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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上斷層 

林啓文 

（資料收集截止日期 112 年 8 月 31 日） 

池上斷層，為逆移斷層兼具左移分量，約呈北北東走向，由花蓮縣玉里鎮春日里向

南南西方向延伸，經台東縣池上鄉萬安至鹿野鄉瑞隆（Hsu, 1956；張徽正等，1998；林

啓文等，2000，2009，2021），長約 67 公里（圖 1 至圖 5）。 

一、地形地質特性 

池上斷層位於花東縱谷與海岸山脈交接帶。花東縱谷為北北東走向，寬度約 1-3 公

里，西側為中央山脈，縱谷內分布一系列沖積扇與階地。 

野外調查結果，春日、福音、麻汝至觀音間，階地邊緣有拱起或反傾現象，部分階

面呈類背斜。鐵份以南至樂合間，斷層可能位於秀姑巒溪河床。東竹至東里之間，有一

系列脊狀小丘，為河階受擠壓凸起呈壓力脊。富里至池上之間，有線狀崖，崖兩側階面

高差富里至大坡為 15-25 公尺，大坡至萬安約 15 公尺，崖前大坡池可能是斷層池；線

狀崖向北連接到鼈溪的斷層露頭，露頭上利吉層逆衝至階地礫石層之上（Hsu, 1962），

顯示該線狀崖可能為斷層崖，但經過調查以及槽溝挖掘，顯示此崖為斷層線崖（fault-line 

scarp），斷層跡位置位於稍西側。 

花東縱谷及兩側出露地層包括板岩層、都鑾山層、蕃薯寮層、利吉層、階地堆積層

與沖積層（大江二郎，1939；Hsu, 1956；Teng, 1979；陳文山，1988）。板岩層為深灰

至黑色，偶夾薄層變質砂岩，分布於中央山脈側。都鑾山層，以安山岩質角礫岩為主，

含凝灰岩、集塊岩、礫岩、凝灰質砂岩和石灰岩等。蕃薯寮層，由砂頁岩互層組成。利

吉層，主要為青灰色泥岩，並夾礫岩、砂岩、頁岩、砂頁岩、安山岩、凝灰岩、石灰岩

與蛇綠岩等各種外來岩塊，泥岩具緻密鱗片狀葉理。階地堆積層，由礫石、砂和黏土組

成。沖積層為礫石、砂和黏土組成。 

野外地質調查，富里富池橋東方鱉溪附近有數個階地崖，均為北北東走向，階高差

約 3-10 公尺，利吉層向西逆衝至第二階階地礫石之上（圖 6A），斷層面位態為

N20oE/60oE，與地形崖走向一致。斷層露頭西側還有數十公尺高的河階，顯示池上斷層

可能有數條分支。2022 年 0918 池上地震時，富里附近池上斷層再次活動（圖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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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池上斷層條帶地質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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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池上斷層條帶地質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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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池上斷層條帶地質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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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池上斷層條帶地質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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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池上斷層條帶地質圖（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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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池上斷層露頭。A：富里鄉富池橋附近，利吉層逆衝至接地礫石層之上。B：2022
年 0918 池上地震，富里鄉富池橋北側農路池上斷層產生地表破裂與隆起。 

池上斷層最南端鹿野鄉瑞隆村坪頂附近，利吉層向西逆衝至河階礫石層（紀權窅，

2007），礫石層已傾斜（年代為 1,360±60 cal yr BP），斷層位態 N13oE/43oE，顯示斷層

近期有活動跡象。 

二、地下構造特性 

1. 地質鑽探 

瑞源地區坪頂山西側有 4 口淺井鑽探（陳文山等，2006），井址位於向西傾斜的河

階與其西側未傾動河階交會處。BH-4 井為 70 度斜井，井深 35.6 公尺為利吉層與礫石層

交界，河階崖下 BH-3 井，井深 15 公尺皆為礫石層；研判高約 3 公尺階地崖為池上斷層

位置，由階崖位置與 BH-4 井在岩芯下的斷層帶深度計算，池上斷層向東傾斜約 67 度。 

2. 地球物理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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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上斷層沿線有數條地球物理測線（石瑞銓等，2000，2003a，2003b；董倫道

