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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志是在收集台湾出版的地质资料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较全面系统地反

映了台湾省区域地质的主要特征，内容较丰富，除绪言、结语外，共计五篇，19

章。第一篇地层，第二篇岩浆岩，第三篇变质岩和变质作用，第四篇区域地质构

造，第五篇地质发展史，共约40万字，插图77幅，图版8版，附图2幅，即

1：50万台湾省地质图和1 t 100万台湾省地质构造图。可供广大地质工作者和

地质科研、教学单位及有关郝门参考使用。
■

(本书及附图系内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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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随着我国地质事业的蓬勃发展，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填

补了我国的地质空白，获得了丰富的、极为宝贵的基础地质资料，解决了许多基础地质理

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而且还找到一大批矿床或矿产地，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及地质科学发

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全面总结已取得的区域地质调查成果，特别是1：20万的区域地质调查成果资料
· 和其它地质工作成果资料，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组织了各省、市、自治区地质局

编制出版分省、市、自治区的《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

系统地公开出版全国分省、市、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在我国还是首

次。它的编制、编辑与公开出版，标志着我国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及我国地质科学工作的

重大进展和成就，将大大提高我国的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水瀑和地质研究程度，全面系统地

为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科研教学等方面，提供基础地质资料。

这套系列专著，是我国广大地质工作者劳动成果的结晶。鉴于其意义重大，专业性强，

涉及面广，延续时间长，参加人员多，因此，被列为地质矿产部80年代的一项重要任务，

整个工作是在地质矿产部程裕淇总工程师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任务的具体规划部署，由

地质矿产部区域地质矿产地质司负责；出版工作由地质出版社承担；各省、市、自治区地

质局负责对本省、市、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编制工作的组织实施。具体编

写工作由各省、市、自治区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负责进行。

《区域地质志》的内容一般包括地层、沉积岩及沉积作用、岩浆岩及岩浆作用、变质岩

及变质作用、地质构造、区域地质发展史等部分I其图件主要有地质图、岩浆岩图i地质

构造图，比例尺一般为1。50万至1：100万。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质现象差异较大，因

此，在内容编排上，应从本省、市、自治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现有地质资料为基础，突

出本省、市、自治区的地质特点，尽力反映本省、市，自治区的现有地质研究程度及基本

区域地质构造面貌。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出版的各省、市、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系第一版。

随着地质研究程度及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今后还将及时予以充实、完善，发行新的版本。

地质矿产挪

1982年，i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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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台湾省为我国东南大陆架上的一个省份。东濒太平洋，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相望，最

