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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劃定依據 

一、法規依據 

地質法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具有特殊地質景觀、地質環境或

有發生地質災害之虞之地區，公告為地質敏感區。 

地質敏感區之劃定、變更及廢止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地質敏感區審議會，審查地質敏

感區之劃定、變更及廢止。 

前項審議會之組成，專家學者不得少於審議會總人

數二分之一；審議會之組織及運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及廢止辦法 

第二條   具有特殊地質景觀、地質環境或有發生地質災害之

虞之地質敏感區，包括以下各類： 

ㄧ、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 

二、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三、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四、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地質敏感區。 

第五條   活動斷層指過去十萬年內有活動證據之斷層。 

活動斷層及其兩側易受活動斷層錯動或地表破裂影

響範圍，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劃定者為活動斷層地質敏感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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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件依據 

新化斷層為右移斷層，呈 N70°E 走向，由臺南市新化區東北方

約 5.5 公里之那拔林至新化西北方約 2 公里之北勢以東，長約 6 公

里，曾於 1946 年 12 月 5 日活動，造成芮氏規模 6.3 的地震及多處地

表破裂，槽溝開挖結果顯示過去曾多次活動過，本部中央地質調查

所將之列為第一類活動斷層。 

本斷層之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係依據地質法第 5 條第 1 項「中央

主管機關應將具有特殊地質景觀、地質環境或有發生地質災害之虞

之地區，公告為地質敏感區。」及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及廢止辦法第

2 條「具有特殊地質景觀、地質環境或有發生地質災害之虞之地質敏

感區，包括以下各類：一、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二、地下水補注

地質敏感區。三、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四、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

區。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地質敏感區。」，其中第 3 類為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另依據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及廢止辦法第

5 條「活動斷層指過去十萬年內有活動證據之斷層。活動斷層及其兩

側易受活動斷層錯動或地表破裂影響範圍，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劃定

者為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而新化斷層為 1946 年引發地震之發

震斷層，並造成多處地表破裂，符合前述條文規定，故針對新化斷

層進行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之劃定工作。並依據「地質敏感區劃定變

更及廢止辦法」第 5 條第 2 項進行劃定地質敏感區。 

本地質敏感區之載明內容及格式，依據「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及

廢止辦法」第 8 條之規定辦理，並依該辦法第 7 條研提計畫書，送地

質敏感區審議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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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劃定目的 

臺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地震頻仍，自西元 1900 年以來年臺

灣地區共發生過近百次災害性地震，總計造成近 8 千人死亡，而臺

灣陸地上斷層的再度活動是災害性地震的主因，因此必須積極面對

活動斷層議題。 

世界上面臨活動斷層威脅的國家，對於斷層沿線不得興建學

校、醫院、機場、車站、發電廠、水庫等重要設施的共識度相當

高，但對於一般的土地開發與建築物興建是否應受到限制，則依據

每個國家的客觀條件及法令限制而有所不同。現行國內有關活動斷

層帶附近之土地利用管制係分散在不同的法規中，土地開發行為之

審查亦分別由各項不同的審查機制把關，不同的法規間對於活動斷

層議題缺乏整體相同的判斷標準與作業流程，難免會衍生審查標準

不一致之疑慮；同時，現行法令大多未公告活動斷層相關圖件，審

查時只能參考現有的調查成果或出版文獻為準，但由於上述資料會

隨著調查資料的累積而不時變更，卻不需要經由嚴謹的法制作業程

序公告周知，容易衍生適法性的質疑與審查過程的爭議。 

考量臺灣地狹人稠的土地利用情況，全面禁止開發具有活動斷

層災害風險的土地可行性不高，但是對於風險較高區域的土地開發

行為採取適當管理，應可大幅降低斷層活動所帶來的災害，有效控

制地震災害的衝擊。因此藉由地質法制定統一的標準進行活動斷層

地質敏感區的劃定與公告，以及辦理基地地質調查與地質安全評

估，整體考量活動斷層對於土地開發行為的影響，可大幅減低現行

法令的缺失與疑義，也可提升國土開發的安全性。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劃定的目標區域，包含活動斷層地表位置

本身在學理上可接受的變動範圍，再外加斷層錯動可能產生嚴重影

響的區域，亦即公告的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內必定有活動斷層存

在，且未來發生災害的潛勢較高，土地開發行為所需要承擔的風險

也較高。因此，土地開發行為基地位於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者，應

依地質法第 8 條「土地開發行為基地有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內

者，應於申請土地開發前，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但

緊急救災者不在此限。」，故除緊急救災者外，位於活動斷層地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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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區內之土地開發行為應依「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

估作業準則」第 4 章之第 12 條至第 15 條「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之調

查及評估」規定，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並依地質法第

11條「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應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者，

