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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地震十年映象
　　車籠埔斷層在民國88年9月21日凌晨1點47分再次活動，引發

芮氏規模7.3的地震，以威力相當於46顆原子彈的能量，在臺灣的

歷史上留下「921地震」這道深刻的傷痕，也成為20世紀裡臺灣最

大的地震紀錄。斷層沿線產生地表破裂、位移、變形，延伸達100

多公里，在極短時間內造成房舍倒塌、人員傷亡、草嶺與九份二

山等多處山區瞬間大面積地滑，以及包括中橫沿線等大大小小的

山崩等災害。到現在（民國98年）10年了，大地的傷痕有些看似

逐漸癒合，但鬆動的土石及不穩定的岩層結構，多次在颱風豪雨

沖刷的力量下，造成二次、三次以上的傷害。

　　921地震也引發了臺灣前所未有的地震地質研究熱潮，10年來

產生不少車籠埔斷層的報告與研究；但是在這些熱潮的背後，除

了專家學者之外，一般人對於車籠埔斷層究竟認得多少？經濟部

中央地質調查所想要瞭解這點，故趁著921地震十週年這個機會，

重新進入車籠埔斷層活動的時空，挑選部分代表性的災害場景，

觀察其地表、地物10年前後的樣貌。這次的調查或許仍無法提出

地震預測的數據，但是可以藉此再一次省思，類似車籠埔斷層活

動所帶來的破壞，未來是否可以避免。

　　歷史不能遺忘，經驗必須記取，本冊僅以代表性的災害點作

為見證，獻給所有珍惜臺灣這塊土地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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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溪河床－

沖刷10年
變峽谷
大安溪位於臺灣中部，流域分布於苗

栗縣南部及臺中縣北部。其中卓蘭至

東勢段因車籠埔斷層經過，921地震

時該區地層受到擠壓，將溪床抬升6

公尺，同時阻斷水流形成堰塞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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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堰塞湖，在疏濬工程、豪雨沖

刷、上游水壩放空等，人為介入加上

自然營力的因素下，溪水沿著水道急

速下切侵蝕溪床，河床底岩完全出

露，在蘭勢大橋下卓蘭堤防道切出

深達10公尺，全長100多公尺的「峽

谷」地形。民國97年起媒體報導稱為

「大安溪峽谷」，急速竄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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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岡壩－停在10年前

石破天驚的那一刻
石岡壩位在豐原往東勢的路上，建於民國63年，

原為大甲溪的攔河堰，全長700多公尺，是臺中

縣市的主要水源區；然因921地震斷層通過，造

成壩體第15至18道閘門斷裂受損，垂直崖高達

9.8公尺。

石岡壩破損的景像，成為斷層錯動量能最好的見

證，因此被保留設立成921地震紀念公園（石岡

斷壩公園）；而第16號溢洪道後方也設置魚梯試

驗道，以維護大甲溪魚類生態。此公園連接東勢

至石岡，登上壩頂可一覽大甲溪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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埤豐橋－

10年來逐漸勢微的瀑布

埤豐橋位於豐原市與東勢鎮交界的大甲溪段，因921地震斷層經過橋的南端，造成南側橋頭（靠近豐

原）斷落，上游側河床抬升約6公尺，錦水頁岩出露，一時之間平坦的河床形成了瀑布景觀，吸引民眾

爭相目睹。

埤豐橋在災後隨即重建，但南側橋頭因地震抬升，相較於北側橋頭有明顯的落差，使得橋面呈現高低

之分；而當年吸引大批觀光客的埤豐瀑布，在經歷10年的河水沖刷下落差不復得見，僅見河床上多處

河水急速下切的水道，見證了本區的地形曾經劇烈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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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岡車站－

東豐綠色走廊
上的斷層月台

石岡火車站又稱為0蛋車站，位於石岡鄉萬安

村，原為東豐鐵路（民國47至80年）重要的停

靠站，火車站附近因為921地震斷層經過，造成

約4公尺的隆起，鐵軌因此而扭曲變形，從此有

「斷層月台」稱號。

石岡車站重建後，成為東豐綠色走廊旅遊線的

必經景點，在緊連車站的棧道上，可以看到地

震後變形的軌道；此外走過10年前隆起的「好

漢坡」，就可見到遊客服務中心和石岡農會日

式舊穀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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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地震當時，

