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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來如此 

地下水位下降造成地層下陷與土壤鹽化問題探究 

 

 
 
 
 
 
 
 
 
 
 
 
 
 
 
 
 
 
 
 
 
 
 
 

摘要 

1. 地下水位的下降，會造成地層的下陷，而地層下陷後，海水會入侵土壤，造成土壤的
鹽化。 

2. 抽取地下水也會造成地層下陷與海水的入侵，最後都會造成土壤的鹽化，而鹽化的土
壤，硬度將會提高許多，不利農作物的種植。 

3. 在鹽化的土壤中種植植物，發現植物的生長速度較緩慢，含鹽濃度較高的土壤，種子
甚至無法發芽。 

4. 土壤遭受鹽化後，即使加入大量的水，也無法讓鹽化土壤恢復原狀。 

5. 實地測試靠近海邊的土壤，發現土壤的含鹽量偏高，所以靠近海邊的土地所能種植的
植物種類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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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 

    在一次假日的旅遊中，我們去東石的漁人碼頭，一路上發現許多的養殖業，也發

現許多的土地閒置不用，那時在我心中有個疑惑？為什麼一些土地不種植一些農作

物，這樣不是可以多少有一點收入呢。帶著這一個疑問，我們請教老師，得到的答案

因為那些養殖業大量抽取地下水所造成的，地下水因為開發容易，取用方便，且供水

品質策穩定，處理費用低廉，因此常被大量的抽取開發引用。但過度開發的結果，易

導致地層下陷，而使得海水入侵、地下水鹽化等問題相繼出現。這讓我們想探討並了

解這些現象的彼此之間的關係。 

   ★教財相關性：牛頓版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第七冊第二單元-颱風與地震 

貳、研究目的 

    一. 探討地下水層高低與地層下陷的關係。。 

    二. 利用模型探討地下水層高度與海水入侵的關係。 

       (一)由液體密度的方向來探討。 

       (二)由加入的土壤顆粒大小的因素來探討。 

       (三)由抽取再注回次數的因素來探討 

三. 模擬海水入侵與土壤鹽化的關係。 

    四. 模擬地下水鹽化與土壤鹽化的關係。 

    五. 比較鹽化的土壤和未鹽化的土壤硬度。 

    六. 探討鹽化的土壤對農作物生長情形的影響。 

    七. 調查東石鄉 168號公路沿線土壤鹽化情形。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透明量筒、電子磅秤、燒杯、三用電錶、三吋半塑膠水管與管帽、四吋塑膠水管

與管帽、過濾用紗布、紗網、自製聯通管、磚塊數塊、透明水管、綠豆、紅豆、玉米、

湯匙菜、A菜、空心菜種子。 

肆、研究過程與方法 

【實驗一】探討地下水層高低與地層下陷的關係 

一、實驗目的： 

探討地下水層高低與地層下陷的關係。 

二、實驗步驟： 

(一)、實驗 1-1 

1、拿五個直徑四英吋高 15公分的水管封住底部當外筒，用電鑽在水管離地面不同

高度鑽洞後用膠帶封住。 

2、在筒裡加入篩過的細砂 2.5公斤後，緩慢加入等量的水。 

3、將直徑三英吋半的水管封住底部當內筒，把內筒放在外筒中，並在內筒上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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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5公斤重的高壓磚塊。 

4、把膠帶撕開並放置一天後，紀錄水管中細砂下降的高度。 

 

 

(二)、實驗 1-2 

1、在一個透明的方形塑膠盒中，放入海棉。 

2、將水倒入塑膠盒中，直到水位和海綿一樣高，模擬地下水層。 

3、在海綿上在放上珍珠板和塑膠袋後把磚塊放在珍珠板上，觀察珍珠板下降的距

離。 

 

三、研究結果： 

 3公分 6公分 9公分 12公分 不打洞 

圖

片 

   

土

壤

高

度 

1.8㎝ 1.5㎝ 1.2㎝ 1㎝ 0.3㎝ 

 

下降高度

0

0.5

1

1.5

2

3公
分

6公
分

9公
分

12
公
分

不
打
洞

洞距地距離

下
降
高
度

下降高度

下降高度

0

0.5

1

1.5

2

3公
分

6公
分

9公
分

12
公
分

不
打
洞

洞距地距離

下
降
高
度

下降高度

 
 

