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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業務簡報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業務簡報

中華民國106年9月30日

陳松春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資源地質組 科長

一、地質調查所簡介及業務計畫

二、臺灣東北海域礦產資源潛能調查初步成果

第十三屆地球科學相關領域新進人員及研究推動研討會

所 長
副所長
(2人)

綜合企劃室
(7人)

區域地質組
(9人)

構造與地震
地質組(12人)

資源地質組
(9人)

環境與工程
地質組(10人)

地質資料組
(1+6人)

秘書室(7人)

人事室(3人)

主計室(4人)

政風室(1人)

主任秘書
(1人)

地質圖幅編製；火山活動調查與觀測；地質遺跡
地質敏感區劃定

活動斷層調查與觀測；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劃定

成果出版及資訊系統建立；全國地質資料蒐集及
資料庫建立；地質敏感區查詢系統建置

能源、礦產、水文地質調查研究；地下水補注地
質敏感區劃定

地質業務綜合規劃管考；地質法規之修訂與執行；
地質敏感區審議公告作業

都會區及坡地環境地質及工程地質調查研究；山
崩與地滑地質敏感區劃定

一、地質調查所組織-架構

合計92人(含約聘雇人員、司機、技工及
工友)+助理50員=142人

地質人員編制：5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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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算編列

3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
理計畫

98年莫拉克
災後重建

經濟部預算
(地下水觀測網)

特別預算

(萬元)

1999年

4~6億元

三、施政目標與核心業務

1、基本地質調查

2、資源地質調查

3、災害地質調查

4、地質法執行

5、資料供應與諮詢服務

建立完善之國家地質資料，
支援國土、環境與資源安全永續利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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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地質調查-
五萬分之一地質圖幅測製

全國共78幅，至106年已出
版66幅，其餘12幅尚在調查
或審查中。

 可由地質圖上了解一個地區的地層順序及時
代、岩性特徵、地質構造（褶皺、斷層等）
、礦產分布等內容。

提供工程師或專業技師在工址
調查階段了解區域地質環境，
作為規劃或施工之參考。

5

大屯山地區-火山活動觀測

建置北部地區火山活動觀測站（包括微震、溫泉水質、
火山氣體、地溫及地表變形），收集北部火山活動徵兆
背景資料，評估火山近期活動性。

大屯火山地區微震主要發
生於七星山及大油坑下方
，每年微震數量穩定。

溫泉水質、火山氣體及地
溫等觀測結果顯示，大屯
火山地區之活動處於相對
穩定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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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年

震測線分布

海底仿擬反射(賦存指標)分布

好景區及鑽探規劃井位分布

2-1.資源地質調查-海域新興能源資源潛能調查

1、臺灣西南海域調查(93-104年)，
普查面積約40,000平方公里，精
查面積約約75至150平方公里。

2、西南-南部海域圈繪13個主要探勘
好景區，規劃25站鑽探井位，初
估11個好景區的天然氣水資源量
約1兆5,781億立方公尺，如以可
採率30％估算，天然氣資源量約
4,734億立方公尺約可供應國內使
用32年左右(天然氣年平均使用量
約148億立方公尺來估算)

3、天然氣水合物資源潛能調查已於104年底結束自動退場，所有成果移送
科技部做為天然氣水合物主軸計畫推動鑽探調查規劃與驗證的參據。

 天然氣水合物資源潛能調查

7

 臺灣東北海域礦產資源潛能調
查(105-108年)

1、目標：瞭解東北海域調查區之多
金屬(金、銀、銅、鉛、鋅、稀
土元素)礦產賦存類型及資源潛
能。

2、105年度在第四與那國海丘地區
發現有活躍的熱泉活動及鉛、
鋅、銅、銻、銀等多金屬礦化
現象。

4、106年度在海床發現礦物隆堆、
煙囪石柱及熱液噴泉活動的現
象，並採獲少量礦石礦物。

2-2.資源地質調查-海域新興能源資源潛能調查

日本主
張臺日
中線

第四與那國海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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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位置圖

2-3.資源地質調查-水文地質與地下水資源調查評估

分年分區完成臺灣主要地下水
補注區範圍調查，作為水資源經
營管理之參考。
評估西部平原主要地下水補注
區之補注量及抽水量(右圖)。
提升水文地質調查探勘與利用
技術，發展劃設地下水補注地質
敏感區調查方法與程序。
建置臺灣水文地質資料庫，以
利地下水資源保育管理與永續利
用規劃。

