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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於 1999 年 11 月提出「促使各地具有特殊地質現

象的景點共同形成全球性的網絡」這項計畫，並獲得聯合國大會會議

（General Assembly, UN）的核准。這項計畫從世界各地整合一些具有代表

性、特殊性、不可取代性等特質之國家性或國際性的地景，進行地景保育

（Landscape conservation）。以維護它們的基礎價值，整合具有社會性的地

球環境保育，以地質公園 (Geopark) 之名提倡之。UNESCO 每年都會對申

請地質公園的國家或單位進行認證，截至 2018 年 10 月，全球共有 140 處
地質公園分佈在 38 個國家。這些獲得認證的地質公園，通常也能夠帶動地

方觀光、保育及產業發展。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動地質公園的目的，是為了達到環境保護與促進

小區域的社會經濟，整合自然環境與人文社會環境使其能永續發展。藉由對

世界地質襲產價值的認知，增進我們對地球與環境承載力的認識，使我們能

更明智地使用地球資源，進而達到人與環境之間的平衡關係。設立地質公園

的目的，除了希望保育特殊地質與地形景觀之外，亦冀望從環境教育著手，

讓地景保育知識向下紮根，使地質旅遊或生態遊憩休閒等活動能更具環境

敏感度的考量。另利用地方社區的共同參與，使地景保育結合地方文化，促

進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所以地質公園是一個相對較大的區域，除了核心地

景保育區的珍貴地景，也包含周邊在地社區之日常生活。 
基於這樣的概念，臺灣每一個區域、縣市或鄉鎮市，都可以試著找出具

有獨特性、代表性、特殊性的地質與地形景點，配合國土綜合發展計畫、各

縣市綜合發展計畫的規劃，劃設代表地方的地質公園。 
澎湖群島是由火山熔岩組成的島縣，它不僅是海與風的故鄉，也是玄武

岩的故鄉。其熔岩規模、柱狀玄武岩景觀、岩石質感色澤等，皆為全台罕見，

尤其玄武岩矗立於高聳又陡峭的海崖，隨觀賞位置與時間的變化，給予相當

奇特的視覺經驗，加上遼闊的海域、乾淨的沙灘、豐富的海洋資源及多元的

海蝕地形等，都具遊憩與觀賞價值。澎湖玄武岩早已融入常民文化中，如在

鄉間隨處可見順應天候孕育而成的菜宅農業文化與石滬漁業文化，以及民

間信仰文化的石塔、石敢當、相關辟邪物、住宅建材、宮廟中之石碑、石雕、

重要文物及民生用品之石磨、石臼和文石產業等。 
澎湖的玄武岩除顯見的地質特色之外，其具有意義的歷史年代、豐富的

自然生態，加上依附其間的人文產業，十分契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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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公園」的定義，絕對有資格登上世界舞台，讓世人欣賞其動人的風貌。

因此欲依據民國 106 年修正後的「自然地景與自然紀念物指定及廢止審查

辦法」，進行澎湖海洋地質公園評估報告。同時為了普及地質相關知識，規

劃地景解說課程，盼能強化在地參與並提升認同感。 

  民國 90 年起澎湖縣政府即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地景保育政策，

陸續完成小門嶼、奎壁山、桶盤嶼、吉貝嶼、七美嶼、望安島等處的地質環

境及地景遊憩之細部規劃，並於民國 104 年配合「台灣地質公園網絡」政策

的推動，參考香港、日本等國家成立地質公園的經驗，以澎湖重要的地質區

域、景點、保(護)留區為主，推動成立「澎湖海洋地質公園」。 
  就地質地形的特色而言，澎湖群島具有臺灣較古老的火山地質景觀。因

板塊碰撞擠壓後期壓擠力消除，導致大地擴張和張裂而產生裂隙，引起區域

火山活動，並使岩漿於不同時期經由裂隙溢出於澎湖海域而形成為數眾多

的澎湖群島。隨著玄武岩熔岩流冷卻方向不同，形成多樣性柱狀節理。除了

多樣的玄武岩地質景觀外，綿長的海岸線裡有著大大小小的沙灘與沙嘴地

形，加上是保育類海龜、燕鷗繁殖的最佳天然產域，再再使澎湖群島具備世

界地質公園所需的稀有性、獨特性或不可替代性，被視為台灣爭取世界地質

公園最具希望的景點。 
  本計畫將完成基礎圖資購置，利於後續推動澎湖海洋地質公園與地方

社區發展之經營管理。基本底圖圖資為本計畫第一優先建置之圖資，包括有：

各比例尺之基本地形圖、台灣地區通用版電子地圖、門牌位置資料、數值地

形模型、地籍圖與影像資料（含航照影像資料與衛星影像資料），爾後進行

各區圖層製作，以確認劃設範圍。 
  依行政院農委會於民國 106 年 7 月 28 日所發布的「自然地景與自然紀

念物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六條規定辦理。 

貳 、澎湖海洋地質公園評估報告 

一、符合之指定基準及具體內容 

1. 指定基準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認證的世界地質公園(World Geopark)是指由一

系列具有特殊科學意義、稀有性和美學價值的地質襲產 (Geological 
Heritage)聚集所在之處。其能夠代表某一地區的地質歷史、地質事件、演

化作用和地質作用的地質遺址（不論其規模大小）或者併合成一體的多個

地質遺址，它也許不只具有地質意義，還可能具有考古、生態學、歷史或



7 
 

文化價值。 

依照行政院農委會於民國 106年 7月 28日所發布的「自然地景與自

然紀念物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二條第二項： 
地質公園：具有下列條件之區域： 

           （一）以特殊地形、地質現象之地質遺跡為核心主體。 
           （二）特殊科學重要性、稀少性及美學價值。 
           （三）能充分代表某地區之地質歷史、地質事件及地質作用。 

2. 具體內容 

(1) 以特殊地形、地質現象之地質遺跡為核心主體 

澎湖群島是台灣三大火山群之一，為 17Ma(百萬年)到 8Ma 幾次的

裂隙噴發，地表裂隙中溢出的火山熔岩流所凝結而成。 

火山熔岩流在冷卻時體積收縮，形成玄武岩的柱狀節理，呈六角柱

或多角柱，再加上海蝕及其他地形作用的影響，造成許多高低起伏、變

化多端的特殊地形與地質現象。垂直的柱狀節理以小門嶼、西嶼、桶盤

嶼、西吉嶼和七美島最為壯觀，彎曲的柱狀節理則見於白沙嶼、員貝嶼、

貓嶼及七美島等地。 

這些壯觀的玄武岩旁，可能就是火山頸、熔岩池、火山口、岩脈、

以及靠近火山口的火山角礫岩等特殊地形之地質遺跡。如赤嶼奎壁山的

岩脈、馬公市西衛里北側海濱 2環狀及輻射狀解理的低平火山口、小門

鯨魚洞火山口湖的痕跡、吉貝嶼高達三公尺的大片灘岩等。另有較特殊

的粗粒玄武岩-微輝長岩，其結晶大到肉眼可見，是澎湖最老的玄武岩，

以天台山的板狀節理最具代表性。 

(2) 具特殊科學重要性、稀少性及美學價值 
藉由地層剖面，可以了解澎湖的火山是噴發在陸上與相當淺海的環

境中。中生代岩層只出露於花嶼，接著為中新世澎湖層，玄武岩為此地

層主要的火山活動產出物，也是澎湖最重要的岩石地層。澎湖群島的柱

狀玄武岩渾然天成、氣勢磅礴，呈現各種不同的樣貌，有垂直狀、傾倒

狀、放射狀、倒伏狀等奇特地景，全臺僅有。 

例如桶盤嶼，有澎湖層非常標準的地層層序，從上而下，為球狀風

化玄武岩、柱狀節理玄武岩、紅土或黏土、具交錯層之淺水沉積、砂頁

岩、泥流層、風化玄武岩之碎屑、球狀風化玄武岩，這樣的層序解釋玄

武岩熔岩流爆發後露出地表、風化堆積等沉積循環，具備科學研究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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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又如七美龍埕，為澎湖最具規模的凝灰角礫岩，高達三十公尺，

龍埕地形為火山口塌陷皺褶，後經長期海蝕作用所成平台，可見延伸到

海裡的岩脈與類似火山口的遺跡，另有層層黃色砂岩保留大型交錯層紋

理、放射狀玄武岩等不同地貌。 

(3) 能充分代表某地區之地質歷史、地質事件及地質作用 
依地質年代研究顯示，澎湖群島最早的火山活動在望安及將軍澳嶼，

年代約在 17Ma，隨後約在 14-15Ma 除南海諸島區外，各區皆具火山活

動紀錄，也是目前望安島測得最年輕的噴發時間。之後約 13Ma 於北海

諸島區、本島區及西嶼區皆有噴發；約在 12Ma 的火山活動分布於本島

區、北海諸島區及南海諸島區，此為南海諸島目前測得最早的噴發時間；

在 10-11Ma 間的火山活動分布於本島區、西嶼區及南海諸島區，此為澎

湖群島目前定年資料上最後一期大範圍的火山噴發時間。之後約在 7-
9Ma 只有零星幾個地點有紀錄。 

根據調查研究，澎湖群島的地質、地形景觀，及其所代表的動態作

用意義，應具有相當高的區域性和全球性的普世價值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澎湖海洋地質公園以多樣玄武岩地景、沙灘與海洋生

態著名，地景不但具稀有性、特殊性，更具環境研究和科學教育的重要

性，所在地的生態人文資源也提供理解當地文化的基礎，創造具人文與

自然環境互為表裡的地質公園。 

二、保存完整之程度 

     澎湖海洋地質公園規劃分為三區，僅核心區有明確範圍，核心區包含

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定義之自然地景(自然保留區)、自然紀念物(特殊地

形及地質現象)及野生動物保護區。不論核心區、環境教育區或產業發展

區皆可進行滾動式修正，依程序進行修正後於農漁局網頁澎湖海洋地質

公園業務區辦理公告。 

 1. 核心區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86 條，自然保留區內禁止改變或破壞其

原有的自然狀態。為維護自然保留區原有自然狀態，非經主管機關許可，

不得任意進入其區域範圍。「澎湖玄武岩自然保留區」地理範圍為錠鉤嶼、

雞善嶼及白沙嶼，面積於滿潮時為 19.13 公頃，低潮時為 30.87 公頃，實

施管制，未經申請核准不得登島。 
「澎湖南海玄武岩自然保留區 (東吉嶼、西吉嶼、頭巾、鐵砧)」，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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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9.23 府授農保字第 09735010992 號函公告劃設，公告內容含括一般

管制事項、特別管制事項與承載量管制。保留區範圍為頭巾頭巾段 1、
2、3、4、5 等 5 筆地號及平均高潮位以上之全部土地(0.7741 公頃)；鐵

砧鐵砧段 1、2、3 等 3 筆地號及平均高潮位以上之全部土地(1.2372 公

頃)；西吉嶼西吉段 1、1-1、1-2、49、71 等 5 筆公有土地(39.9970 公頃)；
東吉嶼東吉段 1 地號等 1405 筆土地(134.2461 公頃)。總面積為 176.2544
公頃。目前東吉嶼除保留區範圍以外，仍有賞景步道：啟明宮→聚落→

八卦山與東吉之眼（海蝕平台）→東吉燈塔→日軍遺跡→菜宅→虎頭山

（塔）→巡航北方地質觀賞。西吉嶼、鐵砧、頭巾則皆為無人島。 
另由於南海玄武岩自然保留區亦位於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範圍

內，因而受主管機關「內政部營建署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之「澎湖南

方四島國家公園區域內禁止事項」所規範，如依法禁止陳列、販賣、搬

運或應予保護之動物、植物、礦物等；禁止人員、船舶及其他載具未經

海管處許可，於特別景觀區(澎湖南海玄武岩自然保留區範圍)靠岸、登

岸，或進入海蝕溝、海蝕洞等相關規定。 
野生動物保護區包括貓嶼海鳥保護區與望安島綠蠵龜產卵棲息地

保護區。每年夏季，澎湖群島的無人島嶼都會成為夏季海鳥(燕鷗鳥類為

主)的繁殖地，貓嶼島上的海鳥資源最為豐富與特殊。澎湖縣政府於民國

80 年 5 月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貓嶼為海鳥保護區，成為台灣第一個海

鳥生態保護區。保護區範圍有大、小貓嶼之陸地部分-核心區，及其向外

延伸 100 公尺之海域部分-緩衝區，總面積約 36.2 公頃。 
望安島是台灣目前少數僅剩之綠蠵龜產卵棲地，也是台灣目前唯一

的綠蠵龜產卵保護區。「綠蠵龜產卵棲地保護區」共劃設 6 處綠蠵龜產卵

的沙灘為野生動物保護區：天台山南側沙灘草地、西安水庫西側沙灘草

地、土地公港南側沙灘草地、水雷港仔南側沙灘草地、網垵口東側沙灘

草地以及萬善宮南側沙灘草地，總計保護區面積共 23.3 公頃。 
上述之野生動物保護區，依照「野生動物保育法」，禁止獵捕、宰殺、

騷擾、虐待一般類與保育類野生動物等行為，另核心區全年嚴禁民眾攀

登或進入，但為學術研究或自然教育目的者不在此限，惟需先向主管機

關申請許可後，始得為之。 
自然紀念物(評估中)：赤嶼與番仔石。其中位於北寮遊憩區之赤嶼，

由於遊客驟增，連接赤嶼及陸域間步道周遭環境遭到破壞，已進行地景

監測，為同時落實玄武岩地質景觀之保存與自然生態豐富性之保育，並

考量依附其間的人文產業發展，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已對每日至北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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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壁山東部赤嶼陸連島（摩西分海）區域探訪之遊客，實施進入管理措

