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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年度（102 年度）研究主題針對山腳斷層北段與大甲斷層「活動斷層的精確

位置」調查，以及三義斷層與梅山斷層的「斷層活動特性分析與評估」。「活動斷層

的精確位置」已經完成山腳斷層北段與大甲斷層的 E-GPS 量測；其中山腳斷層北段

斷層跡最明確的位置是金山平原北側的斷層崖之下，誤差範圍在 20 公尺以內，此區

之外的則無法研判斷層跡確切位置。新北投至北磺溪區段山腳斷層都位在地滑區，

斷層跡應已被地滑地塊掩埋，所以已無法從地表研判斷層跡的準確位置。大甲斷層

北段從大安溪經大甲、清水至沙鹿的階地崖呈現線型崖的構造地形，斷層跡的誤差

範圍約 20 公尺。中段從沙鹿經龍井至大肚北側區域是線型崖地形較不明顯區域，量

測斷層跡的誤差範圍約 100 公尺。南段從大肚以南至大肚溪為崖線最不明顯的區

段，依震測資料顯示大肚以南為摺皺構造形態。 

「斷層活動特性分析與評估」針對三義斷層的調查，完成一處的古地震槽溝以

及排鑽之調查與分析，三義斷層分為主斷層以及位於主斷層東側的支斷層（后里斷

層），由鑽井資料可研判后里斷層之近地表傾角約在 40-50 度，，從槽溝剖面顯示斷

層已經截穿紅土礫石層至地表，由於紅土礫石層無法尋找到焦碳提供碳十四定年，

所以還無法研判最近一次的活動時間以及變動速率。梅山斷層經過排鑽調查，從全

新世沉積層受斷層作用產生的高差，獲得垂直錯移速率約為 2.5mm/yr。 

關鍵詞：活動斷層、斷層跡、三義斷層、梅山斷層、山腳斷層、大甲斷層、后里斷

層 

 



 

Abstract 

 The goal of project is to investigate the precise measurement (Real Time 

Kinematic measurement) for fault trace of the Dachia and northeastern part of the 

Sanchiao faults and to understand fault behavior for considering in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nyi, and Meishan faults. The study drilled well of 11 sites and 4 

sites along the Meishan and Sanyi faults, respectively, which the whole borehole length 

of 700 m, that focus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fault trace and paleoseismic studies, and one 

paleoseismic trenched sites excavated along the Sanyi fault. Based on the well logging 

across the Meishan fault, the result shows the vertical uplift rate of 2.5mm/yr. 
Keywords：precise measurement, fault trace, paleoseismic, Dachia fault, Sanchiao fault, 

Sanyi fault, Meishan fault. 



 

 

一、前言   

    本年度（102 年度）「重要活動斷層構造特性調查研究計畫－斷層活動特性分

析與評估(3/4)」，研究主題針對山腳斷層北段與大甲斷層「活動斷層的精確位置」調查，

以及三義斷層與梅山斷層的「斷層活動特性分析與評估」。 

本年度「活動斷層的精確位置」調查以山腳斷層北段與大甲斷層為調查目標，進

行斷層精確位置的調查與測繪，考量本研究成果將應用於地質敏感區的劃設，故工作

內容係斷層跡精確位置的野外調查與收集既有資料，並於缺乏資料處補充地下調查，

將斷層的精確位置繪於五千分之一比例尺的地形底圖，並依調查資料分段評估斷層跡

位置的可能範圍。由於山腳斷層北段的斷層跡主要穿越大屯山山區，鑽探機具無法進

入山區施作，以及斷層沿線有大規模的地滑區，本研究研判此區域大部分的斷層跡可

能被地滑岩體覆蓋。而金山平原區域已有許多鑽探與地球物理探勘資料，所以此區段

利用先前的研究資料來研判斷層跡位置（因山腳斷層北段山區部分鑽探成效有限，不

進行鑽井及地下剖面調查）。大甲斷層的「活動斷層精確位置」調查同樣也因為北段區

域斷層跡位置明確，而南段區域大多位在都會區內，或斷層變形可能為褶皺變形，地

表沒有呈現明顯的線型崖地形，故大甲斷層沿線地下資料將以收集固有資料為主。 

三義斷層與梅山斷層主要調查目標為「斷層活動特性分析與評估」，調查目標為

獲得斷層活動參數，因此利用地質剖面、槽溝挖掘，或淺層鑽探等方式進行調查。地

質剖面與槽溝挖掘剖面長度至少 20 公尺，或以總深 90 公尺排鑽取代，淺層鑽探以每

場址有 2-3 口鑽井，總井深度 600 公尺。本年度進行三義斷層的古地震槽溝研究（利

用台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中區工程處委託聯合大地工程公司在后里一帶所進行的三

義斷層古地震槽溝挖掘剖面），以及三義斷層及梅山斷層的鑽井與排鑽研究。另外，本

研究也採用淺層反射震測（S 波、P 波）方式進行勘查，協助精確研判斷層跡位置，

以利鑽探調查，所以本研究在梅山斷層最西側的平原區域進行淺層反射震測（S 波、P

波）調查，以利鑽井位置的安排。 

 

