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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果敢號是國際合作「海洋鑽探計畫(簡稱ODP）」的利器，由美國為首約廿三個國家共同參

與，鑽探船「聯合果敢號」全長一百四十七公尺，排水量一萬七千噸，鑽井塔台相當於十二層樓高，

可在水深八千公尺處，鑽入海底洋殼一千公尺處進行鑽探，於一九八五年開始服役，每年耗資八千

萬美元進行全球海域的鑽探研究。 

台灣於一九九七年加入此研究計畫，前三年每年出資五十萬美元，最近兩年每年出資廿七萬美

元的會費，僅單一會員的十二分之一。原本果敢號在第一九五航次並未排定在台灣外海鑽探，因為

國內地球科學界已對南沖繩海槽進行了好幾年的研究，但因沒有實際深入鑽探，沒有人知道地底下

竟然會是什麼模樣？於去年三月由台大地質系教授魏國彥和鐘孫霖、台大海洋所教授劉家瑄、海洋

大學應用地球物理研究所教授李昭興等人聯合撰寫到台灣東北海域鑽探的計畫書，以取得當地古黑

潮演化紀錄破解黑潮的身世，著眼點備受ODP青睞，龜山島「KS-1」鑽探站在去年十一月才以插隊

的身分，被排進果敢號本航次鑽探的最後一站，台灣科學界也因此對這些岩心標本擁有為期一年的

優先研究權。 

聯合果敢號第一九五航次原本預定於今年三月十日從關島出發，分別在馬里亞納弧後盆地設置

井下流體監測系統及在菲律賓海中央設置井下地震儀後，來到基隆港停靠。果敢號於是在四月廿八

日至五月一日間，到台灣東北進行深海鑽探。主導果敢號鑽取台灣龜山島東方約五十五公里處的南

沖繩海槽岩心樣本，探討黑潮在過去數十萬年來的演變歷史及對古環境的影響，及提供鄰近區域火

山噴發及構造運動的長期紀錄。這是人類進行科學性深海鑽探卅三年以來，第一次在台灣鄰近海域

深海鑽探，獲取珍貴的環境變遷資料，開啟我國研究海洋的新里程碑。 

果敢號在地球科學界的地位相當於

哈伯太空望遠鏡之於天文學界，它全長

一百四十三公尺，排水量約一萬七千

噸，有七層船艙，配備全球最先進導航

定位系統、深海鑽探機具及海上實驗

室，是目前全球最先進海洋鑽探船。 

果敢號最大特徵是有一座相當於十

二層樓高的鑽井塔台，可在水深八千公

尺的海上鑽入海洋地殼一千公尺處，採

取沈積物資料。我國學術界使用的海洋

探測船海研一號、二號及三號等，頂多

只能鑽入海下地層三、四公尺，其他國

際研究船也只鑽到二、三十公尺深，無

法與果敢號相提並論。 

魏國彥指出，黑潮在西太平洋的重要性，宛若美國東岸外海的灣流之於北大西洋，全球海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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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對這兩個洋流都投入極大的心力與設備。科學家在北大西洋鑽取了上百口海洋岩心，由深埋在海

底下的沈積紀錄解讀北大西洋灣流的源起身世，佔據近二十年來古海洋學發展的最重要篇幅。 

相對於大西洋灣流，西太平洋的黑潮像古海洋學的棄嬰，乏人問津，身世成謎。魏國彥說，不

是科學家厚此薄彼，輕視黑潮，主要是西太平洋海水太深，海底沈積物不含鈣質化石（因水太深融

化掉了），也就無法由鈣質化石來保存海水表面的變化歷史。 

台灣宜蘭東北的南沖繩海槽，剛好位居黑潮必經之地，海槽內部堆積大量由台灣及東海陸棚沖

積的沈積物，水深不及一千五百公尺，可能保留黑潮流經上各類浮游微生物的軀殼遺體，層層疊積

在海槽底部，造就一個海底天然的「歷史檔案庫」。 

聯合果敢號在龜山島東方五十五公里南沖繩海槽南坡水深一千二百七十五公尺處的「KS-1」

區，鑽取四口岩心，最深一口深入海底地層四百一十公尺，四支岩心總長度超過七百六十公尺。國

內學者原本研判，此地的沈積速率大約每千年二十公分，果敢號鑽探的目標深度為四百一十公尺，

原先推算，可取得過去一百五十萬年的沈積歷史。 

鑽探結果發現在岩心中，完全找不到粉紅色指標化石「抱球蟲」的蹤跡。這種「抱球蟲」被古

生物學者暱稱為「紅粉佳人」的粉紅色浮游生物，早在十二萬七千年前就已絕滅，因此研究小組初

步斷定，四百一十公尺深的地層年齡小於十二萬七千年。因而南沖繩海槽的年紀將比過去推測的年

輕許多，台大地質系教授羅清華形容，僅相當海床發育的胚胎期。因此與預期的一百五十萬年歷史，

有很大出入。 

雖然未能取得過去一百五十萬年的古黑潮演化紀錄，但反而可算出南沖繩海槽的沉積速度，大

於每千年三百廿五公分，是目前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海洋地層高沈積速率，對研究黑潮形成有很大幫

