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 似 生 物 多 樣 性 的 概 念 ， 地 景 多 樣 性 是 用 來 描 述 自 然 界 中

非生物環境的變異情形。草嶺地質公園的面積雖然只有30.3736 

平 方 公 里 ， 但 卻 有 許 多 不 同 類 型 的 地 景 資 源 ， 相 較 於 臺 灣 其

他 地 區 而 言 ， 地 景 多 樣 性 可 說 非 常 的 高 ， 因 此 長 期 以 來 即 為 臺

灣 地 區 著 名 的 風 景 區 之 一 。 草 嶺 地 質 公 園 內 除 了 著 名 的 「 草 嶺

山 崩 」 之 外 ， 還 有 許 多 不 同 類 型 的 地 景 資 源 ， 散 布 於 園 區 內 的

草 嶺 本 庄 、 石 壁 和 內 、 外 湖 等 地 。 由 於 草 嶺 地 區 的 雨 量 相 當 豐

沛 ， 加 上 整 體 地 形 坡 度 陡 峻 ， 因 此 草 嶺 各 河 流 的 侵 蝕 下 切 作 用

非 常 強 烈 ， 形 成 多 種 的 河 流 侵 蝕 地 景 ， 包 括 不 同 類 型 的 瀑 布 、

壺 穴 和 深 切 河 谷 等 。 加 上 構 成 草 嶺 的 部 分 岩 層 中 富 含 各 種 化

石 ， 因 此 在 各 山 崩 處 或 河 床 裸 露 處 ， 可 見 到 各 種 的 化 石 地 景 ，

其 中 以 「 樟 湖 貝 類 化 石 密 集 層 」 最 負 盛 名 ， 同 時 還 有 一 些 特 殊

的小地景，包括青蛙石、鐘乳石和多孔狀岩等。

本 局 在 去 年 出 版 「 草 嶺 地 質 公 園 的 發 展 歷 程 」 乙 書 ， 今 年

接 續 出 版 「 地 景 多 樣 性 」 ， 以 期 有 系 統 的 出 版 「 草 嶺 地 質 公 園

解 說 叢 書 」 。 書 中 介 紹 草 嶺 地 質 公 園 內 不 同 類 型 的 地 景 資 源 ，

並 分 別 說 明 各 地 景 資 源 的 成 因 及 特 性 ， 這 些 都 是 草 嶺 地 質 公 園

未 來 朝 向 四 大 核 心 價 值 永 續 發 展 的 基 礎 ， 包 括 地 景 保 育 、 環 境

教育、冊區發展和地景旅遊，並為後續地景經營管理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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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類似生物多樣性的概念，地景多樣性首次出現在1993

年發表的文獻中，用來描述自然界中非生物環境的變異情

形，以喚醒大眾瞭解地景保育在自然保育中的重要性。由

於自然界中的地景不但有廣泛的變異性且極具價值，同時

也受到各種不同活動類型的威脅，迫切需要加以保育。因

此，地景多樣性很快地為地球科學家所接受，並廣泛使用

於地景保育之中，同時這也是地景保育的基礎。

地景多樣性的英文原義為地質和地形的多樣性，主要

指自然界中的地質(岩石、礦物、化石等)、地形和其作

用，以及土壤等的不同特徵，這與我們在詮釋地球科學背

後所隱含的科學意義和環境變遷有關。隨著觀念、理論或

環境時空尺度的改變，在詮釋地景的內容與價值也會發生

改變。加上地球科學與生命科學在本質和理論上有所不

同，因此地景多樣性並無明確的量化指標與計算方法。因

為，地景多樣性的價值還包含其所代表的科學意義與地球

歷史，無法僅取決於地景的種類和數量的多寡。

受到地質構造、岩層特性和地形的影響，草嶺地質公園在歷

史記載中曾發生數次的大山崩事件，並形成堰塞湖景觀，此「草

嶺山崩」地景成為草嶺地區最具特色的地景資源。除了國際聞名

的草嶺山崩及其所伴生的堰塞湖之外，尚有許多地景資源分布於

園區內的草嶺本庄、石壁和內、外湖等地區(圖1)，其中以河流

侵蝕的地景最富變化，主要因草嶺地區具有豐沛的雨量，加上整

體地形坡度陡峻，因此園區內各溪流的侵蝕下切作用非常強烈，

形成多樣化的河流侵蝕地景，包括不同成因的瀑布、壺穴和深切

河谷等。由於部分岩層中富含貝類化石，在各山崩處或河床裸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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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可見到各種的化石地景，其中以「樟湖貝類化石密集層」的

化石地景最負盛名，同時還有一些特殊的小地景。由於草嶺地質

公園的地景多樣性非常高，因此，長期以來即為臺灣地區著名的

風景區之一。雲林縣正式成立後，再改稱為雲林縣古坑鄉草嶺

村，並成立村辦公處，土地面積30.3736平方公里。

雖然地景多樣性無法直接量化或比較，但從地景資源的成

因、作用力和特性來區別，仍可分成不同的地景類型或種類，可

提供經營管理時的重要參考資訊。以下即就不同的地景類型分別

介紹草嶺地質公園內的地景多樣性及其特性。

圖1　草嶺地質公園地景資源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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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多樣性

