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二 章 地 理 環 境 

第 一 節 地 理 位 置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位 於 雪 山 山 脈 的 中 心 ， 包 括 雪 山 、 大 霸 尖 山 、 武 陵 四 秀 （ 品 田 山 、 池 有 山 、 桃 山 、 喀 拉 業 山 ） 、

劍 山 、 志 佳 陽 山 、 大 雪 山 等 地 區 。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的 範 圍( 參 閱 圖 一 ｜ 一 ：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範 圍 圖 ， 註 ： 以 下 地 名 、 山 岳 名 及 海 拔 高 度 ， 係 依 據

內 政 部 八 十 年 出 版 五 萬 分 之 一 地 形 圖 註 記 為 準) ， 北 以 邊 吉 岩 山( 二 、 八 二 四 公 尺) 、 南 馬 洋 山( 二 、 九 三 三 公 尺) 、 境

界 山( 二 、 九 一 ○ 公 尺) 、 經 觀 霧 、 樂 山( 又 稱 鹿 場 大 山 ， 二 、 六 一 八 公 尺) 等 相 連 之 天 然 稜 線 為 界 。 

東 界 由 邊 吉 岩 山( 二 、 八 二 四 公 尺) 起 ， 向 南 經 喀 拉 業 山( 三 、 一 三 三 公 尺) 、 羅 葉 尾 山 、 武 佐 野 群 山( 二 、 三 七

九 公 尺) 後 ， 沿 大 甲 溪 河 谷 經 志 良 到 佳 陽 。 

西 界 以 北 坑 山( 二 、 一 六 三 公 尺) 、 東 洗 水 山( 二 、 二 四 八 公 尺) 至 盡 尾 山( 一 、 八 三 七 公 尺) 之 天 然 稜 線 為 主 ， 再

接 南 坑 山( 一 、 八 七 一 公 尺) 、 小 雪 山( 二 、 九 九 七 公 尺) 、 三 錐 山( 二 、 六 八 九 公 尺) 的 天 然 稜 線 。 

南 界 由 宇 羅 尾 山( 一 、 八 六 六 公 尺) 延 伸 而 下 的 山 脊 經 志 樂 溪 與 大 甲 溪 匯 流 口 後 ， 沿 著 河 谷 上 溯 至 德 基 水 庫 、 佳

陽 。 

依 行 政 區 域 而 言 ，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範 圍 跨 越 新 竹 縣 五 峰 鄉 與 尖 石 鄉 、 苗 栗 縣 泰 安 鄉 、 台 中 縣 和 平 鄉 。 

依 交 通 運 輸 而 言 ，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現 有 大 鹿 林 道 外 接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 東 有 中 部 橫 貫 公 路 宜 蘭 支 線( 台 七 甲 線) 通 達

宜 蘭 縣 員 山 鄉 ， 西 有 大 雪 山 林 道 接 台 中 縣 東 勢 鎮 ， 南 有 中 部 橫 貫 公 路( 台 八 線) 通 台 中 、 花 蓮 。 八 十 八 年 九 二 一 大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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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 造 成 中 部 橫 貫 公 路 谷 關 至 德 基 段 中 斷 ， 由 園 區 到 台 中 可 由 梨 山 到 大 禹 嶺( 台 八 線) ， 接 台 十 四 甲 線 經 合 歡 山 到

霧 社 。 參 閱 圖 二 ｜ 一 ： 台 灣 地 區 國 家 公 園 分 布 圖 ； 圖 二 ｜ 二 ：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位 置 圖 ； 圖 二 ｜ 三 ： 行 政 區 界 圖 ； 表 二 ｜

一 ： 行 政 區 界 面 積 表 。 

 
第 二 節 地 形 地 勢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位 於 台 灣 的 中 央 偏 西 北 ， 在 台 中 、 苗 栗 、 新 竹 的 交 界 處 ， 以 雪 山 為 頂 點 ， 地 勢 向 四 周 傾 降 伸 展 。

由 邊 吉 岩 山 西 延 至 樂 山 的 稜 脈 構 成 本 計 畫 的 北 界 ； 西 界 大 致 上 是 沿 北 坑 山 向 南 延 伸 經 盡 尾 山 至 小 雪 山 的 稜 線 ； 東 南

方 的 界 線 則 循 著 匹 亞 南 構 造 線 由 南 山 村 附 近 向 南 延 伸 至 志 樂 溪 口 。 

範 圍 內 河 川 以 雪 山 山 脈 主 稜 為 分 水 嶺 ， 東 北 側 為 大 漢 溪 的 發 源 地 ， 南 為 大 甲 溪 流 域 ， 西 為 大 安 溪 的 集 水 區 。 參

閱 圖 二 ｜ 四 ： 海 拔 高 度 分 析 圖 ； 圖 二 ｜ 五 ： 坡 度 分 析 圖 ； 圖 二 ｜ 六 ： 山 岳 水 系 圖 。 

一 、 山 脈 

雪 山 山 脈 位 於 中 央 山 脈 的 西 側 ， 呈 東 北 ｜ 西 南 走 向 ， 東 北 端 由 三 貂 角 開 始 ， 南 端 延 伸 至 濁 水 溪 北 岸 ， 總 長 約

一 百 八 十 公 里 ， 寬 約 二 十 八 公 里 。 雪 山 山 脈 由 東 北 向 西 南 高 度 漸 次 增 加 ， 至 雪 山 主 峰 達 到 最 高 點 。 由 此 南 下 ， 地

勢 再 漸 漸 減 低 ， 到 埔 里 盆 地 、 日 月 潭 降 至 最 低 。 雪 山 山 脈 雖 然 南 北 長 達 一 百 八 十 餘 公 里 ， 但 是 因 為 受 到 大 漢 溪 、

大 安 溪 及 大 甲 溪 等 河 流 的 侵 蝕 ， 已 將 雪 山 山 脈 再 切 割 成 為 北 部 的 阿 玉 山 階 段 山 地 、 中 部 的 雪 山 地 壘 以 及 南 部 的 埔

里 陷 落 區 。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位 於 雪 山 山 脈 最 主 要 的 一 段 ， 亦 即 雪 山 地 壘 。 地 壘 內 的 主 要 山 峰 由 北 而 南 包 括 ： 大 霸 尖 山 、 品

田 山 、 池 有 山 、 桃 山 、 喀 拉 業 山 、 雪 山 、 志 佳 陽 山 、 大 劍 山 、 頭 鷹 山 、 大 雪 山 等 高 度 在 三 千 公 尺 以 上 的 大 山( 表

一 四 



 

 

二 ｜ 二 ：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內 百 岳 名 山 一 覽 表) 。 

雪 山 山 脈 由 走 向 北 二 十 度 東 ， 傾 斜 甚 緩 的 板 岩 及 砂 岩 所 組 成 ， 大 致 上 是 始 新 世 至 中 新 世 的 輕 度 變 質 岩 。 雪 山

地 壘 以 雪 山 為 中 心 ， 呈 放 射 狀 分 歧 ， 大 致 上 可 以 分 為 六 道 稜 脈 ： 

( 一) 主 稜 
由 雪 山 向 西 南 延 伸 的 稜 脈 ， 到 了 翠 池 三 叉 山 以 後 分 為 南 北 兩 支 ， 南 為 大 劍 山 、 佳 陽 山 、 劍 山 ， 北 為 大

