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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大專/社會組  科學文章表單 

文章題目： 海底怪獸吃斷電纜了 

摘要：海底濁流是因海底山崩及河川帶來的大量沉積物造成，而其常將海底電纜沖斷，透過

小尺度崩塌實驗模擬水下崩塌，進而得知不同寬高比的顆粒柱崩塌距離，得以推算實際水下

山崩距離、崩塌時間 

文章內容：（限 500 字~1,500 字） 

電纜怎麼又斷了？原來是海底濁流（turbidity current）這頭怪獸沖斷了電纜，其實過去一

直有很多海底電纜被濁流沖斷的紀錄，在 1887 年至 197 年間光是鋪設在剛果海底峽谷的海底

電纜就斷了 30 次之多，1929 年紐芬蘭大淺灘（Grand Banks）海底濁流咬斷了 12 條海底電纜，

2022 年東加約有 80 公里的海底電纜被摧毀，然而上述三個海底濁流案例背後的產生原因並

不相同。 

剛果海底峽谷剛好位在剛果盒的出海口，剛果河帶來的大量沉積物與水混合後，形成了

海濁流，衝進峽谷順勢咬斷了電纜，而台灣其實也有相似案例，在 2008 年的莫拉克颱風帶來

的大量雨量，使高屏溪挾帶大量泥沙沖入海中並沉積海底，最後海床崩塌形成海底濁流沖斷

海底電纜；1929 年紐芬蘭大淺灘發生 7.2 級的地震導致海底崩塌進而引發海底濁流，台灣在

2006 發生的恆春大地震也造成多條海底電纜斷裂；2022 年冬加附近火山爆發導致海底電纜損

毀。以上無論是哪種原因造成的電纜斷裂，都是造成了國家對外聯繫的電纜斷裂，導致網際

網路、國際電話服務受阻。 

如果我們能夠知道水下崩塌的顆粒崩塌範圍是否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濁流沖斷造價昂

貴的海底電纜，故我們能透過室內的小尺度三維崩塌試驗不同寬高比的崩塌試驗得知崩塌距

離，再透過程式模擬，如驗證實驗與模擬相符，是否就可以再利用已有的程式模擬真實尺度

下的崩塌距離，以在為海底電纜設計路徑時避開易被濁流造訪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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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未使用本競賽官網提供「科學文章表單」格式投稿，將不予審查。 

2. 字數沒按照本競賽官網規定之限 500 字~1,500 字，將不予審查。  

PS.摘要、參考資料與圖表說明文字不計入。 

3. 建議格式如下： 

 中文字型：微軟正黑體；英文、阿拉伯數字字型：Times New Roman 

 字體：12pt 為原則，若有需要，圖、表及附錄內的文字、數字得略小於 12pt，不

得低於 10pt 

 字體行距，以固定行高 20 點為原則 

 表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表上方置中、對齊該表。圖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圖下方置中、

對齊該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