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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峽離岸風場地質災害風險概述與地質資訊平台介紹

過去數年間臺灣海峽的離岸風電蓬勃發展，累積了大量的地質、地球物理、工程地質調查資料與分析成

果，使我國在臺灣海峽離岸風場有更豐富的地質資訊，也認知到更多臺灣與鄰近區域的地質災害風險特徵。

本文探討臺灣海峽地質災害風險，從區域地質的角度出發，說明臺灣海峽的構造背景、沉積作用、氣候、海

洋流場等自然條件，並列舉「地質構造發育」、「快速沉積物供應」、「動態海床地貌」、「流體活動」、「堅硬地

層」等五項地質災害風險特徵來進一步說明臺灣海峽的地質作用如何對風場開發造成影響。對臺灣海峽地質

特性有基本的認識後，文末介紹地質調查與礦業管理中心所建置的線上平台「地質與環境感知系統」，地礦中

心透過該平台分享各種公開的地質資訊供各界查詢，其具備 2維、3維展示功能，並有各種圖層資料可供套
疊，可同時展示管制區、各種經濟活動、環境保護管制區、地質調查資料分布以及地質影響潛勢分布，除了

有助於各界了解臺灣海峽的風場地質知識，也方便廠商將地質資訊應用於風場規劃、評估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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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offshore wind farms in Tai-

wan Strait, abundant geological, geophysical, geotechnical 
data have been collected and analyzed. Our knowledge for 
the geology in this area has well been improved. In the same 
time, more geohazard issues are also noticed. This paper 
aims to introduce potential geohazard issues in the Taiwan 
Strait based on the knowledges gained in the past years. To 
discuss the potential geohazards, we start from the regional 
geology, explaining the tectonic settings, sedimentary 
processes, and metocean conditions of Taiwan Strait. The 
geological background is followed by further discussions 
focusing on geohazard issues regarding “structural develop-

ments”, “rapid sediment inputs”, “dynamic bedforms”, “fluid 
features”, and “hard rocks” across the offshore windfarm 
area. In the later part of this paper, the “wind power 
geological information system” established by Geological 
Survey and Mining Management Agency is introduced. 
The online WebGIS system is a platform for publishing 
the open-sourced geological data and analytical results. It 
displays georeferencing layers provided in 2D and 3D ways, 
including the windfarm areas, controlled zones for military,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data distributions 
and geohazard risk levels across the windfarm areas. That 
helps to share the geological information about Taiwan 
Strait and can be a useful tool for developers to assess the 
windfarm sites they concerned.

Keywords: marine geohazard, Taiwan Strait, offshore 
windfarm, WebGis system* 通訊作者，linlf@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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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離岸風力發電是我國極力推動的能源發展項目，國

