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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為墨綠、翠綠、黃綠或淡黃灰色，半透明或不透明狀，藏在片岩中。因常有少量的鉻
鐵礦，常有黑色的斑點或條紋。

(�)		產於東部接觸變質的蛇紋岩中，主要產地在花蓮壽豐鄉的豐田、萬榮和瑞穗地區。
�.		玫瑰石：

(�)		礦物學名稱為「薔薇輝石」，化學成分為矽酸錳，石質堅硬（硬度�.�～�.�）。
(�)		原生岩層多為變質的石英片岩，因於空氣接觸產生氧化作用，原石外表呈黑色，加工磨去
外表後，可展現瑰麗多彩的顏色及風景般的圖案。

(�)		是東部著名的礦石，主要產於花蓮的立霧溪、三棧溪及木瓜溪。
�.		文石：

(�)		主要由霰石構成，充填於玄武岩的氣孔或裂隙中，常形成數公釐至數公分厚的細脈。
(�)		主要產地為澎湖望安島及將軍嶼。

主題三　臺灣常見的化石

�.		化石是環境變遷的最佳見證，常見的化石分為生物體化石和生痕化石兩種。
(�)		生物體化石：大部分由生物的殼體、骨骼所構成，如：螺、貝類、海膽、珊瑚和植物等。
(�)		生痕化石：生物活動時遺留下的痕跡所形成的化石，比較容易保存，故常可在沉積岩中看
到。

�.		臺灣因造山運動、快速侵蝕和沉積作用，在許多地方均可發現大量的化石。
(�)		臺北的圓山、苗栗的白沙屯、高雄的甲仙地區，大多以螺、貝類及生痕化石為主。
(�)		臺南的菜寮溪發現有大型的哺乳類化石；三重溪地帶，首次發現有人類的頭骨化石。

第三單元　野外旅遊的危險及防護

主題一　天氣變化

�.		高山地區天氣變化莫測，且日夜溫差很大，在山區活動時，須先蒐集氣象資訊，尤其是春
雨、梅雨和颱風期間的豪大雨更須多加防範。

�.		臺灣地區屬於季風型氣候區，加上四面環海，海風中常帶有豐沛的水氣。
(�)		水氣受地形或其他因素抬升即形成雲，所以持續觀察雲狀、雲量及雲飄移的方向，即可判
斷天氣的好壞。

(�)		一般從�0月到翌年�月為中南部的乾旱期，較適宜在山區活動。
(�)		夏季在山區活動要特別注意雷雨：

		絕對不可在大樹下躲雨，最好能穿上塑膠雨衣和膠鞋，以免遭到雷擊。

		要避免衣物和裝備被淋溼，以免造成失溫及休克。

(�)		臺灣地區河川短、水流急，在河道平緩處常有深潭及漩渦。
(�)		夏季山區常有午後雷陣雨，當上游烏雲密布時，在河邊活動須特別注意水位的變化；當溪
水變得混濁，應迅速遠離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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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　山區活動

�.		落石：臺灣因地形崎嶇、陡峻，加上造山運動強烈且氣候多雨，使得山區的岩石特別容易鬆
動，形成落石或崩岩。

(�)		因斷崖和峭壁比比皆是，易造成墜崖意外，在橫越時要謹守「三點不動，一點動」的原則。
(�)		小落石常是大落石的前兆，故通過時要特別注意是否有此現象。
(�)		豪雨、地震後，在短期內要避免在落石嚴重地區活動。

�.		野生動物及陷阱：臺灣氣候潮溼、林木茂盛，加上保育及禁獵措施，高山地區野生動物繁衍
萃集。

(�)		只要不侵犯野生動物本身或其活動範圍，一般而言，野生動物不會主動攻擊人類；故登山
者要能分辨登山小徑或獸徑，以免誤踩陷阱發生意外。

(�)		毒蛇：大多在驟雨過後離開洞穴，行走時以棍棒敲打土石，以收「打草驚蛇」之效；被咬
時，除緊急救治外，最好能認清毒蛇種類，儘速送醫施打血清。

(�)		虎頭蜂：野外發現有巡邏蜂時，切忌用手揮打，應靜立後悄悄離開現場。
		�0月前後是毒蜂數量最多的時候，且牠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陰雨待在巢穴」的
習性。

