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文山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

恆春半島地質恆春半島地質

地質概況地質概況

地史演化地史演化

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圖一圖一

圖二圖二

陳文山教授陳文山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



陳文山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

地質概況

恆春半島以恆春斷層為界分為兩個地質構造單元，（一）恆春斷層東側的中央山脈，

以晚中新世深海濁流沉積岩為主，上-更新世的墾丁傾瀉層與恆春石灰岩不整合於其之上。
（二）恆春斷層西側的恆春西台地，上-更新世淺海環境的砂頁岩與石灰岩（圖1）。

圖2. 恆春南側海域由許多小規模向西逆衝的逆
斷層構成的增積岩體，斷層之間經常形成小盆
地（Yu and Lu, 1995）

圖1. 恆春半島地質圖（陳等人, 1985）

恆春半島形成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沈積階段：中新世，屬於南中國海

北側的大陸斜坡環境；晚中新世之後，大陸斜坡被來自北側的沉積物逐漸堆積形成陸棚的

三角洲環境。（二）造山階段：上-更新世，南中國海隱沒造成隱沒帶前緣的增積岩體受

擠壓而逐漸的增高（buildup），部分沉積物堆積在增積岩體上的凹陷盆地，現今恆春外海

增積岩體上經常可以發現類似小盆地（圖2; Yu and Lu, 1995）。此時期部分來自東側增積

岩體的混同層崩積在盆地中形成傾瀉層。當增積岩體升出水面後，在周圍海域開始形成珊

瑚礁，之後珊瑚礁又被抬升形成珊瑚礁階地。

增積岩體主要受呈疊瓦狀逆斷層的作用將沉積層疊加而增長，現今恆春半島西南側海

域增積岩體的結構是由十數條向西的逆斷層所構成（Lee et al., 1992; Yu and Lu, 1995; Yu, 

2000），從地層結構來看恆春斷層應是其中最主要的斷層，其斷層錯距最大。恆春西台地

的隆起除了受到東側恆春斷層作用外，其西側應存在另一逆斷層構造，造成十萬年來恆春

西台地的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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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春半島位在台灣的最南端，東側為北呂宋海槽，南側連接恆春海脊，西南側有馬尼

拉海溝，半島屬於中國海板塊隱沒菲律賓海板塊時形成的增積岩體（accretionary prism; 
Page and Lan, 1983; Pelletier and Stephan, 1986; Huang et al., 1997; 陳, 1985）。恆春半島位
處於菲律賓海板塊、歐亞大陸板塊（南中國海板塊）交界處形成複雜的構造環境，因此諸

多地質學者都以鄰近海域的構造環境作為探討恆春半島地體架構的依據。詹（1974）首先
發現墾丁層，開啟了恆春半島的研究，主要探討半島的大地構造環境，並於八十年代引起

相當大的爭議，爭議主題乃針對墾丁層成因與時代有不同的看法（Pelletier and Stephan, 
1986; Sung and Wang, 1985; 黃等人; 1985 陳等人, 1985）。部分學者認為墾丁層屬於構造作
用的混同層（tectonic melange; Biq, 1977; Lu and Hsu, 1992; Huang et al., 1997），另一認為
沉積作用的傾瀉層（olistostrome, sedimentary melange; Page and Lan, 1983; Pelletier and 
Stephan, 1986; Huang et al., 1997; 黃等人; 1985; 陳等人, 1985; 陳, 1992）。另外，對於墾丁
層形成的時代亦有很大的差異，目前對於墾丁層時代的研究都利用超微與有孔蟲化石研究，

其中之一認為墾丁層時代屬於晚中新世（Pelletier and Stephan, 1986; Muller et al., 1984; 紀, 
1982），另一則認為屬於更新世（Huang, 1984; 黃等人; 1985; 陳, 1992）。

在不同的論點之下，對於恆春半島的演化有以下兩種不同的解釋，一、構造混同層的

看法，認為墾丁層是中新世南中國海隱沒形成於海溝的產物（Lu and Hsu, 1992）。黃等人
（Huang et al., 1997）認為墾丁層在晚中新世屬於沉積作用產生的傾瀉層，但更新世受到
增積岩體中的逆衝斷層作用而轉變為構造岩。二、沉積傾瀉層的看法，Page and Lan
（1983）與Pelletier and Stephan（1986）認為墾丁層屬於沉積作用產生的傾瀉層，是來自
東側的利吉層，並與晚中新世深海濁流岩呈犬牙交錯的關係。陳（1992）認為更墾丁層也
是由東側的利吉層向西傾瀉沉積在增積岩體之上的產物，不整合沉積在中新世-更新世地
層之上，因此其中含有上新世與更新世的沉積岩塊，之後被晚更新世恆春石灰岩覆蓋。上

述雖各有不同論點，但以下有幾個現象對於未來在思索恆春半島的演化極為重要。一、墾

丁層中所發現化石的時代大部分屬於晚中新世（Pelletier and Stephan, 1986），但少部分屬
於上新世-更新世的化石（Huang, 1984; 黃等人, 1985; 陳, 1992）。二、野外顯示墾丁層是
不整合覆蓋在晚中新統與上新統之上（黃等人, 1985; 陳, 1992），尚未見有犬牙交錯關係。
三、墾丁層晚中新統蛇綠岩碎屑質砂礫岩的岩塊也在利吉層中發現，以及墾丁層與利吉層

中基性火成岩塊的年代同為中新世，可能來自南中國海板塊的產物（Muller et al., 1984; 
Pelletier and Hu, 1985; 陳,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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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圖1. 恆春半島地質圖（陳等人,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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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圖2. 恆春南側海域由許多小規模向西逆衝的
逆斷層構成的增積岩體，斷層之間經常形成
小盆地（Yu and Lu,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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