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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颱風草葉片的摺痕到底和颱風有沒有關係？摺痕的形成原因又是什麼？經過長期的觀察

記錄，我們比對分析大氣溫度、溼度、氣壓這三項因素後，結果發現：摺痕的生成與颱風的

侵台並沒有關聯。另外我們也測量了照度、土壤溫度及土壤的酸鹼值，也找不出與摺痕生成

的關聯性。 

我們也發現：生長在不同地點的颱風草，每一株葉片的摺痕數不一定相同；而同一個地

區的颱風草，不同株的葉片的摺痕數也不一定相同，甚至連同一株的不同葉片也會產生不同

的摺痕數。但是，無論是不同地區或相同地區的颱風草，每一株的每一片葉片的葉尾都有一

道較淺的摺痕，這是颱風草的遺傳特徵。 

至於有些颱風草的葉片會出現較深且多條的摺痕，有些是包覆著花苞的葉片，在生長的

過程中，隨著花苞的成熟長大而受到擠壓。當與花苞分離後，長成的新葉，葉片上自然留下

較深且多條的摺痕。其它沒有包覆花苞卻仍有較深且多條摺痕的葉片，則是受到同株其它葉

片的包裹，限制了生長的空間，擠壓所造成的結果。 

 

壹、研究動機 

在五上自然課「天氣變了」的單元中，老師要我們搜集有關颱風的資料，結果發現去年

侵襲臺灣的颱風特別多，給民眾帶來很多的困擾及不便。如果我們能事先知道每一年會有多

少颱風侵襲臺灣而先作準備，那該多好！ 

我們常常聽見有人會利用颱風草葉片上的摺痕數來預測今年有幾個颱風登陸，當然也有

人持不同的看法，認為這是毫無根據的，因此我們就想來做個實驗，觀察看看到底颱風草葉

片上的摺痕多寡跟颱風侵臺的數目有沒有關係？如果沒有，那麼颱風草摺痕形成的原因又是

什麼呢？ 

 

貳、研究目的 

一、颱風草葉片的橫向摺痕和颱風侵臺的次數有沒有關係。 

二、所有地區颱風草的橫向摺痕是否一樣。 

三、颱風草葉片的橫向摺痕數是否是颱風草的遺傳特徵。 

四、颱風草葉片是否會被外力或強風折出摺痕。 

五、颱風草摺痕的生長位置。 

六、颱風草較深摺痕產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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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物品名稱 單位 數量 

颱風草 個族群 18 

溫度、溼度、風速、照度四合一測量器 個 1 

溫度計 支 3 

氣壓測量器 個 1 

酸鹼度測試計 支 1 

50ml玻璃燒杯 杯 18 

鏟子 把 3 

記事板 個 3 

布尺 條 3 

鉛筆 支 3 

奇異筆 支 3 

橡皮擦 個 3 

資料本 本 1 

透明塑膠袋 個 1 

剪刀 把 3 

透明膠帶 卷 1 

棉線 捆 1 

釘書機 把 3 

數位相機 台 1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蒐集資料 

（一）調查 2007年侵襲台灣，在台灣登陸的颱風，共有 4個，分別是： 

 

编號 中文名稱 警報期間 強度 

200706 帕  布 08/06~08/08 輕度 

200707 梧  提 08/08~08/09 輕度 

200708 聖  帕 08/16~08/19 強烈 

200715 柯羅莎 10/04~10/07 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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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蒐集颱風形成的原因，其資料如下： 

在熱帶海洋上，海面因受太陽直射而使海水溫度升高，海水容易蒸發成水氣散

布在空中，故熱帶海洋上的空氣溫度高、溼度大，這種空氣因溫度高而膨脹，致使

密度減小，質量減輕。而赤道附近的風力微弱，所以很容易上升，發生對流作用，

同時周圍之較冷空氣流入補充，然後再上升，如此循環不已，終必使整個氣柱皆為

溫度較高、重量較輕、密度較小之空氣，這就形成了所謂的「熱帶低壓」。當近地面

最大風速到達或超過每小時 62公里或每秒 17.2公尺時，我們就稱它為颱風（中央

氣象局颱風百問）。 

（三）調查網路上與颱風草摺痕有關的資料，經整理後的資料如下： 

 