際工程顧問公司曾評估 [1] 全球風況最好的前二十處觀測

地，便有十六處位於我國海域、均位於臺灣海峽，發電

潛力受到世界各國能源公司的矚目。經濟部於 2012年公

告「風力發電離岸系統示範獎勵辦法」後，便陸續有國

內、外廠商相繼投入調查、開發工作，在 2016年底完成

了首座離岸風電示範機組，首座商轉離岸風場「海洋風

電」更在 2019年 10月風機組裝完成開始運轉。目前第

一、第二階段風場仍持續發展中，目標於 2025年離岸風

電的發電量達到 3GW，截至 2023年 11月初，臺灣海域

的離岸風機已完成 270座（經濟部公布資料）。

離岸風電場址的規畫、設計，需藉由場址（包含海

纜路徑）的環境條件來考慮施工方式、成本、效率，更重

要的是安全性。利用地球物理方法來探測地表、地下地質

的特性以及利用工程地質調查技術來了解場址中沉積物、

地層的物理特性，是風場開發前期非常重要的工作。經過

過去十年的離岸風電發展，不論是由政府機關（如：能源

署、地質調查與礦業管理中心）主導的跨風場海域基礎地

質調查，或是各開發商針對有意開發的離岸風電場址進行

精密的調查，都使得臺灣海峽的海域環境資料量大幅提

升。而我們在擁有更豐富的地質資訊的同時，也認知到更

多臺灣與鄰近海域地質條件所造成的地質災害風險。

海域地質災害為自然的地質條件或人為因素所引發

的地質作用（圖 1），對於環境、生態、人類社會、經濟

發展等領域所造成的危害，例如 2011年日本東北大地

震海嘯所造成的福島核電廠災難 [2]，或是 2009年莫拉克

颱風侵台時海底土石流所造成的海底電纜斷裂與隨後的

電訊問題 [3,4]。這個議題也因為離岸工程需求提高而越來

越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如歐洲海洋委員會（European 

Marine Board）海洋地質災害工作團隊的研究便將海域地

質災害分為、地震（Earthquakes）、火山（Volcanoes）、海

嘯 (Tsunamis)、塊體崩移（Submarine mass movements）、

流體活動（Fluid activity and its manifestations）、海床地

貌變遷（Migrating bedforms）、人為與科技災害（Human 

induced and technological hazards）、連鎖事件（Cascading 

and/or cumulative events）等八類 [5]。該文件中也提到因各

種地質作用的背景條件是經過千百萬年形成（地質時間

尺度）而災害（地質作用）可能是短時間且不頻繁地發

生，導致難以預測。因此，要探討風場當地（local）的地

質作用應先從區域（regional）地質的角度出發，從各項

背景條件來探討近代、淺層的地質作用與機制。臺灣大

學海洋中心的研究團隊參與、執行臺灣海峽離岸風電的

海域調查、資料分析等眾多相關計畫，撰寫本文分享過

去數年間累積的知識與經驗，期望能幫助讀者對於臺灣

海峽的地質條件與海域地質災害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臺灣海峽地質條件

以地質歷史的角度來看，臺灣海峽介於歐亞大陸

與臺灣島之間，屬南海東北部大陸邊緣的陸棚區域。

這個陸棚在始新世時（約六千萬年前至三千萬年前之

間）經歷華南古陸張裂活動，有一系列的正斷層與張裂

盆地發育（如台西盆地、澎湖盆地）[7,8]。在張裂活動

停止之後至晚中新世（約三千萬年前至六百萬年前之

間）形成後張裂時期、被動大陸邊緣的陸棚環境；晚

圖 1   各種可能成為災害的地質特徵與作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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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世（約六百萬年前）之後因歐亞大陸與呂宋島弧

