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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化石話時 ─ 探究左鎮為何同時具有海陸相化石 

 

摘要 

    對於地質的結構、年代、演化、地層的分析， 除了用各種定年法、地層對比外， 也可

利用地層中生物化石的種類分布、層序關係來判斷。 

    本研究主要從左鎮出土的海相與陸相化石，指示過去本地曾為淺海環境，及經

造山運動將原在海底的沉積環境抬升成淺山丘陵。因此，從化石出露得知，本處的

化石種類具有高度的繁雜性，不僅可作為古沉積環境、造山運動的證據與古生物學

的演化過程，亦為地球科學教育良好的示範現場，具有較高的地質景觀價值。另外，

左鎮鄉菜寮溪流域因地層構造特殊，每逢颱風豪雨後，河床上散布各類化石。經鑑定有古鹿、

犀牛、鱷魚、扇貝、塔螺、海膽等，囊括了海陸地動物，可瞭解臺灣與歐亞大陸在當時是相

連一起，讓動物族群大批遷移至台灣，所以左鎮才具有陸相化石且相當豐富，兼具了歷史與

教育意義。 

    再者，菜寮溪是臺灣史前研究的化石重要出土地點之一，也可讓我們了解台灣與大陸動

物族群間的關係，所以在學術上的研究具有參考價值，並且存在著更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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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文獻回顧     

 (一) 文獻中對玉井區頁岩地描述為”以厚層之泥岩和砂質泥岩為主，層理不明顯，夾有薄 

      層或 凸鏡狀之粉砂岩，局部可見甚為微細之貝類化石碎片及有孔蟲化石。 

 (二) 左鎮菜寮溪之岩質主要為沉積岩，岩層由西向東平行排列，西側為更新世(1.17 到 258 萬年 

     前)及上新世(260 到 530 萬年前)的固結性乃至未固結性的砂岩及頁岩所組成，東側為中新世 

     (530 到 2300 萬年前)的固結性乃至堅硬的砂岩及頁岩所組成。 

 (三)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的陽文喬曾發表《左鎮古生物化石的發現》一文中提到東京 

     帝國大學的德永重慶在《地質學雜誌》發表過鱷魚化石。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國小時已有針對恆春泗溝層所產出的化石做過採集、整理、查名稱分類和收藏方式等

研究，進而去了解泗溝層經由地層抬升作用，呈現今日的樣貌，而且也曾去過台南左鎮的菜

寮溪，那時有採集到一塊牡蠣化石碎片，立即與泗溝採集到的牡蠣化石，相互比對下，發現

恆春泗溝的牡蠣化石仍保持牡蠣殼的本來質性，但在菜寮溪的牡蠣化石質性有被置換的情

況，這發現激發起對台南化石存在著好奇，升上國中後，聽老師說左鎮有斷層影響了地質與

化石的分布型態，因有著特殊的地層構造，以致豪雨沖刷有大量即密集的化石出土，這再次

激盪我對化石研究的動機，並邀請了一樣對化石有興趣的同學一起來參與，於是我們便組成

了一組研究團隊，就從前面的描述緣由，加上左鎮為何具有海、陸相化石？因此，想要從左

鎮出土的化石了解左鎮的古環境與台灣和大陸間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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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設備 

電腦 手機 

 

 

 

 

 

 

二、器材 

鐵鎚 地質鎚 鑿子 小耙子 毛刷子 

 

    

有孔籃子 布棉工作手套 快乾 夾鏈袋 標籤紙 

    

 

直尺 大袋子 鉛筆 筆記本 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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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實地採集流程 

(一) 野外探勘 

1. 觀察附近地形地貌 

2. 拍照記錄 

 

(二) 野外採集 

1. 使用地質鎚和鑿子採集岩石 

2. 修整化石與岩石 

3. 拍照記錄 

 

(三) 現場岩石、化石標本處理 

1. 用軟毛刷子清理岩石、化石標本 

2. 若化石採集過程中出現裂痕，先用 

快乾黏合 

3. 放入夾鏈袋、貼標籤紙編號 

4. 拍照記錄 

 