9

2-3.資源地質調查-山區地下水資源調查評估

 分年分區完成全臺山區地下水資源調查與評估
山區地下水資源開發潛能。

 釐定臺灣山區水文地質架構、完成地下水資源
蘊藏量及平原區地下水補注之關連性分析等工
作，作為區域地下水資源永續經營及保育之基
礎。

 提升山區地下水探勘與利用技術，以發展適於
臺灣山區地下水資源調查方法與程序。

 建置臺灣山區水文地質資料庫，以利地下水資
源保育管理與永續利用規劃。

 中段山區完成名竹盆地及埔里盆地地下水資源
調查評估，成果提供水利署辦理開發潛能評估。

 南段山區完成來義溪、隘寮溪與八掌溪等多處
集水廊道供水潛能的調查評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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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災害地質調查-活動斷層圖資建置

全國活動斷層分布圖（比例尺1/500,000）

活動斷層條帶地質圖（比例尺1/25,000）

重要地震事件地質調查

劃定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維運活動斷層資訊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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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災害地質調查-0206美濃地震事件地質調查

 105年2月6日美濃地震
發生後，於2個月內即
完成初步調查報告，
並公開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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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災害地質調查-活動斷層觀測

建置全臺灣活動斷
層觀測網，包括8
個GPS測區、42條
跨斷層精密水準測
線、85個GPS連續
追蹤站及2個井下
應變儀觀測網 (北
部網及南部網)。

配合地質構造與數值模擬，整合分析觀測網資料，
評估斷層活動潛勢，繪製斷層活動機率圖。

水平速度場 垂直速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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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災害地質調查-環境地質調查

 坡地環境地質調查
♦ 建置都會區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料
庫圖集、說明書及電子檔(97年度)

♦ 建置高山聚落坡地環境地質資料庫
電子檔(100至103年度)

♦ 降雨引致山崩潛勢評估模式研發
(104-107年度)

♦ 山崩觀測技術發展應用(104-107年
度)

♦ 結合大規模崩塌地質防災資訊服務
(106-110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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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災害地質調查-環境地質調查

 研發動態雨量山崩潛勢評估、即時

展示及警戒模式。

 完成南投廬山等30處大規模潛在山

崩地區地質調查、活動性觀測及山

崩機制分析。研發多段式孔內伸縮

計、無線式地表位移計等創新現場

觀測技術。

研發多段式孔內伸縮計等應用技
術，提昇山崩活動性觀測效能。

15

B2(100m)(測傾管、地中變位儀)

B2測傾管(101/9-103/3)

B2地中變位儀
(SAA)(103/7~ )

自101年起，歷經颱風豪雨，
每年緩緩移動1-2cm

104年8月蘇迪勒颱風期
間，位移約3mm

單位：mm

具備潛在崩塌的地形

蘇迪勒颱風造成表層土石崩塌

蘇
迪
勒
颱
風
前

蘇
迪
勒
颱
風
後

本所自動化觀測設備

南勢溪左岸西羅岸潛在大規模崩塌概況南勢溪左岸西羅岸潛在大規模崩塌概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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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保局
-以土石流潛勢溪流查詢

公路總局
-以道路查詢

中央及地方政府
-以管轄行政區查詢

一般民眾
-以住址及居家周邊查詢

例：台20線南橫公路例：投縣DF067 例：南投縣信義鄉豐丘村 例：台北市內湖區成功路

動態山崩潛勢資訊掌握
較不足 結合動態模式與即時雨量資料 建置即時
運算之系統降雨引發山崩預警資訊系統

17

3-5.災害地質調查-土壤液化潛勢調查與公開

 已公開臺北市、新北市、宜蘭縣、新竹縣
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臺中市、
彰化縣、嘉義縣市、雲林縣等13縣市土壤
液化潛勢圖資

 建立全國土壤液化潛勢查詢系統，提供民
眾版及專業版土壤液化潛勢諮詢服務，自
105年3月14日上線起至106年7月31日止，
民眾使用查詢系統次數，計逾640萬次。

