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柒、中部橫貫公路的地形觀  

中部橫貫公路西起東勢，東迄花蓮太魯閣，全長189.5公里。中橫公路景觀可以大禹嶺為景觀分界點；

從東勢西行經谷關、青山、達見、梨山抵合歡山埡口，是西段部分，因有大甲溪環伺，河谷、縱谷、

河階地形豐富，另外溫泉及農場也是此段著名風光。東段則自太魯閣至大禹嶺部分，以立霧溪峽谷景

觀、太魯閣－－天祥一帶的地理景觀聞名於世。 

  

一、中橫公路西段

（一）大甲溪的河谷地形 

中部橫貫公路的西端從東勢開始，西行穿過深山峽谷，經谷關、青山、達見、梨山抵合歡山埡口。這

一段是沿著大甲溪以及上游支流合歡溪、畢祿溪而行，在地形景觀上也呈現中央山脈西翼常見的一些

特性。由於流向大致呈東西向，因此河流貫穿雪山山脈，呈現橫谷的地形，只有局部地區，例如合歡

溪沿線及畢祿溪的上游部份，河道接近南北向，略具縱谷的地形。梨山以東，另有公路支線向東北行

經環山、武稜、土場，出宜蘭平原；這一段支線是沿著大甲溪的上游及蘭陽溪的上游河谷而行，是標

準的縱谷地形。在中橫宜蘭支線上，思源埡口是蘭陽溪與大甲溪背向而流的縫隙。這種谷中分水的地

形景觀在本島是常見的現象。 

大甲溪沿岸河谷地形中，常見的地形景觀有沖積扇、河階、肩狀平坦稜、角床、通谷與環流丘。沖積

扇通常發育在支流與主流會合的地方，因為支流河床的坡度一般都較本流的坡度為陡，因此本流不能

把堆積物全部沖走，時間久了由支流帶下來的砂石堆積在匯流點的河床上，就形成了扇形的堆積。梨

山西方、佳陽對面，支流與主流會合點，是一個外形完整的沖積扇，由於扇面坡度緩，因此需可利用

為農地，沖積扇的外緣已被現有河道下切成陡崖。大甲溪在石岡以西，形成一個大的沖積扇，分佈的

範圍直達河口兩岸的海岸平原。 

（二）新社的河階地形 

東勢以東，大甲溪急轉成南北向的縱谷，河床廣闊，兩側河岸階地分佈很普遍，高低可分成許多層

次，直到馬鞍寮附近，河道東轉，穿越堅硬砂岩形成的峽谷、水隙。水隙以東，河谷又寬闊起來。 

東勢對岸的新社是在一層層平坦廣闊的河階台地之上，最高的水井子台地，標高在570到720公尺之

間。其次重要面廣大的是大南河階，從頭嵙山到大南附近，都屬於這一階地的分佈地區，南北延長10.5

公里，最寬約3公里，標高460至560公尺（中興嶺）；大南河階東方是標高420到510公尺的水底寮河

階；各層河階的表面，都是紅土礫石層。石岡一帶，大甲溪兩岸還有許多標高較低的河階，呈狹長帶

狀分佈在河谷兩旁。這些廣闊平坦的河階在馬鞍寮附近中斷，河谷也向東轉。 

（三）谷關一帶的河階地形 

馬鞍寮到谷關之間，河谷已呈峽谷地形，除了和平對岸白毛和博愛有低位河階之外，谷關之前，不見

有其他河岸階地的出現。 

谷關附近有哈隆低位河階，標高760到780公尺，高出河床面僅20到60公尺；它的上方有高位河階，標高

800到840公尺，高出河床約120到l60公尺。谷關也呈兩層階地，低位河階標高760公尺，高出現有河床

約40公尺；高位河階標高840到900公尺，高出現有河床約120至180公尺。哈隆台地南方的八仙，在支流

十文溪沿岸，當地有標高1,000至1,100公尺的河階，高出河床面約280到380公尺。這些河階中，高位河

階由砂礫構成，低位河階是由岩盤構成；前者是堆積性的古河床，後者是侵蝕性的老河床。這些平坦

地通常是人們集的地方，要不然就是農耕集中的地方。 

（四）谷關至佳陽的峽谷地形 

谷關到佳陽的25公里間，大甲溪兩岸直壁連互，是本省有名的峽谷，尤其青山及達見兩段更具盛名。

青山一帶原有「久良屏峽」的名稱，連見一帶則原稱「登仙峽」。大甲溪這一段河道呈現顯著的掘鑿

曲流，只是曲流規模很大，河床下切旺盛。台電公司在谷關、青山、達見建有水壩，具有發電及其以

外多目標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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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見水壩後來更名為德基壩，背後蓄水的區域，就是德基水庫。德基大壩是一個拱壩，高度大，在外

