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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珍稀之寶－塔狀玄武岩 
～三峽特殊地質景點長壽山之現況調查及基礎資料之建立～ 

摘要 
長壽山的火成岩屬於約八百萬年前北部中新世角板火山活動期之產物。其玄武岩覆蓋在

南莊層的上部，並同時有柱狀玄武岩和塔狀玄武岩這兩種產狀，前者並為全台所獨有；終於

在歷經一年後，我們解開了塔狀玄武岩的成因之謎，並發現「差異侵蝕」是主因。  

強烈的火山活動後，此地即全面進入海進時期，桂竹林層開始沉積，並在火成岩內的氣

孔及裂隙形成豐富的次生礦物，其中含二氧化錳的文石只有本地才出產。 

約民國七十八年前後，此地因屬建築工地而被開挖，目前雖已面目全非，但我們還是盡

全力為這塊寶地建立基本檔案，並即將在今年的暑假將它列為三峽免費旅遊公車的一個參觀

景點。 

  另外，我們還比較了長壽山和鄰近四個火成岩出產地〈其中三處屬新發現〉的玄武岩及

次生礦物。            

 

壹、研究動機 
 在那麼多種的玄武岩中，就屬塔狀玄武岩最為優雅而稀有，尤其是它那至今仍成謎的 

成因更讓我們想去一探究竟。我們老師也說：「三峽面積雖大，然最珍貴、最值得研究 

也最夠格當地質公園的地質景點則僅長壽山一處，可惜的是，這十多年來的工程開發 

造成了不少的破壞，再不研究就來不及了。 

貳、研究目的 
一、調查長壽山過去及現在的地質地貌並做成模型。 
二、建立不同產狀火成岩及次生礦物之基本檔案並與鄰近地區相比較 

（一）、測量塔狀玄武岩各種不同的性徵並追蹤其原本出土的位置 
（二）、調查柱狀玄武岩的現況 
（三）、對不同產狀之火成岩採樣並進行 XRD 分析 
（四）、調查該地火成岩內次生礦物的種類並與三峽其他地區火成岩內的次生礦物進

行初步的比較。 

三、研究塔狀玄武岩的成因 
參、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野外踏查用具 
二、X R D 機 
三、空照圖  
四、燒杯、電子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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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長壽山地質地形現況及過去面貌調查 

      （一）、長壽山地質地貌調查 

            我們實地踏查並詢問邱姓工頭當初土石搬運的情形，同時參考以前的學

術報告，經多方推敲與查證的結果才得知塔狀玄武岩和柱狀玄武岩的分佈情

形，還有長壽山當初開發時，在何處挖掉多少體積的土方和石材，並被載到

何處等訊息。 

       （二）、沉積岩傾斜角的測量法：  
                 我們原本要在原地測量角度，但因為只有簡單的量角器，加上現場水平

不容易抓，故改用現場照相測量法，然後在室內根據相片進行作圖與測量。  
二、塔狀玄武岩的調查 

（一）、踏查實地 

除了詢問外，並對全區進行地毯式搜索。同時，為方便建檔，繪出塔狀玄武 

岩全區配置圖（圖 1）                                                      

（二）、建立每一支塔狀玄武岩的基本檔案。  

（三）、測量  

               1、算出塔狀玄武岩有幾個節理，並用粉筆寫上層數（圖版 1） 

               2、量出每一段間距的長度（間距的量法是：從凸環的最凸處到下一個凸

環的最凸處，並由最下一層往上量）（圖版 2）, 並畫出每一支的環

距變化趨勢圖（圖 2〉，等找到塔狀玄武岩的成因時才發現，雖然工程

浩大，但並沒多大意義。 

               3、量垂直高度。  

 
 
 
 
 
 
 
 
 
 
 
 
 
 
 
 
 
 

圖版 2 

量測環距的示意圖。上圖在量第二層的環距。 

圖版 1 

量測塔狀玄武岩的示意圖。先由上而下寫出層數

的編號，並在環的最凸處做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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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框框內有數字表示其為塔狀玄岩，它又分為兩種。一種是直立的〈如 1 號〉，另 
一種是橫放的〈如 2 號〉；圈之內不標號碼的表示不確定它是否塔狀玄武岩。 

圖 1：塔狀玄武岩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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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因模擬 

