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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年度（101 年度）「重要活動斷層帶構造特性調查研究計畫」－斷層活動

特性分析與評估(2/4)，研究主題針對新竹斷層、米崙斷層、旗山斷層與龍船斷層

的「斷層活動特性分析與評估」與「活動斷層的精確位置」調查。 

本年度工作已完成新竹斷層與米崙斷層的全線斷層跡調查，並完成 RTK 精

密測量斷層跡位置。鑽井完成八處的場址鑽探，分別為新竹斷層三處與米崙斷層

五處，共鑽取 746 公尺岩芯；以及沿米崙斷層挖掘 2 處古地震槽溝。另外，針對

旗山斷層的長期垂直抬升速率的估算，以及龍船斷層區域之調查。 

米崙斷層的古地震與活動速率研究結果，表示 1820-1630 yr BP 以來，至少

造成斷層東側形成 4 公尺的垂直變形量，<300 yr BP 以來，垂直變形量至少 80

公分；長期抬升速率約 5 mm/yr。 

旗山斷層位置由地表或井下岩盤特性分析結果，研判旗山斷層由北向南延

伸，經大社 A 與 B 剖面之間，之後轉向南經澄清湖東側與大社丘陵之間凹谷，

再沿著鳳山丘陵西側進入海域。於澄清湖西側前緣另還存在一分支斷層，形成澄

清湖的丘陵地形。鑽井岩芯所估算的長期抬升速率約 0.5-1 mm/yr。 

 

關鍵詞：都會區、地質災害敏感區、長期滑移速率、再現周期、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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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al of our project is to investigate the precise measurement 
(Real Time Kinematic measurement) for fault trace of Hsinchu and Milun 
faults and to understand fault behavior for considering in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lun, Chishan, and Longchuan faults. The study 
drilled well of 8 sites and the whole borehole length of 746 m along the 
Hsinchen (or Hsinchu) and Milun faults which focus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fault trace and paleoseismic studies, and two paleoseismic trenched 
sites excavated along the Milun fault. 

The paleoseismic study of the Milun fault show the Holocene 
deformation that 

occurs the vertical offset of 4 m at least since 1820-1630 yr BP and 
the vertical offset of 0.8 m at least since <300 yr BP, and that implying 
vertical uplift rate of 5 mm/yr. 

Based on the well logging across the Chishan fault, the result shows 
the vertical uplift rate of 0.5-1 mm/yr. 

 
Keywords：metropolis, seismic hazards zones, long-term slip rate, recurrence 

interval, 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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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崙斷層 

本計畫之調查目的，著重米崙斷層全線斷層跡與地形勘查與斷

層跡 e-GPS 測量，其餘利用鑽井調查斷層跡位置的資料。本研究將米

崙斷層畫分為三個區域來討論，一、七星潭經機場至東華大學教育學

院校區，至台 9線公路。二、台 9 線公路至米崙山南端。三、米崙山

北端西側經忠烈祠、明禮國小、花蓮署立醫院，再沿花崗                       

山西側坡崖至南濱公園海岸。 

七星潭經機場、東華大學教育學院至台 9 線公路區域，具明顯

的線形崖地形，1951 年地震變形帶也沿此崖坡下發生。由於此區段

大部分位在空軍機場之內無法進行 e-GPS 測量，所以僅依據地形來測

繪。 

東華大學教育學院（大門水池）至台 9 線公路，再至米崙山北

端區域，受到米崙溪的侵蝕或其他構造作用的問題，地形較不明顯，

所以本計畫在此區域進行鑽探，確定斷層跡位置。 

米崙山西側坡崖經忠烈祠、明禮國小、花蓮署立醫院，至花崗

山西側坡崖，地形崖較明確，但與 1951 年地震變形帶的位置差異非

常大。依據 1951 年地震變形帶（東側變形帶）位置（楊蔭清，1953），

由中正路以南區段並不位在崖坡下，而是位於較西側的平坦區域（中

正路至公園路），之後於花崗國中（公園路與明禮路路口）轉向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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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區的花崗山之上，此構造線型似乎無法從構造地形的觀點解釋斷層