在此碰撞，陸棚東緣隆，起形成了臺灣造山帶，逐漸

隆昇的臺灣島與歐亞大陸間所夾的水域便是現今看到

的臺灣海峽。在臺灣造山帶形成的過程中，海峽東側

因為造山帶的荷重，陸棚發生撓曲向東下凹，在海峽

的東側形成了臺灣西部前陸盆地 [9-12]。藉由上述地史得

以了解位在海峽中線以東的風場海域的地層架構，地

層由深到淺依序出現張裂地塊與同張裂盆地沉積物，

後張裂大陸邊緣的陸棚沉積物覆蓋於其上，最淺則是

向東變厚的同造山的前陸盆地沉積物（圖 2）[8,10,12]。

以現代的角度來看，臺灣島仍是相當年輕、活躍

的造山帶，大地的擠壓造成地震活動頻繁，屬環太平

洋地震帶的一部分，容易造成山崩，也會破壞人造建

築並造成生命危害。臺灣位處於亞熱帶季風區，容易

出現災害性天氣，有梅雨季、春秋季鋒面及夏季對流

性降雨，都可能造成豪大雨，加速地表的侵蝕以及造

成大量沉積物輸出，又是熱帶氣旋的主要路徑，平均

一年有 3到 4個颱風侵襲臺灣，造成強風、豪雨、山

崩、土石流等災害。地震與颱風，再加上活躍的造山

抬升，使得臺灣陸上的山脈以極高的侵蝕速率生產了

大量的沉積物，供應至周圍的海域 [13,14]。臺灣海峽東側

的海床沉積物大部分是由臺灣西部的河系供應，其中

濁水溪提供了最大的沉積物供應量，每年供給 30 ~ 60

百萬噸的沉積物至臺灣海峽（圖 3）[13,15,16]。

臺灣海峽平均深度僅約 60公尺深，海水流場主要

受到季風推動：夏、秋時分，西南季風造成南海海流向

北注入臺灣海峽，與向北流的黑潮支流共同形成北向的

強勁流場；秋末到初春時分，東北季風造成海峽西側向

南流的中國沿岸流與海峽東側向北的黑潮支流混合，形

成複雜的流場（圖 4）[17]。另外，臺灣海峽淺水域的狹

長水體亦深受潮汐影響：臺灣海峽東半部南北向的水體

運動（圖 4）[18]，漲潮會推動南邊水體向北、北邊水體

向南聚集於中臺灣外海，退潮時則反過來由海峽中部向

南、向北兩側退去，因此在中臺灣（如台中港）有較大

的潮差。整體來看，臺灣海峽的海流是季節流場、潮汐

流場、以及即時氣象混合的結果，相當複雜。

圖 2   臺灣海峽震測剖面與主要地層架構（修改自Chang et al. [12]）

圖 3   臺灣的河系分布與主要河系每年沉積物供應量 [16]

圖 4 臺灣海峽流場：(a) ~ (d) 個季節流場特性 [17]。(e) 臺灣海峽
與鄰近海域潮流分布 [19]。紫色線為潮流橢圓，其長軸為

潮流走向，紅色線與黑色虛線分別為等相位線與等潮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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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峽的地質災害風險