施。「番仔石」的橄欖岩，則具稀有性與可觀的數量，待完成公告程序後，

即可依法(文化資產保存法)進行保護，對自然紀念物挖掘、破壞者進行

查處，以避免人為破壞維持其完整性。 
核心地景保育區除番仔石外，皆已有禁止進入或嚴格的管制規範，

因而保有其完整性，僅留下自然力及歲月刻痕。 

2. 環境教育區：自然地質景觀、重要地景與溼地 .. 
環境教育區的玄武岩地景資源，同樣訴說著澎湖火山活動的故事，

因熔岩規模的型態與種類、岩石的色澤、岩石的質感等皆造就特殊景觀

之美，且連結了人類活動、自然景觀與社區文化。玄武岩的地質環境現

象，創造了各式各樣的岩石、礦物、化石與土壤，且地景多樣性是生物

多樣性的基礎，有其科學研究、教育、遊憩、文化與傳統資源的永續利

用價值。如吉貝嶼擁有全台最壯麗的沙嘴地形與沙灘地形，以及全澎湖

密度最大的石滬群。如姑婆嶼為全澎湖最具規模的民間紫菜採擷之示範

島嶼。如西嶼大池至池西，因風化作用劇烈，玄武岩柱有的呈現洋蔥狀

風化、有的則化育成紅褐色的紅土，十分特殊；如花嶼，澎湖最古老的

火山熔岩島，全村幾乎每戶都有石敢當。 
濕地部分，依據濕地保育法劃設原則，青螺溼地已列為國家級重要

濕地。菜園溼地則在縣府造林工作團隊努力下，於水庫壩底及雙湖園集

水區出口附近復育海茄苳及水筆仔紅樹林，成效良好，生機盎然。 
環境教育區內的地景大部分已是澎湖著名的觀光景點，多維持原有

的地景地貌，未有任何的大型新建工程或改變地貌等事件。環境教育的

價值在於對自然物質與作用的認識與探討，為達永續保存概念，避免任

何攀爬與破壞，將重要的自然地質地景劃設入環境教育區讓民眾去感受

大地的美與百萬歲月的痕跡，更能深埋民眾內心保育的種子，使地景保

育更完整。 

3. 產業發產區：環境教育區之周邊民眾居住生活之區域。 

三、 指定範圍 

  澎湖全區(包含五鄉一市陸域部分)及周圍潮間帶。 

四、土地權屬、範圍、面積及位置圖 

1. 土地權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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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公園劃設範圍澎湖全區，共五鄉一市，除馬公市為澎湖縣政治、

文化、經濟、港埠之地區外，其餘五鄉均為漁業與農業地區。全縣已登

記土地合計共有 189,552 筆，面積 12,211 公頃。 

依土地法、國有財產法規定及司法院解釋，尚未辦理登錄地籍之土

地屬於國有財產。雖尚未辦理登錄確定產籍，然該土地仍屬有體物，在

土地未列為公務用財產或公共用財產移撥權責機關管理使用前，屬於非

公用財產，依國有財產法第十二條規定，管理機關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2. 範圍 (澎湖海洋地質公園劃設分區如下表，逐年滾動更新)  

核心區 

(1)玄武岩自然保留區 
北海的白沙嶼*、錠鉤嶼*、雞善嶼*及南

海的東吉嶼*、西吉嶼*、頭巾、鐵砧 

(2)自然紀念物 赤嶼*、番仔石.. 

(3)海鳥保護區 貓嶼 

(4)綠蠵龜產卵棲地保護區 望安島綠蠵龜產卵之沙灘 

環境教育區 

(1)自然地質景觀 
桶盤嶼*、北寮奎壁山*、吉貝嶼*、小門嶼*、望

安島*、七美嶼*、東嶼坪*、西嶼坪*、澎湖南方

四島國家公園附屬小型島礁.. 

(2)重要地景 

姑婆嶼、金嶼、煙墩山、員貝嶼北海岸、大池海

岸*、大菓葉、池西熔岩、花嶼*、船帆嶼、七美

石器工場、內垵遊憩區、西嶼外垵北岸*、七美

雙心石滬、吉貝石滬群.. 

(3)國家重要濕地 青螺濕地、菜園濕地.. 

產業發展區 

環境教育區周邊之居民生活社區及其周圍海域 

*林務局「台灣地景保育網」之地景登錄點，參閱與引述於各地景描述。 
**地景照片來源為本計畫團隊拍攝以及農漁局、林務局、澎管處、澎湖國家海洋地質
公園等官方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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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區 

I. 澎湖玄武岩自然保留區 
    行政院農委會於民國 81 年公告錠鉤嶼、雞善嶼及白沙嶼為「澎湖

玄武岩自然保留區」。 
 白沙嶼 
    位於白沙鄉鳥嶼北方海域，地質景觀多變，因島嶼南方有一片白

色貝殼沙而得名，是典型的沙嘴地形。本島嶼玄武岩產狀主要可分為

上部的柱狀玄武岩與下部的多孔狀與板狀玄武岩，岩性以鹼性玄武岩

為主體，內含超基性團塊，主要由橄欖石、斜輝石等礦物組成。 
    全島柱狀節理發達，特別是東南部出露高約 5 公尺的玄武岩柱狀

節理景觀，其構造呈彎曲狀，依據柱狀節理構造與當初岩漿冷凝收縮

接觸面之關係，此柱狀節理構造可能為一火山頸遺跡，代表此地為當

時在地層中侵入的岩漿匯聚並上引位置。   
    保留區範圍為白沙嶼段(全島)。 

 錠鉤嶼 
    位於湖西鄉東北方 4 公里海域上，因形似船錠而聞名，由四個玄

武岩礁組成。錠鉤嶼的玄武岩聚集成山林之狀，因此贏得小桂林雅稱。

每年 4-9 月有各種珍貴稀有的保育鳥種在此繁殖，最大宗的是白眉燕

鷗、紅燕鷗、蒼燕鷗等鷗科鳥類，由於禁止登島，鳥類得以自由繁衍。 
    保留區範圍為錠鉤嶼段(全島)。 
 雞善嶼 

    位於湖西鄉北寮村東北方約四公里的海上，原為一完整的熔岩台

地，因激烈的海蝕作用而分割為大小兩島，兩島均是典型的玄武岩方

山台地，有著「東海黃山」美稱。雞善嶼地形呈一典型的方山地形，

最高處約為 28 公尺，島嶼四周為陡峭海崖，由於本島僅出露厚約

10~15 公尺的鹼性玄武岩層，岩性單一，加上鹼性玄武岩具有節理分

明且柱徑小的特徵，進而形成雞善嶼統一性極高的地景特性。 
    大雞善嶼周圍有海蝕溝與海蝕洞數處，不僅具有特殊的地質景觀，

也是數種燕鷗棲息地，如白眉燕鷗與蒼燕鷗。小雞善嶼四周均為筆直

柱狀玄武岩，岩柱節理清楚，狀似「管風琴」，十分雄偉壯觀。 
    保留區範圍為雞善嶼段(全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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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岩自然保留區 
                

 

圖 1-白沙嶼 圖 2-錠鉤嶼 
                

        

圖 3-雞善嶼 

Ⅱ. 澎湖南海玄武岩自然保留區 
     澎湖縣政府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81 條及「自然地景與自

然紀念物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 條與第 4 條規定指定，由 97.09.23 
府授農保字第 09735010992 號函 公告劃設。澎湖南海玄武岩自然保

留區，為首度由縣政府指定之縣定自然地景，深具意義。 

 東吉嶼 
    位於望安島東南側，是南方四島中面積最大的方山島嶼，在著名

的黑水溝附近。本島是澎湖縣政府第一個縣級的玄武岩自然保留區，

素以特殊玄武岩景觀為名。地質特徵為本島嶼的下部基盤主要為火

山凝灰碎屑岩或集塊岩組成，上部則為柱狀節理發達的玄武岩，局部

地區如南部虎頭山夾雜含生物碎屑之砂岩、泥質砂岩等沉積岩。  
    因海域海流險峻，設有燈塔供往來船隻辨認方向，燈塔的下方有

柱狀玄武岩，碼頭附近也可見到玄武岩流噴發時所形成的微輝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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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gabbro）。下方有由火山集塊構成的海蝕平台，岩石中有巨大

輝石礦物結晶出現，是東吉嶼較著名的火山碎屑岩出處。 
    島嶼南北兩端地勢較高約 47 公尺，中間較低為主要聚落集中區。

順時針往東北角繞行，便可看到東吉嶼上面積最大的海蝕平台，當地

人稱為「大坪」。當海水退潮時，海蝕平台露出海面，平台上便能發

現大量螺貝等潮間帶生物。東吉嶼有賞景步道：啟明宮→聚落→八卦

山與東吉之眼（海蝕平台）→東吉燈塔→日軍遺跡→菜宅→虎頭山

（塔）→巡航北方地質觀賞。 
    保留區範圍為東吉段 1 地號等 1405 筆土地(134.2461 公頃)。 

 西吉嶼 
    位於東吉嶼西方約 5 公里處，在民國 60 年全島居民遷居馬公

後，留下許多廢棄的住屋與廟宇。西吉嶼屬於平坦方山地形，北側

及西北側的柱狀玄武岩條理分明，排列整齊，綿延約 800 公尺，為

島上最著名的景觀。 
西吉嶼的下部基盤為呈水平板狀節理的玄武岩，中部夾雜沉積

岩，上部岩石為典型的柱狀節理玄武岩。 北半部的海岸多為海崖，

玄武岩景觀壯麗，底下則有多處的海蝕平台。東南側海岸多礁石，

部分是由珊瑚及玄武岩碎屑組成的砂礫石灘地，另有海蝕洞、海蝕

溝地形、海蝕平台等景觀。 
過去聚落主要分布於煙屯山山腳下及島嶼的東南端延伸至海岸

附近，港口也位於此，島嶼上有草原與綿延不絕的菜宅田、歷史聚

落以及燕鷗生態等生態文化景觀，其坡陡較陡處集中於島嶼北側，

最高處約 23 公尺。 
    保留區範圍為西吉段 1、1-1、1-2、49、71 等 5 筆公有土地(39.9970
公頃)。 

 頭巾 
    位於望安島南方約 7 公里，由許多岩礁構成，較大的岩礁有 6
個，頭巾海岸線 364 公尺，呈傾斜狀玄武岩，蓋在火山角礫岩之上

而成一不整合面。全島由北面海上眺望，像是古代包頭的頭巾，因

此而得名。 
    岩礁區呈現黑色與黃色雙色分明的岩性，分別是黝黑的柱狀玄

武岩與棕黃色的火山角礫岩。在火山角礫岩層中，初步分析有三條

岩脈，每條約 30-50 公尺，有數條岩脈貫穿於海蝕平台上，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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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散佈著大小不等的壺穴。島上地勢陡峭的岩礁眾多，不易攀爬，

故成為各種燕鷗棲息繁殖場所。 
    保留區範圍為頭巾段 1、2、3、4、5 等 5 筆地號及平均高潮位

以上之全部土地(0.7741 公頃)。 

 鐵砧 
位於南海，西嶼坪西北方約 400 公尺處，由兩支屹立於海蝕平

台上的巨大海蝕柱構成，從海上可見具有一大一小的海蝕柱，較大

的海蝕柱可清楚看到傾斜狀的層理；由某一角度觀看，形似女子頭

部，亦有女王頭之稱。島上的岩礁全是火山角礫岩，冬季盛產紫菜，

夏季是燕鷗候鳥棲息與繁殖的場所，如鳳頭燕鷗即是鐵砧的常客。 
保留區範圍為鐵砧段 1、2、3 等 3 筆地號及平均高潮位以上之

全部土地(1.2372 公頃)。 

南海玄武岩自然保留區 
                

 

圖 4-東吉嶼 圖 5-西吉嶼 
                

 

圖 6-頭巾 圖 7-鐵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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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自然紀念物 (陸續評估增加中..) 
    除湖西鄉北寮村的「赤嶼」與「番仔石」劃設為自然紀念物並列入

地質公園的核心地景保育區以外，目前正陸續評估西嶼鄉小門村鯨魚洞、

火山口湖，馬公市西衛里大石鼻熔岩池、五德里溶岩池… 

 赤嶼 
赤嶼位於湖西鄉北寮村，漲潮時為一獨立小島，退潮時僅露出一

條長約 350 公尺、寛約 50 公尺的玄武岩礫石小徑，與北寮海堤相連。

其東南海崖下有一段由凝灰岩構成的火山碎屑沉積層，部分岩層因鐵

質氧化而呈現紅色，層理之間另可發現一些微小斷層，訴說許多年前

岩層經過變動的痕跡，其岩脈分布與周圍特殊地形，是觀察地質地貌

最佳的自然教材。 
 岩脈的分布 

整個澎湖岩脈出露地點有十餘處，走向有近東西與南北兩組，

但未有如赤嶼般上覆的熔岩流與下方的岩脈相連，顯示赤嶼熔岩

流是由下方之岩脈裂隙噴發所形成。由此可見，赤嶼為重要之火

山裂隙噴發的天然教材。 
 特殊地形 

赤嶼位於由熔岩流風化侵蝕殘餘的蕈狀岩、壺穴和紅土層所

組成的海蝕平台上，其上覆蓋火山灰層和厚約 4 公尺玄武岩，是

瞭解澎湖地景知識的好地點。另赤嶼西邊有一塊孤立的巨大海蝕

柱，是一小型火山頸的地形，柱頂為橢圓形，長約 20 公尺，有

內外兩層之分，內為表面風化成黃褐色的細粒輝長岩，外層則是

黝黑的緻密玄武岩，十分特殊。 
 劃設範圍為平均高潮線以上，包含赤嶼段 1 號及未登記土地。 

 番仔石 
赤嶼東南方約 1 公里的海蝕平台上，有一大片不規則範圍含大

量橄欖岩捕獲岩的玄武岩質熔岩流，是來自上部地函高溫高壓的環

境，當地人稱它為「番仔石」。 
澎湖群島能見到玄武岩捕獲橄欖岩的地點有澎湖本島北寮地

區與青螺虎頭山以及赤崁煙墩山與東吉島之玄武岩體等地。其中以

北寮地區之玄武岩捕獲橄欖岩分布密度較高且出露體積最大，當海

水退潮後，從岸邊走約 20 分鐘的路程即可到達橄欖岩分布處，其橄

欖岩直徑大約 1mm~10mm，很少看見有完整晶形出現，附著在玄武

岩上的橄欖岩，風化後如拳頭般大小散落一地，呈黃色與紅褐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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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於玄武岩中，可以很輕易撿到。 
「番仔石」劃設範圍為 1.36 公頃區域面積（長 252公尺、寬 54

