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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地質公園的時代

什麼是地質公園？如果某個地區把幾個地質景點串連成一條

路線、多條路線串成一個區域，就有機會發展成地質公園。地

質公園不只有地質景點，只要是在這個自然環境發展出來的

歷史、文化、生態，都可以納為地質公園的一部分。

地質公園最終的目的，是保護珍貴的地質地形景觀，但不是劃

定保護區、保留區，而是透過社區居民的積極參與，利用地質

公園的資源，活絡在地經濟，發展真正的「地質生態旅遊」。

為了讓大家更加瞭解地質公園設立的概念，我們先以書籍的

形式，為大家提出一個虛擬的範例：《造山地質公園》。

《造山地質公園》涵蓋了目前台東利吉惡地地質公園示範

區，往北擴大範圍至海岸山脈南段，大致含括了台東縣北半

部，有山、有海，有平地。本書以地質、地形的豐富資源為基

礎，結合在地觀光資源，勾勒出《造山地質公園》的樣貌。

《造山地質公園》規劃了12個參觀的景點，民眾可以依據自己
原有的旅遊行程，將這12個小旅行安排進去，實地去走訪，瞭
解地質公園設置的理念，大家也不妨想像自己居住的地區，能

否依類似的概念，規劃出地方級的地質公園，甚至國家級的

地質公園。

——地景專家群

台灣國際級的地質公園

農委會林務局推動為期四年的地景保育景點普查，到今年已陸

續呈現成果，為保育自然地景，除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了21處
自然保留區，保存我國珍貴自然資產外，更運用推動「地質公

園」的概念來進行地景保育，目前在全國共規劃了澎湖海洋地質

公園、雲林草嶺地質公園、台東利吉泥岩惡地地質公園及高雄燕

巢泥岩惡地地質公園等四處示範區，藉由結合地景保育、環境

教育、社區發展及地景旅遊等四大主軸，來達到保育與自然資

源永續利用以繁榮在地的目標，目前在地質公園示範區內，已協

助在地社區累積了不少實務經驗。

本書《一起設立地質公園》是林務局繼「一切，因為造山」、「台

灣的地景百選」系列後，為介紹如何將東部海岸造山運動的地景

資源，打造成國際級「世界地質公園」而再推出的地景保育新

書，雖然台灣尚未有聯合國認定的世界地質公園，但本書以大尺

度的宏觀角度，將東部地景保育景點串連為12條地景探索路線，
來具體傳達地質公園的設置概念與精神，期望引導大眾由另一

個地景角度來看臺灣的美。

台灣是個美麗的寶島，從高山到海岸，從都市到鄉村，存在著各

式各樣的特殊地景，讓我們共同保存這些珍貴的自然資產，一起

關注及迎接台灣地質公園的建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局長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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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所有的地質歷史、地景變化，幾乎都與「造山運動」脫

離不了關係。「造山」，是台灣地質景觀最重要的關鍵字。台

灣這麼多地景景點，若要挑選出幾個、串連成路線區域，變成

世界級的地質公園，那麼，最有機會雀屏中選的，一定是台東

海岸山脈南段這區域了。來自國外的地質學家，幾乎都指名要

親身參觀地球上活生生的造山運動教室，走訪台灣整個造山

運動最重要的地質歷史遺跡。

因此，本書打破現有的觀光旅遊分

區，不分山線、海線，而是以「造山」為

主題，將12個分散的地景景點，整合
成具完整概念的地質公園。

首先，先認識地質公園內四大地

形區，一方面因為這幾個名詞不斷

出現，另一方面，才能隨時知道自己的

方位不迷路。

一起走訪《造山地質公園》

4 5

這張花東地區的全覽圖，是從太平洋空中

向下俯瞰，圖右側是北邊。

圖的最前緣，是面對太平洋的〈花東海

岸〉，也就是海線台11公路行經之處。
花東海岸後面有一列較低矮的山脈，從花

蓮市延伸約150公里到台東市，這就是〈海岸
山脈〉，是台灣島最東邊的山脈。圖遠處有

一列更聳峻的山脈，那就是台灣島的脊樑

〈中央山脈〉。

這兩列山脈互相平行，中間夾的南北向谷

地就是〈花東縱谷〉，山線台9公路就在縱谷
之內。花蓮市、台東市的沖積平原，剛好位在

縱谷的兩端。

花東縱谷中有東部三大溪流，蜿蜒注入太

平洋，由北而南分別為：花蓮溪從花蓮市出

海，秀姑巒溪切過海岸山脈，卑南溪則從台

東市流入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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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萬年～800萬年前 
（蘭嶼）

約1500萬年前，歐亞大陸板塊

向東隱沒到菲律賓海板塊之下，於

深海形成一道海溝與一串海底火

山，稱為北呂宋火山島弧，包括海

岸山脈的前身，現在的綠島、蘭

嶼，以及菲律賓的巴丹島、巴布漾

島。隨著海板塊向西北移動，火山

島串也往歐亞大陸靠近。

深海水壓太大，海底火山無法爆

發，只能在水中湧出大量熔岩流。

800萬年～600萬年前 
（三仙台、小天祥）

日復一日，熔岩流將海底火山築

高，逐漸從深海成長到淺海，當火

山口成長到水深500公尺以上，水

壓降低，火山就以雷霆萬鈞的威力

產生爆發，噴出大量火山灰、火山

角礫。海底火山終於露出海面形成

火山島。

約600萬年前，菲律賓海板塊撞

上了歐亞大陸板塊的邊緣，造山運

動開始，古台灣島逐漸浮現。

600萬年～300萬年前 
（利吉惡地、小野柳）

新的島嶼開始接受侵蝕，於東

側、南側的大陸斜坡堆積出深海沖

積扇。到了350萬年前，火山島串

北端已撞上歐亞大陸斜坡，從此大

地震頻繁，導致火山島搖晃，掉落

巨大岩塊，直奔深海海底。

後來，板塊碰撞帶（海溝）兩側

的岩層被捲入巨大的斷層帶，包括

海底山崩掉落的巨大岩塊，還有被

擠碎的海洋板塊，全部混雜在巨厚

斷層泥層裡面。

50萬年～18000年前 
（池上、小黃山）

海岸山脈形成早期，與中央山脈

之間有一個南北狹長的淺海海峽，

但逐漸被來自中央山脈的沉積物

堆積，變為平坦的花東縱谷，成了

明顯的板塊交界。

中央山脈於進入花東縱谷的山

前，堆積了許多大沖積扇。流經縱

谷的大溪出現了典型的辮狀河，溪

床中則堆積了大量礫石。

18000年前～現在 
（八仙洞、鹿野高台、卑南遺址）

時至今日，菲律賓海板塊還每年

以8公分的速度擠壓歐亞大陸板

塊，台灣島也不斷增高，每年大約

成長0.5公分。於是，原本的河床被

抬高成了河階，原本的海岸沖積扇

被抬高成了扇階與海階，原本在海

平面的海蝕洞被抬高成了史前人

類的洞穴！

只要板塊擠壓力量還在，造山運

動就會持續，蘭嶼、綠島未來也將

追隨海岸山脈，併入台灣島。

300萬年～50萬年前 
（都蘭、烏石鼻）

300萬年以後，板塊的碰撞更加

劇烈，地震、海底山崩更加頻繁，

台灣島也快速抬升至2000公尺以

上，出現了高聳的中央山脈、各大

河流，今日台灣島的雛形已大致底

定。

到了50萬年前，火山島串終於黏

上台灣島，正式成為海岸山脈，與

中央山脈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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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史：第 1 階段 地質史：第 2 階段 地質史：第 3 階段 地質史：第 4 階段 地質史：第 5 階段 地質史：第 6 階段