二、活動斷層的精確位置 

2.1 大甲斷層 

大甲斷層北從大安溪，南至大肚溪，全長約 30 公里，沿著大肚台地西側與海岸

平原交會處的階地崖分布。北段區域從大安溪經大甲、清水至沙鹿的階地崖呈現線型

崖的構造地形，由鑽井也表示崖線為斷層跡位置，顯示線型崖地形是大甲斷層截穿至

地表的斷層跡位置。E-GPS 量測斷層跡的誤差範圍約 20 公尺。 

中段從沙鹿至大肚區域是線型崖地形較不明顯區域，此段 E-GPS 量測斷層跡的

誤差範圍約 100 公尺。此區階地崖呈緩隆起狀，遭人為開發或河流侵蝕，部分階地往

東側消退，消退崖線形成坡度較陡的線型崖地形，但據鑽井資料（沙鹿 1-5 號井）顯

示斷層位於此線型崖的西側，其應位於西側緩隆起階地崖的前緣。 



 

南段從大肚至大肚溪為崖線最不明顯的區段，可能為褶皺構造，斷層跡可能尚未

出露地表(圖 1)。 

 
圖 1、大甲斷層跡位置的 E-GPS 量測，大肚以南為褶皺軸位置(TWD97)。 

2.2 山腳斷層(北段) 

山腳斷層北段由新北投經大屯山竹子湖，再沿北磺溪至金山平原北側的斷層崖

下，最後進入東北海域。此調查結果，認為山腳斷層北段斷層跡最明確的位置是金山

平原北側的斷層崖之下。之後，沿北磺溪進入大屯山區至新北投區域，斷層跡地形並

不明確，主要原因是此區域內可能受到斷層活動的影響，呈現大規模地滑，將斷層跡

覆蓋。所以 E-GPS 量測主要在金山平原的斷層崖，誤差範圍在 20 公尺以內(圖 2)，

此區之外的山腳斷層跡，可能掩覆於大規模地滑之下，以目前的調查技術及方法，尚

無法研判斷層跡確切位置(圖 3)。 



 

 
圖 2、金山平原地區的山腳斷層北段斷層跡位置與 E-GPS 量測點(TWD97)。 

 
圖 3、七星山至新北投地區的山腳斷層北段斷層跡位置與 E-GPS 量測點(TWD97)。 

三、斷層活動特性分析與評估 

3.1 三義斷層 

    三義斷層主斷層通過后里台地東側(圖 4)，為桂竹林層逆衝至頭嵙山層之

上，但被后里台地的晚更新世紅土階地礫石層覆蓋，紅土面沒有產生變形，顯示在紅

土階地礫石層沉積之後，三義斷層主斷層沒有活動跡象(圖 5)。而從后里台地區域的

地質剖面（大甲溪北岸）、槽溝以及鑽探岩心資料，顯示三義支斷層（后里斷層）截切

晚更新世紅土台地礫石層，並在后里台地東側形成一斷層崖地形(圖 6)。因此，三義



 

斷層近期的構造活動帶應位於支斷層（后里斷層）處。由於古地震槽溝中沒有發現焦

碳可供定年，所以目前尚無法估算斷層的長期變動速率。 

 

圖 4、重繪三義斷層與后里斷層位置(TWD97)。 

 
圖 5、大甲溪北岸剖面，三義支斷層截切晚更新世紅土階地礫石層，中新世桂 

竹林層逆衝在紅土階地礫石層之上，位置見圖 6。 



 