雪 山 稜 脈 。 此 稜 脈 在 北 行 不 遠 又 再 轉 為 東 北 ｜ 西 南 向 ， 是 雪 山 地 壘 中 最 大 的 稜 脈 之 一 ， 支 稜 也 多 。 從 雪 山 主

峰 到 小 雪 山 之 間 的 二 十 二 公 里 直 線 距 離 中 ， 超 過 三 千 公 尺 又 有 山 名 的 高 峰 ， 多 達 十 六 座 。 列 名 台 灣 百 岳 的 有

火 石 山 、 頭 鷹 山 、 大 雪 山 、 中 雪 山 等 四 座 。 這 條 由 雪 山 向 西 南 延 伸 到 小 雪 山 的 稜 脈 ， 通 稱 為 雪 大 縱 走 路 線 或

「 雪 山 西 稜 」 。 

( 二) 南 支 稜 

由 雪 山 主 峰 向 西 南 延 伸 的 稜 脈 ， 過 翠 池 三 叉 山 後 又 向 南 分 出 兩 道 稜 脈 ， 其 中 的 「 劍 山 稜 脈 」 是 以 大 劍

山 為 主 ， 包 括 雪 山 西 南 峰 、 大 劍 山 、 油 婆 蘭 山 、 布 伕 奇 寒 山 、 佳 陽 山 、 劍 山 等 高 山 ， 它 們 由 翠 池 三 叉 山 向 南

延 伸 十 餘 公 里 ， 一 般 稱 之 為 雪 劍 縱 走 路 線 或 「 大 小 劍 」 。 

( 三) 北 稜 

是 指 雪 山 到 大 霸 尖 山 這 段 十 餘 公 里 的 稜 脊 ， 其 尾 稜 更 延 伸 到 江 澤 山 、 加 利 山 。 在 這 段 南 北 縱 行 的 稜 脊

上 ， 計 有 雪 山 、 北 稜 角 、 凱 蘭 特 崑 山 、 雪 山 北 峰 、 穆 特 勒 布 山 、 素 密 達 山 、 布 秀 蘭 山 、 巴 紗 拉 雲 山 、 大 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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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 山 、 小 霸 尖 山 等 高 峰 ， 是 雪 山 山 脈 中 最 高 峻 的 一 段 稜 脊 ， 通 稱 為 雪 霸 縱 走 路 線 或 「 聖 稜 線 」 。 

 (四) 北 東 支 稜 

係 指 在 布 秀 蘭 山 附 近 由 北 稜 向 東 分 出 的 稜 脈 ， 經 過 品 田 山 、 池 有 山 、 桃 山 到 喀 拉 業 山 ， 止 於 蘭 陽 溪 ，

也 就 是 岳 界 通 稱 的 「 武 陵 四 秀 」 。 

( 五) 東 南 支 稜 

是 昔 日 攀 登 雪 山 的 主 要 途 徑 ， 經 由 環 山 部 落 西 側 橫 越 大 甲 溪 ， 再 循 稜 上 山 。 松 柏 農 場 是 四 季 郎 溪 最 大

的 肩 狀 平 坦 稜 之 一 ， 依 賴 俗 稱 「 流 籠 」 的 索 道 渡 溪 連 絡 環 山 部 落 。 循 著 志 佳 陽 山( 基 點 峰) 的 稜 脊 尾 脈 上 登 ，

往 北 一 直 綿 延 到 三 三 四 ○ 峰( 或 稱 志 佳 陽 山 最 高 峰) 附 近 ， 而 東 側 卻 是 箭 竹 緩 坡 ， 一 路 延 伸 到 雪 山 南 峰 附 近 ，

出 林 地 後 即 是 雪 山 主 峰 南 面 的 大 峭 壁 。 

( 六) 東 支 稜 

由 雪 山 主 峰 向 東 分 出 的 支 稜 ， 經 雪 山 東 峰 延 伸 至 七 家 灣 溪 ， 沿 途 有 兩 座 避 難 山 屋 ， 稱 為 三 六 九 山 莊 和

七 卡 山 莊 。 本 稜 脈 的 尾 端 ， 是 武 陵 農 場 的 農 墾 區 。 

雪 山 東 峰 以 下 的 稜 脊 ， 有 數 道 肩 狀 平 坦 稜 ， 出 露 的 岩 層 很 少 ， 以 草 生 地 為 主 。 東 峰 到 本 諾 夫 山( 或 稱 甘

木 林 山 、 馬 特 蘭 山 ， 即 三 六 六 六 峰 ， 此 峰 舊 測 標 高 為 三 、 六 九 ○ 公 尺 ， 乃 三 六 九 山 莊 之 由 來) 之 間 的 稜 脊 ，

裸 岩 較 多 ， 林 下 時 常 可 以 見 到 崩 解 的 岩 塊 ； 稜 脊 的 南 側 坡 甚 陡 ， 岩 層 裸 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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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水 系 

本 區 河 流 的 主 要 分 水 嶺 是 由 大 霸 尖 山 南 伸 到 大 雪 山 的 稜 脊 ， 以 及 由 布 秀 蘭 山 向 東 延 伸 的 支 脈 ， 經 桃 山 再 分 為

兩 支 ： 一 到 思 源 埡 口 ， 另 一 支 順 喀 拉 業 山 而 下 。 東 北 方 為 淡 水 河 的 集 水 區 ， 東 側 為 蘭 陽 溪 的 源 頭 ， 南 部 為 大 甲 溪

的 上 游 ， 西 北 隅 為 大 安 溪 流 域( 圖 二 ｜ 六 ： 山 岳 水 系 圖) 。 

( 一) 淡 水 河 

淡 水 河 本 流 發 源 於 大 霸 尖 山 一 帶 ， 在 本 計 畫 區 內 的 是 淡 水 河 的 最 上 游 ｜ 塔 克 金 溪( 泰 崗 溪) 與 薩 克 亞 金

溪( 白 石 溪) ， 大 致 是 呈 峽 谷 地 形 ， 曲 流 不 甚 彎 曲 ， 為 最 標 準 的 上 游 性 河 谷 。 在 現 有 河 谷 之 上 ， 高 度 一 千 二 百

公 尺 、 比 高 二 百 公 尺 處 ， 赭 土 緩 起 伏 面 分 布 甚 廣 。 凹 坡 地 形 也 相 當 發 達 ， 凹 坡 的 底 部 有 錦 路 與 養 老 等 園 區 外

原 住 民 村 落 。 

( 二) 大 甲 溪 

大 甲 溪 在 思 源 埡 口 附 近 與 蘭 陽 溪 以 一 通 谷 為 界 ， 這 個 風 隙 以 北 為 蘭 陽 溪 ， 以 南 為 大 甲 溪 流 域 。 大 甲 溪

上 游 的 東 方 有 南 湖 溪 、 耳 無 溪 、 合 歡 溪 等 支 流 ， 匯 集 南 湖 大 山 、 中 央 尖 山 及 合 歡 山 西 坡 面 之 水 ； 西 方 則 有 有

勝 溪( 伊 卡 丸 溪) 、 七 家 灣 溪 、 四 季 郎 溪 、 志 樂 溪 、 匹 亞 桑 溪 等 支 流 ， 匯 集 大 霸 尖 山 、 大 雪 山 等 雪 山 山 脈 東 坡

面 之 水 ， 加 入 本 流 之 中 ， 而 成 為 台 灣 最 大 溪 谷 之 一 。 大 甲 溪 主 流 流 路 呈 東 北 ｜ 西 南 走 向 ， 沿 匹 亞 南 構 造 線 發