當年，若沒有一串火山島撞擊陸塊，就不會隆起中央山脈、雪山山脈，火山島也不會自己

撞上變成海岸山脈⋯⋯驚天動地的造山現場，就在《造山地質公園》！先讀過地質歷史故

事、熟悉名詞，可讓實地的探訪更深入，增添更多現場感。

〈造山運動〉就是地底的〈板塊〉互相推擠的結果，在台灣附近擠出南北延伸、高近4000
公尺的高聳山脈。而花東縱谷，正是〈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的擠壓交界處，海

岸山脈屬於菲律賓海洋板塊，中央山脈則是歐亞大陸板塊最東緣。

造山地質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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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洞位公路旁，可登高一探萬年前

的史前洞穴，也可俯瞰史前人所見的

同一片太平洋……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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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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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集塊岩：火山噴發的證據

崖壁的岩層都是火山角礫岩塊構成的火山集

塊岩，最大岩塊直徑有2公尺，想見火山噴發時的
火山碎屑流，搬動時的力量有多麼巨大。

從大小不一、淘選度非常差的岩塊結構來看，

當時在重力的驅動下，火山碎屑形成快速流動的

土石流，沿著陡峭的火山錐傾洩而下，最後在海底

的火山斜坡堆積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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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景點：長濱文化考古展示

東海

岸國家風

景管理處在八仙洞遊

客中心設有考古展示

中心，解說了1968年
八仙洞遺址的考古挖

掘歷史，以及長濱文

化的詳細內容。

史前人居住的天然洞穴：海蝕洞

八仙洞位於面海的峭壁上，由30幾個天然海
蝕洞組成，最高的達130公尺，目前各洞間有環狀
木棧步道相連通。

洞穴大致分兩種：寬長型、尖高型，都是數萬

年以來，在

海邊被海浪

沖蝕而成的

海蝕洞，隨

著造山運動

地殼的隆起

，現在卻散

布在這麼高

的山壁上，

每年約抬升

0.7公分，洞
穴越高、年

代越久遠。

約25,000年
前的冰河時

期，史前人類

遷移至東部海

岸，就住在這

些避風遮雨的

洞穴中。

台灣最古老的史前遺址：長濱文化

八仙洞是台灣最重要、最古老的史前遺址，發

現非常豐富的舊石器時代器物與火塘遺跡，有大

批以打剝法製作的礫石石器，以及許多骨器、獸

魚骨的殘骸，命名為「長濱文化」，是台灣的國家

一級古蹟。

長濱文化人生活在25,000至15,000年前寒冷的
冰河時期，從亞洲

大陸朝溫暖的太平

洋海邊遷移，進而

定居在東海岸的海

蝕洞穴八仙洞。這

批居民還不會製造

陶器，僅使用極簡

單的打剝石器，也

已用火烤煮食物。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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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石鼻又稱「膽幔」，從小漁港進入，一大片壯觀的玄武岩柱狀節理，

立刻映入眼簾……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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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 石
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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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蝕平台：海浪侵蝕的成績

烏石鼻是突出海岸的小海岬，鄰近的海岸皆

由沈積岩組成，唯獨它屬於「安山岩質玄武岩」，

是由岩漿凝固而成的。

玄武岩被海浪長期衝擊侵蝕，在潮間帶逐漸

削出一大片平坦的海蝕平台。這個海蝕平台正在

形成當中，未來隨著造山運動的擠壓抬升，將脫

離海浪的沖蝕，升高變成海階。

延伸景點：小漁港遠眺海岸山脈

站在烏石鼻小漁港往北眺望，那成列的山脈，就是海岸山脈。這裡是眺望海岸山脈絕佳的地點。

柱狀節理：台灣本島唯一、規模最大

台灣島其他地方也有玄武岩，但唯獨這裡的

有如此大規模的「六角形柱狀節理」，非常珍貴。

這是因為玄武岩熔岩流流出地面時，其底面及表

面與地面、空氣接觸後快速冷卻，造成岩石快速

收縮、龜裂，才呈現六角形的岩柱。

海蝕平台上可就近看清楚柱狀節理的切面，

很多不一定真是標準的120º度六角形。岬角靠近觀
景亭的方向，也可從玄武岩岩層的剖面，看出一條

條柱狀

，顯現

出當時

岩漿流

動的痕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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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岩：崩落深海的巨大岩塊

此處的柱狀節理規模雖大，但拉開距離遠看

膽幔，整個玄武岩其實是單一巨大的岩塊，被周

遭的沉積岩包圍。

原來，玄武岩早在400至500萬年前即已噴發，
到了100多萬年前，有個巨大的玄武岩岩塊從火山
島向下崩滑，最後掉落深海海床上的沉積岩層當

3

中，成了現在見到的膽幔。地質學家在玄武岩與

沉積岩的交接處，並沒有找到被高溫岩漿烤焦的

痕跡，加上玄武岩比沉積岩老，才判斷它是掉落

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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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漫步拱橋地標、欣賞海浪侵蝕的美景，

別忘了礫灘上，還有一顆顆圓滾滾的安山岩……

2

1

3

三 仙
台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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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橋上俯瞰海蝕溝

火山集塊岩的岩層因造山擠壓或火山爆發產

生了一些裂隙，如節理或斷層，當海浪侵蝕岩層，

往往會先從這些軟弱的部位破壞。

三仙台原本與本島連接成岬角，就在海浪沖

蝕下，出現了一道寬深的「海蝕溝」，隔離了三仙

台變成離岸

小島。著名的

地標：八拱跨

海步橋，即是

架設於海蝕

溝之上。

3另一巨大的深海岩塊：火山集塊岩

整個三仙台，是一塊巨大的火山集塊岩，成因

與烏石鼻的玄武岩岩塊相同，都是100多萬年前由
火山島上崩落到深海中的岩塊，被包夾在年輕的

深海沉積岩層中。火山集塊岩，是火山噴發出來

的角礫堆積而成的，這裡的比八仙洞的岩層更典

型、更容易觀

察。

約 3 5 0萬
年前，北端的

火山島串已經

撞到歐亞板塊

邊緣的大陸斜

坡上，至此以

後，大地震非

常頻繁，導致

美麗的礫灘：各種安山岩

三仙台的火山集塊岩，岩性與海岸山脈的火

山岩一樣，屬於安山岩，一旦被海浪侵蝕沖刷，就

成了一顆顆安山岩礫石，堆積在海灘，成為礫灘。

礫灘上的安山岩礫石顏色多采，有黑、灰、紅

、綠、白等等，是因為岩漿成分的差異，或受到高

溫熱液的影響。

最典型的安山岩有著白、黑大顆粒的斑狀礦

物，白色

是斜長石

，黑色是

角閃石或

輝石，肉

眼即可輕鬆辨識，其他無結晶的灰色物質是火山

玻璃。斑狀礦物都是岩漿在地底岩漿庫中先結晶

出來的，之後才被噴發的岩漿帶出，而其他還沒有

結晶的岩漿噴出後，立即冷卻成火山玻璃。

仔細尋找，有時會找到白色透明的礫石，可別

忽略了，

它是可當

寶石的玉

髓。

火山島搖晃，掉落了一些火山岩巨塊，直奔深海

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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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景點：泰源盆地