公尺），區域內包含玄武岩捕獲橄欖岩的「擄獲體岩體」，屬番仔石

核心區，依法不得破壞。黃色周圍區域為擄獲體滾石，亦不得破壞。

長方形區域內排除核心區及滾石部分歸為緩衝區，得進行一般潮間

帶活動（如耙螺貝類、照海等），詳北寮自然紀念物評估報告/圖說

資料(澎湖縣政府農漁局網頁-澎湖海洋地質公園業務專區)。 

玄武岩為海洋地殼的主要組成，的比重約 2.9-3.2g/cm3 ，橄欖

岩則是由橄欖石、直輝石、斜輝石、石榴子石等 4 種礦物組成，存

在於上部地函，比重約 3.3-4.3 g/cm3，比重較輕的玄武岩岩漿將比

重較重擄獲來的橄欖岩帶至地表，代表其上升速度一定要夠快，而

從擄獲岩的比例可供科技學術研究估計玄武岩岩漿於裂隙上溢時

所需速度。 
Ⅳ. 貓嶼海鳥保護區 

位於望安島西南方約 16 公里處，由玄武岩構成的島嶼，形狀如

大小兩隻貓趴在海上。 
該區域岩層上層皆由玄武岩構成，柱狀節理多呈彎曲狀；下層

則由火山角礫岩組成，有著奇特壯觀的火山岩地質地形特色。大貓

嶼高約 70 公尺，為澎湖群島的最高處，海蝕地形為其特色，有貫

穿大貓嶼的巨大海蝕拱門，拱門出口在大貓嶼西邊海蝕洞，退潮時

才浮現。東側有一海蝕平台，平臺上有多處壺穴，可供賞鳥者登陸。

小貓嶼位於大貓嶼東方，退潮時有寬約 10 公尺的海溝相連，高約

50 公尺，四周懸崖陡峭，無法攀爬，仍維持完整的自然風貌，附近

海域受南海海流及黑潮支流影響，漁產豐富，成為燕鷗的最佳棲息

場所。 
每年夏季，澎湖群島中的無人島嶼都會成為夏季海鳥〈燕鷗鳥

類為主〉的繁殖地，在眾多鳥類棲息地當中，以貓嶼島上的海鳥資

源最為豐富與特殊。為維護貓嶼稀有的海鳥資源，澎湖縣政府於

1991 年 5 月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貓嶼為海鳥保護區，成為台灣

第一個海鳥生態保護區。 
保護區範圍包含大貓嶼段與小貓嶼段(大、小貓嶼陸地部分)及

其向外延伸 100 公尺之海域部分，總面積約 36.2 公頃。 

Ⅴ. 望安島綠蠵龜產卵棲地保護區 
沙灘地形(沉積岩地形)亦為澎湖海洋地質公園的重要自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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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澎湖的沙灘主要由珊瑚碎屑、貝殼碎屑和岩石碎屑，隨著海流

搬運堆積在水流緩和的海灣處形成，自然、純白、廣闊，可讓人沉

靜下來感受大地。 
其中望安為了保護全球性瀕臨絕種的綠蠵龜及其產卵棲地，使

綠蠵龜族群得以持續繁衍，澎湖縣政府於民國 84 年 1 月 17 日將

望安島沙灘公告劃設為「綠蠵龜產卵棲地保護區」，是台灣目前唯

一的綠蠵龜產卵保護區。 
臺灣自 1989 年起政府即實施野生動物保護法，將綠蠵龜公告

為保育類動物，嚴格規定不准宰殺、販售，也不可撿食龜蛋，但仍

有許多綠蠵龜遭到海上漁船混獲而喪命，也有使用流刺網而致使綠

蠵龜慘遭纏死，綠蠵龜族群的生存危機並未完全解除。自 1990 年

以來臺灣經濟逐漸發達，本島和各離島間的開發從不間斷，許多綠

蠵龜的產卵地也因開發為港口碼頭;因防止海岸沖刷而被堆置消波

塊；因觀光發展而被開闢為休閒度假區等，種種人為開發的衝擊使

綠蠵龜的繁殖棲地逐漸消失。 
依據澎湖縣政府農漁局歷年的調查資料顯示，除了望安島上綠

蠵龜每年固定上岸產卵，澎湖其他島嶼也陸續有綠蠵龜上岸產卵的

記錄，如山水、林投、嵵理、龍門、吉貝、北寮、後帝仔嶼、東嶼

坪嶼等沙灘亦偶有海龜上岸產卵。稚龜自孵出後到成功入海前的死

亡數量，在望安保護區內除了天敵捕食外，也有因為植物根(主要

為濱刺麥(Spinifex littoreus)與馬鞍藤(Ipomoea pescaprae)的生長覆

蓋，使其無法順利爬出以致熱休克死亡。 
另根據研究發現，海龜於海域中的分布主要是在靠近洋流邊緣

且接近岸邊的水域，於洋流主軸中的並不多。海水的溫度及深度也

是影響的環境因子，海龜會選擇靠近岸側，水溫較高，水深較淺的

大陸棚海域，且此處的食物亦較充足。綠蠵龜多以海藻及海底沙泥

底質中的無脊椎動物為食。 
保護區範圍為 6 處綠蠵龜產卵的沙灘：天台山南側沙灘草地、

西安水庫西側沙灘草地、土地公港南側沙灘草地、水雷港仔南側沙

灘草地、網垵口東側沙灘草地、萬善宮南側沙灘草地，面積合計 23.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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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嶼與番仔石(暫定自然紀念物) 
                

 

圖 8-赤嶼 圖 9-番仔石 

貓嶼海鳥保護區 
                

 

圖 10-大貓嶼 圖 11-小貓嶼 

綠蠵龜產卵棲地保護區 
                

 

圖 12-望安綠蠵龜觀光保育中心 圖 13-望安沙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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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環境教育區 
   本區包含自然地質景觀與重要地景，分布於澎湖 5 鄉 1 市，大多是

民眾容易到達的地方，可藉由生態旅遊或自助旅行方式去體驗地質公園

多樣的特殊地質現象與地形、各鄉市居民與玄武岩間發展出來的文化、

隨處可見的黑石與白沙、澎湖海口濕地的生態，以達到教育進而保育的

目的。 

Ⅰ. 自然地質景觀 

 桶盤嶼 
    桶盤嶼位於澎湖本島南方海域，馬公港西南方，距馬公市約 7
公里。因整個島形酷似倒蓋的桶狀圓盤，故名「桶盤」，為一個標準

的方山小島。 
    島上地層顯著，主要是由兩層矽質玄武岩、中間夾雜沈積岩所

構成的，兩層矽質玄武岩間所夾的是淺水沈積的沈積岩。玄武岩柱

狀節理球狀風化外貌千變萬化，海蝕平台上有蓮花座的似火山口地

形，景觀十分特殊。其西南方海蝕平台與東、南方海崖下方，散落

著因風化與侵蝕作用所形成的蜂巢孔狀玄武岩塊，當地人稱此「蜂

窩岩」為「貓公石」，不僅型態特殊數量也多。 

 北寮奎壁山 
    位於湖西鄉之陸連島，為鹼性玄武岩體，島嶼主體因持續火山

活動而地殼厚度逐漸增加，以致於後期岩漿噴發較為困難、岩漿體

規模較小且特性趨近於鹼性玄武岩質，主要噴發區即位於地殼較薄

的島嶼主體周圍。周圍有斷層、岩脈、岩床、壺穴、海蝕柱及十分

壯觀的柱狀玄武岩，山頂有澎湖爵床、澎湖大豆等澎湖植物，與赤

嶼間有一條海底步道適合踏浪，其潮間帶生物非常豐富。於退潮時，

可見岩脈走向貫穿赤嶼與奎壁山，循岩脈可觀察其地質成因及地質

事件的次序，很適合解說澎湖島嶼形成的實地教材。 

 吉貝嶼 
    為澎湖北海最大的島嶼，東半部為玄武岩方山台地，西半部有

大片的沙灘。島的東側及東北側有較黝黑的玄武岩，東南海岸則已

被侵蝕成海蝕平台，吉貝沙尾由西崁山向東南方延伸，盡頭因受海

流影響而形成伸入海中的沙嘴。吉貝嶼北部可發現覆蓋紅土的矽質

玄武岩，及上部覆蓋的鹼性玄武岩。該島嶼擁有全澎最密集的石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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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及最完整的淺坪，南側沙嘴更是全台最長最寬的珍貴沙嘴地形，

偶有綠蠵龜上岸產卵。 

 小門嶼 
    小門嶼位在澎湖群島西嶼北端，與西嶼之間有寬約 200 公尺的

狹窄水道相隔。地勢北高南低，東、西、北三側是侵蝕型海岸，最

高處在西北部海崖，高度約 30 公尺。地層是近代堆積岩，組成岩

石為殼灰岩，由生物介殼遺骸、石英粒及微小有孔蟲膠結而成，目

前設有地質館。「鯨魚洞」是小門嶼最負盛名的景點，此處原為玄

武岩的海崖，底部岩層與沉積岩之接觸面，經海浪侵蝕而掏空較軟

的沉積岩後形成海蝕洞，再逐漸形成海蝕拱門。 
在小門嶼可觀察到後期的玄武岩熔岩流覆蓋在古火山口的地

質特徵，其中泥煤層與上覆熔岩交界處呈現烘烤構造，下層可見硫

磺，依其形態可推測於液態環境中，並進一步推論斷層為火山口湖

遺跡。上覆熔岩與下方泥煤層交界處則呈顯冷卻構造，是極佳的地

質教室。 

 望安島 
    位於澎湖本島南方，是澎湖第四大島。望安島地形起伏，南低

北高，四周海蝕平台發達。根據定年資料，望安島可能出露了澎湖

地區最古老的玄武岩層，包括出露於天台山含有矽質玄武岩捕獲岩

的粗粒玄武岩(微輝長岩)。目前望安島主要的地形景觀是包括海崖、

海蝕平台、海蝕溝、海蝕洞和海岸奇岩怪石，以及在天台山南方的

山腳下一直延伸至東安村的沙灘地形。 

 七美嶼 
    位於澎湖群島的最南方，整個島是東北高西南低的傾斜台地，

屬切割方山。七美嶼的地質複雜，尤其出露在島的北側和東側的海

岸，由下到上呈現明顯的沈積層序：凝灰質火山碎屑岩→淺海沈積

層→玄武岩→泥質沈積層的層序，局部還可見大小不同的岩脈侵入

沉積岩層或層狀的火山角礫岩中，或層狀的火山角礫岩層中有沉積

岩層。 
    以東、北海岸最具豐富與多樣的玄武岩地形，如「望夫石」、

「大獅」、「龍埕」、「分岔仔」、「小臺灣」等。豐富的玄武岩景觀呈

現各種方向的柱狀、板狀節理，頂隙潮間帶有極富盛名的雙心石滬，

更是受到遊客喜愛，成為七美的代名詞。七美多樣的玄武岩地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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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埕、小台灣等)，具備成為自然紀念物的價值，待本島評估完，建

議優先列入評估，並公告保護。 

 東嶼坪 
    位於澎湖望安島東南方 10 公里海域上。島嶼地形由中央鞍部

區分為南北兩陸塊，南為虎頭山，北為八卦山，島嶼四周多為陡峭

海崖。 
    東嶼坪嶼的房屋多為傳統閩式建築，港口是漁船棲息的場所，

從島上較為古老的建物中發現，最早先民登陸時的落腳處較接近港

灣，而現代建築則依序由南到北沿著山丘避風處逆向而行，村舍由

密漸疏。目前島上居民多集中於兩山之間凹地西側，以方便互相照

應。早期人口曾多達 500 多人，如今僅剩下 10 餘人，只能由古厝

來懷想往日繁盛。 
    本島的上部玄武岩是澎湖火山活動末期所形成，距今約 8 百萬

年前，地層組成由下部至上部分別為火山集塊岩、富含化石的層狀

及頁狀砂岩(厚度達 20 公尺)與鹼性玄武岩。東嶼坪南北兩陸塊柱

狀節理發達，北岸有數條岩脈蜿蜒分布，甚至互相截切成垂直狀，

而其岩脈有如高聳岩壁，突出於由凝灰岩所構成的岩石濱台上，且

延伸至內陸海崖，相當奇特。在東北海岸則有兩平行岩脈，貫穿至

內陸。而在東北方的金龍塔海崖，其岩層下部為凝灰岩層，上部則

為弧形的板狀節理，其節理構造相當罕見。 

 西嶼坪 
    位於澎湖馬公南方約 30 公里海面上，島上長住居民已不到 10
人，人口外流嚴重。島嶼形狀略呈一平行四邊形，整體地形為一典

型的方山台地，台地面平均高度約 30 公尺，最高處為於西南側，

海拔高度為 42 公尺，台地面由南向北緩降。 
    西嶼坪主要由鹼性玄武岩所構成，出露厚度為 15-20 公尺，鹼

性玄武岩下部依序為沉積岩和凝灰岩。島嶼海岸多由海崖與礫灘所

構成，海崖高聳，特別是西岸玄武岩的柱狀節理明顯，氣勢相當磅

礡，島嶼東岸亦為由玄武岩所構成的海崖，其柱狀節理則不較西岸

明顯，多呈不規則狀，崖底則有因海崖後退，岩體崩落所形成的崖

錐堆積。高聳的柱狀節理海崖，以及多樣性的海蝕地景為本島重要

的地景資源。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附屬小型島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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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依據「生態資源及人文地景之整體性」、

