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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短摘 

 本研究主要利用 Anisotropy of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AMS) 和Magnetic 

Hysteresis Curve 分析跨越不同剪切帶的變形橢球、磁性礦物和磁組構的分佈狀

況與變化，並探討橫跨塑性或脆性斷層帶的變形差異。本研究一共分析四條剪

切帶，包括和平溪塑性剪切帶(圖 1及圖 2)、中橫大禹嶺塑性板片岩交界(圖 3)

與中橫脆性脫序斷層 F1 及 F2(圖 3及圖 4)，利用 T-Pj圖(圖 5)和跨越剪切帶變

形剖面圖(圖 6)分析並對比北橫和南橫變形分布的結果，討論板片岩的剪切帶變

形特性。 

 磁感率橢球體之下半球投影圖的結果顯示，磁性組構與岩石組構位態相符

合(圖 7)，所以可將磁感率橢球體視為應變橢球，用於解釋區域變形。在和平溪

的上下盤，校正異向性(Corrected Anisotropy Degree, Pj)在剪切帶附近有明顯的

上升(圖 8)，符合預期中剪切帶內變形高於圍岩之趨勢(圖 6)。在中橫脫序斷層

F1&F2，校正異向性(Pj)在靠近脆性剪切帶時有明顯的下降，可能為第二期劈理

開始發育，並覆蓋第一期劈理造成的結果(圖 9及圖 10 )。本研究中板片岩的 T-

Pj趨勢(圖 11及圖 12)可解釋圖 5中 type VI後續發展。中橫脫序斷層之 T-Pj分

布圖 12與圖 5中 type IV 到 type V相符，並可接續南橫 T-Pj結果(圖 13)，當

靠近剪切帶時校正異向性有較低的值，同樣顯示受到第二期劈理開始發育影

響，圖 14黑色線為預測中橫脫序斷層的校正異向性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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