      實驗 1-2 

 

   

 
地下水充沛，下陷幅

度不明顯 

缺乏地下水，下陷的幅

度相當明顯 

回補地下水，並不會改

善下陷的情形 

下降距離 0.3公分 3.2公分 3.4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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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經由實驗 1-1發現，洞打的離地面越近，有就是地下水層越低，受擠壓之後，土壤下

降的高度越明顯。相對的，完全都不打洞，水即無法由洞流出，土壤下降幅度不明顯。

可知，地下水層越低，土壤受擠壓後，下降明顯。地下水層越高，土壤受擠壓後，下

降幅度越不明顯。 

    二.由實驗 1-2 發現，地下水充沛的時候，地層下陷的幅度不明顯，但是當地下水層缺乏

地下水的時候，地成下陷的幅度相當的明顯。當已經下陷的地層，再補充地下水後，

地層也無法回復，下陷的狀況不會改變，甚至會持續的下陷。 

 

 

【實驗二】利用模型探討地下水層高度與海水入侵的關係 

一、 實驗動機： 

海水入侵地下水層 

  沿海地區超抽地下水還會帶來另一種災害，那就是地下水被海水入侵。 

  原本在海邊，由於地下水也和海水相連通，因此就有淡、鹹水之分。淡水比重較小，

水壓當然比不過鹹水，但由於陸地上的地下水位高於海平面，因此累積下來的總水壓就

能與鹹水抗衡，鹹水因而無法在地下水層中長驅直入，而是與淡水之間維持一個平衡的

界面（下圖左）。超抽地下水之後，陸地上的地下水面下降，淡水地下水的水壓隨之減

少，原本的淡鹹水壓力平衡被破壤，鹹水因而侵入原來貯存淡水的地層（下圖右），除

了造成井水抽出鹹水之外，地層及土壤也被鹽化，使得地表植被及耕作都受到極大的損

害。 

 

 

二、 實驗目的 

      利用模型探討地下水層高度與海水入侵的關係 

 

三、 實驗步驟： 

   (一)、實驗一 由液體密度的方向來探討。 

  1.將兩支高 50公分粗細不同的玻璃管（粗管直徑 2公分細管直徑 0.5公分），底部用橡

皮管相連，做成一個連通管。 

  2.準備濃度與海水相同的食鹽水（重量百分率濃度 35％），並在食鹽水內加入藍色墨汁。 

  3.用夾子將橡皮管夾住，先在細管中加入自來水，粗管中加入染色後的食鹽水。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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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夾子拿開，讓兩邊液體自然平衡。 

  5.用注射針筒將細的玻璃管內的水慢慢抽出，觀察將水抽出後，海水入侵的情形。 

     

    (二)、實驗二 由加入的土壤顆粒大小的因素來探討。 

  1.將實驗一中細的玻璃管拔除，換上一支直徑與粗管相同的透明塑膠管。 

  2.在透明塑膠管中加入白色細礫，再與實驗一相同的方式，觀察將水抽出後，記錄海

水入侵的情形。 

  3.將細礫換成粗礫，依照相同的方法，對海水入侵的情形，並記錄。 

 

    (三)、實驗三 由抽取再注回次數的因素來探討 

       1.利用實驗一相同的器材 

       2.用注射針筒將細的玻璃管內的水慢慢抽出 5ml，觀察海水入侵的情形。 

       3.再將抽出的 5ml水，慢慢的注入細玻璃管，觀察將水補回後，海水入侵的情形是否

會改善。 

 

四、研究結果： 

   (一)細管 

   

實驗裝置 海水與地下水之高度 海水完全入侵 

 

  

抽離部份地下水 海水入侵地下水層 入侵高度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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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次 

第二

次 

第三

次 

第四

次 

第五

次 

第六

次 

第七

次 

第八

次 

淡水

高度 
45.7 45.1 44.6 44 43.5 43 42.5 41.8 

海水

高度 
44.4 43.9 43.5 43.2 42.8 42.4 42 41.7 

海水

入侵

高度 

4.5 12 15 20 24 29 34 39 

地下

水位

高度 

1.3 1.2 1.1 0.8 0.7 0.6 0.5 0.1 

   (二)、細礫 

  

