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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學是研究地球內部及表面的岩石、土

壤、水等的現象與作用的科學，早期的地質學

著重於現象的描述及理論的發展，屬於學院派

的學科。近五十年來板塊學說快速的發展、成

熟，到被大部分的地質學者認同，使我們對於

這個獨特行星上的各種地質現象有了一致性的

理論基礎。人類的生活離不開地球表面，因

此，地質學除了研究地球的起源、演化外，近

數十年來更被廣泛的應用於與人類生活相關的

事務上，諸如我們從礦物岩石中取得生活必需

林朝宗先生台灣省宜蘭縣人，民國 40 年生，現任經濟部中

央地質調查所代理所長。 

林先生於民國 62 年畢業於台北工專礦冶科，民國 66 年進入

台灣省礦務局服務，從事蘭陽地區石灰石及白雲石礦的礦產調查

及測量工作。由於受到地質學啟蒙老師周聞經教授的影響，對於

地質工作有著特殊的憧憬，終於在通過應用地質科高等考試後，

於民國 68年 1月，進入當時剛成立的中央地質調查所服務。自民

國71年起曾先後兩次奉派赴荷蘭國際太空測量及地球科學研究所

研修遙測地質與構造地質，並於 74 年獲得碩士學位。 

林先生先後任職於地質調查所的區域地質組、地質資料組、

環境與工程地質組等單位，歷經技士、技正、組長職務，於89年

6 月晉昇副所長。林先生早期的地質工作生涯以區域地質調查及

工程地質調查為主，足跡偏及全台各地，除了從事野外地質調查

及地質測圖工作外，並參與多項交通、水庫等規劃階段的工程地

質調查。此外，林先生自民國73年起即參與我國核能廢料地質處

置研究的工作，為最早參與該項工作的地質人員之一。直至今

日，仍經常受邀擔任核廢料處置相關研究的諮詢工作。近數年

來，林先生專心致力於台北盆地地下地質的調查工作，建立了許

多台北盆地前所未知的地質資料。 

由於擔任不同工作的需要，除了傳統野外地質調查外，林先

生對於一般工程地質調查及特定工址的工程地質調查方法亦多所

涉獵。近年來更鑽研地理資訊系統，並積極在地質調查所推動地

質調查作業及地質資料管理與地理資訊系統化結合，以期傳統地

質調查工作更為效率化與系統化，並加速各種地質資料的流通、

更新與應用。 

贈 言 地質調查技術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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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質、材料，礦產探勘活動就是地質學的應

用；各種工程的規劃、設計、施工需要瞭解工

址及鄰近地區的地盤組成、構造，岩體或土壤

材料的成分、力學性質，甚至可能存在的地質

災害等，也都需要借重地質學的理論與方法。  

地質調查是借重各種不同的技術與方法來

取得地質資料的過程，隨著科學的發展、儀器

的創新，地質調查技術與方法也日新月異。大

幅的提昇了地質調查的廣度、深度、精度及速

度。  

從工程的角度來看，在工程規劃、設計、

施工等不同階段所需要的地質資料項目各自不

同，因此所需採用的地質調查方法與技術也各

有不同。但其最終的目地不外乎調查各種土

層、岩層的特性及分布，不利於工程施工的地

質構造的延展，以及各種土壤與岩石材料的力

學性質等，以提昇工程的效益與安全。概略言

之，遙測地質從事衛星影像及航空照片的判

讀，提供工址鄰近地區的地形地貌、大地構造

環境等資料；野外調查從事地表地質調查，以

近距離目視的方式，鑑視岩石材料所含的礦

物、化石，判別岩石的種類、所含的構造，量

測各種構造的位態，繪製成平面地質圖；地球

物理探勘利用儀器偵測土層及岩層的震波、

電、磁等特性，探測地下的土層與岩層的分

層、構造形態及地下水等；鑽探試驗在工址的

適當地點進行鑽孔、試驗，並採取岩心供地質

人員進行岩心鑑定或送至實驗室進行各種試

驗；實驗室則精確的鑑定各種野外調查時無法

以目視判別的各種材料組成、特性，求取地質

材料標本的力學參數等。  

沒有一個單一的方法或技術可以滿足或解

決一次的地質調查任務，更沒有單一的個人能

夠盡知各種不同的調查技術，因此，地質調查

是一個團隊的工作，在調查過程中，不同的方

法所獲取的資料必須隨時交換、討論，才能確

保調查成果的正確性。例如，野外地質人員根

據地表調查所推論的地下岩層及構造分布，常

需藉鑽探及地球物理探勘來確認；地質鑽探不

同井孔間的地層構造關係必須靠地球物理剖面

及野外地質人員根據沈積學、構造地質學等的

研判來聯貫；地球物理測勘所得的剖面也需要

鑽探資料及地表資料來佐證或確認；單一的岩

石力學實驗室數據所能代表的是完整岩石的材

料強度參數，必須加上野外調查所得的不連續

面資料才能正確的研判岩體的工程性質。因

此，以單一方法或技術所得的結果來取代地質

調查報告是不正確的，常會導致對工址的特性

的誤判。  

最後，這些不同人員，利用不同的技術與

方法所獲得的「片段」資料，必須經過整合及有

系統的分析，才能建構工址的地質全貌。現階

段的技術而言，地理資訊系統是一個稱職的儲

存、整合各種地質調查資料的工具。它的建

立、處理、儲存、展示空間資料的功能，是調

查人員的得力助手，其整合分析的能力更能快

速的提供決策者必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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