 說法 備註 

1 山地原居民的傳說橫向摺痕的數目代表當年的颱風數。 
 

2 像占卜，沒有科學根據。 
中央氣象局長期的觀

察和向植物學家請教 

3 在一個地區，所有颱風草橫向摺痕均一樣。 
 

4 脆弱的葉片易被外力或強風折出摺痕。 
 

5 摺痕數是颱風草的遺傳特徵。 
 

6 颱風草都是一摺，也都是靠近葉緣前端。 
 

7 橫向摺痕數通常發生於後半部，皺摺的數目大約為 0～4。 
 

8 
諸羅縣志記載「初生無節，則週歲無颱，每多一節，主颱 

一次；驗之不爽。」 

 

9 從嘉義到台北所見過的颱風草都只有一摺。 
 

 

二、決定研究目的 

在經過討論後，我們最先要找出颱風草與颱風的關係，接著要針對網路資料作實驗

觀察，驗證他們的說法是否正確，另一個重點就是要找出摺痕出現的原因，讓這個歷史

懸案得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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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尋找颱風草 

我們先從校園四周開始尋找颱風草，結果發現學校後方的原野自然公園（以前俗稱

八號公園）內有三個地方長有颱風草，分別是學校擋土牆後方、里民活動廣場後面以及

德正街邊坡。 

 

四、確定地點察 

因為三個地點各有一段距離，經過評估，我們選定族群最大，離學校最近的第一個

地方作為長期觀察測量的地點，另外兩個地點只做普查。 

 

五、進行觀測記錄 

（一）我們分成 3組，每組認養二～三個族群。 

（二）為了方便觀察記錄，先將各株颱風草進行編號，並套上編號環，例如：編號 1-2-3， 

「1」代表第一個族群；「2」代表族群中的第二棵；「3」代表那一棵的第三片葉片。 

（三）進行初步觀測紀錄，項目有：葉片的長度和寬度、摺痕長在幾公分處、共有幾個摺

痕等。但是後來我們發現這種觀察方法紀錄出來的數據不夠完整，我們認為颱風的

形成跟氣象有關，那麼我們就必需加入氣象觀測，設法找出天氣變化對颱風草摺痕

形成的影響。 

（四）接著我們進行長期的觀測紀錄，項目有：天氣狀況、大氣溫度、溼度、照度、風速、

大氣壓力、土壤溫度、葉片長度、葉片寬度、摺痕數及摺痕在幾公分處，並針對較

特別的事件做記錄，例如被蟲咬、開花、枯萎等。 

（五）進行土壤的酸鹼值測試，我們分別蒐集了每一株颱風草的土壤，將土壤加水充分攪

拌後測量土壤的酸鹼值。 

（六）到了下學期，我們在第二、第三處地點，針對葉片做全盤的觀察記錄，再與原先的

觀測結果做比較。 

（七）針對有 2條以上（包括 2條）摺痕的葉片設計實驗，找出摺痕產生的原因。包括把

葉子拉開觀察嫩芽及未長出的花苞實驗及綁棉線實驗。 

 

   

1.大家在雨中進行觀察。 2.將每一株颱風草戴上編號環。 3.測量葉片的長度及摺痕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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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測量葉片的寬度。 5.將溫度計插進土中測土壤溫度。 
6.將採集回來的土壤泡水攪拌後再

測量酸醶值。 

 

伍、研究結果 

一、颱風草葉片的橫向摺痕和颱風侵臺的次數有沒有關係。 

（一）假設一：去年有 4 個颱風登陸台灣，所以颱風草葉片的橫向摺痕有 4條。 

        １、我們調查 2007 年登陸台灣的颱風共有 4個，時間是 8月～10 月，根據「山地

原居民的傳說，橫向摺痕的數目代表當年的颱風數。」的說法，那麼表示颱風

草的橫向摺痕應該有 4條。 

２、觀察發現： 

            根據我們的調查發現，大部分葉片都只有 1條橫向摺痕，而且竟然沒有一片颱

風草葉片有 4 條橫向摺痕（表 1），或許是因為我們觀察的時間是 9月份，已經

有 3個颱風侵台，所以才會有如此結果。 

 

摺   痕 第 1株 第 2株 第 3株 第 4株 第 5 株 第 6株 第 7株 總計 

壞 9 13 0 5 2 1 11 61 

0條 0 0 2 1 0 0 6 16 

1條 9 22 17 31 13 5 14 109 

2條 0 1 1 1 0 1 0 1 

3條 0 0 0 1 0 0 0 0 

4條 0 0 0 0 0 0 0 0 

10條以上 2 1 3 0 1 1 0 9 

很多不明顯 1 3 0 0 0 0 5 10 

表 1  學校擋土牆後方颱風草橫向摺痕初步觀察記錄表 

 