地下水位下降，海水入侵

地下土層 

將自來水加回原來的高

度，海水退去後土壤層中

仍然有鹽份存在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淡水高度 44.2 43 41.9 40 37.5 

海水高度 43 42 41 39.4 37.2 

海水入侵高度 9 13 17 25 29 

地下水位高度 1.2 1 0.9 0.6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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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粗礫 

  

海水尚未入侵的地層 抽取地下水後，海水開始入侵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淡水高度 42 40.9 39.7 38.6 37.9 36.5 

海水高度 41 40 38.9 37.9 37.3 36 

海水入侵高度 8 9.7 11 15 20.1 24 

地下水位高度 1 0.9 0.8 0.7 0.6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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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第一次將水抽出時海水入侵的情形 第一次將水補回海水入侵水位下降 

  

第三次將水抽出海水入侵更嚴重 
第三次從抽出發現地下水已經完全

被海水汙染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我們以細的玻璃管代表我們所處的陸地上，粗的玻璃管代表的大海，當細管中的水被抽

出後，粗管中的水只有些微下降。 

(一)、 在實驗一中，我們可以發現，地下水位越高，海水入侵的程度比較小，當我們將
細的玻璃管中的水抽離一部份，水位不會明顯下降，但是卻會發現，海水入侵的

情況相當的明顯。 

(二)、 在土壤中地下水位和海水入侵的情形和實驗一大致相同。比較細管、細礫、粗礫
的實驗和理論值得海水入侵情況，我們發現細管和細礫海水入侵的速度很接近，

但比理論值快。原本我們推測是海水濃度有誤差的關係，進一步思考後發現，理

論值的海水和淡水交接的地方是一個面。而我們所做海水和淡水交接處是一個區

域，淡水被海水汙染就算是入侵，所以記錄的入侵速度比理論上的速度快。而實

際上地下水被汙染的情形應該和我們的模型較為接近。 

(三)、 粗礫因為土壤縫隙大，抽取後海水下降的情況比較快，模擬海水入侵的情形較不
理想。 

(四)、 進行細礫的實驗時，海水滲入的速度比較慢，所以抽出自來水後要靜待一段時間
等海水慢慢滲入地層中。 

(五)、 我們抽取細管的水，當我們再補回細管的水，發現海水入侵的情形會有些許的改
善，但是經過幾次的抽取再補回，海水入侵情形一次比一次嚴重，甚至完全被海

水汙染。可知當沿海地區因為需要抽取地下水時，當地下水位下降海水入侵後，

即使補回相同的水量，地下水被汙染的情形並不能完全回復，而且一次比一次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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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甚至完全被海水汙染。所以當沿海地區抽取地下水時，對地下水汙染所造成

的影響情形，比我們的想像還要嚴重，且回復更為困難。 

 

【實驗三】模擬海水入侵與土壤鹽化的關係 

一、實驗目的： 

模擬海水入侵與土壤鹽化的關係。 

二、實驗步驟： 

(一).在 1500毫升的透明量筒底部鑽十個直徑約 2㎜的洞。 

(二).在量筒中加入白色細礫，並用膠帶將洞封好，加水至與白色細礫同高。  

(三).把量筒放在模擬海水的硫酸銅溶液中 ，將透明量筒上的膠帶撕開。 

(四). 觀察海水入侵的情形。 

 

三、研究結果： 

  

將水加入量筒中模擬地下水層 在硫酸銅溶液中將貼好的膠布撕開 

 
 

把量筒放室內三天，地下水蒸發量不多，含量充

足的情況下海水不會入侵也無土壤鹽化問題 

把量筒放在太陽下曝曬三天，地下水大量蒸

發，漸濺出現海水入的情形 

  

入侵的海水透過毛細現象逐漸入侵土壤 整個土壤都被鹽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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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我們觀察發現，將量筒放置於硫酸銅溶液中，一開始透明量筒中的水會逐漸流入海水

中，等到內外壓力平衡以後，水位才固定。 

(二). 在室內，地下水蒸發的情況不明顯，土壤沒有被鹽化的情況。 

(三).放在太陽下，經過陽光的曝曬，土壤裡面的水漸漸減少，藍色海水逐漸入侵。 

(四). 再經過一段時間的曝曬之後，藍色的海水水位逐漸升高，大部分的白色細礫也都被染

成藍色的。。 

(五). 若是海水完全滲入地下水層，土壤勢必鹽化，若沒有適時補充地下水，海水入侵的速

度將十分迅速。 

 