臺灣海峽離岸風場的主要分布範圍位於海峽中線

以東，南起澎湖、雲林，北至桃園觀音外海（圖 5），

少數風場分別位於淡水、台南、高雄、屏東外海，因

距離較遠、地質條件不盡相同，暫不在本文討論範

圍。對於開發離岸風場來說，工程所及的深度多是海

床底下一百米以內的地層，因此在這個深度範圍內的

沉積物特性與地質作用在工程設計上特別受到關注。

但地質作用不是僅發生在這個範圍內，斷層一般是從

更深處的構造發育出來，流體向上移棲的現象也可能

起因於更深處的過壓地層，這些造成沉積層變形或是

物性改變的作用都是影響風場安全的要素。本文將風

場範圍中各種地質作用分項，並說明其災害風險：

另一方面，變形前緣以西的地區大致上處於非擠壓

應力環境，而是進到前陸盆地的討論範疇。臺灣造山帶

重壓在歐亞大陸邊緣東側，因板塊撓曲而拱起的區域稱

前凸起（forebulge）（圖 6），前凸起以東向造山帶下凹的

空間便是前陸盆地主要的沉積空間 [10,12]，填充了來自造

山帶的沉積物。前陸的應力環境，是板塊或淺部沉積層

撓曲的輕微拉張環境，容易伴隨正斷層發育。透過風場

場址中的構造分布研究 [24]（圖 6b），便能仔細繪製構造分

布，若能搭配地層年代，更能討論這些斷層構造的活動

性。一般來說，構造發育除了使地層受到破壞，產生地

層、地表變形之外，斷層活動被視為天然地震的來源，

但實際上在淺部發育的正斷層，年輕、鬆散的沉積層並

沒有太高的強度與彈性在錯動時形成地震，因此臺灣海

峽地地震分布圖（圖 7）中幾乎不見近地表的淺層地震。

快速沉積物供應

臺灣海峽東邊鄰接活躍的臺灣造山帶，山脈抬升

會使得地層不穩定，坡度改變加強河流的搬運力、侵

蝕力，再加上地震、颱風及各種天氣條件引發山崩、

圖 5 台灣海峽離岸風場分布範圍。咖啡色區塊為第二階段潛
力場址，桃紅色區塊為第三階段開發潛能場址。（圖片

截自地質與環境感知系統）

圖 6 (a) 台灣西部大地構造架構，紅色鋸齒線為變形前緣，劃
分東側褶皺帶的擠壓應力環境與西側的前陸盆地微張裂應

力環境；(b) 彰濱外海風場區域辨識出的正斷層特徵 [25]；

(c) 新竹、苗栗外海風場區域辨識出的構造有變形前緣以
西的正斷層與變形前緣以東的逆斷層與褶皺發育 [22]。

地質構造發育

臺灣西部有一構造前緣稱為「變形前緣」（圖 6），該

構造線標示出造山帶擠壓應力環境的邊界，其東側為歐

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聚合所造成的擠壓應力環境，地

層多經過擠壓發育出逆衝斷層以及褶皺構造。臺灣西部

的變形前緣大部分在陸上的山麓前緣，該構造線在新竹

苗栗一帶向海域延伸 [20-23]，使得部分苗栗、新竹外海的離

岸風場處於擠壓應力環境，透過地球物理資料，可在這

些地方辨識出逆斷層構造與褶皺構造（圖 6c）。斷層為地

層錯動後的破碎帶，斷層活動為地震的主因、也會造成

地表變形，而褶皺被為地層受擠壓而彎曲變形、力學性

質改變，常向上抬升改變地勢，抬升的褶皺經過侵蝕會

使較老的地層出露，風場中構造活動性以及地層的力學

性質須經過精密的地質資料來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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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當洪氾時沖入較大量的沉積物，地形便可能快速改

變，也容易造成沉積物過壓或軟沉積物變形，過壓的沉

積物同樣也可能在人為擾動時被觸發，例如風場施工時

的敲擊或穿入，進而導致沉積物液化、洩壓、喪失強

度，須謹慎評估。

動態海床地貌

除了上述的構造活動、沉積物注入會影響到海

床的形貌之外，海床表面的沉積物受到海流不停的

侵蝕、搬運、堆積，更容易形成極為動態的底形

圖 7   台灣與鄰近地區的地震分布圖（地震資料來源為台灣地
震科學中心）

圖 8 敏督利颱風前後臺灣海峽沉積物及地形變化比較 (修改
自Milliman et al. [15]。由此底質剖面可觀察到颱風過後

沉積物改變海峽原本的海底地形：(a) 為敏督利颱風前
後同測線之淺部底質剖面資料；(b) 為放大 A圖中敏督
利颱風過後堆積的泥質沉積物；(c) 為敏督利颱風後大
量沉積物堆積在颱風前的海床上。