從東海岸東河進

入台23線富東公路，即可沿著馬武
窟溪河谷進入泰源盆地。馬武窟溪

是海岸山脈第二大河，向東截穿山

脈進入太平洋。

進入泰源之前有兩處河段截切堅硬的火山岩形成了峽谷地形，一

處在登仙橋，另一處位東河橋。兩峽谷間是鬆軟的沉積岩，被下蝕、側

蝕出寬闊的河谷，兩側也出現不同高度的河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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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路蘭遊憩區有著寬闊的草地、天空，

可坐在海邊眺望太平洋、遙望海岸山脈……

都
蘭

2

1

3



22 23

遠眺造山運動的要角：海岸山脈

從加路蘭往北眺望，眼前那一列高聳的山就

是海岸山脈，也就是引發台灣造山運動的關鍵角

色：1,500至500萬年前在太平洋海底形成的一系
列火山島----北呂宋火山島弧，直到約50萬年前，
自己才因碰撞作用逐漸浮出水面、成為山脈，成

為台灣島的一部分。

海岸山脈的第一高峰：都蘭山，就在靠西邊的

遠方，它是當年的海底火山錐之一，見證了造山運

動的一切。正因如此，海岸山脈的火成岩被地質

學家稱為「都鑾山層」。

海岸山脈前方有一排低矮的丘陵，那是當時

造山抬升的證據之一：都蘭鼻

都蘭的舊名是都鑾，部落所在之處是突出海

岸的海岬，叫做都蘭鼻。

都蘭鼻是一個古老沖積扇，是溪流在海岸山

脈前方的平坦地堆積下來的扇形地形，在5,000年
前就已形成，造山運動的擠壓抬升，也將沖積扇

連帶抬高成海階。從加路蘭眺望，可看出緩緩向

海傾斜的沖積扇扇面，沖積扇下部在5,000年以來
已被海浪沖蝕形成海階地形。

都蘭海階，發現了3,000多年前的人類史前遺
址：麒麟文化。

延伸景點：漂流木裝置藝術

遊憩區散佈好幾個裝置藝術作品，全由漂流木

搭造而成，極具東海岸風情。

近幾年，加路蘭集結了東海

岸的藝術愛好者，舉辦每年

一次的手創市集，引起很大

的迴響，在地特色濃厚。

都蘭灣

加路蘭位在富岡海階的北側，往南就是小野

柳。加路蘭、都蘭鼻之間有個凹入的海灣，即是都

蘭灣。

都蘭灣由鬆軟的泥岩、砂泥岩所構成，長期

在海浪沖蝕下就形成凹入的海灣地形。都蘭灣也

是東海岸幾處有生物礁生長的地方之一。

覆蓋住火山的深海沉積岩，也因為造山運動將它

抬升到地表，並受到風化侵蝕，因岩質較鬆軟，

形成低矮的丘陵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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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露營區停車場沿著濱海步道往下走，

第一個見到的奇岩區，跟北海岸的野柳真的好像啊……

小 野 柳

2

1

3

4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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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層形成的奇岩怪石

因為有類似的蕈

狀石、蜂窩岩、豆腐

岩等奇岩怪石，乍看

之下很像野柳，但二

者有很大不同，這些

厚層砂岩是在深海堆

積的，野柳則是在淺

海堆積的。

更特別的是，放

眼所見到的岩層，全

屬於一個超巨大的獨

立岩塊。

碰撞斷層帶中最大的岩塊：富岡砂岩

巨大岩塊在約1,000萬年前堆積在深海的大陸
斜坡，後來因為兩個板塊碰撞，位在碰撞帶兩側

岩層被捲入巨大的斷層帶當中，混雜在利吉惡地

（第42頁）那樣的巨厚斷層泥層裡面。
富岡砂岩是碰撞帶當中直徑最大的斷層角礫

岩岩塊，又被稱為「外來岩塊」，世界其他位在碰

撞帶當中的外來岩塊直徑可達數百公里，小至數

延伸景點：遊客中心地質展示館

展示館有詳細的地質解

說，值得花時間進去細細瞭解。除此之

外，為了讓不方便走在奇岩怪石之上的旅

客也能親身體驗，於是在室內做出了逼真

的鋪設。

東海岸最大的海階：富岡海階

小野柳風景區位在富岡海階，是海岸山脈沿

海最大的，寬廣又平坦的階地一直往丘陵延伸，台

東志航機場、加路蘭也都是海階的一部份。砂岩

上面還生長著約4,000年以來生長的珊瑚礁，也是
東海岸最大的隆起珊瑚礁海岸。

包裹在砂岩四

周的斷層泥層非常

鬆軟，很容易被海

浪沖蝕，富岡海階

才如此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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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深海的遺跡：濁流岩

堆積富岡砂岩的深海大陸斜坡，海流不但混

濁，流速也非常快，也因是板塊相互擠壓的地方，

地震頻繁，經常出現海底山崩，就這樣堆積出了

很特別的岩層：濁流岩。

濁流岩因為經常不穩定而產生脫水或崩移的

現象，岩層中會見到類似火焰、旋捲、脫水的細微

公分以下。富岡砂岩直徑約4公里，是台灣最大的
外來岩塊。

紋路。很多砂岩中的細微

紋路，是堆積之後又被地

震晃動或水流刮掉，重新

再堆積的。

富岡砂岩被捲入斷層

帶的時候，整塊翻轉過去

了，所以沈積構造也都上

下倒轉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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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花東縱谷進入台23線富東公路，經過豐南村，

不久即通過小天祥的峽谷，抵達五號橋……

小
天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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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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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成岩峽谷：小天祥

小天祥峽谷位在富里的

鱉溪上游，鱉溪發源於海岸

山脈的西側，向西匯入縱谷

的秀姑巒溪。

這一段溪谷，岩壁又高

又陡直，真有小型太魯閣峽

谷的氣勢

。不過，

這些岩層

是火成岩

，與天祥

變質過的

大理岩截

然不同！

比較不同溪谷：五號橋上

沿峽谷繼續往上游走到5號橋，這裡是觀察
不同溪谷的好地方。

橋一邊是沿途所見的峽谷，橋另一邊，溪谷

卻明顯變低矮、寬廣了，因為兩邊的岩層性質截

然不同，就被鱉溪侵蝕成樣貌不一樣的地形。

           延伸景點：豐南的水梯田

東部的水稻梯田大多出現在溪流

沖積平原或河階地上，但是豐南村的水梯田則在

丘陵坡地順勢排列而下，美麗而罕見。

水梯田面積不大，有些田埂邊坡的砌石結構

仍然完整，田間亦多處保留原邊坡的大石塊，由

此見證了早

期居民順應

丘陵邊坡、

開闢梯田的

景況。

峽谷：火成岩

峽谷堅硬的的岩層是由火成岩構成的，但不

是岩漿凝固的熔岩流。站在橋上往溪床看，可看

到一顆顆渾圓的安山岩礫石。

這些是火山爆發之後堆積的「再積火山岩」，

通常都是火山彈經過土石流的搬運，堆積在火山

錐的下游。火山爆發當時堆積的火山彈（火山角

礫岩），外型有稜有角，但經過河流再次的搬運，

稜角被磨圓而成渾圓的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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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闊谷地：沉積岩