二、山崩地景

由風化侵蝕作用所造成的岩屑、岩塊或鬆散的岩

層，經常沿著山坡或山崖向下移動或崩落，即所謂廣義

的「山崩」。山崩是臺灣最常發生的地質災害，有各種

不同的類型，其中最為大家所熟知的即為土石流，而這

只是山崩一種特殊類型。幾乎每逢颱風、地震、豪雨過

後，臺灣的山區都會發生不同類型的山崩現象，甚至導

致災害的發生。

發生山崩的最基本原因是受到重力作用的影響，使

得物質沿著山坡發生位移。造成山崩的直接原因主要有

地震、河流在山坡基部的切蝕、颱風豪雨、人工開挖、

地下水面上昇等；間接原因則有地形坡度、岩性及地質

構造等。

山崩往往因造成災害，對於水土保持工作者，或一

般民眾而言，通常是令人感到頭痛和可怕的事件，但是

山崩也是一項重要的地景資源，可稱為「災害地景」。

對於地質學者而言，由於山崩使得岩層裸露，從裸露的

岩層露頭，可以觀察到許多地質構造現象，有助於瞭解

當地的地質狀況。反而在植被茂密地區，因岩層露頭有

限，無法觀察到地質的真象，不利於地質調查工作之進

行。另外，更有因山崩災害而發展成重要遊憩區的例

子，其中草嶺山崩即為一典型的例子，具有研究、教育

和觀光遊憩的價值。因此山崩事件的發生，其利弊得失

實難做一論斷。

草嶺地質公園內的山崩地景主要有兩處(圖2)，草

嶺山崩和峭壁雄風，也是遊客到草嶺必定造訪之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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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草嶺山崩

草嶺山崩是臺灣地區所發生規模較大的山崩之一，位

於阿里山稜線西延草嶺支稜線，清水溪北側，出露的岩層

為晚中新世至上新世之桂竹林層、錦水頁岩及卓蘭層。草

嶺山崩發生歷史有資料可查者一百餘年，崩塌面積達4平方

公里以上，地形上為一順向坡，傾角約為12度。

從文獻的記載中得知，自18 6 2年以來草嶺地區即受

到地震、颱風或豪雨的影響，曾發生多次大規模的山崩事

圖2　草嶺地質公園的山崩地景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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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多樣性

件，並形成堰塞湖景觀（表1），也曾造成嚴重的災害

損失。雖然山崩事件對於草嶺地區造成重大的災害，

但同時也為草嶺地區創造出最特殊的地景資源—草嶺

山崩和堰塞湖景觀，這也是多數遊客慕名而來草嶺的

主因。 

發生在1999年9月21日凌晨時分的集集大地震，

使得穩定多年的草嶺舊崩塌地再度發生大規模的山崩

(照片1)，約一億二千萬立方公尺的土石瞬間飛越河

谷到對岸山坡再堆積於清水溪谷(照片2)，形成高約

50公尺的天然土壩，阻礙清水溪的水流，進而形成向

上游延伸5公里長、最深處達50公尺的堰塞湖，這就

是當時聞名全台的「新草嶺潭」。由於上游地區陸續

發生嚴重的土石流，因此新草嶺潭逐漸為大量砂石所

淤積而縮小面積，在200 4年7月2日天然土壩發生潰

堤，湖水為砂石所淤滿而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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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　在921地震時草嶺山崩造成重大災害，當時的崩塌地大都為裸
　　　  露的岩石。

照片2 　草嶺山崩大量的崩積物堆積於下方清水溪的河道上形成高約  
　　　    50公尺的天然土壩。

6



地景多樣性

草嶺山崩之所以重覆發生，主要與當地的自然環境條

件有關，包括地形因素（順向坡）、岩性因素（砂、頁

岩及其互層所構成）、地質構造（節理發達，加速水分入

滲）、清水溪侵蝕河床坡腳（導致上方岩體失去支撐）、

豐沛的降雨（加速侵蝕作用，減低岩層的剪力強度）和位

於嘉南地震帶上等因素。 

目前在草嶺山崩的順向斜坡上可見到二段明顯的崩崖

(照片3)，上段崩崖標高約950公尺，崖高50公尺以上，東

西方向延長約1600公尺；下段崩崖標高約700公尺，崖高亦

約50公尺，延長約1500公尺，在觀景台上只能見到上段的

崩崖(照片4)，這斷崖景觀類似921地震前「草嶺十景」中

的「斷崖春秋」。

照片3　從草嶺山崩下方往上望可見山崩處有兩條約略平行的斷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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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921地震引發大山崩以後，草嶺山崩區域處於極度

不穩定的狀態。在過去這十多年來，崩塌區內持續出現不

同類型的山崩事件，包括小規模的山崩、落石和地表侵蝕

等，整個山崩地景仍不斷的在改變之中。2009年八八水災

在南部造成重大的災害，草嶺也是其中的災區之一，當時

草嶺地區也下了2000多公釐的雨量，更造成觀景台所在地

發生位移下陷的現象，而山崩區內也發生了土石流。在安

全考量下，此山崩區早已劃為「921國家地震紀念地」，禁

止居民和遊客進入，目前僅能在觀景台欣賞草嶺山崩。

照片4　從觀景台上欣賞草嶺山崩只能見到上方的斷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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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多樣性