觀上不僅壯麗，而且反映山川之美，創造了勝景。 

大甲溪沿岸從和平、白冷向東直到德基附近，除了烏來一帶是以板岩、硬頁岩形成外，都由堅硬的砂

岩構成。在地質構造上，本區是雪山山脈主軸通過的地方，因此山高水深，懸崖峭壁到處可見。 

（五）佳陽沖積扇與河階地形 

佳陽以東，河谷的上方忽然開展，河岸階地再度

出現。佳陽對岸，支流來會的谷口附近出現多段

河階，有高有低，最高河階面與支流兩岸的河階

面連續，分佈長遠。實際上，這一地形是支流的

沖積扇，堆置到本流河床之上，後來沖積扇再受

切割，因此外形甚似河岸階地。 

（六）環山一帶的環流丘地形 

梨山東北，宜蘭支線經過環山時，大甲溪的曲流

在掘鑿作用中，發生曲流頸切斷的現象而形成環

流丘。這個環流丘頂部平坦，高出舊河床約30公

尺，四周是河谷圍繞，一例是現河谷，另一例是乾涸的老河床。 

（七）梨山附近的角階地形 

梨山東北，南湖溪匯入合歡溪，合歡溪又匯入大甲溪。這一地區，南湖溪由東北流來，合歡溪由西南

流來，兩支流的流路大致與大甲溪本流的流向平行，因此本支流之間夾著細長的山稜。由東北而西

南，夾於大甲溪與南湖溪之間的是平岩山（2,826公尺）－－環山（1,974公尺）稜線；由西南流向東

北，夾於合歡溪與大甲溪之間的是梨山南方延伸而來的稜線。這兩條細長稜線的上方，有明顯的細長

平坦面，福壽山農場就是建造在這種平坦面上的果園地。稜線上的平坦面從2,300公尺到1,500公尺之

間，有三段到四段，呈階梯狀逐漸向合流地點降低。合流點附近，各稜線上的平坦面都有砂礫層，清

楚的顯示出，舊河床曾經通過稜線之上。 

上面4述的細長稜線，在地形學上稱為角階。較高位的可能是紅土緩起伏面，與附近的肩狀平坦稜相

同；較低位的可能是隆起河階地形。 

（八）德基以上的肩狀平坦稜地形 

大甲溪上游地區河岸的稜線上，當有肩狀平坦稜，由砂礫層構成。這種高山邊

坡呈現的肩狀平坦稜，顯示河流急速下切之前的河床位置；這種平坦稜在前一

段描述的角階地形兩翼的短稜上，也很顯著 ，海拔高度在2,000公尺左右，這

種地形顯示以前寬大的河谷。肩狀平坦稜的出現，依據林朝棨教授的推論，是

顯示德基以上，以平岩山為中心的大甲溪上游，平均高度二十多公尺的地區，

曾經有一個廣大的老年期地形面存在。當時，這一區的地形面高度很低，河流

發育已到老年期，下切緩、側切盛，而流路廣大。 

 
 
 
 