相較之下，橋另一邊的沉積岩都由厚層頁岩、

夾薄層砂岩構成的，岩性較火成岩軟多了，很容易

被溪水侵蝕，不但地形變得很低矮，溪谷也不再狹

窄，兩側岩壁明顯退到很遠的地方。不同的岩層，

形成不同的地形，這裡真的得到了很好的見證。

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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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用過美味的池上米，

就朝稻田間的縣道197找個地點停下，

體會站在板塊交界的感覺……

池 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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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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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海板塊所在：海岸山脈

縱谷的另一側，就是海岸山脈了，高度明顯比

中央山脈低矮。

海岸山脈的前身是一串火山島，由許多火山

連接而成，這正是海岸山脈可看到許多火山岩的

原因，也是東部安山岩的來源。稜脊上突起的山

峰大致就是當時的火山口，因為長期受到侵蝕，

已沒有顯著的圓錐狀火山地形。

這些火山島從1,500萬年到500萬年一直在噴
發，之後被掩埋在數千公尺厚的深海沉積物之

中。直到約50萬年前才隆起露出海面，成為海岸
山脈。因此，海岸山脈周圍低矮的丘陵都是深海

的沉積岩。

歐亞大陸板塊所在：中央山脈

站在縣道197上朝北眺望，左手邊（西邊）比
較高聳的山脈就是中央山脈，屬於歐亞板塊，是

被海岸山脈硬生生碰撞擠壓出來的。

中央山脈非常陡峭險峻，河谷皆是典型的V型
谷，呈現壯年期的山脈地形，表示造山運動還如

火如荼進行中，地殼正快速抬升，河流下切的力

量巨大。現今地

球上只有喜馬拉

雅山脈與台灣中

央山脈的碰撞造

山帶可相比擬。

縱谷斷層其中一段：池上斷層

花東縱谷斷層到現在還是活動的斷層，每年

以3至4公分的速度朝向中央山脈接近，台灣每年
約30%的地震都與它的錯動有關，地震最頻繁。斷
層位於花東縱谷的東側，從北到南分為好幾段，

也有不同的名稱，此段就稱為「池上斷層」。池上

斷層在1951、2003年都曾發生芮氏規模6.8的大地
震，地表錯動了好幾十公分。海岸山脈與縱谷之

間，形成一條非常筆直的階地崖，這是池上斷層

通過的錦園村，可以觀察到許多斷層正在活動的

證據。（第36、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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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板塊交界處：花東縱谷

花東縱谷位海岸山脈與中央山脈之間，是台

灣最大的河谷，全長約150公里，寬1至3公里。這
也是台灣島最重要的大斷層所在，因為菲律賓海

板塊與歐亞板塊的碰撞交接帶就在這裡。

約50萬年以前，海岸山脈前身的火山島串還
在海岸外，與中央山脈相隔10幾公里。隨著板塊
擠壓逐漸靠攏，海岸山脈就像推土機，不僅把前

方的海底岩層推高變成中央山脈，自己也從原本

的火山島串隆起成山，黏成台灣島的一部份，與

中央山脈黏接的「縱谷斷層」也轉變為花東縱谷，

成了兩個板塊的交界。

4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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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景點：到錦園村近距離 
                觀察池上斷層

池上斷層屬於潛移性斷層，平時地下淺處的斷

層會持續地移動，地表受到斷層移動而變形，因此處

在斷層上的建築物受到地面的變動會逐漸變形。池

上斷層經過位在池上東側的錦園村，沿著斷層帶發

現河堤、房屋、圍牆等橫跨在斷層上的建築物破裂變

形。透過大地衛星與潛變儀的監測，池上斷層上盤的

錦園村每年約以3.5公分的速度朝向中央山脈移動，

每年約抬升2.8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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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板塊擠壓力量之下，縱谷斷層中許多地

區可以觀察到斷層移動的跡象，以及觀測到地下許

多的地震活動。

 1  橋上觀景台看對岸的監測儀器

 4  儀器觀測

 5  欄杆木桿斷裂

 3   黑木窗老屋牆面龜裂

 2  磚牆對岸的監測儀器

 7  傾斜的房屋

 8  磚牆破裂

 6   磚牆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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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 野

高 台

在鹿野、龍田兩大河階可住民宿、品佳茗、玩飛行傘，

又可俯瞰花東縱谷，怎能輕易錯過……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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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花東縱谷、海岸山脈

鹿野高地位在中央山脈邊緣，是少數可以俯

瞰花東縱谷的地方，視野非常遼闊。

站在飛行傘起飛點旁的觀景台，從左至右看

到的分別是海岸山脈、花東縱谷，紅葉溪溪谷。

往左邊遠方望去，錐形山脈就是都鑾山，是

海岸山脈最南端的火山，也是南端最高的一座。

海岸山脈的火成岩也因這地名被地質學家命名為

都鑾山層。都鑾山下方低矮的丘陵是一些鬆軟的

深海沉積岩，以及利吉層的泥岩。

遠眺對面紅葉溪河階

紅葉溪從中央山脈發源，向東注入縱谷與卑

南大溪會合。左前方即是兩溪匯流處。

紅葉溪流出中央山脈之後，呈現寬闊平坦的

延伸景點：從巒山部落遠眺龍田、鹿野

197縣道沿著海岸山脈興建，是台東熱門的幽靜路
線，非常適合騎機車、自行車。

在巒山部落可以從海岸山脈這一側遠眺龍田、鹿野上下兩大河

階，平坦的樣貌一清二楚。

欣賞龍田河階

紅葉溪北岸有5階不同高度的河階，其中的龍
田階地是花東縱谷面積最大、最寬廣的。從觀景

台往下看，有著棋盤式街道的平地就是龍田村所

在的大河階，比溪床高出約5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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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大量沉積物就在山前堆積成沖積扇。後來，

因為中央山脈被抬升，溪水下切力量劇烈，將原

來沖積扇抬高變成寬大的河階，又名「扇階」。多

個不同時間的沖積扇被抬高，紅葉溪沿岸就出現

多重不同高度的河階了。

正前方有好幾個小河階，右手邊往源頭方向

也有。試試看自己可以找到幾階。

日治時期，龍田是東部三大移

民村之一，整齊畫一的街區，成了

當時最主要的農業區之一。

飛行傘起跑點所在的高台，又

是更高的一階，叫做鹿野階地。

龍田

鹿野



42 43

利 吉
惡 地

2

1

3

利吉層的泥岩堪稱海岸山脈最赫赫有名的地層，

地質的國寶有著非凡的由來，絕不可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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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塊碰撞帶的證據：利吉混同層