(四) 回實驗室的化石處理 

1. 用工具清除化石周遭岩石， 

    使化石本體盡可能露出。 

2. 部分較硬的化石可用硬毛刷子刷洗。 

3. 不可刷洗的化石可用吹球去除表面沙塵。 

4. 表面清理完，刷上稀釋過的白膠，待其乾燥後再分類收進收納盒。 

 

 

 找到化石露頭 

 不可現場採集 

 

 

 工具直接採集 

 採集後回實驗室 

 

  可現場採集 

 

集 

 觀察露頭狀況 

 地形圖上定點 

   清理露頭 

 選擇位置拍照 

上膠 

 

 

 
風乾 

 

 

 

 連同圍岩化石 

一起整理 

 

一同整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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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oogle 衛星定位 

(一) 左鎮菜寮溪-中正橋下 

 

 

 

 

 

 

 

 

 

(二) 左鎮二寮-二寮觀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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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採集之化石 

1 (一) 海相化石如圖一所示 

 

 

 

 

 

 

 

 

 

 

 

圖一 海相化石 

 (二) 陸相化石如圖二所示 

 

 

 

 

 

 

 

 

圖二 陸相化石 

 

 

 

脊椎骨 牙齒(臼齒) 

 肋 骨 

 牡 蠣 幼鯊牙齒  文 蛤 

   螺  扇 貝    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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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形地貌觀察 

 (一) 左鎮區中正橋下菜寮溪段 

  1. 採集地之地形地貌，如圖三所示 

 

 

 

 

 

 

圖三 中正橋下菜寮溪段之地形地貌 

   分析：溪床呈現泥質砂土和碎石 

  2 菜寮溪旁附近地形地貌，如圖四所示 

 

 

 

 

 

圖四 溪旁附近地形地貌 

   分析：溪床上有石頭和泥岩，溪水內是細石頭和砂質泥岩 

(二) 左鎮岡林二寮日出亭公路旁地形地貌，如圖五所示 

 

 

 

 

 

 

圖五 岡林二寮日出亭公路旁地形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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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路旁泥坡呈現黃色泥頁岩狀態其間函有粉塵，泥頁岩雖然較硬但仍未呈現岩石化， 

         或可稱泥頁土，粉塵讓泥頁土容易剝落，土表乾硬。從觀景台瞭望遠處是一片泥質 

         岩形成的惡地形樣貌 

(三) 左鎮因有左鎮斷層如圖六藍色圈框切過，所以在地質年代會比玉井、甲仙年輕，大概 

在更新世早期，而地層主要以崎頂層為主 

 

 

 

 

 

 

 

 

 

圖六 左鎮斷層分出玉井區和左鎮區 

(四) 二寮的惡地形衛星圖，如圖七 

 

 

 

 

 

 

 

 

 

圖七  二寮的惡地形衛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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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與實地觀察，此處皆為泥質岩，面向南向，兩邊高中間低屬背脊且向西斜 

 

伍、討論 

一、左鎮地區全鄉幾乎由白堊土所形成，又稱青灰岩，也就是泥岩，主要是以粉砂及黏土所 

    組成﹙佔 80%﹚，少部份為砂，因為黏土容易被破壞，所以吸水後，土質軟化，表面結成 

    糊狀，加上吸水膨脹的關係，容易剝落，而在泥岩受潮乾燥後，產生嚴重的龜裂，使水 

    份易進入泥岩內部，又產生另外一遍的破壞，就這樣周而復始，一遍又一遍，造就了著 

    名的惡地地形，尤以菜寮溪曲流地形最為顯著，在這種特殊實質環境條件下孕育了半面 

    山、深谷、曲流、斷崖等地形。如圖八 

 

 

 

 

 

 

 

 

 

                  圖八 菜寮溪蜿蜒在惡地形中，地圖到處標示著菜寮溪 

二、左鎮區南端的草山月世界，也就是二寮觀景台眺望遠處的惡地形，地質多為泥岩，地質 

    乾時表面成龜裂狀，遇水則脫落流失，如圖九 

 

 

 

 

 



10 

 

 

 

 

 

 

 

 

 

