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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巫泡溫泉-地熱谷 

地熱谷 

 

圖 1. 地熱谷 

資料來源：臺灣地景保育網，http://140.112.64.54。 

此圖是位於台北市北投區的地熱谷，由圖中可見其泉水呈現翠綠接近玉質的

顏色，推測地熱谷的泉水富含大量硫酸鹽類，水質屬酸性，腐蝕性極高，其中岸

邊的石頭上有著白色礦物鹽析出，應是硫酸銅或其餘的硫化物結晶水脫水而成，

且湖底依稀可見些許白色沉澱。「北投石」，由硫酸鋇與硫酸鉛混合而成，並因

含微量的鐳而具放射性，目前唯一以臺灣地名命名之礦石，深具意義(台北市北

投區公所網站，2021)。圖中可見四周瀰漫霧氣，應為地下岩漿加熱地下水湧出

所致，且北投位在山腳斷層附近(見圖 2)，圖中紅色方框為地熱谷，藍線及為山

腳斷層所在，可能亦是形成地熱谷的熱源。此外，過去尚未禁止時，因為水溫極

高，常有民眾在地熱谷煮溫泉蛋，蔚為風靡一時，但因屢屢傳出失足滑落而燙傷，

且煮蛋造成水質汙染，破壞獨特的北投石景觀(台北自來水事業處網站，2021)，
政府便在四周架設圖中可見的欄杆防止類似意外發生。且由於泉內富含大量硫化

物，親自走訪，尚未接近便已聞到二氧化硫的刺鼻味，應也為此之故。 

由於地熱谷附近終年煙霧繚繞，過去生活於此的凱達格蘭族人認為這裡是女

巫所施法之處，便稱此地為 Kipatauw，意思為女巫的住所，後來此地開墾的漢

人將其發音音譯，漸漸演變成今日「北投」的地名(台北旅遊網，2022)。清領時

期，北投為火藥原料硫磺的產地，郁永河前來北投採磺時將其硫磺泉、平埔族聚

落、風土民情等收錄在《裨海紀遊》一書中。日治時期，愛好泡湯的日本人發現

地熱谷及其周遭地區有大量溫泉，便在附近開設溫泉旅館，北投遂成為著名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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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景點，也被總督府列為台灣「八景十二勝」。民國時期因在附近設立陸軍療養

院，且政府特許侍應生陪酒陪浴，更被稱作為「男人的樂園」(許麗芩，2001)。
時至今日，眾多溫泉旅館以地熱谷為中心向外擴散，雖增加了當地的觀光收入，

不過地熱谷及周遭水域被廢水汙染的新聞也時常所聞，這不禁令我思考人與自然

之間的平衡，究竟是要以發展經濟還是保護自然環境為重？抑或如何達成平衡？

成為現今人們所需思考的問題。 

 
圖 2：地熱谷附近斷層示意圖。圖中藍線為山腳斷層，紅色方框為地熱谷 

資料來源：由《台灣活動斷層查詢系統》截圖，2022。 

延伸思考 

在親自走訪時，發現真如同其地名所代表的意涵，混合著熱氣及硫磺味的白

色霧氣隨著風向四周擴散，彷彿有生命一般，霎時間感覺進入了女巫施法之處，

充滿神秘感。但在湖泊上方見到紅棕色的汙染物(見圖 4)，左圖為親自造訪時所

攝，右圖為湖中所見的汙染物，推測可能為附近的住家或溫泉業者所排放的廢水

含有硫離子或鐵離子氧化所致(全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網，2022)。 

 

圖 3：地熱谷手繪素描(自行繪於地熱谷，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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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自備照片(自行拍攝於地熱谷，2022) 

 

圖 5：地熱谷衛星影像圖(由 google earth 截圖並加繪，2022) 

上圖 5 是地熱谷周遭溫泉旅館分布，地熱谷為中央湖泊地區，四周紅色圖標

即為溫泉旅館，藍線則為地熱谷地下游北投溪，由此可見溫泉旅館以地熱谷為中

心向外分布，且為北投溪的上游水源，若遭到汙染，則其對下游地區的傷害難以

估計。溫泉一直是北投重要的觀光產業，但如同上述，溫泉產業存在著汙染環境

的疑慮，因此需要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我想或許推行生態旅遊是可行的方法，

市政府不僅加強取締排放廢水的業者，並將溫泉博物館上游北投溪河段，劃定為

自然保留區，讓更多人能了解地熱谷的獨特北投石景觀及北投的溫泉文化，增進

保護環境的意識。每年也定期舉辦北投溫泉季，使更多人認識與親近周遭自然生

態，且同時與當地的傳統平埔族文化結合，在公園內增添了不少女巫的元素，公

園旁也設有凱達格蘭文物館，讓參訪的人們可以了解地名的由來，促進人地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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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將女巫與溫泉的形象結合，提倡生態旅遊，吸引更多遊客前來觀光，並

降低對自然的危害。 

但在此之前，在市政府尚未在此進行整頓時，眾多民眾都會來此煮溫泉蛋，

成為七八年級生的回憶，不過近期有地方人士提倡要重新開放地熱谷煮蛋，主張

其可為當地帶來觀光人潮(自由時報，2015)，但就自然保護的立場，煮溫泉蛋勢

必會造成環境破壞。更不用說先前曾提出的北投纜車計畫，直接橫跨了親水公

園，但在周遭居民及環境保育團體的四處遊說、抗議之下而不了了之(張岱屏，

2013)。地熱谷特殊的景觀以及它的歷史意義，並不能因為經濟發展就被取代，

而且地景稀有、脆弱的，也是不可回復的，應該要透過眾人的力量，將其推廣給

更多人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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