要觀賞國寶級的地質景觀，台東的利吉村絕

對是第一選擇。沿路標指引前往利吉大橋，卑南

堤防邊有大片裸露的青灰色泥岩，這就是有名的

利吉層。這裡有觀景台供人拍照觀賞。

在地質學家的眼中，這是兩個板塊碰撞擠壓

出來的「利吉混同層」，簡稱利吉層，是台灣造山

運動最具代表的岩層，稱為國寶絲毫不為過。

混同層三個字，等同「板塊碰撞帶」的代名

詞，地球上所有的造山山脈都找得到混同層，代

表古老的板塊碰撞帶。

造山碰撞帶的物質來自兩個板塊邊界，有原

本堆積深海的厚層泥岩，也有因擠壓引發海底山

崩掉落深海的

岩塊，甚至連

海洋板塊也被

擠碎，全部混

雜在一起。這

便是「混」同

層的由來。

混同層裡面的大岩塊：虎頭山

觀景台所見的泥岩剖面，最右邊明顯有個岩

塊和泥岩不同，它便是虎頭山。虎頭山的位置就

是海岸山脈最南端，再往右就是低平的台東市

了。

虎頭山是被包夾在利吉層裡面的外來岩塊，

最初是海洋板塊的輝長岩，年代約1,700萬年。在
1,500萬年前，當歐亞大陸隱沒到菲律賓海板塊下
面時，被刮進板塊碰撞帶當中，最後成為混同層

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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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景點：利吉層導覽步道

利吉層不是僅能遠觀，利吉村為

了方便大家靠近觀察泥岩，特地於村內鋪設了步

道。此外，為了做好國寶級景觀的保育工作，居民

也提供導覽解

說服務，可與

利吉遊客中心

聯繫。

泥岩惡地的特徵：光禿、雨蝕溝

利吉層以厚層泥岩為主，因為表面光禿、易崩

，地形又稱為「惡地」。

泥岩經雨水浸潤會變得非常鬆軟，容易形成

泥流流失，表面被沖刷形成一條條雨蝕溝。泥岩

地表不易產生土壤層，加上泥岩孔隙率低、不易

蓄含水份，植物生長不易。少了植物的固土作用，

對原本就易被侵蝕的泥岩無疑是雪上加霜，變成

惡性循環。

雖然台灣西南部也有泥岩惡地，乍看之下外

觀特徵非常

近似，但兩者

的形成原因

截然不同。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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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適合觀察的地點，就是利吉村的卑南大溪河堤，

有個觀景台，可以一覽小黃山壯闊的氣勢！

小 黃
山

2

1

3

4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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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正在堆積的礫石：卑南大溪溪床

眼前就是卑南大溪，主流發源於中央山脈，部

分支流來自海岸山脈，是台東最大的溪流，台東

市所在的平原即是它堆積出來的。這段溪床寬廣

、平坦，礫石遍佈。

中央山脈主要出露變質岩，海岸山脈出露安

山岩與沉積岩，因此卑南大溪河床中的礫石也反

應了上游的來源：大理岩、片岩、變質砂岩、變質

綠色火成岩、安山岩等等，應有盡有。

髮辮般的寬廣河道

卑南大溪來自中央山

脈，流到池上時，因向東

的去路被海岸山脈阻隔，

便轉了90度大彎，改向南
流，最後經台東市進入太

平洋。溪水在平坦寬闊的

縱谷中散開，形成有如髮

辮的河道，稱為「辮狀

河」。台灣的大河，諸如濁

水溪、高屏溪、蘭陽溪、秀

姑巒溪等都有這樣的特

徵。

延伸景點：初鹿牧場、原生應用植物園

台東環境未經污染、破壞，小黃山一帶，有牧場種植

健康的牧草、生產優質的鮮乳，也有自古種植的台灣原生藥草植物，

是台灣藥草的故鄉。初鹿牧場是台東歷

史最久遠的牧場，其鮮乳是不容錯過的

天然美味。台東原生應用植物園運用了

台灣原生藥用植物，發揮先人的在地智

慧，協助現代人養生、保健。

被高高抬起的老舊溪床：卑南山礫岩

小黃山，其實綿延好長的礫岩層，即使遠在

溪的對岸，岩壁上的一顆顆礫石依然清晰可辨。

這些都是幾十萬年前卑南大溪堆積出來的，

也都曾是眼前所見的溪床礫石。

過去的卑南大溪同樣搬運大量的礫石堆積在

溪床，但之後的板塊擠壓，迫使縱谷底下的礫石

層隆起成為礫岩，也造就了今日的卑南山，因此，

地質學家便稱這些岩層為「卑南山礫岩」。

由於卑南大溪的切割侵蝕，讓這裡的卑南山

礫岩展露無遺。因為這些礫岩膠結不緊、相當鬆

軟，所以河岸岩壁陡直，小黃山之名才不脛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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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瑩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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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認識卑南遺址，史前博物館無疑是最佳的選擇，

復原的場景，讓新石器時代的生活栩栩如生！

卑 南
遺 址

2

1

3
5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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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最大的史前聚落：卑南文化

3,000多年前，有一大群史前人居住在卑南山
山前的沖積扇上，遺址經過數千年的掩埋，後來

因興建南迴鐵路的台東新站而被挖掘出來，轟動

一時。

卑南遺址是新石器時代的卑南文化，遺址面

積高達30萬平方公尺，是目前台灣最大的史前聚
落之一，從1980年開始花了九年的時間挖掘，出土

延伸景點：卑南史前文化公園

為了現地保留卑南遺址，考古學家建議於靠近台東新

站，興建一遺址博物館，讓民

眾可看到現場的考古挖掘展

示。這是台灣第一個考古遺

址公園，遊客服務中心的展

示內容，均來自遺址發掘現

場，非常值得一訪。

石板棺：環太平洋規模最大的

史前人利用卑南大溪的大礫石建造房子，最

奇特的是遠從數公里外的中央山脈採集大片的板

岩製作各種器物，尤其是數十公分到1-2公尺不等
的板岩建造、用於墓葬的石板棺，在環太平洋區

規模最大。

板岩石棺數以千計，埋在建築物的底下，而且

和房屋一樣，全部朝向都蘭山。家屋、石板棺上下

緊密交錯堆疊，成了卑南遺址很大的特色。

空前的精緻玉器文化：台灣閃玉

史前館的館徽是人獸形玉耳玦，就是卑南遺

址出土的珍貴史前玉器之一。

卑南史前人將臺灣玉製成日常裝飾用的頭

飾、耳飾、手環、臂環等等，也當作親人過世之後

的陪葬品，數量、樣式眾多且精美，令人對史前的

工藝技術嘆為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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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史前文物數量，也創下了空前的紀錄。

龐大遺址聚落內，家屋規則朝向都蘭山，也

遠眺著卑南大溪。當時，卑南人已具有相當規模的

社會組織，會打獵、種植農作，除了利用石器，還

懂得製作陶器作為日常生活最普遍的用具。

當然，板

岩還可製成其

他的器物，以

箭頭與石刀最

常見。

這些玉器來自花蓮豐田的台灣閃玉，近年來，

也在菲律賓、越南等其他考古遺址找到，被視為

臺灣是南島語族原鄉的重要證據。

1

2 3

李坤修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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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也有「中橫公路」！

上到最高點的氣象站，火山、大海、珊瑚礁、野銀部落盡收眼前……

18 19蘭 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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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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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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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山脈的前身：火山島