（三）假設二：颱風草葉片橫向摺痕的生成會受到氣候的影響。 

        １、我們假設如果颱風草葉片橫向摺痕的生成與颱風有關，那麼透過長期觀測各項

大氣條件，找出它們與颱風草葉片摺痕形成的關聯性，那麼就可以知道與颱風

侵台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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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測量：我們根據颱風形成的條件「溫度高、溼度大、氣壓低」等三項來設計實

驗，加上照度及土壤溫度等五項配合測量葉子的生長，進行長期測量記

錄，觀測時間 96年 9月 18日到 96年 12月 27日，共三個多月的時間。 

(1)大氣溫度：在 19.8℃～28.1℃之間，差距在 10℃以內（圖 1），因為已是秓、

冬季節，所以平均溫度只有 22.8，並不符合溫度高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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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大氣溫度折線圖 

(2) 溼度：在 65％～85.5％之間，平均溼度是 72.9％，溼度相當高（圖 2），符

合颱風生成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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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溼度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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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氣壓力：在 1011百帕～1023百帕之間，平均氣壓是 1017 百帕，氣壓偏

高（圖 3），不符合颱風生成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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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大氣壓力折線圖 

(4)照度：在 217LUX～595LUX 之間，因為我們觀察的日子，只有 8天是晴天，

而且因為颱風草長在大樹蔭底下，所以照度較低（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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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照度折線圖 

 

(5)土壤溫度：在 16.8℃～25℃之間，平均溫度是 19.5℃，與大氣溫度的起伏

一樣，但溫度較氣溫泜 3度（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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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土壤溫度折線圖 

３、結果說明： 

(1)在大氣壓力部分，我們對照在大氣壓力最低時長出來的葉子（第 2-2-9片葉

子），發現長出來的是只有一條橫向摺痕的葉子，另外在最高壓力長出來的

葉片（第 2-12-4、2-16-3、7-1-10片葉片）也是一樣的只有一條橫向摺痕，

所以大氣壓力對橫向摺痕的產生沒有影響。 

(2)另外在溼度、照度、大氣溫度及土壤溫度方面，我們對照其它有二條以上橫

向摺痕的葉片生長情形（表 2-1、2-2），無法從中找出它們的關聯，從這裡

也可以驗證颱風草的橫向摺痕與氣象沒有任何關聯，當然也找不出與颱風侵

臺次數的關聯性。 

 

编號 發芽日期 大氣溫度 溼度 照度 氣壓 土壤溫度 摺痕數 

2-2-9 96.11.26 23.5 95.4 314 1011 21 1 

2-12-4 96.12.4 21 70.6 336 1023 17 ＞10 

2-16-3 96.12.4 21 70.6 336 1023 17.8 2 

7-1-10 96.12.4 21 70.6 290 1023 17.8 1 

2-5-9 96.11.30 21.5 70.5 313 1012 16.7 2 

2-11-4 96.12.7 21 77 516 1018 18.2 ＞10 

2-13-5 96.12.4 19.7 72.4 539 1016 18 ＞10 

5-15-4 96.12.14 19.7 65.5 539 1016 18 ＞10 

表 2-1  颱風草嫩葉發芽時各項觀測記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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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號 發芽日期 大氣溫度 溼度 照度 氣壓 土壤溫度 摺痕數 

7-1-3 96.12.14 19.7 65.5 539 1016 18 ＞10 

7-7-2 96.12.7 21 77 516 1018 18.2 ＞10 

7-8-2 96.12.7 21 77 516 1018 18.2 2 

7-8-3 96.12.10 21 80 551 1018 19 2 

7-9-2 96.12.7 21 77 516 1018 18.2 ＞10 

表 2-2  颱風草嫩葉發芽時各項觀測記錄表(2) 

 

二、在每一個地區，颱風草的橫向摺痕是否一樣。 

（一）想法：在前一項實驗中，我們發現颱風草似乎與颱風侵颱沒有什麼關聯，這讓我們

對網路關於颱風草的一些說法產生懷疑，因此我們決定針對網路各種說法一

一做驗證。 

（二）假設：在每一個地區，颱風草的橫向摺痕都一樣。 

（三）驗證： 

１、我們總共調查原野自然公園裡三個地方的所有颱風草，共計 18 株，434片葉子，

經調查後，我們除去壞掉的葉片，發現颱風草的橫向摺痕數從 0～4條都有，其

中數量最多的是 1 條摺痕，共有 200 片，其他不同的橫向摺痕數量較少，分別

是 26、4、3、1片等！奇怪的是接下來就超過 10條，有些橫向摺痕很明顯，共

有 53片，有些橫向摺痕則不明顯，共有 9片（圖 6、圖 7）。 

 