近距离约150 km；

全省包括台湾本岛、澎湖列岛、兰屿、绿岛、钓鱼岛、赤尾屿、彭佳屿等86个大小岛

屿，陆域总面积为3．6万km2．。地理坐标：东经119。18，03”(澎湖县望安乡花屿西端)一124。

34130"(宜兰县赤尾屿东端)和北纬21。45'25"(屏东县恒春七星岩南端)一25。56730”(宜兰

县黄尾屿北端)。台湾本岛呈纺锤形，长轴呈北北东向展布，南北最长385 k．m，东西最大宽

度144 km，面积为35 795 km2，是我国第一大岛。

台湾岛是一个高山岛，山地约占30％，丘陵约占40％，平原约占30％。岛上高山连峰，

地势险峻，海拔3 000 m以上的山峰有一百多座，主峰玉山海拔3 997 m，居西太平洋西缘

岛屿高山之冠。中央山脉、雪山山脉、玉山山脉、阿里山山脉以及海岸山脉等五条近平行

山脉呈北北东方向展布在台湾岛上，统称台湾山脉。中央山脉为台湾的主干山脉，有台湾

屋脊之称，其脊岭偏东，是纵贯全岛的东西分水岭，并将全岛分为东、西两个不对称的地

貌单元，·西斜面的宽度是东斜面的一倍。’ -

河流受地势的控制，由山地向四周分流入海。台湾河流大多数流程短，坡度陡，水流

湍急，多险滩、瀑布。西部河流主要有浊水溪、高屏溪、淡水溪、曾文溪、大甲溪、大肚

溪等六条，其中以浊水溪最长，发源于合欢山南麓，达186 km，流域面积达8 000 km2，横

贯西部平原。高屏溪为本岛第二大河，发源于玉山南麓，．全长170 km。东部河流主要有兰

阳溪、卑南大溪、花莲溪等，分布于中央山脉以东的斜面上，河流长约50 km，流域面积较

小。

台湾省地跨北回归线，处于温带和热带之间，属亚热带、热带气候，多风、多雨，年

平均气温22。C左右。平原地区长夏无冬，每年4—11月份为夏季，长达200天以上，最热

的七、八月份平均气温不超过27—28℃，最冷的一、二月平均气温在15。C左右。台湾山区

与平原地区气温差异较大，垂直变化明显，每上升100 m气温约降低0．6℃，具有热、温、

寒三带，冬季3 000 m以上的高山地区可见积雪。台湾省是我国降雨最多的地区，平原地区

每年平均降雨量一般在2 000 mm以上，雨量夏多冬少，尤以6、7、8三个月最多。多雨与

海洋季风有密切关系，有影响的主要是东北季风、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本省为受台风影

响最严重的地区，每年7、8、9三个月次数最多，台风袭来时，日降雨量一般达200 mm，

暴雨造成洪水，常带来严重灾害。

据1986年年底统计，台湾省人口总数1 947．9万人，其中男性1 010．3万人，女性

937．6万人。汉族约占97％，高山族约占2％。高山族多居住在山地。
。

省内物产丰富。农业经济有种植业、渔业、畜牧业和林业。种植业以稻米、甘蔗为主，

甘薯、花生、大豆等为辅。盛产热带、亚热带水果，如香蕉、凤梨、木瓜、柚子、龙眼等，

和温带水果，如桃、李、柿等。素有“糖库”、“粮库”、“水果之乡”的美称。近年来渔业

发展迅速，根据1986年资料，产量超过100万吨。畜牧业也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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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值的28％，在农业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林业生产在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为5—6％，

进口木材日趋增多。工业以来料加工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属海岛型工商业经济体制，对

外依赖性较大。工业部门主要有纺织、电子、化工、石化以及粮食业、机械制造业、水泥

等。工业生产净值在全省约占57％，工业外销额占外销总额的90％。

近年来旅游业发展迅速，已成为获取外汇的重要渠道之一。著名的风景区有阿里山、日

月潭、太鲁阁幽峡、阳明山、北投温泉、野柳公园、石门水库、台南鹿耳春潮及赤嵌楼等。

台湾省地扼西太平洋航道中心，海洋运输业发达，可抵世界各大洲。岛内除了中部及

东部个别的山地外，公路、铁路四通八达。此外，航空业亦十分发达，有抵达日本、美国、

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南朝鲜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航线18条和岛内以台

北、高雄为中心至马公、花莲、台东、嘉义、台中、台南、梨山、日月潭、恒春、绿岛的

定期航线。交通十分方便。邮政和电讯发达，全省邮局和支局890处，省内电讯以电话为

主。

台湾省矿产有金、银、铜、煤、石油、天然气以及非金属石灰石、大理石、白云石、硫

磺、砂石等，其中金、银、煤、石油、天然气、大理石较重要。温泉众多，地热资源丰富。

雨量充沛，河流落差大，水利资源丰富。

台湾省地质矿产工作起始较早，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前，已有采取砂金和冶炼铁、

铜、焦炭等多种矿业活动。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Lieut Gordon(1848年)、美国人G．Jones

(1852--1853年)来台湾进行煤矿调查，Ferdinand yon Richthofen(1860年)、H．B．Gappy

(1881年)先后在沿海地区进行过零星的地质考察等。

1895年，日本入侵台湾，同年12月成立矿务系，次年改为矿务课，下设地质系，在以

后的50年间，日本人对台湾地质矿产进行了调查研究。1898年石井八万次郎编制了第一幅

“1：80万台湾岛地质矿产图”和说明书，将全岛地层分为片麻岩系、结晶片岩系、结晶石

灰岩系、粘板岩系、第三系和第四系六个单位。1900年井上禧之助主编出版“矿山地质调

查报告”，主要对石井的地质图及说明书进行补充。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对台湾北部