我們曾用黏土往上拋及擠牙膏方式模擬其成因，待找出真正成因，才發現這 

條路是錯誤的。 

三、柱狀玄武岩的調查 

（一）、 據文獻（曹恕中 127-129）找出所載明的柱狀玄武岩露頭位置，並走產業道

路到現場探查。 

（二）、 另走 3 號省道，在路邊即可觀察到當初柱狀玄武岩露頭場景，在現場照完

像後，回去和民國 78 年論文中（曹，78）圖片比對，即可得知工程破壞情

形。 
四、其他產狀玄武岩調查 

（一）、沿著建築工地南側產業道路往上走，一路觀察路旁兩側斷面或地表的沉積岩

和火成岩產狀，並採集了必要的新鮮標本，在地圖上標示。  

（二）、有關玄武岩礦物成份分析，我們由各採集點採集了八個標本，委託台北科技

大學作 XRD（X 光繞射分析），我們也採了三個五寮地區及一個黃欉地區的

標本送去化驗。 
五、玄武岩密度測量方法  

由於玄武岩為不規則狀，且無夠大、夠精密的量筒，故用一般的排水法量體積誤差 

頗大，為減少所量體積的誤差，後來想出一招間接測量法，即「以秤玄武岩排出水 

量的質量來當作玄武岩的體積（利用水的質量即其體積）」。結果此法使標準差降到 
2%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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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塔狀玄武岩的環距變化趨勢圖 

~4~



  

伍、討論  

一、研究簡史 

  最早由曹恕中先生於民國 78 年研究火成岩柱狀節理，民國 81 年則由曹等五人探討

本地區地質年代，他們認為約八百萬年前火成岩噴發於南莊斷層頂部。之後，即進

入海進時期，桂竹林層開始沉積。 

二、長壽山的位置 

    位於橫溪（圖版 5、6）與土城邊界（圖 3〉，由三峽往土城方向，過了橫溪橋左

轉，可見「長壽山三段」公車站牌（圖版 4），站牌有一條斜坡石子路，路左側有一

斷面，露出沉積岩的層理（圖版 3）。直走左彎即可看到工地事務所，事務所以上即

為長壽山火山噴發區。 
 
 
 
 

 

 

 

 
 

 

 

 

 

 

 

 

 

 

 

 

 

 

 

 

 

 

 

 

 

圖 3 

橫溪剖面的簡易地質圖。當地的地形面是東北高而西南低，B

處之火山熔岩為最高點。由側向追蹤可看出圖上出露之火山熔

岩和火山凝灰岩為同一期火山噴發的產物。A 點為目前塔狀玄

武岩的堆放處，B 點為未破壞前柱狀玄武岩的露頭處，C 點為

塔狀玄武岩的原來露頭處，D 點為新發現的火成岩區。¯1、

¯2、¯3、4 為標本採集點，卍為普天道院。改編自曹等 5 人，

圖二；民國 8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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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6 

長壽山近照圖。與上一圖版同角度。中間遠方的山

即為長壽山最高點，其右方高壓塔附近即為塔狀玄

武岩區。 

圖版 5 

長壽山遠照圖。站在三峽環河路向東照。山丘上

的紅色屋頂建築物即為工地事務所。 

圖版 4 

長壽山入口處。 

圖版 3 

長壽山入口處的斷面層理。〈箭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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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質地形方面 

   〈一〉沉積岩 

            由於長壽山植被茂密，故不易觀察到斷面的層理，不過在入口處左側卻有

一明顯的崩塌斷面，經照相測量後，得傾斜角為 23。，北高南低，再參閱地

質所學術論文（曹等五人，民 81 年），知為南莊層最上部，年代約為 800 萬

年前。 

〈二〉火成岩 

         沿著長壽山的產業道路往東調查，在採集點¯1、¯2 及¯3 一帶所見到的

都是火山凝灰岩（圖版 7~10），其中¯2 點另有化木一件（圖版 10），¯4 點的下

坡處還是凝灰岩，並發現有一塊木炭夾在凝灰岩中，往上坡處走即進入火山熔

岩流區（圖版 12），岩石堅硬烏黑，為玄武岩，且岩石孔隙普遍有淡黃色的方

解石，白玉髓、文石則零星出現。（圖版 28） 

 

 

 

 

