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與中華民國地質學會112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野外地質考察手冊 

 

～～ 藻礁是以殼狀珊瑚藻為主要架構黏結生長而成的生物礁 ～～ 

                           

         地球物理          地質             中央大學             中央大學 

         學會              學會             地球科學系           應用地質所 

 

 
中華民國 112 年 05 月 19 日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 112 年 05 月 19 日 

野外行程規劃 

 

注意事項： 

1. 海邊觀察或遇底質濕滑，請小心行走，並請適時補充水分與注意個人防曬。 

2. 本日野外行程規劃，係依中央氣象局之桃園地區海岸潮汐預報排定，實際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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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海邊活動要清楚當天潮汐與日出日落時間，並且要留意不同季節變換海象差

異(例如適逢鋒面則潮水退得慢，卻是漲得很快；颱風來時會有長浪等)來做行程

安排，並且要隨時留意潮水狀況，千萬不能勉強；此外，海邊野外活動，要穿球

鞋或雨鞋, 不要穿著露腳趾涼鞋，會有鞋子進沙磨腳與海漂異物傷腳顧慮，同時

也要注意防曬與補充水分。 

本次桃園藻礁野外考察係選擇潮差較大的日期（表 1），除了可看到退潮後出

露較大範圍藻礁外，在野外可觀察的時間也較為充裕；至於當天在潮位較高時段

的野外安排，則著重於海岸變遷、人為影響，以及與桃園海岸地質討論。 

 

日期 潮汐 時間 
相對臺灣高程基準（cm） 

（以基隆港平均海水面為 0） 

05/19 (五) 

農曆 04/01 

潮差：大 

乾潮 04:44 -126 

滿潮 10:19 172 

乾潮 16:53 -180 

滿潮 23:04 190 

表 1 桃園市觀音 2023-05-19日潮汐資料（節錄自中央氣象局潮汐預報網頁） 

 

二、礁與桃園藻礁地質簡介 

「礁」(reef)，在地質學領域中，一般是指「生物礁」(biotic reefs)，就是由

生物原地生長作用所建造的地形構造。在新生代地層記錄裡的藻礁，則是指以殼

狀珊瑚藻為主體所建造而成的礁體。在熱帶海域的生物礁中，殼狀珊瑚藻提供大

量的生物碎屑(Adey & Macintyre, 1973)，同時因為鈣化藻體表覆生長粘結的特性，

所以在新生代生物礁的發育歷程中，殼狀珊瑚藻也是穩定底質與形成強固礁體架

構極為重要的生物類別(Scoffin, 1992)。 

根據對造礁生物的研究，在造礁石珊瑚類生長較差的潮間帶和較深水域（約

50 m以下），殼狀珊瑚藻經常成為主要的造礁生物(Minnery, et al., 1985)；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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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無節珊瑚藻較可耐受持續高能量水流或波浪的衝擊(Bosence, 1983)，因此在