土石流、加劇了臺灣的侵蝕作用。河流系統匯集水流、

具有搬運力、為陸域最重要的沉積物運輸通道，能將

山區的砂石帶往平原。在颱風、暴雨後水流量大、搬

運力強的時候，短時間將大量沉積物沖入海域，特別

是近年極端事件（extreme event）頻繁發生，例如濁水

溪在敏督利颱風後排入 72百萬噸的沉積物，短時間內

造成部分地區兩米的地形變化（圖 8）[15]，而莫拉克颱

風沖入深海的濁流對海底電纜造成破壞 [3,4] 等事件，未

來離岸風場的海纜若需經過河口，將具有同樣的風險。

短時間大量的沉積物堆積於海床上，同樣可能使海

域中充滿水的沉積物瞬間荷重而造成地層孔隙壓力過高

（過壓，overpressure），而導致沉積物顆粒間失去有效

應力，出現液化（liquefaction）、流體化（fluidization）

等行為 [26]，迫使沉積物變形洩壓，出現如液化構造、

排水構造（dewatering structure）等特徵 [26,27]（圖 9），

此類型的沉積構造也稱為軟沉積物變形構造（soft-

sediment deformation structure）。由於這類型的沉積構造

多為下伏沉積物向上攪入上覆沉積物中，常破壞沉積層

的結構、造成沉積物物性在水平方向上的不連續或不規

則分布。觀察到這些地質特徵的形成，代表沉積物已經

過液化、洩壓，可能讓沉積物重新排列後變的更緊密，

但也可能反映出該段地層相對容易發生液化作用，未來

值得進一步探討。鄰近臺灣西海岸的風場有部分靠近河

圖 9 台灣海峽電火花震測剖面中觀察到向上突起的不規則形
狀混亂反射特徵截斷上方水平連續反射地層 (上圖 )，
可能對比至下方表中的荷重構造（load structure）或排
水構造（water-escape structure）[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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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dform）變化。臺灣海峽的地形變化反映著海流流