海岸山脈原是一串火山島，現在的蘭嶼、綠

島，就是當年的模樣，它們因為在火山島串的後

面，還沒與台灣撞在一起。蘭嶼本是海底火山，從

3,000多公尺深的海床逐漸成長，火山口約在200
多萬年前才露出海面，成為火山島。火山持續噴

發，直到100萬年前才停止。
由於屬於爆發性的火山，蘭嶼地形都呈火山

錐外型，坡度很陡。

延伸景點：野銀部落的地下屋

蘭嶼唯一保留完整的傳統地下屋在野銀部落，從氣象站

往海邊看得一清二楚。

這是集結達悟人生活智慧的半穴居

建築，不但可以在颱風、地震頻仍的環境

下屹立，地下排水通暢，也是順應熱帶海

島氣候、冬暖夏涼的綠建築。

火山島的四周：珊瑚礁

蘭嶼外圍海底有各式各樣的珊瑚礁正在生

長，也因為造山運動讓陸地不斷抬升，許多6,000
年以來生長的珊瑚礁紛紛離開海水，成為「隆起

珊瑚礁」，像裙子般圍著岸邊，稱為裙礁地形。

火山島的組成：火山集塊岩

蘭嶼的岩

層是火山集塊

岩，由安山岩質

的角礫、火山灰

組成，角礫有大

有小、個個有

稜有角。沿岸的

奇岩怪石，仔細

一看，全部都是

火山集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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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島的四周：海蝕地形

受到海浪

的衝擊，島四

周出現許多岩

礁海岸，例如

火山島的根部很深，現在看到的都是火山口

位置比500公尺淺時噴發堆積的。火山不再受到
水壓的抑制，會猛烈爆發，噴出大量火山灰與火

山角礫，大小不分地混雜堆積成火山集塊岩。

火山集塊岩極易被海浪侵蝕，角礫剝落、被

磨圓後就是圓礫石了。礫石是典型的安山岩，可發

現許多大顆黑白礦物：白長方形是斜長石，黑細長

狀是角閃石，黑短柱狀則是輝石。

因為火山會釋出大量有毒氣體、連帶使海水

酸化，海床也會被大量火山灰覆蓋，珊瑚礁必須

在火山不再活躍之後才能生存。現今蘭嶼早已停

止火山活動，珊瑚礁才欣欣向榮。

海蝕平台、海

蝕溝、石門，

而獨立的岩礁

外型，也被人

們賦予各種奇

特的名稱，如

雙獅岩、軍艦

岩、情人岩等

等。

1

2

3

4

蘭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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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地
景保育

1.2.1 地質
多樣性

申請地之地層跨越多少個地質時代？( 每
個5分，最大值為50分) 50 

申請地中有多少岩石種類？(每個10分，
最大值為50分) 50 

申請地有多少特殊地質地形現象？(每個
10分，最大值為100分) 100 

1.2.1 分項合計 200 

1.2.2 申請
地有哪些類
型之地形地
質景點？
(自評分數
不得超過
400） 

至少一處具國際重要性的地質地形景點 160 
至少三處代表不同地質地形特徵的景點 120 
至少五處具國家重要性的地質地形景點 120 
至少廿處地質地形景點用於大中小學教
育學習中

150 

是否建立地質地形景點資料庫？ 90 
是否建立地質地形景點位置圖？ 60 
1.2.2 分項合計 400 

1.2.3 防止
地質地形景
點受損的保
護策略(回
答其中之一
) 

整個區域都受法律保護 300 
與科學意義相關的區域劃為保護區受法
律保護 120 

禁止摧毀或部分剷除 150 
申請地至少50%區域依法或依契約劃為
保護區 90 

1.2.3 分項合計 300 

1.2.4 如何
防止地質地
形景點遭濫
用和破壞

全區一般性管制規範通告 40 
個別地景點管制規範通告 40 
觀察哨、看管和巡邏 120 
管理條例強制規定(不准挖掘和採集標本) 40 
特定區域允許監控的標本採集 20 
1.2.4 分項合計 200 

1.2.5 防止
景點和基礎
設施遭人為
破壞和自然
退化的保護
措施 

定期維護和清潔 60 
保育措施 70 
防護工法（避免自然退化所採取的預防
和強化措施） 70 

1.2.5 分項合計 200 
1.2 分項合計 1300 

1.3 自
然和文
化遺產

1.3.1自然遺
產排名(自
評不得超過
300分)

申請地部分地區為世界自然遺產或人與
生物圈保護區 300 

申請地部分地區為國際認定的其他類型
保護區

240 

申請地部分地區為國家認定的保護區 180 
申請地部分地區為區域認定的保護區 120 
申請地部分地區為地方認定的保護區 60 
1.3.1 分項合計 300 

1.3.2 文化
遺產排名(
自評不得超
過300分)

申請地部分地區為世界自然遺產或人與
生物圈保護區 300 

申請地部分地區為國際認定的其他類型
保護區

240 

申請地部分地區為國家認定的保護區 180 
申請地部分地區為區域認定的保護區 120 
申請地部分地區為地方認定的保護區 60 
1.3.2 分項合計 300 

1.3.3 弘揚
自然和文化
遺產

定期維護 40 
解說和教育 80 
媒體和溝通 80 
保育 80 
公眾宣傳 120 
1.3.3 分項合計 400 

1.3 分項合計 1000 
I 地質與地景得分總計 3000 

評估項目 項目內容
細項
分數

1.1領
域

1.1.2 領域
內地質地形
景點數量

20處以上 80 
40處以上 140 

具有公眾解說服
務的景點數量

5-10處 40 

10-20處 80 

20處以上 120 

具有科學重要性的景點數量 40 

具有教育功能的景點數量 40 

具有遊憩功能的景點數量 40 

非自然地景之景點數量 20 

1.1.2 分項合計 400 

1.1.3 與現
存地質公園
的關係

全球地質公園中無可對比 300 

全球地質公園中有一個可對比 260 

本國地質公園中有一個可對比 210 

在同一地區內有一個可對比 150 

距可對比的地質
公園遠近？

距離超過200公里 100 

距離小於200公里 60 

1.1.3 分項合計 300 

1.1 分項合計 700 

[ 附錄 ]

I.地質與地景世界地質公園
網路申請者自我評估表
總表

No. 評估項目 配置分數 權重

I 地質與地景 3000 35%
1.1 領域 700 5%
1.2 地景保育 1300 20%
1.3 自然和文化遺產 1000 10%

II 經營管理結構 950 25%
III 解說和環境教育 1000 15%
IV 地質旅遊 950 10%
V 區域經濟永續發展 700 10%
VI 交通易達性 1000 5%
總分 7600 100%

▲  資料來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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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項目內容
細項
分數

