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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澎湖群島隸屬於澎湖縣，位臺灣海峽中部偏南，距臺灣本島最

近約 25 海浬，由一百多個島嶼和礁岩組成，分布最北的島嶼為目斗

嶼，最南為七美嶼、最東為查某嶼，最西為花嶼。其中以澎湖本島、

白沙島和西嶼面積為最大，占總面積的 80％以上。對外交通仰賴航

運與海運。 

澎湖群島為玄武岩質熔岩覆蓋的方山台地。地形平緩，降雨少、

水系不發達，以海蝕作用為主要營力，因此海岸地帶形塑出各式各

樣的海蝕地形。長期受到波浪的沖刷下，常可見相當新鮮的岩層剖

面。本區主要出露的岩石為玄武岩，局部地區為沉積岩、凝灰角礫

岩、少量凝灰質砂岩與玄武岩互層以及石灰岩，處最西側的花嶼則

以安山岩為主（曹恕中等，1999）。澎湖群島有大規模的玄武岩以及

其他火成岩出露，具有相當豐富的火山地質景觀，有別於臺灣本島

的地質作用，並能展現出火山作用的地質意義。例如，玄武岩因冷

卻作用具有發達的柱狀節理（columnar joint）與其他不規則狀的節

理，反映不同的生成環境；沉積岩與火成岩的疊覆關係，指示沉積

作用與火山作用的變遷；岩脈的侵入與截切關係以及發育斷層等構

造則指示形成的構造環境。 

為保護重要的地質露頭與景觀，檢視澎湖群島各島嶼的特色，

依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及廢止辦法第 3 條第 2 項所列情形，以最具

規模、重要地質意義或是同時具有多種地質特色的地區作為地質遺

跡地質敏感區，而部分具有相似地質特色，則不進行劃定。經由評

估與調查的結果，以桶盤嶼的柱狀節理岩柱群以及七美嶼的凝灰角

礫岩為劃定地點。 

桶盤嶼與七美嶼出露的火山地質景觀具有獨特性與科學研究的

價值，為避免破壞這些特殊的地質遺跡，依據地質法第 5 條第 1 項

與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及廢止辦法第 3 條規定，劃定為地質遺跡地

質敏感區。土地開發行為基地有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遺跡地質敏感

區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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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條、第 7 條、第 8 條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為後續

土地開發使用之參據。 



 2

本劃定計畫書共含 2 處地質敏感區，分別為桶盤嶼玄武岩與七

美嶼凝灰角礫岩，種類屬於地質遺跡。各地質敏感區的資料如表 1

與圖 1，細部說明包括劃定依據及目的、範圍說明、地質環境等列

於後續章節。 

 

表 1 地質敏感區編號、名稱、種類與所屬行政區 

編號 地質敏感區名稱 種類 行政區 
H0007 桶盤嶼玄武岩 地質遺跡 澎湖縣馬公市 
H0008 七美嶼凝灰角礫岩 地質遺跡 澎湖縣七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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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地質遺跡選定與劃定流程 

