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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題目名稱： 霍爾的移動火山 

一、摘要： 

  地函物質在固定的位置熔融，形成一個熱點（hot spot），再經地球內部熱對流上升至

地表，岩漿冷卻後形成島嶼（玄武岩）。當板塊水平移動時，經過熱點上的島嶼也隨之移

動，最後形成島鏈，例如夏威夷火山島鏈與帝王島鏈，又為熱點軌跡（hot spot track）；而

島鏈的形成也間接證實了板塊移動的真正性。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上課時老師介紹到許多不同類型的火山及板塊運動，則其中一項為「熱點火山」—藉

由從地函湧出的深層岩漿，以熱柱（plume）的形式貫穿地表，因熱柱和上方的板塊進行

相對運動，而形成一連串的熱點火山島鏈，並且具有年代的先後順序，這樣的岩漿活動現

今板塊學說都無法解釋。此特殊現象形成的火山也因此引起我們的興趣，並以夏威夷火山

島鏈進行深入探討（!"#$%&#'()*+,#-,./0123456789。 

 

 

 
圖（一）研究題目心製圖 

1. 成因 ： 

  熱點是地球內部熱對流作用中造成局部熱量聚集的地方，容易形成岩石的部分融熔而

產生岩漿，再向上穿過地殼形成火山。 較大規模的熱點能夠產生大量的岩漿噴出海床，加

上地表上板塊的移動在海底造成連續的山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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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熱點火山示意圖 

 
圖（三）熱點火山示意圖 

2. 世界熱點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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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點是板塊中的一個「點」，其下方的地函熱對流特別旺盛，把上面的板塊熔融了而

冒出來，不屬於板塊邊界。 

 
圖（四）全球的熱點分布 

紅色－地核與地函交界面（古式不連續面）、黃色－上部地函、綠色－岩石圈 

３. 理論： 

  (1)地球物理學家威爾森（J. Tuzo Wilson）於 1963 年提出理論—將熱點設想於地球

內部的蠟燭，且燃燒穿透了地殼岩漿噴出地表，冷卻後形成了島嶼，又再經板塊的移動使

島嶼遠離熱點，不斷經此循環最終形成了「島鏈」。 

 

  (2)1971 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摩根（Jason Morgan）深入探討，他提出「地函深

處的岩石受熱熔融而上升的熱柱頂端，熱點本身並沒有移動；只有板塊在移動。」 

 

  (3)板塊理論：比如位於「環太平洋火山帶」的一些大型火山群，通常是由於其中一塊

大陸板塊移動到另一板塊的下方，板塊擠壓造成溫度大幅上升，地殼下岩石升溫至熔融。 

 

  (4)熱點理論：持這一觀點的火山學家認爲，地球內部有一個神祕的「熱點」，當一個

板塊在這個熱點上移動時，板塊底層岩石被熔化，它藉助地下的壓力侵入到地殼上部形成

岩漿庫，最後變成火山。 

 

       (5)冰川變化理論：火山學家研究冰島等地火山的活動，認爲這些火山的形成與冰川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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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關聯。夏威夷群島是由地球內部一個神祕的「熱點」形成的。當太平洋板塊在這個熱

點上移動時，板塊底層岩石就被熔化，藉助地下的壓力侵入到地殼上部形成岩漿庫，最後

變成火山。 

４. 例子：1.夏威夷-天皇海山鍊(夏威夷熱點) 

              2.新英格蘭海山鍊(新英格蘭熱點) 

              3.美國黃石複式破火山口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探究目的： 

  熱點火山為什麼會呈現連續分布，尤其是在台灣附近的夏威夷火山島鏈，我們想探討

熱點火山的成因以及形成原理，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造就了此般的壯舉？ 

（二）探究假設： 

   經過板塊的錯動熱點，形成火山島鏈。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1). 假設蠟燭為固定熱源，即熱點 

(2). 鋁盒內將水和玉米粉依比例混和，形成非牛頓流體 

(3). 將蠟燭（熱點）固定在一個地方，燃燒到玉米粉溶液凸起為止 

(4). 再移動鋁盒（模擬板塊移動），重複多次同樣步驟 

(5). 使其形成類似島鏈的構造 

(6). 紀錄實驗後所形成的島鏈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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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熱點火山的移動實驗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結論: 

  熱點固定，當板塊移動時，岩漿會從地函不斷地冒出，當岩漿到海上會漸漸凝固變成

一座座的島鏈，沿著移動方向距離熱點越遠的年齡越老，反之越近則越年輕。 

 

生活應用: 

1. 土壤肥沃：產生的火山灰可提供多樣的化學養分（俗稱礦物質）。 

2. 擴大陸地的面積：不斷將新的岩漿送上地表，冷卻後形成火山島（夏威夷群島為火山噴

發而形成）。 

3. 稀有礦物：火成岩結晶後成變質岩，再經高溫高壓形成寶石。 

4. 提供能源：地熱可以用來發電 （ex：肯亞、紐西蘭、菲律賓、冰島等國家）。 

5. 使地球冷卻：火山灰進入平流層，能將部分的太陽光反射回太空，因而降低了輻射的吸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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