 協助內政部營建署推動之安家固園計畫，
支援土壤液化調查成果、訂定規範及教育
宣導等相關事項。

 持續調查尚未公開區域土壤液化潛勢並精
進土壤液化潛勢評估模式。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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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災害地質調查-大規模崩塌判釋調查

♦ 運用空載光達技術完成建置全國數值地形
及地質敏感特性分析。

♦ 完成全臺4,000平方公里潛在大規模崩塌判
釋，共判釋出1,047個；相關報告已提報行
政院及防災相關單位參考。

♦ 106年起執行「結合大規模崩塌地質防災資
訊服務」計畫，擴大判釋範圍並精進調查
成果，並規劃建置雲端服務平台。

達來聚落
19

4.地質法執行-已完成54項地質敏感區公告
批次 年度 活動斷層 山崩與地滑 地下水補注 地質遺跡

一 103 車籠埔斷層5 南投縣-016 濁水溪沖積扇4
基隆河壺穴（大華壺穴1、暖暖壺穴

2）、瀑布（十分瀑布3 ）

二 103
旗山斷層14、
池上斷層13

臺中市12、南投縣-0218、
嘉義縣市15、臺南市19、
高雄市16

屏東平原11、
宜蘭平原17 

新北市（鼻頭角海蝕地形7、萊萊火成
岩脈8 ）、澎湖縣（桶盤嶼玄武岩9、
七美嶼凝灰角礫岩10 ）

三 104

新城斷層25、
大尖山斷層34、
新化斷層33、
鹿野斷層36

臺北市22、新北市23、屏
東縣30、臺東縣31

臺北盆地32
宜蘭縣（龜山島火山碎屑堆積層

21）、苗栗縣（過港貝化石層20）

四 104

新竹斷層26、
三義斷層37、
左鎮斷層、
米崙斷層

基隆市24、桃園市38、新
竹縣39、苗栗縣40

臺中盆地35

嘉義縣（瑞里蝙蝠洞及燕子崖27）、
高雄市（高中枕狀熔岩28）、屏東縣
（琉球嶼西南沿岸海蝕地形及崩崖

29）

五 105

大甲斷層、
九芎坑斷層、
瑞穗斷層、
奇美斷層

彰化縣41、雲林縣42、宜
蘭縣43、花蓮縣44

嘉南平原

南投縣(武界褶皺構造與曲流峽谷45)、
花蓮縣(秀姑巒溪八里灣層沉積岩及曲
流46 )、臺東縣(小野柳濁流岩47、利吉
混同層及其蛇綠岩系外來岩塊48)

附註：藍色字代表已公告，綠色字代表暫緩劃設。另地質遺跡欄下之基隆河壺穴、新北市、
澎湖縣、臺東縣各有2項地質敏感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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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質法執行-推動地質法相關成果

計完成地質遺跡、地下水補注、活動斷層、山崩與地
滑共54項地質敏感區公告

完成地質法相關配套措施

♦ 地質法之「土地開發行為」解釋令，部分簡易或小規模土
地開發行為得免進行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 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手冊。

♦ 提供地質敏感區查詢系統與地質敏感區免付費諮詢專線 。

 辦理「地質敏感區實務宣導座談會及需求訪談」，100
年至106年共計88場次。

 完成立法院附帶決議重大建設及公共設施再清查。

 每年辦理2梯次公務人員地質敏感區研習班。

21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所全球資訊網 (www.moeacgs.gov.tw)
♦ 地質法專區／地質敏感區查詢系統、地質資料蒐集填報系統
♦ 全國土壤液化潛勢查詢系統
（民眾版及專業版自105/3/14日上線起至106/7/31日止，民眾使用查詢系統次數

計逾640萬次）

♦ 地質資料整合查詢系統
♦ 臺灣地質知識服務網
♦ 工程地質探勘資料庫
♦ 集水區地形地質資料庫
♦ 臺灣活動斷層資料庫
♦ 水文地質鑽探資料庫
♦ 天然氣水合物資料
♦ 地質圖書館
♦ 地質出版品
♦ 行政公開資訊(政策宣導)

5.資料供應與諮詢服務-地質資料公開

 配合行政院「政府資料開放進階行動方案」，
共公開116項資料集，評列29管考單位第3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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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組織改造
環境資源部

水土保持及地質礦產署 (水保局、地調所、礦務局合併)

地調所將分列在「水土保持及地質與礦產署」下2個組。

預計2018年底掛牌???