生態條件嚴苛的環境中，往往只有殼狀珊瑚藻能夠生長而形成藻礁。然而，就加

勒比海美屬維京群島殼狀珊瑚藻的研究結果(Adey & Vassar, 1975)，顯示即使在

去除生物啃食作用的情況下，藻體的生長速率其實很慢，厚度增長速率僅有 1～

5.2 mm/年，側向表覆生長率則為 0.9～2.3 mm/月。如果，再加上礁體發育期間的

生物侵蝕作用、暴風與海浪的物理破壞作用、海水對碳酸鈣的溶蝕作用、陸源沉

積物覆蓋，以及各種成岩作用等等因素，藻礁的生長或積累速率應該更小於這個

觀測結果。與其他造礁生物相比較，殼狀珊瑚藻的生長與鈣質藻體的累積速率都

很低。 

目前所知現生的藻礁，主要位於太平洋中部海域各個小島的環礁(Emery et 

al., 1954)，與加勒比海各小島的向風面海岸(Adey, 1975；Glynn, 1973)；在這些地

方，藻礁大多形成可抗浪的藻脊 (algal ridges)地形。但在挪威靠近極區的淺海中

(Freiwald & Henrich, 1994)，以及在地中海突尼西亞(Tunisia)高鹽度的潟湖中（夏

季：45～51‰；冬季：41～45‰）(Thornton et al., 1978)，也都有由殼狀珊瑚藻所

形成的大規模現生藻礁；甚至，在中南美洲東西兩岸(Schlanger & Johnson, 1969)、

加勒比海各小島及澳洲等地海域的外大陸棚與大陸斜坡上部的深海底，也有厚達

1～5 m的藻礁發育(Adey & Burke, 1976; Milliman, 1974)。 

但值得注意的是，曾經有學者透過地質鑽探採樣研究，發現有些早先被認定

是典型加勒比海藻礁的礁體，其實只是殼狀珊瑚藻表覆生長在早先形成的暴風堆

積物上，例如，在巴拿馬 San Blas群島中 Holandés Cays島海岸的藻礁(Macintyre, 

et al., 2001)，現今在外表上雖然看來是主要由殼狀珊瑚藻所形成的礁，其實「礁

的本體」只是距今 2000～2800年前由暴風浪所造成的珊瑚碎塊堆積，這個「礁

體」還是被海洋成岩作用產生的鎂方解石泥晶(micirtic submarine Mg-calcite 

cement)所膠結（並非珊瑚藻），後來才有現今所見殼狀珊瑚藻的表覆生長。並且

也由於廣泛生物侵蝕作用的影響，在暴風堆積後的「礁體」其實並沒什麼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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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海岸有礁的地質紀錄，最早見於對臺灣西部重砂礦床的調查報告中，陳

培源（1953）根據在海岸鑽探取樣結果，在相當於現今觀音海水浴場與永安漁港

位置，所繪製垂直海岸的剖面圖中，清楚地標示了潮間帶的珊瑚礁，其後林朝棨

（1963）將其稱為『崁頭厝珊瑚礁』（崁頭厝＝永安）；其後，就僅有 Reineck與

鄭穎敏（1986）對桃園大園內海岸潮間帶藻礁的觀察報告。 

累積過去野外長期調查的結果，發現在臺灣各地區的藻礁地理分布，除了桃

園海岸外，另有新北市石門、三芝區與淡水區海岸，以及恆春半島東岸風吹砂局

部海岸等；其中，尤以桃園市海岸藻礁的分布範圍最為廣泛。2007-2008年，重

啟桃園海岸藻礁調查研究結果（戴昌鳳等，2009），確認「藻礁」主要分布於桃

園大園至新屋區間的潮間帶；在地理分布位置上，相當於所謂「古石門沖積扇」

的向海側邊緣，並且在幾條主要河川出海河道、海岸沙丘下方，以及近海岸漁塭

開挖面，也都可見到較早時期藻礁的發育。本區礁體沿海岸線南北綿延分布近 27

公里，垂直海岸最寬處可達 450公尺以上，藻礁的發育顯得相當廣泛而連續。不

過，由於這個地區每月的最大潮差超過 4公尺，加上有些地方的礁體出露平臺地

勢較低，並且局部礁體表面為礫石或砂所掩埋，如果不是在冬季最低潮期間的實

際調查（圖 1），實難窺其全貌，這也難怪過去桃園海岸會被認為是砂岸與礫灘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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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桃園觀音保障村海岸，潮間帶中部藻礁在冬季的出露情況 (拍攝日期 2008-

01-24)。 

 

在 2008年，經由 26處藻礁地質鑽探（圖 2～4；附錄圖 1～2）結果，顯示

桃園海岸的礁體確實是由珊瑚藻與石珊瑚類，以「古石門沖積扇」的礫岩（圖 5）

為最初發育基底，所形成的多孔隙生物礁，礁體最大厚度超過 6公尺。從岩心標

本的觀察結果（圖 6），顯示大部分礁體的初期發育，是以對陸源沉積物耐受性較

高的石珊瑚為主要造礁生物，後期則以珊瑚藻為主。由於各地礁體最初發育基底

均為礫岩，礁體中目前未見礫石沉積，亦無灘岩、牡蠣、藤壺、泥炭等可表示古

海水面的現象與沉積物，顯示礁體的發育過程，可能都是處於地體構造較為穩定

的狀態，並且在礁體發育期間海水面的相對變化幅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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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桃園大園內海村海岸，潮間帶藻礁較深鑽孔搭架工作情況，內嵌左上小圖

拍攝於開始漲潮期間。 

 

圖 3. 圖 2地點鑽探完成後，於退潮期間之孔位（位於紅色標桿左側）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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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桃園觀音觀音溪出海口南側潮間帶，夜間藻礁鑽探作業。 

 

 

圖 5. 桃園市觀音區大堀溪出海口南側潮間帶較深鑽孔作業，剛從岩心管取出的

古石門沖積扇礫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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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桃園觀音潮音海岸潮間帶鑽探岩心(鑽孔編號 TY-07)，礁體厚度 6.2公

尺。岩心箱左側為地層上方，每格放置岩心長度 1公尺，右側數字標示

為向下鑽探深度；黃箭頭 1以上為有珊瑚生長的藻礁石灰岩；黃箭頭 1-2

區間為有珊瑚藻生長的珊瑚礁石灰岩；箭頭 2以下為礫岩，是礁體的發

育基底。 

 