（九）匹亞南鞍部的思源埡口河川襲奪 

大甲溪上游，七家灣溪以北到匹亞南鞍部的河谷甚為寬闊，但是水流

弱小，這樣細小的流水，是難以造成這樣大的河谷的。根據地形的發

育史，匹亞南鞍部在地質時代中，是由北向南逐漸遷移而來的。這一

處在地形上稱為谷中分水；在斷層谷。鞍部以南是大甲溪的本流源

頭，鞍部以北是蘭陽溪本流的源頭。由於河流都具有向源侵蝕的能

力，因此兩條溪流間開始爭奪鞍部，企圖搶佔地盤。蘭陽溪的一側河

谷深、河岸陡，因此崩塌以及強烈的谷頭侵蝕，遠遠強過大甲溪的谷

頭，故而兩溪之間的鞍部逐漸南移。隨著谷頭源地的被搶奪，一些原

屬大甲溪的源頭支流山谷，也被併入蘭陽溪流域。這時候大甲溪源頭

的水量大減。相反的，蘭陽溪增加了一些上源小山谷，流量增加。累

▲佳陽沖積扇。

▲河流的側切作用－－
曲流的發育。

頁 2 / 8柒、中部橫貫公路的地形觀

2010/2/5http://61.60.100.220/台灣特殊地理景觀/unit07_01.htm



積的效果，使蘭陽溪向源侵蝕的力量更為強大。 

大甲溪上游不斷被搶奪，流量大減，因此留下今日寬大河谷與細小水

流的不對稱景觀。被搶去的源頭鞍部，造成縫隙的地形，也有稱作乾

谷的。最有趣的是，在鞍部之上，還殘留著大甲溪古河床被切割後，

遺留下的河階地。大甲溪河床的縱斷曲線，缺少急傾斜的上源部份，

也明顯地指出河川上源被襲奪而去。 

七家灣溪是通往武陵農場的支流。 

  

▲大甲溪上游的峽谷。

二、東勢－－谷關－－梨山間的遊憩據點

本區的風景遊憩據點以及台8線、中橫公路沿線的風景區，略述於後： 

（一）石岡水壩 

石岡水壩為中部地區的風景區之一，位在豐原往東勢的公路邊，車程僅30分鐘，交通非常方便。除了

水壩之外，本據點的景觀特徵是寬廣的大甲溪河床，以及遠方蒼翠的山脈。 

（二）五福臨門神木 

五福臨門神木是由相思樹、榕樹、樟樹、楠樹及朴樹等五棵不同樹種的樹木合抱而成，枝葉繁衍，根

株相擁。神木位在豐原市附近的社寮角，也是豐原往東勢的必經之途。 

（三）永安宮、鯉魚護堤 

永安宮位在東勢鎮邀緣地帶，即東安里的鯉魚巷內，是東勢鎮開發史上最初的發源地，附近還有重要

的民間史蹟「鯉魚護堤」。 

（四）東勢林場 

東勢林場位於台中縣東勢鎮，距市街約8公里，由台中市到此僅須一小時，台北或高雄到此僅須三小時

左右，交通堪稱方便。此地氣候涼爽，花木扶疏，為一都市近郊良好的森林遊樂區。東勢林場原來僅

作林業及部份果園經營，近年來改變經營，積極推展農牧生產事業及目標發展利用，成為別具風格的

產業觀光遊樂地區，每逢假日人山人海的遊客為林場帶來無限生機。 

（五）八仙山森林遊樂區（佳保台） 

位於台中縣和平鄉博愛村，為十文溪與佳保溪交流處，以原八仙山林場佳保台分場之舊址為中心。 

八仙山跨越台中與南投縣境，距台中68公里，是台灣舊日三大林場之一。八仙山在中央山脈自成一

系，登臨可眺望玉山、能高山與奇萊山等連綿不絕的山巒。 

八仙山海拔二千四百公尺，山麓下即為充滿林場遺跡的八仙山林場（舊名佳保台），海拔約九百公

尺，佳保台河階台地寬廣，面積達二公頃餘，未受污染的十文溪在此與佳保溪會合，水勢浩大雄壯，

形成激流。壯麗的流水是佳保台的重要景觀，而茂盛的林木則使佳保台成為良好的森林浴場。 

（六）出雲山森林遊樂區 

本區位於台中市東北方40公里，距東勢約15公里，屬台中縣和平鄉國有林八仙山事業區第17、18林

班，以出雲山苗圃為中心包括採種園、出租梨園以及一部份榮民保育地，西邊以橫流溪為界，南面以

溪流為鄰，東邊以肖楠採種園之最高點為界，北面以山谷線為界。 

橫流溪及其東邊之支流圍繞整個遊樂區，匯合後注入大甲溪。植物群落是以樟科及殼斗科為主的天然

植群，並雜人工植群之造林木。 

（七）龍谷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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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谷樂園位在中部橫貫公路谷關的入口處，與谷關舊溫泉風景區相距500公尺，從東勢前來，車程36公

