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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界、鄉鎮界、村里界台灣的行政分區



台灣？

•什麼時候開始叫台灣？
•為什麼叫台灣？(福爾摩沙？)



西洋地圖中的
台灣

• 1554 "World Map of Lopo 

Homem"

• 此時台灣畫成一個島"I. Fremosa"

• 第一次以福爾摩沙之名出現在世界
地圖上



1561 
of the 

• 葡萄牙人維利烏《世
界圖》

•台灣畫成兩個島，兩個名字

•北島：

•南島： 小
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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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歐洲人認
識台灣的起點

• 歐提留斯
《寰宇概觀》

地圖集

• 印刷版地圖，商業發行大成功

• 世紀最暢銷的地圖

• 台灣畫成兩個島，很可能是受
到 維利烏《世界圖》的
影響

• 主要商業行為是中日間的轉口
貿易，台灣畫錯不影響發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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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把台灣畫成
三島的歐洲地圖

•你沒看錯就是那三個彩色方塊

• 葡萄牙人杜拉多《地圖集
・東亞海圖》

•北回歸線貫穿島上是一大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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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畫成兩個或
三個島的原因？
• 伊能嘉矩《台灣文化誌》：將西海岸溪

河的出海口誤認為海峽

➔無法解釋為何每個島大小都一致，且通常

一個叫Formosa, 一個叫Lequio Pequeno(小

琉球)