 

 

 

 

 

 

 

 

 

 

 

 

 

 

 

 

 

 

 

 

 

 

 

 

圖版 7 

工地背後斜坡的零星火成岩可明顯看出這些土

壤經過人工挖掘過，此處以左被挖掉近三十公尺

厚的土壤及其上的火成岩，地點 1。 

圖版 8  火山凝灰岩的斷面。 

圖版 9  火山凝灰岩的疏鬆表面，地點 3。 

 
圖版 10 

火山凝灰岩及木化石。黑色的岩塊即為木化

石，地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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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不同產狀的火成岩 

〈一〉塔狀玄武岩 
1.重要性 

       嚴格說來，這些標本不僅是「三峽之寶」，更是「台灣之寶」，因為台灣有玄

武岩噴發的地點雖不少 ，但卻只有本地有這種產狀的玄武岩，特殊性不言而

喻。 
2.出露的位置 
根據邱姓工頭及石友敘述，原本的出露地點在熔岩流區南側（見圖 2），即高

壓塔的西側下緣，只是雜草叢生，無法調查。目前這些標本被移置工地事務

所前的緩坡空地上當造景用（圖版 13、14）。  
 
 
 
 
 

 

3.數量 
      目前在事務所的共有 143 根，加上台大地質所的 6 根及台中科博館的 2 根，

總計 151 根。 
4.特徵 
由於塔狀玄武岩的特徵記錄表很佔篇幅，故只摘錄 7 支如表 1，至於重要的 
特徵則說明如下： 
特徵（1）：塔狀玄武岩最大的特徵是那一圈一圈的凸環，而且環與環之間都

大致呈平行，少有例外。 
      特徵（2）：其底部最為寬大，越往上則越縮小，故遠看略呈塔狀。  

特徵（3）：底部較平，頂部則分為平頂、凸頂、斜頂和不規則形（圖版 15、

16）。  

圖版 12  夾在火山凝灰岩中的木炭。 
圖版 11  在火山熔岩流區採集標本，地點 4。地

表的玄武岩明顯地被現代機械打碎。 

圖版 13 塔狀玄武岩在事務所前造景公園下坡處的排放情形。 圖版 14 塔狀玄武岩在工地事務所正前方的堆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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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4）：凸環上部比下部的斜度緩。（圖 4） 
特徵（5）：層數與高度有相關性，即環數愈多的其高度有愈高的趨勢，但並

不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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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層數與高度的關係圖〈我們挑了 24 支塔狀玄武岩來繪製〉 

圖版 15 

平頂的塔狀玄武岩。編號 1。 

圖版 16 

凸頂的塔狀玄武岩。編號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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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與環間距（cm） 編 
號 外形 頂部 

形狀 
高度
（cm） 

總

面

數 

層

數 1 2 3 4 5 6 7 8 
備註 

16 

 

？ 
 
 
 

120+  3 31+ 18 71      縱身破損 

108 

 

平

頂 
84+ 6 3 27+ 25 31.5      裂縫中有錳

華文石、 
縱身破損 

139 

 

？ 53+ 4 3 10+ 22 21       

27 

 

平

頂 
116+ 2 6 9+ 23 25 28 19 20   縱身嚴重破

損 

78 

 

凸

頂 
200+ 4 7 27+ 29 25 30 33.5 32.5 22.5  重量約 548 公

斤 

121 

 

凸

頂 
161

+
 4 7 33+ 21.5 30.5 29.5 16 10 20   

126 

 

凸

頂 
150+ 3 8 18.5+ 21 15 18 16.5 14 18 29+ 縱身嚴重破

損 

註：頂部形狀及總面數打「？」者表不確定；高度的數字右上方的「+」號

表示因埋在土裡，故高度應略高於所測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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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塔狀玄武岩特徵紀錄表 

 



  