車籠埔斷層沿線地區

地表變形嚴重，

地質專家沿著破裂帶，

走過一處處毀損的建物；

後來這些建物有的被拆除、

有的被重建、

有的搬遷到別的地方…。

豐原市朴子里的自行車道，

原本是東豐鐵路的行經路線，

921地震時地面抬升約3.5公尺，

路旁的泉福歡喜國社區嚴重毀損；

美麗的社區後來被拆除，

10年後從同一個角度望去，

依然有零星民宅蓋在原址。

豐原市南陽路58巷的地面抬升3公尺，馬路左側鐵護欄還留著，右側廢墟清空，現地無多大變化。

豐原市師範街的臺灣省中等學校教師研習會，民國88年7月改隸教育部後的2個月，即遭逢921地震，由於車籠埔

斷層經過大門口附近，因此聯外道路受到嚴重毀損。此研習會於96年併入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斷層所經之處

早已用水泥擋土牆加固邊坡。

豐原市中正公園的水源路，路面隆升3公尺，兩側房屋傾倒，原豐原市農會3層樓房已拆除。

物換星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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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市玄天上帝廟位於變形帶，地面抬升約2公尺；此廟就地整

修，工程分年進行，10年後已大致修復，寺廟本體變形部分以鋼

樑支撐，確保安全。

臺中市北屯區中天寺位於變形帶，地面隆升龜裂，房屋傾斜；此

寺入口處地面隆升，整修後在此寺外建立一道擋土牆。

霧峰鄉萬佛寺的正門，

受逆斷層抬升約3公尺，

造成嚴重毀損後拆除，

如今成為一片綠地。

太平市開天宮下方停車場有斷層經過，造成地表隆起及嚴重龜

裂；此宮後來在斷層帶上原地重建，但建物主結構出現嚴重裂

痕，遂於民國96年遷至外埔鄉月眉段。

大里市健行路尾端因斷層經過，路面抬升約2公尺，造成房屋毀

損；馬路右側民宅於民國89年5月完成重建，成為第1棟經耐震設

計完成改建的民宅。

霧峰鄉萬佛寺後方的慈明高中，受逆斷層抬升造成嚴重毀損而拆

除，學校已遷移至太平市。

霧峰鄉明台家商的校園，受逆斷層抬升約1.5公尺，造成校舍嚴重

損壞；隆起處填平後，仍為師生運動休閒場地。

趙元彬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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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橋
一江橋位於臺中縣太平市，橫跨頭汴坑溪，為臺中市通往太平市、

大里市之交通要道。頭汴坑溪因車籠埔斷層橫過，921地震時地表出

現2道破裂，一道經一江橋西北端橋頭；另一道沿北側坡地掃過，產

生大面積崩塌，山裡的堰塞湖「大潭仔」，就在此時重出江湖。

一江橋在90年4月完成改建，北側崩塌坡地在921地震後10年，因植

生被覆，山崩現象不復鮮明。

健民橋
健民橋位於大里市草湖溪上游，車籠埔斷層經過草湖溪河床的中

間，921地震時河床抬升約2公尺，出露錦水頁岩，並在上盤形成

一處暫時性水潭；堤防也受應力擠壓抬升約2公尺，健民橋橋墩

傾斜、橋面斷裂。10年後，健民橋早已改建，這些因斷層經過所

出現的地質現象不再明顯，只能見諸於歷史文獻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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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國中－

為地變代言
霧峰鄉光復國中的校園，因逆斷層抬升

約2.5公尺，教學機能全毀；為提醒大

眾重視防震及救災措施，政府將基地中

的斷層錯動、校舍倒塌、河床隆起等地

貌，改建成地震紀念博物館，作為地震

教育之活教材。民國90年2月13日正式定

名為「921地震教育園區」，以彰顯其紀

念及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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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峰─