		野外應避免穿戴深色衣帽及使用香水，吃剩的食物、果皮、飲料和甜食要妥善處理。

補充資料　天然災害：海嘯與土壤液化

�.		海嘯：
(�)		定義：

		海嘯是因海底地震、火山爆發或水下塌陷、滑坡所激起，而湧向灣內和海岸的破壞性

巨浪。

		是一種重力長波，其波長約為幾十至幾百公里，最常見的週期為�～�0分鐘。
		雖然海嘯在沿岸會造成巨大的破壞，但在深海傳播時，因浪高和波長之比甚小，且週
期較長，難以察覺其反常的現象。

(�)		性質：主要取決於其源地的特性及幾何特徵、海底變形量的程度、地震持續的時間和強度
等。

(�)		分布：
		�0%以上發生在太平洋地區，尤其是環太平洋地震帶的西北太平洋海域。
		主要分布在日本太平洋沿岸、太平洋的西部、南部、西南部、夏威夷群島、中南美和

北美。

		海嘯受災國主要是日本、智利、秘魯、夏威夷群島和阿留申群島沿岸等地區。
(�)		傳播：

		源地附近的傳播：大多數情況下，源地的海底斷層呈峽帶狀，山脊面上能量顯著集中

處的波高特別大，故能量輻射的方向性特別明顯。

		大洋中的自由傳播：

●1	 	在水深急劇變化或海底起伏很大的局部海域，會出現反射的現象。
◆		在大陸棚或海岸附近，有相當多的能量被反射，稱為強反射。
◆	在深海下的山脊和海底上的反射稱為弱反射。

●2	 	水遇到海岸邊界、海島、半島、海角等障礙物時，會產生繞射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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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岸帶中的傳播：
●1	 	海嘯進入大陸棚或海灣後，因深度急劇變化、能量集中，引起振幅增大，會誘發以
邊緣波形式傳播的長波。

◆	在V型（三角形或漏斗形）的灣口，波高驟然增大，波高常為入口處的�～�倍。
◆	在U型海灣，灣頂的波高約為入口處的�倍。

●2	 	海嘯波在灣口和灣內反覆發生反射時，往往會造成灣內海水的共振現象，使波高激
增，甚至可出現�0～��公尺的大波和波峰倒捲的現象。

(�)		災害：
		海嘯的水流速度很快，當它傳播到近岸處，驟然形成「水牆」，洶湧的衝向海岸，幾

乎所有的災害，都是由最初�～�個波所造成的。
		海嘯的破壞力很大。災害常發生在第一個波到達岸邊後幾小時內。若最先到達為波

谷，則水位驟落，甚至可看到從未裸露過的水下礁石，也會給沿海地區的人、畜、樹

林、房舍、港灣、船舶等造成嚴重災害。

(�)		警報和防災措施：
		根據海嘯傳播的理論，通常可在地震發生後�0分鐘內發出海嘯警報，以判斷海嘯到達
海岸的時刻和其他相關情況。

		西元����年成立了「太平洋海嘯警報系統國際協調組織(ITSU)」，收集交換地震波和海
平面變化的實測資料，以監測海嘯並傳遞相關的警報，其主要監測方式為：

●1	 	在沿海設置自記聽潮儀，判斷出現海嘯的可能性。
●2	 	設置岸邊水聲接收站，推算海嘯到達的時間。
●3	 	加強國際間的通訊網，建立聯合的海嘯預警和警報系統。

