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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位於台灣南部的潮州斷層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一條活斷層，但其確切位置仍

不確定。在本研究中聚焦於潮州斷層的中段，該處保存了變形的河階地形。首先，

我們使用高解析度的航空照片來觀察並繪製這些河階及其周邊地區的地圖，接著

進行了詳細的野外調查，包括利用 RTK-GPS 測量儀獲取變形河階的高解析度地

形剖面，以及採集 OSL 樣本以確定河階的年代。一系列活斷層被統稱為潮州活

斷層帶，其中包括斷層 A（FA）、斷層 B（FB）和斷層 Bb（FBb）。這些斷層帶

的特徵包括面向山脈的崖線、前緣彎曲崖線，以及由 FA、FB 和 FBb 分別造成

的間斷坡面。FA 的多次活動記錄在從年輕到年老河階間逐漸增高的斷崖高度

中。考慮到在 T1觀察到的最高斷崖高度為 65.9 ± 6米，其OSL年齡為 35.3 ± 4.3

千年，FA 的長期斷層滑移速率約為每年 2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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