就是要

九九峰俗名火炎山或九十九峰，橫跨南投縣

草屯鎮、國姓鄉及臺中縣霧峰鄉、太平市境

內；其形成乃因地殼變動、劇烈的造山運

動、快速侵蝕、堆積和風化作用，塑造了火

炎山特殊的地質地形景觀。

921地震造成九九峰崩塌，瞬間光禿一片，

影響面積達878公頃，此景壯闊，次年（民

國89年）5月即被列為「九九峰自然保留

區」。生態學者研判九九峰要回復原本青翠

連峰的樣貌，至少需要40年的自然演替；僅

管如此，震後10年，由臺3線往國道6號公路

遠眺九九峰，仍可見到那宛如火燄燃燒般的

山頭，甚是可觀。

車籠埔斷層地表變形現象，
在霧峰到草屯之間持續呈現。

霧峰鄉烏溪橋上游河川，因斷層經過造成

烏溪橋斷裂，斷層崖高約 1 公尺，走向略

成東西向；10年後，烏溪橋下已不見湍急

的河床。

草屯地區由臺三線轉東山路（即御史里一

帶），斷層造成之地表破裂改變原有的坡度，

亦使護堤為之扭曲。此路段之抬升影像很容易

目視觀察，10年來隆起路段兩側興建多戶民

宅，其中一側的牛屎崎形象公園，並設立921
紀念碑文。

草屯鎮東山路御史社區托兒所旁有斷層經

過，斷層破裂帶呈南北走向，東高西低，

左側房舍的停車棚因抬升而倒塌。此托兒

所雖未受損，但已搬至社區另一處，原址

成為御史里集會場所。

98年9月的九九峰。

88年9月26日規模6.8餘震後的九九峰。

88年9月21日震後的九九峰。

“青”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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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政府員工
高爾夫球場－

突變的美麗
臺灣省政府員工高爾夫球場位於南投縣草屯鄉中興新村內，民國

60年3月興建，佔地22公頃；因車籠埔斷層經過，921地震時地表

沿山邊產生三階段隆起，總隆起高度約有2公尺，表層砂土產生塑

性變形呈串腸構造，呈北20度東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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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場整地後，綠草如茵，已不復見斷

層崖等地形，據聞10年前的斷層變形

帶，大約位在第3、6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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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間鄉－

也有個
雙鐵共構
車籠埔斷層穿越南投縣名間鄉，921地震造成濁

水村隆起約3公尺，使得臺鐵二水→集集→水里

支線的集集鐵路，在名間車站（濁水車頭）東方

約600公尺左右隆起，鐵軌扭曲變形，呈南北向

延伸；附近臺電的高壓鐵塔傾斜嚴重，達約16.5

度。

當地居民為留下歷史見證，在此處設立的地震紀

念公園內，可看到傾斜的鐵塔以及向右扭曲的

鐵軌；車行於國道3號公路旁，也可眺望到此斜

塔。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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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竹大橋是竹山通往名間的必經之

道，斷層經過濁水溪之後繼續向南

延伸，從名竹大橋南端的第2、3
橋墩之間通過，造成竹山端橋面斷

落175公尺；該橋於1個月內恢復

交通。

竹山延平加油站因斷層經過，地面

抬升約2公尺；10年後加油站與馬

路間的落差即為斷層所在，重建後

的加油設備僅留一站，後方行政大

樓則是安然無恙。

車籠埔斷層活動劇烈，
在南投縣竹山鎮一帶
也造成強大的破壞

沙東宮位於竹山延平里，建於清嘉慶7年，因車籠埔斷層穿

越，921地震時地表隆起約1公尺，平面位移約1.5公尺，後

方照鏡台公園及照鏡亭坍塌。現址由民間自行規劃成921地
震紀念公園，10年來保留了完整地震斷層活動遺跡。  

桶頭橋位於南投縣竹山鎮縣道149線上，為竹山通往桶頭與草嶺之要

道，橋面橫跨清水溪；車籠埔斷層向南延伸切過橋樑的中間，921地震

時南側被抬高約0.5公尺，清水溪右岸山坡也有小規模的山崩，本橋毀

損嚴重。桶頭橋改建加設防止落橋裝置，形成拱形橋面；921地震10年

後，站在橋上仍可清楚地看到，北端呈現水平的河階沉積物與背斜構造

以及斷層破碎帶。

24 25

桶頭橋－

改頭換面成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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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籠埔斷層並沒有直接經過南投集集、埔里一帶，

