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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 

全球暖化，海水面上升，有多少國家會因此被海水淹沒呢？人類

四處在河川上游興建水壩，阻擋了原本應該堆積到海岸邊的砂石，會

對海岸造成什麼影響呢？台灣四面環海，海岸線其實就是我們土地的

邊界，因此我們相當好奇，隨著時間改變，台灣的海岸地形究竟發生

了什麼樣的變化呢？ 

 

二、研究目的 

我們希望利用衛星影像與航空照片，比較過去這幾十年來，台灣

地區的海岸地形變遷，並探討造成這些地形變遷的自然及人文因素。 

 

三、研究資料： 

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 

五千分之一航照圖 

Google Maps 衛星影像照片 

SPOT 衛星影像 

 

 



四、研究背景 

    自文明初始以來，人類群居於海岸地帶。海陸交會之處，提供了

平坦舒適的生活環境、豐富的生物資源和便利的水陸交通。科技發達

的今日，人類對海岸環境的衝擊愈來愈大。溫室氣體的增加，造成全

球暖化、冰川融化，導致海水面上升，較低窪的國家正逐漸地在縮小，

如有鬱金香王國之稱的荷蘭目前正面臨此考驗。人類為了滿足自己的

生活需求，常在河川上游建壩蓄水成水庫，造成沉積物輸送量的減

少，影響海岸線的發展，如尼羅河三洲的侵蝕、美國西北太平洋岸的

海岸侵蝕。影響海岸線變遷的因素當然不只如此，大多的因素跟人類

的生活方式、經濟活動等，脫離不了關係。 

    台灣島海岸線長達 1137 公里。依地形地質可概分為下面四種類

型：北海岸為火山邊緣緩坡地與海岸相交之沈降海岸，東海岸則為侵

蝕性的斷層海岸，南海岸屬珊瑚礁海岸，西海岸是堆積性的隆起海岸。 

    北海岸是台灣海岸最曲折的一段。由於雪山山脈及加里山脈的走

向〈東北或東北東〉與海岸直交，並在東北季風所帶來的波濤的侵蝕

下，形成發達的海蝕地形，為灣澳、岬角相接的岩岸。此奇特又多變

的地形，常吸引大批的觀光客的到來。近年來，漁港及垃圾場的闢建，

養殖池的濫挖，遊樂區的開發與遊客的衝擊下，顯示海岸迫切需要保

護。 



    西海岸屬於離水堆積進夷海岸，因此在此地區形成廣大的海岸平

原與沖積平原，同時在沿海地區形成寬廣的海埔地、沙洲、沙丘。西

部是台灣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也是人為衝擊最大的地區。近年來，人

類在河川上游築壩蓄水或建造水庫，導致漂沙減少，海岸侵蝕後退。

魚塭養殖使地下水超抽，導致地盤下陷及海水倒灌。 

    南海岸的珊瑚礁岸，由海底隆起的珊瑚礁組成，特殊的景致，碧

海的藍天，常吸引大批的遊客。珊瑚礁具有保護脆弱的海岸線免於被

海浪侵蝕的功能。死掉的珊瑚會被海浪分解成細沙，這些細沙豐富了

海灘，也取代已被海潮沖走的沙粒。旅遊業的開發、遊客的衝擊已嚴

重影響到海岸線的生存。另外，核三廠出水口附近的珊瑚礁有大規模

白化的現象，這也是人類所造成的。  

    東海岸素有「台灣最後一塊淨土」之稱。該區受到板塊、風化、

海水侵蝕以及堆積作用，形成海岸階梯、沙灘、礫石堆、礁岸、海岬

等等。主臨太平洋斷層海岸，冬季東北季風，夏、秋颱風首衝，導致