煤田和中南部油矿资源进行了较全面的矿产和地质调查。1909年由福留喜之助主持编绘了

“I：20万台湾地质图”，以照相版缩图出版。同年在福留氏指导下，又由出口雄三和细谷源

四郎着手合编“1：30万台湾地形地质矿产地图”及其说明书，于1911年出版，该图大致

沿袭石井地质图的体系，把全省地层进一步分为14个单位，较以前出版的地质图增加了6

个火成岩单位、1个珊瑚石灰岩和1个冲积层，大部分地层没有注明时代。出口雄三在台湾

期间(1909--1914年)，对大屯火山区及澎湖列岛、兰屿、海岸山脉等地区的地质，以及台

湾的化石方面著有多篇报告，加深了对台湾地质的研究。1926年市川雄一和高桥吉春合编

“1：30万台湾地质矿产图”及其说明书，进一步把台湾地层划分为19个单位，地质时代划

分为先第三纪、第三纪、第四纪，其中7个火成岩单位尚未注明时代。1925--1928年间，鸟

居敬造、六角兵吉、大江二郎、早坂一郎、牧山鹤彦、丹桂之助、于谷好之助等相继对台

湾的矿产、地层、构造等方面做了调查研究。1929年市川雄一在其“台湾北部煤田之层

序”一文中提出乌来统，1930年安滕昌三郎与大村一藏在苗栗油田地质报告中提出了锦水

页岩及火炎山群等地层名称?同年矢部长克与半泽四郎合著的“台湾第三纪有孔虫岩之层

位研究”对地层作了新的划分。1935年由市四雄一主编的“1：50万台湾地质矿产图”出

版，这是日本占据台湾期间最后一次正式出版的地质图，把全省分为22个地层单位，仍分
2



为先第三系、第三系、第四系和火成岩四大类，除了注明地层的时代、岩性之外，还注有

地层名称，如新竹统、台北统、乌来统、苏澳统、大南澳统等，火成岩则分为新、古两期，

但确切时代未说明。该图并把先第三纪板岩系改为第三系。其后关于有孔虫、贝类及哺乳

类古生物，地层、岩石、矿物、火成活动、矿床及地形等方面发表的论著及调查报告甚多。

1945年以前，全省69幅1：5万地质图已出版19幅，15幅1：10万地质图已出版6幅，油

田调查15区，出版有13区。由于各家调查时对地质体划分常自成体系，以至地层名称甚

为混乱。 ’‘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台湾省的地质调查和研究主要由台湾地质调查所、台湾大

学地质系、台湾“中国石油公司”等机构进行。1946年以后大陆一些学者相继去台湾，促

进了台湾地质工作进一步发展。1953年，张丽旭编制的“1，30万台湾地质图”正式。出版，

该图把全省地层划分为26个单位，除了对每个单位进行岩性描述外，增加了不少新的地层

名称，并首次表示了断层，初步显示了台湾的构造现象。此外，把地层时代的纪细分到世，

火成岩分别定为各种不同时代的产物，先第三纪的变质岩系被分为白垩纪、中生代和古生

代三个时期。随后，地质人员又陆续对全省进行调查研究与详查，获得许多新资料，一些

较详细的区域性地质图先后问世，颜沧波，毕庆昌、张丽旭、孟昭彝、林朝柴，阮维周、徐

铁良、何春荪、王执明、黄敦友、·黄廷章、纪文荣、黄春江、陈培源等发表了大量有关台

湾地质方面的论文，全岛地质研究和调查得到了发展，尤以西部丘陵(山麓)及海岸山脉

地带工作程度为高。中央山脉大部分地区也已完成路线地质调查及部分地区较详细的地质

调查。在此基础上，1974年由何春荪主编的“l：25万台湾地质图”及同时缩编的“1：50

万台湾地质图”分别出版。该图综合编入了1953年以来各方面的新资料，将全岛分为中央

山脉、海岸山脉、西部麓山三个地质区，划分出29个地层单位，8个火成岩单位，新提出

庐山层、野柳群和瑞芳群三个地层名称。该图及说明书基本上反映了台湾广大地质工作者

的研究成果。基于1974年以来台湾各地层中微体化石研究的进展，以及中央山脉地质调查

的深入，1986年何春荪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对各地层时代作了较详细的对比和确定，并从原