里，費時一小時左右，它是中橫的大站之一。 

龍谷樂園建成於民國68年7月，主要是利用大甲溪的支流，沿途順山勢規劃而成，步道沿線共有龍谷瀑

布、九龍許願池、孔雀飛翔花園、玉觀音谷、太魯閣山道、山胞村、情人花香道等數十景，全程約1.6

公里，步行約需30分鐘到一小時左右。 

（八）谷關溫泉 

谷關溫泉地屬台中縣和平鄉博愛村，是中部橫貫公路上的著名溫泉區。附近群山環繞，林木青荵；大

甲溪溪水則在前方迤邐而過，景色甚為清幽。 

本區早於清光緒33年即被發現，但一直乏人經營；直至民國16年才有人在此興建溫泉旅舍，谷關溫泉

始漸有人知。光復後，隨著中橫公路的闢建，谷關溫泉才慢慢繁榮起來。 

谷關溫泉水質清澈，品質良好可供飲用、無色無臭；溫度約為攝氏58度，氫離子濃度為9。 

（九）志樂溪森林遊樂區 

本區位於台中縣和平鄉德基水壩附近，距東勢鎮約68公里，面積為350公頃，全區地形為狹長之谷地，

兩側山峰綿延，志樂溪即淌漾於眾山之間，屬大甲溪集水區。 

本區地形特殊、氣候溫和，且屬保安林地，自然生態未受到破壞，提供了野生動物良好的棲息環境，

各種中低海拔珍貴的鳥類都有。另設有香杉、肖楠母樹採種園，樹型優美，樹徑高大，並有台灣杉、

台灣赤楊等的群落生長。除可供渡假中，更可提供學術教育研究之用。 

（十）大雪山森林遊樂區（鞍馬山） 

本區位於台中縣和平鄉，距東勢鎮43公里，以鞍馬山工作站為中心據點，周圍8公里均屬遊樂區，海拔

均在二千公尺以上。 

鞍馬山屬雪山山脈的中段，南臨大甲溪，北依大安溪，海拔2000公尺，林務局大雪山林區鞍馬山的工

作站即設在此處。四周山峰林立，視野遼闊，具有雄偉壯觀的天然檜木林，並有多條步道提供登山使

用，為攀登大雪山山脈的重要據點。 

本區林木一半為天然林，一半為人工林，林相清新整齊，除一般溫帶常見的樹種之外，尚有3000公尺

以上才可見到的香柏。沿途樹高參天，巨木群聚，為一理想的森林浴場。中、高海拔的鳥類，熊、

猴、飛鼠等在本區中都可見到，所以本區是一個賞鳥、賞景、森林浴、休閒渡假、登山攬勝的良好場

所。 

（十一）梨山－－德基水庫風景區 

谷關以東，中橫沿線下一個遊憩據點，就是德基水庫。

德基水庫原稱達見水庫，高及180公尺之大壩與發電

廠，為大甲溪電源開發的總樞紐。水庫採雙曲線薄型拱

壩，是亞洲數一數二的高壩，水壩靠山的一旁有一出水

口，遠望宛如白瀑。 

梨山是中橫公路主線與北支線交點上的重要據點，不僅

有水庫可供遊憩觀賞，還有各種高山果園及天池等遊憩

據點，且梨山地區正值雪山山脈與中央脊樑山脈之間，

地形上比東西兩側都低，是夏日避暑勝地。 

谷關與德基之間雖然沒有遊憩據點，但是這段路程經過的地方卻是品質最高的峽谷景觀。在地形學上

也有特殊的研究價值，它們的特性，見河流地形景觀節。 

（十二）武陵森林遊樂區 

本區位於台中縣和平鄉，在國有林大甲溪事業區第29、30、31、32、33、34等林班內。從中橫公路宜蘭

支線可向西轉入遊樂區，距梨山約30公里。 

▲德基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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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範圍包括全省第二高峰雪山，以及喀拉業山。桃山、品田山、池有山武陵四秀，另在桃山溪支流

距活動中心4.5公里有高海拔瀑布一處，遊樂區以七家灣溪流域武陵盆地為中心。區內有桃山溪、七家

灣溪、雪山溪等溪流；樹種有冷杉、松。七家灣溪、桃山溪流域棲有國寶魚－－陸封性鰻魚櫻花鉤吻

鮭，政府為保護稀有魚類之續存已列入專案保育，其他還有各種鳥類、爬蟲類及昆蟲類等野生動物。 

   