育 ， 全 長 達 一 百 二 十 餘 公 里 。 大 甲 溪 溪 谷 擁 有 豐 富 的 地 形 景 觀 ， 如 沖 積 扇 、 河 階 、 肩 狀 平 坦 稜 、 角 床 、 通 谷 、

環 流 丘 、 無 能 河 等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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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大 安 溪 

大 安 溪 由 發 源 於 江 澤 山 西 北 方 的 馬 達 拉 溪 ， 在 榛 山 附 近 與 源 自 雪 山 、 大 霸 尖 山 西 側 的 雪 山 溪 會 合 ， 續

向 西 南 流 與 來 自 中 雪 山 、 頭 鷹 山 、 西 勢 山 等 山 的 大 雪 溪 ， 以 及 源 自 樂 山 的 北 坑 溪 合 併 後 始 稱 為 大 安 溪 。 

大 安 溪 流 域 ， 除 下 游 三 分 一 的 上 新 世 卓 蘭 統 砂 頁 岩 互 層 外 ， 馬 那 邦 山 、 大 克 山 一 帶 大 致 由 中 新 世 海 山

統 的 堅 硬 石 灰 質 砂 岩 或 矽 質 砂 岩 所 成 ， 屢 呈 巨 大 的 同 斜 嶺 ； 此 等 地 層 對 河 蝕 抵 抗 力 特 大 。 台 灣 島 的 地 盤 隆 起

量 ， 中 部 大 於 北 部 與 南 部 。 亦 即 大 安 溪 流 域 岩 石 堅 硬 對 河 蝕 抵 抗 力 特 強 ， 並 且 地 盤 隆 起 亦 大 ， 致 使 隆 起 後 之

河 蝕 復 活 較 為 遲 延 ； 因 此 ， 河 床 坡 度 甚 急 ， 距 離 均 夷 狀 態 尚 遠 ， 河 蝕 作 用 現 仍 劇 烈 進 行 。 

( 四) 頭 前 溪 

頭 前 溪 發 源 於 霞 喀 羅 大 山 西 麓 的 霞 喀 羅 溪 ， 在 清 泉 附 近 與 源 自 樂 山 、 觀 霧 的 爺 巴 堪 溪 匯 流 為 上 坪 溪 ；

上 坪 溪 河 床 坡 度 較 陡 ， 兩 岸 層 巒 疊 嶂 ， 向 西 北 流 經 五 峰 、 橫 山 ， 在 竹 東 附 近 匯 流 油 羅 溪 後 始 稱 為 頭 前 溪 ， 至

新 竹 市 北 方 入 海 。 

三 、 湖 沼 

( 一) 翠 池 

位 在 雪 山 往 南 的 鞍 部 附 近 ， 是 整 個 台 灣 島 上 海 拔 最 高 的 水 池 ， 呈 南 北 走 向 的 長 卵 形 ， 北 端 略 寬 ， 緊 接

在 一 片 碎 石 坡 下 ， 南 端 則 為 大 安 溪 的 上 源 之 一 。 水 池 附 近 的 玉 山 圓 柏 林 ， 高 逾 十 多 公 尺 ， 而 且 樹 徑 粗 大 ， 深

具 特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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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瓢 簞 池 

又 名 乳 羊 池 ， 位 於 志 佳 陽 山 的 東 南 坡 上 ， 其 地 短 竹 草 原 連 綿 ， 構 成 一 個 美 麗 的 山 麓 階 。 該 池 外 貌 呈 南

北 走 向 的 橢 圓 形 ， 水 色 呈 淡 褐 色 ， 卻 相 當 清 澈 ， 可 見 到 水 中 生 物 的 活 動 跡 象 。 在 它 的 南 端 緊 連 著 一 個 小 窪 地 ，

也 是 呈 南 北 走 向 的 橢 圓 形 ， 乾 季 時 無 水 。 

( 三) 新 達 池 

新 達 池 位 在 品 田 山 和 池 有 山 之 間 的 鞍 部 草 坡 上 ， 坡 度 平 緩 ， 雨 季 時 期 往 往 積 水 成 池 ， 乾 季 時 期 則 只 剩

下 兩 、 三 個 水 窪 ， 而 且 集 中 在 同 一 個 凹 地 內 。 這 一 個 凹 地 的 相 對 高 差 約 在 十 公 尺 左 右 ， 呈 西 北 ｜ 東 南 走 向 的

長 橢 圓 形 ， 兩 端 各 有 一 個 終 年 不 涸 的 水 池 ， 西 北 端 的 水 池 較 大 也 較 清 澈 ， 呈 褐 色 ； 南 端 的 水 池 ， 水 色 墨 綠 。

一 般 所 稱 的 新 達 池 或 新 達 營 地 ， 大 致 是 指 這 兩 個 水 池 與 兩 水 池 中 間 略 為 凸 起 的 高 地 。 

( 四) 品 田 池 

位 於 品 田 山 東 方 的 玉 山 圓 柏 林 內 ， 是 在 背 風 的 西 北 坡 面 。 周 圍 樹 高 十 餘 公 尺 ， 樹 冠 濃 密 ， 陽 光 不 易 穿

透 ， 林 下 多 為 二 公 尺 以 上 的 玉 山 箭 竹 ， 整 個 地 方 顯 得 相 當 潮 濕 陰 涼 。 品 田 池 的 水 色 暗 褐 ， 是 一 個 約 略 呈 新 月

形 的 小 凹 地 。 

 

 

 

 

 

三 二 



 

 

第 三 節 地 質 土 壤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涵 蓋 由 劇 烈 造 山 運 動 隆 起 形 成 的 輕 度 變 質 岩 區 ， 區 內 岩 層 大 致 成 東 北 ｜ 西 南 走 向 ， 其 地 質 年 代 則

由 東 向 西 遞 減 。 

一 、 台 灣 島 的 地 史 
台 灣 屬 於 一 個 地 殼 活 動 帶 ， 也 就 是 造 山 作 用 最 活 躍 的 地 區( 實 際 上 ， 是 中 國 國 土 內 地 殼 最 活 躍 的 部 分) ， 這 可

以 從 目 前 台 灣 頻 頻 發 生 的 地 震 以 及 伴 隨 而 造 成 的 活 斷 層 得 到 證 明 。 台 灣 的 地 層 和 構 造 研 究 ， 可 以 證 明 這 一 區 域 從

最 早 的 地 質 時 代 開 始 到 現 在 ， 常 是 一 個 地 槽 的 地 質 環 境 。 不 過 經 歷 不 同 的 地 質 時 代 ， 台 灣 地 槽 數 經 改 造 ， 一 再 更

新 ， 因 此 具 有 極 為 複 雜 的 發 育 史 。 

台 灣 本 島 主 要 的 地 層 都 呈 長 而 狹 的 帶 狀 分 布 ， 大 致 和 台 灣 島 的 長 軸 平 行 。 所 有 地 層 的 時 代 從 中 央 山 脈 開 始 ，

向 西 部 麓 山 地 帶 逐 漸 變 新 。 

台 灣 最 早 或 第 一 代 的 地 槽 可 能 發 生 在 古 生 代 的 後 期 到 中 生 代 ， 其 中 沈 積 有 相 當 厚 的 砂 岩 、 頁 岩 和 石 灰 岩 ， 並