摺痕 照片 摺痕 照片 

壞掉 

 

0條 

 

1條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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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條 

 

4條 

 

10條 

以 

上 

明 

顯 

 

10 

條 

以 

上 

不 

明 

顯 

 
圖 6  不同摺痕數的颱風草摺痕照片 

 

總計

0 50 100 150 200 250

壞

0條

1條頭

2條

3條

4條

都是摺痕

很多不明顯

 

圖 7 颱風草橫向摺痕數數量統計表 

 

２、從調查結果顯示：三處調查地點的颱風草橫向摺痕數都不盡相同，同一地區的

颱風草橫向摺痕數也不同，就連同一株不同的葉片也會產生不同的橫向摺痕數

（表 3、表 4、表 5）。所以網路上說的「同一年所有地區的颱風草摺痕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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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或是「臺灣從臺北到嘉義的颱風草摺痕數都是一摺」這兩種說法都是不

正確的。 

 

摺  痕 第 1株 第 2株 第 3株 第 4株 第 5株 第 6株 第 7株 

壞 9 13 5 5 2 16 11 

0條 0 0 3 1 0 6 6 

1條 9 22 19 22 13 10 14 

2條 0 1 0 0 0 0 0 

3條 0 0 0 0 0 0 0 

4條 0 0 0 0 0 0 0 

10條以上(明顯) 3 4 5 2 1 1 6 

11條以上(不明顯) 2 0 0 1 0 1 0 

表 3 擋土牆後方的颱風草葉片橫向摺痕數統計表 

 

摺痕 第 8株 第 9株 

壞 11 9 

0條 10 0 

1條 10 11 

2條 1 0 

3條 3 0 

4條 0 0 

10條以上(明顯) 2 2 

11 條以上(不明顯) 1 0 

表 4 里民活動廣場後面的颱風草葉片摺痕數統計表 

 

摺痕 第 10株 第 11株 第 12株 第 13 株 第 14株 第 15株 第 16株 第 17株 第 18株 

壞 2 38 4 0 7 0 3 2 1 

0條 0 0 0 0 0 0 0 0 0 

1條 18 7 8 11 5 0 11 6 4 

2條 0 0 0 0 0 1 0 1 0 

3條 0 0 0 0 0 0 0 0 0 

4條 0 0 0 0 0 0 0 0 1 

10條以上 

(明顯) 
4 1 0 4 0 1 5 2 8 

10條以上 

(不明顯) 
0 0 1 0 3 0 0 0 0 

表 5 德正街邊坡的颱風草葉片橫向摺痕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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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橫向摺痕數是否是颱風草的遺傳特徵。 

（一）假設：橫向摺痕數是颱風草的遺傳特徵。 

              根據網路調查發現有一種說法是「颱風草的橫向摺痕數是它的遺傳特徵」，也

就是說有的颱風草天生都是一條摺痕，有的天生就是 2 條、3 條、4 條及 10

條以上等。 

  （二）觀察結果： 

１、從問題二的觀察結果發現：在觀察的 18株颱風草中，每一棵颱風草上不同葉片

的摺痕數大部分都是 1 條，但是總是有幾片要唱反調，出現 2 條以上（包括 2

條）的橫向摺痕數，所以由此可以證明不同的橫向摺痕數並不是颱風草的遺傳

特徵。 

２、我們發現颱風草的橫向摺痕數雖然不盡相同，但是除了 0條以外（因不太明顯，

所以未計算），檢查其餘有橫向摺痕的葉片，在葉尾部分都有一條橫向摺痕，而

且這條橫向摺痕和其他的橫向摺痕長得不太一樣（圖 8），葉尾那一條橫向摺痕

的痕跡較淺，比較像是被外力摺過，而且它的樣子很像我們爬山時看見的另一

種植物大以茅草，它就像是颱風草的放大版，連橫向摺痕都很像（圖 9），但是

其它較皺、較深的橫向摺痕，則像是自然生成的。 

 

1.較靠近葉尾那一條較淺的摺痕 2.其他較深的摺痕 

  
圖 8 颱風草葉片不同摺痕比較圖 

 

1.颱風草摺痕 2.大以茅摺痕 

  
圖 9 颱風草葉片摺痕與大以茅摺痕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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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我們發現葉子剛發芽的時候，因為太小無法看出是否有橫向摺痕，但隨著葉片