從岩心中挑選珊瑚骨骼樣本，進行碳十四放射性定年分析的結果，顯示桃園

海岸生物礁最早的發育時間大約是在 7500 BP，另在大約 4400 BP以後殼狀珊瑚

藻逐漸成為礁體的主要建造者（戴昌鳳等，2009）。再根據鑽探結果，生物礁的

開始發育，是在古石門沖積扇最後一期沉積的礫岩之後，礫岩層中並沒有任何礁

體或造礁生物，顯示礁體的發育很可能與古海水面相對快速上升(Cronin, et al., 

2007)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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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野外站位說明 

依照潮汐預報資料，規劃本日野外實察地點，由南向北依序為： 

Stop-1「桃園藻礁生態環境教室」―「保生社區濱海生態教育園區 」；於漲潮期

間野外參訪，第一站依序有上述 2 個地點與路線：（請參見附錄圖 3，觀新藻礁

生態系野生動物保護區範圍圖；附錄圖 4，顯示近 20 餘年來海岸地形景觀與海

岸變遷）（本站停留約 60分鐘) 

資訊： ；   導航：  

Stop-1 第 1 個地點，為位於桃園市新屋區東興路二段 1800 巷 160 號的「桃

園藻礁生態環境教室」，平日開館時間為每週四至隔週一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公休時間為每週二及週三；自行駕車之小型車可直接開車到點，遊覽車則可停保

生橋的新屋溪北岸路旁下車，再向南步行過保生橋後約 100公尺左側即可到達。

「桃園藻礁生態環境教室」前身為封閉 10 餘年的永興垃圾掩埋場，為推廣藻礁

保育，桃園市政府於 107年將其活化轉型為全國第一座關於藻礁的生態教室，於

2019年 7月 4日正式啟用，並於 2021年 11月 3日取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內部以實體觀察、感官體驗、多媒體互動等方式進行藻

礁生態教育，提供民眾免費參觀，並可透過網路預約導覽解說服務，是初訪桃園

藻礁了解藻礁生態必訪景點；如需戶外導覽可事先洽永興社區發展協會（03-

4863911）。（節錄資料，詳細說明可掃描 QR code連接相關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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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1 「桃園藻礁生態環境教室」 

 

 

Stop-1 「桃園藻礁生態環境教室」入口 

Stop-1第 2地點，為「保生社區濱海生態教育園區 」；從藻礁生態環境教室

出發右轉約 100公尺，過保生橋後左轉即「保生社區濱海生態教育園區 」入口

處「看藻礁的故鄉」立碑，由此沿道路直行接河堤木棧道，約 500公尺即可到海

岸防波堤，退潮即可見寬廣出露藻礁；若為漲潮時段，可見沒於水下隨海水面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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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而時隱時現的水泥碉堡頂。此處附近海岸為「桃園觀新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保

護區」，欲到潮間帶觀察藻礁必須事先向桃園市政府海岸工程處網站提出申請；

因桃園市已於 103年 7月 7日以府農植字第 1030161744號公告，為「桃園觀新

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保護區」在案；正式成為台灣第 20個野生動物保護區，並

自公告日起生效。觀新藻礁區分為核心區、緩衝區及永續利用區。其中核心區原

則禁止任何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態，禁止任何人任意進入；至於緩衝區，則

訂定開放時間、人數及範圍，究竟人潮踩踏會對藻礁產生一定影響，劃為保護區

後將限制人數及時間，以保護礁體。市府並重申保護區內未來如有偷排廢水等破

壞藻礁行為，導致保護區內生物無法棲息者，恐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節錄資料，詳細說明可掃

描 QR code連接相關網頁） 

 
Stop-1「保生社區濱海生態教育園區 」入口處「看藻礁的故鄉」立碑 

 

 
Stop-1 「保生社區濱海生態教育園區」木棧道終點的海岸護堤與退潮中開始出

露的藻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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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1 「保生社區濱海生態教育園區 」退潮出露的藻礁（由海向陸側拍照） 

 

 

Stop-1 「保生社區濱海生態教育園區 」藻礁與基底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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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2 桃園觀音 「草漯沙丘地景展示館」及海岸地形實查：(本站停留約 60分

鐘) 

資訊： ；   導航：  

「草漯沙丘地景展示館」，係於 109 年 3 月整修自關閉已久觀音海水浴場遊

客中心，加以活化轉型而成，係以草漯沙丘地質景觀為主題、海洋生態保育為特

色，並以環境教育為核心規劃的展示區（節錄資料，詳細說明可掃描 QR code連

接相關網頁）。退潮時，此地海岸可見沙丘、沙灘與寬廣藻礁；也是桃園海岸最

初被記錄有生物礁的地點（陳培源，1953），在潮間帶經常可見被風浪打碎搬運

的盤星珊瑚 Dipsastraea、細星珊瑚 Cyphastrea，以及微孔珊瑚 Porites 等，都是

較能耐受混濁水域類型的造礁珊瑚。 

 