場的特性。大尺度來看，澎湖水道與烏坵凹陷的下凹

地形是向北海流流場造成的侵蝕環境，而到雲林、彰

化外海開始由於濁水溪供應的沉積物大量堆積，經過

海流作用塑形成彰雲沙脊，彰雲沙脊具有南北向條帶

狀沙體的特徵則反映南北向的潮流作用 [16,29-32]。

然而，較小尺度的觀察可見在彰雲沙脊頂部有大

量沙波沉積構造發育 [29,33-36]，隨著臺灣海峽高流速的潮

流，這些沙波變動性極高，常常在一天內就觀察到公

尺級的變化量。研究這些沙波的動態需仰賴多次採集

的高解析度地形資料。廖音瑄 [35] 針對濁水溪外海多次

收集的高解析度水深資料進行沙波特徵與沙波移動的

數值分析（圖 10），發現沙波的尺寸、波型、變化形

式、移動速度與方向皆隨空間分布有所差異，70%以

上的沙波在兩年半內有超過 5公尺的移動，最大移動

量可達 95公尺，最大高程變化達 6.7公尺，這些都是

風場工程無法忽視變動量，不論是基樁深度或是海纜

路徑的規劃，需要謹慎評估；而針對單一沙波觀察，

同一沙波可在兩個月後達到 10公尺的移動量，但在兩

年半後總位移量公尺卻僅有 1公尺，顯然臺灣海峽的

流場複雜，沙波動態難以預測，各風場除了可能有各

自沙波的形式與動態，頻率不足的地形觀測可能導致

對沙波動態的誤判，唯有透過多次的高解析度地形觀

測以及連續的流場資料進行分析、模擬才可能對於臺

灣海峽的沙波動態有正確的掌握。

流體活動

海域地層中，沉積物間的孔隙本充滿水，然而地層

的孔隙不僅會被水充填，自然界的各種化學、生物反應

也會產生各種流體，例如火山氣體、熱液系統或石油天

然氣系統等，臺灣西南海域的天然氣水合物賦集區域以

及泥貫入體區域皆有出現大量的天然氣特徵 [37]，又或

是臺灣東北外海沖繩海槽出現熱液及火山氣體的特徵，

都是能產出流體的地質條件，世界各地相關研究也非常

多。流體的活動是因密度差或壓力差造成，氣體、油密

度低於水，在孔隙中遇到水自然會向淺處移棲；而聚集

於緻密、低滲透性地層下方地層中的流體，由於不易向

上滲漏，孔隙壓力逐漸累積，當地層開始過壓，壓力可

能造成上覆地層被破壞，發生流體沿著破裂面或斷層向

上移棲的現象，有時甚至形成深部流體向上移棲時固定

的通道，如常見的氣煙囪、管狀特徵等。向上移棲的流

體可能再次聚集於上方另一個緻密的地層下，也可能直

接穿越海床進到海水層中。若這些流體、沉積物移動至

海床，會在海床表面留下孔洞（如麻坑）或是沉積物堆

（如海底泥火山）等地質特徵，甚至在水層中可觀察到

氣泡柱或是被沖起的懸浮沉積物。

我們在臺灣海峽也有觀察到流體活動特徵，包括

有淺層氣、垂直方向的流體通道、麻坑、氣柱等地質

特徵（圖 11）。臺灣海峽的流體可能的來自深部的盆地

產出熱成熟油氣、火成活動（如澎湖）、淺部的臺灣造

山帶沉積物產出生物氣等等。聲學對於氣體的反應極

為敏感，所以對於流體活動的掌握可以藉由大量的聲

學資料來分析，例如透過震測剖面、海床底質剖面來

了解地底流體的分布與移棲路徑，透過海床聲納調查

以了解水層中是否出現流體滲漏，或是藉由精密的海床

地形資料來判斷是否有流體洩漏的地形特徵（圖 11）。

曾湧翔 [38] 將濁水溪口震測剖面中觀察到的地層中流體

特徵進行分類、解釋，其中有垂直向的流體通道、淺層

的游離氣體富集帶等，藉由這些分析來了解淺部地層中

的流體來源、移棲管道以及流體富集地層分布。對於風

場工程來說，淺層氣雖然不會累積太大的壓力，不會導

圖 10 三維海床地型數值分析結果 [34]：(a) 沙波三維移動圖，
向量之長度可顯示其兩年半間之移動距離，而顏色則

顯示其移動方向之差別；(b) 2016年 4月至 2018年 7
月彰化外海沙波移動距離數值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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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如油氣田噴井的災難性危害，但富含流體的沉積層恐