2.峭壁雄風

峭壁雄風是一處岩層順著層面往下滑動、斷裂而

成的陡峭岩壁，長約140 m、寬約70 m，呈45度傾斜

(照片5)。此岩璧早期為當地居民的曬筍坡，十幾年前

也曾是青年自強活動熱門的山訓場。由於坡度極陡，

因此是一處鍛練腿力的極佳場所，提供遊客另一種不

同的遊憩體驗。

照片5　峭壁雄風是一處岩層順著層面往下滑動、斷裂而成的陡峭岩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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峭壁雄風曾多次淹沒於草嶺潭之下，後來又因草

嶺潭的潰堤而重現。921地震前，在清水溪河床原本

有一條環狀的步道，可將峭壁雄風與水濂洞、奇妙

洞、青蛙石、幽情谷等地景串連起來。但是因為921

地震後新草嶺潭的形成，淹沒了清水溪河床、水濂洞

與峭壁雄風下方的岩壁，也使得這條環狀步道的底

段消失在悠悠碧水之下。在921地震時形成的新草嶺

潭，曾淹沒峭壁雄風的下端，目前則因新草嶺潭的消

失而重新出露(照片6)。

照片6 峭壁雄風下方的岩壁因新草嶺潭的消失而重新出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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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多樣性

過去不同時期潭水所淹沒的不同高度，在岩壁上可

見到殘留下的痕跡。雖然目前新草嶺潭已消失，但仍有

一大部份深埋於淤積的河床中，從下方岩壁上的淤積狀

況，可想像當時新草嶺潭水位之所在(照片7)。

峭壁雄風本身除了是一特殊的山崩地景之外，同時

也是極佳的觀景點，展望良好，除可觀察到清水溪河床

的淤積變化外，更可展望鹿窟二號橋的階地景觀、清水

溪上游的山巒景色，欣賞由關刀山砂岩所構成的出合山

(922m)和科子林山(1107m)，對峙於清水溪的兩岸(照

片8)。

照片7　從峭壁雄風岩壁顏色大致可知當時新草嶺潭湖水所淹沒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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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8　在峭壁雄風中間可遠眺對峙於清水溪的兩岸的出合山和　      
　　　  科子林山所形成的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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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多樣性

三、瀑布地景

瀑布一般具有下列的地形特徵：(1)該處河床有一定的

落差且坡度極陡；(2)流水無支撐自由宣洩而下；(3)瀑布

上方有較堅硬的岩層露頭橫跨河床上，此類堅硬岩層稱為

「造瀑層」。瀑布地景在臺灣山區非常普遍，除了因雨量

豐沛、地殼隆起和地形陡峭等因素之外，岩層之間的差異

侵蝕也是形成瀑布地景的重要原因之一。

草嶺地質公園內的溪流雖然都很短，但因雨量豐沛、

地形陡峭，因此具有多樣的河流地景，當然也有許多瀑布

地景，在地形成因上也各有其特殊的意義和代表性，深具

環境教育和觀光遊憩價值，其分布位置如圖3所示。

圖3 草嶺地質公園瀑布地景分布圖

13



瀑
布
地
景

形成瀑布的原因雖然不少，但臺灣地區較常見到的主要

有下列三種類型：

1 .懸谷式瀑布：位於支流和主流會口處的瀑布。因

主流的流量大於支流，河流下切速度較快，使得主、支流

間的落差逐漸增大而形成的瀑布，著名的新北市「烏來瀑

布」、南投縣信義鄉東埔的「雲龍瀑布」等均屬於此類瀑

布。這類瀑布的支流河谷高懸於主流河谷之上，與冰川地

形中的「懸谷」地形非常像，因此借用其名稱為懸谷式瀑

布。

2.斷層瀑布：因斷層通過造成隆起，或再侵蝕而形成

的瀑布。臺灣有許多此類型的瀑布，如宜蘭縣「五峰旗瀑

布」、苗栗縣「觀霧瀑布」等。

3.帽岩瀑布：位於河道中的瀑布。主要因河床構成岩

層的抗蝕性不同，長期在差異侵蝕下所形成的瀑布，新北

市平溪區的「十分寮瀑布」、「嶺腳瀑布」等，都是此類

瀑布的代表。

就地形觀點而言，瀑布所在處為河流的「裂點」或「遷

急點」。河流從上游起源地到下游出口處，河床的高度會

逐漸降低，對應於河流水平距離所繪製出來的河流縱剖面

圖，通常會呈現一條內凹的平滑曲線，這是河床長期受到

流水向下侵蝕所造成的結果。所謂的「裂點」是指，在河

流縱剖面的平滑曲線上所出現的突出處，通常這是暫時性

的地形現象，經河流長期的侵蝕及河床岩層的崩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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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裂點會不斷地往上游後退，最後會消失，因此瀑布會