5.成因 

〈1〉三種理論  

在訪問三位地質學教授後，我們整理出三種理論，經多方的驗證後，發

現理論三才是正確的，並敍述如下： 

1理論一  

它是由柱狀玄武岩崩塌後、埋在土裡，經常年的「差異侵蝕」所形成。

但若是如此，則距離塔狀玄武岩區北方約 50 公尺的柱狀玄武岩區為

何根本沒有這種的玄武岩？可見這兩種產狀的玄武岩成因根本不

同，不能混為一談。 

2理論二  
若是天然力所形成的差異侵蝕，則層狀的結構不可能如此有規律性， 
故它可能是人工雕琢出來的。有兩點我們認為不妥,，1.若是人造物，

則常有一些不太自然的刻痕或磨痕，但我們卻遍尋不著。2.最重要的

是，現址根本找不到任何史前人的遺物（如石器或陶器），故可判斷

其根本不是人造物。 
3理論三  

塔狀玄武岩是由會大量冒出氣體之薄層熔岩流經堆積、冷卻、收縮、 
凝固、破裂，再經長時間風化而成。請看下圖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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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股股溶岩流向四面溢流，因為黏滯性低，故流得較

遠且變薄，流的過程中，每股熔岩流的上部因減壓而

釋放出大量氧體，故氧孔較多，造成上下部的緻密度

不同。這些一股股的熔岩流層層堆積，並逐漸冷卻。

2. 熔岩流冷卻過程中因與冷卻的空氣及地表接觸， 

接觸面便均勻的收縮，使得體積減少而產生裂隙，於是

形成了多邊型的柱狀節理。同時，由於柱狀玄武岩也有

水平方向的裂理，再加上地殼變動，故一支支的玄武岩

會傾斜、倒塌甚至斷裂。 

3. 經過數百萬年的風化作用，柱狀玄武岩由於質地堅

硬緻密，故變化不大，但塔狀玄武岩因質地疏鬆，且每

層的上下部緻密度又不同，故節理的稜角較具圓度且有

因差異侵蝕所引起的凸環結構。 

圖 5. 塔狀玄武岩形程過程示意圖(縱剖面) 



  

 
（2）理論三的推論  

                以下從五方面來剖析理論三所衍出生的推論  
1.地理位置  
1柱狀玄武岩區位於中央最高點，而塔狀玄武岩區位於四周較底漥處。 

2.成分 
2柱狀和塔狀玄武岩既然來源相同，故成分應該相同。而ＸＲＤ得檢

驗即證實此事（參考表 2，04 及 07 標本）。 
3同上，因後者有大量氧體冒出而形成許多氣孔，故質地應該比較疏

鬆，這一點可由岩石表面及內部切片看出（圖版 17~19）。 
4塔狀玄武岩的密度稍小於柱狀玄武岩的密度。  

3.玄武岩的流動 
5每股熔岩流流得越遠，則變得越薄，這間接證明有的玄武岩雖不高，

但環數相對較多，因為它位於較遠處，如編號 126。 
6大的尺度來看，流得越遠，每層熔岩流會與地面越接近平行。 
7因每股熔岩流流量不同，故每一層塔狀玄武岩的厚度也不一樣，這

一點可以說是塔狀玄武岩最普遍的現象。 
4.冷卻  

8塔狀和柱狀玄武岩既然成分及冷卻環境皆相同，故應該都有柱狀節

理。 

5.風化 

9柱狀玄武岩因為質地堅硬緻密，故節理的稜角比質地較鬆軟的塔狀

玄武岩明顯。 

V塔狀玄武岩的每一層因為上部疏鬆、下部密實，故年代一久即有明 

顯的差異侵蝕效應，亦即會有凸環的結構。 

○11 柱狀玄武岩因為於火山的中心噴發位置，故不像塔狀玄武岩有因流

動所引起的層狀結構(即氣體冒出的效應不明顯)，故柱狀玄武岩沒有

凸環的結構出現。 

○12 凸環的上部與凸環的下部是截然不同的，因為凸環的上部是與那一 

層的底部相連的，故質地較密，而凸環的下部則是下一層的上部， 

故較疏鬆，所以凸環的下部比上部易受到侵蝕。亦即凸環上部比下 

部的斜率小(見封面)。 

（3）小結 

由於前面十二個推論都被我們證實，故我們認為塔狀玄武岩的形成非 

理論三莫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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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20 

