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境地質圖圖校稿及編修

中央地質調查所於91年至99年間針對都會區周緣坡地及高山聚落地區建置環境地質資料庫，陸續完成共計157幅1/25,000圖幅範圍，每個
圖幅產製岩性組合圖、岩體強度分級圖、環境地質基本圖及地質災害潛勢圖等四張圖。但環境地質資料庫完成已久，這些年來，臺灣經歷多場風
災豪雨侵襲，大大小小的新生崩塌致使地貌改變甚多，為了掌握全臺灣之崩塌概況，需針對山崩相關部分進行更新。

本計畫延續都會區周緣坡地及高山聚落地區之資料，除補齊中部高山區45圖幅範圍之山崩目錄、順向坡、老山崩以及山崩災害潛勢資料，
亦納進全臺202圖幅範圍邊緣之坡地製圖，產製山崩分布圖、順向坡與老山崩分布圖、與山崩災害潛勢圖。最後，則進行圖冊出版之相關編輯與
校稿，並撰寫圖集說明書，輔助使用者了解圖資組成及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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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增補圖幅(右)之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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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補圖幅範圍 二、增補圖幅範圍之岩體強
度分級填圖(山崩災害潛勢圖)

三、修改增補圖幅圖出圖比例尺

四、版面勘誤-地名文字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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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兩萬五千分之一圖框更新

六、臺灣坡地環境地質圖
山崩分布圖 順向坡與老山崩分布圖 山崩災害潛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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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 

一、摘要 

為避免邊坡災害無預警發生，除須掌握坡地的環境地質狀況及
潛在山崩活動特性，亦須配合適當的活動性觀測技術。由於近
期國、內外相關調查及活動性觀測等技術發展蓬勃，本計畫接
續相關技術的資料蒐集及研發應用，以持續提昇整體防災應變
能量。本計畫為四年期計畫，執行期間為108~111年，本年度
(111年)計畫為整體計畫第四年，整體計畫包括四大部分：1.潛
在山崩地區調查、活動性觀測及地質安全評估、2.多尺度遙測
技術應用於潛在山崩地區地表變形探討研究、3.地中調查觀測
與物聯網之技術研發防災應用及4.山崩活動性觀測成果智慧應
用推廣及國內外技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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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旨 

研究成果 

宋家宇、邱昶瀚 

二、計畫目標及工作內容 

三、潛在山崩地區調查及活動性觀測及地質安全評估 

111年度山崩調查觀測技術精進與應用(4/4) 

 現場勘查、活動性觀測及履歷事件簿更新 

 地質安全評估 (活動性評估) 

四、潛在山崩地區新增地中調查：定遠地區 

 進行地質鑽探及孔內試驗，並裝設測傾管，進行觀測作業 

 綜合調查及觀測成果，回饋潛在山崩機制研判 

 潛在山崩區域微地形特徵調查精進：UAS光達掃瞄及分析 

五、多尺度遙測技術應用於潛在山崩地區
地表變形探討研究 

七、山崩活動性觀測成果應用推廣與國內外技術交流 

六、地中調查觀測與物聯網之技術研發防災應用 

1.西羅岸 

2.忠治籃球場 

3.桶壁 

4.十八股 

5.達觀 

6.廬山溫泉北坡 

7.翠巒 

8.廬山聚落 

9.馬烈霸 

10.定遠 

11.壽亭 

12.霧社 

13.和雅 

14.太平山 

15.豐山 

16.安通 

17.大禹嶺 

18.檨子寮 

19.樟腦寮 

20.潮洲湖 

21.巃頭 

22.石壁 

23.樂野 

24.太和 

25.科子林 

26.瑞里 

27.竹林 

28.二集團 

29.達來 

30.泰武 

31.新佳暮 

32.下大武 

本計畫32處潛在山崩地區 

山崩調查觀測技術
精進與應用

潛在山崩地區調查及
活動性觀測及地質安全評估

多尺度遙測技術應用於
潛在山崩地區地表變形探討研究

地中調查觀測物聯網
之技術研發防災應用

山崩活動性觀測成果
智慧應用推廣及國內外技術交流

一

二

三

四

(一)潛在山崩地區現場勘查及活動性觀測
(二)地中調查(地質鑽探、孔內試驗探測、地中活動性觀測等)

(三)調查區履歷事件簿更新、彙整及研析
(四)潛在山崩地區活動性評估方法文獻蒐集及應
用初步建議

(一)潛在山崩地區差分干涉合成孔徑雷達地表變
形分析研究

(二)地表變形紀錄與分析(UAS)

(三)地表活動性GPS觀測站成果解算
(四)多尺度地表變形研究成果研析

(一)共構地中觀測技術與地表活動性整合應用研究
(二)研發應用結果比較與彙整

(一)山崩活動性觀測平台維護與精進
(二)山崩活動性觀測成果智慧應用推廣
(三)潛在大規模崩塌之調查及觀測技術手冊編修
(四)孔內伸縮計於潛在山崩變形觀測之可視化展示
模型研發