• 1962 曹永和《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

葡萄牙的本國誌製圖家從這些不同來源的資

料，據他們技術上的想像，妥為安排 」

➔根據船員經驗、傳聞等不同來源資料而想

像出來的，並非實測地圖



中國地圖中的
台灣

明代中期以前，日本以南、呂宋島以北
的島嶼，全部稱為「流求」、「琉求」、
「瑠求」或「琉球」。



北宋1098-1100



明 天順5年 1461



明洪武 年 嘉靖
年間
• 洪武 年，中山王接受明朝冊
封，成為中國屬國，稱「琉
球」。

• 但直到嘉靖年間，中國官方
似乎仍將台灣視為琉球的一
部分，

• 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
所所長徐曉望〈台灣：流
求之名的失落〉

• 朱元璋 張士誠

• 楊載出使日本、琉球



臺灣 琉球
倭寇崛起，明朝福建水師圍剿倭寇時
發現：

• 臺灣其實是一個沒有國家政權統治
的「野人島」

• 琉球國的管轄權也從來沒有延伸到
台灣本島

• 琉球國稱為「大琉球」，臺灣稱為
「小琉球」



雖然還沒有像
樣的地圖，但

• 閩南人移民對台灣已經很熟悉
閩粵海盜集團

• 地名是原住民閩南話的音譯

• 陳第隨福建水師督司沈
有容率船隊到大員台南安平
一帶掃蕩倭寇

• 陳第《東番記》



年以前，臺灣的稱呼

•葡萄牙：福爾摩沙、小琉球跟著中
國人叫

•中國人：琉球、小琉球

•其他：大員、東番、北港

•日本人：たかさご 高砂



• 年明朝福建都司沈有容要求
荷蘭東印度公司 自澎湖撤離

• 年荷蘭人在大員台南安平
建立根據地，興築熱蘭遮城安平
古堡

• 年建普羅民遮城赤嵌樓

• 年有 多名荷蘭人、
名漢人、 名日本人

• 西班牙人投降雞籠、淡水，
荷蘭實質控制全台

• 年 月鄭成功攻下普羅民遮
城



• 年明朝福建都司沈有容要求荷蘭
東印度公司 自澎湖撤離

• 年荷蘭人在大員台南安平建立
根據地，興築熱蘭遮城安平古堡

• 年建普羅民遮城赤嵌樓

• 年有 多名荷蘭人、 名漢
人、 名日本人

• 西班牙人投降雞籠、淡水，荷
蘭實質控制全台

• 年 月鄭成功攻下普羅民遮城



台灣之名
的由來
• 荷西時代：荷蘭人自原
住民族西拉雅族的台窩
灣社 台南安
平登陸，演變為島名。
同時代漢人音譯為「大
員」。

• 明鄭時代 ：
「東都」鄭成功時代、
「東寧」鄭經時代

• 清時代 ：
年設「臺灣府」，

隸屬福建省； 年臺
灣建省



台灣的地形分區
• 地勢

• 山地：屬崎嶇地形，起伏數百公尺以
上稱作山地

• 丘陵：屬崎嶇地形，起伏數百公尺以
下稱作丘陵

• 盆地：四周高、中間低的窪地
• 平原：高度在 以下的低平土地
• 臺地：高度大於平原而小於高原、頂
平周陡如月台的地形

• 河流

• 海岸
• 北部岩石海岸
• 西部沙泥海岸
• 南部珊瑚礁海岸
• 東部斷崖海岸

• 離島



山地：五大山脈 系
• 成因：板塊運動擠壓隆起所形成

• 中央山脈：蘇澳至鵝鑾鼻，有「台灣屋脊」之稱，
最高峰為秀姑巒山

• 玉山山脈：南臺灣的中央山脈西側，北起玉山山塊，
南抵高雄六龜的十八羅漢山附近。最高峰玉山
是東亞第一高峰。

• 阿里山山脈：位於玉山山脈西方，由集集鎮的濁水
溪南岸至高雄燕巢的雞冠山。平均高度為 ，
與玉山山脈間形成一大斷層。

• 雪山山脈：北起三貂角，南迄濁水溪北岸的濁水山，
第二大山脈。雪山主峰 為第二高峰。

• 海岸山脈：位於台灣島東緣，與中央山脈隔著由斷
層作用形成的花東縱谷，由花蓮至台東，地勢最低
矮，平均高度約 。



丘陵與台地
• 成因：除了少數因褶曲作用或火山噴發而
隆起，大多為古沖積扇經河川切割及陸地
相對抬升所造成。

• 位於台灣五大山系以西

• 高度數百公尺以下

• 丘陵：竹東新竹丘陵、苗栗丘陵、斗六
丘陵、嘉義丘陵、新化丘陵

• 台地：林口台地、桃園台地、后里台地、
大肚台地、八卦台地、恆春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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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
•成因：大多是因斷層下陷而造
成的構造盆地

•臺北盆地、台中盆地、埔里盆
地、泰源盆地

•通常盆地周邊會露出岩層陷落
時所造成的斷層面



平原
•成因：除了部分隆起性的海岸平原
如台中清水、彰化沿海及花蓮沿海
等，大部分都是河流沖積而成的平
原

•分布在近海地區和河流兩側

•高度 以下

•大甲平原、清水平原、彰化平原、
濁水溪平原、嘉南平原、屏東平原、
恆春平原、宜蘭平原、花蓮平原、
花東縱谷平原、台東平原









古太平洋板塊已完全
隱沒、熔化消失在歐
亞大陸板塊底下，地
殼卻開始舒展張裂，
並形成出許多陷落的
盆地。台灣鄰近地區
當時位於淺海的大陸
棚上，因此也逐漸的
產生沈陷的盆地，並
堆積大量的沈積物。

6500萬年～ 2000萬年



板塊持續伸張，但趨於
緩和，陷落盆地不停堆
積沈積物。約在1,000

萬年前曾有一次較大規
模的火山噴發，形成大
面積的玄武岩平台，造
成今天的澎湖群島。菲
律賓海板塊一直朝西北
方向移動，平均每年約
移動8公分，而位在它
上方的火山島也隨著向
西北移動。

2000萬年～ 1000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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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
大陸板塊相碰撞，將
大陸棚上的沈積層隆
起、露出海面，使台
灣島面積更為擴大。
而300萬年前，火山
島鏈的北端，開始與
台灣島發生接觸，加
速了台灣島的抬升與
擴大。地質學家將這
次碰撞運動稱為「蓬
萊運動」。

1000萬年～ 300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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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萬年時，台灣島大
致已經初步具有現今
的地貌。
200萬年前，菲律賓海
板塊隱沒到台灣島之
下，造成台灣北部以
及北部外海地區形成
許多大規模的火山爆
發，直到20萬年前才
停止噴發活動。

300萬年～ 100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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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島是菲律賓海板
塊上的火山島弧碰撞
上歐亞大陸時隆起的
島嶼。
事實上，這個碰撞作
用一直不斷地在進行，
台灣島還會一直被抬
高，並且向台灣海峽
擴大面積。

現 今

33



地質年代表

34

• 宙>代>紀>世>期
Eon>Era>Period>Epoch>Age

• 老地層在下，新地層在上

• 前寒武約有40億年

• 顯生宙接近6億年

• 命名基準為代表地點或該時段的特殊岩石

• 寒武紀大爆發：前寒武紀時僅有簡單的細菌
與古生菌；寒武紀開始出現無殼、無脊椎等
複雜動物



台灣地質調查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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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地質文獻：1849年基隆的煤層探查(Gordon, 1849)

• 最早的礦產圖：1854年美國海軍准將Matthew Calbraith Perry製作的「福爾
摩沙基隆東方煤礦圖(Map Coal Mines, eastward of Keelung, Island of
Formosa; Hawks, 1856)」

黑
船



福爾摩沙基隆東方煤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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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質調查歷史

37

• 最早的地質圖：1883年George Kleinwächter
發表的「南部福爾摩莎地質圖(Geognostic map
of south Formosa)」

• 1896年：馬偕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完
成「北部福爾摩沙地質圖 (Geologic map of
north Formosa; Mackay, 1896)」

• 1897年：石井八萬次郎發表八十萬分之一「台
灣島地質鑛產圖」與說明書

George Kleinwächter(1883)