在人為觸發後洩壓而失去支撐力；而流體移棲管道大多

是沿著地層中的裂隙發展，也可能持續有流體在這些通

道間移棲，造成地層的擾動。而有流體活動特徵的地層

是否可能指示其更深處的地層中有流體富集地層 ?短時

間的大量沉積物堆疊是否可能再觸發這些流體活動 ? 這

些疑問應在風場規劃前詳細調查。

堅硬地層
臺灣海峽風場大多分布於前陸盆地的範圍，淺層多

為年輕沉積物。然而，在風場範圍西側接近前陸盆地前

凸起的區域，因前陸撓區而導致老的沉積岩基盤較淺。

臺灣海峽南部的澎湖群島多為玄武岩質的火山島，因澎

湖群島及鄰近區域位於前陸盆地前凸起的位置，並沒有

在前陸盆地形成之後被深埋，在接近澎湖一帶的海床底

下百公尺內，即發現有玄武岩體分布 [39]。這些海床下的

玄武岩與澎湖玄武岩是同一火成事件形成，在前陸盆地

形成之前便存在，在臺灣海峽中可能有廣大的分布範圍

（未發表資料）。這些在海床下淺部地層出現的玄武岩

體雖然不會造成地質災害，但火成岩堅硬的質地可能會

造成離岸風電工程作業上的困擾，在風場場址調查中需

要能明確掌握其分布，但也因為玄武岩與周圍的沉積岩

物理性質差異較大，透過震測資料便能將其三維空間分

布辨識出來（圖 12） [40]。

離岸風電地質與環境感知系統服務平台

針對我國離岸風電發展所需的地質資訊，經濟部

地質調查與礦業管理中心（原中央地質調查所，以下

簡稱地礦中心）推動大型計畫，成立研究團隊在臺灣

海峽離岸風場規劃區進行跨風場的全區域基礎地質調

查，也同時建置「離岸風電地質與環境感知系統服務

平台」（https://windpower.geologycloud.tw/map），整合

各種尺度的地質及環境資料，並上網供各界查詢，除

了有助於社會大眾了解臺灣海峽的風場地質知識，還

可供廠商獲得政府公開的地質資訊，幫助風場規劃、

提高開發效率與投資意願。

離岸風電地質與環境感知服務平台納入的地質資

料包含沉積物岩心採樣資料、電火花震測資料、底拖

聲納資料、多頻道反射震測資料，以及海床攝影等調

查資料，除能了解資料分布之外，已公開的資料及分

析成果可以直接在線上平台以 2維或 3維的方式展示

（圖 13、圖 14）。做為地質資訊整合平台，系統中納

圖 11 台灣海峽電火花震測剖面中的流體特徵。左上角地形圖顯示該測線旁邊的海床上有麻坑特徵。

圖 12 澎湖北部的震測剖面以及風場範圍出現玄武岩分布。
上圖顯示震測剖面中可辨識出的玄武岩分布，因前陸

撓曲而向東有越來越深的趨勢。下圖顯示海龍風場中

在海床下 100公尺以內遇到的玄武岩分布圖（節錄自
環境資訊中心新聞稿https://e-info.org.tw/node/23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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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許多相關資訊圖層，可套疊展示出各項資訊相對的

地理關係，圖層資訊包含管制區（如領海、演習區、

縣市管轄範圍等）、經濟活動（如風場區塊、風場開

發進度、海底電纜及管線分布、航道等）、環境保育

（如保護區、重要棲地、魚礁區、汙染管制區、活動

斷層、地質敏感區等）、地質調查資料（如地質與地球

物理資料分布、海床影像、沙波、堅硬地層、水深等

分析成果分布）、地質影響潛勢圖層則包括了地礦中心

評估的沙波、堅硬地層、流體、斷層等地質特徵對於

離岸風場的危害潛勢分布情況。使用者能藉此快速掌

握各項公開資料與特定風場的地理位置關係、資料情

況、地質特徵分布等，更能直觀的了解不同風場的地

質特性與災害潛勢，操作時能將圖資直接下載使用，

做為調查、研究、分析、規劃之參考，若想更進一步

研究原始資料，也能向地礦中心提出申請（詳細辦法

見「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離岸風電地質與環境感知

系統服務平臺資料提供及使用作業要點」）[41]。

結論與展望

了解地質環境條件是發展離岸工程的基礎，本文從

區域地質的角度切入，根據地質、地球物理資料的分析

結果，提出臺灣海峽風場區域的地質作用以及潛在的災

害風險。在離岸風場規劃區域主要可能發生的地質災害

因子有正、逆斷層等構造發育，有快速沉積物供應能在

短時間改變地形與造成液化活動，有強烈的海洋流場能

造成動態的海床地貌變化，有地層中的流體活動會影響

沉積層穩定性，另外還有可能影響工程規劃的淺部堅硬

地層。每一項地質災害風險都有更多細節必須討論，本

文僅統整過去觀測、分析結果，對臺灣海峽在風場場址

可能潛在的地質災害進行簡要說明，盼有助於各界對臺

灣海峽的地質作用有基本的認識。

如同文中提及，各別風場的關鍵地質問題須仰賴

更多的觀察資料與更詳細的分析工作，研究結果能使

我們對臺灣海峽的地質作用有更多的掌握，對地質風

險有更進一步的潛勢評估。然而，各開發商擁有豐富

的高解析度的地球物理資料以及工程地質資料、擁有

各自的工程顧問，但這些資料大部分仍屬於商業機

密，研究成果也未能公諸於世。為此，經濟部地礦中

心或能扮演資訊統整的角色，除了做為政府提供地質

資訊的窗口，也鼓勵各界與政府共享資料，明訂各界

向政府申請原始資料的同時應提出回饋地礦中心的資

料或成果，目標是能藉由更多的資料使臺灣海峽的地

質資訊更加完善。正如同油氣探勘工業，離岸風電產

業的發展勢必對於地質學的進展有所貢獻，開發商不

妨在風場建置的同時，將資料提供給政府單位或學界

來更進一步研究，或許能共同提升地質知識，也獲的

未來風場運維時可參考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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