編號 142 塔狀玄武岩凸環之岩石薄片。凸環中心

處的石質比外圍緻密，氣孔的填充物也較少。 

圖版 19 

切薄片來比較玄武岩的緻密度。左上為編號 59

塔狀玄武岩凹陷處之岩石薄片；左下則為同一玄

武岩凸環之薄片。可見上者填充物較多，且石質

較疏鬆。右邊則為柱狀玄武岩區的玄武岩薄片，

石質顆粒更密。 

圖版 17 

凸環在下部，凹陷處在上部，可見下部氣孔較

少、較緻密，上部氣孔較多、較疏鬆。亦即下部

比上部耐侵蝕，故凸出，此即典型的「差異侵蝕」。

圖版 18 

圖下方為凸環處，較緻密；圖中、上方為凹陷

處，氣孔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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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柱狀玄武岩 

1.根據民國 78 年的論文（曹，128 頁），在Ｂ區（參考圖 2）有數十公尺範

圍的柱狀玄武岩露頭（圖版參考 60、61），但已被夷為平地，不過我們還

是在附近的小徑找到一根被棄置的柱狀玄武岩（圖版 21）。 
2.目前在台大地質所門前則保存了 17 根從此地搬過去的柱狀玄武岩標本 
（圖版 22）。 

 
 
 
 
 
 
 

        

〈三〉其他產狀火成岩：主要是全區皆有分佈的火山凝灰岩。 
〈四〉意外發現 

          在與石友聊天過程中，無意間得知這一帶除長壽山外，尚有三個火成岩

出產地，且石友的採集史已超過一、二十年了，只是學術界尚未有專文報

告，於是我們除了到最近的黃欉勘查外，也跟石友商借一些標本，並進行

火成岩成分的比較工作，以下簡略介紹這三個地區的火成岩 
1.黃欉地區 

位於長壽山最高點南方約 700 公尺，可由溪東路 233 巷進入黃欉墓園東側， 
這一帶的地面和溪中滿佈玄武岩石片及少數的文石。有的表面佈滿大小不

一、直徑約 1 至 3 公厘的凹坑，石友俗稱其為「梨皮點」。 
  

 
 
 
 
 
 
 
 
 
 
 
 

圖版 21 

被棄置的柱狀玄武岩。地點 4。

圖版 22 

被搬到台大地質所的 17 根柱狀玄武岩。 

圖版 24  

黃欉的玄武岩。皮石黃褐色，節理發

達，線條非常清楚，頗具幾何之美。 

圖版 23  

黃欉的玄武岩。呈平頂的金字塔

形，石皮有凹坑（俗稱「梨仔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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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馬祖田 
西南與長壽山相距約 1 至 2 公里。可由龍泉路進入，行約 1 到 2 公里，路 
的兩旁及溪中頗多火成岩。岩石內為淺灰色，且常有梨皮點（圖版 25）。 
不見次生礦物。 
 
 
  

 
 
 
 
 
 
 
 
 

3.清水 
西南距長壽山約 7 公里。可由青雲路進入。岩石表面有大小不一的凹坑， 
且時有凸起的筋紋，石友稱為「牽筋」。不見次生礦物。 

    Ú五寮 
     此地為學界及民間早已熟識之火成岩露頭點，出產大量玄武岩及次生礦

物，尚義橋西北方約五百公尺處並有一整排長約五十公尺的柱狀玄武岩

露頭。 
〈五〉玄武岩密度測量和重量的估計 

 
 
 
                

 
2.重量的估算 

我們找三件尺寸為大中小的標本來估算重量，分別為 4345 公斤、548 公

斤、108 公斤。 
  

 
 
 
 
 
 
 

圖版 25  

馬祖田的火成岩。 

石皮灰色，表面有凹坑（即梨仔皮〉。 

圖版 26  

清水的玄武岩。 

土黃色，有大小不一的梨仔皮，左邊則有明顯的

筋紋，石友黃碧村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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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密度測量 
我們分別取三件塔狀及三件柱狀玄武岩的標本測密度，結果前者平均度

密 2.6 2 0. 05；；後者平均密度 2.87   0. 02，前者比後者密度稍小。



  

 
五、礦物分析 

 
 
 
 
 
 
 
 
 
 