地質遺跡的選定工作，先進行區域地質、地形、構造、重要地

質景觀與露頭資料蒐集，將符合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及廢止辦法第

3 條第 2 項：有特殊地質意義、有教學或科學研究價值、有觀賞價

值、有獨特性或稀有性之景觀，評估最具規模、最具特殊地質意義

或同時具備多樣地質意義的景觀或露頭作為地質遺跡。 

澎湖群島中選定以桶盤嶼玄武岩與七美嶼凝灰角礫岩劃定為地

質遺跡地質敏感區的理由如下：一、澎湖群島為火山作用形成的景

觀，玄武岩覆蓋大多數地區，因此選擇最具規模且具代表澎湖玄武

岩產狀與特徵的地區劃為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桶盤嶼有大規模出

露的玄武岩岩柱群，明顯的柱狀節理，且能表現出兩期玄武岩流與

沉積岩夾層的地層層序，據以劃定為地質敏感區。二、凝灰角礫岩

（tuff breccia）是澎湖地區中澎湖層重要的岩類，由於七美嶼擁有澎

湖群島出露最廣的凝灰角礫岩，又具有大規模岩脈侵入與指示構造

作用的崩移或陷落特徵，乃據以劃定為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三、

為達先行揭示尚未受保護之重要地質遺跡原則，上述考量所選定的

地質敏感區乃為排除下列法規已劃設的保護區域之結果，包括國家

公園法、文化資產保存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森林法，以及臺灣沿

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目前澎湖已有多處地區劃設為保留（護）

區：依國家公園法成立了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包括東吉嶼、西

吉嶼、東嶼坪嶼、西嶼坪嶼；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劃定 7 處自然保留

區，包括北海的錠鉤嶼、雞善嶼與小白沙嶼以及南海的東吉嶼、西

吉嶼、頭巾嶼、鐵砧嶼；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劃設 2 處野生動物保護

區，包括貓嶼海鳥保護區以及望安島綠蠵龜產卵棲地保護區（圖 1；

表 2）。 

選定桶盤嶼玄武岩與七美嶼凝灰角礫岩地質遺跡後，開始進行

野外細部地質調查，以大比例尺地形圖為作業底圖，觀察現地狀況，

繪製地質敏感區範圍，完成劃定計畫書（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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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澎湖縣轄區內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及保護（留）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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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澎湖縣轄區內已劃設之保護（留）區及位置 

保護區名稱 保護區性質 劃設依據 

東吉嶼 國家公園；自然保留區 國家公園法；文化資產保存法

西吉嶼 國家公園；自然保留區 國家公園法；文化資產保存法

東嶼坪嶼 國家公園 國家公園法 

西嶼坪嶼 國家公園 國家公園法 

錠鉤嶼 自然保留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雞善嶼 自然保留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小白沙嶼 自然保留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頭巾嶼 自然保留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鐵砧嶼 自然保留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貓嶼海鳥保護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保育法 

望安島綠蠵龜產卵棲

地保護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保育法 

 

 

 

 

 

 

 

 

 

 

 

 
 

 

圖 2 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劃定流程圖。 

收集區域地質、地形、構造以及露頭

等資料 

評估地質景觀與露頭

符合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及廢止
辦法第 3 條第 2 項所列情形之一：
1.有特殊地質意義 
2.有教學或科學研究價值 
3.有觀賞價值 
4.有獨特性或稀有性 

地質遺跡最具規模、最具特殊地質
意義或具多種類型的地質意義 

選定地質遺跡 

排除相關法規已設立的保護區
或保留區 

現地調查作業 

（包括地質遺跡分布與地質環境） 

劃定地質敏感區範圍

完成劃定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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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桶盤嶼玄武岩 

一、劃定依據 

（一）法規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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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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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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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及廢止辦法第 3 條：「地質遺跡指在地球演

化過程中，各種地質作用之產物。地質遺跡分布區域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劃定者為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一、有特

殊地質意義。二、有教學或科學研究價值。三、有觀賞價值。四、

有獨特性或稀有性。」 

（二）條件依據 

1. 桶盤嶼海岸出露的玄武岩為澎湖群島最具規模的柱狀節理玄武

岩，垂直地表的玄武岩岩柱直徑達 1－2 公尺，出露完整、連續

且延伸範圍廣。符合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及廢止辦法第 3 條第 2

項第 4 款規定，有獨特性或稀有性。 

2. 桶盤嶼的地層層序，兩層玄武岩中間夾一層沉積岩。此層序指

示玄武岩熔岩流噴發後，一度曾經露出地表，使玄武岩受到風

化並形成礫岩；之後海水面上升，沉積了砂岩與泥岩；海水面

下降後露出地表，沉積岩的頂部受到風化形成古土壤；上層的

玄武岩則代表熔岩流第二次噴發。桶盤嶼地區的地質特性說明

海水面升降以及兩次玄武岩熔岩流噴發，為研究澎湖群島地史

的重要剖面。符合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及廢止辦法第 3 條第 2

項第 1 款、第 2 款規定，有特殊地質意義及有教學或科學研究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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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劃定目的 