跡的構造意義。因此，本研究乃以構造地形的特徵為依據，在花崗山

西側的崖坡下進行古地震槽溝挖掘，印證此崖坡是否為米崙斷層跡位

置。所以中正路以南區域，本研究是依循構造地形崖的位置進行e-GPS

測量。 

本研究沿著米崙斷層跡進行五處的地質鑽探，兩處排鑽，以及

兩個古地震槽溝。地質鑽探位置於七星潭、東華大學（2 處）、大陳

新村、花崗山西坡，排鑽與古地震槽溝都與花崗山西側崖坡的鑽探位

置相同（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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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951 年地震地表變形帶位置，橘線位置與明禮國小以北紅線的

位置；紅線為地形崖位置及 e-GPS 量測位置。（TW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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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星潭鑽井 

七星潭鑽井場址位在東華大學通往七星潭華西路的最北端，華

西路東側台地上方，米崙斷層的東側（圖 1）。此地點位在斷層崖坡

之上，利用一口 50 公尺深的鑽井，調查斷層上盤地層是否屬於晚更

新世米崙礫岩，或全新世礫石層；由於下盤位於空軍基地內，所以無

法進行鑽井（現正在道路拓寬）。 

七星潭一號井的岩性分為兩層，上層為顆粒支持結構的礫石

層，不含基質，淘選度極佳，外形圓度極佳，屬於全新世的海灘礫石，

與現今七星潭海岸礫灘的礫石岩性相似。下層為砂泥質礫石層，稍有

膠結，呈基質顆粒支持結構礫石層，含有許多黑色片岩，與上層礫石

層岩性有很大差異。淘選度極差，礫石為次圓狀至次角礫狀，屬於河

流環境。本層層面已傾斜，應為米崙礫岩層。其與上層的海灘相礫石

層呈交角不整合關係。此層中亦局部分布剪切構造。雖然，本計畫未

於斷層西側（空軍機場）進行鑽井，但從井深 14.4 公尺處出露米崙

礫岩而言，此線形崖應為米崙斷層位置。 

 東華大學 

  東華大學鑽井地點位在校區最北側，地形呈現一高約 1.5 公

尺崖坡（東華二區），以及大門水塘南側（東華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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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一區岩芯的岩性，大

致上可以分為三層，上為砂

層，中為砂礫層，下為基質支

持的砂泥質礫石層。沉積層對

比如圖 2。 

 

圖 2、東華一區一號與二號鑽井岩

芯對比。 

東華二區鑽井位於校園北側，位在斷層崖之上。東華二區鑽井岩

芯岩性大致可分為兩層，上為砂礫石層，下為粗砂層。兩層界面的垂

直位差約 10 公尺（圖 3），可能受到斷層的活動造成崖坡上的變形

所致。 

 

 

 

 

 

 

 

 

 

圖 3、東華二區一號與二號

鑽井岩芯對比。 

 

圖 2、東華一區一號與二號鑽井岩

芯對比。 

圖 3、東華二區一號與二號鑽

井岩芯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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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陳新村 

大陳新村位在美崙山北端斷層帶通過區域，由於呈現低窪地

形，無法明確指示斷層跡位置，因此本研究嘗試以鑽井方式探勘可能

斷層跡位置。採取的沉積物岩性為未膠結的礫石層，屬於含砂層夾小

礫石層，基質沉積物大都在鑽取過程中遭沖洗。從岩性研判應屬於全

新世的海灘相與河流相的砂層與礫石層。由岩性推測應屬於斷層西側

堆積的沉積層。大陳新村一號與二號井都屬於礫石層，由於鑽取率不

佳所以沉積層無法精確對比（圖 4）。 

 

 花崗山（軒轅派出所後側） 

本場址位在花崗國中南側，軒轅派出所後側的崖坡，地形特徵

屬於花崗山西側崖坡下，在崖坡上下兩側進行兩口鑽井，同時在此地

點的兩處槽溝兩側配合各四口排鑽（圖 5）。 

圖 4、大陳新村一號與二號井鑽井岩芯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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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槽溝與鑽井位置圖。 