〈一〉不同產狀火成岩的 XRD 分析 

編號 採集地點 肉眼所見之產狀及其他

特徵 
岩石名

稱 
檢驗結果 

A-01 橫溪長壽山工務所背

後山坡（地點一） 
岩層鬆軟、約一公尺

厚；底色青灰，有許多

黑斑點。 

火山凝

灰岩 
有大量石英及少量斜長

石 

A-02 橫溪長壽山之碎石子

路上（此標本含有一

木化石；地點二） 

岩層鬆軟、露出地面、

青灰色，可見雲母片及

大顆礦物（在袋內） 

火山凝

灰岩 
有大量石英及少量斜長

石 

A-03 橫溪長壽山之馬路北

側緩坡（地點三） 
鬆軟、底色黃灰，有大

小不一之黑斑。 
火山凝

灰岩 
有大量石英及斜長石 

A-04 橫溪長壽山上之馬路

北側之上升坡路（地

點四） 

熔岩流、青黑色，質地

堅硬，有黑色粒徑＜1 ㎜

之礦物。 

玄武岩 斜長石、普通輝石 

A-07 橫溪長壽山工務所前

之塔狀凝灰岩 
可見粒徑＞1 ㎜之白色

條狀及黑色片狀之礦物

無明顯節理、質地不像

玄武岩堅硬，但比編號

01、02、03 硬了許多。

玄武岩 斜長石、普通輝石 

A-08 橫溪黃欉墓園（在長

壽山之東南側緩坡） 
青灰色、可見黑色片狀

礦物。 
玄武岩 斜長石、普通輝石 

 
 

 
 
 
 
 

表 2. 長壽山火成岩 XRD 受測標本屬性一覽表    93.12.27 

圖版 27 

拿去台北科技大學送驗的火成岩標本。 

~15~



  

 
 
1.很明顯的，火山凝灰岩的成分根本不是它原來的，而是後來的填充礦物。 
2.4 號和 7 號成分相差無幾，但 7 號的輝石較少，這應該是７號（塔狀玄武岩）

的質地較疏鬆，故較易受風化的緣故，但，為何只有輝石較少呢？可能是當時

沉積環境偏向鹼性，故鐵鎂礦物較易被侵蝕，而「綠泥石」的出現也間接支持

的這個想法。 
3.新發現的玄武岩露頭點黃欉墓園(即 8 號)成分與 4 號雷同，由於相距僅數百公

尺，故可能二者為源自同一個火山噴發點。 
〈二〉火成岩內次生礦物的種類 

1.我們的標本數為 125 件，絶大多數含多種共生礦物，其中 110 件為現場採集

到的（圖版 34~40），15 件為石友贈送的。礦物總計有 8 種，如下表  
礦物種類 白玉髓 方解石 瑪瑙 硫化鐵 二氧 

化錳 
文石 白水晶 綠泥石

數量 多 極多 少 1 3 少 4 1 
數量多寡

的排序 

 
2 

 
1 

 
3 

 
7 

 
5 

 
6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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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礦物出現位置 

     礦物主要出現在熔岩流區（即Ｂ區和Ｃ區，圖 2），而且都出露在玄武岩

的氣孔或裂隙中，顯現火成岩在噴發後，有過海水的浸透作用。  
3.長壽山和三峽其他有火成岩噴發地區次生礦物之比較 
（1〉文石 

台灣所產的文石大同小異，即形狀為同心圓（橢圓形或不規則圓），正 
圓形則少之又少（圖版 41）；而組成礦物多以方解石為主，不過偶而 
也會看到以白玉髓為主要成分的文石，至於各地較特殊的文石則敍述 
如下 
1長壽山 