漸漸長大就會發現。此時的葉片還沒有完全張開，無論是哪一種橫向摺痕都是

一樣（圖 10），所以說這些橫向摺痕是隨著葉片長出來的，而且當葉片成長後

就不會再增加新的摺痕。 

0

5

10

15

20

25

97
年

11
月

9日

97
年

11
月

10
日

97
年

11
月

11
日

97
年

11
月

12
日

97
年

11
月

13
日

97
年

11
月

14
日

97
年

11
月

15
日

97
年

11
月

16
日

97
年

11
月

17
日

97
年

11
月

18
日

97
年

11
月

19
日

97
年

11
月

20
日

97
年

11
月

21
日

97
年

11
月

22
日

97
年

11
月

23
日

97
年

11
月

24
日

97
年

11
月

25
日

97
年

11
月

26
日

97
年

11
月

27
日

97
年

11
月

28
日

97
年

11
月

29
日

97
年

11
月

30
日

97
年

12
月

1日

97
年

12
月

2日

97
年

12
月

3日

97
年

12
月

4日

97
年

12
月

5日

97
年

12
月

6日

97
年

12
月

7日

97
年

12
月

8日

97
年

12
月

9日

97
年

12
月

10
日

公分
葉片長度 葉片寛度 摺痕位置

 
圖 10  颱風草 4-7-8 摺痕位置與葉片生長關係圖 

 

四、葉片是否會被外力或強風折出摺痕。 

（一）假設：葉片會被外力或強風折出摺痕。 

從前面第三項問題，我們發現靠近葉尾的那條橫向摺痕似乎是颱風草的遺傳

特徵，但是網路也有人認為是經由外力造成的，為了慎重起見，我們就針對

這項說法進行驗證。 

（二）驗證： 

１、首先，我們進行風速的觀測，我們發現大部分的時間風速並不強（圖 11），而

且觀測期間也曾遇到柯羅莎颱風，在颱風後並沒有產生新的摺痕，而是直接枯

萎或被折斷，折斷的地方會有枯黃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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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風速統計表 

２、接著，我們對進行颱風草的橫向摺痕實驗，我們用手將葉片折出摺痕，經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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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摺痕比較，我們發現被手折過的橫向摺痕呈一條平滑的直線，不像自然生

成的橫向摺痕會隨著葉脈起伏。過一段時間後，折過的地方會有枯黃的現象，

但是原有的葉片橫向摺痕在整片葉子開始枯黃時，摺痕仍是綠色的（圖 12），

所以，颱風草的橫向摺痕自然生成的，並不是被外力或強風折出的摺痕。 

 

1.用手折後所產生的橫向摺痕 3.原有的橫向摺痕 

  
2. 用手折後過一段時間的摺痕 4.葉子開始枯黃的原有摺痕 

  

圖 12 用手折颱風草所留下的摺痕與原有摺痕比較圖 

 

五、颱風草橫向摺痕的生長位置。 

（一）假設：橫向摺痕數通常發生於後半部，數目大約為 0～4。 

接著我們針對橫向摺痕的位置做調查，來驗證網路的說法是否正確。 

（二）驗證： 

１、我們將一片葉子分成二等分，分別是葉基與葉尾做為颱風草橫向摺痕的位置依

據。 

２、我們發現除了先前每一片的葉尾都有一道較淺的橫向摺痕外，其他較深的橫向

摺痕生長的位置並沒有一定的規則可尋（圖 13-1、13-2、13-3），而且數量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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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總葉數的 16％而已，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試圖找出這些較深的橫向摺痕出現

的原因。 

 

 

 

橫向摺痕生長位置：葉基 

數目：1條 

 

 

橫向摺痕生長位置：葉尾 

數目：1條 

 

 

橫向摺痕生長位置：葉尾 

數目：2條 

圖 13-1 颱風草的橫向摺痕數與生長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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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摺痕生長位置：葉尾 

數目：3條 

 

 

橫向摺痕生長位置：葉中 

數目：4條 

 

 

橫向摺痕生長位置：葉尾 

數目：1條 

 

 

橫向摺痕生長位置：葉基  

數目：10條 

圖 13-2 颱風草的橫向摺痕數與生長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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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摺痕生長位置：葉尾 

數目：1條 

 

摺痕生長位置：葉中 

 數 目 ： 10 條 以 上

 

 

 

橫向摺痕生長位置：葉尾 

數目：10條以上 

 

 

 

 