23

(

礦
務
局)

(

水
土
保
持
局)

(

地
質
調
查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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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東北海域礦產資源潛能調查初步成果

海底「黑煙囪」—金屬世界的「噴泉」
(溫度約 400℃, 東太平洋隆起)

塊狀硫化礦(臺灣東北海域)

Seafloor Massive Sulf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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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海底塊狀硫化礦床(seafloor massive sulfide deposits, SMS)

1. 海水沿著裂隙向下滲流到海床下
方深處。

2. 地溫梯度、岩漿熱源、岩漿熱液
混入等加溫效應，形成溫度約達
400℃的熱滷水(brine)。

3. 熱滷水可溶出圍岩所含的金屬元
素，形成微酸、還原性及富含溶
解態金屬與硫的熱液。

4. 熱液因密度低而沿著裂隙向上湧
升，經海床噴發至海洋水體中，
形成煙柱狀的熱液噴泉（
hydrothermal vent）或稱為黑煙囪
(Black smoker）。

5. 熱液噴泉混入較冷的海洋水體時
，原有溶解態的金屬離子則形成
金屬礦物膠粒，開始沉降到噴泉
口周圍的海床。

• 礦物膠粒通常為金屬硫化礦物、硫鹽（磺酸鹽）礦物、硫酸
鹽礦物。
 銅、鋅、鉛、金、銀礦主要來源
 鈷、硒、鎘、銦、鉍、碲、鎵、鍺、銻、錫、錳

(Baker and Beaudoin, 2013；Galley et al., 2007)

黑煙囪

(1)

(2, 3)

(4)

(5)

26

沖繩海槽屬於弧後張裂構造盆地，具有發
達的張裂構造及廣泛的火成活動分布，理
論上，具有金、銀、銅、鉛、鋅等海底塊
狀硫化礦床蘊藏的地質條件。

第四與那國海丘
(Yonakuni Knoll IV)

熱液噴泉活動區/海底
塊狀硫化礦

(Ishibashi et al., 2015)

(Stern and Dickinson, 2010)

弧後海盆

火山島弧

菲律賓海板塊

沖繩海槽
(弧後海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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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年擇區調查(105-108年) 一、地球物理調查
1.反射震測
2.海底地熱流量測
3.底拖聲納(側掃聲納及
海床底質剖面)探測
4.多音束水深測深
5.磁力探測
6.海底地震儀

二、地球化學調查
1.海水層柱水樣
2.岩心沉積物
3.岩心沉積物間隙水
4.礦化岩樣

三、地質特性研究
• 地物及地化資料綜整
解釋分析

四、海床影像觀測
五、成果資料庫建置

日本主張
台日中線
(綠線)

重疊經濟海域

M
C

S
11

46
-2

4

~海槽擴張中心

 沖繩海槽活躍的
火成活動

 明顯的海槽擴張
中心。

 中心火成岩
體侵入

 兩側正斷層
構造 FN1、
F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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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沖繩海槽張裂中心

FS1
FN1

噴氣柱高度約896 m

30

微量元素分析
岩心沉積物 (5站)

P1 P1 P1

P1

P1

P1
鎘

銅

鉛砷
銀

鋅

海水層柱水樣(6站)

銀

錳

砷

P1

P1

P1

A1

A1

A1

(蘇志杰，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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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亮亮金屬礦

31

硫砷銅礦(Eng)

32

礦物學與岩象學研究 閃鋅-纖鋅礦、方鉛礦、黃銅礦

鋅-鉛-銅硫化礦石之礦化分帶(由內而外)
 鋅-鉛-銅硫化物富集帶(含銀)：閃鋅-纖鋅礦、方鉛礦、黃銅礦、磁黃鐵礦+磺酸鹽礦物
 鋅-鉛-砷硫化物富集帶(含銀)：閃鋅-纖鋅礦、方鉛礦、黃銅礦、雄黃+磺酸鹽礦物
 砷-銻硫化物富集帶(含銀)：雌黃、雄黃、輝銻礦+硫砷銻鉛礦等磺酸鹽礦物
 蛋白石-水合鐵氧化物富集帶：蛋白石、含砷銻鉛水合鐵氧化物、氯磷鉛礦、重晶石