應於相關法令規定須送審之書圖文件中，納入調查及評估結果。」。

因此，位於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內的土地並非完全被禁止使用，但

需要藉由基地地質調查與地質安全評估來確定土地開發行為的適當

性，遠離災害風險較高區域或因應風險大小調整土地利用強度與密

度，以提升土地利用的合理性與安全性，避免未來斷層活動時造成

重大災害與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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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範圍說明 

一、劃定原則 

本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之劃定方式主要參考自美國環境部加州

地質調查局，該局 1972 年通過的地震斷層區劃分法案—

Alquist-Priolo Earthquake Fault Zoning Act，依據該法將下次斷層活動

時，較易發生錯動區域劃定地震斷層區（Earthquake Fault Zones）之

方式以減少因地表斷層錯動而造成的傷亡（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2015）。其劃定原理為依劃定當時之基礎資料為依

據，在斷層跡位置明確或小規模斷層之兩側，劃定約 200~300 英呎

（約 60-90 公尺）之地震斷層區；在斷層跡位置較不明確之斷層兩側

各劃定約 500 英呎（約 150 公尺）之地震斷層區，實際上地震斷層區

的寬度沒有一定的規定，平均約為四分之一英哩寬（400 公尺），再

透過轉折點標示地震斷層區之範圍（表 3-1），並公告相關圖件。 

由於我國土地使用的密度以及斷層特性與美國加州有所不同，

依據車籠埔斷層於 921 地震時產生的地表變形帶的特性，以及古地

震研究，發現逆斷層錯動時在主要變形側（上盤）影響範圍較大，而

在非主要變形側（下盤）影響範圍則較小，因此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之劃設原則為主要變形側約 200公尺，非主要變形側約 100公尺圈繪

易受斷層影響之範圍（經濟部，2014），而走向滑移斷層由於兩側變

形狀況對稱，破壞程度與範圍接近，因此採兩側相同寬度為其範

圍，經統計走向滑移斷層兩側近地表變形範圍之寬度約 300 公尺

~1000 公尺不等，考量我國土地使用密度較高，故僅劃設地表變形

最劇的 300 公尺為其易受活動斷層影響之範圍（活動斷層跡兩側各約

150 公尺），此範圍經參考國土測繪中心提供參考之地籍資料並經必

要編修後，決定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之範圍。本地質敏感區劃定之

流程詳如圖 3-1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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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劃定流程圖。 

 

（一） 標的斷層之選定 

1946 年 12 月 5 日清晨 6 時 47 分，臺南市東北方之新化與那拔

林附近，發生芮氏規模 6.3 的地震，震央附近發生顯著地殼變動，如：

斷層、地裂、噴砂等現象，橋梁、溝堤等建物亦發生斷裂或彎曲，為

新化斷層活動所造成。 

新化斷層為右移斷層，呈 N70°E 走向，由臺南市新化區東北方

之那拔林至新化西北方之北勢以東，長約 6 公里，由古地震研究結果

顯示，過去 10000 年以來至少有 3 次地震事件造成水平錯移，基於新

化斷層屬於歷史地震的地震斷層，並且發現多次活動之證據，故針對

新化斷層劃定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7 

（二） 判斷是否符合十萬年內曾經活動之斷層 

1946 年 12 月 5 日新化地震造成新化斷層沿線部分地區地表破

裂、噴砂等現象，房舍、橋梁等建物亦有多處毀損，多處槽溝資料證

實近ㄧ萬年來曾多次活動，符合法規之劃定條件。基於新化斷層屬於

一條具高度活動性，且發生位置具有高度重複性的背景下，因此研提

新化斷層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劃定計畫書。 

（三） 繪製斷層跡位置 

新化斷層之斷層跡位置過去曾經有許多調查，中央地質調查所

與多位地質專家均曾測繪其斷層跡位置，近 10 年來中央地質調查所

亦透過多次委託研究進行新化斷層之野外調查、地質槽溝挖掘、鑽

井調查、地球物理調查與地形判釋等多種調查，本地質敏感區之參

考線即依前人相關研究，配合中央地質調查所現階段研究調查成果

（盧詩丁等，2003；沈淑敏等，2006；林啟文等，2007；陳文山

等，2002、2006，2011，2014；張國楨等，2012、2014；石瑞銓

等，2003），將具地質證據可判別斷層跡位置及具明確斷層地形特徵

之參考點，再透過明確之構造地形證據或相同地形特徵之變化，以

及其它合於學理之推論事證相連接為斷層線段。其中構造地形特徵

為由航遙測影像、地形圖、數值地形資料等方式所判讀而來，並經

現地查核前述判釋結果一致且連續者。 

新化斷層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斷層跡位置參考線位於臺南市新

化區，東起那拔林接天寺東側，西至中央橋，全長約 6 公里，參考

點共計有 10 處，與現今新化斷層條帶地質圖（林啟文等，2007）範

圍相似。新化斷層在中央橋以西之區域，仍有可能更加延伸，但因

現有地質資料以及構造地形特徵已無法確認斷層之延伸狀況，因此

在現階段並未劃入本地質敏感區之中，未來若地質調查資料足以指

示新化斷層精確位置，再行補充劃入新化斷層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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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繪製易受斷層影響範圍 

