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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們從 2022/1/27～2023/2/13 對萬丹泥火山地形進行了多次踏查及土壤、噴泥採

樣，也至烏山頂與養女湖進行採樣。進行了土壤與噴泥性質測量、比較。 

我們發現新噴泥漿的 pH 值較高，為鹼性；新噴泥漿的導電度最高，其次，已凝

固或離噴發口較遠的噴泥導電度較低，有的甚至近乎於零。而歷年來的噴發點有往北

移的趨勢，同時近 30 年來的噴發點約略成一直線。此外，從地震測站的數據顯示，噴

發與地震應無關聯性。我們發現萬丹地區，波峰出現的位置大約在 200nm 到 220nm 左

右，而且大多集中在 200 到 210nm 為最多。若是萬丹地區的檢測比對燕巢的烏山頂和

養女湖的土壤和泥漿，大多其最大吸收峰落在 200nm 到 225nm 左右。 

(2023)2月 7日萬丹新噴發的成分，其最大吸收峰有稍稍偏移，但是還是大約落在

210nm到 220nm之間。 

壹、 研究動機 

七年級下學期時，無意間在電視上看到新聞報導萬丹泥火山噴發(2021/06/02)，覺

得真是神奇，第一次知道屏東縣有泥火山。 

八年級上學期時，再度看到新聞報導萬丹泥火山噴發(2021/10/13)，已經是當年第

二次了；報導也提到，當地居民有「泥火山噴發前後會有地震發生」的說法。於是請

教了老師，老師說屏東不只萬丹有泥火山地形，小琉球原先也是台灣西南海域的泥火

山群之一，心裡的好奇心又更重了，於是下定決心想要一探泥火山的奧秘，便與同學

詢問老師，請老師指導我們研究。 

 

 

貳、 研究目的 

一、 鯉魚山周圍泥火山地形踏查。 

二、比較不同區域與不同噴發時間泥漿的特性是否有明顯差異。 

三、泥火山歷次噴發位置之變遷。 

四、探討地震和泥火山活動兩者間是否有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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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文獻探討 

一、 泥火山 

陸上泥火山其成因是深部地層的高壓流體，沿著地層的裂隙向上移棲，經過泥岩

地層，並和地下水混合成泥漿，沿地層裂隙往上流竄，到達地表後「噴出」、「冒

出」或「流出」者，稱為「泥火山」。泥火山噴出物質以泥質沉積物為主，並伴隨

有甲烷氣或其他氣體噴出，點火可燃。(參考資料一) 

萬丹泥火山的地形依據泥漿黏稠度，為噴泥盆的型態；由於噴發不定時、不定

點，屬於間歇性泥火山。(參考資料一) 

二、 噴發紀錄 

由萬丹鄉鄉公所網頁資訊(參考資料二)所提供的最早噴發紀錄，為康熙六一年七

月十一日於鯉魚山(西元 1722 年，見劉良壁乾隆六年《重修台灣府志》)，一般其

它網頁能查到資訊，也幾乎為此年份。 

但最早文獻記載可以追溯至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 由臺灣府知府蔣毓英主修的

《臺灣府志》（以下簡稱《蔣志》），於卷九「古蹟」中記載： 

「湯泉：在鳳山線下淡水社。有赤山一座，山頂並無溝渠，不時出湯，亦無定

處，日潑黃灑，夜見紅光。」「赤山：由鳳山過淡水溪，陂陁平衍。時有火出其

上。又有自鳳彈而聯於東北者，亦名曰赤山。以土色赤，故名。」(參考資料

三)。「赤山」即為鯉魚山。 

近 30 年來的噴發紀錄顯示，一年大致上噴發 1~2 次。(參考資料四、七) 

這兩年來噴發日期為 2021/06/02、2021/10/13、2022/04/08、2022/06/28、2022/10/26

及 2023/02/08。2022 年噴發了 3 次，算是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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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器材及設備 

    
燒杯 塑膠杯 滴管 玻棒 

    
試藥匙 量筒 濾紙 寶特瓶 

    
2mm 孔篩網 電子秤 導電度計 PH 值檢測計 

    
鏟子 挖土器 分光度計 離心機 

 

一、 實驗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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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鯉魚山周圍泥火山地形踏查。 