【實驗四】模擬地下水鹽化與土壤鹽化的關係 

一、實驗目的： 

    模擬地下水鹽化與土壤鹽化的關係 

二、實驗步驟： 

(一).在 1500毫升的透明量筒中加入 200毫升的藍色硫酸銅溶液。 

(二).將白色細礫加入量筒中，並將量筒放置於陽光下曝曬。 

 

三、研究結果： 

  

硫酸銅溶液模擬被鹽化的地下水 
鹽化的地下水會以毛細現象汙染地

表土壤 

  
被鹽化且曬乾的土壤在鹽結晶後緊密

的黏在一起，必須用鏟子敲開 

受鹽化的土壤用水多次清洗後無法

復原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硫酸銅水溶液會逐漸上升的原因，我們推測是毛細現象讓藍色硫酸銅溶液逐漸上升

的。 

(二).若地下水層鹽化了，那麼土壤也會逐漸鹽化，最後整個土壤都會遭到鹽份的入侵，受鹽

化的土壤用水多次清洗後也很難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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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五】比較鹽化的土壤和未鹽化的土壤硬度 

一、實驗目的： 

    比較鹽化的土壤和未鹽化的土壤曬乾後的硬度 

二、實驗步驟： 

    (一). 在塑膠杯中加入 100公克的泥土。 

    (二). 一個杯加入 6 公克的鹽，另一杯不加鹽，在塑膠杯中加入 30 毫升的水，放置於陽

光下曝曬。 

    (三). 將曬乾的泥土塊放到自製的硬度測量器中，比較兩種泥土硬度的差異性。 

   三、實驗結果： 

        

未含有鹽分的土壤曬乾的情形，

表面出現龜裂的現象 

含有鹽分的土壤曬乾後表面出現鹽

的白色結晶物，表面出現龜裂的現象 

        未含鹽分的土壤 含有鹽分的土壤 

硬度測

試情況 

  

承受之重量 3.3公斤 9.3公斤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含有鹽分的土壤的硬度比不含鹽分的土壤硬很多，而且差異非常的明顯。含有鹽分

的土壤比較硬，應該是土壤中的鹽分結晶而將土壤黏住，所以含有鹽分的土壤比較

硬。 

   

 

【實驗六】研究鹽化的土壤對農作物生長的影響 

一、實驗目的： 

    探討鹽化的土壤對農作物生長情形的影響 

二、實驗步驟： 

    (一). 每一個塑膠杯中加入 100公克篩過的泥土。 

    (二). 在土壤中加入 30毫升不同濃度的鹽水，種入不同植物的種子。 

    (三). 每天視情況加入適量的水。觀察種子的發芽生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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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實驗結果： 

 
第一組 

(不含鹽的土壤) 

第二組 

(含 0.5%鹽分) 

第一組 

(不含鹽的土壤) 

第二組 

(含 0.5%鹽分 

圖

片 

    

 玉米 玉米 湯匙菜 湯匙菜 

圖

片 

   

 空心菜 空心菜 綠豆 綠豆 

圖

片 

    

 紅豆 紅豆 A菜 A菜 

 

      第一天發芽數 

 

綠豆 紅豆 玉米 A菜 湯匙菜 空心菜 

發 

芽 

數 

高 

度 

CM 

發 

芽 

數 

高 

度 

CM 

發 

芽 

數 

高 

度 

CM 

發 

芽 

數 

高 

度 

CM 

發 

芽 

數 

高 

度 

CM 

發 

芽 

數 

高 

度 

C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5%鹽水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鹽水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5%鹽水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植 
物 
種 
類 

發 
芽 
樹 
與 
高 
度 

鹽 

水 

濃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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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發芽數 

 

綠豆 紅豆 玉米 A菜 湯匙菜 空心菜 

發 

芽 

數 

高 

度 

CM 

發 

芽 

數 

高 

度 

CM 

發 

芽 

數 

高 

度 

CM 

發 

芽 

數 

高 

度 

CM 

發 

芽 

數 

高 

度 

CM 

發 

芽 

數 

高 

度 

CM 

0 20 2 16 1 8 0.7 3 0.1 7 0.2 5 0.2 

0.5%鹽水 10 0.8 3 0.2 3 0.3 0 0 2 0.1 1 0.1 

1%鹽水 6 0.3 0 0 0 0 0 0 0 0 0 0 

1.5%鹽水 3 0.1 0 0 0 0 0 0 0 0 0 0 

     第五天發芽數 

 