且 有 大 量 火 山 作 用 的 產 物 ； 岩 漿 活 動 也 造 成 若 干 基 性 和 酸 性 的 火 成 岩 類 。 這 一 個 老 地 槽 究 竟 經 過 多 少 次 造 山 運 動

和 火 成 岩 作 用 仍 舊 不 清 楚 ， 但 是 最 後 大 致 在 中 生 代 後 期 的 主 要 造 山 運 動 期 內 宣 告 結 束 ， 形 成 山 脈 。 因 為 在 造 山 運

動 中 有 較 強 烈 的 變 質 作 用 發 生 ， 所 以 在 這 一 代 地 槽 中 所 堆 積 的 巨 厚 沈 積 岩 層 和 火 成 岩 現 在 都 已 經 變 成 一 個 變 質 雜

岩 系( 概 稱 為 先 第 三 紀 變 質 雜 岩 系 ， 屬 中 央 山 脈 地 質 區 東 部 亞 區) ， 詳 細 的 地 質 史 紀 錄 很 難 查 證 。 

到 了 中 生 代 末 期 或 第 三 紀 初 期 ， 已 經 成 為 陸 地 的 台 灣 島 又 開 始 下 沈 ， 引 進 海 水 入 侵 ， 於 是 造 成 第 二 代 的 地 槽 ；

同 時 也 成 為 第 三 紀 地 層 的 沈 積 場 所 。 在 這 個 地 槽 中 的 沈 積 物 以 碎 屑 岩 類 為 主 ， 就 是 多 砂 岩 、 粉 砂 岩 和 頁 岩 ， 局 部

有 礫 岩 和 石 灰 岩 的 堆 積 。 

最 早 沈 積 在 這 第 三 紀 盆 地 中 的 是 巨 厚 的 灰 黑 色 頁 岩 或 泥 岩 ， 有 時 夾 有 砂 岩 的 互 層 。 所 有 這 些 岩 層 目 前 都 出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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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台 灣 本 島 中 央 山 脈 的 脊 樑 部 分 、 中 央 山 脈 的 西 斜 面 和 東 南 側( 中 央 山 脈 地 質 區 的 西 部 亞 區) 。 

從 始 新 世 到 中 新 世 早 期 之 間 形 成 的 半 變 質 泥 岩 層 在 野 外 難 於 細 分 ， 由 於 岩 性 單 調 、 化 石 稀 少 、 構 造 複 雜 和 缺

少 可 辨 認 的 對 比 準 層 ， 這 一 套 巨 厚 的 硬 頁 岩 和 板 岩 系 不 易 劃 分 成 為 很 多 時 代 確 定 的 製 圖 地 層 單 位 。 
地 質 上 又 可 以 將 這 個 以 硬 頁 岩 和 板 岩 系 為 主 的 地 質 區 分 為 兩 帶 ： 一 個 是 西 部 的 雪 山 山 脈 帶 ， 一 個 是 中 央 山 脈

帶 （ 包 括 中 央 山 脈 最 高 的 山 嶺 及 其 南 部 ） 。 

到 了 第 三 紀 中 期 ， 台 灣 的 第 三 紀 地 槽 又 開 始 不 安 定 而 有 造 山 運 動 發 生 。 不 過 這 個 運 動 只 影 響 到 東 面 的 盆 地 ，

在 那 個 盆 地 內 已 沈 積 的 始 新 世 到 中 新 世 初 期 的 地 層 就 受 到 擠 壓 而 隆 起 成 山 ， 造 成 地 槽 中 的 島 嶺 ， 這 就 是 目 前 所 見

縱 貫 台 灣 全 島 的 中 央 山 脈 ， 包 括 雪 山 和 玉 山 兩 個 最 高 的 山 嶺 在 內 。 構 成 原 來 地 槽 基 底 的 先 第 三 紀 變 質 雜 岩 系 也 受

到 這 個 造 山 運 動 的 擠 壓 而 被 抬 起 ， 成 為 現 在 中 央 山 脈 東 斜 面 所 看 到 的 變 質 雜 岩 帶 。 

在 這 個 第 三 紀 地 槽 的 初 期 運 動 發 生 以 後 ， 隆 起 的 中 央 山 脈 島 嶺 將 原 來 的 台 灣 地 槽 分 為 東 西 兩 個 地 槽 盆 地 。 接

著 發 生 海 侵 ， 同 時 有 大 量 的 碎 屑 沈 積 物 由 這 個 島 嶺 分 別 沖 刷 灌 注 到 兩 側 的 槽 谷 中 ， 造 成 部 分 目 前 出 露 在 台 灣 東 西

兩 側 的 新 第 三 紀 地 層 。 西 側 的 新 第 三 紀 地 槽 盆 地 可 以 從 中 央 山 脈 的 西 側 山 麓 延 展 到 西 部 濱 海 平 原 台 地 和 台 灣 海

峽 。 這 一 個 盆 地 在 第 三 紀 中 期 造 山 運 動 未 發 生 前 可 能 已 經 是 一 個 窪 地 ， 在 中 新 世 造 山 運 動 以 前 已 經 容 納 中 新 世 早

期 的 沈 積 物 。 在 中 新 世 造 山 運 動 期 間 這 一 個 窪 地 一 直 保 持 為 下 降 地 區 而 沒 有 受 到 變 動 影 響 。 在 中 新 世 中 期 的 造 山

運 動 以 後 ， 由 於 中 央 山 脈 的 昇 起 ， 台 灣 地 槽 中 原 來 的 地 槽 軸 和 沈 積 中 心 就 向 西 遷 移 到 這 窪 地 內 來 。 以 後 這 個 西 台

灣 盆 地 在 第 三 紀 的 時 候 不 斷 的 下 降 和 擴 大 ， 成 為 主 要 的 沈 積 盆 地 。 

在 西 部 新 第 三 紀 盆 地 內 沈 積 的 岩 層 以 中 新 世 和 上 新 世 到 更 新 世 初 期 的 碎 屑 沈 積 岩 為 主 ， 都 屬 連 續 性 的 淺 水 相

沈 積 。 岩 性 以 交 替 出 現 的 砂 岩 和 頁 岩 為 主 ， 局 部 夾 有 少 量 的 石 灰 岩 體 和 凝 灰 岩 凸 鏡 體 。 新 第 三 紀 地 層 的 總 厚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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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到 八 千 公 尺 或 以 上 。 到 了 上 新 、 更 新 世 時 ， 這 個 盆 地 內 開 始 有 巨 厚 的 礫 岩 層 堆 積 ， 這 就 是 接 著 發 生 的 主 要 造 山

運 動 的 前 奏 曲 。 

到 了 上 新 ｜ 更 新 世 的 時 候 ， 西 台 灣 盆 地 中 有 渾 厚 的 礫 岩 層 堆 積 ， 地 槽 中 的 沈 積 物 因 淤 塞 而 達 到 飽 和 狀 態 ， 就

漸 告 結 束 。 跟 著 而 來 的 劇 烈 地 殼 變 動 造 成 台 灣 最 廣 泛 而 重 要 的 造 山 運 動 ， 原 來 地 槽 中 的 沈 積 物 都 受 到 推 擠 而 隆 起

成 為 山 脈 。 最 明 顯 的 造 山 運 動 以 後 的 沈 積 物 就 是 紅 土 或 非 紅 土 台 地 礫 岩 ， 不 整 合 在 所 有 的 老 地 層 的 上 面 。 這 一 個