因河流侵蝕而持續往上游方向退縮。

瀑布後退的速度，則受到當地岩層特性和河流水量大

小所控制，若河床岩層較軟弱或河流水量較多時，瀑布後

退的速度相對會較快。也因此，瀑布上方的「造瀑層」大

多為堅硬岩層所構成，才得以維持瀑布長期的存在。921

地震時，大甲溪埤豐橋下面所形成的斷層瀑布，因位於抗

蝕性較弱的岩層上，在不到五年的期間內，即在河流侵蝕

下，瀑布落差逐漸降低而消失了。

瀑布下方因受到流水長期的直接沖蝕，大都有「瀑

潭」(瀑下深潭)的形成，其深度為瀑布的落差和水量多寡

所控制。在瀑布下方及瀑潭周遭，大多可見到散落滿地的

大小岩塊，這些都是瀑布和周圍岩壁所崩落下來的，屬於

地質不穩定區。在欣賞這些瀑布地景時，請隨時需注意自

身的安全，最好順著已有的步道行走，以免發生意外。

1.蓬萊瀑布

蓬萊瀑布位於竹篙水溪的中游，高度約為30m，流水沿

著峭壁懸空而下，氣勢萬千，非常壯觀(照片9)。此瀑布以

往為著名的「草嶺十景」之一，長期以來為草嶺地區休閒

旅遊的重要景點之一，可經由「蓬萊瀑布步道」拜訪此瀑

布。

上游受到石壁地區居民取水的影響，平時瀑布的水量

有限，只有在雨期時才得以見到此瀑布澎湃的景像。從草

嶺往瑞里的途中，可清楚遠眺此瀑布懸掛於山壁之間(照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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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9　雨期時蓬萊瀑布的水量非常充沛，水流沿著峭壁懸 　      
　　　  空而下，非常壯觀。

照片10　從草嶺往瑞里的途中，可遠眺此懸掛於山壁之間
　　　    的蓬箂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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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篙水溪中、上游大致是沿著大窩砂岩的層面而發

育，其東南側的岩層為關刀山砂岩，兩者之間以石壁斷

層為界。仔細觀察蓬萊瀑布陡崖的底部，可發現薄層的

頁岩分布，由於蓬萊瀑布附近即是石壁斷層帶分布的地

方，因此瀑布的成因可能與逆衝斷層有關。若仔細觀察

此處陡崖底部，可發現薄層的頁岩分布。

蓬萊瀑布附近也是草嶺地區主要的化石產地之一，

在步道左右兩側的岩石上，可見到一些化石小地景(照

片11)。

照片11　在蓬萊瀑布四周的岩層上見到一些化石，如照片　        
　　　    所見為螺類的鑄模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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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濂洞瀑布

位於幽情谷下方的水濂洞瀑布，高約20 m，瀑布上

方的造瀑層為略往西傾斜的厚層大窩砂岩。水濂洞瀑布

屬於「懸谷式」瀑布，主要是因為清水溪主流下切的速

率高於此支流所導致。瀑布下方的凹洞，因瀑布傾瀉而

下的水幕而得美名為「水濂洞」，此瀑布也因此而得名

(照片12)。此瀑布平常的流量不大，在夏季雨期時才

能見到此瀑布的氣派(照片13)。

照片12　水濂洞瀑布屬於「懸谷式」瀑布，因其下方的「水濂洞」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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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3　在雨期時才得以欣賞到水濂洞瀑布充沛的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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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沒，須搭乘膠筏從湖上才可欣賞到水濂洞瀑布，目前

新草嶺潭已消失，水濂洞也再度出露(照片14)，除了

直接欣賞到整個水濂洞瀑布外，並進入下方的水濂洞中

一窺究竟。

照片14　水濂洞瀑布下方的水濂洞主要為清水溪迴流側蝕所形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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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連心池瀑布

在連心池壺穴的正下方，有一落差約5 m的瀑布，這就

是連心池瀑布(照片15)，為草嶺地區落差最小的瀑布，屬

帽岩瀑布。其下方有一約0.5 m深的淺潭，在地形學中稱

為「瀑下深潭」，此類潭水景觀常與瀑布相伴而生，主要

因瀑布水流長期衝擊而形成的地景，因此其規模大小和水

深，受到瀑布的落差與水量所左右。此為瀑布水流的撞擊

而形成的水潭，也稱為「撞擊穴」，屬於一種特殊的壺穴

景觀。

此瀑布地景所在的岩層屬於大窩砂岩段，岩層位態為

南北走向，向東傾斜20度。瀑布的方向正好與岩層傾斜的

方向相反。換言之，往上游傾斜的岩層形成了造瀑層，而

連心池則是位於造瀑層的頂部。

照片15　連心池瀑布的落差雖然不大，但整體環境非常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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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心瀑布

同心瀑布位於內湖溪主流的河床上，為典型的帽岩瀑

布，落差約30m(照片16)，由於流量豐沛，其下方有深達

2m以上的瀑潭，規模非常壯觀。由於同心瀑布深處幽谷

內，加上四周陡直崖壁的圈圍下，不易直接見到全貌。

目前已開闢有連珠池步道，可直接欣賞「連珠池」的

壺穴地景，唯步道位於此瀑布的上方，只能觀賞到此瀑布

上方所形成的瀑潭地景(照片17)。

照片16 
由於流量豐沛，
同心瀑布所呈現的
氣勢非常磅礴。

22



地景多樣性

照片17　同心瀑布上方河道中可欣賞小瀑和深潭所組成的瀑潭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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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樟湖瀑布群

