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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烈嶼海岸風化玄武岩百態 

這也是玄武岩? 

   這次我前往金門不僅是為了旅遊，更重要的是親眼目睹金門令人歎為觀止的火成岩地景，

並跟著當地的地質老師了解這裡的地質構造與環境。出發前對金門地質的第一印象就是滿滿

的花崗岩，然而我今天要介紹的是金門烈嶼的玄武岩地質景觀。原來金門不是只有充滿花崗

岩，還有玄武岩分布!? 

   沒錯，金門地區除了花崗岩外，玄武岩也在金門的烈嶼島上寫下了精采的地質故事。(圖

一)是我在金門烈嶼的青岐到南山頭一帶海岸拍攝的風化玄武岩景觀，整個岩壁染上了紅色，

垂直的柱狀結構中還夾帶了許多球狀結構，與平常認知的黑色或灰綠色玄武岩差很多，這竟

然也是玄武岩?其實這些玄武岩只是因為經歷了長時間的風化作用，在外觀上才有如此驚人

的改變。 

   此風化玄武岩露頭顏色是由最上方的紅褐色到下方的黃褐色的漸層，這種顏色的變化是

因為岩層的風化程度由上到下遞減，上層岩石中的二價鐵完全被氧化成三價鐵，顏色較紅，

下層岩石中的二價鐵未完全氧化，顏色較黃。我們還可以看到垂直的柱狀結構，這是玄武岩

熔岩噴發或玄武岩層減壓產生柱狀節理，在柱狀結構中，又有許多同心圓狀的結構彷彿沿著

柱狀結構往上排列，這是沿著節理面產生洋蔥狀風化的結果。 

 
(圖一)青岐到南山頭海岸的風化玄武岩露頭(作者親攝，金門烈嶼，2023.07.09。) 

   青岐至南山頭海岸是金門地區唯一的玄武岩海岸(圖二)，(圖二)中左圖是金門與烈嶼的

地質圖，右圖是將左圖中的烈嶼放大檢視，深藍色區域是我自己標記的輕騎至南山頭海岸範

圍。由(圖三)可知這個露頭是烈嶼玄武岩地層的露頭，地層組成是玄武岩質熔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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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左圖為烈嶼地質圖，右圖為金門與烈嶼地質圖，左圖中深藍色區域為青岐至南山頭海

岸(取自地質雲加值應用平台-基本地質圖。) 

 
(圖三)青岐至南山頭海岸的地質圖，如圖中顯示，橘色區域為烈嶼玄武岩地層(取自地質雲

加值應用平台-基本地質圖。) 

柱狀節理與洋蔥狀風化如何產生? 

   在國高中的地科課程中一定都學過柱狀節理與洋蔥狀風化，但不同地區因為有不同的岩

石組成、環境、地體構造，所以造成當地的柱狀節理與洋蔥狀風化的成因也會略有不同。再

延伸探討的地方，我想將這次地質之旅所學加以整理，記錄下這些警官的形成過程。 

   玄武岩柱狀節理的成因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玄武岩的熔岩噴出後快速冷卻，因為冷卻時

熔岩體積收縮，產稱柱狀節理。另一種是沒有噴出的一整塊玄武岩岩層，因為地殼抬升而被

抬出地表，岩層頂端又被侵蝕，頂端的壓力減弱，而減壓的過程也會使岩層降溫，體積收縮

產生柱狀節理。如(圖四)所示，如果玄武岩層收縮時會產生許多收縮中心，若因收縮產生的

張力是平均的，就會產生六角柱狀的節理，從嚴層露頭的側面看是柱狀，從上面看是六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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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的地質老師說，在這裡的玄武岩柱狀節理成因還沒有定論，有可能是上述兩種作用共同

造成，有待之後對這裡的火成岩更深入的研究。 

  

(圖四)右圖為六角柱狀節理形成機制示意圖(取自 National park service 網站。)左圖為青岐到

南山頭海灘上明顯的風化玄武岩柱狀節理側視圖(作者親攝，金門烈嶼，2023.07.09。) 

   玄武岩發育出的節理面是岩層較脆弱的地方，這些節理面會將整個玄武岩層切割成許多

小塊的玄武岩，而侵蝕與風化便會從這些岩塊之間較脆弱的節理面開始發生。柱狀節理中的

同心圓狀風化結構就是由數種不同的風化共同作用的結果。首先，岩石的稜角處受三個方向

的風化作用，邊線處受兩個方向的風化作用，平面處僅受一個風化作用，風化速率由外向內

逐漸遞減，故產生同心圓狀的風化紋路，稱為球狀風化(圖五)。接下來，化學風化作用可以

將岩石中較堅硬的礦物(如玄武岩中的長石、鐵鎂質礦物)轉變為較軟弱的礦物(如黏土礦物)，

因堅硬礦物轉變為黏土礦物後體積增加向外擴張，結果造成同心圓狀的剝離層(圖六)。 

  

(圖五)右圖為球狀風化形成機制示意圖(取自 Plant & Soil Sciences eLibrary 網站。)，左圖為

青岐到南山頭海灘上的玄武岩球狀風化(作者親攝，金門烈嶼，2023.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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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玄武岩風化的同心圓狀剝離層，左圖中心有明顯的灰色，代表風化程度較輕(作者親

攝，金門烈嶼，2023.07.09。) 

   在物理風化與化學風化作用下，玄武岩的景觀產生巨大的改變，在這片海灘上，除了能

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也能在同一片岩壁上觀察出岩石的片畫沿著時間漸變的歷程，可以說

是自然力量與時間之流在這片海灘上留下的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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