礫 石 層 覆 蓋 台 灣 西 部 的 很 多 地 區 ， 尤 其 在 北 部 最 為 發 達 。 在 台 灣 南 部 ， 新 上 升 的 台 灣 島 被 海 水 所 包 圍 ， 於 是 有 由

生 物 作 用 造 成 的 石 灰 岩 礁 沿 著 島 的 南 緣 不 斷 生 長 ， 這 就 是 更 新 世 的 有 機 石 灰 岩 ， 也 和 台 灣 南 部 的 所 有 老 地 層 不 相

整 合 。 

二 、 地 質 區 

台 灣 本 島 大 致 可 以 分 成 三 個 主 要 的 地 質 區 

Ⅰ 中 央 山 脈 地 質 區 

Ⅰ Ａ 東 部 亞 區 （ 先 第 三 紀 變 質 雜 岩 ） 

Ⅰ Ｂ 西 部 亞 區 （ 第 三 紀 變 質 至 亞 變 質 泥 岩 層 ） 

Ⅰ Ｂ 雪 山 山 脈 

Ⅰ Ｂ 中 央 山 脈 及 玉 山 

Ⅱ 海 岸 山 脈 地 質 區 

Ⅲ 西 部 麓 山 地 質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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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山 ｜ 大 霸 尖 山 地 區 所 涵 蓋 範 圍 ， 大 致 上 是 屬 於 中 央 山 脈 地 質 區 中 的 西 部 亞 區 ， 主 要 是 由 第 三 紀 變 質 至 亞 變

質 泥 岩 層 構 成 。 

三 、 地 層 
雖 然 雪 山 山 脈 地 質 帶 中 都 是 以 深 灰 色 的 硬 頁 岩 和 板 岩( 千 枚 岩) 為 主 ， 但 是 在 每 一 地 質 帶 中 都 仍 有 各 自 的 岩 石

組 成 為 岩 石 地 層 分 類 的 依 據 。 雪 山 山 脈 的 特 徵 是 具 有 炭 質 岩 層 、 厚 層 白 色 變 質 砂 岩 ， 和 幾 乎 沒 有 石 灰 質 凸 鏡 體 ，

其 泥 質 沈 積 物 多 數 已 經 成 為 硬 頁 岩 ， 部 分 變 質 比 較 強 的 就 成 為 板 岩 ， 礫 岩 尚 未 發 現 。 雪 山 山 脈 帶 中 出 露 的 岩 層 可

以 區 分 為 兩 個 顯 著 的 岩 相 ： 硬 頁 岩 及 板 岩 相 、 變 質 砂 岩 相 。 變 質 砂 岩 相 由 厚 層 至 中 層 白 色 或 灰 色 的 石 英 岩 作 為 代

表 ， 局 部 含 有 薄 層 凸 鏡 狀 的 煤 層 和 炭 質 頁 岩 。 

由 於 缺 少 化 石 佐 證 ， 若 干 地 層 的 時 代 ， 只 能 根 據 地 層 順 序 和 上 下 含 有 化 石 地 層 單 位 加 以 假 設 推 定 而 來 ， 仍 有

很 多 不 確 定 的 因 素 。 以 下 就 本 園 區 各 地 層 特 性 分 別 加 以 敘 述 ： （ 表 二 ｜ 三 ： 台 灣 西 部 麓 山 帶 、 雪 山 山 脈 帶 、 中 央

山 脈 帶 地 層 分 類 及 對 照 表 ； 圖 二 ｜ 七 ：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地 質 圖 ） 

( ㄧ) 白 冷 層 

１ 達 見 砂 岩 段 

達 見 砂 岩 段 為 本 園 區 出 露 最 老 的 岩 層 ， 分 布 於 德 基 附 近 及 馬 崙 至 三 錐 山 一 帶 ， 在 本 園 區 達 見 砂 岩 段 未

完 全 出 露 ， 以 現 有 剖 面 而 言 至 少 厚 二 千 公 尺 ， 達 見 砂 岩 段 大 體 上 以 厚 層 砂 岩 為 主 ， 但 在 一 千 四 百 公 尺 以 後

有 向 上 變 細 的 趨 勢 ， 即 底 部 以 厚 層 、 中 至 極 粗 粒 砂 岩 為 主 ， 含 甚 多 礫 石 質 砂 岩 ， 礫 岩 之 種 類 包 括 石 英 、 頁

岩 、 粉 砂 岩 、 燧 石 等 ， 呈 次 圓 至 角 狀 ； 到 頂 部 時 砂 岩 較 細 粒 且 板 岩 比 例 稍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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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 三 台 灣 西 部 麓 山 帶 、 雪 山 山 脈 帶 、 中 央 山 脈 帶 地 層 分 類 及 對 照 表 

地 質 時 代 西 部 麓 山 帶 雪 山 山 脈 帶 北 部 雪 山 山 脈 帶 中 部 及 南 部 中 央 山 脈 帶 
 

中 新 世 
南 港 層 

石 底 層 
大 寮 層 

 

蘇 樂 層 
  

廬 山 層 

 

中 新 ｜ 漸 新 世 
 

 
木 山 層 

 

澳 底 層 
  

禮 觀 層 ( ？ ) 

 

漸 新 世 
 

 

五 指 山 層 
大 桶 山 層 

粗 窟 砂 岩 
乾 溝 層 

 

水 長 流 層 
 

地 層 間 斷 

（ 不 整 合 ？ ） 

德 基 以 東 德 基 以 西  

漸 新 ｜ 始 新 世 
  

四 稜 砂 岩 

西 村 層 
 

眉 溪 砂 岩( 上 段) 

佳 陽 層( 中 段) 
達 見 砂 岩( 下 段) 

 

白 冷 層 

 

畢 祿 山 層 
( 新 高 層 ) 

 

始 新 世 
 

   
十 八 重 溪 層 

( 在 日 月 潭 以 南 露 出 ) 

 

資 料 來 源 ： 張 徽 正 等(1997)雪 霸 國 家 公 園 地 層 及 地 質 構 造 之 研 究 報 告 ，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委 託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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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烏 來 橋 段 

烏 來 橋 段 主 要 岩 性 為 變 質 砂 岩 夾 板 岩 ， 此 變 質 砂 岩 不 像 在 達 見 砂 岩 的 砂 岩 如 此 粗 粒 ， 此 互 層 中 的 砂 岩

以 較 細 粒 為 主 ， 且 顏 色 較 深 。 主 要 出 露 於 大 鹿 林 道 東 線 大 霸 尖 山 登 山 口 至 班 山 路 段 、 大 鹿 林 道 西 線 榛 山 到

佳 仁 山 段 和 大 霸 尖 山 登 山 口 至 九 九 山 莊 路 段 之 步 道 皆 是 本 岩 段 出 露 地 點 。 本 岩 段 厚 約 一 千 公 尺 ， 底 部 以 砂

岩 及 板 岩 互 層 為 主 ， 爾 後 向 上 變 細 ， 其 與 青 山 段 的 交 界 ， 即 在 約 一 千 公 尺 處 開 始 有 厚 砂 岩 段 出 露 ， 此 砂 岩

即 為 青 山 段 ， 在 烏 來 橋 段 底 部 的 互 層 岩 段 中 ， 常 可 發 現 生 痕 化 石 。 

３ 青 山 段 

青 山 段 以 粗 粒 厚 層 砂 岩 為 主 ， 此 厚 層 砂 岩 中 的 石 英 砂 岩 為 粗 粒 白 色 ， 與 在 烏 來 橋 段 互 層 岩 段 中 的 變 質

