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結論 

由高精度空中磁測資料，顯示龜山島鄰近火山岩分布範圍約

達直徑9公里，概略以龜山島之龜首為中心，龜山島火山活動

曾順基盤岩既有的東南東方向裂隙帶，發生裂隙噴發活動及

岩脈侵入作用，形成東南東方向之磁力高區，後因火山臼陷

落作用而形成環狀岩脈。環狀岩脈內的低磁力區域推測對應

岩漿庫位置，因受高溫影響導致磁力強度相對減小，故此區

之居里深度較周遭地區淺，深度約僅6公里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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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北部火山活動觀測研究–– 
台灣北部火成岩體及地質構造空中地球物理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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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shandao 

Interpreted ring-dike 

經三維逆推獲得之三維磁感率模型 

磁感率等高程切面圖套疊微震分布 

在水平切面圖上顯示一圈狀高磁力異常帶(Kc)，概略以龜山島為中心，異常帶內緣與龜山島磁力高區間為低磁力異常區，由龜

山島鄰近的微震活動分布，與前述圈狀高磁力異常帶內之低磁力帶吻合(如上圖中黑色虛線所圍區域)，暗示圈狀高磁力異常帶

內的低磁力區，可能因受高溫影響導致磁力強度相對減小，故該區有存在岩漿庫的可能性。由於龜山島火山活動與沖繩海槽

的張裂或琉球島弧的火山形成年代都很年輕，其殘餘岩漿熱所造成的局部高熱流，將是此區長期熱能的深層來源。 

立體展示圈狀高磁力異常帶(Kc)與龜山島火山岩空間分布 

TMI grid TMI grid after reduction to the pole Magnetic  anomaly after tilt derivative TMI-RTP grid after high-pass filtering 

由磁力強度，分辨4個磁力高區及1個磁力低區。 由磁力高低分布特徵，歸納出5組磁力線形，Ka, Kb及Kc推測與龜山島火山活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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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 

臺灣北部火山地區位於山區及海域，一般調查方法成本高且不易獲得全面
性的瞭解，由於火成岩中鐵、鎂等金屬礦物含量較高，具有強烈的磁性反
應，有助於應用磁力法(magnetic method)探測火成岩體的分布。空中磁
力測勘(airborne magnetic survey)施測較不受地形、地物的限制，故能
獲得均勻的測點分布，提高資料解析的可靠性，在國外已經廣泛應用在區
域地質調查、探礦及火山監測等領域。 

計畫主旨 

研究成果 

二、計畫目的 

以2年為期，完成台灣北部蘭陽平原地區陸、海域空中磁力與甚低頻電磁
探測。第一年計畫主要任務為建立我國自主的空中磁力與甚低頻電磁探測
技術能力，主要工作為設備購置、人員訓練與測試飛行。第二年計畫主要
任務為完成臺灣北部蘭陽平原及其鄰近陸海域地區之空中磁力與甚低頻電
磁探測，並解析潛在火山分布與地質構造。 

Flying over Turtle Isl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