橫向摺痕生長位置：分布全

葉 

數目：10條以上 

圖 13-3 颱風草的橫向摺痕數與生長位置圖 

 

六、影響颱風草摺痕的原因。 

（一）假設一：土壤酸鹼值會影響颱風草的摺痕。 

       １、我們發現２條以上橫向摺痕的颱風草比較集中在某些區域，所以我們就想到 

土壤的酸鹼值是否是造成颱風草不同橫向摺痕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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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驗證： 

(1)我們採集所有植株的土壤做酸鹼值測試，結果土壤的酸鹼值為 PH5.4～

PH7.7，呈弱酸到弱醶性，其中德正街邊坡的土壤酸鹼值呈弱鹼，擋土牆後

面的土壤呈現中性到弱酸性，至於在里民活動廣場後方的土壤則是是三處裡

面酸性最強的。 

 

植株 

第 

1

株 

第 

2 

株 

第

3

株 

第

4

株 

第

5

株 

第

6

株 

第

7

株 

第

8

株 

第

9

株 

第

10

株 

第

11

株 

第

12

株 

第

13

株 

第

14

株 

第

15

株 

第

16

株 

第

17

株 

第

18

株 

PH 7 6.2 6.3 6.8 6.3 6.5 6.3 5.4 6 7.5 7.3 7.4 7.3 7.6 7.7 7.7 7.7 7.7 

摺痕 有 有 有 
沒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沒

有 

沒

有 

沒

有 
有 有 有 有 

表 6 土壤酸鹼統計圖 

(2) 當我們對照長有兩條橫向摺痕的颱風草時，發現土壤酸鹼值與颱風草的橫

向摺痕並沒有關聯（表 6）。 

 

（二）假設二：最後一片葉子的橫向摺痕是花穗造成的。 

１、觀測記錄一：我們經過長期的觀測記錄後發現：共有 70片葉有 2條以上（包含

2條）的橫向摺痕，其中有 34片是包著花穂的葉片（表 7），且摺

痕數都比其他葉子來的多。經過仔細觀察，我們發現這些摺痕的

形成似乎和花穗有關，但並不是最後一片葉子都是充滿摺痕，這

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擋土牆後方 德正街邊坡 照片 

1-5-4 9-2-8 14-3-3 

 

1-8-5 9-1-8 14-4-3 

2-5-9 9-3-8 14-5-3 

3-1-9 10-2-6 14-6-3 

3-10-9 10-3-6 15-2-2 

3-11-6 10-4-6 16-3-5 

4-6-7 12-2-4 16-2-7 

4-8-8 13-2-4 18-2-4 

4-20-4 13-3-5 18-3-5 

5-15-6 13-4-3 18-4-3 

6-4-6 14-1-3  

7-1-10 14-2-4  

表 7 最後一片有兩條以上橫向摺數的颱風草葉片編號表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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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觀測記錄二： 

            (1)經過觀察後我們發現如果最後一片葉片已經先長出來然後再長出花穗，那麼

葉片就會跟其他的正常葉片一樣，只有葉尾有一條橫向摺痕。而其它有許多

摺痕的葉子，似乎是受到花穗成長的影響造成的。但是我們將葉片摺痕與花

穗做比對，似乎找不到規則性（圖 14-1）。 

 

1. 只有一條橫向淺摺痕的葉片 2.全都是橫向摺痕的葉片 

  

圖 14-1 最後一片風草葉片 

(2)為了證明我們的想法，我們利用剛伸展開來較嫩的葉片，把花穗包裹起來再

用透明塑膠片固定，想要製造出摺痕，但是結果失敗（圖 14-2），但這又印

證了葉片長出來後就無法形成新的摺痕了。 

 

時間 方法 照片 

第一天 用葉子把花穗包裹起來，再用透

明塑膠片固定（編號：6-21） 

 
10天後 已成熟的葉子沒有產生任何摺

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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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放大 

 
圖 14-2 颱風草葉片包裹花穗實驗 

３、驗證： 

(1)根據之前的觀察顯示颱風草葉片的摺痕長出來時已經固定，所以我們就想到

尋找剛要長出來的花穗，把外面的葉子去掉，再觀察它們。 

(2)結果讓我們找到摺痕與花穗的一致性，我們發現一種是和包著未開放花穗的

葉片和一起成長，但是花苞比較稀疏，那麼花苞比較多的地方就會產生摺痕，

但是較細的花梗或是細小的花苞就不會產生摺痕；另一種是花苞較密集，那

麼包著花苞的葉片就會充滿橫向摺痕；第三種是葉片長到一半，花穗跟著長

出來，那麼就只會在葉基的地方產生橫向摺痕（圖 15）。這也就說明了最後

一片葉片和包覆的花穗一起成長時，就會像糖果紙包糖果的原理一樣，葉片

會被花苞擠壓出很多橫向摺痕。 

 