本場址的沉積層岩性可分為七層，由上而下，表層都屬於回填

土（B層），以下為淘選度佳的粗砂層（S1 層）、含有機質泥質粗砂

層（O層）、選度佳的細砂層（S層）、基質支持結構的礫石層夾砂

層（SG 層）、選度佳的海相含貝類的粗砂層（SS 層），之下為地層

已傾斜的砂礫層（G 層）。槽溝剖面的地層僅挖掘至 SG 層。另外，

槽溝剖面中的 S層又可以細分為 S2 砂層、M1 泥層砂層與 S3 砂層。 

A-A＇剖面中，於花崗山五號至八號井之間 SG 層與 SS 層界面對

比，顯示之間呈現垂直位差有 4.7 公尺（圖 6）。顯示在 SG 層或 SS

層沉積之後或沉積當時已經受到構造作用影響。花崗山九號至十號井

的 SS 層與 G 層之間形成一交角不整合的沉積關係，SS 層的地層傾斜

角度約 12-18 度，而之下 G層的地層傾斜角度較大。花崗山九號的 G

圖 5、槽溝與鑽井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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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的地層傾斜角度約

18-35 度，花崗山十號的

G 層的地層傾斜角度約

35-45 度；此外兩井中都

具有局部的剪切構造。 

 

 

 

圖 6、花崗山 A-A`鑽井剖面。 

 

B-B＇剖面中，S1 層、O 層、S 層、SG 層與 SS 層都朝東逐漸變深

且傾斜（圖 7），經過崖坡之後與花崗山十號的對比，顯示地層受到

變動呈現抬升與朝西傾

斜，SG 層與 SS 層界面的

高差為 3公尺（花崗山

一號與十號井），表示

崖坡之下（西側）地層

已受到擾動。 

 

 

 

圖 7、花崗山 B-B`鑽井剖面。 

圖 6、花崗山 A-A`鑽井剖面。

圖 7、花崗山 B-B`鑽井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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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在花崗山西側崖坡下進行兩處古地震槽溝的挖掘，兩處

槽構相距約 18 公尺（圖 5）。兩槽溝剖面出露沉積層層序相同，各

可以分辨出七層沉積層，分別為 B層（B1 與 B2）、S1 層、O層、S2

層、M1 層、S3 層、SG 層。 

B 層為回填土層，分為兩層 B1 與 B2 層，皆為人為填土，含各種

人造物品。 

S1 層為淘選度良好的黃灰色砂層，上層可能受到人為擾動，夾

有鐵線，最厚約有 1 公尺，局部夾有礫石。 

O 層為灰黑色泥質砂層，含大量有機物質，厚度約 30-50 公分。

由年代分析結果，O層的沉積年代為 660 yr BP 至近代（＜300 yr BP）。 

S2 層為土黃色泥質砂層，出露厚度約 50 公分，超覆沉積在下部

M1 層之上，呈現交角不整合現象。 

M1 層呈現微風化泥層，厚度僅約 10-20 公分，一號槽溝內分布

於槽溝西端至中央處，朝東傾斜；二號槽溝內分布於槽溝東側至中央

處，朝西傾斜。 

S3 層為淘選度良好的中粒砂層，夾有透鏡狀粗粒砂層，層面同

M1 層。碳十四定年年代為 1820-1630 yr BP。 

SG 層為礫石層，礫石直徑約 1-3 公分，淘選度良好，屬河流環

境，出露在兩處槽溝的最底層，層面亦同 M1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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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崗山一號槽溝 

花崗山一號槽溝位於場址南側，全長約 19 公尺，深度 2-3 公尺

（圖 8）。槽溝剖面的地層結構，呈現 M1 層以下的沉積層在槽溝的

中央都呈現褶皺變形，地層朝東傾斜約 20 度。之上堆積的 S2 層，超

覆堆積在 M1 層之上，呈交角不整合關係。顯然在 M1 層沉積之後，地

層受到構造活動而褶皺變形。M1 層朝東傾斜之後，則逐漸變為平緩，

垂直變形高度差約 120 公分。超覆堆積在 M1 層與 S2 層之上的 O 層呈

現水平狀態，沒有變形。 

 

圖 8、花崗山一號槽溝；上圖為南牆剖面，下圖為北牆剖面。 圖 8、花崗山一號槽溝；上圖為南牆剖面，下圖為北牆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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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崗山二號槽溝 