三、中橫公路東段

（一）立霧溪的河谷地形 

中部橫貫公路與蘇花公路交會點的太魯閣，距花蓮市北方約25公里，是中部橫貫公路風景線的起始

點。大禹嶺舊稱合歡埡口，是中部橫貫公路東西兩段的分界點，也是霧社支線的分岔點；當地標高海

拔2,565公尺，是合歡山與畢祿山的鞍部。大禹嶺的合歡隧道，則是台中縣與花蓮縣的界址。 

大禹嶺到太魯閣約有78公里的距離，這一段中部橫貫公路沿線的地區，都在台灣本島中央脊樑山脈以

東，是板岩以及片岩分佈的地區。全區屬立霧溪的集水地區，由太魯閣到大禹嶺的立霧溪上游地區支

流多，尤其北岸各支流流路較長，包括陶塞溪、小瓦黑爾溪、瓦黑爾溪、老西溪、砂卡礑溪以及流路

較短的慈恩溪、華綠溪、洛韶溪等。立霧溪南岸的支流都很短陡峻。立霧溪本溪以及各支流的河蝕作

用都很劇烈，下切作用極為發達，具有標準的峽谷地形。以天祥為界，以東稱為「內太魯閣峽」，以

西稱為「外太魯閣峽」，內外峽的風景大異其趣。 

（二）立霧溪的地形景觀 

中部橫貫公路從太魯閣到大禹嶺，蜿蜒七十多公里，路線大致先沿立霧溪岸上行，到天祥後，越陶

塞、瓦黑爾、隆溪等溪，再上至關原、大禹嶺。 

1.立霧溪的地質特色 

太魯閣到大禹嶺沿線出露的岩石，包括變質石灰岩（俗稱大理石）、片麻岩、綠色片岩、黑色片岩、

矽質片岩與板岩。其中變質石灰岩的分佈，主要在岳王亭以東，也就是「內太魯閣峽」分佈的地域，

在此區內，大理岩的特殊抗侵蝕能力，造成聞名於世的大理岩峽谷。岳王亭以西，河谷突然加寬，立

霧溪的支流也加多，河谷的橫剖面也由U形改變成V形河谷。這些地形景觀，無不與地質密切吻合。九

曲洞東緣的「幽谷煙聲」是一個狹長的大理岩洞，它是順岩石節理侵蝕擴大而成的。片麻岩分佈在溪

畔一帶，以白砂橋為界，西邊是片麻岩，東邊是大理岩。這兩種岩石的色澤與組織大不相同，在白砂

橋裸露的河床上清晰可見。岳王亭以西是片岩分佈的地區，也就是「外太魯閣峽」的地域；板岩則分

佈在近大禹嶺的西側地域。 

2.立霧溪地形發育的幾大因素 

太魯閣到天祥之間，地形景觀包括高山、千仞峽谷、開闊河谷、河階台地和瀑布等，在介紹這些景觀

之前，應先對本區地形的發育有個概念。控制地形發育的因素主要為(1)地殼運動、(2)地質、(3)氣候、

(4)坡度、(5)時間。 

立霧溪曾經歷三次顯著的地殼隆起運動，每次的地殼隆起，因為高度的提高，促使河流向下侵蝕作用

加劇，快速地切入河床，將河床上的堆積礫石層侵蝕搬運而去。在河流的轉彎處，外坡直接受到流水

的攻擊，因此這部分的舊河床堆積很少能留下，但是在攻擊坡的對岸，地形學上稱為滑走坡的，受到

流水的侵蝕力量較小，因而常有舊河床堆積殘留下來。當河流繼續下切，殘留的舊河床相對提高，就

形成了表面平坦的河階地，這種作用繼續不斷的發生時，就造成了好幾層高度不同的河階地，一層河

階地代表一次的河流強烈下切作用，因此理論上最高層的河階地，年代應該最老，現階段河床上的階

地，年代應該最新。 

地質因素對河谷型態的控制相當明顯，太魯閣到綠水之間，除了白砂橋附近有一小段片麻岩外，其餘

都是變質石灰岩。因為岩性堅硬，在河流不斷下切過程中，發育成兩岸幾達90度的大峽谷。綠水以

西，主要為片岩區，若性相對地較變質石灰岩軟弱，因而發育成為較開闊的河谷，兩岸的坡度也較大

峽谷地區為緩。 

（三）立霧溪的特殊景觀欣賞 

雕塑地表的主要地質力量是河流的侵蝕作用。這種切割作用揭露了地面下、地層中埋藏的地球歷史。

在太魯閣峽谷不僅可以看到變化萬千的自然之美，甚至還可以見到數億年前生成的古老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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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峽谷的錐麓斷崖附近，在短短一公里的距離內，就已經拔高1,666公尺；太魯閣北方的清水山