2.經營
管理結
構

2.1 申請地
管理結構及
組織

具有明確的轄區範圍和職責 40 
具有有效的機構負責保護和永續發展 40 

具有獨立行政經費預算 20 

2.1 分項合計 100 

2.2 是否有
經營管理總
體計畫？

有(十年內的) 40 

準備之中（兩年內完成） 20 

2.3 經營管
理總體計畫
要項

如有經營管理總體計畫，包括哪些要
項？（申報應含5項不同的內容） 20 

如沒有經營管理總體計畫，列出已完
成的相關項目？（可引用5項不同的項
目） 

10 

地質和其他資源的稽核 20 

經營管理和行政之
強弱項分析

地質 5 

地景保護 5 

地質旅遊 5 

農業和林業 5 
地方/區域發展潛力分析 10 
重要領域發展目標（地質、地質旅遊
等） 10 

永續發展模式 10 

2.2&2.3 分項合計（不得超過140分） 130 
2.4是否有
3-5年的行
動計畫？

有3-5年的行動計畫並正在完成 40 

準備之中（兩年內完成） 20 

2.4 分項合計 40 

II.經營管理結構

2. 經營
管理結
構

2.5 是否有
市場行銷計
畫（不得超
過100分）

有(十年內的) 50 
準備之中（兩年內完成） 20 

2.5.1 如果有行銷
計畫，包括哪些內
容？

市場研究 10 

產品開發 10 

產品銷售組織 10 

旅遊行銷對策 10 

宣傳對策 10 

2.5.2 如果沒有行
銷計畫，哪些項目
已完成？

市場研究 5 

產品開發 5 

產品銷售組織 5 

旅遊行銷對策 5 

宣傳對策 5 

2.5 分項合計 100 

2.6 申請地
完 成 了 哪

些 保 護 自

然地景、推

動 永 續 地

質 旅 遊 的

工作？

已劃定開展地質旅遊的區域 25 

已劃定不允許旅遊的區域(提供保護和
研究） 20 

已採取調控和降低交通流量的措施（限

行、中心停車場、交通引導系統、交通

標識等） 
15 

環境友好的步道系統 10 

明確劃定的自行車道 10 

2.7 是否有
任 何 專 項

計 畫 或 成

立 工 作 會

議 來 討 論

和 推 動 自

然和文化遺

產 

定期專題工作會議 20 

申請地與旅遊及其他相關機構和團體

之間的合作 10 

其他定期活動 10 

2.6&2.7 分項合計（不得超過100分） 100 

2. 經營
管理結
構

2.9 是否有
優秀地質和
科學專家推
動和從事科
科學研究

有無市場行銷專家？如無，誰負責此項
工作？ 5 

有無媒體辦公室？如無，誰負責此項工
作？

5 

有無產品經理？如無，誰負責此項工
作？ 5 

職員中是否有人可以帶領戶外考察或解
說等工作？ 5 

有無行政管理職員？ 5 

有無博物館職員？ 5 

2.9 分項合計（不得超過140分） 140 

2.10 申請地
是否具備下
列設施？

由申請地自行經營或合作機構經營的博
物館 80 

資訊（遊客）中心 60 

資訊站或其他在地的資訊點 40 

資訊和解說牌 20 

申請地已具備或將要設計地質考察路線 40 

2.10 分項合計 240 

II 經營管理結構得分總計 950 

2.8 申請地
在過去5年
內是否在
地景多樣
性、保育
或永續地
質旅遊領
域方面，
獲得過任
何榮譽或
其他正式
認可

國際榮譽（榮譽的名稱和日期） 80 

國家榮譽（榮譽的名稱和日期） 40 

European charter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50 

European diploma of European council 50 

其他 50 

2.8 分項合計（不得超過100分） 100 

2. 經營
管理結
構

2.9 是否有
優秀地質
和科學專
家推動和
從事科科
學研究

至少有1位地質或地球科學家擔任顧問 10 

正式職員中至少有1位擁有地質或地球
科學相關學位 20 

職員中至少5位擁有地質或地球科學相
關學位 10 

正式職員中有無其它專業領域學位(工
程、生物學等) 10 

至少與1個科學機構(大學、地質調查所
等)有定期和正式的合作活動 15 

定期諮詢對象：

地球科學背景專家 15 

地球科學工作經驗 10 

業餘人士 5 

有建立專家網絡 10 

專家網路的學科領
域數量

< 5 5 

>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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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行銷產
品中有幾
種語言？
（不得超過
80分）

英語 10 

法語 10 

德語 10 

義大利語 10 

西班牙語 10 

荷蘭語 10 

同一出版物有多種語言 10 

其他語言，每種加10分 　

3.6 分項合計 80 

3.7 為學校
團體提供何
種服務？如
參訪活動等

由申請地的職員或相關會員(志工)組織
提供導覽行程 30 

提供給所有遊客的標準化定期服務項目 10 

遊客人數控管（每個導遊最多帶30人） 10 

有無惡劣天氣的備案？ 10 

專案是否針對不同年齡提供不同專案活
動？ 20 

是否提供專門的科學研習活動？ 20 

申請地是否提供相關教師研習和培訓活
動？ 20 

3.7 分項合計 （不得超過90分） 90 

3.8 教育-導
遊

至少有1位實務地球科學相關領域專家
擔任解說和環教顧問

10 

申請地職員中至少有1專家可擔任申請
地的導覽解說

20 

個人導遊 10 

由申請地機構支援的民間導遊培訓計畫 10 

培訓課程 20 

3.8 分項合計 （不得超過60分） 60 

3.9 申請地
提供哪些資
訊給教學機
構以鼓勵
他們前來參
訪？

發函中小學和大學 20 

活動申請小冊 20 

媒體宣傳（報紙、廣播、電視） 20 

新聞報或通訊 20 

3.9 分項合計 80 

3.10 使用
網路提供學
校相關活動
嗎？提供何
種服務？

擁有專屬網頁提供申請地環境教育資訊 40 

負責環境教育的人員皆可透過email聯
繫 20 

定期發布電子通訊 15 

即時更新活動訊息 15 

3.10 分項合計 90 

III 解說和環境教育得分總計 1000 

評估項目 項目內容
細項
分數

III 解說
和環境
教育

3.1 申請地
範圍內研
究、資訊、
教育和科學
活動

至少1個科研/學術機構在申請地內從事
相關活動 40 

每年至少有1位學生在申請地中完成論
文或報告（製圖等） 20 

過去3年內至少有1人在申請地完成博士
論文 40 

過去5年內至少有5篇有關申請地的科學
或旅遊主題的學術論文 40 

3.1 分項合計 140 

3.2 申請地
是否推動環
境教育活
動？

正式職員有無環境教育專家，而且專職
環境教育工作？ 50 

是否推行過至少一次環境教育活動（簡
述活動的特徵） 30 

地質學和申請地本身即是環境教育計畫
的一部分

20 

對隨家庭來公園遊覽的兒童，具有特殊
的、針對性的環教活動 20 

是否針對小學生提供環教專案活動？ 20 
是否針對國高中學生提供環教專案活
動？ 20 

是否針對大專學生提供環教專案活動？ 20 
申請地中是否有大學的環教營地/教學
中心 20 

3.2 分項合計 200 

III.解說和環境教育

3.3. 已有何
種環教材料

是否製作學校課程的環境教育新教材？ 20 
電影、錄影、幻燈片等 20 
互動式/網路 20 
定期舉辦專題展覽 20 
專門的教學設備（智力遊戲、專用設施
等） 20 

是否具有專為8歲以下的兒童準備的教
材？ 20 

3.3 分項合計 120 

3.4 申請地
有何相關出
版物？

特殊地質地形景觀保護 15 
本區的地質史 15 
本區環境友好行為 15 
本區其它自然史內容 15 
其他文化史跡 10 

3.4 分項合計 70 

III 解說
和環境
教育

3.5 申請地
有何專業性
行銷產品？

印刷品（如：摺頁、手冊、雜誌） 25 

大眾讀物（如：書籍、導覽指南） 15 

光碟或影像作品 15 

其他宣傳品或商品 15 

3.5 分項合計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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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遊客評
估