等，2005）：錦園反射震測測線的重合剖面（圖7A），有2條主要斷層，斷層面分

別為高角度與高角度向東傾斜。萬安測線反射震測的重合剖面（圖7B），以褶皺為

主，也有小型斷層跡象，萬安測線位於斷層上盤。萬安2號側線反射震測，層狀構

造清楚，上部地層進覆於另一套地層面上。富北反射震測測線的重合剖面（圖7C），

岩層形成褶皺與不連續帶，褶皺兩翼形成逆衝及反向逆衝斷層。 

 

圖7  池上斷層淺層反射震測結果（石瑞銓等，2000，2003a，2003b）。A：錦園測線重合

剖面。B：萬安測線重合剖面。C：富北測線重合剖面。 

富田地區有 2 條反射震測測線（05P-CSG-FT01 與 05P-CSG-FT02），剖面愈靠近西

側反射層彎曲現象愈明顯，剖面中也有小型斷層存在，厚層沖積層下方為利吉層，兩剖

面均位於池上斷層上盤。東寧地電阻測線（05E-CSG-DN01），剖面中由電阻率高低分

為東西兩側，東側與利吉層地表露頭的電阻率相近，西側岩層可能為礫石層，研判斷層

介於兩者之間。萬安地電阻測線（05E-CSG-WA01），剖面近地表有一層厚 30-35 公尺

礫石層，下方東側為利吉層，西側電阻率很高，側向不連續處可能是斷層。 

瑞源反射震測測線（05P-CSG-JY01），剖面中西側為水平反射層，東側則無明顯反

射訊號，研判為利吉層，反射振幅的側向變化可能是池上斷層，位置在平頂小丘西緣，

斷層向東傾斜。瑞源地區地電阻測線（包括測線 06E-CSC-JY01、06E-CSC-JY02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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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E-CSC-JY03），依據地電阻高低分為 A 層、B 層與 C 層：A 層具低電阻率，對應利吉

層，B 層位於 A 層西側，具高電阻率特徵研判對應縱谷沖積層，C 層分布於近地表處對

應沖積層，A 層與 B 層接觸位置可能是斷層；在測線 06E-CSC-JY01 處池上斷層與 A 線

形一致，在測線 06E-CSC-JY02 與 06E-CSC-JY03，池上斷層位於線形西側約 100 公尺。 

三、斷層活動特性 

1. 歷史地震 

1951 年 11 月 25 日 2 時 47 分與 2 時 50 分，台灣東部發生 2 次強震（台灣省氣象所，

1952），造成花東縱谷內有地表破裂，東側抬升並略向北移動，地表破裂跡分為 2 段，

其中一段由麻汝、東里、東竹村、新興村及富里國校，池上鄉慶豐村、錦園村至鹿野鄉

巒山村。徐鐵良（Hsu, 1962）認為池上斷層為 1951 年 11 月 25 日的地震斷層。針對 1951

年地震重新定位（Cheng et al., 1996），顯示 2 時 47 分池上地震的震央位於卑南主山東

南方，震源深度 16 公里，規模 Ms=6.8。 

2003 年 12 月 10 日，池上地區發生規模 6.8 的地震，造成部分地表破裂；有些學者

認為該次地震是池上斷層破裂造成（Lee et al., 2006），地震序列中主震與餘震大多沿著

池上斷層分布。地震前後的水準測量結果顯示，該次地震的同震垂直位移為 10.8 公分（劉

政等，2007）。由強震站與 GPS 分析顯示，該次地震，震央為 23.106oN、121.34oE，震

源深度 16 公里（再定位為 25 公里深），由於震央分布顯示斷層帶呈弧形，在地下淺部

（深度小於 10 公里）傾角 60-70 度、深度 20-30 公里傾角 40-50 度（Hu et al., 2007a），

斷層機制為逆移斷層；由 GPS 資料顯示，同震最大水平位移為 4.5 公分，震央地區最大

水平位移為 12.6 公分，垂直位移 26.3 公分。 

2022 年 9 月 17 日晚上 9 點 41 分，花東縱谷發生芮氏規模 6.4 關山地震，震源深

度 7.3 公里，隔天 9 月 18 日下午 2 點 44 分再發生芮氏規模 6.8 池上地震，震源深度 7

公里。關山地震可能是池上地震的前震，而玉里斷層再度活動是此次地震的成因（圖 8；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22），池上斷層沿線也有多處地表破裂，由花蓮縣玉里鎮松