（高2,407公尺）到清水斷崖之間高差近2,400公尺，直線距離僅約四公里。在感歎美國大峽谷雄偉的時

候（寬四至十公里，深1,600公尺），不要忘了，我們也有雄偉的景觀。 

河谷彷彿是人體的血管，水流彷彿是血液，它們是輸送養分的大幹線。因此在人類生存的環境裡，河

流具備了無比的功能，也孕育著無數的生命。 

河流的雄壯、驚險，以及生生不息的運作，都代表著「美」，它是提高人類生活品質的一大要素。 

解說大自然的奧秘，可以使觀賞風景的遊客更能享受大自然所給予的樂趣。大自然包含了各種物理、

化學、生物……的道理，從這些道理中申，人們才能找出人與自然的相處之道－－生態學的法則。台

灣地區地狹人稠，因此我們更需要透徹瞭解人與自然相處的道理，才能妥善的利用資源，滿足生活需

求。 

1.清水斷崖 

清水斷崖位於蘇花公路和平溪以南、清水山的東側。依據花蓮縣誌的記載，清水斷崖在和平站和崇德

站之間，綿亙21公里左右。民國42年，台灣省政府定名清水斷崖，列為台灣八景之一。 

整個蘇花海岸是本島中央山脈與海相交的地方，也是花東斷層縱谷向

北延伸經過的地方，因此在地質構造上屬於斷層海岸。 

這一段海岸的景觀十分不同，主要是由於片麻岩與大理岩（變質石灰

岩）出露。它們的岩性能維持陡峻的邊坡而不致崩壞，因此海岸最為

陡峻。逼近海岸的山 

峰有許多超過一千公尺的 ，例如：和平附近的勇士山（1,227公

尺），和仁北方的飛田盤山（1,402公尺），清水附近的清水山

（2,407公尺），崇德附近的立霧山 （1,274公尺）。 

從海岸到鄰近的山峰間，平均坡度在45度以上，緊鄰海岸的崖坡由於

劇烈的波蝕作用挖鑿坡角，因此幾近垂直。 

2.太魯閣峽谷口 

立霧溪的集水面積廣達619.8公里，主流長達55.5公里，發源於合歡山（海拔3,416公尺）與奇萊山北峰

（海拔3,605公尺）之間，向東流經崇山峻嶺，斷崖深谷，在太魯閣峽谷口出山，並且造成廣大的河口

沖積扇。沖積扇的扇面向海緩傾，包括富世村與崇德村等地。 

太魯閣峽口北接清水斷崖，南接花東縱谷西側的崇山峻嶺，實際上它是花東斷層經過的地方。 

3.長春祠 

曲流是河流加寬作用的主要方式，彎曲的外側稱為攻擊坡，由於河水不斷的撞擊、淘挖坡腳，以及上

邊坡的落石作用，使邊坡呈平行後退。大理岩的岩性強硬，也有助於支持壁立的邊坡。長春祠正巧位

於立霧溪曲流發展的位置上，民國69年的大片落石，堆積坡腳，更表現了進行中的邊坡發育過程。 

曲流的內側，又稱堆積坡或滑走坡，盛行堆積作用，也是形成河階的一種過程。立霧溪兩岸的平緩坡

地，大多是河階地。 

長春伺附近還有湧泉自岩壁流出，也可見到石灰岩洞中正在成長的鐘乳石。 

4.燕子口 

大理岩又稱變質石灰岩，由於岩性強硬，不具發達的節理面，因此能夠支持高大壁立的邊坡。立霧溪

的強大向下侵蝕力量配合著大理岩的特性，造成偉大的峽谷。在這裡河流的下切作用盛行，邊坡的後

退作用遲緩，因此谷深遠大於谷寬。 

岩壁上可見大理岩的層理構造，沿著層理面可見橢圓形的洞穴，它們的形狀明顯地受到層理方向的控

制。這些洞穴以往大多是地下水流路的出口，或許也與溶蝕、磨蝕等壺穴的發育作用有關。 

▲清水斷崖是台灣八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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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洞穴中有卵石堆積、指示河流的水位曾經高達洞穴。高水位可能與洪水有關，也可能是河流下切