砂 岩 不 同 ， 出 露 的 地 方 有 中 橫 公 路 的 烏 來 橋 至 青 山 處 向 北 沿 至 大 劍 山 山 頂 的 砂 岩 層 到 大 小 霸 尖 山 的 砂 岩

體 ， 及 在 西 勢 山 一 帶 出 現 的 厚 層 砂 岩 都 屬 於 青 山 段 砂 岩 。 此 變 質 砂 岩 出 露 約 四 百 公 尺 ， 底 部 為 粗 粒 變 質 砂

岩 ， 單 層 砂 岩 厚 度 可 達 二 公 尺 ， 沈 積 構 造 有 大 型 交 錯 層 理 及 分 級 層 ， 由 底 部 向 上 ， 變 質 砂 岩 向 上 顆 粒 變 細 ，

且 板 岩 增 多 ， 這 個 砂 岩 凸 鏡 體 往 北 往 南 漸 滅 。 

( 二) 佳 陽 層 

佳 陽 層 位 於 眉 溪 砂 岩 以 西 至 白 冷 層 出 露 的 岩 層 ， 標 準 剖 面 原 位 於 中 橫 公 路 德 基 水 壩 以 東 至 佳 陽 新 村 之

間 ， 主 要 由 厚 層 板 岩 為 主 ， 因 為 在 板 岩 中 移 位 構 造 發 達 ， 因 此 原 先 沈 積 厚 度 難 以 估 計 ， 估 計 約 厚 一 千 公 尺 ，

岩 層 中 化 石 較 少 ， 因 此 無 法 在 佳 陽 層 中 發 現 指 準 化 石 並 確 定 其 年 代 ， 由 上 下 層 位 的 關 係 推 測 可 能 是 漸 新 世

地 層 ， 本 層 呈 帶 狀 向 南 延 伸 ， 經 北 港 溪 上 游 、 濁 水 溪 至 玉 山 地 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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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眉 溪 砂 岩 

眉 溪 砂 岩 為 出 露 於 雪 山 山 脈 帶 最 東 邊 的 地 層 ， 主 要 由 層 理 良 好 之 灰 色 細 粒 至 粗 粒 之 變 質 砂 岩 和 砂 岩 與 深

灰 色 硬 頁 岩 的 互 層 組 成 ， 夾 薄 層 炭 質 頁 岩 。 眉 溪 砂 岩 在 雪 山 山 脈 帶 的 東 緣 組 成 一 條 長 達 一 百 公 里 以 上 的 岩

帶 ， 北 端 起 自 宜 蘭 縣 蘭 陽 溪 的 牛 鬥 和 土 場 一 帶 ， 南 延 經 蘭 陽 溪 與 大 甲 溪 分 水 嶺 的 思 源 埡 口 ， 再 經 過 中 橫 

公 路 之 佳 陽 和 北 港 溪 的 人 止 關 ， 延 伸 至 郡 大 溪 的 上 游 觀 高 為 止 ， 其 時 代 暫 定 為 漸 新 世 。 眉 溪 砂 岩 的 特 徵 是

此 砂 岩 層 位 態 呈 高 傾 角 傾 斜 ﹐ 此 砂 岩 層 分 布 在 本 園 區 的 東 緣 ﹐ 在 武 陵 農 場 入 口 收 費 站 處 有 相 當 好 的 露 頭 ﹐

眉 溪 砂 岩 在 武 陵 地 區 出 露 厚 約 三 六 ○ 公 尺 ﹐ 中 下 段 以 薄 至 厚 層 圓 丘 狀 交 錯 層 理 即 平 行 層 理 的 砂 岩 為 主 ﹐ 間

夾 薄 至 中 層 暗 灰 色 頁 岩 。 頁 岩 具 強 烈 生 物 擾 動 ﹐ 為 介 於 風 暴 間 較 安 靜 期 淺 海 環 境 下 懸 浮 沈 積 之 岩 層 。 中 下

段 以 薄 至 厚 層 平 行 層 理 或 低 角 度 交 錯 層 理 之 砂 岩 及 頁 岩 為 主 ﹐ 這 些 砂 岩 可 能 為 淺 海 砂 脊 或 沙 洲 堆 積 之 岩

層 ， 本 剖 面 未 發 現 陸 相 岩 層 。 

( 四) 水 長 流 層 

水 長 流 層 的 岩 性 為 輕 度 變 質 的 硬 頁 岩 ﹐ 分 布 於 本 園 區 北 側 及 西 側 ， 包 括 樂 山 林 道 全 線 、 大 鹿 林 道 東 線

觀 霧 至 大 霸 尖 山 登 山 口 、 九 九 山 莊 至 中 霸 尖 山 之 步 道 以 及 北 坑 溪 古 道 等 地 區 。 由 於 在 中 霸 尖 山 之 硬 頁 岩 發 現

超 微 化 石 ﹐ 經 分 析 鑑 定 後 確 定 相 當 乾 溝 層 ， 其 時 代 屬 於 早 漸 新 世 。 

 (五) 廬 山 層 

廬 山 層 僅 分 布 在 本 園 區 最 東 緣 的 小 部 分 區 域 ， 即 自 佳 陽 新 村( 中 橫 公 路 約 七 十 八 公 里 處) 開 始 至 梨 山 ﹐

沿 宜 蘭 支 線 的 路 上 都 可 見 廬 山 層 ﹐ 其 主 要 岩 性 為 板 岩 夾 薄 砂 岩 ， 其 時 代 為 中 新 世 ， 在 夾 薄 砂 岩 的 板 岩 中 可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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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續 的 向 斜 背 斜 構 造 ﹐ 但 由 於 廬 山 層 岩 性 以 板 岩 夾 薄 層 砂 岩 為 主 ﹐ 因 此 形 成 褶 皺 的 規 模 均 不 大 。 
四 、 褶 皺 

褶 皺 為 區 域 之 主 要 構 造 ， 褶 皺 的 幾 何 型 態 主 要 受 岩 性 的 控 制 ， 一 般 由 厚 層 砂 岩 形 成 之 褶 皺 大 多 呈 對 稱 平 行 褶

皺 ， 軸 面 幾 近 垂 直 ， 由 中 至 薄 層 之 互 層 所 形 成 之 褶 皺 構 造 多 呈 不 對 稱 之 尖 頂 褶 皺 ， 其 伸 向 指 向 西 北 ， 軸 面 傾 向 東

南 。 根 據 野 外 調 查 的 資 料 分 析 結 果 ， 顯 示 本 區 之 大 構 造 為 一 複 背 斜 構 造 ， 此 複 背 斜 構 造 的 軸 部 由 雪 霸 背 斜 構 成 。

複 背 斜 的 西 翼 由 數 道 北 北 東 至 北 東 走 向 而 相 間 排 列 的 背 斜 與 向 斜 構 成 ， 複 背 斜 的 東 翼 為 武 陵 斷 層 所 截 ， 斷 層 東 側

的 岩 層 呈 向 東 傾 斜 的 單 斜 構 造 。 

大 致 而 言 ﹐ 本 區 構 造 由 一 系 列 的 複 向 斜 、 背 斜 所 組 成 ， 包 括 品 田 向 斜 、 雪 霸 背 斜 、 火 石 山 向 斜 ﹑ 馬 陵 背 斜 ﹑