桶盤嶼玄武岩具發達的柱狀節理，出露範圍與規模相當廣，具

有獨特性。兩期玄武岩中間夾沉積岩，為研究澎湖群島地質史的重

要剖面，具有科學研究價值。由於具有不可再生的特性，為保存桶

盤嶼玄武岩的完整性，避免這些特殊的地質遺跡遭破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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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地質敏

感區。 

劃定桶盤嶼玄武岩為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可收保護之功效係因

地質法第 6 條第 1 項：「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地質敏感區相關資

料，納入土地利用計畫、土地開發審查、災害防治、環境保育及資

源開發之參據。」以及地質法第 8 條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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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以外地區

土地之開發行為，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地質調查。」。因此，土地

開發行為基地有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內者，需依地

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第 6 條、第 7 條與

第 8 條進行調查與評估。區域調查為地形、地層分布及地質構造，

細部調查包括地質遺跡的外觀形態及保存狀態、土地開發之基地使

用配置與地質遺跡位置、以及地質特性，並附圖說包括區域調查地

質圖及細部調查地質圖。基地地質安全評估內容應包括開發行為對

地質遺跡完整性的影響。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的結果依地

質法第 11 條，應於相關法令規定需送審的書圖文件中，納入調查與

評估結果。 

三、範圍說明 

（一）劃定原則 

本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的劃定是以桶盤嶼內地質特性明顯與出

露最具規模、完整且連續的柱狀節理玄武岩區域為劃定範圍，主要

在本島的西部與南部海岸地帶。現地調查作業的底圖為比例尺五千

分之一像片基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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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置圖 

桶盤嶼隸屬於澎湖縣馬公市，位馬公港西南方約 6 海浬，對外

交通依賴海運，每日兩班船往返馬公，單程航程約 20 分鐘。全島面

積約 0.34 平方公里（34 公頃）（圖 3、表 2）。 

 

表 3 桶盤嶼玄武岩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位置說明 

遺跡名稱 桶盤嶼玄武岩 
行政區 澎湖縣馬公市 
最近地名 桶盤 
地理位置 位於馬公港西南方約 6 海浬。地質敏感區位於桶盤嶼

西側與南側海岸，距港口約 300-500 公尺。 
到達路線 馬公市南海遊客服務中心碼頭搭交通船，上下午各有

一班船往返，船程約 20 分鐘。 

 

（三）範圍圖 

本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的範圍為桶盤嶼西部與南部的海崖與海

蝕平臺（shore platform；或稱濱台、波蝕棚），西部海岸是由馬公市

第三公墓以南延伸至南側海岸的木造涼亭之前，面積約 3.8 公頃。 

地質遺跡是指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內海崖出露的玄武岩與沉積

岩，高約 15 公尺，以及西南方海蝕平臺的蓮花座，如圖 4。所謂地

質遺跡完整性是指保持海崖具柱狀節理玄武岩及下方的沉積岩以及

蓮花座的外觀與形態。 

（四）土地使用概況 

桶盤嶼北方為漁港。漁港周圍為聚落，由港口西側的水泥路，

穿過社區，往海崖的方向走，即可到達本地質敏感區。而地質敏感

區範圍內僅有的人工設施為步道，其餘皆為未開發的自然景觀，包

括玄武岩與礫灘。本區步道旁的玄武岩常崩落，在進行遊憩活動時，

需注意落石。西南部的蓮花座僅在退潮時出露，在附近進行觀察活

動時，需格外留意漲退潮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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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桶盤嶼玄武岩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位置圖。底圖為 1997 年內