澳底层划出苏乐层作为新的地层单位，使地层单位增加到30个，并将恒春半岛从西部山麓

带中划分出来，另立一区进行详细研究。

近年来台湾省地质工作者在对全岛进行区域地质矿产调查中，从各个不同的专业对台

湾岛进行了综合研究。张丽旭、黄敦友、黄廷章、纪文荣、黄奇瑜等人研究了有孔虫和超

微化石，取得了白垩纪、第三纪地层划分等成果；颜沧波、阮维周、陈汝勤、罗焕记、陈

肇夏、刘忠光、庄文星等人进行岩石的地球化学、岩石矿物学、同位素地质学研究，取得

了很多成果。1983年徐铁良主编的“台湾变质相图”及由陈肇夏、朱傲祖、刘忠光、恩斯

特等人编写的“台湾省变质相图说明”，对台湾的变质岩进行全面总结，并根据Zwart等人

的方案划分了角闪岩相、绿片岩相、葡萄石一绿纤石相、过渡带(沸石相)等变质相。1978

年由毕庆昌、何春荪主持编制出版“l：50万台湾地体构造图”后，又由何春荪于1982年

编写出版了说明书，它总结了几十年来许多构造地质学家的研究成果，是一份重要的台湾

地质文献著作。·

在全国性的地质总结工作中，程裕淇、李春昱、黄汲清、董申保、沈其韩、孙殿卿、张

文佑、任纪舜、顾功叙、张正坤等，对台湾省地层、岩石、构造、矿产、地震等各个专业

进行了研究。1981年福建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以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为指导，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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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50万台湾省构造体系图”及其说明书和构造体系与地震分布规律周等。1984年福

建省厦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公司编制了“l：50万台湾省变质地质图”及其说明书。近年来

我国有不少地质、石油、海洋地质工作者对台湾海峡作过不同程度的调查研究。本志主要

根据何春荪1986年主编的“1 s 50万台湾省地质图”及说明书以及其他台湾地质工作者的

研究成果编写。使用的大部分资料截止1986年，少量截止1988年。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有很多资料尚未收集，同时也无法与在台湾的众多地质界同仁共同切磋商讨。由于编者水

平有限，时间仓促，本志中缺点、谬误在所难免，参考文献也未尽详录入，敬请读者批评

指正。

本志是在地质矿产部地矿司直接领导下，由福建省地质矿产局组织厦门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公司编写的。为了加强地质志编写领导工作，局决定成立以I边效曾l为主任委员、高天

钧为副主任委员的编辑委员会，委员由l边效曾l、高天钧、刘树汉、朱熙道、王振民、林国
政、郭秉奎、刘金全、章金海、吴钟璇、宋泳宪、林诗枝等12人组成，负责制定地质志的

编写方案以及文字和图件的审定。编写工作由章金海、吴钟璇负责。本志序言由郭秉奎、章

金海编写；第一篇地层由洪清照、黄俊明、蔡丽珠编写，古生物工作由蔡丽珠负责；第二

篇岩石由傅子余、苏志辉编写；第三篇变质岩由吴钟璇编写；第四篇构造由何立士、何乃

清、钱兆有编写；结语由章金海编写。台湾省地质图和台湾省地质构造图由章金海、何立

士、洪清照、傅子余、吴钟璇、郑团明、黄俊明编制；张忠莲参与了资料管理等工作；图

件清绘工作由郑团明负责。供审稿由刘金全、叶允钧进行了修改，审议后本志由|边效曾I、章
金海进行串稿。省地质矿产局测绘队根据台湾省出版的I：25万地质图(1974)等资料编