(五)國內技術交流

計畫總目標 主要工作項目

挑選9處地區進行現場勘查、活動性觀測及履歷事件簿更新： 

•手動觀測，完成16次 

•自動化觀測、系統維護，共15站 

其餘23處：持續關注，發生崩塌情事時，啟動巡勘調查 

111年以忠治籃球場產生較顯著位移及崩塌事件 

•崩塌範圍約 0.68 ha 

•結構物A：破壞 

•結構物C：往東北向位移約 12.8 m  

 

邊坡活動性評估建議 

參考Cruden and 

Varnes(1996)探討活動性

分為活動狀態(State of 

activity )、活動分布

(Distribution of activity)及

活動類型(Style of activity)

等面向，採用與活動時間

相關之「活動性狀態」，

綜合觀測結果，評估各調

查區是否持續活動。 

並由觀測案例，建議修改

Cruden and Varnes(1996) 

崩塌速度等級(Velocity 

class) ，提供潛在山崩地區

活動狀態評估參考。 

活動的 
(Active) 

停止活動的 
(Suspended) 

速度等級2b (速度非常慢，

快於2a級) ： 

•忠治籃球場 

速度等級2a (速度非常慢) ： 

•定遠地區 

速度等級1 (速度極慢) ： 

•西羅岸 

•廬山溫泉北坡 

•廬山聚落 

•壽亭 

•檨子寮 

111年潛在山崩地區 

活動性評估結果 

速度等級1 (速度極慢) ： 

•太和 

•潮洲湖 

定遠地區屬廬山層(Ls)，由地質鑽探結果顯

示坡面岩屑層厚度約3~30 m 。岩層主要為

板岩及變質砂岩與板岩薄互層，依據地表

地質調查及岩芯對比可再分為A~D四層： 

• A岩層(SSL-SS)1：灰色砂質板岩間夾灰白

色砂岩 

• B岩層(SSL/SS)：灰色砂質板岩偶夾灰白色

砂岩 

• C岩層(SSL-SS)2：灰色砂質板岩間夾灰白

色砂岩 

• D岩層(SL)：深灰色板岩 

 111年新增DY-B4孔，岩性以灰色粉砂質板

岩偶夾灰白色變質砂岩為主，大致屬B岩層 

• 深度55~60 m、80~100 m、110~150 m處岩

體破碎夾泥，具厚層剪裂帶 

• 劈理傾角約3~73度，傾向約1~348度，劈理

位態分布廣，具急折變形樣態。至孔底大致

朝西南傾斜，與坡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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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場址：忠治籃球場 

有利判釋潛在滑動塊體範圍 取得更細緻之地形地貌 

忠治籃球場頭部道路下

邊坡，略見陷落崖、地

表裂縫，惟空載光達

DEM線形不明顯，故

規劃利用UAS光達技術

進行測試研究 

UAS光達DEM顯示忠

治籃球場可觀察到大範

圍除存在主崩崖，亦可

觀察到多個小崖(次崩

崖)線型，展現更細緻

的地形模型 

此外，下邊坡蝕溝線型

亦更為明顯，有助圈繪

潛在滑動塊體 

 測傾管與不同地中活動性觀測儀器  

共構研究成果彙整與應用建議 

• 變形深度與獨立安裝測傾管略有差異 

• 位移量大致相同，功能尚屬正常 

• 建議初期掌握滑動深度後，後續再採共構安裝方式 

• 孔內伸縮計共構仍可反映邊坡活動性，有助持續觀測 

• 受觀測原理影響，孔內伸縮計初期偵測位移量小於其
他儀器，需挑選合適位置安裝及轉換為邊坡位移量，
以更準確評估邊坡活動性(已彙整至潛在大規模崩塌
之調查及觀測技術手冊，2版) 

• 與獨立安裝TDR比較顯示，本
次研究共構TDR反應較不靈敏
，但測傾管卡管後，TDR仍可
持續觀測，有助持續觀測 

• 有賴進一步研究可行性 

共構測傾管 共構孔內伸縮計 共構TDR共構測傾管 共構孔內伸縮計 共構TDR 

潛在大規模崩塌之調查及觀測技術手冊 電子檔下載 

 12/1 辦理「潛在大規模崩塌調查及觀測技術發展應用研討會」，進行推廣交流 

 潛在大規模崩塌之調查及觀測技術手冊改版：延續前期成果，進行編修更新，完成二版 

為提升鑽孔效益，本計畫將孔內伸縮計及時域反射儀

TDR與測傾管進行共構及現地觀測測試，以評估實際

運用之可行性，精進潛在山崩地區活動性觀測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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