政部發行比例尺五萬分之一經建二版地形圖「馬公」（93203）

幅縮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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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桶盤嶼玄武岩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範圍圖。底圖為 2006 年內

政部測繪比例尺五千分之一像片基本圖「桶盤嶼」（93203091）

幅縮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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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質環境 

（一）地形 

桶盤嶼屬於一個頂部平坦、四周海崖圍繞的方山地形。全島高

程約 15-23 公尺之間，地勢由南向北緩降，地形有如一個倒蓋的桶

盤而得名。西南部與南部海崖下方為海蝕平臺，其上散布許多大型

的玄武岩岩塊，直徑在數十公分至 2 公尺間，構成礫灘。東北部為

沙灘，以珊瑚碎屑為主，因附近海域溫度高且海水不深，適合珊瑚

生長。北部為一凹入的灣口，原本是一片沙灘，現已開發成漁港，

漁港周圍以及本島中央平坦的地勢，為聚落集中的地區。 

塑造本區地形的營力以海蝕作用為主，方山地形的形成一部分

是因為玄武岩熔岩流由裂隙溢流出，覆蓋在原本的古地形面上，形

成熔岩台地。另一部分則由於過去海水面較高，台地的頂面受海水

侵蝕形成平頂後，再因海水面下降而露出（陳培源，1992）。此外，

西部與南部海岸具有豐富的海蝕地形，包含海崖、海蝕平臺，以及

差異侵蝕所造成的蜂窩岩。海岸邊的侵蝕作用以波浪為主要營力，

當海岸邊坡下方的岩石受到侵蝕，上方岩石失去支持而崩落，就會

形成陡直的海崖（Sea Cliff）。波浪持續侵蝕下，使得海崖逐漸後退，

在崖腳下方進而形成一個平坦可以直接看到基岩的平台，稱為海蝕

平臺。 

本區臨海側的海崖出露柱狀節理玄武岩岩柱（照片 1,2.3），崖

腳下方為海蝕平臺，部分海蝕平臺由岩石組成，如蓮花座（照片 4）；

部分海蝕平臺散布崩落的巨大玄武岩岩塊，形成礫灘；部分玄武岩

礫與溶解的碳酸鈣膠結在一起形成灘岩。 

（二）地層  

本區由一層至二層玄武岩及沉積岩構成（照片 1,2,3），屬於澎

湖層（曹恕中等，1999；圖 5）。岩層層序最底部為玄武岩，其頂部

有風化現象，厚度約 1.5 公尺；玄武岩之上為塊狀泥岩，其底部有

玄武岩礫石，為一侵蝕面；泥岩之上為砂頁岩互層，砂岩具交錯層、

波痕與水道刮蝕等沉積構造，並有古土壤發育，厚度約 5.7 公尺；

向上為約 10 公尺厚的玄武岩（陳培源，1992；陳培源與張郇生，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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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顯示本區至少經歷過兩次玄武岩熔岩流噴發，以及因為海進而