但921地震的震央位在集集，故921地震

又稱為「集集地震」；

震央附近有許多著名的觀光地標在劇烈的搖晃中倒塌，

當地人士紛紛將它們保留下來成為921地震紀念地。

鳳凰谷鳥園位於鹿谷鄉，建於民

國71年，921地震造成部分房舍損

毀，但碎弱的地質，加劇了日後

桃芝颱風及69水災之嚴重災情。

園區重建後加入震災相關解說設

施，將災變的破壞與重建的歷程

納入鳥園的沿革。

日月潭光華島是遊湖的重要景點，島上月下老人亭及植物，在

921強震衝擊下幾盡毀損。南投縣政府後於同年10月，藉由植樹

活動於島上栽種野薑花，且將此島正名為拉魯島，以表對原住

民邵族人的尊重。

武昌宮位於集集鎮市區內，921
大地震後經地方、鎮公所取得共

識，保留成為921地震紀念地。

集集火車站為日治時期遺留下來

的木造建築，921地震時全棟建築

木柱折斷，傾斜位移達60公分；

由於地方人士認為本站的重建，

對集集鎮具有精神指標意涵，因

此積極投入重建工作，民國90年
元月集集支線修復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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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提供

鳳凰谷鳥園提供 鳳凰谷鳥園提供

趙元彬攝



28 29

九份二山─飛山走石的主秀場
九份二山位於南投縣國姓鄉南港村的長石巷地區，921地震時發生大規模的地層滑動，順向坡岩體沿層

理面崩滑傾瀉而下，平均衝滑距離約1公里，坍塌區高達180公頃，掩埋附近20餘戶民宅，並形成澀仔

坑湖與韭菜湖等2座堰塞湖。

　　

由於地形地貌產生獨特的變化，政府在此地建立九份二山

震災紀念園區，保存了包括巨石區、氣爆點、磁場屋等景

觀，成為921地震後重要的遺跡之一。

2008福衛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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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嶺－

崩塌戲碼　一演再演
草嶺位在海拔450至1,750公尺，面積約1千多公頃，橫跨雲林古坑鄉、嘉義縣梅山鄉及南投縣竹山鎮

等地區，地形略呈盆地狀，以峽谷地形及幽靜溪谷等景觀著稱。源自阿里山區的清水溪，由東向西流

經草嶺南側，於林內附近匯入濁水溪。

草嶺風景優美，尤以山崩景觀聞名，921地震時又再一次崩塌，這是史上第5次，前4次發生於1862、

1941、1942、1979年。921地震造成的山崩，岩體向下滑動超過1公里，崩落土石堆積在清水溪河床

上，厚度高達100公尺以上，相當於35層樓高，形成一堰塞湖，河道淤塞長達4至5公里，被稱為「新

草嶺潭」。當地居民在此興建碼頭，經營動力汽船載客遊湖，人來人往，只為看飛山走石過後的草嶺

新景觀。

但草嶺潭多次因山崩形成，卻也會在一夕之內潰決；大自然比人類更容易反反覆覆，這「新草嶺潭」

終究因為之後的幾次颱風，造成潭水宣洩而消失了，還原成清水溪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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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謙讓大自然，

才有平安與幸福
921地震車籠埔斷層經過臺中縣豐原市水源路9巷附近，造成河床及路面抬升而毀損居住環境。重建10

年後舊地重遊，岸邊中正公園及社區生活一如往常作息，回歸人類與大自然和平相處的景像，這一

幕，在快門按下的瞬間是值得感動的。然而，平靜的背後，人類應該懂得的是細心體認大自然的律

動，以謙讓的態度與其共存共容，維持最基本的人身平安，才能有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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