1. 葉片還在成長時，花苞便長出來 2. 葉子基部局部放大圖，只有葉基包花苞的部分會產

生與花苞致的摺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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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包著花穗與花穗一起成長 4. 葉片成長後充滿葉痕 

 
 

5. 葉片還未完工張開 6. 成長後葉基有許多橫向摺痕 

 
 

圖 15 打開葉子觀察未長出的花苞與葉片摺痕實驗 

 

（三）假設三：形成超過一條橫向摺痕的原因是生長時受到擠壓 

１、雖然我們已經找出最後一片葉子產生許多摺痕的原因，但是仍然有其他不是最

後一片但超過一條摺痕的葉片，還沒有找到原因，從包花穗的實驗中，我們猜

測這些摺痕是葉片在生長過程中受到擠壓，才產生的。因此，我們就設計實驗

來驗證我們的想法。 

        ２、實驗一：在莖上綁棉線實驗。 

(1)我們先找出將要長出來的嫩芽，在莖上綁上棉線，看看葉片長出來後，會不

會產生摺痕。 

            (2)結果：棉線隨著葉片成長，但嫩葉卻被壓彎了，當我們把棉線去掉讓葉片繼

續生長，結果發現葉片受傷了，而嫩芽也長得歪七扭八的，（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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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將前一片葉子的

基部用棉線綁

住。  

 
第七天 棉線隨著葉片成

長，但嫩葉卻被壓

彎。 

 
第十天 解開棉線後，綁棉

線的地方破裂產

生綁痕，嫩芽則產

生變曲 

 
圖 16 颱風草葉片在莖上綁棉線實驗 

 

３、實驗二：嫩芽綁棉線實驗 

(1)改良實驗一：把包覆嫩芽的葉子都去掉，只剩下嫩芽，然後在嫩芽基部綁上

棉線，看看葉片長出來後，會不會產生摺痕。 

            (2)結果：我們發現嫩芽展開後在綁棉線的地方產生皺摺，但是因為嫩芽很脆

弱，承受不住棉線的重量，所以摺痕處有點不連續，而且摺痕處有點

枯黃，不像是颱風草橫向摺痕。（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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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去掉前面葉子綁上棉線 2.嫩芽展開後被綁的部位出現摺痕 

  

圖 17 將颱風草嫩芽綁上棉線實驗 

４、實驗三：颱風草葉樹綁棉線實驗 

(1)接著我們把剛展開的葉片綁上 2條棉線，10天後將棉線拆掉。 

            (2)結果：發現綁棉線的地方變黃而且變凹了，但是卻不像葉片長出來的橫向摺

痕，所以用這種方法也沒辦法產生橫向摺痕。(圖 18) 

 

1.將葉片基部綁上 2 條棉線 2. 7 天後拆掉棉線，出現 2 道凹痕。 

  

圖 18 將颱風草展開不久的葉片綁上 2 條棉線實驗 

（四）假設四：去除阻礙，嫩芽就能正常生長，只有出現一條摺痕 

１、因為前面的實驗無法製造出摺痕，我們想到如果逆向操作，將嫩芽的阻礙去掉，

那麼新長出來的葉片如果會像正常的葉片一樣，只有一條橫向的淺摺痕，也就

可以證明我們的假設，所以我們又進行了以下的實驗。 

２、實驗一：去掉葉片實驗 

            (1)先找出長有許多摺痕的颱風草，將葉片都去掉，只剩下未長出來的嫩芽，然

後再觀察它的生長情形。 

(2)結果：我們發現葉片展開後上面只有一道橫向淺摺痕。（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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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將前兩片有許多摺痕的葉子去掉 2.嫩芽展開後上面只有一道淺摺痕 

  

圖 19 將颱風草葉片去掉只剩嫩芽實驗 

３、實驗二：拉開葉片實驗 

            (1)將颱風草葉片拉開，露出未長出來的嫩芽，然後再觀察它的生長情形。 

(2)結果：我們發現結果和前一個實驗一樣，也只有一道橫向淺摺痕，這也證明

了只要有足夠的空間讓嫩葉生長，就不會產生多道橫向摺痕。（圖 20） 

 