上 谷 關 向 斜 ﹑ 谷 關 背 斜 ﹑ 麗 陽 向 斜 ﹑ 及 榛 山 背 斜 等 褶 皺 。 以 下 針 對 重 要 褶 皺 作 較 詳 細 描 述 ： 

( 一) 品 田 向 斜 

此 向 斜 自 七 卡 山 莊 至 雪 山 東 峰 的 路 上 明 顯 可 見 ， 此 向 斜 的 軸 部 有 發 達 的 箱 形 褶 皺 ， 此 箱 形 褶 皺 發 育 的 主

因 是 因 為 處 於 向 斜 的 軸 部 ， 岩 層 承 受 較 大 的 壓 應 力 ， 因 此 受 擠 壓 下 形 成 許 多 褶 皺 。 

( 二) 雪 霸 背 斜 

此 背 斜 構 造 軸 線 通 過 大 霸 尖 山 附 近 ， 呈 北 北 東 走 向 ， 向 南 延 伸 通 過 雪 山 北 峰 及 雪 山 主 峰 附 近 ， 繼 續 向 南

延 伸 出 園 區 外 接 光 明 橋 背 斜 而 後 南 延 至 白 狗 大 山 ， 在 光 明 橋 背 斜 中 可 較 清 楚 測 得 其 軸 面 位 態 為 北 二 八 度 東 ，

軸 跡 微 微 向 北 傾 沒 ， 這 個 背 斜 在 大 霸 尖 山 所 出 露 的 岩 層 為 背 斜 的 頂 部 岩 層 ， 往 南 延 至 中 橫 公 路 的 壩 新 路 背 斜

中 所 見 為 雪 霸 背 斜 底 部 的 岩 層 ， 由 於 背 斜 由 巨 厚 砂 岩 組 成 ， 因 此 形 成 一 寬 廣 的 褶 皺 型 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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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霸 背 斜 在 大 霸 尖 山 附 近 呈 現 箱 型 褶 皺 型 態 ， 大 小 霸 尖 山 座 落 在 由 厚 層 至 中 層 之 變 質 砂 岩 夾 薄 層 板 岩 構

成 ， 位 態 幾 近 水 平 的 霸 基 之 上 ， 此 霸 基 為 大 霸 箱 型 褶 皺 之 平 坦 脊 ， 大 霸 箱 型 褶 皺 之 東 肩 在 東 霸 尖 山 附 近 ， 西

肩 在 江 澤 山 附 近 。 雪 霸 背 斜 構 造 向 南 延 伸 至 雪 山 主 峰 附 近 ， 箱 型 褶 皺 型 態 已 不 明 顯 。 在 德 基 附 近 出 露 在 大 甲

溪 北 岸 之 光 明 橋 背 斜 構 造 亦 呈 箱 型 褶 皺 型 態 。 

五 ﹑ 斷 層 

園 區 的 斷 層 系 統 大 致 上 有 韌 性 剪 切 帶 、 逆 斷 層 、 走 向 滑 移 斷 層 ， 其 中 較 重 要 且 影 響 岩 層 分 布 的 斷 層 為 逆 斷 層 。

逆 斷 層 疊 置 於 板 劈 理 之 上 ， 有 向 東 及 向 西 兩 種 伸 向 ， 走 向 大 致 為 北 三 ○ 度 東 。 走 向 滑 移 斷 層 ， 其 走 向 主 要 為 北

六 ○ 度 西 ， 部 分 近 南 北 向 。 

( 一) 武 陵 斷 層 

本 斷 層 影 響 園 區 岩 層 的 分 布 ， 呈 北 北 東 走 向 通 過 桃 山 東 方 及 雪 山 東 峰 東 方 。 在 桃 山 之 東 南 側 七 家 灣 溪 上

游 之 溪 谷 中 及 四 季 郎 溪 上 游 溪 谷 中 可 以 觀 察 到 斷 層 露 頭 。 斷 層 之 東 側 露 出 之 岩 層 為 板 岩 ， 斷 層 西 側 出 露 之 岩

層 為 變 質 砂 岩 。 

( 二) 榛 山 斷 層 

本 斷 層 走 向 約 北 二 ○ 度 東 ﹐ 分 隔 白 冷 層 與 水 長 流 層 。 此 斷 層 北 延 通 過 榛 山 一 帶 ﹐ 在 榛 山 以 北 此 斷 層 轉 變

為 右 移 斷 層 。 

( 三) 水 長 流 斷 層 

本 斷 層 恰 沿 園 區 西 側 邊 界 通 過 ﹐ 分 隔 了 雪 山 山 脈 地 層 與 麓 山 帶 地 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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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氣 候 
本 園 區 之 氣 候 隨 地 形 、 地 勢 之 變 化 差 頗 大 。 依 桑 士 偉 氏 氣 候 分 類 標 準 ， 本 區 有 兩 類 氣 候 區 ： 寒 帶 重 濕 氣 候 區 及

溫 帶 重 濕 氣 候 區 ； 寒 帶 重 濕 氣 候 區 分 布 於 園 區 之 東 部 及 中 部 ， 西 部 則 屬 溫 帶 重 濕 氣 候 區( 圖 二 ｜ 八 ： 台 灣 地 區 氣 候 分

區 圖) 。 除 綜 合 在 本 園 區 之 中 央 氣 象 局 觀 霧( 海 拔 高 度 二 、 ○ 八 七 公 尺) 、 馬 達 拉( 海 拔 高 度 一 、 八 ○ ○ 公 尺) 、 合 流 山

( 海 拔 高 度 二 、 五 三 三 公 尺) 、 雪 嶺( 海 拔 高 度 二 、 六 ○ 五 公 尺) 等 四 測 站 及 台 灣 電 力 公 司 之 武 陵 測 站( 海 拔 高 度 一 、 七

四 ○ 公 尺) 資 料 外 ， 另 收 集 園 區 週 邊 之 中 央 氣 象 局 松 安( 海 拔 高 度 一 、 四 ○ ○ 公 尺) 、 雙 崎( 海 拔 高 度 五 五 ○ 公 尺) 、 梨

山( 海 拔 高 度 一 、 九 八 ○ 公 尺) 及 思 源( 海 拔 高 度 二 、 ○ ○ ○ 公 尺) 等 四 測 站 資 料 ， 說 明 本 區 之 氣 候 如 后 ： 

一 、 氣 溫( 表 二 ｜ 四 ： 月 平 均 溫 度 及 月 平 均 最 高 、 最 低 溫 度 表) 

台 灣 山 地 地 區 的 年 平 均 溫 度 隨 著 海 拔 高 度 的 增 加 而 遞 減 ， 年 均 溫 攝 氏 二 ○ 度 等 溫 線 大 致 與 一 千 公 尺 等 高 線 相

符 合 ， 攝 氏 一 ○ 度 的 等 溫 線 大 致 和 海 拔 二 千 五 百 公 尺 的 等 高 線 相 符 合 ， 攝 氏 五 度 的 等 溫 線 大 致 和 三 千 公 尺 的 等 高

線 相 符 合 。 

山 區 每 上 升 百 公 尺 的 平 均 溫 度 遞 減 率 ， 隨 著 海 拔 高 度 的 增 高 而 加 大 。 五 百 公 尺 以 下 的 遞 減 率 ， 因 地 而 異 ， 不

具 代 表 性 ， 大 致 為 每 百 公 尺 降 低 攝 氏 ○ ‧ 二 五 ｜ ○ ‧ 三 五 度 ； 五 百 至 一 千 公 尺 間 ， 平 均 每 百 公 尺 降 低 約 ○ ‧ 三 五 ｜