以含樹枝狀二氧化錳礦物的文石為最特殊，其內偶而也有白玉髓與之 
共生（圖版 42）；白玉髓質乳白色的放射狀文石也是它的特色之一（圖 
版 43）。 

2五寮 內詩朗地區 
石友暱稱該地為「阿萬仔」，特色為咖啡底，色彩的對比清晰（圖版 
44）。 

3復興鄉 三民的向天坡一帶 
與五寮相距不遠，特色是眼串在一起，且外圍有金色的針狀結構（圖 
版 48）。 

4復興鄉的蝙蝠洞附近 
石友暱稱該地為「賓拉登」，特色為文石眼小又密，而且黑色對比非 
常明顯（圖版 47）。 

5復興鄉的三民橋一帶 
石友暱稱該地為「三民橋腳或橋腳」，特色是文石的產狀包羅萬相， 
為台灣文石集大成之處（圖版 49~51）。 

Ú附帶說明的是，由於澎湖的文石早已禁採，故文石的買賣近幾年來在

三峽相當熱絡，價格的高低端視文石同心環〈即「眼」〉的明暗對比

及色彩的搭配，若為「畫龍點睛」〈即圓心深色（圖版 45）〉，則價格

不斐，若為「有眼無珠」，〈即「白內障」（圖版 46）〉則少人青睞，〈以

上部份敍述摘錄自石友西瓜的談話。 
〈2〉文石以外的礦物：以五寮、三民橋一帶的礦物種類較多，不過礦物成分

多以碳酸鈣或二氧化矽為主，偶而其內也會有各色的針狀結構，白玉髓

的產狀也頗為多元。詳見解說（圖版 52~59〉。 
六、長壽山破壞情形總評估：經詢問與查證的結果，我們獲得以下四點結論（參考圖 1） 

〈一〉火山凝灰岩區（由工地事務所一直到火山熔岩區的界限）被挖掉約厚三十公尺

的上層凝灰岩和下層的沉積岩，所挖掉的土石大部分是賣給北三高工程處作為

北三高樹林段的土基。  
〈二〉火山熔岩區北段的柱狀玄武岩全被挖掉（圖版 60、61）。 

 

~20~



  

 
 

〈三〉火山熔岩區南段的塔狀玄武岩區一直到最高點的山頭則被剷掉，約用一百載大

型卡車載往桃園縣的竹圍港建防波堤，至於塔狀玄武岩則全被移到工地事務

所前。 
〈四〉 另外，據觀察，全區植被（圖版 63、64）皆屬先趨性植物，以芒草及相思樹

最多，可見全區地表已被破壞。 

 
 
 
 
 
 
 
 
 
 

七、地質地形模型  
 
 
 

 
 
 
 
 
 

 

圖版 60 

攝於民國 94 年。注意屬於柱狀玄

武岩的小山丘已全被剷除。  

圖版 61  

民國 78 年攝柱狀玄武岩為位於廟左後方的凸起小丘。

圖版 64 

長壽山的遠景。 

左側略低的山即為長壽山，因色淺，故多為先趨

性植物 。 

圖版 63 

長壽山近景。 

此為工地內的產業道路，植被以芒草居多。 

圖版 62 

長壽山的地質地形模型正面。 

照相的角度略鈄，黑色的斜線為南莊層沉積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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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28 

長壽山最常見的兩種礦物。下左為白玉髓，餘為

方解石，其上左表面有大量的氧化鐵，上中則有

磨過、露出半透明、微黃色的方解石微晶。 

圖版 29 

長在玄武岩裂隙的文石。 

圖版 32 

長在塔狀玄武岩裂隙的方解石，可見又有氧化鐵

沉積在其上。 

圖版 30 

長在玄武岩裂隙的文石。表面因長期風化而沉積

出黃褐色的氧化鐵。 

圖版 31 

長在塔狀玄武岩裂隙的方解石。 

圖版 33 

長在塔狀玄武岩氣孔內的小石英晶洞。 

圖版 34 

長壽山的次生礦物。含硫化鐵（愚人金）的文石，

箭頭處即為硫化鐵。 

圖版 35 

片狀的方解石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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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36 

長壽山的次生礦物。白水晶與文石共生。 

圖版 37 

長壽山的次生礦物。綠泥石，上有白玉髓質的文石。

圖版 40 

長壽山的次生礦物。白玉髓、瑪

瑙、水晶由外而內依序共生。 

圖版 39 

長壽山的次生礦物。左為精磨的含

二氧化錳文石，右為粗磨的含二氧

化錳文石（另有共生的白玉髓）。 

圖版 38 

長壽山的次生礦物。 

含二氧化錳文石的原石，因其為

片狀，可見它是長在玄武岩的裂

縫中。 

圖版 41 

三峽地區的同心圓文石。 

圖版 42 

長 壽 山 的 次 生 礦

物。為二氧化錳、文

石、白玉髓的共生

礦，石友黃智源贈。

圖版 43 

長壽山的玉髓質文石。 

白玉髓呈乳白色且有放射狀的紋

路。陳立信送。 

圖版 44 

五寮內詩朗（阿萬仔）的文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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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49 