助，也因此可以更精確解讀過去十萬年的氣候變化。原本可能只能以千年為單位，現在單位將大幅

縮小為百年甚至更小，像中國文明五千年的氣候變化資料，原本以為會分布在一公尺多的岩心中，

現在竟然長達十七公尺，讓學者專家可以更精確的分析。台灣外海新鑽取的這批岩心，除了推估沈

積速率比加州外海巴巴拉海盆沈積速率每千年一百六十三公分的岩心，還快兩倍，更保存了台灣東

北外海在過去十萬年的豐富變化，尤其是影響全球海洋和氣候甚鉅的黑潮出沒紀錄，成為研究古黑

潮和台灣東北及東海陸棚環境變遷的最佳歷史檔案庫。 

過去海洋鑽探研究找到恐龍大滅絕的原因，及地中海曾經乾涸的證據，成果豐碩。未來它將協

助人類從海裡開發新生能源，並發掘海下地層新的生物族群，解開生命的起源之謎。一九六八年格

羅馬挑戰者號(Glomar Challenger）在墨西哥灣開鑽，敲開人類從全球海洋直接鑽取岩心的新紀

元。八年前科學家在加州外海巴巴拉海盆取得沈積速率每千年一百六十三公分的岩心，分析出過去

三十萬年來地球高頻率的氣候變化，便已備受古海洋和古氣候學界矚目。過去三十多年來，海洋鑽

探研究成果傲人，被視為與阿姆斯壯登月同為二十世紀人類兩項探索環境重大成就。 

海洋鑽探研究成果最引人注意的，當屬六千五百萬年前隕石撞擊地球所造成的生物大滅絕事

件。「海洋鑽探計畫」的第一七一航次在美國佛羅里達州東北方三百哩海域，鑽取到六千五百萬年

前一顆巨大隕石撞擊到墨西哥卡坦半島的證據，確認當時地球上包括恐龍及其他生物在內均慘遭滅

絕。 

當時採集到的岩心標本，不僅保存了隕石撞擊地球時的噴發物及隨後的落塵和海洋沈積物（幾

乎沒有生物活動），同時見證了第三紀早期生物重新開始在海中繁殖，生態逐漸回復正常的過程。 



「深海鑽探計畫」的第十三及第四十二Ａ航次，在地中海鑽探到夾在兩層深海沈積物中的一層

鹽岩。由於鹽層通常另在乾涸的海床上產生，從而證實地中海在六百萬年前曾經快速乾涸過。 

「海洋鑽探計畫」第一六四航次，成功在美國東岸的布萊克海脊鑽取到證實該處海床沈積物中

含有大量的「氣水包含物」，這些天然氣若開採出來，將足夠美國使用一百零五年（以一九九六年

美國天然氣使用量計算）。氣水包含物一躍成為二十一世紀最具潛力的新能源之一。 

至於在海洋生物圈的研究，科學家不僅在中洋脊熱液循環地帶觀測到新的生物族群，鑽探研究

更發現，海床上只要有液體滲出的地方，幾乎都有生物族群存在，甚至在海床下數百公尺的沈積物

中也有細菌在活躍繁殖。這些生物的由來及其生存之道，是生物學家目前積極研究、探索的問題。 

人類的遠古時代，據傳說世界上曾有已沉沒的文明大陸，遠在尚未有世界文明史之前，據傳說

地球上有在大西洋的「亞特蘭提斯大陸」和在太平洋的「姆大陸」。二者都是具有高度文明的大帝

國，人民擁有遠大的思想，科學上並有驚人的發展，居民的生活已達很興盛繁榮的境界。但是，這

二個光芒四射的大陸，就在一萬二千年前，因自然界的大變動，而永遠沈淪於海底。 

根據專門蒐集古代馬雅的傳說或神話的書「特洛亞諾古抄本」所言，於一萬二千年前高度文明

的姆大陸同時在太平洋沉沒而消失。一九二六年喬治瓦特出版了一本有關姆大陸事跡的書──《遺

失的姆大陸》(The Lost Continent of Mu)，內容中詳細地描繪出其住在地面上繁華與興盛的「太

陽帝國」根據喬治瓦特的敘述，姆大陸的沉沒，是由不斷地產生一連串的火山爆發和地震，接著巨

大的海嘯使海水像山脈般的湧來，最後被海水吞沒。 

根據喬治瓦特的推測，姆大陸位於太平洋的中心，應是安全地帶，不會發生大規模火山爆發。

當時在太平洋東邊，只有日本、台灣一帶會發生較激烈的大規模火山和地震。因此惟一可能發生大

規模火山爆發的地區就是在台灣和琉球火山群的地帶附近。 