浦地區，向南至台東縣鹿野鄉瑞隆村二層坪。 

春日至東里地區，以向西逆衝地表破裂為主。埤尾至松浦之間，變形最大，地表

破裂呈東北東走向延伸約 2 公里，向西逆衝約 10-50 公分；破裂程度與變形量向北逐漸

減小，顯示池上斷層由南往北破裂。舊田西側至東里間，地表破裂斷斷續續分布於秀姑

巒溪中，每段長約 700 多公尺至 1.5 公里。東里至萬寧，地表破裂連續長度約 2.7 公里，

範圍東西寬約 200-400 公尺，呈北北東走向，東側抬升約 5-10 公分，顯示斷層向西逆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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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左移分量。崙天大橋以南至花蓮縣富里鄉及台東縣池上鄉錦園村以北，地表破裂連

續，延伸約 13.4 公里，走向 N22 E，向西逆衝兼具左移分量。 

 

圖8 2022年0917關山地震與0918池上地震地表破裂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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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18 池上地震時，池上斷層上盤產生一條新的地表破裂，稱為東寧斷層，由富

里鄉萬寧向西南延伸至竹田，長約 3.5 公里，呈 N30oN 走向。東寧斷層位於池上斷層上

盤。富北國中操場，呈雁行排列小型斷層（圖 9 左），呈 N42o E-48oE 走向，西北側皆

為上盤，抬升量少於 15 公分。東寧附近水稻田有西側抬升的地表破裂（圖 9 右），斷

層再向北延伸至萬寧附近。 

 

圖 9 東寧斷層露頭。左：富北國中操場呈雁行排列的地表裂隙，西側抬升。右：東能附

近龍露的地表破裂，西側抬升。. 

2. 古地震與長期滑移速率 

池上斷層沿線有數處槽溝開挖調查（陳文山等，2006）：錦園 1 號槽溝，位於錦園

村沿山 197 號縣道錦園橋旁，南側中研院設置有池上斷層潛變儀，槽溝剖面並未發現斷

層，但沉積層已傾斜，G1 礫石層與 G2 礫石層的變形是沉積同時形成的褶皺；因此潛變

儀顯現的是池上斷層帶的應變集中現象，斷層未出露地表。錦園橋 1 號槽溝東側有一口

60 公尺深鑽井 RH04，岩芯上部沉積層傾斜 25-35o，下部沉積層（剪切帶以下）傾角

15-25o，井深 36.2-36.35 與 38.7 公尺有 2 處剪切帶。錦園溪（約斷層崖的位置）有一 31

公尺深鑽井 RH05，下部沉積層（剪切帶以下）傾角 50-65o，井深 21.3-21.7 與 25.8 公尺

有 2 處剪切帶。從槽溝、鑽井與斷層崖的相關位置，連接 RH04 與 RH05 井的剪切帶，

研判有一向東傾斜 33o斷層面，研判斷層未截切至地表，而是盲斷層形式。 

錦園 2 號槽溝：G3 礫石層以下的岩層受斷層作用而形成褶皺；此處有 2 口探井，

RH-01 井位於槽溝東側的階地上，RH-02 井位於階地崖下 2 號槽溝旁，兩井相距約 100

公尺，階地上 RH-01 井 4-75 公尺為利吉層，RH-02 井岩芯為 36 公尺厚河流相礫石層，

研判池上斷層位於 RH-02 井與階地之間，亦即河階崖為斷層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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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園 3 號槽溝；位在錦園村邱宅南側的張宅，槽溝剖面斜坡崖下的沉積層呈向斜，