內湖溪匯入清水溪處所出露河床的地層為大窩砂岩中

部的頁岩層，此地層中富含化石，即為著名的「樟湖貝化

石密集層」。在其南方有兩條獨立的小支流，分別以「懸

谷式瀑布」的形式匯入清水溪(照片18)。此二瀑布的河流

相當短促，且流域的集水面積相當小，但瀑布卻終年維持

相對較高的流量，這是相當少見的現象，部分流量可能來

自地下水流的補助，而非單純為地面逕流所造成的結果。

此二溪流的上游還有多個瀑布，隱藏於山巒岩壁間，

呈現出另一種清幽悠閒柔美的景觀，包括瀑高都超過30 m

的「地久瀑布」(照片19)、「長青瀑布」、「天長瀑布」

等帽岩型瀑布，這些統稱為「樟湖瀑布群」，有機會可到

此進行一趟瀑布之旅。

照片18　內湖溪注入清水溪的南方，另有兩條獨自流入清水溪的小支流，分別 
　　    　形成所謂的「懸谷式」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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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9　樟湖瀑布群隱藏於山巒岩壁間，呈現出另一種清幽而
                         柔美的景觀，照片所見為瀑高超過30 m的「地久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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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壺穴地景

在草嶺著名的景點中有三處為壺穴地景，包括石壁地

區的石壁仙谷和連心池，以及內湖地區的連珠池(圖4)，前

二處位於竹篙水溪上游，後者則位於內湖溪畔。草嶺的這

些壺穴地景，在地形上均具有其特殊的意義和代表性，石

壁仙谷和連心池的壺穴為河流水位之變化，在空間上發育

出不同高度的壺穴群，這是臺灣地區少見的特殊情況，連

珠池的壺穴群則為草嶺地質公園內規模最大者，主要在裸

露岩床上順著岩層節理發育而成，在臺灣地區也算是少見

的壺穴群。

圖4 草嶺地質公園壺穴地景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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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石壁仙谷

所謂壺穴是因水流中常挾帶著砂、礫石等，逐漸挖鑽和

磨蝕岩床而產生的圓形凹穴。在臺灣的河流或海邊的岩床或

巨礫上，常可見到此種水流渦蝕作用所造成的侵蝕性地形景

觀。臺灣地區多數河流的河床上都可見到壺穴的形成，尤其

以基隆河大華和暖暖一帶的壺穴群最為著名，造形特殊，素

有「石面桶」之稱。草嶺地區的壺穴則以石壁仙谷的壺穴群

較為特殊。

石壁仙谷是指一大片傾斜而平滑的岩壁，地層為大窩砂

岩所構成，河流大致順著岩層的走向流動，並沿著地層的層

面發育。湍急的河水受到岩層層理與節理的影響，呈現出左

右快速擺盪的現象，加強了河流的側蝕能力，在此裸露河床

上形成了壺穴群(照片20)。

石壁仙谷平滑的河岸岩壁上(呈高角度的順向坡傾向河

流)，在不同高度上可發現長軸平行於河流方向發育的橢圓

照片20　石壁仙谷在裸露河床上上發育的壺穴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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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岩層的傾斜

角 度 較 大 ， 河 流 順

著層理面往下方侵蝕

的能力較強，使得壺

穴的外觀出現多種變

化，而且穴壁前後和

左右呈現出不對稱的

現象，穴壁在較高或

上方處通常較深，往

較低或下方處則逐漸

變淺。

石壁仙谷的壺穴群在空間分布上之所以呈現如此的狀

況，可能有兩種促因：一是河道順著岩層傾斜的方向逐漸

侵蝕、下移，而遺留下來的痕跡；另一則因豐枯水期河水

流量和水位的變化而形成的結果(圖5)。就現地之觀察及草

嶺地區降雨型的判釋結果顯示，應當是以後者的水位變化

為主要成因，再加上一部分因地殼上升，河道逐漸下切所

造成的結果。

形壺穴群。這些壺穴的規模均不大，長約20多公

分，寬約10多公分。除了少數壺穴的深度較深且

有陡立的穴壁外，其餘的壺穴大多屬於淺盤型 (照片21)，

主要因較高水位所維持的時間較短，尚不足以侵蝕成較深

的壺穴所致。

照片21　
石壁仙谷的壺穴大多
屬於淺盤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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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壁仙谷的在河岸邊常有圓弧形的凹壁，在河床上可

見較大型的壺穴發育，其中規模最大者，當地居民稱「捲

龍潭」(照片22)，長寬約4m，深度有1-2m。

圖5　石壁仙谷水位變化與壺穴形成示意圖

照片22　「捲龍潭」為石壁仙谷中的大型壺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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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除了具有此種空間分布的特殊壺穴群之外，

還可見到一些生痕化石(照片23)，以及風化作用所造

成的氧化鐵結核層等小地景。

照片23　在石壁仙谷中可見到生痕化石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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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連心池