作用前期的地形證據。 

5.福磯、錐麓大斷崖 

立霧溪北岸、燕子口與慈母橋以北的大斷崖上方是三角錐山向西南伸出的稜線。在流芳橋正北方約一

公里的距離內，拔升達1,666公尺。 

立霧溪切斷了這條稜線，因此造成太魯閣峽谷內最壯偉的斷崖景觀。 

斷崖岩壁上的花紋，呈現各種彎曲的線形，指示大理岩曾經深埋地下，並經過塑性的流褶皺作用。 

河流的劇烈下切作用、穩定的陡立邊坡，反映著急速隆起的造山運動，以及特殊的岩性。 

6.九曲洞 

這裡仍舊是立霧溪切斷三角錐山向西南延伸的稜線的地方，由於彎曲的河道、峽谷，使公路曲折，故

而隧道眾多。 

最美的景觀應當是深窄壁立的峽谷與大理岩壁上美麗的條狀花紋。暴雨之後，兩岸岩壁之上將會懸掛

著成別的瀑布。 

7.合流（慈母橋） 

三角錐山向西南延伸的稜線夾在著西溪與立霧溪之間。兩溪相會的合

流附近，露出大理岩與黑色片岩的互層。黑色片岩裡夾著白色的石英

脈。這些石英脈受到褶皺作用後，被拉長、拉斷、扭曲，因此造成了

許多扭曲的條紋，偶然還可見到小粒的水晶閃著光芒。合流的名勝是

慈母橋，橋北巨石阻河，您可見過這般大的巨石？ 

合流西方、岳王亭附近是大理岩區與片岩區的分界。進入片岩區後，

由於片理發達，岩石邊坡容易崩壞後退，因此山谷的寬度與深度比較

接近，呈V字形，而不同於大理岩區的U字形，反映了岩性對地形的

控制。 

8.天祥 

天祥位於陶塞溪與立霧溪交會點附近。這裡出現多層的河階地形。每

一層河階的表面都成為建築的集中地。河階的證據包括平坦的地形與

卵石構成的土壤、地基。這些證據指示過去古老的河床位置。 

天祥以上，西寶附近更是古老河床分佈的地區，公路邊坡露出的礫石層就是最直接的證據。河階地是

立霧溪兩岸主要的農業用地以及建築用地。 

9.白楊瀑布 

天祥西方 ，經過一個長隧道，步行約20分鐘後，可以見到高懸崖壁之上白楊瀑布。也可以享受到峽谷

急湍、水簾洞湧泉等特殊景觀。白楊瀑布落差大而且兩岸山形雄偉，是目前較易抵達的一個高品質景

觀據點。好險！立霧溪發電計畫差一點截去了它的源頭。 

10.迴頭灣與蓮花池 

迴頭灣的北方，陶塞溪與小瓦黑爾溪會合，交會點上方出現角階地形。外形上它是一個角狀的平坦

面，如果從登上蓮花池的山徑上回頭望，可以清楚的看出它的輪廓，這種角階地形代表著古老的河床

面，由沙礫堆積而成，如今已經高懸河谷之上，落差竟達五百公尺以上。蓮花池是一個山頂盆地，中

有水池，四周坡度緩和，是一個果園地，也有竹林。 

11.合歡山 

位於花蓮、南投兩縣交界處，梨山風景區之東，並

處於橫貫公路霧社－－大禹嶺支線中間。屬本省中

▲白楊瀑布下方的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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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山脈主嶺線上的高峰，也是本省唯一的滑雪和雪

地遊樂區，平均海拔3400公尺以上。 

本區北有碧綠溪與西邊的合歡溪匯流合成大甲溪，

西南的瑞岩溪與合水溪會合成大肚溪，東面是塔次

基里溪流入立霧溪，而濁水溪發源於合歡山主峰與

東峰間集合歡山南麓之水向西南流經廬山附近注入

萬大水庫。本區主要植物為冷杉純林及高山杜鵑、

箭竹、石楠；動物有烏鴉、昆蟲、爬蟲類等。 

▲合歡山的箭竹坡。

交通部 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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