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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電廠的地質調查

• 核一、二、三、四廠分別在1971、
1975、1975及1980年核准。

• 地質界對於當時選址調查的相關文獻
所知甚少，其中最重要且唯一的活動
斷層調查報告，由美國地質學家柏尼
刺(Bonilla)，於1973年1-2月為核電廠
地質安全進行全台活動斷層調查，在
1975年(1977年)發表臺灣第一張活動斷
層分布圖。鄰近核一與核二廠的山腳
斷層及核三廠的恆春斷層在選址當時，
或這報告中都未被列為活動斷層。

• 四座核電廠耐震係數PGA (地震時廠址
的最大地表加速度) 僅為0.3G、0.4G、
0.4G、0.4G (1G為1倍的重力加速度)；
核一廠耐震係數僅為0.3G，還低於目
前大部分縣市建築物的耐震係數為
0.33G。 Bonilla, 1975, 1977



Bonilla, 1975, 1977
中央地質調查所, 2000



• 活動斷層是調查愈多資料愈清

楚，所以數量會逐漸增加。

• 柏尼刺(Bonilla, 1975) 43條

• 中央地質調查所(1998) 51條

• 中央地質調查所(2000) 42條

• 中央地質調查所(2010) 33條

• 臺灣地質概論(2016) 49條

• 2000年之前以前主要以資料收

集與理論作為依據。2000年之

後，才開始進行實質的活動斷

層調查，如古地震槽溝挖掘、

地形調查、定年等等。



核一廠

核二廠

• 核一與核二廠

• 山腳斷層陸域長度36公里 (ST1)
• 陸域與海域總長度超過100公里

(ST1)

(ST2)

臺電調查資料



• 2019年1月28日金山地震規模3.0與3.5 深度約5公里

• 2019年2月10日士林地震規模3.2與3.8 深度約7.7與9.0公里

• 地震(主震與餘震)發生在山腳斷層



• 核三廠

• 恆春斷層 陸域與海域總長度約50公里

• 3300年前恆春斷層曾經有活動

臺電調查資料



• 古地震槽溝調查

• 調查斷層活動時間與週期



• 核四廠

• 海域斷層(線型) 線型1與5-10
• 線型2, 3, 4

臺電調查資料



核四建廠前地質調查(斷層活動年代測定)

• 在沒有污染的證據之下，通常會採
用年齡為年輕的年代，或再送第三
次樣本進行年代測定。如此最能夠
確定最後需要採用那個年代，何況
如此重大的核電廠工程，攸關全體
人民的安全問題。

• 同一個焦炭標本, 分為兩個樣本送至
美國碳十四定年獲得兩個年代
>37,000年前與30500年前。

• 最後台電的解釋: 認為30500年前的
樣本受到污然, 年代不可信，最後採
用>37,000年前的年代。所以認為枋
腳斷層最後一次活動的時間應超過
37,000年前，非屬美國核能管制委
員會定義之能動斷層(35,000年內曾
經活動過的斷層)；顯示核四廠址附
近並無能動斷層(活動斷層)，為一適
用之核能廠址。

煤炭樣品年代
>37,000年前
30500年前

臺電調查資料



• 近20年以來海域斷層調查才逐漸清楚。

• 陸海域活動斷層調查結果，顯示鄰近核一、二、三、四廠的週邊存在
許多的活動斷層。





• 集集地震(規模7.3)當時，地震儀

器測量到的地表加速度(PGA)。
PGA>0.4範圍約震央南北50公里，

東西20-30公里(最大PGA 1.16)。
(Wu et al., 2001)

• 以四座核電廠設計的耐震係數

(PGA)顯然非常不足。

• 從目前核電廠耐震係數而言，如

同被評估為危險房屋。

Yih-Min Wu, Tzay-Chyn Shin, and Chien-Hsin Chang, 2001

集集地震 PGA>0.4的範圍

集集地震震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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