�.		土壤液化(Soil	liquefaction)：
(�)		定義：

		成因：排列鬆散且孔隙中充滿水的矽質土壤，受到地震激烈搖動後，土壤顆粒排列趨

於緊密而擠壓孔隙水，造成孔隙水壓增高，砂粒間的結合力因而減少甚至消失，各顆

粒便如同懸浮在水中一般，土壤原本具有之強度完全喪失殆盡，砂與水形成一混合

體，稱為「土壤液化」。

		現象：

●1	 	砂與水混合成為如泥漿般的液體，以致失去支撐上部結構物的能力，使結構物產生
下陷或傾斜。

●2	 	一般發生在河岸、海岸及舊河道之砂質地或海埔新生地，有噴砂、流砂、地層下陷
等現象，一般而言，當地震過後，由於孔隙水壓的消散，土層即會回歸穩定狀態。

		條件：
●1	 	該地土壤必須要含有疏鬆的砂質土層。
●2	 	地下水必須足夠充沛，使砂土層呈現飽和狀態。
●3	 	必須要發生足夠規模的地震，才會誘發液化現象。

(�)		災害：
		原因：

●1	 	向上竄升的土水混合流使土體體積減少，造成結構物沉陷。
●2	 	土壤中水壓增高，使得土壤本身之承載力降低，造成結構物沉陷。
●3	 	土壤之強度減弱甚至喪失，以致土體產生滑動現象，使得上部結構發生倒移、傾斜
及沉陷等破壞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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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過高之孔隙水壓力可能使地下結構物上浮。
		災害：

●1	 	引發房屋倒塌、傾斜、下陷、地板開裂隆起、側移。
●2	 	橋墩傾斜、位移，並造成橋面破壞。
●3	 	堤防、擋土牆及水邊結構物的崩塌與傾覆。
●4	 	道路與農田之開裂、塌陷及平移。
●5	 	埋設於地表下之管線、水箱或油槽等被抬出地面，發生破壞。

(�)		復建與對策：
		復建：

●1	 	應依各建物受損狀況由專業技師進行修復、補強，包括灌漿、頂升及基地土壤改良
等方法予以扶正、抬高及補強，若結構受損嚴重，或是修復費用過高時，則應予拆

除重建。

●2	 	復建補強的目的在於提升土壤抗液化能力，恢復基礎本身之安全穩定及構造性能，
確保上部構造之安全和正常性能及維護整體構造之使用機能。

		對策：

●1	 	經由土壤改良的手段 　 包括土壤置換法、擠壓砂樁、礫石樁、震動工法、爆破工

法等，提高砂土層的抗液化能力，改變飽和疏鬆砂質土壤的動態性質，增加地盤的

支承力。

●2	 	利用工程手段，提高土層緊密程度，以減少地震時孔隙水壓力的累積上升量，並縮
短孔隙水壓消散的距離，也可減少孔隙水壓的累積量。

　綜合練習　

一、單一選擇題

　　		�.	 	臺灣海拔最高的中新世地層在塔塔加鞍部，它屬於哪一座山脈？
	 (A)	海岸山脈　(B)	中央山脈　(C)	雪山山脈　(D)	玉山山脈　(E)	阿里山山脈
　　		�.	 	臺灣第一高峰是？
	 (A)	玉山　(B)	雪山　(C)	阿里山　(D)	大霸尖山　(E)	奇萊山
　　		�.	 	東亞最高且有人駐守的氣象觀測站是設在？
	 (A)	雪山　(B)	玉山　(C)	阿里山　(D)	大霸尖山　(E)	奇萊山
　　		�.	 	具有「熱帶雪山」奇觀的山是？
	 (A)	雪山　(B)	玉山　(C)	阿里山　(D)	大霸尖山　(E)	奇萊山
　　		�.	 	臺灣高山最早降雪的山頂是？
	 (A)	雪山　(B)	玉山　(C)	阿里山　(D)	南湖大山　(E)	大霸尖山
　　		�.	 	臺灣東、西水系的分水嶺是？
	 (A)	海岸山脈　(B)	中央山脈　(C)	雪山山脈　(D)	玉山山脈　(E)	阿里山山脈
　　		�.	 	下列地區何者屬於菲律賓海板塊？
	 (A)	海岸山脈　(B)	中央山脈　(C)	雪山山脈　(D)	玉山山脈　(E)	阿里山山脈
　　		�.	 	臺灣的海岸線中，屬於典型珊瑚礁海岸的是哪一段？
	 (A)	北部海岸　(B)	西部海岸　(C)	東部斷層海岸　(D)	南部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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