有沉積岩沉積。 

玄武岩外觀為灰黑色，有發達的柱狀節理，常呈現巨大的柱狀

體，每一岩柱高約 10 公尺，寬約 1~2 公尺（照片 1,2）。柱狀節理，

是岩漿沿著裂隙噴出時，溫度逐漸降低，因冷卻收縮，形成多角形

垂直地面的節理。本區玄武岩常見氣孔，底部具有氣孔柱構造（gas 

pipe）。 

本區西南部玄武岩海蝕平臺有一同心圓構造的玄武岩，直徑約

30 公尺，呈穹狀突起，中央突出的小丘直徑約 5 公尺。當地人稱為

「蓮花座」（照片 4），在退潮時才露出，可能為一玄武岩岩漿噴發

口（曹恕中等，1999；莊文星等，2009）。 

本區沉積岩出露於兩層玄武岩間（照片 5），岩性為砂岩與頁岩

薄互層以及厚層砂岩夾薄層頁岩。岩層傾角接近水平，砂岩內具平

行層理、交錯層、波痕、波狀層理以及水道刮蝕與填充的構造，並

與下方的玄武岩形成不整合面，不整合面之上有風化的玄武岩礫

石。沉積岩頂部與上覆之玄武岩的接觸面上可見黃色的熔岩接觸

帶，係因玄武岩質熔岩溫度極高，覆蓋於沉積岩表面，產生的接觸

變質。 

桶盤嶼下層玄武岩的年代為 1,470 萬年前，上層玄武岩鉀氬定

年的年代約 1,080 萬年前（Juang and Chen, 1992），相當於中新世中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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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澎湖群島地質圖。（曹恕中等，1999） 

 



 14

 

圖 6 桶盤嶼地層剖面圖。（改繪自陳培源與張郇生，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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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重要地質景觀或資源 

1.灘岩： 

灘岩，為碳酸鈣膠結的生物堆積物及非生物碎屑組成，包括珊瑚

碎屑、貝殼碎屑、玄武岩礫石、有孔蟲殼體等，是現代的海濱堆積

物。 

2.蜂窩岩（貓公石）： 

蜂窩岩（照片 6），受到風化作用和差異侵蝕的岩石表面形成大

小不一的孔洞，似蜂窩狀，當地民眾稱為「貓公石」。形成原因是受

到鑽孔生物或鹽結晶或波浪挾帶小砂礫石鑽蝕的結果。常見於西

岸、南岸至東岸的海蝕平臺上。 

3.文石： 

文石，為填充於玄武岩孔隙中的礦物，以方解石和霰石為主，

其次還有蛋白石、石英、玉髓、瑪瑙、菱鐵礦等（林朝棨，1957；

呂學俊，1963；臺灣省礦物局，1978）。由於含有不同的微量元素以

致形成各種不同顏色的文石。文石的顏色有黑色、黃色、青色、白

色或數種顏色混合等，切面上常具有同心圓狀的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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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現地照片 

 

照片 1 桶盤嶼玄武岩。具有垂直柱狀節理，構成整齊高聳壯觀的玄

武岩柱群，柱高約 10 公尺，寬達 2 公尺。柱狀節理是熔岩

依垂直等溫線（約平行地表面）方向冷卻收縮所形成的節

理。（林啟文攝） 

 

照片 2 桶盤嶼的岩層層序，底部由玄武岩構成（海蝕平臺處），上

覆以砂岩與頁岩薄互層為主所構成的沉積岩，上部則為具有

發達柱狀節理的玄武岩。（周稟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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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桶盤嶼玄武岩頂部因風化作用沿著節理進行，形成球狀或圓

柱體的外觀。（周稟珊攝） 

 

 

照片 4 蓮花座。出露於桶盤嶼西南方的海蝕平臺上，具有同心圓狀

構造，中心為不規則凸起，可能為火山口。（周稟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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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 澎湖層的沉積岩。位於柱狀節理玄武岩之下，岩性以砂岩與

頁岩薄互層為主，並具有波狀紋理的沉積構造。（周稟珊攝） 

 

照片 6 蜂窩岩。當地民眾又稱貓公石，外觀呈多孔狀，與鑽孔生物、

鹽結晶作用或小礫石鑽蝕有關。（林啟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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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桶盤嶼玄武岩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照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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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七美嶼凝灰角礫岩 

一、劃定依據 

（一）法規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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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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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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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及廢止辦法第 3 條：「地質遺跡指在地球演

化過程中，各種地質作用之產物。地質遺跡分布區域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劃定者為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一、有特