「經營管理之適宜性」及「維護當地居民權益之合理性」三大原則，

以東吉嶼、西吉嶼、東嶼坪、西嶼坪等四島及周邊島礁（頭巾、鐵

砧、二塭、香爐、鋤頭嶼、豬母礁、鐘仔、柴垵塭與離塭仔等）與

海域為範圍。 
    國家公園範圍內劃分成海域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海域特

別景觀區、海域遊憩區、一般管制區與海域一般管制區等 6 區。未

經過度開發的南方四島，自然生態、地質景觀等資源，都維持原始、

低汙染的天然樣貌，尤其生態資源珍貴且物種多樣性高，海域珊瑚

礁生長茂密，是浮潛者的天堂。其中頭巾高潮線以下的潮間帶，退

潮時不必下水即可觀賞各式各樣的水中生態，為天然水族館。 

自然地質景觀 
                

 

圖 14-桶盤嶼 圖 15-北寮奎壁山 
                

 

圖 16-吉貝嶼 圖 17-小門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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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望安島 圖 19-七美嶼 
                

             

圖 20-東嶼坪 圖 21-西嶼坪 
                   

圖 22-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附屬小型島礁-鋤頭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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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重要地景 

 姑婆嶼 
位於白沙鄉，為北海面積最大的無人島，由 4 個陸塊和 3 個小

地峽所形成之方山台地，北岸有大片海蝕平台，東岸南北處有一天

然的白色沙灘海灣，地形呈南北走向。 
主體由黝黑的玄武岩所構成，南側局部有珊瑚碎屑白色沙灘，

形成黑白對比，台地上出露更新世時期的「小門嶼層」，類似於小

門嶼頂部的殼灰岩與鐵質石英砂岩，意味經歷過高海水位時期，且

全島曾沉溺於水面之下，進而構成此岩性之環境。此島以冬季紫菜

採集的傳統產業活動聞名。 

 金嶼 
位於白沙鄉赤崁村北面海域，大退潮時可由赤崁踏浪至金嶼，

島上最具特色之處為具有變化多端的柱狀節理，有直立狀、橫臥狀

與放射狀。 
依據岩漿冷凝收縮與接觸面之關係，本島可見到大規模的橫臥

柱狀節理，表示當時的節理形成位置可能為地下的岩漿通道或侵入

的岩漿匯聚並上引之位置。出露底下的地質構造，代表著後期海水

運動的旺盛侵蝕力，已將原有的「火山地形」破壞殆盡，而此地景

係為講解澎湖地景形成的極佳天然教室。 

 煙墩山 
為白沙鄉內最高點，是由玄武岩構成的山頭，為澎湖群島中最

年輕的玄武岩，由岸際火山角礫岩的出現及地層觀察，可推測火山

口的範圍。煙墩山有一種特殊的火山產物，稱為熔積岩，主要成因

為岩漿在一個有水的環境下噴發，赤熱的岩漿混入了含水的火山灰

落堆積物中，被急速冷卻而成。 
東側的地下水庫區，原為一縱深 800 公尺，橫寬約 1 公里的內

灣，灣內表層覆蓋近 5 公尺厚的海相沉積物。 

 員貝嶼北海岸 
位在白沙嶼岐頭村東方、鳥嶼西南方，鄰近澎澎灘，大多為丘

陵地形，形狀像是一扇貝覆蓋水面。北海岸玄武岩柱狀節理發達，

呈現傾斜、倒臥、彎曲等各種型態，有傾斜狀柱狀節理的「石硯」、

海石柱的「石筆」與塔狀柱狀節理的「百褶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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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池海岸 
大池海岸位在澎湖縣西嶼鄉西側。在大池海岸的海崖上，其坡

型、組成物質、崖高在短短 600 公尺的距離內具有多樣性的形貌。

從海崖組成物質顯示，此處至少歷經兩次以上的火山噴發，在兩次

噴發的間隔，因風化發育成紅土層。此外，濱台地形相當發達，濱

台的形成主要是由施力（波浪能量）和抗力（岩石抗力）的交互作

用下而形成。具多樣性的大池海岸，可作為地形演育的天然教室。 

 大菓葉 
位在澎湖西嶼濱海公路二崁草原至赤馬五孔頂之間，具傾斜柱

狀節理。大菓葉柱狀玄武岩被發現的過程非常特殊，日治時期為了

聯絡西嶼跟馬公間的海上交通，所以決定在大菓葉海邊闢建碼頭，

設交通船往返西嶼和馬公之間，當時就在柱狀玄武岩所在的位置開

挖石塊泥土去填海造港，才意外地讓這片沈睡千年的柱狀玄武岩露

臉。目前已是著名的觀光旅遊景點。 

 池西熔岩 
大池至池西的海崖為西嶼西部最宏偉的玄武岩，且池西玄武岩

成棕黑色，熔岩流呈層狀構造，柱狀節理呈彎曲狀、直立狀、放射

狀，至為壯觀。有「池西岩瀑」之稱是因為該海岸原有九孔養殖場

(現今已經廢棄)，就在玄武岩石柱上，魚塭時常會排水下來，魚塭

的水沿著玄武岩節理向下溢流，遠看似一道瀑布，而得其名。如今

九孔養殖場已經歇業，魚塭的石牆多有坍塌，唯有下大雨時才有機

會欣賞池西岩瀑的景象。 

 花嶼 
澎湖群島最西側的島嶼，也是澎湖群島中最古老的島嶼。全島

以中性安山岩質至酸性流紋岩質的火成岩所組成的島嶼，其火山活

動時間大約是在 95-55 百萬年前間，相當於晚白堊紀後期，從岩礦

組織及蝕變現象推論，花嶼的火成岩與福建省沿海一帶，屬於同一

岩漿活動之產物。  
島嶼四周多為陡峭海崖，其間有海蝕溝，海蝕洞等海蝕地形，

岩石濱台僅零星分布於柴垵仔、石人海岸，寬度狹窄。有別於澎湖

群島其他各島嶼之基性玄武岩，特別是島嶼東、西、北三面岩石裸

露的海岸，有多種不同岩脈交錯，展現出極度破碎風化嚴重獨特的

地質景觀。花嶼表土層有超過 50 條岩脈，其中以石英質岩脈居多。 

http://ph.okgo.tw/


27 
 

 船帆嶼 
位於將軍澳嶼東側海岸，島嶼周圍沿岸長度約 200 公尺，為高

25 公尺的獨立岩塊，遠眺有如船帆。由微輝長斑岩構成，節理多呈

片狀。漲潮時與將軍澳嶼分離，退潮時又相連，為一典型陸連島。 

 七美石器工場 
七美於史前時代曾經存在大型的石器工場為中研院院士臧振

華所認證。遺址主要分佈於南港、東湖與西北灣，其中以西北灣保

存最完整。這些石器製造場遺址規模龐大，暴露大量石器的原料、

廢料、成品和工具。（臧振華、洪曉純 2001）。 
七美島玄武岩石器製造場是在臺灣地區所發現年代最早的石

器製造場，也是最大規模的石器製造場。不但第一次提供完整而具

體的證據，可據以復原臺灣史前時代石器之製造技術，而且透過岩

石礦物成分之分析比對，證明臺灣西南部所發現的史前玄武岩石器

都是來自澎湖群島，提供了臺灣和澎湖之間史前時代交易之具體證

據，但是更有意義的是：這個發現透露了四千多年前，人類已經具

有為開採自然資源而進行遠距離海上航行和交易的能力。(臧振華，

2012) 

 內垵遊憩區 
   由內垵遊憩區周遭巨大玄武岩柱富含巨型氣孔可推測當時熔岩

形成環境富含水，而玄武岩層夾厚層泥岩的部分，則可推測曾為海

口淤積地形，成為潘氏澎湖鱷棲地。 
    潘氏澎湖鱷是在西嶼鄉內垵村海邊被發現，經科學家鑑定是新

屬、新種的鱷。之所以定名：「潘氏澎湖鱷」，是為彰顯在地居民潘

明國先生對科學的貢獻以及發掘地區的認定。相關研究顯示，此為

在台灣及鄰近地區發掘到最古老的脊椎動物化石，也是保存相對最

完整的鱷類化石。更是在澎湖地區地層中，保存的最重要脊椎動物

化石，對於探究澎湖地區地質演化史有著重要的意義。     

 西嶼外垵北岸 
    外垵位在西嶼的最南端，因地形上的天然屏障，使外垵村不易

受東北季風侵襲，使其成為西嶼鄉人口最多的聚落。外垵北岸可看

見許多玄武岩流與碎屑性沉積岩交間成層的海崖，此處岩層大約可

看到兩層玄武岩與兩層沉積岩。出露在地面較高位置的上層熔岩多

是緻密質玄武岩而有明顯柱狀節理；下部熔岩，尤其在海面附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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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者，多呈半風化而有多量氣孔之玄武岩。此外，還能在這平均高

度大約 40 公尺的海崖上，看到許多海崖崩塌，使崖底堆積著崖錐。

但在濱海處卻是由圓度較高的礫石，組成的礫石灘海岸。 

 七美雙心石滬 
    澎湖縣政府依文資法於民國 95 年依  府授文視字第

0953700070 號 登錄公告為文化景觀。有鑒於石滬是合乎自然生態

的捕魚設施，且蘊含著人與大自然親密互動的精神，更是古人所創

造的追求人際互助、分享共生的生活典範，具有無可取代的文化意

義。 
    七美的「雙心石滬」因鄰近頂隙漁港又稱為頂隙滬，狀似兩個

心型而聞名，吸引眾多的情侶前來，成為澎湖觀光的代表景點之一。

雙心石滬是七美鄉唯一的一座石滬，由吉貝島人外號「芭樂師」設

計，最初只有一個滬房，後來因為颱風摧殘崩塌，再經重新規劃建

造完成。 

 吉貝石滬群 
    澎湖縣政府依文資法於民國 97 年依  府授文資字第

0973700055 號 登錄公告為文化景觀。因為吉貝石滬群充份反應過

往海島居民的生活方式、生活智慧及對自然環境的因應，其類型豐

富，尚在使用中，並有人管理維護，具備甚高文化資產價值。 
    依調查資料顯示，澎湖縣可能是全世界石滬數量最多的地方，

累積總數將近 600 口；其中擁有百餘口石滬的吉貝嶼，更以石滬的

高密度及結構多樣化稱冠全球，而獲得了「石滬的故鄉」之美名。

另有「吉貝石滬文化館」成立於民國 92 年，位於吉貝旅遊中心內，

是文建會補助澎湖縣的第一個民間文化館，展示完備的石滬文物和

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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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地景 
               

 

圖 23-姑婆嶼 圖 24-金嶼 
                

 

圖 25-煙墩山 圖 26-員貝嶼北海岸 
                

 

圖 27-大池海岸 圖 28-大菓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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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池西熔岩 圖 30-花嶼 
               

 

圖 31-船帆嶼 圖 32-七美石器工場 
                

 

圖 33-西嶼外垵北岸 圖 34-內垵遊憩區 
               

 

圖 35-七美雙心石滬 圖 36-吉貝石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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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本計畫建議將「青螺濕地」與「菜園濕地」列入地質公

園之環境教育區。 
    濕地分布世界各地，與海洋、森林並稱全球三大生態系統。濕

地位於水陸交接帶，各種物質的沉積，可做為許多植物養分供給，

因此孕育出許許多多的生物在此棲息。 
依「濕地保育法」第五條： 
為維持生態系統健全與穩定，促進整體環境之永續發展，加強濕地

之保育及復育，各級政府機關及國民對濕地自然資源與生態功能應

妥善管理、明智利用，確保濕地零淨損失。 

 青螺濕地 
  青螺濕地面積遼闊，為澎湖最大的紅樹林復育區，且保育類鳥

種小燕鷗在此繁殖，為澎湖鳥類最大棲息地與度冬地之一。每年約

計有 69 種鳥種、數千隻度冬或過境候鳥，擁有豐富的自然和人文

生態資源，為澎湖重要的生態敏感區之一。內政部營建署於民國 96
年將其列為國家級重要濕地。 

青螺國家級重要濕地之範圍為自澎 13 公路起，西至紅羅漁港

東側，其間不包括青螺漁港及集居聚落；北自青螺沙嘴北邊 6 公尺

深的海域起，南至紅羅魚塭止，面積計約 250 公頃。 
本濕地由北而南大致可分為四區： 
 青螺砂嘴海岸區：本區有砂嘴地形、玄武岩熔岩與海蝕地形、

海岸造林區、文化遺址區及海岸潮間帶區、紫菜養殖區。 
 紅樹林復育區：本區位青螺廟南岸，防波堤以東的魚塭，至澎

41 公路旁之濕地。 
 青螺魚塭棲地：本區為澎 41 公路以西的魚塭及人工棲地。 
 紅羅灣潮間帶區：本區為濕地防坡堤以西的紅羅灣潮間帶。 

其兼容濕地農、漁業之使用，更加穩定濕地生態與豐富的生物

多樣性，並提供社會環境教育、休閒遊憩、美化環境等功能。加上

北側虎頭山沿岸可見碳化層，呼應青螺曾為煤碳產區，可藉虎頭山

沿岸地層分布狀況推測地質事件的先後次序及碳礦成因。 

 菜園濕地 
「菜園里」的濕地為馬公市最大，也是最完整的濕地，因此被

選為紅樹林的復育地點，同時設立了「水土保持戶外教室」和「濕

地生態區」。本區也是候鳥在澎湖本島最大的過冬區。鳥相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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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馬公賞鳥愛好者的賞鳥勝地。 
菜園濕地位於馬公內港東北岸的灣底，北臨 205 號公路旁的