選定近 30 年有噴發紀錄的地點以及過去文獻紀載中久遠前可能的噴發地點，進行

實地踏查，所選定的地點如下，並同時進行採樣： 

 
(一)鯉魚山周邊。 

1.鯉魚山山頂 

2.湖的北面 

3.湖的南面 

4.鯉魚山隔著湖對面(東方)山頭 

(二)萬丹大排(中港溪)溪畔附近高山路上的福德祠。 

(三)福德祠對面工廠後方山頭。 

(四)皇源聖殿。 

同時也踏查高雄燕巢泥火山進行觀察及採樣，以便進行比較： 

(五)燕巢烏山頂。 

(六)燕巢養女湖。 

 

二、比較不同區域與不同噴發時間泥漿的特性是否有明顯差異。 

從踏查的地點採取土壤或泥漿樣本測量其性質，測量項目如下： 

(一)測量 pH 值。(依據參考資料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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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測量導電性(電導度)。(依據參考資料七) 

(三)部分樣品使用分光光度計進行吸收光譜測定。 

 

三、泥火山歷次噴發位置之變遷。 

將噴發地點標示於地圖上，了解其變遷。 

 

四、探討地震和泥火山活動兩者間是否有關聯性。 

由中央氣象局查詢相關地震紀錄比對歷次噴發時間。 

 

 

陸、 實驗結果與討論 

一、鯉魚山周圍泥火山地形踏查。 

選定近 30 年有噴發紀錄的地點以及過去文獻紀載中久遠前可能的噴發地點，進行

實地踏查，所選定的地點如下，並同時進行採樣： 

(一)鯉魚山周邊。時間為 2022/01/27 及 2022/02/27 共兩次 

1.鯉魚山山頂涼亭下方 

 
 

 
 

1. 湖的北面與北面岩壁 

 

 

 
 



6 

  

3.湖的南面土丘 

 

 

 

2. 鯉魚山隔著湖對面(東方)山頭 

由於山頂植被茂密甚難行走，採集

山腰墓園旁土壤 

 

 

 

 

 

(二)萬丹大排(中港溪)溪畔附近高山路上的福德祠。時間為 202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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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福德祠對面工廠後方山頭(鄰近汞汙泥整治場)。時間為 2022/02/27   

  

  

  

 

(四)皇源聖殿。時間為 2022/01/27、2022/02/27、2022/10/27 及 2023/01/12 共 4 次 

 
2022/1/17 皇源聖殿後方堆積泥層 

 
2022/2/27 皇源聖殿後方堆積泥層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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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7 皇源聖殿緊鄰建築後方之噴口  

2022/2/27 皇源聖殿前方廣場 

 
2022/10/27(噴發日隔天) 廟前農田 

 
2022/10/27(噴發日隔天) 廟前農田 

 
2022/10/27(噴發日隔天) 廟前農田 

 
2022/10/27(噴發日隔天) 廟前農田 

  

2023/2/13(噴發後 5 天)廟前廣場 
 

2023/2/13(噴發後 5 天) 廟前農田 

 
2023/2/13(噴發後 5 天) 廟前農田 

 
2023/2/13(噴發後 5 天) 廟前農田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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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踏查高雄燕巢泥火山進行觀察及採樣： 

(五)燕巢烏山頂。時間為 2022/09/17 

 
烏山頂泥火山地景自然保留區噴泥錐 

(不可採樣) 

地景自然保留區聯外道路中的噴泥口 

為採樣地點 

 
烏山頂泥火山地景自然保留區入口處的

噴水洞(不可採樣) 

 
地景自然保留區聯外道路中的噴泥口 

為採樣地點 

 
烏山頂泥火山地景自然保留區側面另一

處噴泥洞(不可採樣) 

泥油呈現淺黃色 

 
地景自然保留區聯外道路中的噴泥口 

為採樣地點，黑色泥油明顯(應是碳氫

化合物)，頗為濃稠 

 

(六)燕巢養女湖。時間為 2022/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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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噴泥盾、噴泥池 

 
為採樣地點，黑色泥油明顯(應是碳氫

化合物)，頗為濃稠，與烏山頂聯絡道

路極為相似 

 

 