綠豆 紅豆 玉米 A菜 湯匙菜 空心菜 

發 

芽 

數 

高 

度 

CM 

發 

芽 

數 

高 

度 

CM 

發 

芽 

數 

高 

度 

CM 

發 

芽 

數 

高 

度 

CM 

發 

芽 

數 

高 

度 

CM 

發 

芽 

數 

高 

度 

CM 

0 20 3 20 1.5 15 0.9 8 0.2 9 0.3 9 0.4 

0.5%鹽水 16 1 5 0.3 7 0.5 2 0.1 3 0.2 3 0.1 

1%鹽水 10 0.5 0 0 2 0.1 0 0 1 0 0 0 

1.5%鹽水 5 0.2 0 0 0 0 0 0 0 0 0 0 

     第七天發芽數 

 

綠豆 紅豆 玉米 A菜 湯匙菜 空心菜 

發 

芽 

數 

高 

度 

CM 

發 

芽 

數 

高 

度 

CM 

發 

芽 

數 

高 

度 

CM 

發 

芽 

數 

高 

度 

CM 

發 

芽 

數 

高 

度 

CM 

發 

芽 

數 

高 

度 

CM 

0 20 3.7 20 1.8 20 1.1 16 0.3 12 0.5 13 0.6 

0.5%鹽水 17 1.3 8 0.5 14 0.6 4 0.2 5 0.3 7 0.2 

1%鹽水 11 0.6 1 0.1 5 0.1 0 0 1 0.1 1 0.1 

1.5%鹽水 6 0.3 0 0 1 0.1 0 0 0 0 0 0 

 

 

植 
物 
種 
類 

發 
芽 
樹 
與 
高 
度 

鹽 

水 

濃 

度 

植 
物 
種 
類 

發 
芽 
樹 
與 
高 
度 

鹽 

水 

濃 

度 

植 
物 
種 
類 

發 
芽 
樹 
與 
高 
度 

鹽 

水 

濃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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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經實驗發現，只有沒有加鹽的，種子很快就發芽，加入 0.5%鹽水發芽時間較慢，生長

速度也較緩慢，加入 1%鹽水的玉米、湯匙菜、綠豆會發芽了但時間更慢而其他種子

沒有發芽，濃度更高的土壤種子完全不會發芽。 

  (二). 由這一個實驗中我們發現，含鹽比例越高的土壤，種子發芽的速度越緩慢，甚至種子

根本就不會發芽。而在種子的種類中，以紅豆與 A菜的種子，在有含鹽分的土壤中，

生長速度較為緩慢，受鹽份影響比較明顯。 

 

 

 

【實驗七】調查東石鄉 168號公路沿線土壤鹽化情形 

一、實驗目的： 

    調查東石鄉 168號公路沿線土壤鹽化情形 

 

二、實驗步驟： 

  (一)、實驗五之一 

1.在一公升的水裡加入不同重量的食鹽 

2.利用三用電錶測量其電阻值 

  

  (二)、實驗五之二 

1.沿嘉義縣道 168號公路，沿線挖取地表土壤。 

2.將所挖取的土壤樣本用紗網過篩後，秤取 100公克，再加入 100毫升的水。 

3.將泥水攪拌五分鐘後，將樣本靜置，待其澄清後，利用三用電錶測量水溶液的電阻。 

 

 

三、研究結果： 

食鹽水電阻值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0 1 2 3 4 5 6 公克

電阻值

電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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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一 地點二 

圖片 

  

地點敘述 東石漁人碼頭旁 漁人碼頭附近新興社區 

質地 沙泥 沙 

與碼頭距離 0KM 1KM 

電阻 300 900 

推測含鹽量 4.5 0.75 

 地點三 地點四 

圖片 

  

地點敘述 東石鄉外圍 東石鄉外為魚塭附近 

質地 沙泥 沙泥 

與碼頭距離 2KM 3KM 

電阻 320 250 

推測含鹽量 4.7 6 

 