殊地質意義。二、有教學或科學研究價值。三、有觀賞價值。四、

有獨特性或稀有性。」 

（二）條件依據 

1. 本區出露澎湖群島最具規模的凝灰角礫岩（tuff breccia），是澎

湖層重要的岩石種類，其具有層理構造，含有海相化石碎屑，

可能為再積性凝灰角礫岩，符合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及廢止辦

法第 3 條第 2 項第 4 款規定，有獨特性或稀有性。 

2. 本區內常見正斷層、崩移構造、向斜和背斜或岩脈構造，指示

構造作用對岩層的影響。符合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及廢止辦法

第 3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有教學或科學研究價值。 

二、劃定目的 

七美嶼的凝灰角礫岩在澎湖地區最具規模及獨特性，後續發育

地質構造，具有科學研究的價值。因其具有不可再生的特性，為避

免破壞這些特殊的地質遺跡，以及保存地質遺跡的完整性，依據「地

質法」第 5 條第 1 項劃定地質敏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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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七美嶼凝灰角礫岩為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可收保護之功效

係因地質法第 6 條第 1 項：「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地質敏感區相

關資料，納入土地利用計畫、土地開發審查、災害防治、環境保育

及資源開發之參據。」以及地質法第 8 條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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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以外

地區土地之開發行為，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地質調查。」因此，

土地開發行為基地有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內者，需

依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第 6 條、第 7

條與第 8 條進行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的調查與評估。區域調查為地

形、地層分布及地質構造，細部調查包括地質遺跡的外觀形態及保

存狀態、土地開發之基地使用配置與地質遺跡位置、以及地質特性，

並附圖說包括區域調查地質圖及細部調查地質圖。基地地質安全評

估內容應包括開發行為對地質遺跡完整性的影響。基地地質調查及

地質安全評估的結果依地質法第 11 條，應於相關法令規定需送審的

書圖文件中，納入調查與評估結果。 

三、範圍說明 

（一）劃定原則 

本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劃定是以七美嶼出露最具規模的凝灰角

礫岩以及具最多型態的玄武岩的海崖為範圍，分布在本島的東南部

海岸。現地調查作業的底圖為比例尺五千分之一像片基本圖。 

（二）位置圖 

七美嶼隸屬於澎湖縣七美鄉（圖 8），距馬公港西南方約 29 海

浬，對外交通依賴海運與空運。平日固定一班公營船往返馬公，單

程船行航程約 80 分鐘，中途停靠望安島；另外民營快艇亦有船班往

返七美與馬公或高雄。空運部分，七美與馬公或高雄均有航班，航

程分別為 15 分與 35 分。旅客在島內交通多以租用機車代步。全島

面積約 7.4 平方公里。 

本地質敏感區位於七美嶼東南側，由南滬港接鄉道澎 43 線和澎

44 線轉產業道路即可到達。（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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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七美嶼凝灰角礫岩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位置圖。底圖為 1997

年內政部發行比例尺五萬分之一經建二版地形圖「七美嶼」

（92192）幅縮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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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七美嶼凝灰角礫岩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位置說明 

遺跡名稱 七美嶼凝灰角礫岩 
行政區 澎湖縣七美鄉 
最近地名 牛母坪、龍埕、大獅、下巷 
地理位置 七美嶼東南部牛母坪至下巷地區的海崖與海蝕平臺，

距南滬港約 1 公里。 
到達路線 從七美南滬港出發，經鄉道澎 43 線往東行，自月鯉灣

往北，可到達下巷、大獅、龍埕與牛母坪等地。 

 

（三）範圍圖 

本地質敏感區劃定的範圍分布在七美嶼的東南部海岸，由牛母

坪小臺灣海蝕平臺以南，經龍埕、分岔仔、大獅至下巷。範圍內的

海岸線長約 3 公里，地質敏感區面積約 19.6 公頃。 

地質遺跡為地質敏感區範圍內海崖至海蝕平臺的景觀，如圖 9。

所謂地質遺跡完整性是指保持海崖至海蝕平臺的外觀與形態。 

 