二、比較不同區域與不同噴發時間泥漿的特性是否有明顯差異。 

【採樣地點】如地形踏查照片中所示 

我們將採樣地區依時間和地理位置分為四組： 

第一組：萬丹鯉魚山(2022/2/27) 

分別採集鯉魚山隔著湖對面(東方)山頭墓園底下與墓園頂部土壤、工廠表層及

底層土壤、高山路邊福德祠旁噴泥、湖北面用鏟下挖 30 公分深處的泥土 

第二組：皇源聖殿（2022/10/27，噴發隔日） 

分別採集新噴泥及其泥漿（此兩組為所有組中最深色之噴泥） 

第三組：皇源聖殿（2023/2/13，噴發後 5 天） 

分別採集噴發口邊、噴發口流出處、廟前廣場噴發口、廟前廣場水

溝中冷卻之噴泥 

第四組：燕巢泥岩地形（2022/9） 

分別採集烏山頂聯絡道路邊的噴泥、養女湖的噴泥 

 

【測量方法】(依據參考資料六、七) 

《測量 pH 值與電導度》 

1. 將實地採集之土壤或泥塊利用 2mm 孔隙的篩網磨成較細緻的粉狀物 

2. 將磨好的土壤取出 20 克，並加入 100 毫升的 RO 水（實測其 pH 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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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使兩者比例成 1:5 

3. 將溶液攪拌均勻至無沈澱為止（無法完全溶解者則攪拌至不可再溶解為

止） 

4. 靜置 30 分鐘至 1 小時，使較澄清之溶液上浮 

5. 架好濾紙於燒杯上開始過濾溶液，使其澄清 

6. 將 pH 值檢測計和導電度計先後放入澄清液測量實驗數據 

7. 重複上述步驟測試所有土壤樣本 

 
 

 
 

 

《測量吸收光譜》 

1. 將實地採集之土壤或泥塊利用 2mm 孔隙的篩網磨成較細緻的粉狀物 

2. 將磨好的土壤取出 20 克，並加入 100 毫升的 RO 水（實測其 pH 值為

8.3），使兩者比例成 1:10。 

3. 將溶液攪拌均勻，然後進行離心以得到澄清溶液。 

4. 使用分光光度計測量吸收光譜。 

5. 重複上述步驟測試所有土壤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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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結果】 

(一)測量 pH 值。 

 

我們發現新噴泥漿的 pH 值較高，為鹼性，而時間越久遠的土壤則偏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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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測量導電性(電導度)。(依據參考資料七) 

 

我們發現新噴泥漿的導電度最高，其次，已凝固或離噴發口較遠的噴泥導電度

較低，有的甚至近乎於零。 

 

 

(三)部分樣品使用分光光度計進行吸收光譜測定。 

我們用我們現有的分光光度計做 200nm 到 800nm的全波段掃描土壤和泥水。 

 

 
我們發現以上圖表，波峰出現的位置大抵相同，而且出現最大吸收波長的位置很

接近，大約在 200nm 到 220nm 左右，而且大多集中在 200 到 210nm 為最多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導電度

萬丹工廠底 

1、萬丹泥墓頂 

2、萬丹泥墓底 

萬丹工廠表 

最大吸收波長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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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現以上圖表，波峰出現的位置大抵相同，而且出現最大吸收波長的位置很

接近，大約在 200nm 到 220nm 左右，而且大多集中在 200 到 210nm 為最多，只是

湖水北邊平台吸收值較當地下挖 30cm 少，我們猜測是因為地表被日曬雨水沖刷

所致下挖 30cm 的吸收值較多應是被上方土壤保護，其成分不致流失。 

 

土地公廟那裏的土壤吸收峰較少，或許因為在農田附近，有灌溉水沖刷。 

 

 
我們發現以上圖表，波峰出現的位置大抵相同，而且出現最大吸收波長的位置很

接近，大約在 200nm 到 220nm 左右，而且大多集中在 200 到 210nm 為最多 

 

5、萬丹土地公廟 

6、萬丹湖水北平台 

7、萬丹下挖 30cm 

8、 20221027 萬丹新噴泥 

9、 20221027 萬丹新噴泥

漿 

最大吸收波長位置 

最大吸收

波長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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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23)2 月 7 日萬丹新噴發的成分，我們噴發完隔天就去採樣，雖然其最大吸