海蝕地形顯著。除了蘭陽平原為沙岸外，少數大河河口如和平、立霧、

卑南等有沖積扇三角洲堆積。 

    台灣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島嶼，歷經多次的造山運動、地殼變動，

才逐漸形成現今的模樣。我們平日所看到的岩石，有火山爆發而形成

的火成岩，有經過變質作用而形成的變質岩，也有藉著水流的搬運和



沉積作用而形成的沉積岩。東部的河流主要支流多源於中央山脈。因

為山脈逼海，落差大，導致河川短促，往往，河川上游的石塊ㄧ被搬

運下來就需立刻出海，所以，沿海大都是顆粒粗大的礫岩沉積物，而

細小的沙泥易被波浪侵蝕帶走。相反地，西部沿海平原寬廣，河川較

長也較寬，所以，石塊需歷經一段漫長的旅行才會被搬運至出海口。

此外，河川也供應了大量的漂沙，促使沿海有許多的沙洲、沙丘群。

但近年來，人類在上游築霸建水庫導致漂沙量減少，許多的沙洲、沙

丘群逐漸的消失。因河川短小，供沙量有限，再加上珊瑚礁岩岸的阻

擋，所以，南部的沙丘地形不多。南海岸主要由海底隆起的珊瑚礁組

成的岩岸地形。北部海岸有奇形怪狀的大塊岩石，也有受河流搬運、

東北季風、南向沿岸流的影響，形成大規模的沙丘地形。 

 

五、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我們瀏覽了整個台灣地區過去及現在的海岸地形，並選

出：福隆、野柳及七股三個地點，做進一步詳細地分析比較。其中

GOOGLE EARTH 及 SPOT 的衛星影像均為最近三年的台灣海岸地形現

況，配合五千分之一航照影像則是 1979 年的台灣海岸地形。部分地

區還有中研院所處理之 1940-1950年代航照影像，可以用來比較出台

灣地區海岸地形過去這數十年來的變化。 

 



六、研究結果 

1、 福隆 

  位於東北角的福隆沙灘分為內河跟外海，內河是雙溪河的出海

口，由於水流沖刷力不大，故無法切割沙嘴，形成“潮曲流”景觀。

影響福隆海岸變遷的自然因素是沿岸流、河口堆積跟颱風，人為因素

有核四的重件碼頭以及上游攔沙壩的興建。目前福隆沙灘正在逐漸消

失，福隆的沙源主要是來自北部的沿岸流所帶來，以及雙溪河從上游

沖刷下來的泥沙，但是由於核四重件碼頭的興建，擋住原本來自北部

的沿岸流，加上雙溪河的上游也築攔沙壩，使福隆沙灘減少大量的沙

源，而沙灘也一天一天的變薄，終於，雙溪河穿過沙嘴把它一分為二，

而原本雙溪河和隆隆溪出海口南部也開始淤積。圖五１Ｂ是大約攝於

６０年前的福隆沙灘，與１９７９年的圖五１Ｃ相較，沙嘴就顯得比

較厚，約再經過３０年，２００２年的圖五１Ｄ沙嘴終被雙溪河切割

成兩塊（ ），而２００５年的圖五１Ｅ在跨海大橋附近明顯有泥沙

淤積（ ）。由於以上種種因素，福隆沙灘在經過數十年之後已經和

以往有大大同。 

 



 

 

 

         圖１Ａ福隆地區地形圖﹝調繪時間７６年﹞ 

 

 

            圖１Ｂ福隆地區航照圖﹝１９４７年﹞ 



 

圖１Ｃ福隆地區航照圖﹝１９７９年﹞ 

           

 

 

 

 

 

 

 

 

 

 

 

 

 

 

 

 

 

 

 

               圖１Ｄ福隆﹝２００２年﹞ 



 

 

 