褶皺軸附近有一垂直錯距約 8-11.5 公分的逆斷層，斷層截切地表回填土，研判此逆斷層

可能是 2003 年 12 月 10 日地震後產生的破裂，屬於震間（或震後）的潛變現象。錦園 3

號槽溝主要變形是褶皺，與錦園 1 號槽溝與萬安 2 號槽溝的褶皺變形相似；由槽溝可能

最大變形量比對，G1 砂礫層的垂直抬升量超過 2.5 公尺，長期抬升速率大於 8.3 公厘/

年。 

萬安槽溝：位於錦園村保安宮南側的線狀崖上，萬安 1 號槽溝剖面北牆有 7 條斷層，

南牆僅 4 條斷層，研判至少有 4 次古地震事件，每次事件造成垂直位移約數十公分，最

大約 60 公分；由 1 號槽溝之地層比對結果，古地震事件皆發生於 S1 層（碳 14 定年，

為距今 975+165 年前）沉積之後，總位移量約 2.25 公尺，推估抬升速率大於 2.0 公厘/

年；此速率遠小於潛變形成的抬升量。萬安 2 號槽溝剖面為向西傾斜的單斜構造，其中

有 1 條斷層造成小於 10 公分的垂直落差，可能為單斜形成時的伴生構造。朱曜國（2007）

彙整上述萬安地區槽溝開挖結果，池上斷層在過去 800 年內至少有 5-10 次古地震事件，

活動週期為 50-160 年。 

3. 地殼變形監測 

安朔葉等（Angelier et al., 1997）監測結果，池上斷層主要以潛移方式活動，並造成

路面、水溝、房屋等遭到破壞，以大坡、錦園、萬安一帶最明顯，平均每年 1.9-2.7 公

分的位移量。余水倍與郭隆晨等（Yu and Kuo, 2001）由 GPS 測量結果，池上斷層水平

位移速率為 30 公厘/年。李建成等（Lee et al., 2006）計算池上斷層潛移速率約 20-30 公

厘/年，結合 GPS 固定站、潛變儀與大地測量結果，2003 年地震池上斷層地表的同震位

移為水平縮短 1-2 公分、垂直錯移 1-2 公分；該次地震後 125 日的潛移為水平縮短 12 公

分、垂直錯移 6-11 公分，其中 4-7 公分為地震發生 20 日後所發生，研判是受到未膠結

的厚層沉積物影響所致。 

陳文山等（2008）利用GPS觀測結果（Yu and Kuo, 2001）分析海岸山脈沿著池上斷

層的潛移速率，在玉里大橋為23.8 公厘/年（方向282o），池上地區為26.4公厘/年（方

向285o），瑞源地區為22.9公厘/年（方向283o）。橫跨池上斷層的水平變形速率快速遞

減了21-25公厘/年，代表池上斷層帶年平均壓縮量（垂直斷層走向的方向），也表示海

岸山脈相對中央山脈震間的地表變形是集中於池上斷層。 

針對花東縱谷觀測點位的速度場，因為2013年瑞穗地震、2018年花蓮地震，改變本

地區速度場，將速度場區分為2002~2013年、2013~2018 年以及2018~2022年等3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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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估算（圖10；景國恩等，2022）；2018年花蓮地震後，花蓮地區水平速度場由西北位

移轉為向西或西偏南位移，位移量也較地震前小，震前約20~30 mm/yr，地震後為10~15 

mm/yr。花東地區的水平速度相對於S01R測站，大致呈現向西北50~80 mm/yr速度運動，

池上斷層兩側約有10 mm/yr 水平速度差。 

   

圖10 花東地區相對於澎湖白沙站（S01R）之GNSS 水平方向速度場，彩色色階為資料

解算之速度場分布色階圖。左圖為2002~2013年速度場，中圖為2013~2018年速度

場，右圖為2018~-2022年速度場。  

垂直方向速度場池上斷層兩側有不同運動方向（圖11；景國恩等，2022），上盤約

10mm/yr抬升速度，而下盤約 10 mm/yr沉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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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花東地區相對於澎湖白沙站（S01R）垂直方向速度場，左圖為2002~2013年速度場， 
中圖為2013~2018年速度場，又圖為2018~2022年速度場。三角形方向表示抬升或

沉 降，暖色系表示抬升速率，冷色系表示沉降速率。 

四、總結與評估 

池上斷層除了 1951 年地震造成的地表破裂外，2003 年 12 月 10 日地震也造成部分

地區地表破裂，2022 年 9 月 17 日與 9 月 18 日地震也造成沿線地表破裂現象；此外，斷

層持續有潛變現象。過去 800 年以來，池上斷層至少有 5 次的古地震事件，每次事件斷

層垂直位移數十公分，最大位移量約 60 公分。池上斷層長期抬升速率超過 20 公厘/年，

水平位移速率約為 30 公厘/年，推估斷層的活動周期為 50-16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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