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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核能電廠周圍的區域地質—活動斷層及海底火山

之地質概況，茲說明如下： 

 
一、核一廠與核二廠的區域地質狀況 
（一） 921 大地震後，地質調查所於 89 年出版的台灣活動

斷層分布圖中首度將山腳斷層列為活動斷層，當時發

表的斷層長度約 11 公里，範圍從關渡附近向南延伸

至新莊。之後經陸續調查，於 96 年特刊中發表二萬

五千分之一山腳斷層條帶地質圖，斷層分為 2 段，南

段長約 13 公里，自樹林延伸至北投，北段長約 21 公

里，由北投延伸至北海岸的金山，總長約 34 公里。

根據目前調查資料，山腳斷層最近一萬年來並無明確

的活動證據，屬於第 2 類活動斷層。核一廠距離山腳

斷層約 7 公里，核二廠距離山腳斷層約 5 公里（圖

一）。 
（二） 山腳斷層為台灣北部唯一的活動斷層，斷層自台北盆

地西緣向東北延伸，經過大屯山區後到達金山海岸，

陸域部分總長約 34 公里。海域部分依目前台電公司

的最新調查資料推測外海 ST-I 線形向陸域之延伸可

與山腳斷層相接，該線形在其海域調查範圍內長度至

少 40 公里，以此估算山腳斷層總長度至少 74 公里

（圖二），但斷層向東北方海域之延伸範圍仍有待再

進一步調查確認。 
（三） 目前北部地區之 GPS 之觀測結果顯示，大台北地區

跨越山腳斷層沒有明顯位移量的變異，研判山腳斷層

之陸域部分近期並無異常活動的跡象。 
 
二、核三廠的區域地質狀況 
（一） 恆春斷層在地質調查所 87 年和 89 年出版的台灣活

動斷層分布圖中因活動時代不明確皆列為存疑性活

動斷層，之後經調查於 98 年才發表二萬五千分之一

恒春斷層條帶地質圖，因發現斷層截切晚更新世石



‐2‐ 
 

灰岩層，暫列為第 2 類活動斷層。核三廠距離恆春斷

層約 1.1 公里。根據目前調查資料，恆春斷層最近一

萬年來並無明確的活動證據，屬於第 2 類活動斷層。 
（二） 恆春斷層在陸域部分總長約 16 公里。海域部分依目

前台電公司的最新調查資料研判外海 HT-I 線形向陸

域之延伸可與恆春斷層相接，若其為恆春斷層，則恆

春斷層往北部與南部海域延伸的長度分別為 2 及 23
公里，以此估算恆春斷層總長度至少 41 公里（圖三）。 

（三） 恆春斷層附近雖然並無頻繁的地震活動，但仍宜長

期注意其活動性。恆春地區之 GPS 觀測結果顯示，

恆春地區跨越恆春斷層兩側無明顯的位移量變異，

恆春斷層近期並無異常活動的現象。 
 
三、核四廠的區域地質狀況 
（一） 核四廠座落於雪山山脈地質區範圍內，根據目前調查

資料，該地質區並未發現有明確活動證據之斷層，距

離核四廠最近的活動斷層為山腳斷層，二者間距離約

35 公里（圖二）。 
（二） 台灣北部地區在 80 萬年之前屬於擠壓應力環境，核

四廠位於雪山山脈地質區，廠址周遭的澳底斷層、貢

寮斷層、枋腳斷層與屈尺斷層等皆是該時期壓力環境

造成的逆斷層（圖四），約 80 萬年以來，大地應力已

轉為東南-西北張力，故前述斷層已不屬於活動斷層。 
（三） 核四廠址附近的海岸可見數個斷距不大的斷層，皆為

台灣數百萬年前造山期間所形成的小斷層，非屬活動

斷層。 
 
 
四、台灣東北部外海的火山活動 

台灣東北部外海的沖繩海槽受到板塊作用正持續擴張，

海槽中的龜山島經定年顯示在 7000 年前曾經噴發，為我國

目前唯一浮出水面的活火山，沖繩海槽當中正孕育許多座小

火山（圖五），頻繁的地震活動與異常的地熱活動都顯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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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火山具有活動性，惟大部分的火山都座落在海面下

1000~1500 公尺的海床上，火山底面積約 2~3 平方公里，高

度介於 200~400 公尺，歷史上台灣附近海域尚未有任何因海

底火山爆發而致災的相關紀錄，研判這些小火山如果噴發可

能是較小規模的岩漿活動，地調所目前仍持續針對大屯火山

群及龜山島的火山活動進行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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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台灣核能電廠與陸域活動斷層間相對位置圖。 

 
 



‐6‐ 
 

圖二、山腳斷層分布圖。海域範圍之斷層軌跡轉繪自

台電公司核電廠補充地質調查總報告，目前確認山腳

斷層至少往外海延伸 40 公里至花瓶嶼附近。 
 

 
圖三、恆春斷層分布圖。海域範圍之斷層軌跡轉繪自台電公

司核電廠補充地質調查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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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核四廠址周遭區域地質圖，廠址附近的斷層為澳底斷

層、貢寮斷層、屈尺斷層與枋腳斷層等。 

 

 
圖五 台灣東北部外海之海底火山分布圖，圖中紅色三角形

代表火山，數字代表編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