绘了1：50万及1：100万台湾省地理底图。

为了提高本志的质量，福建省地质矿产局聘请地质矿产部顾问程裕淇教授，中国地质

科学院地质矿产研究所任纪舜、王乃文研究员，福建省区域地质调查队李根坤、张镇海、王

国平等高级工程师，闽东南地质大队黄家厅高级工程师，福建省地质八队蒋炳铨高级工程

师，对本志有关章节及图件进行评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谨此表示谢意。在编志过程

中，适逢台湾师范大学陈培源教授返里省亲，他对本志的编写提出了宝贵意见，也在此表

示谢意。

在本志编写过程中，地质矿产部有关司、局领导周维屏、黄崇轲、郑恒有、陈克强、简

人初、田玉莹等给予了热情指导和极大支持，在此深表谢意。福建省地质矿产局总工程师

石礼炎，I陈天祥I和潘廓祥高级工程师，厦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公司领导林得添、陈素琴，以
及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厦门市科技情报所、地质矿产部科技情报所、中国图书进出口公

司等单位，对本志编写工作给予了热情关心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在地质志编写、审定、印制的过程中，许多部门以及同志在提供资料、审阅文

稿、编绘制印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本志文、图最后由l边效曾l
(福建省地质矿产局顾问)、高天钧(福建省地质矿产局副总工程师)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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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地 层

概 述

台湾省以广布新生代地层为特征，是我国该时代地层最为发育的省区之一，此外还有

前第三系和白垩系(表1—3)，地层总厚度达20 000 Eft以上，沉积岩加火山岩分布面积的

总和与变质岩地层分布面积约各占全省陆地面积的一半。 ．

台湾省的地层均呈北北东向之狭长带状分布，大致和台湾本岛的长轴方向平行。根据

主要地层的岩性、岩相、沉积和构造环境等特征，全境以一条长约150 km、平均宽度约4

km的台东纵谷为界，’划分为东、西两大地层区，以及若干地层亚区和小区(图1)，它们之

间大多被断裂所隔开。两大地层区分别代表欧亚大陆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的一部分，台东

纵谷即为两大板块的缝合线[1矗]，纵谷内现已堆积相当厚度的第四系冲积和洪冲积物。

西部地层区(I)是台湾主要地层的出露区域，面积约占全省的97％，由一套包括前

第三纪，第三纪和第四纪之浅海沉积为主的变质岩和沉积岩(包括各类片岩、大理岩、片

麻岩、板岩、砂岩、页岩或泥岩、石灰岩等)构成，含有台湾重要的煤、石油、天然气等

多种矿产。根据本地层区地层的时代、岩性、沉积环境等差异，可以细分为中央山脉东部

(11)、西部滨海(12)、中央山脉西部(I a)和西部山麓(I 4)四个地层亚区，以及太鲁阁

(．Ila)、玉里．(Ilb')、‘澎湖(I翻)、滨海(I拍)、雪山山脉(I轴)、脊梁山脉(13b)、西部山

麓(140)、恒春(I 4b)和钓鱼岛(14c)九个地层小区[卜引，其中恒春小区的归属尚有待研

究。
’

． 东部地层区(I)面积仅占全省的3％左右，位于台湾东部的海岸山脉、绿岛和兰屿等

地，由一套具有较多火山岩、分选性较差的沉积岩和混杂堆积的岩层为特征的晚第三纪地

层构成‘h21，其中绿岛和兰屿主要是由中新世至上新世的安山岩和安山集块岩构成的岛屿。

台湾省的地层划分为前第三系、白垩系、第三系和第四系共34个岩石地层单位，其中

以上第三系厚度最大、分布最广，其它依次为下第三系、第四系和前第三系(含白垩系)，

后者目前被认为可能是台湾的基底地层‘h21。各时代地层，同一层位在不同地区的岩性、岩

相均有相当的差异。现将台湾省地层按由老到新顺序结合地层分区分述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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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台湾地层分区图

(据何春荪1986年资料修编)

I一西部地层区

I·一中央山脉东部地层亚区

It．一太鲁阁地层小区

11b一玉里地层小区

12一西部滨海地层亚区

IA一澎湖地层小区

I∞～滨海地层小区

13一中央山脉西部地层亚区

Ih一雪山山脉地层小区

I∞一脊梁山脉地层小区

I·一西部山麓地层亚区

I“一西部山麓地层小区

I¨一恒春地层小区

I“一钓鱼岛地层小区

I一东部地层区

(包括海岸山脉、绿岛和兰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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