（四）土地使用概況 

七美嶼西部與中部分布主要聚落，西南部南滬港是與澎湖本島

往來的重要港口，另外有數個小型漁港。西北部為七美機場；在中

央頂面較低處，闢有七美水庫，是當地用水的主要來源。 

本地質敏感區為岩石出露的地區，有環島公路延伸至此，道路

以東的區域有涼亭、步道等人工設施，其餘皆為未開發的區域。另

外，在海蝕平臺上從事遊憩活動或觀察岩石時，應注意漲退潮的時

間，以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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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七美嶼凝灰角礫岩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範圍圖。底圖為 2006

年內政部測繪比例尺五千分之一像片基本圖「七美嶼」

（92192017）、「古合」（92192018）、「西南」（92192027）等圖

縮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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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質環境 

（一）地形 

    七美嶼位於澎湖群島最南方，面積約 7.4 平方公里，為第五大

島。七美嶼為玄武岩構成的方山地形，南北與東西寬各約 4 公里，

地勢由東南向西北及西南傾降，東南部海拔 50-65 公尺，西北部海

拔 10-25 公尺，西南部約海拔 10-20 公尺。河流在島中央發育而向

西北與西南匯入大海，呈現切割 V 型河谷地形。島東北部的溪流上

游闢有七美水庫。 

島東岸為岩岸，海蝕地形相當發達，波浪侵蝕海岸邊坡下方，

形成海崖以及海崖後退後形成海蝕平臺；部分海崖下方的缺口擴大

成洞穴，稱為海蝕洞（Sea Cave）；海蝕洞擴大中空，則為海蝕門（Sea 

Arch）；當海蝕門的頂部崩落，使全部岩塊和陸地上的海崖分離，孤

立在海中，稱為海蝕柱（Stack）。波浪也會沿著脆弱易崩或節理發

達處，侵蝕縫隙，擴大後成為海蝕溝（Sea Groove）。本區海崖常見

具柱狀節理玄武岩、凝灰角礫岩與岩脈等。沙灘分布於月鯉灣，由

貝殼或珊瑚礁碎屑所構成。北部海岸線平直，海崖出露高差約 30 公

尺的高聳玄武岩；南部海岸也是玄武岩構成的陡峭海崖；西部海岸

地形平坦，僅有小規模的海蝕平臺。 

    本地質敏感區位在七美嶼東南海岸的牛母坪至下巷地區，具有

規模大、形態多樣、以及豐富的火山地質露頭與海蝕地形，由北而

南重要露頭包括：牛母坪類向斜構造與侵入岩脈（照片 1）、牛母坪

的小臺灣（照片 2）、分岔仔海蝕柱（照片 3）、龍埕海崖凝灰角礫岩

（照片 4、5、6），龍埕海蝕平臺上傾沒的向斜與背斜（照片 7）、龍

埕壺穴（照片 8）、大獅玄武岩（照片 9）與下巷玄武岩（照片 10）。 

（二）地層 

七美嶼由玄武岩、凝灰角礫岩與沉積岩構成，地層屬澎湖層（圖

5）。島的東岸主要出露凝灰角礫岩（照片 4、5），為澎湖群島內最

具規模者。本區除凝灰角礫岩外，含部分凝灰岩（tuff）與火山礫凝

灰岩（lapilli tuff），上部夾有厚層砂岩與泥岩。凝灰角礫岩具層理構

造，單層內的粒徑以數公釐至數公分為主，淘選度差，部分含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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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屑，可能經過搬運作用堆積而成。出露厚度約 30 公尺，側向延伸