 
圖 6、三義斷層與支斷層(后里斷層)、鑽井、槽溝、柵狀剖面(藍線)與野 

    外露頭剖面(藍框)位置(TWD97)。 

3.2 梅山斷層 

 從淺層鑽井的好收場址 A-A’岩心柵狀剖面與中坑場址 B-B’岩心柵狀剖面的地層

對比，顯示斷層南側相對屬於上升盤，北側相對屬於沉降盤，此變動與現今紅土台地

地形的變化相同，紅土台地的高程在斷層南側都較高(圖 7、8)。 

本研究在好收場址的全新世沖積層有進行碳十四定年，在與六雙層不整合面之

上 Hc 層的最老年代為 7880-8020 yr BP（HS05 井，深度 18.3 公尺，非在底部），推

測 Hc 層底部年代可達 9000 年前。A-A’剖面中全新世沖積層的 Hb 層延伸最佳，出露

在 HS01 井至 HS05 井中，其頂面的碳十四年代為 3360-3450 yr BP（HS01 井，深度

5.9 公尺），Hb 層頂面延伸至 HS02、HS03、HS04、HS05 井的深度各為 29.9 公尺、

29.6 公尺、29.5 公尺、27.8 公尺(圖 9)。而斷層上升盤（南）的 HS01 井與沉降盤（北）

的 HS05 井的高程差約為 8.5 公尺，從兩井 Hb 層頂面的高差與年代估算，此剖面梅

山斷層的長期垂直變動（錯移）速率約為 2.5mm/yr。 



 

 
圖 7、1906 年梅山地震斷層與噴砂帶，以及鑽井場址位置(TWD97)。 

 
圖 8、好收場址與中坑場址的鑽井位置圖，紅線為斷層線、橘線為鑽井剖面 

        線、藍線為淺層震測測線(TWD97)。 



 

 

 
圖 9、好收場址與中坑場址的鑽井剖面圖。 

四、結論與建議 

  大甲斷層北從大安溪，南至大肚溪，全長約 30 公里，沿著大肚台地西側與海

岸平原交會處的階地崖分布。北段區域從大安溪經大甲、清水至沙鹿的階地崖呈現線

型崖的構造地形，由鑽井也表示崖線為斷層跡位置，顯示線型崖地形是大甲斷層截穿

至地表的斷層跡位置。E-GPS 量測斷層跡的誤差範圍約 20 公尺。中段從沙鹿至大肚

區域是線型崖地形較不明顯區域，此段 E-GPS 量測斷層跡的誤差範圍約 100 公尺。此

區階地崖呈緩隆起狀，遭人為開發或河流侵蝕，部分階地往東側消退，消退崖線形成

坡度較陡的線型崖地形，但據鑽井資料（沙鹿 1-5 號井）顯示斷層位於此線型崖的西

側，其應位於西側緩隆起階地崖的前緣。南段從大肚至大肚溪為崖線最不明顯的區段，

可能為褶皺構造，斷層跡可能尚未出露地表。 

山腳斷層北段由新北投經大屯山竹子湖，再沿北磺溪至金山平原北側的斷層崖

下，最後進入東北海域。此調查結果，認為山腳斷層北段斷層跡最明確的位置是金山

平原北側的斷層崖之下。之後，沿北磺溪進入大屯山區至新北投區域，斷層跡地形並

不明確，主要原因是此區域內可能受到斷層活動的影響，呈現大規模地滑，將斷層跡

覆蓋。所以 E-GPS 量測主要在金山平原的斷層崖，誤差範圍在 20 公尺以內，此區之

外的則無法研判斷層跡確切位置。 

三義斷層主斷層通過后里台地東側，為桂竹林層逆衝至頭嵙山層之上，但被后里

台地的晚更新世紅土階地礫石層覆蓋，紅土面沒有產生變形，顯示在紅土階地礫石層

沉積之後，三義斷層主斷層沒有活動跡象。而從后里台地區域的地質剖面（大甲溪北

岸）、槽溝以及鑽探岩心資料，顯示三義支斷層（后里斷層）截切晚更新世紅土台地礫

石層，並在后里台地東側形成一斷層崖地形。因此，三義斷層近期的構造活動帶應位



 

於支斷層（后里斷層）處。由於古地震槽溝中沒有發現焦碳可供定年，所以目前尚無

法估算斷層的長期變動速率。 

梅山斷層區域，從好收場址 A-A’岩心柵狀剖面與中坑場址 B-B’岩心柵狀剖面的

地層對比，顯示斷層南側相對屬於上升盤，南側相對屬於沉降盤，此變動與現今紅土

台地地形的變化相同，紅土台地的高程在斷層南側都較高。利用好收場址 A-A’剖面

中 Hb 層頂面的碳十四定年資料（3360-3450 yr BP，HS01 井，深度 5.9 公尺），及 Hb

層頂面於 HS01 井（斷層上升盤）及 HS05 井（斷層沉降盤）的分布深度（HS01 井，

深度 5.9 公尺；HS05 井，深度 27.8 公尺），再配合 HS01 井與 HS05 井的高程差約為

8.5 公尺，從兩井 Hb 層頂面的絕對高差與年代估算，此剖面梅山斷層的長期垂直變

動（錯移）速率約為 2.5mm/yr。而梅山斷層的橫移速率，由於缺乏明確指標層變形

量及定年資料，目前尚無法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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