收峰有稍稍偏移，但是還是大約落在 210nm 到 220nm 之間。 

 

 
若是萬丹地區的檢測比對燕巢的烏山頂和養女湖的土壤和泥漿，也僅些微差異，

大多其最大吸收峰落在 200nm 到 225nm 左右。 

 

如果要進一步了解泥漿成分，還需要用同位素來檢測。分光儀只能初步看

 

14.萬丹 20230207 噴口流出 3m 外 4 

13.萬丹 20230207 噴口邊 4 

最大吸收

波長位置 

最大吸收波長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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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是否有相異吸收波長。 

 

【問題與討論】 

問題一：檢測樣本中土壤與水的比例。參考文獻上提供測量 PH 值的數據比例

為土比水 1:1，但測試導電度則是 1:5，因為溶液比例為控制變因，因

此我們必須選擇其中一種較佳比例完成接下來的實驗。 

解決方法：我們調配兩種不同比例的溶液，分別是 1:1 及 1:5 觀察兩種

溶液，結果發現由於許多泥岩樣本太過黏稠，若使用 1:1 的

比例調製，不僅在攪拌後仍有許多沈澱，過濾時也需花費

大量時間，幾乎無法過濾出澄清液，而 1:5 的比例雖然也會

有些許沈澱，但相較 1:1 改善許多，因此最後我們採用 1:5

的比例調配後續實驗用溶液。 

問題二、部分較黏稠溶液，過濾時須耗費大量時間。 

解決方法：當滴出澄清液的時長開始明顯拖延，甚至已經堵塞無法過

濾時，更換新濾紙以繼續實驗，並且利用滴管吸取溶液叫

澄清的上層過濾，以加快實驗進度。 

 

三、泥火山歷次噴發位置之變遷。 

我們參考網路資料統整出近年萬丹泥火山噴發紀錄（1998 年～2023 年） 

年份 日期 時間 
噴發口數

量(個) 
噴發口位置 

1998 8/28 12:40 6 皇源殿前空地 

1999 1/23 7:30 3 皇源殿右方 3-10m 處 

2000 10/81  14:00 4 鯉魚山、皇源殿右前方 

2001 4/14-4/15 深夜～凌晨 4 集中於一未知洞穴（最壯觀） 

2002 2/25 14:20 1 皇源殿旁農田地底 

2002 8/31 8:00 4 南光寺北側數百公尺大排水溝河床中 

2002 12/19 5:30 1 中港溪畔 

2003 2/12 13:30 1 中港溪畔（和 2002/12/19 同地點） 

2003 9/2 1:00 1 皇源殿右側廣場（遇杜鵑颱風） 

2004 4/14 14:00  皇源殿 600m 處中港溪畔 

2004 10/15 2:00  大排堤防邊（和 2002/8/31 同地點） 

2005 9/1 6:30 4 
皇源殿後方 50m 處農田地底（歷年最

北邊） 

2006 2/28  2 皇源殿左右兩側 

2006 8/4 14:00 2 皇源殿左右兩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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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1/7 20:00 6 皇源殿右方 