數百公尺，兩端為玄武岩截切，呈高角度接觸。 

本區玄武岩屬於鹼性玄武岩（陳培源與張郇生，1995），在野外

可見一層至二層，但是出露不連續，在北部海岸厚度超過 30 公尺，

並有發育良好的柱狀節理。 

本島各處皆有出露沉積岩，為厚層砂岩、厚層泥岩與砂頁岩互

層，以東南海岸出露較厚，膠結度差，含貝類及有孔蟲化石，局部

有交錯層理，沉積環境可能為淺海。在七美燈塔附近出露殼灰岩，

由有孔蟲鈣質殼體與石英砂膠結而成的石灰岩，其多孔隙的特性受

到雨水溶蝕後，產生許多管狀孔；石灰岩層位為最上部，不整合覆

在澎湖層玄武岩之上，是後期海濱堆積物。 

七美嶼的沉積岩中所含的有孔蟲化石屬於 N14 帶，超微化石屬

於 NN8 帶（謝凱旋，1995），沉積年代約在 1,080 萬至 1,040 萬年前。

玄武岩的年代為1,010萬至990萬年前（李寄嵎，1994；Juang and Chen, 

1998），屬於中新世中期。 

（三）地質構造與侵入岩體 

牛母坪地區可以觀察到低角度傾斜的厚層凝灰角礫岩與兩端的

玄武岩呈現高角度接觸；在本地質敏感區的最北側海崖，上方的玄

武岩和下伏凝灰岩構成類向斜構造（照片 1）。 

龍埕地區可以觀察上層凝灰角礫岩向下滑落（照片 4），可能是

沉積當時或稍後發生重力滑移（gravity slide）所造成（陳培源與張

郇生，1995）。龍埕海蝕平臺出露向斜和背斜構造（照片 7），亦可

能是岩層滑落時造成的褶皺構造（陳培源與張郇生，1995）。 

    本區玄武岩具有各種不同形態的柱狀節理，大獅和下巷海岸的

節理為傾斜與放射狀（照片 9、10），此等形態與熔岩溢流時的位置

與等溫線的變化有關（莊文星等，2007）。 

本區玄武岩質岩脈常侵入凝灰角礫岩或沉積岩，顯示是較晚期

形成的構造（照片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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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現地照片 

 

照片 1 牛母坪北方的類向斜構造。向斜的上方為玄武岩，下方為凝

灰角礫岩，中央的岩脈可能是上層熔岩的岩漿管道。（李柏

村攝） 

 

照片 2 出露於牛母坪海蝕平臺的凝灰角礫岩。為一具臺灣形狀的海

蝕平臺，當地人稱「小臺灣」，下方則有三條略成平行的岩

脈（深色部分）。（李柏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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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分岔仔海蝕柱。玄武岩具有明顯的柱狀節理，高度約 35 公

尺。（李柏村攝） 

 

照片 4 龍埕海崖的凝灰角礫岩。岩層層理明顯。上下層的凝灰角礫

岩類似不整合接觸，也有可能是上層岩層向下滑移的結果。

露頭高度約 30 公尺。（周稟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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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 龍埕出露的凝灰角礫岩。淘選度差，粒度由細粒至小礫，因

礫石呈次稜角狀，且部分含有化石碎屑，可能為再積性。（周

稟珊攝） 

 

照片 6 龍埕地區的凝灰角礫岩與玄武岩呈高角度的接觸，凝灰角礫

岩內有深色的玄武岩岩脈侵入，上方覆蓋玄武岩，推測玄武

岩是之後形成的。（李柏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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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 龍埕海蝕平臺出露的褶皺。褶皺軸傾沒角度很小，可能是岩

層崩移時產生的褶皺，照片下方有一略呈垂直的岩脈構造侵

入凝灰角礫岩。（周稟珊攝） 
 

 

照片 8 龍埕海蝕平臺的海成壺穴。海蝕平臺有許多斷層與節理相互

呈接近垂直關係，壺穴沿著這些弱面發育。（李柏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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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9 大獅海岸的玄武岩具有放射狀或傾斜狀的柱狀節理，長期受

波浪侵蝕形成似蹲臥的雄獅。（周稟珊攝） 
 

 

照片 10 下巷的玄武岩具有放射狀的柱狀節理。（周稟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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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七美嶼凝灰角礫岩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照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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