                      圖九 二寮觀景台東側的惡地形分布圖 

三、左鎮區由於屬泥岩層的土壤，在地形高低起伏形成了山、深谷、曲流、斷崖等特殊的地 

    景，左鎮區的菜寮溪、鹽水溪(谷溪)、三重溪流域所發現化石，一直是台灣最重要的考古 

    地方。 

四、崎頂層下段以泥岩為主，中段則為泥岩夾數層厚層砂岩，上段以砂岩與頁岩的互層為主。 

    菜寮溪是臺灣史前研究的化石重要出土地點之一，其流域出露的地層主要為更新世為主 

    的崎頂層，內有大量及密集的貝類化石，而大型哺乳類脊椎動物化石則可能是源自段丘 

    礫石層。 

五、以上的地質狀態反映在採集的化石種類和質地，故在菜寮溪所採集到的化石有螺貝類及 

    獸骨化石且質地堅硬，而二寮觀景台附近只能採集到螺貝類化石且因惡地形化石質地很 

    脆弱。 

六、我們推測該區在更新世時有一部份露出海平面、一部份是大陸棚，因為台灣陸地抬升的 

    關係，把大陸棚一起抬上來，造成有淺海及河流出海口生物的化石。而陸生動物在附近 

    死亡後，掩埋形成化石，再從上游沖下菜寮溪，導致海相和陸相化石出現在同一環境大 

    致的雛形.左鎮的泥岩推測海底隆起,哺乳類化石-丘陵斷層左鎮地處內陸，卻出土不少的 

    海陸相化石，乃因早期臺灣與大陸相連 ，時而沒入海中，才擁有這麽豐富的海陸相化石 

七、依據考古學者研究的結果，從二百萬年以內的更新世時代是冰河時代，在冰河 

   時期，台灣與大陸華南地區數度相連，在最近一次的冰河時，海水結冰，海水 

   面降低，人類追逐著動物而跨越大陸棚來到歐亞大陸板塊及太平洋海板塊邊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5%E5%B2%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0%82%E5%B2%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0%82%E5%B2%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0%81%E5%B2%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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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帶，如圖十所示。 

 

 

 

 

 

 

 

 

 

 

 

 

 

圖十 史前時代台灣與大陸相連 

資料來源：米崙亞冰期古地理圖，說明冰河時期台 

灣海峽成陸的狀態（引自宋文薰 1980.經重繪） 

 

陸、結論 

一、本次的研究在台南，有很不同的體驗，為認識左鎮化石的特殊將鄰近二寮做比較，了解 

    到同樣是化石，因地理地質變動的關係，化石也會有不同相貌狀態，左鎮出現有海相和 

    陸相化石，而二寮只有海相化石，期間化石有貝殼原貌、有貝殼脆化、有貝殼被置換、 

    有貝殼被填充，採集的方式也都各有不同，除了撿拾化石外，有包在石頭中，須從石頭 

    表面的質感和跡象判斷敲取化石，有細心挖取化石，有水中篩取化石，有敲擊鑿出化石， 

    讓我們有豐富的學習。 

二、採集化石後整理並查化石身分時，在採集時化石感覺只是一些貝殼，查完化石身分後原 

    來看來很相像的貝殼，因紋路的差異，形狀的些微變化，名稱都各自不同，我們認識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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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貝類名稱。 

三、感受臺灣的造山運動神奇，發生在古生代，距今約歷兩萬萬年。其後臺灣海峽因地殼變 

    動迭有升降，因此臺灣與中國大陸曾有數度毗連。這也是臺灣在地緣上，根本就是中國 

    大陸岸前島的理論依據。台南左鎮菜寮溪流域地層構造特殊，每逢颱風豪雨後，河床上 

    散布各類化石。經鑑定有古鹿、犀牛、鱷魚、扇貝、塔螺、海膽等，囊括了海陸地動物， 

    非但在學術研究上深具參考價值，對瞭解臺灣與亞洲大陸動物族群的親緣上，更具深遠 

    之意義。 

 

四、經網站及資料的查尋，了解岩層地質與化石之間的關係，了解可判斷年代，並比較各個 

    不同產地的岩層地質關係。 

五、最後我們可以透過採集到的化石種類和狀態，及產地的現狀環境，想像推測遠古時的環 

    境，是很有趣的推理，經由這次到二個產地做實地採集、地質比對，都是經過時空變換， 

    物換星移，生物交替石化，成為豐富地質的一項元素，「化石讓我們話說當時」讓我們再 

    認識萬年前的過去與台灣史前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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