連心池位於石壁仙谷上方不遠處，指的是位於岩

石河岸上的壺穴群 (照片24)。每當大雨過後或河水高

漲時，河水會分流從地勢較高的壺穴溢出，流向較低

的壺穴中，此時壺穴群因河水的串連狀似心心相連而

得名。

目前連心池有6處規模較大的壺穴，主要集中在河

流的右岸，而河床上也有5處壺穴。這些壺穴大多呈長

條形或橢圓形，長軸略平行於河流流向，壺穴的深度

從十幾公分到五、六十公分不等。

照片24　連心池的壺穴群比石壁仙谷發育得較大且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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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石壁仙谷的壺穴群相同，連心池壺穴群分布於

不同的水平高度上(照片25 )。相較於石壁仙谷的壺

穴，連心池的壺穴群則發育得較大且較深，主要因岩

石的傾斜角度較小，經常性的水位高度即可到達，有

助於此地壺穴的發育。

照片25　連心池的壺穴群與石壁仙谷類似，呈現出不同高度的空間分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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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連珠池

連珠池是指位於內湖溪同心瀑布上方內湖溪裸露

岩床上的壺穴群(照片26)，在原本平整的岩床面上，

因壺穴群的發育而呈現出如波浪狀的起伏，當雨季

時，每一壺穴都有清流駐足，且有流水相連通，遠觀

有如串串明珠且耀耀生輝，因而得名。

連珠池的壺穴群與石壁仙谷相同，也是發育在一

片連續傾斜砂岩(大窩砂岩)所構成的順向坡岩床上，

但岩層係傾向下游方向，且傾角較為平緩。連珠池的

壺穴群規模則遠勝於石壁仙谷，其岩床的延伸長度約

有500 m，兩岸寬度約100 m，其上滿布大大小小的壺

穴，而且壺穴的外形和深淺變化極具多樣性。

照片26　連珠池有成串如明珠般的壺穴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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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珠池的壺穴群主要是流水順著岩層的節理侵蝕發育

而成(照片27)，在921地震時，連珠池壺穴群曾遭到內湖溪

水沖刷下來的土石所填滿、掩埋而消失，但後續經桃芝、

納莉等颱風所挾帶豪雨的沖刷，其上所堆積的土石逐漸減

少而再度出露，目前在部分壺穴中仍可見到殘留下來的砂

石，甚至已長滿雜草。

除了壺穴群

地景之外，此處

岩床上也可見到

貝化石層、風化

紋及砂棒等小地

景，只是貝化石

的規模和豐富度

遠不如其下游處

的樟湖貝化石密

集層。

照片27　
連珠池的壺穴群主要順
著岩層的節理侵蝕發育
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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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河谷地景

草嶺地區的河流雖然相當短小，但因雨量豐沛，

加上地形陡峭，因此河流侵蝕作用非常劇烈，在草嶺

各地都發育出相當多樣的河谷地景，除了上述的瀑布

和壺穴地景之外，較特殊的尚有深切河谷地景，分別

位於草嶺三個主要聚落所在地，包括內、外湖的萬年

峽谷、草嶺本庄的幽情谷，以及石壁地區的遊龍奇景

(圖6)。

圖6　草嶺地質公園河谷地景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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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萬年峽谷

內湖溪為草嶺村內的最大河流，其流量相當豐沛，相

對於草嶺其他河流而言，內湖溪的河蝕地形景觀也最為豐

富。由於內湖溪大體順著岩層傾斜方向發育而成，在岩層

間常呈現出深切的河谷地形，其中以萬年峽谷最負盛名(照

片28)。

萬年峽谷位於內湖溪的中間河段，此處河流的流向由

東往西，大致與地層傾向一致，而河谷全由大窩砂岩的岩

層面所構成。萬年峽谷所在的岩層傾斜角度約為8度，湍急

的溪水逐漸向下一層一層地切蝕厚層的岩床，而形成一段

綿延約500公尺的峽谷地形景觀，在沿岸的步道行走即可觀

賞到其中壯麗的景緻，體驗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萬年峽谷的水流切割岩床，在兩側岩壁上留下緻密

的水流紋路(照片29)，其間並有急湍、深潭及小瀑(照片

30)，呈現出豐富多變的河蝕地景。在整段萬年峽谷中，隨

處可見到此種壯觀的峽谷景觀，而隨著觀賞地點的改變，

遊客對於此地景所呈現出來的景觀也會有不同的感觸。

照片28　萬年峽谷中的湍流、小瀑和峽谷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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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9　萬年峽谷兩邊可見成層的岩層。

照片30　萬年峽谷中有多處的急湍和瀑潭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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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多變的峽谷與河蝕地景之外，接近萬年峽谷尾端

之前，在河谷兩岸的岩床上，稍微注意一下可見到密集的

貝化石層(照片31)以及生痕化石等小地景，此處貝化石層

地景與下游不遠處的「樟湖貝化石密集層」相似。

另外，萬年峽谷末端為一懸崖，有一高約40m的瀑布，

可見溪水從瀑頂順著岩壁傾洩而下，並於下方形成一個深

潭，同時再右轉90∘流入下游溪谷。由於下衝的水柱婉轉

靈活，因而得名為「龍鳳瀑布」。可惜在瀑頂上無法窺見

瀑布的全貌，必須由下方的樟湖貝化石密集層順溪上行才

得以欣賞到此瀑布的全景，但因沿途需跳石涉水而行，不

易到達瀑底。即使如此，在此瀑布上方仍可見到部份景致

(照片32)，以及水流衝擊而成的深潭，由其湍急的水流和

地勢可想像出龍鳳瀑布所展現出來的壯觀景致。

照片30　萬年峽谷右岸邊坡所出露的貝化石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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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32　龍鳳瀑布頂部的河道呈階梯式，傾洩而下的水流非常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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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幽情谷