花崗山二號槽溝位於此場址北側，全長約 19 公尺，深度 2 公尺

（圖 9）。由於此處地表受到人為擾動，且擾動深度較深範圍較大，

乃至部份地層的延伸性不清楚。從槽溝剖面呈現的完整性而言，北牆

保存較佳。從北牆剖面來看，與花崗山一號槽溝剖面呈現同樣的結

構，M1 層以下地層呈現褶皺彎曲，但沉積層傾斜方向相反，朝西傾

斜約 20 度。S2 層同樣超覆堆積在 M1 層之上，O 層超覆堆積在 M1 與

S2 層之上，但是在東側褶皺上盤的高度顯然高出下盤約 70 公分，似 

 

 

 

圖 9、花崗山二號槽溝；上圖為南牆剖面，下圖為北牆剖面。 圖 9、花崗山二號槽溝；上圖為南牆剖面，下圖為北牆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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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在 O層沉積之後還受到構造的變動；而 SG層的高度差也至少有 300

公分。 

米崙斷層的斷層跡位置應沿著米崙台地、米崙山與花崗山西側

的崖坡。從槽溝地層剖面分析，約 1820-1630 yr BP（HKS2-005）以

來，至少造成斷層東側形成 4 公尺（SG 層）的高差（長期抬升速率

＞2.45 mm/yr）。<300 yr BP 以來，垂直變形量至少 80 公分（O 層）。 

米崙台地表面的全新世沉積物為海灘相砂礫石與局部珊瑚礁，

從海拔高度 12 公尺珊瑚礁的碳十四定年年代為 2620-2300 yr BP

（Yamaguchi and Ota, 2004），由於鑽井岩心(七星潭 1 號)內未能

取得定年樣本，因此採用此珊瑚礁定年年代進行長期抬升速率估算，

估算長期抬升速率約 5 mm/yr。近期大地觀測結果，顯示米崙台地相

對西側沖積平原區的抬升速率約 4.4±3.3 mm/yr，水平位移速率約

8.5±3.0 mm/yr（Yu et al., 1990）；顯然米崙斷層的長期抬升速率

約 5 mm/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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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斷層 

本計畫針對新竹斷層之斷層跡進行 e-GPS 測量。依據新竹斷層沿

線的地形特性，本研究劃分為三個區域進行調查研究與討論，一、頭

前溪河床，由芎林至赤土崎。二、頭前溪以西，由赤土崎經新竹市區，

至新竹教育大學。三、由新竹教育大學至美山海岸（圖 10）。 

芎林至赤土崎區段：由於頭前溪的侵蝕以及近代沖積層的堆

積，此區段沒有呈現任何斷層造成的新期構造地形特徵，僅由之前在

頭前溪河床的鑽井岩芯資料及河床露頭來研判斷層跡可能位置。研判

新竹斷層位於經國大橋井與新竹1號井之間，兩井間距約100公尺（圖

11）。 

頭前溪以西，由赤土崎經新竹市區，至新竹教育大學：此區域

的斷層崖地形非常明確，並且有局部地點的鑽井岩芯控制，斷層跡位

置較為明確。 

新竹教育大學至美山海岸：此區斷層崖地形也非常明確，局部

地點也有鑽井岩芯控制，所以斷層跡位置較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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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頭前溪場址，鑽井剖面圖。 

本區域的鑽井場址選擇了三處地點，一位於芎林，另二處位於

新城斷層（或新竹斷層）最東端的東光與十六張階地崖兩側（圖 12）。 

芎林場址：芎林 1 號井位在階地崖南側，芎林 2 號井位在北側

圖 10、e-GPS 量測位置與鑽井位置圖。 

圖 11、頭前溪場址，鑽井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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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測位於下盤）。兩井的頭嵙山層地層位態幾近水平，與鄰近露頭

的位態相近，地層中有些微剪切構造。由兩井的地層位態與地層產狀

分析，研判斷層沒有通過兩井之間（圖 13）。 

東光場址：東光 1 號井位在階地崖南側（上盤）， 2 號井位在

北側（下盤）。兩井下層的頭嵙山層砂礫層的高差約 12.5 公尺。上

盤的東光 1 號井中具有剪切構造，研判此階地崖是受到新城斷層（或

新竹斷層）作用產生的斷層崖。從崖坡走向垂直河流的流向，顯示此

崖坡應不是受到河流侵蝕所造成（圖 14）。 

 