雙湖園及興仁水庫，東至 201 號公路旁之興仁進士第，西至菜園生

命紀念公園，南至菜園魚塭之潮間帶。本濕地因地勢較低，上游淡

水來源充沛，民國 60 年自來水公司在灣底北岸近興仁里處築成水

庫，民國 82 年軍方在魚塭西邊增建雙湖園人造濕地，園內有九曲

橋、賞鳥亭、賞鳥牆，幾年後，濕地面積共約 100 公頃。內政部營

建署亦於民國 96 年 12 月將其列為地方級濕地。 
現況有「興仁水庫及造林區、雙湖園及紅樹林濕地、菜園魚塭

區、菜園潮間帶海岸區」，該濕地為馬公市區最適合生態遊覽與戶

外教學的地點，含蓋多樣性濕地型態，海域遼闊，面積廣大，且離

馬公市區近，交通便利，已具有國家級濕地公園的規模與條件。 

濕地 
                

 
 
 
 
 

圖 37-青螺溼地 
                

 
 
 
 
 

圖 38-菜園溼地 

3.面積 



33 
 

澎湖群島位於台灣海峽距離台灣約 50 公里處，是臺灣唯一的島縣。

為爭取列世界襲產或設置國家地質公園，澎湖縣政府擬具『澎湖群島島

嶼數量委託清查計畫』，於民國 94 年度委託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調

查。經調查結果，澎湖群島散佈海上，南北長約 60 餘公里，東西寬約

40 餘公里，位於北緯 23°12’ 至 23°47’，東經 119°19’至 119°43’。島嶼

數為 90 座，東至查母嶼，西至花嶼，南至七美嶼，北至大蹺嶼。北回

歸線 23°27’穿過群島之中的虎井嶼之南，海岸線總長 448.974 公里。 
澎湖群島共有一市五鄉，分別為馬公市、湖西鄉、白沙鄉、西嶼鄉、

望安鄉與七美鄉。由於位在黑潮支流流經的海域，海洋資源豐富，全區

僅有 19 座島有人居住，合計面積 12,493.92 公頃，無人居住的島嶼有 71
座，合計面積 302.44 公頃。面積最大的島嶼依序是澎湖本島、西嶼、白

沙、七美及望安等島嶼。 

4. 位置圖 

 
 
 
 
 
 
 
 
 
 
 
 
 
 
 
 
 
 
 

圖 39-地質公園分區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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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白沙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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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錠鉤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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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雞善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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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東吉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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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西吉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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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頭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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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鐵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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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北寮自然紀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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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貓嶼海鳥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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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望安島綠蠵龜產卵棲地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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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定範圍之影響 

    地質公園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之定義，核心主體為特殊地形、地質現象

之地質遺跡，並符合特殊科學重要性、稀少性及美學價值，從地景保育出

發，結合社區參與、環境教育與地景旅遊，且地質公園相關規定並無任何

限制與罰則，因此各分區皆從其原有規定運作，例如核心地景保育區的海

鳥保護區，依野生動物保育法，主管機關為海保署；環境教育區的自然地

質景觀，依澎湖國家風景區規定，主管機關為澎管處。 
    承上述，地質公園的劃設對澎湖居民並無增加任何限制，反而因為正

名後，可由縣定地質公園推向國定地質公園，甚至邁向國際級之世界地質

公園，進而增加澎湖在世界的能見度，吸引更多國際友人到澎湖欣賞多樣

玄武岩、白沙、石滬及燕鷗等海洋文化。 

六、環境特質及資源現況 

1. 環境特質 

(1) 地形概述 
     澎湖群島玄武岩在台灣地質景觀上屬非常特殊的地景奇觀，主要

是因為澎湖群島的位置處於當時因地殼張裂作用所產生的裂隙帶上，

使得深處熔融後所匯集的岩漿有機會沿著裂隙噴發至地表加上岩漿

源自海洋地殼成分，二氧化矽比例較低，黏滯性小，於地表凝固後經

風化作用形成常見 5-6 角柱狀節理，因節理面大致垂直岩漿等溫線，

使不同岩流因流動方向及分布形成特殊且多樣的天然奇景。 
      澎湖群島之地勢由南向北傾降，海岸線錯綜複雜。最高點為大

貓嶼的 70 公尺，往北為七美嶼 64 公尺、望安島 54 公尺、澎湖本島

56 公尺、白沙嶼 24 公尺、吉貝嶼 18 公尺，至目斗嶼降為約 14 公

尺，到最北面大嶢礁、二嶢礁漸趨平緩。 
      海岸地形則由於海岸線曲折錯綜複雜，有抗蝕力較強的突出海

崖，有岩塊碎石堆積的崖錐海岸，有由海蝕平台和珊瑚礁構成的裙

礁海岸，還有由有孔蟲骨骸、珊瑚以及貝殼所組成的沙灘海岸。海蝕

作用造成的海蝕柱、海蝕洞、海蝕溝、海蝕平台、海蝕拱門、壺穴及

海積作用造成的沙嘴、沙洲、沙灘等特殊風貌，更是蔚為奇觀。 

(2) 氣候概述 
      澎湖群島因地表缺乏良好的植被，夏季時陸地容易因日照而加

溫，雖然有南風吹拂，但仍感覺燥熱，冬天有強大的東北季風。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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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溫度為 23°C，以 2 月均溫 16.2°C 最低，7 月均溫 28.3°最高。 
      強勁的季風是澎湖群島的特色，當秋末初冬的東北季風通過管

狀的臺灣海峽時，風力加速，使得澎湖冬季經常籠罩在凜冽的季風

之下。冬天吹拂著來自高緯度地區的風，風向多為北北東；因為缺乏

地形的屏蔽，使得冬天的風速相當大，自 10 月後自翌年 1 月，風速

都維持在 6m/s 以上，相當於 4 級風。雖然平均風速僅為 4 級風，但

當有結構完整的大陸冷氣團南下時，風速常常會達到 8 級以上，陣

風亦會達到 12 級以上。 
      在海面上，風速也比陸地上更為強勁。夏天時，亞洲的季風改由

太平洋吹向亞洲大陸，澎湖的風向也因而改變轉為南風，風速較為

和緩，平均風速在 3.5m/s 左右，相當於 3 級風。自 8 月底，風向再

度轉為北北東，風速逐漸加大。 
       澎湖群島因地勢平坦，缺乏高山，不能產生地形雨，平均年降

雨量僅約 1000mm，雨量在季節的分佈上，乾季與雨季的分別相當明

顯。每年 10 月到翌年 3 月屬於乾季，降雨量約 200mm，每年的 4 月

至 9 月是雨季，降雨量約 800mm 左右，全年的降雨日約 95 天。 

(3) 海洋環境概述 
       澎湖群島海岸線長，內海港灣很多，潮間帶寬廣，海域相當遼

闊，附近又有黑潮支流、季風洋流與中國沿岸冷流交會聚集，是一個

很好的漁場，造就澎湖豐富的漁業文化。 
      潮汐對於澎湖居民生活具一定的影響，澎湖地區為半日潮，每

日高低潮各兩次。澎湖水道兩側沿岸處，漲潮時潮流向北流，退潮時

流向南。漲退潮的島嶼數就有不同、退潮的潮間帶活動更是澎湖居

民賴以為生的工作場所也是觀光客的遊憩場所。 

2. 資源現況概述 

(1) 地質資源 
      地殼的張裂活動使原來在地下深處的岩漿上升至地表，覆蓋大

片的面積，造就了壯麗的澎湖群島，具有台灣地區最古老且未受後

期構造運動影響而呈現的豐富火山地質景觀。 
      地底下的高溫將岩石融化成融熔態，即為「岩漿」。這些岩漿可

以在地下深處流動，亦可經由地表噴出，上升到地表的岩漿為熔岩

流(lava flow)，另當炙熱的岩漿或熔岩因接觸空氣或海水而使溫度

急遽下降，便會開始結晶，並由融熔液態轉為固態，就形成了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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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火成岩」。火成岩可分成「深成岩」和「火山岩」。深成岩來自

岩漿在地底下慢慢冷却生成，由於溫度下降緩慢，形成的礦物顆粒

較大，肉眼看得到，例如：花崗岩、閃長岩、輝長岩。反之，岩漿

在地表面快速冷却，礦物顆粒較小，甚至來不及結晶，稱為火山岩，

例如：流紋岩、安山岩、玄武岩。             
      澎湖的火山活動是玄武岩溫和噴發而成的，受熔岩流均質性、

溫度差異與黏稠度等因素影響，形成規則性高的柱狀節理或彎曲傾

斜的多樣性地形。這些柱狀玄武岩長年受風化和侵蝕的洗禮後，呈

現各種不同的樣貌。除花嶼為安山岩質的火成岩外，其他的島嶼多

為玄武岩質的火成岩並夾雜沉積岩。 
      「黑石」是澎湖人對玄武岩的稱呼，然澎湖玄武岩在外觀顏色

上並不全然是黑的，也有暗灰色、褐色、或暗紅色。主要的組成礦

物包括斜長石和輝石，也含有少量黑雲母、角閃石和橄欖石。玄武

岩質地也不完全相同，以物理組織和化學組成來區分，物理組織可

分成「緻密狀玄武岩(柱狀與板狀節理清晰)」與「多孔狀玄武岩(含
氣孔及次生礦物)」。質地緻密的玄武岩常呈灰色，如岩體內礦物成

份不同，則有深淺不同的變化。如果熔岩冷卻時氣體來不及散失即

形成氣孔，即所謂的多孔狀玄武岩，澎湖文石便是發育在這種玄武

岩之中。 
      以化學組成分析，可分成「矽質玄武岩」與「鹼性玄武岩」，這

二類玄武岩都是來自地表下 34 至 65 公里的岩漿，最深可達 80 公

里處的地函物質，經不同程度的部分熔融所形成，可以在相同時間

不同地點噴發。「矽質玄武岩」是澎湖分布較廣的玄武岩，如桶盤、

青螺等，多呈灰黑色，最大的特徵是含有氣孔柱；另有棕黃色粗粒

的矽質玄武岩，稱為「微輝長岩」，是於地下較深部緩慢冷凝而形成，

地質學者認為它是代表岩漿湧出地表前的「岩漿通道」環境，如望

安天台山的微輝長岩呈現明顯的斑狀結構。 
      「鹼性玄武岩」呈現細粒與緻密狀，顏色多呈黝黑至灰黑色，

無氣孔柱，常含有來自上部地函超基性補獲岩(Mantle Xenoliths)。
超基性捕獲岩塊主要是由呈黑色至綠色的輝石和橄欖石構成。含有

超基性捕獲岩的鹼性玄武岩分布範圍較狹窄，例如北寮奎壁山和附

近的番仔石、煙墩山等地，而未攜帶超基性捕獲岩的鹼性玄武黏滯

性較低而分布範圍較廣。 

(2) 澎湖文石 

https://twgeoref.moeacgs.gov.tw/GipOpenWeb/wSite/sp?xdUrl=/wSite/query/searchResult.jsp&mp=101&queryWord=%E6%B7%B1%E6%88%90%E5%B2%A9&queryField=fullText
https://twgeoref.moeacgs.gov.tw/GipOpenWeb/wSite/sp?xdUrl=/wSite/query/searchResult.jsp&mp=101&queryWord=%E6%B7%B1%E6%88%90%E5%B2%A9&queryField=full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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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石(Aragonite)僅存在世界各地的玄武岩，為玄武岩孔隙中具

有紋理的部分，主要成份包含方解石、霰石、菱鐵礦等碳酸鹽礦物

及蛋白石、褐鐵礦、綠泥石等礦物所組成，多為塊狀、薄片狀、葡

萄狀或球狀集合體，顯示白、灰、暗黃灰及褐色等同心圓狀紋理。 
      澎湖文石的形成約距今一千萬年前，中新世紀時期歷經無數次

火山噴發，形成玄武岩質熔岩與沉積岩，當壓力和溫度急速降低，

凝固過程中，岩漿中的水氣膨脹，形成許多氣孔狀的小孔洞。水將

溶於水的礦物質運送到這些氣孔和裂隙，就是文石類礦物的棲身之

地。隨著多次碳酸鈣或二氧化矽等成分沉澱，這些多種次生礦物組

合而成具有紋理的美石，即稱為文石。 
      文石在澎湖較有規模的開採始於日治初期，產地以望安島與將

軍澳嶼為主。澎湖文石最初多製成為朝珠、扇器飾品、念珠等使用，

後續較大量開採時，用途漸廣，有被磨製為鬆釵、袖釦、硯台、煙

嘴或印章等，至今更加工為各式各樣的項鍊墜子、耳環、手鐲、別

針等。 

(3) 地質年代 
      根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澎湖群島五萬分之一地質圖幅資