幽情谷是一處以急湍、小瀑、深潭以及深切曲流為特

色的河谷地景(照片33)，幽情谷的溪水最後以懸瀑的方式

匯入清水溪中，此即為水濂洞瀑布。在河岸建有幽情谷步

道，以便親近此地景。幽情谷兩岸有原始叢林的遮蔽，行

走在步道之中，令人有清新自在、心曠神怡之感。由幽情

谷步道可連接通往水濂洞的步道和湖濱步道，走幽谷、觀

濂瀑，一路走來，各有不同的情趣。

幽情谷的河流地形明顯地受到岩性與地質構造所影

響，溪流主要是沿著岩層的層理與節理發育，河床上分

布著階狀小瀑、淺潭與深切的河道(照片34 )。尤其是深

切至基岩的河道，彎曲狹窄、水速湍急，不時發出轟隆作

響，而鋒利的河水切開兩旁的岩層，可見深淺分明的岩石

紋理。坐在一旁的河床，聆聽作響的水聲，細看蜿蜒的紋

照片33　幽情谷中呈階梯狀的急湍和小瀑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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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沈浸在茵綠的樹林，頗能體會幽情谷之幽情。另外，

在河谷兩旁也可見到壺穴和生痕化石等地形景觀。

由步道中途的觀景台處可轉接湖濱步道，在穿過瀑布

後，沿途原本還可觀賞新草嶺潭的湖泊風光。唯目前新草

嶺潭已消失，但取而代之的是可欣賞清水溪河道的變遷景

觀。另外，順著步道再往下走，可直達水濂洞瀑布下方的

水濂洞，並仰望水濂洞瀑布的全景，途中，尚可見到一些

特殊的小地景，包括青蛙石、鐘乳石和多孔狀岩等。

照片34　
龍鳳瀑布頂部的
河道呈階梯式，
傾洩而下的水流
非常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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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遊龍奇景

本地景的溪流竹篙水溪的小支流，位於連心池和

石壁仙谷兩地景之間，主要順著大窩砂岩岩層的傾斜

坡發育而成，平日溪水流量雖然有限，但因岩層傾角

相當陡，約30∘，因此溪水順著岩床集流而下，並在

河道中間形成多處的壺穴地景(照片35)，此景猶如遊

龍戲水般的飛洩而下，加上兩岸植被覆蓋茂密，為一

處極佳的賞幽之所。

照片35　溪流如遊龍戲水般的飛洩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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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化石地景

草嶺地質公園的化石主要分布於園區內草嶺山崩原本

的「斷魂谷」一帶，以及「蓬萊瀑布」、「同心瀑布」和

內湖溪(石鰻坑溪)一帶，在各山崩落石處或河床裸露處，

可見到各種的化石地景。依據草嶺山崩處的落石及少部份

樟湖地區的化石調查顯示，草嶺地區的貝類化石約有130種

之多，此外尚有少量的海膽、螃蟹、鮫齒、藤壼、介形蟲

及豐富的有孔蟲類。

草嶺地區的化石以內湖溪注入清水溪所在河床的「樟

湖貝化石密集層」最為著名(圖7)，由於交通較為便利、化

石密度高，加上出露面積廣大，一直是雲林縣最重要的自

然資產之一，雲林縣政府曾開闢為風景區。

圖7　草嶺地質公園化石地景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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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樟湖貝化石密集層

內湖溪於清水溪橋附近注入清水溪，河谷在接近會流

口附近係發育於順向坡地形的岩層上，此處河床中岩層裸

露，地勢平緩，出露於溪谷中的岩層屬於桂竹林層的大窩

砂岩下部，岩層中含有貝類化石密集層，地質年代估計在

五百萬年至三百五十萬年之間。

樟湖貝類化石密集層恰好分布於裸露的河床上(照片

36)，由於露頭為一順向坡，因而此化石密集層的出露面極

為良好，而化石也大致保存良好，厚約30公分左右(照片

37)。此處貝類化石中以海扇貝類含量最為豐富(照片38)，

其他尚有Chlamys、Decatopecten、Amusium、Paphia、

Turritella、Neverita等貝類化石。

照片36　樟湖貝類化石密集層出露於內湖溪裸露的河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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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37　樟湖貝類化石密集層厚約30公分左右

照片38　樟湖貝化石密集層的貝化石以海扇貝化石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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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貝類化石，本化石層中尚有道海膽、單體珊瑚、