     圖 13、芎林場址鑽井剖面圖。       圖 14、東光場址鑽井剖面圖。 

十六張場址：十六張場址位在東光場址東側約 1 公里，位於新

城斷層與大平地斷層的交會處。十六張 1 號井位於新城斷層上盤，表

層覆蓋 1.1 公尺的河階礫石層，不整合面之下為受到強烈剪切作用的

岩盤，依岩性研判為桂竹林層（大埔層）。十六張 2號井位於新城斷

圖 13、芎林場址鑽井剖面圖。 圖 14、東光場址鑽井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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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下盤，岩性為礫岩層，地層傾角約 20 度，屬於頭嵙山層。從斷層

兩側的十六張 1號與 2 號井的岩層關係，顯示桂竹林層（大埔層）逆

衝覆蓋在頭嵙山層之上（圖 15）。 

 

圖 15、十六張場址鑽井剖面圖。 圖 15、十六張場址鑽井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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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山斷層 

本計畫利用高雄地區的鑽井岩芯判讀旗山斷層的可能位置以及

斷層的長期抬升速率。本計畫重新紀錄大社地區的 23 口鑽井，經碳

十四定年與沉積環境解析，來估算各井位的長期抬升速率；並且利用

之前在高雄都會區的鑽井研究（宋時驊，2001），推測旗山斷層跡

位置。先前地調所在這區域以排鑽方式進行旗山斷層調查，因此本研

究也利用這些排鑽，以岩芯柵狀剖面方式探討各排鑽剖面是否橫跨旗

山斷層，以及長期抬升速率。這區域共有 6個排鑽剖面，保安宮剖面、

嘉誠剖面、大社 A剖面、大社 B 剖面、仁雄剖面與澄清湖剖面。 

保安宮剖面：保安宮剖面共有 2 口井，地層分兩層，上層為全新世海

相沉積層，下層為更新世崎頂層，全新世沉積層不整合在崎頂層之上

（圖 16）。由於下層屬於更新世崎頂層，研判保安宮剖面位於旗山

斷層下盤區域。 

 

圖 16、保安宮剖面岩芯柵狀圖。 

嘉誠剖面：嘉誠剖面共有 3口井，地層分兩層，上層為全新世海相沉

積層，下層為更新世崎頂層，全新世沉積層不整合在崎頂層之上（圖

圖 16、保安宮剖面岩芯柵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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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從嘉誠剖面 KH92-G01 井與嘉誠 1 號鑽井的碳十四定年資料分

析，其 7500 yr BP 的時間面沒有高度差，且長期抬升速率也相同。

由於下層都屬於更新世，所以嘉誠剖面也位於旗山斷層下盤區域。 

 

圖 17、嘉誠剖面岩芯柵狀圖。 

大社 A剖面：大社 A 剖面共有 7 口井，地層分三層，上層為全新世海

相沉積層，下層為更新世崎頂層與晚中新世烏山層，全新世沉積層不

整合在崎頂層與烏山層之上（圖 18）。從岩盤地層的研判，顯然旗

山斷層通過 KH92-G02 井與 KH92-G03-F 井之間。 

 

圖 18、大社 A 剖面岩芯柵狀圖。 

大社 B剖面：大社 B 剖面共有 3 口井，地層分為三層，上層為全新世

海相沉積層，下層為更新世崎頂層與晚中新世烏山層，全新世沉積層

不整合在崎頂層與烏山層之上（圖 19）。從岩盤的地層研判，顯然

旗山斷層通過大社 2 號井與 KH92-G03 井之間（圖 19）。 

圖 17、嘉誠剖面岩芯柵狀圖。

圖 18、大社 A 剖面岩芯柵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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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大社 B 剖面岩芯柵狀圖。 

仁雄剖面：仁雄剖面共有 2口井，地層分兩層，上層為全新世海相沉

積層，下層為更新世崎頂層，全新世沉積層不整合在崎頂層之上（圖

20）。由於下層岩盤都屬於更新世崎頂層，所以仁雄剖面位於旗山斷

層下盤區域。 

 