○ ‧ 四 度 ； 一 千 至 一 千 五 百 公 尺 間 為 ○ ‧ 四 ｜ ○ ‧ 四 五 度 ； 一 千 五 百 至 二 千 公 尺 間 為 ○ ‧ 四 五 ｜ ○ ‧ 五 度 ； 二 千

至 二 千 五 百 公 尺 間 為 ○ ‧ 五 ｜ ○ ‧ 五 五 度 ； 二 千 五 百 至 三 千 公 尺 間 為 ○ ‧ 五 五 ｜ ○ ‧ 六 度 ； 三 千 至 三 千 五 百 公 尺

間 為 ○ ‧ 六 ｜ ○ ‧ 六 五 度 。 

本 區 山 區 多 雲 霧 ， 溫 度 較 低 。 以 觀 霧 測 站( 海 拔 高 度 二 、 ○ 八 七 公 尺) 為 例 ， 一 月 均 溫 約 為 六 ． 三 度 ， 七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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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溫 約 為 一 六 ． 二 度 。 
二 、 降 水( 表 二 ｜ 五 ： 月 平 均 降 水 量 及 年 雨 量 統 計 表) 

本 區 平 均 年 雨 量 以 雪 嶺 測 站( 海 拔 高 度 二 、 六 ○ 五 公 尺) 的 三 千 六 百 公 厘 左 右 最 高 ， 以 合 流 山 測 站( 海 拔 高 度

二 、 五 三 三 公 尺) 的 二 千 二 百 公 厘 左 右 最 低 ； 每 月 降 雨 量 不 等 ， 雨 季 大 約 是 在 每 年 的 五 月 到 十 月 。 在 台 灣 山 地 之

雨 季 與 雨 區 的 分 類 中 ， 本 區 歸 為 西 北 山 區 ， 是 介 於 北 部 與 中 北 山 區 的 過 渡 地 區 ， 雨 源 受 東 北 季 風 或 西 南 季 風 的 影

響 並 不 明 顯 。 

三 、 各 海 拔 高 度 的 氣 候 特 性 

( 一) 一 千 到 二 千 公 尺 的 山 谷 區 

武 陵 農 場( 一 、 七 四 ○ 公 尺) 位 於 封 閉 的 七 家 灣 溪 谷 中 ， 河 谷 夜 晚 發 生 逆 溫 現 象 ， 谷 底 氣 溫 低 於 山 稜 。 

( 二) 一 千 到 二 千 公 尺 的 山 區 

以 梨 山( 一 、 九 八 ○ 公 尺) 測 站 為 例 ， 年 均 溫 一 三 ‧ 八 度 ； 一 月 均 溫 八 ‧ 七 度 ； 七 月 均 溫 為 一 七 ‧ 八 度 。

夏 季 白 天 最 高 溫 平 均 為 二 五 ‧ 九 度 ， 而 夜 晚 為 一 三 ｜ 一 五 度 ， 即 使 是 夏 季 夜 晚 也 帶 寒 意 ， 白 天 則 感 悶 熱 。 冬

季 白 天 最 高 溫 平 均 一 五 度 ， 夜 晚 為 三 ｜ 六 度 ； 白 天 與 夜 晚 皆 帶 寒 意 ， 但 寒 冬 的 夜 晚 其 寒 冷 程 度 遠 大 於 白 晝 與

夏 夜 。 

在 相 對 濕 度 上 ， 夏 季 較 冬 季 為 高 ， 七 月 百 分 之 八 十 ， 一 月 百 分 之 七 十 。 冬 季 風 速 較 強 ， 平 均 為 每 秒 二

公 尺 ； 夏 季 則 平 均 為 每 秒 一 ‧ 五 公 尺 。 夏 季 微 涼 ， 冬 季 則 感 冷 意 。 一 千 公 尺 以 上 的 山 區 ， 每 年 十 月 中 旬 到 次

年 四 月 中 旬 常 多 降 霜 。 

( 三) 二 千 公 尺 到 三 千 公 尺 的 山 區 

以 觀 霧 測 站( 海 拔 高 度 二 、 ○ 八 七 公 尺) 為 例 ， 年 均 溫 為 一 二 ． 一 度 ， 一 月 均 溫 約 為 六 ． 九 度 ， 七 月 均 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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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為 一 六 ． 三 度 。 觀 霧 因 地 形 特 殊 ， 終 年 雲 霧 縹 緲 ， 氣 象 變 化 萬 千 。 

( 四) 三 千 公 尺 以 上 的 山 區 

園 區 內 主 要 山 峰 多 為 三 千 公 尺 以 上 的 高 峰 ， 也 是 登 山 健 行 的 對 象 。 玉 山 測 站 是 全 台 灣 地 區 唯 一 超 過 三

千 公 尺 以 上 的 測 候 站 ， 它 的 長 期 觀 測 紀 錄 可 引 用 為 其 他 高 山 地 區 的 參 考 。 
玉 山 年 均 溫 三 ‧ 八 度 ， 一 、 二 月 均 溫 已 在 攝 氏 零 度 以 下 ， 冬 季 白 天 平 均 最 高 溫 以 二 月 的 二 ‧ 七 度 為 最

低 ； 雖 在 零 度 以 上 ， 但 夜 晚 都 降 低 到 零 度 以 下 。 夏 季 夜 晚 平 均 溫 度 三 ‧ 五 ｜ 四 度 ， 須 防 寒 凍 。 

四 、 適 宜 活 動 的 季 節 

本 園 區 由 於 海 拔 高 度 大 ， 氣 候 型 態 異 於 平 地 ， 而 且 遊 憩 區 多 位 在 高 山 峻 嶺 間 。 雖 然 乾 季( 十 一 月 ｜ 四 月) 天 氣

較 晴 朗 ， 但 是 山 區 積 雪( 十 二 月 ｜ 四 月) 通 行 不 易 ， 而 且 雪 地 奇 寒 露 宿 困 難 ， 沒 有 周 全 的 雪 地 裝 備 與 登 山 技 巧 者 ，

以 夏 季 進 入 為 宜 。 山 區 天 氣 的 日 變 化 也 很 大 ， 夏 日 縱 然 上 午 晴 空 萬 里 ， 午 后 多 半 雲 霧 蔽 空 ， 下 雨 機 率 在 百 分 之 五

十 以 上 。 夜 晚 氣 溫 驟 降 ， 尤 其 是 三 千 公 尺 以 上 的 地 區 更 是 在 冰 點 左 右 。 最 熱 月 的 七 月 ， 曾 有 絕 對 最 低 溫 負 三 ‧ 二

度 的 紀 錄 。 夏 季 也 是 颱 風 季 節 ， 登 山 健 行 活 動 短 則 兩 三 天 ， 多 則 十 來 天 ， 氣 候 狀 況 的 掌 握 更 得 留 意 。 

大 致 而 言 ， 本 區 的 高 山 登 山 健 行 活 動 以 十 月 ｜ 十 二 月 、 三 月 ｜ 四 月 較 適 宜 ； 一 月 ｜ 三 月 常 見 冰 雪 阻 步 ； 四 月 ｜

五 月 為 梅 雨 季 ， 常 有 暴 雨 發 生 的 可 能 ； 六 月 ｜ 九 月 則 有 颱 風 及 對 流 性 驟 雨 的 侵 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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