(江威德，2016)

樹枝狀組織
(dendritic)

內

外

（a）A1-D-01塊狀硫化金屬標本以雄黃（Rlg）及蛋白石（Opl）為主之帶狀區域；（b
）以輝銻礦（Stbn）及蛋白石為主之帶狀區域；（c）磁黃鐵礦／菱硫鐵礦轉變成硫酸
鐵板狀假晶，外覆薄層白鐵礦（Mrc），黃與閃鋅礦（Sp）共生；（d）閃鋅礦－黃銅
礦（Ccp）－方鉛礦（Gn）交錯生長組織；（e）磁黃鐵礦／菱硫鐵礦轉變成硫酸鐵板
狀之假晶，外緣蔓生較粗粒白鐵礦晶體；（f）e正交偏光，顯示白鐵礦異向性及閃鋅
礦均向性反射光學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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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床影像觀測

測線總長約43 km

ATIS V-Corer

底拖影像觀測儀器系統(中山大學)

P1 A1

A1與P1站地區：熱泉及隆堆分布

(王兆璋，2016)

34

A1測站(第四與那國海丘)

黑煙囪

煙囪石柱

潛鎧蝦(白色)

礦物隆堆

礦物隆堆

礦物隆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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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煙囪_A1-VCorer-47_20160617_23_clip_20170417_155721.mkv_000036504

 黑煙囪1

現生白色潛鎧蝦
(密集群落)

Vcorer_4735

A1測站(第四與那國海丘)
黑煙囪

36

A1測站(第四與那國海丘)

黑煙囪

煙囪石柱

煙囪石柱

蚌類(咖啡色)
潛鎧蝦(白色)

礦物隆堆

礦物隆堆

礦物隆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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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煙囪_A1-VCorer-50_20160619_18_20170419_102556.mkv_000001155

 黑煙囪2

Vcorer_50

現生蚌類(咖啡色)+
潛鎧蝦(白色)

(密集群落)

37

A1測站(第四與那國海丘)

黑煙囪

38

P1測站(第四與那國海丘西側)
礦物隆堆

礦物隆堆

礦物隆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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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泉_P1-VCorer-48_20160618_09_-處理後
_clip_20170418_105214.mkv_000006755

P1測站(第四與那國海丘西側)

 熱泉(灰)1

Vcorer_48_venting_139

熱液噴口

40

區域性：2-91 mW/m2

HT14: 265 mW/m2

第四與那國海丘(HT02): 3,325 mW/m2

地熱流調查

(喬凌雲，2016)

HT14 投影

隱伏火山
(在海床下150公尺處的溫度可超過350℃)

HT14

HT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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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P1

M
C

S
11

46
-2

4

A1
MCS1146-6

A1

火山區

A1位於火山中凹地。

P1位於正斷層。

42

沖繩海槽有金屬礦產成礦潛能
臺灣東北海域南沖繩海槽區，常有許多

噴泉活動伴隨分布在張裂構造與火成活
動分布區，其海底塊狀硫化礦蘊藏潛能
高。

第四與那國海丘地區（A1測站）伴隨熱
液活動形成的煙囪石柱與礦物隆堆分布
至少有400 m長，熱液活動歷史較久。

西側的P1測站也有礦物隆堆及熱泉活動
的分布，惟規模較小，可能處於熱液活
動發展初期階段。

第四與那國海丘地區（A1測站）

P1測站地區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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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自由時報

(熊衎昕及吳泓昱，2017)

日本養礦

困難與風險

日本海岸巡防艦1,700噸

我國海巡署巡防艇100噸

我國4,000噸級軍艦在旁戒護

44

日艦警告與跟監



Page 23

簡報結束
謝謝

一、地質調查所組織-沿革

46

臺中市

 國民政府—1916年在北京成立地質調查
局，同年10月升格為地質調查所(隸屬農
商部)。

 國民政府—1941年改隸屬經濟部，正式
定名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臺灣—1946年派畢慶昌先生至臺灣接收
原隸屬臺灣總督府礦工局之地質調查所
(1944年成立)，並改名為臺灣省地質調查
所(1946年成立)

 1977年立法院三讀通過「經濟部中央地
質調查所組織條例 (員額72~100人)，並
於1978年11月20日掛牌成立，掌理全國
地質調查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