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結論
1) 本計畫首度整編完成台灣北部陸海域空中磁測資料，產出網格

間距為100 m之全磁力強度網格及VLF異常網格。

2) 由磁力異常圖上顯示帶狀磁力高區主要呈東北走向，與區域地
質構造一致。除了已知的大屯山、基隆山及龜山島等火山之
外，本計畫共分辨出10處海底或海下文獻未記載的火成岩體。

3) 由大屯火山區的三維磁感率模型，與地表已知火山口位置對比
相當吻合，故逆推成果能用以描繪地下火成岩分布並提供相關
構造資訊。綜合現階段掌握的資訊，顯示大屯火山區受反覆張
裂陷落－擠壓－張裂等構造影響，造成深部岩層破裂。更新世
以來，張裂環境形成的深層破碎帶，成為岩漿上湧的管道，岩
漿自兩個根部分別向東北及東北東方向噴發延伸。張裂活動導
致火山體受後期山腳斷層等活動破壞，並產生許多近南北方向
的次生斷層構造。這些斷層系統形成網絡般的結構，且與下方
的深部破碎帶連通，使高山的天水得以向下入滲後加熱，而深
層熱水也能向上湧，形成七星山東北側廣大的帶狀低電阻蓋
層，阻隔了天水與地熱水，蘊育出良好地熱田結構。

4) 由磁化向量在空間上的分布特徵，可協助分辨不同火成岩體或
熱液入侵與礦化的時間差異，雖然熱水變質降低了安山岩的磁
性，或者熱液侵入低磁沉積岩而略微提高了地層的整體磁性，
當熱液冷卻形成礦脈後，其磁化向量方向與圍岩不同，未來或
許能藉由分析磁化向量的特徵，用以探查潛在的礦床位置。

5) 由磁感率消失的界面，推估大屯火山區的居里深度約介於深度8

km至11.5 km，反映因火山作用造成本地區熱流升高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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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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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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目的
由於空中磁測方法對於地下潛伏火成岩體之探測成果良好，本計畫將此方法持續應用於臺
灣北部陸海域地區，探測範圍包括大屯火山群、臺灣北部外海以及宜蘭地區。整合現有的
探測成果，瞭解區域性的磁力異常分布，推估臺灣北部地區的火成岩體及地下地質構造分
布情形。 飛經基隆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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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h: 150m × 150m × 75m.

• Total 4,284,900 nodes.

• Total 50,896 observed 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