南部福爾摩莎地質圖



北部福爾摩沙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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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島地質鑛產圖

溫泉
冷泉
鑛床
試掘採掘地

礫沙黏土
隆起珊瑚礁

石灰岩
軟質明色砂岩
灰色頁岩蠻岩(礫岩)

…

石井八萬次郎(1897)



陳文山等(2016)

台灣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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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春蓀(1986)：五十萬分之一台灣地質圖

•陳肇夏等(2000)：五十萬分之一台灣地質圖

•陳文山等(2016)：四十萬分之一台灣地質圖

何春蓀(1986) 陳肇夏等(2000)



陳文山等(2016)：四十萬分之一台灣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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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海岸平原地質區

• II:西部麓山帶地質區

• III: 雪山山脈地質區

• IV: 脊樑山脈地質區：大
南澳片岩帶

• V: 脊樑山脈地質區：廬
山板岩帶

• VI: 海岸山脈地質區

• VII: 北部張裂帶地質區



陳文山等(2016)：四十萬分之一台灣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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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海岸平原地質區

• II:西部麓山帶地質區

• III: 雪山山脈地質區

• IV: 脊樑山脈地質區：大
南澳片岩帶

• V: 脊樑山脈地質區：廬
山板岩帶

• VI: 海岸山脈地質區

• VII: 北部張裂帶地質區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桌面/上課用的圖/2台灣地形/09_主要河流.jpg


盲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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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地質調查所：斷層面並未出露到地表的斷層。一般是指位於較
深部的斷層，其斷層前緣尚未破裂延伸到地表附近；或是斷層在地
表附近受到深厚的沉積物覆蓋，在地表淺部未能發現斷層的蹤跡，
也稱為盲斷層。



脊樑山脈地質區：大南澳片岩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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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最老的地質構造單元

• 變質岩

• 包括黑色片岩、石英片岩、變質燧岩、
變質礫岩、變質石灰岩、片麻岩、變
質花崗岩、綠泥石片岩、變質基性岩、
角閃石及蛇紋岩

• 依岩石組成與變質特性分為西側的太
魯閣帶與東側的玉里帶(Yen,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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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泥石片岩 得克利片麻岩



脊樑山脈地質區：廬山板岩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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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樑山脈稜脊以西至雪山山脈(地形)
東斜面，部分廬山板岩帶出露在脊樑
山脈東斜面鄰近花東縱谷西側

• 以板岩和千枚岩為主

• 與雪山山脈地質區不整合接觸

• 巨視構造形成一個大型複向斜，地層
年代屬於始新世至中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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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岩山層 得克利片麻岩



雪山山脈地質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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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牛鬥斷層向南連接武陵斷層作為
雪山山脈低度變質岩帶與廬山板岩
帶的分界
• 牛鬥斷層、武陵斷層、關刀山斷層、地
利斷層與陳有蘭溪斷層

• 硬頁岩與厚層變質砂岩為主

• 地層年代屬於始新世至漸新世

• 為一系列波長從數百公尺至十數公
里的中視尺度背斜與向斜構成的褶
皺串，巨視構造呈現一大型複背斜



西部麓山帶地質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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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斷距較大的逆衝斷層和雪山山脈地質
區分界
• 龍洞斷層、平溪斷層、曲尺斷層、羅山斷層、
水長流斷層、水裡坑斷層與陳有蘭溪斷層

• 西部麓山帶屬於造山帶的最西側山脈

• 未變質的成岩帶(沉積岩)

• 一系列褶皺與逆衝斷層構成的褶皺－逆
衝斷層帶

• 地層年代以中新世至更新世為止

• 內麓山帶與外麓山帶



恆春半島

50

• 中央山脈最南端，是更新世之後才隆起形成的
山脈

• 目前出露最晚的地層為晚中新世處於深海環境
的濁流岩，晚中新世末之後才逐漸轉變為淺海
陸棚環境。晚更新世，大規模的石灰岩臺地不
整合堆積在晚中新世至早更新世岩層上

• 最獨特地層是原處於隱沒帶的混同層－墾丁層

• 成因尚有爭議，一認為屬於中新世於隱沒帶受
構造作用形成的混同層，另一認為屬於更上新
世沉積作用產生的傾瀉層



海岸山脈地質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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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低南高，與火山岩地形和第四紀
新期構造活動(斷層)影響

•地形、岩層、褶皺與斷層走向大致
平行於板塊邊界的縱谷斷層走向，
地形與板塊碰撞作用有非常密切關
係

•火成雜岩、石灰岩、濁流岩、砂岩、
頁岩、泥岩、礫岩、珊瑚礁



台灣地層對比表(陳文山等，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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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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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地質調查所測製

•比例尺為五萬分之一

•包括分幅地質圖及地質說明書

•將地質圖幅數值化



台灣的地形圖

58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比例尺有五千分之一、一
萬分之一、兩萬五千分之
一、五萬分之一、十萬分
之一、台灣全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