圖 20、仁雄剖面岩芯柵狀圖。 

澄清湖剖面：澄清湖剖面有 3 口井，地層分兩層，上層為全新世海相

沉積層，下層為更新世崎頂層，全新世沉積層不整合在崎頂層之上（圖

21）。由於下層岩盤都屬於更新世崎頂層，所以澄清湖剖面位於旗山

斷層下盤區域。 

圖 19、大社 B 剖面岩芯柵狀圖。 

圖 20、仁雄剖面岩芯柵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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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澄清湖剖面岩芯柵狀圖。 

從以上六個岩芯柵狀剖面的地下岩盤岩性分析，保安宮剖面、

嘉誠剖面、仁雄剖面與澄清湖剖面的岩盤都屬於崎頂層，顯然位於旗

山斷層下盤區域。大社 A剖面與大社 B 剖面北側鑽井的岩盤屬於崎頂

層，而南側鑽井的岩盤屬於烏山層，旗山斷層通過剖面之間。 

從地表或井下的岩盤特性分析結果，研判旗山斷層由北向南延

伸，經大社 A 與 B剖面之間，之後轉向南經澄清湖東側與大社丘陵之

間凹谷，再沿著鳳山丘陵西側進入海域。而澄清湖西側前緣應還存在

一分支斷層（圖 22），造成澄清湖附近的丘陵地形，以及相較西側

都會區為快速的抬升速率。 

 

圖 22、高雄地區地下構造剖面示意圖。 

圖 21、澄清湖剖面岩芯柵狀圖。 

圖 22、高雄地區地下構造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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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船斷層 

本研究針對龍船斷層調查分為北中南三個區域。 

北段區域：為龍船背斜與小滾水背斜於軸部產生一逆衝斷層構

造（圖 25），此斷層於北側稱龍船斷層，西南側稱古亭坑斷層。斷

層兩側地層都屬於古亭坑層泥岩，依據超微化石研究顯示斷層上盤

（東側）地層較老，屬於晚期中新世烏山層（吳榮章與梅文威，1985；

吳沂全等，1993）。北側龍船背斜上盤的烏山層延伸至南側逐漸尖滅

消失，小滾水背斜軸部沒有出露烏山層，地層為古亭坑層。 

中段區域：屬於古亭坑層泥岩，斷層跡不明顯，但兩側岩層位

態明顯不同，斷層西南側岩層呈西北走向朝西傾斜；東北側呈西北走

向朝東傾斜。西南側的構造呈現一向斜，為南安老向斜，東北側亦為

向斜，稱木柵向斜；兩個向斜軸的錯距約 5公里，呈現右移作用。 

南段區域：臺南地質圖（中油公司，1989）中所繪龍船斷層位

在旗山斷層下盤，距離約數百公尺至 2 公里，走向由北西 70 度轉為

北東約 50 度，與旗山斷層走向大致平行。本研究野外調查結果，其

位在旗山斷層下盤（西北側），最近距離約 0.5-1 公里，推測屬於旗

山斷層前緣（下盤）的分支斷層，兩側岩層皆為古亭坑層，且呈現背

斜構造，此構造朝東北方延伸至旗山鎮西側。 

本研究認為南北兩段的背斜軸部破裂斷層應屬於不同的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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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兩段斷層都可以朝南與朝北延伸（圖 24）。北段龍船斷層向西南

延伸可以連接古亭坑斷層（中油公司，1989）；北段龍船背斜同樣地

朝西南延伸可連接小滾水背斜。依據此構造，北段龍船斷層與古亭坑

斷層，屬於相同錯距與構造特性的斷層，龍船背斜與小滾水背斜也屬

於同一背斜構造。原來畫為南段的龍船斷層（車瓜寮斷層），朝東北

可以繼續延伸至旗山鎮西側，與斷層跡相同位置的背斜構造（車瓜寮

背斜）同樣朝東北延伸至旗山鎮西側。從斷層結構而言，應是分屬於

兩條不同的斷層。中段的龍船斷層，只是連接這兩條斷層的橫移斷層。 

 

 

圖 24、 

 

 

 

 

 

 

 

 

 

圖 24、鄰近龍船斷層與旗山

斷層區域的構造地質圖。各

斷層線都經由本計畫重新調

查測繪，斷層名稱依據台南

圖幅（中油公司，1989）。

紅色實線與虛線為斷層；藍

色線為向斜。岩層位態皆為

本研究的調查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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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古亭坑地區地質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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