料(2017)，澎湖玄武岩的生成年齡最老為 17Ma(百萬年)，最年輕為

8Ma，出現頻率最多的年齡為 15Ma 至 10Ma。 
      澎湖群島最早的火山活動在望安及將軍澳嶼，年代約在 17Ma，

隨後約在 14-15Ma 除南海諸島區外，各區皆具火山活動紀錄，也是

目前望安島測得最年輕的噴發時間。之後約 13Ma 於北海諸島區、

本島區及西嶼區皆有噴發；約在 12Ma 的火山活動分布於本島區、

北海諸島區及南海諸島區，此為南海諸島目前測得最早的噴發時間；

在 10-11Ma 間的火山活動分布於本島區、西嶼區及南海諸島區，此

為澎湖群島目前定年資料上最後一期大範圍的火山噴發時間。之後

約在 7-9Ma 只有零星幾個地點有紀錄。 
      由此可知，澎湖群島是火山活動經多次噴發後，熔岩冷卻而形

成的群島，約開始於 17-18Ma 的中新世初期，終止於中新世晚期

（距今約 8Ma），亦可延長到上新世早期。經過千百萬年來的海蝕

風化洗禮後，造就澎湖現在近百座島嶼獨特的地形地質景觀。     
      澎湖群島地層出露狀況，依據資料顯示玄武岩流噴發於沉積盆

地之中，由於當時沉積盆地的沉積物受控於全球海水位面之影響，

玄武岩岩流溢流時，部分覆蓋在沉積岩上，但部分亦覆蓋於陸相的

https://twgeoref.moeacgs.gov.tw/GipOpenWeb/wSite/sp?xdUrl=/wSite/query/searchResult.jsp&mp=101&queryWord=%E7%8E%84%E6%AD%A6%E5%B2%A9&queryField=fullText
https://twgeoref.moeacgs.gov.tw/GipOpenWeb/wSite/sp?xdUrl=/wSite/query/searchResult.jsp&mp=101&queryWord=%E6%96%B9%E8%A7%A3%E7%9F%B3&queryField=fullText
https://twgeoref.moeacgs.gov.tw/GipOpenWeb/wSite/sp?xdUrl=/wSite/query/searchResult.jsp&mp=101&queryWord=%E9%9C%B0%E7%9F%B3&queryField=fullText
https://twgeoref.moeacgs.gov.tw/GipOpenWeb/wSite/sp?xdUrl=/wSite/query/searchResult.jsp&mp=101&queryWord=%E8%8F%B1%E9%90%B5%E7%A4%A6&queryField=fullText
https://twgeoref.moeacgs.gov.tw/GipOpenWeb/wSite/sp?xdUrl=/wSite/query/searchResult.jsp&mp=101&queryWord=%E7%A2%B3%E9%85%B8%E9%B9%BD%E7%A4%A6%E7%89%A9&queryField=fullText
https://twgeoref.moeacgs.gov.tw/GipOpenWeb/wSite/sp?xdUrl=/wSite/query/searchResult.jsp&mp=101&queryWord=%E7%A2%B3%E9%85%B8%E9%B9%BD%E7%A4%A6%E7%89%A9&queryField=fullText
https://twgeoref.moeacgs.gov.tw/GipOpenWeb/wSite/sp?xdUrl=/wSite/query/searchResult.jsp&mp=101&queryWord=%E8%9B%8B%E7%99%BD%E7%9F%B3&queryField=fullText
https://twgeoref.moeacgs.gov.tw/GipOpenWeb/wSite/sp?xdUrl=/wSite/query/searchResult.jsp&mp=101&queryWord=%E8%A4%90%E9%90%B5%E7%A4%A6&queryField=fullText
https://twgeoref.moeacgs.gov.tw/GipOpenWeb/wSite/sp?xdUrl=/wSite/query/searchResult.jsp&mp=101&queryWord=%E7%B6%A0%E6%B3%A5%E7%9F%B3&queryField=full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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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層之上。後期的鐵質石英砂石、鈣質砂岩及近代堆積物則覆蓋

在玄武岩層之上。 
表 1-澎湖群島生成年代 

年代 島嶼的形成 

9500 萬年前~5000 萬年前 
澎湖花嶼形成，以中性至酸性的火山岩為

主。 

1800 萬年前~1700 萬年前 

1. 目前所知最古老的玄武岩地層年代位於

望安天台山的玄武岩質火山岩一屬微晶

狀的微輝長斑岩。(約 1740 萬年前) 
2. 由於中新世時代的火山活動經多次噴發

後，熔岩冷卻而形成澎湖群島。 

1470 萬年前~1080 萬年前 
桶盤嶼湧出地表，巨大玄武岩柱狀節理成

群發育，環繞整島地景特殊。 

1400 萬年前 雞善嶼成形。 

1300 萬年前~1000 萬年前 
熔岩出現的頻繁，其中以 1100 萬年前後

40-50 萬年時期頻率最高。 
七美嶼之玄武岩地質形成。 

1270 萬年前~1230 萬年前 
熔岩由海底裂隙湧出地表覆蓋在凝灰岩層

的海蝕平台上所形成的獨立岩體、岩脈及

海蝕地形，即是北寮的奎壁山與赤嶼。 

1260 萬年前~1 萬年前 
白沙鄉形成的海濱堆積層，全島多為珊瑚

碎屑物堆積之沖積層（沙尾地形）。 

1090 萬年前~ 160 萬年前 
小門嶼層成形， 
仿如澎湖群島地質與地層的縮影。 

800 萬年前 此後火山活動近於熄滅。 

資料來源：修改自澎湖縣政府旅遊處網頁 

表 2-澎湖群島玄武岩定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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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地質調查所五萬分之一地質圖說明書，2017  

(4) 地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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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方山地形 
      澎湖群島地勢平緩，許多島嶼四周都是接近垂直的海崖，頂部

則一片平坦，感覺不到明顯高山起伏，是典型的方山地形。形成原

因為熔岩二氧化矽比例較少，黏滯性較低，噴發出來易溢流成一大

片的熔岩台地，其後因岩層斷裂與升降，並沿著柱狀節理風化和侵

蝕之結果，造成頂面平坦而四周海崖圍繞的島嶼，便是方山地形。 
      方山頂面常覆蓋海相沉積的泥質岩層、珊瑚與貝殼碎屑沉積層

或殼灰岩與紅土，或者玄武岩覆蓋在古老崩積層上。嚴格來說方山

狀的島嶼地形，並不是典型的火山地形，而是火山地形受侵蝕與再

沉積作用影響後，所形成的地形。如澎湖東吉島堅硬之玄武岩覆蓋

於鬆散軟弱的沉積岩或凝灰岩地層上，形成平坦的方山地貌。 

Ⅱ. 柱狀玄武岩 
       在岩漿結晶過程中，由於均勻的冷卻、收縮而裂開成規則多邊

的柱狀體。柱狀體的形狀從四邊形到八邊形皆有，其中以五邊形和

六邊形為最多。澎湖群島廣泛分布的玄武岩具有各式各樣的柱狀節

理。柱狀結構的方向有垂直、水平、傾斜和扇狀等形狀，柱狀熔岩

是澎湖玄武岩中最壯觀的火山景觀。 

Ⅲ. 火山碎屑岩 
      火山碎屑岩是由火山噴出的火山角礫與火山灰等物質所形成

的火山岩，包括凝灰岩、集塊岩及火山角礫岩等。學者認為澎湖的

火山碎屑岩與玄武岩熔岩的組合，多數代表在淺海的火山噴發活

動，由於岩漿與水產生作用，使噴發活動較劇烈，因此形成火山碎

屑岩並堆積在火山口附近，如七美的大規模火山角礫岩或凝灰岩

體。 

Ⅳ. 岩脈 
      岩脈為一扁平體，它橫切了圍岩之主要構造，如地層面、劈理

面等。在地下較淺處貫入圍岩而呈脈狀，寬度可自數公分到數十公

尺，長度可自數公尺到百餘公尺，即為岩漿上升的管道。澎湖群島

的岩脈出露處甚多，走向呈東西向或南北向。 

Ⅴ. 風化與侵蝕地形 
      在緻密玄武岩中，其柱狀節理或水平裂理面的稜角部分因受

風化，表層逐次鬆軟而剝離猶似洋蔥般片狀剝離，最後則風化成圓

滾狀的球狀岩塊，稱為洋蔥狀風化(Onion-skin weathering)又稱球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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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化(Spheroidal weathering)。澎湖地區中規模較大的玄武岩球狀風

化地形在桶盤嶼、虎井嶼、西嶼鄉外垵村、小門嶼以及望安鄉的馬

鞍山嶼。 
      海蝕是指海水運動對陸地的破壞性作用，海蝕的力量來自波

浪、潮汐和海流，這些因素可同時或個別對海岸的陸地進行侵蝕。

海岸的侵蝕地形主要包括有海蝕柱、海蝕洞、海蝕溝及海蝕拱門；

另受海浪、風、洋流等搬運及堆積而成的沙灘、沙洲、礫灘等形成

的海積地形景觀。澎湖常見的海蝕地形有海蝕崖、海蝕平臺、海蝕

溝、海蝕凹壁、海蝕洞、海蝕拱門、海蝕柱、壺穴等。 

Ⅵ. 沉積地形 
      最常見的海岸沉積地形，主要是由珊瑚與貝殼碎屑構成的沙

灘、沙 嘴、沙洲，與因不同波浪能量造成的灘面、灘台及灘尖等

地形景觀，以及膠結的貝殼沙構成的灘岩(beach rock) ，它們都記

錄了近數千年以來，全新世中期以後的海水面變動歷史。 

Ⅶ. 玄武岩捕獲橄欖岩 
    橄欖岩主要礦物組成為橄欖石、直輝石、斜輝石、石榴子石

等 4 種礦物組成，存在於上部地函，比重約 3.3-4.3 g/cm3。另依

照化學性質區分，以二氧化矽含量為基準，若含量小於 45%，稱

為超基性火成岩，主要是構成上部地函的組成物質-「橄欖岩」。

從高溫高壓的岩石學實驗可以證明，低矽高鎂的超基性火成岩是

來自地底下 80-100 公里高溫高壓的地函物質，為玄武岩岩漿上

升噴發過程中，捕獲岩漿庫或岩漿噴發管道周圍的岩石，因此稱

為「捕獲岩」，其岩石種類和岩漿冷卻所形成的岩石有相當大的

不同。 

Ⅷ. 紅土 
      暴露在地球表面的任何岩石，隨著時間流逝，都無法避開風

化作用而轉變成鬆軟的土壤。緩慢持續的風化作用，使原來岩石

中的許多元素會慢慢被雨水溶解帶走。  澎湖的玄武岩長期暴露

在大氣中，留下不易溶於水的鋁和鐵等元素，其殘留氧化鐵的顏

色是紅色，所以風化土壤就會由土黃色變成紅色的土壤層。 
      澎湖的玄武岩直接覆蓋在陸上風化作用所形成之紅土層之

上，更顯示澎湖大部分的火山岩是在陸上所噴發所形成的，最具

代表性為白沙島講美的紅土層。 

https://penghu.info/OB43EEEBC7C0710BAE8C
https://penghu.info/OB62BE17994F0E96F605
https://penghu.info/OB47DDCDF6419FB17DC0
https://penghu.info/OBF71EF20BD49780D2BE
https://penghu.info/OB3A00534DDB8EE0F9BE
https://penghu.info/OB974BDF6D24558148F2
https://penghu.info/OB974BDF6D24558148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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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方山地形 圖 51-柱狀玄武岩 
                 

             

圖 52-火山碎屑岩 圖 53-岩脈出露 
                 

         

圖 54-海蝕溝 圖 55-蕈狀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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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洋蔥狀風化 圖 57-紅土層 
                  

         

圖 58-沙洲 圖 59-橄欖岩 

(5) 生態資源概述 

Ⅰ. 海洋生態 
    澎湖群島附近海域有中國沿岸流、黑潮支流、南中國海季風流。

這三條海流匯集在澎湖海域，讓澎湖海洋生態資源顯得豐富而且多

樣化。澎湖海底地形，內灣與外圍海域深度有明顯差距，內灣水深

多在 15 公尺以內，最深可達 25 公尺，沿岸延伸出去的外圍海域較

深，所以沿岸坡度平緩，潮間帶相當廣闊。在潮間帶礁岩上常見到

如蜑螺、笠螺、鐘螺、蠑螺、玉黍螺、寶螺、石鱉、黑齒牡蠣等貝

類；螃蟹、龍蝦、寄居蟹、瓷蟹等節肢動物；還有海參、海星和陽

燧足等棘皮動物。 
    依魚類分佈習性及資源的特性可分為礁岩魚類、底棲性魚類、

洄游性魚類等，其中玳瑁石斑已被選定為澎湖縣魚。海龜方面有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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蠵龜、赤蠵龜、玳瑁，另有少見的革龜、欖蠵龜等，望安是臺灣地

區綠蠵龜上岸產卵最穩定地區之一，設置保育中心。 
    珊瑚族群，因生長環境佳，覆蓋海床面積相當大，是海洋底層

食物鏈，所以珊瑚淺坪生態系最豐富。澎湖海域的珊瑚，包括石珊

瑚類之軸孔珊瑚、盤珊瑚、角星珊瑚及鹿角珊瑚等，柳珊瑚類之海

扇、海樹等及軟珊瑚類等各種珊瑚。海藻資源也相當豐富，常見有

綠藻、褐藻、紅藻等藻類，澎湖海域約有四十餘種，具有經濟價值

的有紫菜、海菜、石花菜和髮菜。     

Ⅱ. 陸地生態 
    除海洋生態之外，澎湖的鳥類生態也相當豐富。雖然島上地勢

平坦，但缺乏高山、森林，以及河川、湖泊等可供鳥類棲息繁衍的

環境，不過由於位於東亞候鳥遷移路線的中繼站，因此在每年候鳥

移棲的季節裡，總有為數眾多，形形色色的各種候鳥飛臨各個島嶼。 
    依據民國 98 年澎湖的鳥類調查數據，已達到 34 科 203 種。這

些鳥類除澎湖本島各地常見的鷸科、鴴科、鷺科、雁鴨科等水鳥外，

夏季的燕鷗仍是愛鳥人士的最愛。玄武岩自然保留區的鳥類大多為

冬候鳥和過境鳥，有不少鷸、鶇和鶯科的鳥類出現記錄，較常見鳥

種包括黃足鷸、大葦鶯和家燕等。夏候鳥方面以蒼燕鷗和白眉燕鷗

較多，其次為小燕鷗和紅燕鷗。於此繁殖的鳥類有白眉燕鷗、蒼燕

鷗和岩鷺等，這些鳥類大多利用玄武岩壁上築巢繁殖，直到八、九

月才離去。蒼燕鷗與紅燕鷗被澎湖漁民稱為「丁香鳥」，牠們喜食

丁香魚，常成群飛翔於丁香魚群之上空，成為澎湖漁民捕獲丁香魚

的重要指標。 
    澎湖南方四島具生物多樣性，植物資源依地形區分為平頂植被、

海崖植被和海岸植被三類型，澎湖決明、密毛爵床、臺西大戟、臺

灣耳草、臺灣虎尾草和絹毛馬唐等 6 種是臺灣的特有種。動物資

源以鳥類資源為主，春、冬兩季候鳥數量最多，也是最佳賞鳥時機，

夏季時是燕鷗繁殖的主要季節，因此能觀察到多種燕鷗及其他鳥種，

代表性的鳥種有白眉燕鷗、鳳頭燕鷗等多種鳥類在此棲息，並有俗

稱「半天鳥」的澎湖小雲雀、海岸常見的岩鷺以及近年列入保育鳥

種的八哥等留鳥，另外也曾經發現過灰鶺鴒、藍磯鶇、灰頭紅尾伯

勞、松雀鷹、高蹺鴴、翠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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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潮間帶生態 圖 61-珊瑚礁 
                   