 地點五 地點六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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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敘述 朴子溪旁永屯社區 圍潭社區圍潭國小前 

質地 泥 泥 

與碼頭距離 4KM 5KM 

電阻 375 500 

推測含鹽量 2 3.2 

 地點七 地點八 

圖片 

 

地點敘述 港墘僑附近 東石與朴子交界處有稻田 

質地 泥 泥 

與碼頭距
離 6KM 10KM 

電阻 2000 1750 

推測含鹽
量 0.2 0.3 

 

 

 地點九 地點十 

圖片 

  

地點敘述 朴子市外圍花生田 高鐵嘉義站旁水稻田 

質地 泥 泥 

與碼頭距離 15KM 20KM 

電阻 1500 2500 

推測含鹽量 0.35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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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地點敘述 校園內  

質地 泥  

與碼頭距離 ---  

電阻 2500  

推測含鹽量 0.15  

   

測量飽和實驗水的電阻值 測量地點六的電阻值 測量地點二的電阻值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0 5 10 15 20 25

距離

電
阻
值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發現水的電阻值很高，加入食鹽電阻值則會逐漸降低，導電度慢慢上升，直到飽和

食鹽水時，電阻值最低，導電度最高。 

(二). 地點一到地點六所挖取的土壤，所測出的電阻值均比較低，我們發現，地點一到地

點六的環境，附近養殖魚塭眾多，沒有發現有種植稻米的田地，可能是因為養殖漁

塭造成土壤鹽化，以至於無法種植稻米。 

 (三). .由地點七到地點十所挖取的土壤，所測出的電阻值均很大，發現土壤中的含鹽量

相對較低，而地點七到地點十附近，發現有許多種植稻米的農田，推測應該是因為

土壤中含鹽量低，才能種植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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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一).地下水層越高，受擠壓後土壤下陷的現象較不明顯，地下水層越低，土壤受擠壓下陷的

程度就越明顯。 

(二).抽取地下水，即使地下水位下降情況不顯，海水仍會以驚人的速度入侵我們的地下水

層，剛開始我們無法察覺海水已經入侵地下水層，若繼續抽離地下水，海水入侵的高

度會更為明顯，最後海水會入侵所有的地下水層。 

(三). 地下水層遭受海水入侵後，土壤將會逐漸鹽化，不論土壤顆粒大小，情形均相同，只

有速度快慢的差別，顆粒較小的土壤，海水滲入的速度會相對的慢一些，顆粒較大的

土壤，海水滲入的速度會相對的比較快，但海水最後的入侵高度是相同的。 

(四).沿海地區因為需要抽取地下水時，當地下水位下降海水入侵後，即使補回相同的水量，

地下水被汙染的情形並不能完全回復，而且一次比一次嚴重，甚至完全被海水汙染。 

(五).地下水層的水位降低，就會造成海水入侵的情形，當海水入侵土壤之後，就會藉毛細現

象一步步將土壤鹽化。當土壤被鹽化後，即使加入大量的水，也很難讓鹽化的土壤恢

復原狀。 

(六).若地下水鹽化，則土壤將會一步步的鹽化，最終整個土壤都會受到鹽分的侵襲。 

(七).鹽化的土壤硬度明顯比未鹽化的土壤來的硬，應該是含有鹽的土壤受到陽光的曝曬後，

鹽形成結晶，而使得土壤變硬。 

(八).含有鹽分的土壤，種子發芽的速度比較緩慢，而含鹽的比例越高，種子發芽的速度越慢，

甚至會造成無法發芽。 

(九).東石鄉靠近海邊的地區，養殖漁塭眾多，土壤含鹽量大，有些地方所測出的電阻值，與

飽和食鹽水的電阻值相差不大，表示該地區受海水入侵造成土壤鹽化的程度相當嚴重。 

(十).地層及土壤一旦被鹽化，就算是停抽地下水，讓地下水位回升，迫使鹹水退出地下水層，

然而地層及土壤已經是鹹的了，再注回淡水也是於事無補，這又是一個極難復原的災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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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語】 081569 

『鹽』來如此－地下水位下降造成地層下陷與

土壤鹽化問題探究 

１. 能清晰地表達鹽化問頭的成因和影響。 

２. 需多加強土中含鹽的相關特性之觀察。 

３. 應以三度空間來考量，不宜以點的觀點做實驗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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