新化斷層為右移斷層，約為 N70-80°E 走向，本案依據已知的斷

層跡位置在斷層的南、北側圈繪易受斷層影響的範圍，由於走向滑

移斷層兩側變形狀況對稱，破壞程度與範圍接近，因此採兩側相同

寬度為其範圍，經統計走向滑移斷層兩側近地表變形範圍之寬度約

300 公尺~1000 公尺不等，考量我國土地使用密度較高，故僅劃設地

表變形最劇的 300 公尺為其易受活動斷層影響之範圍（活動斷層跡兩

側各約 150 公尺）。繪製方式為利用地理資訊系統，將前述已知的斷

層跡位置採用環域（BUFFER）方式劃設，環域的範圍為斷層兩側各

150 公尺。 

本計畫書劃定之地質敏感區以外地區，不代表其安全無虞，僅

是其未符合本計畫書地質敏感區之劃定原則，而活動斷層地質敏感

區鄰近地區，未來亦具有受到斷層活動影響之可能。這些地區若有

土地之開發行為，仍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地質調查。 

（五） 參考地籍資料進行編修 

考量國土管理與實務操作之需求，本項流程為將前述之易受斷

層影響範圍與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提供之地籍資料進行套疊，並參

考該資料編修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邊界。其編修方式為在易受斷層

影響範圍與地籍資料之數值檔套疊後，以斷層兩側各 150 公尺為活

動斷層地質敏感區範圍之參考線，考量地籍資料的完整性與圈繪範

圍的合理性後，進行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範圍之編修。 

（六） 編撰劃定計畫書 

本地質敏感區經 1.判斷是否符合十萬年內曾經活動之斷層，2.繪

製斷層跡位置，3.繪製易受斷層影響的範圍，4.參考地籍資料進行編

修等步驟後，完成新化斷層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範圍圖、位置圖及

劃定計畫書。 

本地質敏感區之劃定計畫書除劃定計畫書本文外，尚包括新化

斷層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範圍圖、新化斷層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位

置圖等附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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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置圖 

新化斷層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位於臺灣西南部，由臺南市新化

區東北方之那拔林，經新化丘陵的線形凹谷、新化畜產試驗所的牧

草區後，隨即進入平原區，經深坑橋至中央橋，全長約 6 公里。過

了中央橋以西，因現有地質資料以及構造地形特徵已無法確認斷層

之延伸狀況，因此本地質敏感區之劃定僅終止於中央橋一帶。 

新化斷層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通過之主要河流為深坑子溪。

新化斷層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之位置分布於臺南市新化區 1 個縣

市、1 處行政區中（圖 3-2，附件一：新化斷層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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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位置圖-新化斷層（詳附件一，原圖比例

尺為 10 萬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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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範圍圖 

新化斷層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位於臺南市，由新化區東北方之

那拔林至新化西北方之北勢以東，長約 6 公里，總面積約 2 平方公

里，採比例尺二萬五千分之一經建版地形圖為底圖，繪製新化斷層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範圍圖，共 1 幅（圖 3-2，表 3-1），範圍圖標

示內容包括地質敏感區之邊界與地形圖基本資訊，請參照附件二：

新化斷層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範圍圖。 

本地質敏感區之地形底圖為灰階化的原始之地形圖，地質敏感

區採半透明淺黃底色、橘色為邊界之圖徵繪於地形底圖之上。地質

敏感區範圍圖之圖版左下方標示本範圍圖之圖例、製圖年份等基本

資訊，圖版右上方標示地形圖之圖號與圖名，左下角標示原始地形

圖版本資訊，圖版右下角則標示範圍圖之位置索引圖，左幅索引圖

為地質敏感區所在縣、市行政區之相對位置圖；中幅為本範圍圖分

幅內之行政區界線；右幅則為本範圍圖分幅與鄰幅之相對位置關

係。 

 

表 3-1 本地質敏感區套繪之 1/25000 地形圖一覽表 

 

 

 

 

 

 

 

 

 

 

 

 

 

 

圖號 圖名 

94192SW 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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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地質環境 