2007 5/4  3 皇源殿後方農田上 

2007 8/14   皇源殿右側廣場 

2007 12/11   皇源殿牆角 

2008 11/4 2:00 3 皇源殿牆角、殿左前方紅豆田中 

2009 3/2 4:00 2 皇源殿牆角、殿西北側 100m 處 

2010 12/21 1:00 4 赤山巖汞污泥置放區 

2011 12/2 3:00 3 汞污泥南方、農田上 

2012 7/18  1 汞污泥儲存場附近、赤山巖廢棄工廠 

2012 12/2 12:00 2 
汞污泥儲存場旁、屏 55 線道路 1.3km

處（封路 100m） 

2013 4/28 9:00 5 皇源殿西方 50m 處 

2013 7/19 3:00  赤山巖產業道路旁土地公廟後 

2014 3/27 8:00 3 赤山巖後方（地面裂開 30m） 

2014 8/4  1 嚴仔路竹林內 

2015 1/29 6:00 1 
新園鄉第一公墓內 

（後四次始向新鳳台 27 線移動） 

2015 7/31 7:31 2 新園鄉第一公墓內 

2015 10/28 6:00  新園鄉第一公墓內（淹沒農田） 

2016 4/28 9:00 5 
新園鄉第一公墓稻田中 

（距 2015/10/28 西移 2km） 

2016 6/24 18:00  皇源殿附近農田中 

2018 5/15  2 稻田中 

2018 12/24 8:50 1 灣內村產業道路（路田交界） 

2019 7/8  1 灣內村水圳旁 

2019 11/6 21:00 1  

2020 12/16 8:00 1 灣內村產業道路上 

2021 6/2 4:00 1 灣內村水圳旁 

2021 10/13 21:00 1 皇源聖殿旁 

2022 4/8 5:00 1 皇源聖殿旁 

2022 6/28 8:40 1 皇源聖殿旁 

2022 10/26 5:00 2 皇源聖殿東西兩側的紅豆田 

2023 2/8 凌晨 5 皇源聖殿旁、前方、右側 

 

將噴發地點標示於地圖上，藍色圈圈是該區域的幾個高點，我們認為是過去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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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文史紀錄的主要噴發點，當然可以推測這三處是更久遠之前歷經多次大規模

噴發所形成，才會有一定高度與覆蓋面積。 

紅色圈圈為近 30 年來主要的噴發點，可以看到約略成一直線分布，這一點值得進

一步研究。最近這幾年，噴發點頻繁的出現於皇源聖殿周邊，噴發點有向北移的

趨勢。 

 

 

 

四、探討地震和泥火山活動兩者間是否有關聯性。 

多則新聞報導 2022/06/28 上午的噴發，同時也提及，當天凌晨有發生小規模地

震，小琉球的震度是 3 級。不少人都好奇，泥火山噴發是否與地震有關？ 

我們由中央氣象局查詢當日相關地震紀錄，2022/06/28 有十餘筆規模 4 以上之紀

錄，恰巧的是這十餘筆震源均位於小琉球西南海域，台灣西南海域泥火山群可能

接近百座(參考資料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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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皇源聖殿也有中央氣象局的測站，於是我們也查詢了該測站的紀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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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測站並未有 6 月 28 日附近日期的紀錄，而且該區目前並未發現斷層，且離最近

的旗山斷層仍有相當距離，因此可以推論噴發與否地震關聯不大。 

聯合報在 2022/7/2 關於該次噴發的報導中，也訪問了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齊士

崢教授，指出泥火山噴發主要原因是氣體累積，與地震的關聯性須深入研究才能

釐清。屏東大學總務長陳永森教授認為，地震跟泥火山噴漿都是種能量釋放，但

兩者關聯性不高，最直接的說法是，地震帶與泥岩帶有沒有關聯，一在深層一在

淺層，很難推斷兩者有關聯。 

若是要進一步了解泥火山噴發和地震的關係，則要進一步用氡氣來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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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論 

 

一、 鯉魚山周圍泥火山地形踏查。 

我們從 2022/1/27～2023/2/13 對萬丹泥火山地形進行了多次踏查及土壤、噴泥採

樣， 

二、比較不同區域與不同噴發時間泥漿的特性是否有明顯差異。 

我們發現新噴泥漿的 pH 值較高，為鹼性；新噴泥漿的導電度最高，其次，已凝

固或離噴發口較遠的噴泥導電度較低，有的甚至近乎於零。 

 

三、泥火山歷次噴發位置之變遷。 

歷年來的噴發點有往北移的趨勢，同時近 30 年來的噴發點約略成一直線。 

四、探討地震和泥火山活動兩者間是否有關聯性。 

從地震測站的數據顯示，噴發與地震應無關聯性。 

 

五、萬丹地區和燕巢烏山頭養女湖的土壤泥水比對 

我們發現萬丹地區，波峰出現的位置大抵相同，而且出現最大吸收波長的位置很

接近，大約在 200nm 到 220nm 左右，而且大多集中在 200 到 210nm 為最多。若

是萬丹地區的檢測比對燕巢的烏山頂和養女湖的土壤和泥漿，也僅些微差異，大

多其最大吸收峰落在 200nm 到 225nm 左右。 

今年 2 月 7 日萬丹新噴發的成分，雖然最大吸收峰有稍稍偏移，但是還是大約落

在 210nm 到 220nm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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