 

圖 62-綠蠵龜 圖 63-玳瑁石斑 

 
 
 
 
 
 
 
 

 

圖 64-澎湖小雲雀 圖 65-蒼燕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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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黑嘴端鳳頭燕鷗 圖 67-白眉燕鷗 

(6) 人文資源概述 
澎湖的人文資源在生態環境、漢人文化與歷史因素交互影響下形

成特殊風貌。歷史方面，早在五千年至四千年前左右澎湖群島即發現

有「粗繩紋陶文化」、「細繩紋陶文化」、「素面紅灰陶文化」等，顯示

其與台灣西南岸的史前文化有密切相關。 
自西元十世紀始，便有漢人至此定居，移民多來自福建沿海，造

成澎湖之建築式樣與福建沿海和金門相似，而建材多採當地之硓𥑮𥑮石、

石灰、沙土、玄武岩、紅瓦等，後幾經整修而雜有日據西式洋樓；由

於地理位置特殊而擁有眾多的軍事古堡與紀念碑，且祠堂與廟宇廣佈

村落更顯現出澎湖人在血源與地緣的交互運作上所凝聚出來的整體

意識，為本區之人文特色。 

Ⅰ. 文化風俗：石敢當、石塔… 
傳統社會因科學不發達、醫療資源不足，對天災的降臨，總認

為是被某種不祥的、看不見的神祕力量所操控，所以先民想方設法

的要與這股力抗衡或妥協，以獲得身心的安頓，致各種祈福辟邪物

因應而生。澎湖四面環海，冬季風大浪高，為祈求村里合境平安，

石敢當信仰因此而生。石敢當是民俗厭勝物中，歷史最悠久，分布

最廣，式樣最多，最常見的一種。所謂「厭勝物」是具有「厭勝且

制勝之物」，乃因人們對大自然及未來的不可知，對天災人禍的心

理恐懼，於是用物件來避凶趨吉。例如吉貝嶼有兩個特殊造型的厭

勝物，分別為「缽」與「木魚」之形貌，分別立於碼頭東西兩方，

成為吉貝嶼的人文景觀。 
    澎湖石敢當數量高居全台之冠，大部分的石敢當以玄武岩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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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其形式、材質與碑文的變化、繁雜度也非常高。長久以來，祖

先為了與天抗爭、克服惡劣環境，認為住宅、通衢要道、高處、海

邊等，若豎立石敢當，就可以鎮妖、避邪、止風、止煞，因而在澎

湖自家壁上、屋角及村落四周、路沖，甚至荒郊野外、海邊港口，

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另如石塔，除鎮風止煞之用外，還有彌補地理風水不足的作用。

如「鎖港的石塔」，有南塔及北塔，位於舊聚落北方，高度約 11 公

尺近三層樓高，初期為七層，後於民國五十三年改建為九層塔。石

塔所在之處原有一高起的小沙丘，為社里的靠山，因強勁的東北季

風而漸消失，所以在原址上興建兩座大石塔作為，以彌補「地理」

之缺陷。還有「內垵的石塔」，因造型特色取名為『塔公、塔婆』，

其興建歷史背景乃與內垵地理風水有關。內垵村東、南、北方各有

小丘屏障，西方為一開闊港灣，港灣外海有一暗礁，稱為「海獺礁」，

與礁北的「鱟仔尾」形如箭狀直射內垵聚落，居民認為此箭射的風

水不祥，於是請了中國的風水師傅過來勘查，風水師建議內垵人建

造石塔跟石牆抵禦箭射，內垵望族呂論一家便召集村內壯丁合力蓋

了塔公跟塔婆，並以 150 公尺的石牆銜接兩塔。 

Ⅱ. 經濟利用：石滬與菜宅… 

 石滬 
  築滬捕魚是一種古老的世界性漁撈活動，其歷史可上推到新

石器時代，國外的文獻通常稱為「漁滬」（fishing weirs或 fish traps）；
各地的漁滬都以當地所產的竹木、石塊做為建材，而澎湖群島土

地貧瘠、物產稀少，以往只有岩石為澎湖居民最為充分利用的環

境資源，且除了花嶼，其餘島嶼多由玄武岩與沉積岩所組成，所

以造就居民以玄武岩為建材築滬，因而稱之為「石滬」。 
  石滬的造型各異，呈弧線造型，因為石滬係根據潮流漲退以及

魚兒洄游的原理所設計，利用潮汐起落，在潮間帶堆砌兩道長圓

弧形堤岸，從淺水處一路延長至深水處，在深水處盡頭向內做成

彎鉤狀。漲潮時，魚群順著海水進入石滬中覓食海藻；退潮後，

石堤已高於海面，魚洄游至捲曲處被阻，困於滬內，漁民藉此捕

捉漁獲。 
  澎湖的石滬無論是數量或密度都居世界之冠，但是目前大多

因為集魚的效果不再而被廢棄。澎湖石滬的分佈範圍很廣，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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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有人居住的島嶼都有石滬，其中又以澎湖本島以北的海域為

最多，尤其是吉貝嶼，因而獲得「石滬的故鄉」之美稱。 

 菜宅 
  菜宅是澎湖群島特有的農業文化景觀，由於澎湖缺乏雨水，加

上東北季風帶來強風與鹹雨災害，連耐旱作物也不易生長，因此

農民常就地取材在菜圃四周砌矮牆圍繞保護農作物，此防風牆俗

稱「宅岸」以避開或減輕強風與鹹雨災害。 
  菜宅在澎湖有很多稱呼，如「宅內」、「圍仔」、「堤仔」，更有

多樣的風貌，如硓𥑮𥑮石菜宅、玄武岩菜宅、綠色菜宅(以蘆竹、管

芒做為菜宅宅岸，或加強硓𥑮𥑮石菜宅的防風功能，形成獨特的綠

色景觀)、現代菜宅(因應技術失傳與保育觀念，以黑色的塑膠防風

網或引進簡易的溫室來種植瓜果)等，表現出文化的原創性。 
  「菜宅」建築方式相當特別，將玄武岩及硓𥑮𥑮石經過曝曬，去

除雜質，堆砌時打好地基，以大石頭做為基礎，小石頭做為填充，

疊砌過程中不使用水泥及石灰輔助，利用石頭間的稜角做為卡榫，

成為穩固的一道擋風牆。這樣的建築方式看似不細緻，卻神奇的

在強風當中屹立不搖，這樣的技術需長時間的累積，然隨著澎湖

人口流失，在當地已有失傳的危機。「菜宅」這道擋風牆，不僅僅

是維持澎湖群島中農業的命脈，也是在地農民與大自然共同生存

的智慧。 

Ⅲ. 建築使用：歷史聚落與灰窯產業… 

 歷史聚落 
澎湖居民就地取材建造房屋，各島目前仍留有為數不少以硓

𥑮𥑮石及玄武岩砌成的澎湖厝。以二崁聚落為例，為少見保存極為

完整的古厝群，留在聚落的居民未滿百人，房屋卻有五十棟，其

中硓𥑮𥑮石便占了十九棟之多。二崁聚落為閩式建築，由空中鳥瞰

可見梳式布局，工整的排列方式具備調節氣候與防禦外敵之優點。

另有望安的花宅聚落，周圍山丘環繞，宛如花瓣環繞著花心，於

是在花心（山仔尾頂）附近墾地築屋，因此名為「花宅」。在花宅

的古厝群中，最顯眼的莫過於曾家古厝其書卷造型的窗戶，還有

紅磚裸砌成「曾」字型的窗櫺。 

 灰窯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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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各島嶼沿岸幾乎都擁有遼闊的珊瑚礁淺坪及沙灘，海灣

常有許多適合燒製石灰的珊瑚碎片和介殼（俗稱硓𥑮𥑮丁或砂砱）

堆積，再加上冬天風强雨少的氣候，因此具有絕佳的灰窯業發展

環境。如今傳統灰窯幾乎都己閒置多年了，而湖西鄉的白坑村與

菓葉村之遺址，可見證澎湖的灰窯文化。 
白坑村的海邊、陸上遍地都有砂砱，原料充足促使灰窯產業發

展，白坑村灰窯最發達時，曾有 16 座的灰窯設立，一度成為「灰

窯業的重鎮」。菓葉灰窯位在菓葉村海堤邊的小高地上，雖然建於

民國 49 年，然遺留下的灰窯遺跡，外型仍算相當完整，且內部設

施也尚稱完整，不僅最具規模，其壯觀的「古堡」形式更成為澎

湖最具特色的產業建築。 
 
 
 
 
 
 
 
 
 
 
 
 
 
 
 

 
 
 
 
 
 
 

圖 68-石敢當 
 
 
 
 
 
 
 
 
 
 
 
 
 
 
 

 

圖 69-吉貝嶼的木魚與缽 

https://penghu.info/OBC412CCB11D0B3C7925
https://penghu.info/Time?Type=yang&Year=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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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0-石塔 
 
 
 
 
 
 
 
 
 
 
 
 
 
 

 
 
 
 
 
 

圖 71-石滬 
 
 
 
 
 
 
 
 
 
 
 
 
 
 

 
 
 
 
 
 

圖 72-菜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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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二崁聚落 圖 74-花宅 
 
 
 
 
 
 
 
 
 
 
 
 
 
 

 

圖 75-白坑灰窯 圖 76-菓葉灰窯 

七、保存、維護方案及可行性評估 

1. 保存維護方案 
    澎湖海洋地質公園擁有獨特的地形地貌，且伴隨著各種生態環境與

生物多樣性，因此地景保育與生態棲地保育應是同時進行。目前在農委

會林務局主管的保育法規中，截至 2017 年 8 月依文資法指定的自然保

留區有 22 處（19 處國定、1 處直轄市定、 2 處縣定）、依森林法公告 6
處自然保護區、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 20 處野生動物保護區及 37 處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另內政部營建署依國家公園法公告 9 處國家公園與 
1 處國家自然公園，這些依法公告的自然保護區域構成了「國家保護區

系統」。 
      澎湖海洋地質公園核心地景保育區之玄武岩自然保留區、南海玄武

岩自然保留區與野生動物保護區已位於國家保護區系統中。文資法修法

通過後，小區域或特定地景保育景點，可受文資法相關規範與罰則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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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因此本計畫之核心地景保育區-赤嶼與番仔石亦可藉由指定為自然

紀念物受到維護保育。環境教育區雖未位於國家保護區系統中，但可藉

由地方主管機關與居民的參與，成立伙伴關係共同管理維護，幫助地方

文化特色的傳承與地方形象的建立。 
      基於地質公園推動以地景保育為中心，並富有環境教育功能，指定

為地質公園後，更可於範圍內進行低強度的生態旅遊或環境教育活動，

可由培訓過的社區解說員對觀光客進行導覽，並透過適當的規劃，使週

邊社區發展地方特色產業，發揮本計畫產業發展區的功能，提高地質公

園內之經濟效益，增加社區居民的就業機會。 

2. 可行性評估 
    影響澎湖海洋地質公園的保存維護，主要以管理維護是否可行為主

要評估依據。除法定的保護(留)區，地質公園在國際間大多傾向比較彈

性的管理維護方式，因為在自然保護(留)區內，常視人為活動為負面干

擾，但地景類型的保育需要人地互動。然由於澎湖海洋地質公 園之範

圍跨鄉、跨海陸域，因此建議環境教育區內各景點分別由其原署權責機

關進行管理維護，讓這些景點的特殊性得以持續保育，每個景點能有適

合此區域的保育與管理維護計畫，增加地景保存維護之可行性。 
    澎湖縣政府則就地景保育部分，逐一將縣內特殊珍貴地景評估羅列，

增加各管理機關行銷資源與價值，共同合作將澎湖海洋地質公園各處珍

貴地景與地質現象、文化資源、海洋生態資源推廣，將可行性放大，結

合當地社區產業，互惠互利趨於穩定平衡。 

八、面臨之威脅、既有保存、維護措施及未來之保育策略 

    在未指定為澎湖海洋地質公園的現況而論，核心地景保育區既有保

存與維護措施皆有相關法規進行規範。「玄武岩自然保留區」之錠鉤嶼、

雞善嶼及白沙嶼為無人島，依文資法有嚴謹之管制。「南海玄武岩自然

保留區」除文資法的規範，還有其他管制事項，如承載量管制、登島管

制等。「貓嶼海鳥保護區」依野生動物法規定亦有分區管制，如共同管

制、核心區與緩衝區特別管制事項。「望安島綠蠵龜產卵棲地保護區」

則劃設沙灘範圍進行維護。 
    核心區無論是自然生態、地質景觀或人文史跡等資源，都維持著原

始、低污染的天然樣貌，尤其附近海域覆蓋率極高的珊瑚礁更是汪洋中

的珍貴資產。可能面臨的保育威脅主要是由於位置遙遠，交通往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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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經營管理與執法鞭長莫及，仍有違法捕捉動物資源、海洋垃圾與廢

