海嘯波）
平時無其他波動能量

88.4%(半日潮)
57.9%(半日潮)

36.5%(全日潮)

10.7%(全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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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的妙用實例 第1個發現

花蓮港
原始水位圖

海嘯波影響
水位變化

海水抬升量

影響期間

─────────────

─ 天文潮

─ 趨勢值

海嘯波起漲點之量測 第2個發現

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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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潮反應時間 第3個發現

P波震盪波 第4個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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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波震盪波

P波震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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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港海嘯波高比較

圖片來源：謝志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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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海嘯波進入港內後是否引發共振情形？

IMF 4 （第4分量）

F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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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論

• 原始潮汐資料經EMD處理後即可明確的
看出海嘯波。

• 東部港口測得海嘯波時間比北部港口早，
說明海嘯傳遞速率與海水深度有關。

• 後壁湖測得為水位抬升最大尤其是核3
廠附近更應注意海嘯波的水位抬升量。

• 東部港口波動能量持續較久，西部港口
較短。

• 311日本海嘯波來臨前，台灣東部
港口測潮站已先測得地震前導波
（P波)所引發的震盪波，雖然延遲
時間約10～15分鐘，但比海嘯波到
達時間大幅提前

• 港池共振

結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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