是否統計遊客
數量？

透過門票/線路統計 

25 
透過參加戶外活動人
數統計 

估算

透過遊客調查 

是否評估遊客
來源？

透過預約時留下的地
址 

25 透過市場分析 

透過大學研究 

是否運用遊客分析資料於未來規劃中？ 25 

是否對遊客進行社經背景分析(家庭、
學校、退休族群、旅遊團體等) 10 

問卷調查遊客滿意程度 15 

4.12 分項合計 100 

IV 地質旅遊得分總計 950 

4.10 如何與
旅遊部門或
企業溝通本
申請地的地
質旅遊的目
標？

直接會談或邀請他們參與 10 

對優秀旅遊專案和活動定期授獎 20 

官方夥伴/諮詢專家/贊助者的遴選和提
名 20 

4.10 分項合計 50 

4.11 是否有
下列永續
（如：無汽
車）旅遊路
徑？

地質之旅 20 
文化之旅 10 
森林之旅 10 
其他主題之旅 10 
其他未提及的戶外活動項目 10 

4.11 分項合計 60 

4.9 步行
自行車等
是地質公
園常見活
動，申請
地中有何
基礎設
施？

包括主要景點和科學主題點的道路網路 10 

統一/標準的道路指示牌 10 

定期檢查設施並及時維修 10 

對徒步者和單車客等提供專用的地圖和
資訊 10 

至少有1條線路涉及特殊主題（地質、
採礦、考古和建築等）而沒有包含在前
述計分中

10 

夥伴組織所積極支援的騎車、步行等導
覽活動 10 

夥伴組織所積極支援的步行和單車旅遊
（不含運送行李）的多天套裝行程（含
吃住） 

10 

夥伴組織所積極支援的步行和單車旅遊
（含運送行李）的多天套裝行程（含吃
住） 

10 

為徒步/單車客提供合同旅館網絡，並訂
有標準（參加人數等） 20 

4.9 分項合計 100 

4.8 是否建
立網站？
提供何種
服務？

自己擁有網站，發佈申請地相關資訊 40 

與其他旅遊團體、社區、地方政府等網
站相連接，提供地質公園更廣泛的資訊

15 

地質公園管理者可通過電子郵件獲知申
請地經營管理訊息 5 

定期的電子通訊 10 

便捷的線上訂購出版物 10 

即時更新的活動安排日程表 15 

引導遊客關心潛在的遊覽項目 5 

4.8 分項合計 100 

評估項目 項目內容
細項
分數

IV 地質
旅遊

4.1 申請地
是否有資訊
中心和展示
館？

至少有一處扮演核心角色的資訊中心，
由申請地管理機構或合作夥伴經營（列
出名稱、數量等） 

30 

暫無資訊中心，但在另一個地方（博物
館等）有資訊展示內容 10 

整個公園有資訊站或類似設施，並由申
請地管理機構或合作夥伴管理 20 

資訊中心位於遊覽集散地 10 
資訊中心為行動不便者提供無障礙設備
及餐飲

10 

對個別遊客提供申請地內可能的活動資
訊 10 

在資訊中心提供旅遊資訊 10 
公共交通可到達資訊中心 10 
如天氣許可，資訊中心全年對公眾開
放，每週至少6天 10 

4.1 分項合計（不得超過100分） 100

4.2. 在資訊
中心、資訊
站所提供資
訊和解說的
方式

靜態展示品 10 

電影、錄影、幻燈片等 10 

互動式元件 10 

定期更換的特別展示主題 40 

4.2 分項合計 70 

4.3 遊客在
抵達申請
地之前，是
否可以瞭解
到公園的公
共交通情況
並鼓勵遊客
利用公共交
通？

宣傳材料（摺頁、手冊、網際網路）包
含公共交通資訊 20 

申請地網站與當地旅遊機構網站互相合
作發佈公共交通資訊

20 

特別為遊客提供的公共交通工具、自行
車或其他環保交通工具 20 

4.3 分項合計 60 

IV.地質旅遊

4.5 申請地
其他告知遊
客事項

在公園入口處和著名景點有通俗文字解
說或告示牌 50 

至少一條由申請地規劃和推動的地質旅
遊路線

40 

定期進行檢查和清潔道路沿線的解釋和
告示牌等設施

10 

4.5 分項合計 100 

4.6 資訊發
佈與其他團
體的協調方
式 

聯合發佈訊息或宣傳資料 20 

4.6 分項合計 20 

4.7 是否有
其他解說材
料（5年以
內）

手冊 10 

季節性相關資訊的傳單 15 

介紹公園的書籍或相關資訊 15 

電影、錄影帶、CD、DVD 15 

宣傳報紙或通訊 15 

網路媒體 15 

其它形式的解說媒介 15 

4.7 分項合計 100 

4.4 申請地和
合作夥伴發
展了何種導
覽遊程？

針對地質和地形的特殊興趣團體 10 

旅遊季節性常規導覽遊程 10 

大眾導覽遊程 20 
特殊社群的導覽（如：殘障人士、自行
車騎士等） 10 

由具資格認證的人員進行導遊 10 

旅遊團隊人數控管（每次不超過30人） 10 

惡劣天氣備案 10 
提供參加者彈性的報名註冊系統，或無
需事前登記 10 

4.4 分項合計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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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在促進
申請地管理
機構與當地
商業合作方
面作了何種
努力？

申請地管理機構或與其他夥伴機構合作
開發出區域服務/產品的商標 40 

申請地管理機構直接行銷區域和地方產
品

20 

旅遊專案包含了與地方商業的合作內容 20 

5.4 分項合計 80 

5.5 為地方
商業定期提
供何種合
約？

服務業（修理、經營） 40 

設計、印刷 40 

支持地質旅遊和解說的其他設施和服
務，如：交通、展示櫃等 40 

5.5 分項合計 120 

5.6 網絡

由申請地管理機構主持之夥伴企業合作
網路 40 

由申請地管理機構及其夥伴企業的正式
合作契約

30 

申請地管理機構與私人企業和地方政府
之間的合作專案

50 

5.6 分項合計 120 

V 區域經濟永續發展 700 

評估項目 項目內容
細項
分數

V 區域
經濟永
續性

5.1 在促進
地方食品和
手工藝品、
整合餐飲方
面所作了哪
些努力？ 

申請地管理機構開發或積極支援的地方
特色/或生態產品 50 

餐館中提供具地方特色和生態食品 30 

申請地管理機構主動組織市場出售當地
的農副產品 50 

有地方特色食品或特色小吃的商標 30 

直接行銷地方農副產品 40 

5.1 分項合計 200 

5.2. 在開發
和推動區域
地質旅遊產
品中作了何
種努力？

創新開發地質內容的複製品作為旅遊產
品

50 

當地生產的藝術品和紀念品 30 

申請地管理機構和合作夥伴具有商品零
售點銷售地方特色商品 50 

5.2 分項合計（不得超過100分） 100 

5.3. 如何促
進地方工藝
品發展？

積極支援地方工藝品行銷 40 

地方工藝品有櫥窗展示 40 

5.3 分項合計 80 

評估項目 項目內容
細項
分數

VI 交通易
達性

6.1 後勤和交
通連接

可以通過公共交通到達申請地 200

旅遊路線起點已具備停車區域 100

是否有自行車路線？ 150

是否提供自己的旅遊交通？ 100

公共交通是否與徒步/騎車線路連接？ 100

6.1 分項合計 650

6.2 公共設施

在停車場附近有廁所？ 100

在公共場所向公眾提供水？ 100

是否可以為遊客提供特殊的體況或體能
需求服務(例如醫療)？ 150

6.2 分項合計 350

VI 交通易達性 1000

V.區域經濟永續發展 VI.交通易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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