棄物之問題，污染了海岸與潮間帶生態。環境教育區的地景資源大部分

已是遊憩景點，目前管理維護措施多為各相關權責單位(如中央單位如澎管

處、海管處等，地方單位如農漁局、旅遊處、文化局、環保局、教育處及

建設處等，以及產業團體、社區居民等等)，而最大的威脅莫過於觀光遊憩

行為產生的破壞。 

    對於地質公園無論有形無形的文化資產、自然生態及海洋環境等保育

策略，須仰賴縣內各單位、產業學界、民間團體及社區居民共同合作與努

力方可完成。 

    保育策略中若能加入國際交流將是一大助力，藉由國外地質公園的

經驗，可以協助我們瞭解澎湖海洋地質公園之優缺點，同時增進我們經

營管理的方向與方法。在當今網路的時代，透過網路平台行銷，提供保

育資訊給訪客或潛在的訪客，或地質公園的資訊轉譯成其他語言，讓多

國遊客了解相關資訊。因此，管理地質公園除完善的監察、巡邏與維護

機制，以及清晰的法規罰則，更需配合教育宣導，使保育工作更為全面。 

九、說明會或公聽會之重大決議 

澎湖海洋地質公園說明會舉辦地點為五鄉一市，包括七美鄉、湖西鄉、

白沙鄉、西嶼鄉、望安鄉以及馬公市，馬公市加辦一場次，共七場次。每

場次邀請權益關係人，諸如相關機關、鄉市公所、代表會..等參與，主要

目的是為了讓社區居民了解劃設緣由與地質保育意義，並進行互動交流，

提升在地認同。 

依據澎湖海洋地質公園說明會，決議如下： 

1. 社區居民認同推行澎湖海洋地質公園可以保護地景以及兼顧觀光

效益。 

2. 權益機關對於推行澎湖海洋地質公園有共同認知。 

7場地質公園說明會辦理時間與資料統整如下：  

地

區 
日期 地點 人數 意見交流概況 

馬

公

市 

108.11.28 

（四） 

朝陽社區

活動中心 
79 

 澎湖是台灣最早推動地質公園之地區，

目前離島中馬祖已成立地質公園且管理

處和政府做得很好！雖然因為政治關

係，世界上不會承認，但仍期望澎湖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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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通過公告成立地質公園，使澎湖地

景有機會讓世界看到。 

七

美

鄉 

108.12.01 

（日） 

平和社區

活動中心 
68 

 感謝農漁局和澎科大舉辦地質公園說明

會。之前台大地質系教授來上課時曾說

七美很漂亮，可以代表澎湖縣的地質景

觀，因此希望能將七美特殊地景加入地

質公園來保護。 

 如果可以帶動觀光發展是不錯的政策，

但需要居民支持，建議提出申辦各鄉鎮

說明會，讓社區與澎湖縣政府共同完成

地質公園之推行。 

望

安

鄉 

108.12.07 

（六） 

西安社區

活動中心 
43 

 政府劃設保護(留)區，如保護海鳥、珊瑚

礁、海龜，但沒有保護在地居民之政策，

因此建議對於社區里民也要有維護權益

的配套措施。 

白

沙

鄉 

108.12.14 

（六） 

赤崁社區

活動中心 
48 

 說明會主要目的是收集鄉親們的意見。

因為地質公園的劃設是從地方開始，從

澎湖縣地質公園開始，接著成為國家地

質公園，然後變世界地質公園。 

 自然紀念物跟地質公園是不一樣的。地

質公園依世界趨勢是劃設一個大的範

圍，包含人、地質、生態等。地質公園裡

若有特殊的地質地形，經評估後再劃設

為自然紀念物。 

馬

公

市 

108.12.14 

（六） 

澎湖海洋 

地質公園 

中心 

17 

 建議公部門推行地質公園時不只有保育

科來執行，應由縣府參議等帶領做督導

的工作，也建議跟旅遊業合作，將相關規

範宣導清楚。 

 由於地質公園是為了要推廣澎湖地景保

育，所以沒有新增罰則，但玄武岩自然保

留區仍維持原有規範。 

 農漁局保育科是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將特

殊地景劃設成自然紀念物，如果有機械

式破壞才會有五十萬的罰則，而海洋資

源是依據不同法規去劃設，又如石器工

廠是歸文化局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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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西

鄉  

南

寮 

108.12.15 

（日） 

南寮社區

活動中心 
29  居民未提出意見。 

西

嶼

鄉   

小

門 

108.12.15 

（日） 

小門社區

活動中心 
48 

 澎管處主任說明如果今天有這個國家及

國際級認證的地質公園，可以跟外國人

說澎湖海洋地質公園是國際認證進而吸

引國際觀光客來訪，澎管處也會配合行

銷推廣。 

總計參與人數 332 
 

十、管理維護者 

    由於澎湖海洋地質公園是以全澎湖為劃設範圍，因此，管理維護者包含產、

官、學、民，依分區有中央及地方機關、產業團體及在地社區居民等，皆從

其原有之權責與規定分工辦理日常管理維護。 

管理維護者舉例說明如下： 

1. 共同管理維護者概念： 

    因地質公園包含澎湖全區，除核心區依其主管法規管理外，環境教育區及

產業發展區涵蓋中央、地方各機關單位管轄，目前預定暫由地質公園主管機關

澎湖縣政府，定期邀集各相關單位辦理交流活動，以瞭解地質公園階段工作及

現況，並逐年滾動檢討、依需要考量是否成立工作小組、委員會或協調現有組

織團體等進行整體管理事宜。 

2. 各別管理維護者舉例如下： 

(1) 澎湖縣政府農漁局：澎湖縣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自

然紀念物、地質公園之推動、國家重要濕地管理。 

(2)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管理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 築、聚落建築群、

考古遺址、史蹟、文化景觀、古物。強化地質公園內或周邊有形、無

形文化資產資源之連結，社區或相關解說員培訓。 

(3)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推動或規劃地景(生態)旅遊、行銷推廣及國

際交流、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遊客中心等旅遊規劃與管理。 

(4) 澎湖縣政府環保局：公共設施環境教育與環境保護維護。 

(5) 澎湖縣政府教育處：推動國中小地質公園鄉土地質科學特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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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居民瞭解在地價值。 

(6) 澎湖縣政府建設處：整體建設方向規劃、社區管理與培力發展規劃。 

(7)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澎湖南方四島等管理。  

(8) 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經營管理範圍為原分屬縣政

府及鄉市公所「非都市計畫」之觀光遊憩行政管理業務。於各別管

理維護者中占極重要比例與地位，加上管理專長，為不可缺少的單位、引

領澎湖邁向世界級地質公園旅遊重要推手。 

(9) 其他機關、產業、NGO團體等…。 

3. 管理維護計畫：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六章 第八十二條：自然地景、自然紀

念物由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管理 維護；主管機關對私有自然地景、自

然紀念物，得提供適當輔導。 

    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得委任、委辦其所屬機關（構）或委託其

他機關（構）、登記有案之團體或個人管理維護。 

    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之管理維護者應擬定管理維護計畫，報主管機

關備查。因地質公園涵蓋全區，由各機關等分工職執行，管理維護計

畫將依法(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一條)簡易擬定方向與原

則。 

十一、預期效益 

    藉由各珍貴地景的瞭解，整合各個遊憩系統，達到活絡澎湖地方經

濟的目的。 

十二、應遵行事項 

    地質公園立法精神在於以地景保育的中心思想，達到活絡地方經濟

的目的，冀望珍貴地質地景與地方經濟能互利共存，因此除了自然保留

(護)區與自然紀念物外，相關規定並無罰則。各分區從其原有規定辦理。

本事項配合各管最新公告規定事項做滾動式修正。 
1. 核心區 

(1) 自然紀念物與自然保留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六章 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 

第八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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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紀念物禁止採摘、砍伐、挖掘或以其他方式破壞，並應維護其

生態環境。但原住民族為傳統文化、祭儀需要及研究機構為研究、

陳列或國際交換等特殊需要，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八十六條 
自然保留區禁止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態。 
為維護自然保留區之原有自然狀態，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非經

主管機關許可，不得任意進入其區域範圍；其申請資格、許可條件、

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一章 罰則 

第一百零三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三十六條規定遷移或拆除古蹟。 
二、毀損古蹟、暫定古蹟之全部、一部或其附屬設施。 
三、毀損考古遺址之全部、一部或其遺物、遺跡。 
四、毀損或竊取國寶、重要古物及一般古物。 
五、違反第七十三條規定，將國寶、重要古物運出國外，或經核准

出國之國寶、重要古物，未依限運回。 
六、違反第八十五條規定，採摘、砍伐、挖掘或以其他方式破壞自

然紀念物或其生態環境。 
七、違反第八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改變或破壞自然保留區之自然狀

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 南海玄武岩自然保留區依 97.09.23 府授農保字第 09735010992 號
函公告劃設，其應遵守事項如下： 

南海玄武岩自然保留區管制事項 

一般管制事項 

自然保留區禁止改變或破壞其原有 自然狀態。為維護自然保留區之

原有自然狀態，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任意進入其區域範圍。 
特別管制事項 

(1)每年 11 月至翌年 3 月紫菜生長期間，漁民得登岸採收紫菜，但

不得違反本保留區保護利用管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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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島上居民耕作、放牧牛羊及漁獵在不破壤自然地貌的前提，得允

許施作。  
(3)特許外來民眾在西吉嶼、東吉嶼保留區內規劃動線上行走。島上

居民及擁有土地、地上物所有權人可自由進出。 
(4)保留區內既有設施、建築物、道路及其它公共設施，得以修繕、

維護。 
承載量管制 
保留區僅供學術研究或教育目的、宣導提出申請進入，頭巾、鐵砧

每日以 30 人為限，東吉嶼、西吉嶼每日以 100 人為限。 
其他管制事項 
其他依野生動物保育法、文化資產保存法及漁業法等之規定事項。 

(3) 貓嶼海鳥保護區與望安島綠蠵龜產卵棲地保護區則依照「野生動物

保育法」第二章野生動物之保育相關管制規範。 

貓嶼海鳥保護區 

共同管制事項 

(1)禁止獵捕、宰殺、騷擾、虐待一般類與保育類野生動物鳥類或撿

拾、破壞鳥蛋等行為。 
(2)禁止各種開發、建設、疏浚、探採礦、採取土石、採集或砍伐植

物、或其他破壞自然生態環境等行為。但在不破壞野生動物主要

棲地及影響野生動物棲息情況下，主管機關得設置必要之保育維

護及解說設施。 

核心區特別管制事項 

(1)全年嚴禁民眾攀登或進入核心區，但為學術研究或自然教育目的

者不在此限，惟需先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始得為之。 
(2)非燕鷗繁殖季節（每年十月至翌年三月），漁民得登岸採擷貝類

或海（紫）菜，但不得違反本保護區保護利用管制事項（共同、

緩衝區及其他保護利用管制事項）。 

緩衝區特別管制事項 

緩衝區內嚴禁按鳴喇叭、放煙炮、餵飼海鳥或其他干擾海鳥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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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安島綠蠵龜產卵棲地保護區 

望安島的西岸與南岸共劃定 6 處 

綠蠵龜產卵的沙灘為野生動物保護區 

(1) 天台山南側沙灘草地(0.75 公頃) 
(2) 西安水庫西側沙灘草地(3.47 公頃) 
(3) 土地公港南側沙灘草地(12.41 公頃) 
(4) 水雷港仔南側沙灘草地(34.00 公頃) 
(5) 網垵口東側沙灘草地(1.24 公頃) 
(6) 萬善宮南側沙灘草地(1.46 公頃) 
管制事項 

保護區於每年 5 月 1 日起至同年 10 月 31 日止實施夜間管制，一般

民眾及遊客自夜間 8 時至翌晨 5 時止禁止擅入保護區。漁民下海若

需經過保護區，必須在管制的時間出入，管制時間則依潮汐而定。 

2. 環境教育區 
本區除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有禁止事項之外酌修增加濕地保

育法，其他自然地質景觀與重要地景從其原有之規定，各單位仍各司

其職循各法而行。地質公園各分區保留彈性，做滾動式檢討。相關規

範依不同單位主管不同標的列舉如下表。 

濕地保育法 

第五條 

為維持生態系統健全與穩定，促進整體環境之永續發展，加強濕地

之保育及復育，各級政府機關及國民對濕地自然資源與生態功能應

妥善管理、明智利用，確保濕地零淨損失；其保育及明智利用原則

如下： 
一、自然濕地應優先保護，並維繫其水資源系統。 
二、加強保育濕地之動植物資源。 
三、具生態網絡意義之濕地及濕地周邊環境和景觀，應妥善整體規

劃及維護。 
四、配合濕地復育、防洪滯洪、水質淨化、水資源保育及利用、景

觀及遊憩，應推動濕地系統之整體規劃；必要時，得於適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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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以適當方式闢建人工濕地。 
第二十五條 

非經主管機關許可，重要濕地範圍內禁止從事下列行為。但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擅自抽取、引取、截斷或排放濕地水資源及改變原有水資源系

統。 
二、挖掘、取土、埋填、堆置或變更濕地地形地貌。 
三、破壞生物洄游通道及野生動植物繁殖區或棲息環境。 
四、於重要濕地或其上游、周邊水域投放化學物品，排放或傾倒污

（廢）水、廢棄物或其他足以降低濕地生態功能之污染物。 
五、騷擾、毒害、獵捕、虐待、宰殺野生動物。 
六、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砍伐、採集、放生、引入、捕撈、

獵捕、撿拾生物資源。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區域內禁止事項 

內政部 104.12.17 台內營字第 1040817992 號令修正規定 

一、禁止陳列、販賣、搬運依法禁止或應予保護之動物、植物、礦

物、化石、文物及其標本或加工製品。 
二、禁止未經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以下簡稱海管處）許可捕撈生

物，採取岩石、礦物、化石、珊瑚、珊瑚礁石等天然物，或打

撈水下考古遺物。 
三、禁止未經海管處許可在珊瑚礁區域下錨、投放人工魚礁、設置

人為設施、使用化學藥劑、污染物或其他破壞珊瑚礁生態及海

域環境之行為。 
四、禁止人員、船舶及其他載具未經海管處許可於特別景觀區靠岸、

登岸，或進入海蝕溝、海蝕洞。 
五、禁止未經海管處許可於特別景觀區從事攀岩之行為。 
六、禁止破壞及污損公物、公共設施、自然或人文景觀等。 
七、禁止燃放爆竹、煙火及施放天燈之行為。但特殊節日慶典、民

俗禮儀及宗教祭祀，不在此限。 
八、禁止放生、棄養動物，或餵食、騷擾野生動物。 
九、 禁止流動兜售。 

3. 產業發展區：為居民生活社區為主，亦從其原有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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