根據日本學者海底岩石資料調查，由琉球列島的海底岩石做年代測定，結果顯示在歐亞大陸的

東方邊緣一千公里處，一萬四千年前有火山活動，伴隨著地殼變動，造成地殼急速沉沒。這個大事

件，讓我們連想到喬治瓦特所提，姆大陸在一夜之間就沉沒的敘述。近年來，琉球大學木村政昭教

授已從琉球列島的海底和陸上的遺跡和古文物做出結論，那這是「琉球古陸」可能就是傳說中、在

太平洋中已沉沒的「姆大陸」。 

台灣的大火山群在北部，有三大火山群：大屯火山群、基隆火山群和東北方火山島嶼，也與琉

球列島接壤，都是以前曾爆發過的典型古代火山。但是根據地質學者的認知，前二大火山群的噴發

始於距今二八０萬年以前，最年青九的火山距今三十萬年之前形成的紗帽山。東北方火山島嶼，包

括花瓶嶼、棉花嶼、彭佳嶼、龜山島、釣魚台等，則未實際做年代測定。根據地質學家的推測，都

是屬於安山岩或玄武岩的火成岩，其爆發時代約與大屯火山群同，現在島上仍遍佈火山灰凝結可浮

於水面的浮石，據估計生成的年代應最晚。 

台灣東北方的火山島嶼附近至今仍有許多火山現象在持續發生，日本軍艦於一九一六年四月十

八日，於彭佳嶼東北約七十公里處曾見噴發蒸氣；其後一九二七年六月一日，美船歐羅拉號又於同

一地點發現海水變色，並遇到特別強烈之巨浪；至今沖繩海溝還有小型海底火山在海底噴出黑煙，

此等現象暗示彭佳嶼附近仍有海底火山活動之可能。 

二０００年夏季，國立海洋大學應用地球物理研究所所長李昭興，應邀參加日本一項「南沖繩

海槽海底火山調查」，和一群日本及美國科學家搭乘世界最先進的「深海六千五百公尺」潛水艇，



深入海底一千二百四十公尺處探測調

查，發現許多海底「異象」。在台灣外

海龜山島東方六十公里處，發現在海底

有活火山現象，該海域的活火山面積相

當大，生物跟著岩漿活動，深海熱度高

達攝氏一百四十度，依憑世界其他活火

山存在的條件分析，足以證明該處確有

活火山存在，該處又是我國海域地震最

頻繁的地區之一。 

二０００年八月十二日中山大學

海洋地質及化學研究所教授陳鎮東率

領研究人員也在龜山島附近海域發

現，有直徑約四公尺、高度超過六公尺

的海底熱泉大噴口。這個最大的海底熱

泉噴口，約在海面下廿公尺深處，根據

科學資料記載，其他地方最大的噴口直

徑約有三、四十公分，這個四公尺直徑

的噴口，應是目前世界上已發現的噴口

中最大的。這座海底熱泉區域離龜山島

約有數十公尺，研究人員在水深僅十到

廿餘公尺間的區域，一共發現了三十到四十個噴口。 

一般的海底噴口，深海如在一、二十公尺處，光是三、四十公分直徑的噴口，至少要七千年以

上才能形成。這個直徑約四公尺、高度超過六公尺的海底熱泉大噴口至少要好幾萬年。這些海底的

熱泉溫度高過沸點，就在大噴口處測得的最高值是攝氏一百十六度。 

根據台灣和日本的資料，我們可以確認台灣的北

部三大火山群和琉球列島的火山群從過去第四紀三百

多萬年前以來，一直至一萬多年前經常有火山爆發。

當然不排除就是第四冰河期結束的一萬二千年前的冰

雪融解，產生的火山大爆發，伴隨著大地震和大海嘯，

淹沒這個區域，接著海平面上漲約一百公尺，形成與

現在相近的海平面。 

海洋鑽探船「聯合果敢號」的鑽探結果，國內參

與這項計畫的學者，將在兩年內對鑽探結果做出完整

分析，向全世界發表。倘能證明是龜山島附近海底堆

積物是一萬多年前火山爆發的產物，則可以做為姆大

陸在此沉沒的佐證，並進一步探討在這些島嶼附近太

陽帝國的淹滅，而探尋台灣在上古時代可能是世界文明原鄉的證據。 

 

 
龜山島附近海域有直徑四公尺海底熱泉

大噴口。(陳鎮東攝) 

台灣和琉球弧第四紀火山(▲)分布及海底地形構造圖 

(木村政昭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