蠕蟲管等大化石，以及有孔蟲和超微化石等小化石(照片

3 9 )。本化石層明顯受到生物擾動作用，並可觀察到有

Thalassinoides及Zoophycos等生痕化石。依化石產狀顯

示本層經過搬動，但搬運距離不遠，為原地或鄰近化石經

搬動再沈積。綜合野外觀察及貝類化石資料，此一貝類化

石群集所指示之沈積環境可能為上遠濱至中遠濱。

此景點受到921地震引發山崩和後續道路修建的影響

甚鉅，大量崩塌物質堆積於裸露岩床上，掩埋出露的貝化

石層，影響其原有的景觀品質。只要上游崩塌物質減少，

在河流自然作用的沖刷下，其上的堆積物應有被移走的一

日，此貝化石密集層應能回復原有舊觀。

照片39　樟湖貝化石密集層的化石種類眾多，地質年代估計在五百萬年至 　
　　　　三百五十萬年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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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特殊小地景

除了上述的地景資源之外，在幽情谷和水濂洞瀑

布之間，尚可見到三種特殊的小地景：青蛙石、鐘乳

石和多孔狀岩 (圖8)。此類小地景通常需要近距離的

欣賞，但也因較為脆弱，易受到人為的干擾或破壞，

所以在欣賞此類地景時，請不要觸摸或以物敲擊。

圖8　草嶺地質公園特殊小地景地景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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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青蛙石

青蛙石因狀似青蛙而得名(照片40)，此處的地層

為大窩砂岩，其層理和節理構造相當發達，而在因緣

際會之下所構成的天然景觀。在各處風景區內常可見

到此類以形貌取勝的地景，其中最有名的例子當屬野

柳的女王頭。

照片40　青蛙石因形狀特殊而得名，足以媲美野柳的女王頭。

2.鐘乳石

鐘乳石通常出現在石灰岩地質區內，一般發展於

地下洞穴之中，而且規模較大。基本上，岩層中只要

有鈣質的存在，加上地下水流的配合，便可以發展出

鐘乳石的地景，只是規模會較為有限。臺灣地區的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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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中常含有化石，提供了鈣質的來源，因此在山區中

常可見到小規模的鐘乳石。

在青蛙石下方奇妙洞的岩壁上，可見到正在發育

中的鐘乳石(照片41)。奇妙洞原本有足夠的空間供遊

客進入，可惜921地震之後空間受到壓縮，目前只能欣

賞到洞口處部份的鐘乳石。

照片41　
在青蛙石下方的
奇妙洞岩壁上可
見到還在發育中
的鐘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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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景所在為岩層為大窩砂岩所構成，其中富含

有孔蟲和貝類化石，這些化石含有大量的鈣質，會溶

解於水中而隨水流移動。當含有鈣質的水滴經過崖壁

岩石往下移動時，因流速非常緩慢，水分逐漸蒸發

掉，其中所含鈣質會再度凝固，如此重覆過程在日積

月累下逐漸形成目前所見到的鐘乳石地景(照片42)。

照片42　奇妙洞鐘乳石的鈣質主要來自岩層中的化石，經溶解後再沉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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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孔狀岩

所謂的「多孔狀岩」是指表面遍布孔穴的岩石或裸露

岩體，如海邊常見的蜂窩岩、風化窗等。此類地景的分布

範圍非常廣泛，遍及各種緯度和氣候帶，從嚴寒的極地到

酷熱的赤道，從乾燥的沙漠到潮溼的海岸都可見到，同時

也遍布於各種岩類中。至於多孔狀岩石的成因，一般認為

是由不同風化作用單獨或共同合力所造成的，而此類風化

作用統稱為「孔狀風化作用」，所造成的地形則稱為「孔

狀風化地形」。草嶺的多孔狀岩以青蛙石下方垂直崖壁上

的分布最為密集，也最為特別(照片43)。

此處多孔狀岩的孔狀直徑變異極大，可概略分為蛀洞

型和蜂窩型兩類(照片44)，從最小的孔洞約只有1公釐左

右，到最大的達10多公分，而且大孔中常含有許多的小

孔，不但多樣化且極具立體感(照片45)，值得細細觀賞。

照片43　青蛙石下方的垂直崖壁上可見密集的多孔狀岩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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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44　本地景的孔狀變異極大，約略可分為蛀洞型和蜂窩型兩類。

照片45　青蛙石下方的多孔狀岩呈現出多樣且立體的孔狀風化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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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語

地景多樣性名稱首次出現在19 9 3年發表的文獻中，

採取生物多樣性的概念，用來描述自然界中非生物環境的

變異情形，而且這也是生物多樣性立基之所在。自然界中

的地景不但有廣泛的變異性且極具價值，和生物界一樣，

也深受各種不同活動類型的威脅，迫切需要加以保育。因

此，地景多樣性很快就被地球科學家所使用，並應用於地

景保育之中，以喚醒大眾對於地景保育的重視。

雖然地景多樣性仍無明確的量化指標與計算方法，但

從地景資源的成因、作用力和特性來區別，約略可分成不

同的地景類型，作為地景多樣性的參考指標。草嶺地質公

園的範圍包括整個草嶺村，面積雖然只有30.3736 平方公

里，除了著名的草嶺山崩之外，還有許多不同類型的地景

資源，相較於臺灣其他地區而言，地景多樣性可說非常的

高，這也是為什麼當地居民在2004年就決定設置地質公園

的主要原因。

草嶺地質公園未來主要朝向四大核心價值發展，地景

保育、環境教育、社區發展和地景旅遊，而草嶺所具有的

地景多樣性正是達成這些核心目標永續發展的基礎，同時

也是後續地景經營管理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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