1.只將前兩片有許多摺痕的葉子基部整個拉開 2.嫩芽展開後上面只有一道淺摺痕 

  

圖 20 將颱風草葉片拉開露出嫩芽實驗 

 

陸、討論 

   在觀察的期程中，我們遇到國定假日、下大雨或是考試，以至於並沒有每天觀察，常常

隔幾天不見，葉片就長得很長，或是又長出許多新的葉片，卻來不及記錄，這也可能造成觀

測結果有誤差。另外，我們真正長期觀測的時間只有三個多月，而且又逢秓、冬季，如果在

春、夏季觀測，也許會有不同的結果。 

  在觀測的過程中，也曾遇到在德政街的觀測地點，就在我們測量後的第二天，就被人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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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除了，以致於後來無法再蒐集資料，是件令人遺憾的事。 

    這次的實驗範圍僅限於原野公園，無法廣範取樣，未來可以再擴大調查範圍，來佐證的

我們實驗，那麼我們的實驗就可以更具說服力了。 

    很遺憾葉片摺痕的製造實驗失敗了，或許是我們實驗的方法不對，但也強烈的感受到生

命是如此奧妙，我們必須再深入了解植物的相關知識，再來重新設計實驗，期望能夠真正製

造出與颱風草相同的摺痕。 

經過這次的實驗，我們發現網路上的資訊不見得都是正確的，常常都是人云亦云，卻沒

有人去探究它的真實性，像颱風草的摺痕跟颱風來襲的關聯性，是自古就有的說法，但是很

少人真正去探究它的真實性，卻仍大方的引用，也有一些是沒有經過仔的觀察，就直接下定

論，然後再透網路廣為流傳，是否其他的網路資訊也有這種問題呢？這真一件可怕的事情，

以後我們對於網路上的資息要更加小心求證，才不會得到錯誤的資訊而不自知呢！ 

另外，我們在觀測的過程中，發現有兩種毛蟲是吃颱風草的葉片，其中一種還會用絲把

葉片縫起來，然後自己藏在裡面，真是奇妙，或許這又是值得探索的好題材呢！ 

 

  

  

柒、結論 

一、 去年有 4個颱風登陸台灣，根據我們的調查發現，大部分葉片都只有 1條摺痕，而且

沒有一片颱風草葉片有 4條摺痕，與颱風數不符合。 

二、 大氣溫度平均溫度只有 22.8，不符合溫度高的；平均溼度是 72.9％，溼度相當高，符

合颱風生成的條件；平均氣壓是 1017 百帕，氣壓偏高，也不符合颱風生成的條件。 

三、 另外在氣壓、溼度、照度、大氣溫度及土壤溫度方面，我們對照其它有二條以上橫向

摺痕的葉片生長情形無法從中找出它們的關聯，從這裡也可以驗證颱風草的橫向摺痕

與氣象沒有任何關聯，當然也找不出與颱風侵台次數的關聯性。 

四、 颱風草的橫向摺痕數數量最多的是 1 條摺痕，共有 200 片，其他不同的橫向摺痕數量

較少，分別是 26、4、3、1 片等另外超過 10 條明顯的橫向摺痕，共有 53 片，不明顯

的則有 9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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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三處調查地點的颱風草橫向摺痕數不盡相同；同一地區的颱風草橫向摺痕數也不相同；

同一株莖上的不同葉片也會產生不同數量的橫向摺痕。 

六、 不同的橫向摺痕數並不是颱風草的遺傳特徵，但葉尾那條較淺的橫向摺痕則是颱風的遺

傳特徵。 

七、 橫向摺痕是隨著葉片長出來時就有的，當葉片長出來後不會再增加新的摺痕。 

八、 用手將葉片折出摺痕，和原有摺痕不同，颱風草的橫向摺痕自然生成的，並不是被外力

或強風折出的摺痕。 

九、 土壤酸鹼值與颱風草的橫向摺痕並沒有關聯。 

十、 最後一片葉片和包覆的花穗一起成長時，就會像糖果紙包糖果的原理一樣，葉片會被花

苞擠壓出很多橫向摺痕。 

十一、利用綁棉線的方式無法製造出和颱風草一樣的橫向摺痕。 

十二、利用去掉葉片或拉開葉片的方式能讓颱風草嫩芽有足夠的空間生長，葉尾只會產生一

道較淺的橫向摺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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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1553 

研究方法適切，並有初步結果可協助釐清迷思概念，可惜葉

片摺痕的成因缺少具體結論，而探討的實驗設計也遺漏了對

照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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