臺灣受到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碰撞作用的影響，使得臺

灣成為相當活躍的造山地帶，本島上具有許多現今仍活躍的活動斷層

存在。本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經調查後，列出臺灣本島 33 條活動斷層，

其中位於臺灣西南部的新化斷層被歸類為第ㄧ類活動斷層（林啟文

等，2012）。新化斷層有多次古地震事件，除最近的 1946 年地震之

外，前一次可能發生於 1,200 年前至 1,900 年前之間，而在 1,900 年

前至 10,000 年前之間至少有另 1 次古地震事件，保守估計在 10,000

年內至少有 3 次古地震事件（林啟文等，2007）。以下分述其地形、

地層、斷層性質。 

一、地形 

新化斷層位於新化丘陵西緣，深坑橋以西沒有明顯的斷層地形特

徵，而那拔林至深坑橋有明顯線形（圖 4-1）。那拔林南方丘陵南側

有一呈東北東走向的狹長凹谷，北側為陡坡，南側較緩，地形上有錯

移現象，疑似為斷層線谷。此線形向西南延伸至那拔林西南丘陵間，

有一線形向西南延伸連接深坑子溪。深坑子溪的流路在深坑橋東方由

北北西轉向西南西，呈現約直角轉彎，至深坑橋西側又轉向西北流，

此段長約 600 公尺的河段相當平直，且河道位於地震斷層的南側，而

新化斷層在此的錯移為北升南降，因此研判為斷層錯移造成的河流改

道。 

由比例尺五千分之一像片基本圖的等高線分析，在多處地點斷層

兩側均顯現偏移現象，與航照上所發現的線形一致，偏移量約為

50~80 公尺，偏移現象指示為右移。由臺灣堡圖（臨時臺灣土地調查

局，1904）比對，那拔林南側的凹谷兩側的丘陵其視錯移量超過 100

公尺，深坑子溪的流路也已和目前大致相同，顯示自航照觀察到的丘

陵視錯移、河流轉向等地形特徵，在當時就已存在，斷層沿線的地形

在過去 100 年間並無明顯的變化。顯示由右移斷層造成的超過數十公

尺錯移量，依據現今所觀察到的地形特徵，可能是多次斷層活動累積

的結果（林啟文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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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新化斷層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沿線之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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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層 

本地質敏感區中出露的地層包括六雙層、階地堆積層與沖積

層。（圖 4-2）六雙層下段為棕黃色砂岩和厚層泥岩，上段以棕黃色

砂岩為主；本層在新化圖幅中又稱為崎頂層（何信昌等，2005）。階

地堆積層，以礫石、砂與泥為主；沖積層，也以礫石、砂與泥為主

（林啟文等，2007）。 

 

 

 

 

 

 

 

 

 

 

 

 

 

 

 

 

 

圖 4-2 新化斷層區域地層年代對比圖（紅線框出區域）（謝凱旋等，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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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新化斷層條帶地質圖（黑色坐標系統：TWD67，紅色坐標系

統：TWD97）（修改自林啟文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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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斷層性質 

新化斷層為 1946 年 12 月 5 日規模 6.3 地震所造成的地震斷層。

張麗旭等（1947）在地震後的調查顯示（圖 4-4），斷層西北側向東

移動並抬升，東南側向西移動並下降；在現今深坑橋北側公路上有

200 公分右移量，76 公分垂直變位量；深坑橋以西，斷層走向為

N80oE，水平及垂直變位漸減。 

李錫堤等（2000）於槽溝開挖中指出新化斷層為一走向滑移之斷

層，伴隨形成花狀構造，另於槽溝內找出四層古土壤面，指示可能

有四次古地震事件。陳文山等（2002、2004）於本斷層的槽溝開挖

中，亦於各槽溝中明確找到新化斷層之錯動面，並指出全新世以

來，應有多次錯動；從錯移形貌指出應屬橫移為主，並伴隨相應之

花狀構造。 

侯進雄等（2002）的 GPS 分析結果，在 1999-2000 年間新化斷層

南側呈現向西南西方向位移，位移量 37 公厘/年，斷層北側則為 18

公厘/年，兩側的相對位移量 19 公厘/年，呈現右移形式。饒瑞鈞等

（2006）橫跨斷層剖面的速度場變化分析結果顯示，1999-2006 年

間，新化斷層主要位移方向平行斷層走向，呈右移為主之變形特

徵、並兼具壓縮形式。胡植慶等（2015）分析南部地區 GPS 水平速

度場，結果顯示平行新化斷層方向每年約有 10公厘/年的右移分量。 

圖 4-4 新化斷層 1946 年的地表破裂（張麗旭等，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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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考資料 

本地質敏感區之標地斷層新化斷層調查資料已多有專書及報告

記載，詳請參考活動斷層網頁資料及古地震與槽溝開挖研究計畫（陳

文山等，2002）、古地震與槽溝開挖研究計畫總報告（陳文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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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物理探勘（石瑞銓等，2003）、地球物理探勘計畫總報告（董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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