        圖１Ｅ福隆 google maps 衛星圖﹝２００５年﹞ 



2.野柳 

台北海岸線總長約 140 公里，包含基隆市海岸約 18 公里，大致

可以以淡水河口為界。淡水河的河口右岸以東自富貴角至宜蘭外澳間

之海岸，岬角與海灘相互發育，因為風浪的長年侵蝕，而且受到早期

沉降作用的影響，海蝕地形很發達。除此之外，由於波浪的堆積作用，

本段海岸形成多處沙灘。 

野柳位於基隆市西北方 15 公里處，界於北海岸的金山與萬里之

間，有一狹長的砂岩層突出海岸線，深入東海形成「野柳」海岬，長

約 1600 公尺，寬為 250公尺，將海岸分隔為北側的金山灣與南側的

翡翠灣。 

野柳岬角在地質上是屬於新生代中新世大寮層分佈的地區。野柳

砂岩在 600萬年前開始逐漸露出海面，並在海岸地區受到海浪侵蝕，

沿岸都是由堅硬的岩石組成。野柳海岬的海岸露出了堅硬的厚層砂

岩，南側翡翠灣由軟弱的砂頁岩所構成，造山運動的擠壓力量也使岩

層出現斷層，南邊有崁腳斷層經過。斷層帶的破碎岩石和鬆軟蝕之

下，相對堅硬的砂岩突出形成野柳海岬，頁岩與破碎斷層帶的翡翠灣

海岸，則因為受到侵蝕作用而凹入形成海灣，曲折蜿蜒的海岸便形成

了。 



海岸地景發育，只要受到地質因素，含岩層的層態，即走向和傾

斜、岩性、新構造運動；氣候因素，含第四記冰河期帶來的海水面升

降運動、波浪侵蝕（尤其東北季風期間最劇烈）、降雨（年均 2900mm）、

氣溫（年均 22 度 C）、風力（平均風速 4.2m/sec）等造成風化、侵

蝕作用；時間因素；人為因素，即指人為的破壞…等。 

    

 

圖２Ａ野柳地區地形圖〈調繪時間７５年〉 



 

圖２Ｂ野柳地區航照圖〈６８年攝影〉 

 

 

 

圖２Ｃ野柳 Google 衛星圖 

假設 google map 拍攝時於漲潮，而航照圖於退潮時，則在圖五２B 的 B 點

下方和 C 點有些微堆積。 

    假設 google map 和航照圖接同時於漲潮或退潮所拍攝時，則在圖五２B 的

Ａ、Ｂ、Ｃ、Ｄ點有明顯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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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２Ｄ1940/1950 年代航照圖 

 

 

 

 

 

 

 

 



 
圖２Ｅ野柳地區航照圖〈1979 年攝影〉 

 

 

 

 

 

圖２Ｆ野柳 google maps 衛星圖 

 



3. 七股 

七股海濱是台灣保存最大、最完整的海岸濕地，從北到南包括

了網仔寮汕、頂頭額汕、新浮崙汕，此沙洲可以抵擋入侵的海浪，減

低海浪的能量。近幾十年，河川上游水興建水庫的和中下游河川砂石

的盜採，使的沿岸漂沙減少，沙洲均有侵蝕與內縮的情形。而濱南開

發案工業專用港北防波堤將完全切斷由北向南的沿岸輸沙，使得

網子寮汕與頂頭額汕因輸沙減少而發生侵蝕。曾文溪出海口為全台

最大的海岸濕地─七股溼地。因為曾文溪攜帶大量的淤泥，導致原本

的台江內海潟湖逐漸淤積，形成海積的地形，海岸線向西推移。在頂

頭額汕（Ａ）由於飄沙是由北往南，但因為濱南工業區的北防波皮堤

擋住飄沙，使頂頭額汕前端（ ）因為失去沙源而逐漸變薄。而新浮

崙汕（Ｂ）因為黑潮關係飄沙由南往北，但西北方海流往南，使得新

浮輪汕整個往西南方移動、變形。 



A 

B 

圖 3B 野柳地區 

〈Google Earth〉 

圖 3A 野柳地區航照圖〈1979 年攝影〉     

 

 

 

 



七、研究討論與結論 

根據我們所分析的三個地點：福隆、野柳及七股的海岸地形，其

中福隆海岸在過去這幾十年來並沒有明顯的人為改變，但是福隆海岸

的沙洲確有非常明顯的大幅度變化，顯示在沒有人為影響的情況下，

海岸地形也有自然的變遷。 

野柳地區的海岸地形則是另外一種例子，野柳地區在過去這幾十

年來同樣未見大規模的海岸開發，而以堅硬砂岩所組成的野柳海岸地

形在過去數十年來則完全沒有任何顯著的改變，顯見海岸地形在自然

環境下也有不會變化的可能。 

七股地區則由於人為興建的海堤，阻擋了沿岸漂砂的移動，造成

海岸地形改變，則是人為影響海岸地形最明顯的例子。 

本次研究我們所使用的資料，均是相當容易取得的衛星影像，因此未

來我們可以藉此推廣類似的學習活動，讓同學進行人文及自然變遷的

探討與分析，應是相當不錯的材料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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