三民橋的文石。 

質地緻密，色彩對比柔和而清晰。 

圖版 50 

三民橋的文石。 

紅綠色搭配的文石頗為少見。石友王文樟贈。 

圖版 45 

畫龍點睛的文石。 

圖版 46 

有眼無珠〈白內障〉的文石。 

圖版 47 

三民、蝙蝠洞附近的文石（俗稱「賓拉登」）。 

眼小，黑白對比強烈為其特色。 

圖版 48 

三民、向天坡的文石。 

文石呈串珠狀，且外圍有金黃色針狀結構。 

圖版 51 

三民的大眼文石。 

眼的外圍有明顯的氧化鐵沉積。 ~24~



  

 

 

 

 

 

 

 

 

 

 

 

 

 

 

 

 

 

 

 

 

圖版 56 

三民的紫水晶。陳立信贈 

圖版 57 

五寮的葡萄狀紫玉髓。陳木堂贈 

圖版 53 

三民的霰石。石友游文生贈。 

圖版 52 

五寮溪的犬牙狀方解石 

圖版 58 

三民橋下的白玉髓。夾在玄武岩的氣孔中，呈

樹枝狀。 

圖版 59 

三民橋成串珠狀的白玉髓。 

圖版 55 

五寮溪的白玉髓。因含有金色針狀結構，俗稱「火

山毛」或「金毛」。 

圖版 54 

三民橋的白玉髓。其內的白色放射狀結構，俗稱

「兔仔毛」。 

~25~



  

陸、結論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調查了長壽山從古到今所有地質事件，並解決最困難的「塔 
狀玄武岩成因」問題，詳細完成事項如下 

（一）普查長壽山地質地貌並完成模型圖。 
（二）掌握長壽山過去所開挖掉的土方及火成岩去處。土方多拿去造北三高，石材

被載到竹圍港造防波堤。 
（三）對 143 支塔狀玄武岩做測量及統計，對於成因也提出了一個理論，並找出十

二個已知現象來證實。簡而言之，「氣體的冒出造成每層熔岩流上下質地的疏

密差異，而數百萬年的差異侵蝕，漸漸造成這些原有柱狀節理玄武岩產生層

層環狀結構。」 
（四）進行火成岩 XRD 分析，發現塔狀和柱狀玄武岩成份相當，主要是斜長石及普

通輝石。 
（五）大量參考石友收藏品，經比對而掌握本地與其他地區次生礦物的種類與特

色。目前本地的次生礦物已辨識出八種，其中含二氧化錳的文石不見於其他

地區，而其他地區的文石等次生礦物的產狀及數量則遠比本地豐富。 
（六）發現附近尚有三處火山噴發點，並進行了採樣與初步的特徵比較，其中黄欉

地區的玄武岩成份與長壽山最為接近。 

柒、跋 
塔狀玄武岩實在太美了，我們除了深深被它的美所感動，也發現有這麼多的石友熱

愛三峽的文石，為何經濟的開發一定要與自然景觀的破壞劃上等號？所以，我們決定針

對「在長壽山設立自然景觀解說站」這一議題做一點努力。  
         正巧，今年暑假鎮公所找我們老師規劃「三峽免費旅遊公車」的參觀景點，而長

壽山也因此被老師正式列入其中的一個景點。 

捌、感謝 

   感謝長壽山工地周姓、邱姓、呂姓朋友熱情地給予研究上的方便，並慷慨地告知所知的

訊息；感謝諸多石友慷慨地贈予標本並分享心得。感謝北科大、台大地質所、中央地調

所多位教授的協助與指導。 

 

 

 

 

 
圖版 65  

參觀台北科技大學的實驗室。使用偏光顯微鏡觀

察火成岩的岩石切片。 

圖版 66  

在台大地質所前由教授解說塔狀玄武岩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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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四十五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評    語 

 
 

國中組 生物及地球科學科  

 

第三名  

 
031731 

台灣珍稀之寶-塔狀玄武岩-三峽特殊地質景

點長壽山之現況調查及基礎資料建立 

 

臺北縣立三峽國民中學 

 

評語： 

本作品探三峽、長壽山塔狀玄武岩形成之原

因，在玄武岩噴發時，有一層富含氣體，另一

層氣體較少，在固化後，因差異侵蝕造成塔

狀，玄武岩本作品能利用鄉土題材作為探討主

題，並到現場採集標本(含次生礦物)。作品內

容充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