 
Stop-2 觀音海水浴場退潮出露的藻礁（由海向陸側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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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2南側桃園觀音大潭電廠排水口南側潮間帶藻礁，紅色為現生殼狀珊瑚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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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3 桃園觀音 「白沙岬燈塔」：(本站停留約 50分鐘) 

資訊： ；   導航：  

 

巴士可停車在台 61 線西濱快速道路高架下方停車場（房車可直接導航至白

沙岬燈塔前停車場），沿中興路南行至白沙岬燈塔觀光公車站牌，右轉拱橋即進

入園區；本站來回路程約 500公尺。 

在臺南國聖燈塔未興建前，白沙岬燈塔曾是台灣本島最西邊的燈塔，週邊設

有環形步道。於西元 1901年點燈啟用後，在日治時期就已是台灣著名勝景，歷

經百年以上的歲月洗禮，在 2001年獲選入列文建會「台灣歷史建築百景」，燈塔

建築本體、圍牆與日治時期的日晷儀隔年公告成為桃園第一座縣定古蹟，2021年

5月公告為桃園第二座國定古蹟，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日治初期燈塔（節錄資料，

詳細說明可掃描 QR code連接相關網頁）。 

本站，為下午野外觀察前休憩，與戶外中午餐盒用餐最佳地點。 



17 
 

Stop-4 桃園觀音 「草漯沙丘地質公園」：(本站停留 1小時 50分鐘) 

資訊：   ；   導航：  

草漯沙丘是桃園大規模的濱海沙丘地形，因景色優美，具環境教育及學術研

究價值，市府於 109年公告指定為地質公園，是我國第一個以海岸沙丘為保護標

的的地質公園；北起大園區老街溪出海口，南至觀音區大堀溪出海口間之沿海地

帶，全長綿延長達 8.1公里（節錄資料，詳細說明可掃描 QR code連接相關網頁）；

至於沙丘的高度與寬度，則會隨季節而有明顯改變。 

本站來回行程約 3公里，需攜飲水與防曬。可觀察沙丘沉積構造、海岸地形、

以及藻礁；與沙丘相同，不同季節與潮汐時間所見藻礁出露範圍也會有很大變化，

曾經測量在垂直海岸方向藻礁最大出露可達 500公尺；另外，此處沙丘南側富林

溪中，在夏季可見藻礁出露，其向陸延伸位置距高潮線最大直線距離可達 100公

尺；由此可想見過去藻礁發育之廣泛。 

根據全區觀察，桃園海岸潮間帶藻礁出露地形平坦，並且礁體頂部殼狀珊瑚

藻大多顯示被頂部截切現象，因此桃園藻礁很可能是臺灣西部唯一發育的海蝕平

台。此外，在潮間帶沙灘可見重砂局部富集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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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4 風機檢修道路被沙丘所掩埋（2023-04-27） 

 

 

Stop-4 退潮時由南向北拍攝草漯沙丘（2023-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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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4草漯沙丘向海側逐漸傾倒的瞭望塔，是海岸後退的明證。（2023-04-27） 

 

 

Stop-4 退潮時開始出露的藻礁（2023-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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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5中繼站 桃園觀音 7-11觀湘門市；(本站停留 30分鐘) 

導航：  

 

 

Stop-6桃園大園內海村海岸：(本站停留 1小時) 

導航：  

內海藻礁，最早地質紀錄見於 Reineck與鄭穎敏（1986）的觀察報告，但根

據沉積學觀點所建立本地藻礁的發育模式（如下圖），與從生物礁發育觀點及鑽

探岩心結果大異其趣。本站位海岸觀察來回行程，總計約 1.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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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6桃園大園內海村退潮時開始出露藻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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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6桃園大園內海村退潮出露藻礁，在不同季節會因不同類別生物表覆生

長，而有不同樣貌。 

 

 
Stop-6桃園大園內海村潮間帶，在較高潮位處，大量生長的牡蠣與鈣質環蟲棲管，

會將散布在礁體表面的礫石、珊瑚碎塊，以及各種人工製品一併粘結

（2017-06-23）。 

17:00 野外觀察結束，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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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 1 海岸鑽探岩心顯示岩相組成與礁體厚度之側向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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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 2 四個地點海岸鑽探岩心，由陸向海側排列，顯示岩相組成與礁體厚度之側向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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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 3 觀新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保護區範圍圖 

 

 
出處: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2021 桃園觀新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保護區保育計畫書（公告版），第 16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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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 4 顯示近 20餘年來海岸地形景觀與海岸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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