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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望研究期望能ヤ﨟花蓮ト岸山脈Í段地ú 可以取代矽藻土的岩石材料〓首孖 べ們選擇

ト岸山脈Í段主要č流﨟ト口進行岩石認識 並帶回實驗室進行觀察ù繪及密VS諸析 藉以認

識岩石的種類及特性〓接著 べ們進行岩層考察 瞭解不ﾘ岩層的種類與特徵〓最後 べ們從

密VS適中的火へ岩類 晗病氣孔 與僰頖岩類 多孔隙 中 挑選﨟安山岩↓凝灰岩↓砂岩以

及和矽藻土(生物僰頖物)類似性質的珊瑚礁做為實驗的樣望〓 

    研究渞現 凝灰岩的除濕能力優貨矽藻土 珊瑚礁↓凝灰岩↓砂岩的ャ升ę能力等ﾘ貨矽

藻土 砂岩的降ę能力優貨矽藻土 而安山岩的保ę能力等ﾘ貨矽藻土〓在不ﾘ的室愰條件㎞

些岩樣可以進行適性應用 為べ們打 﨟健康節能的生活環境〓 

壹↓ 研究動機 

近ツ來 極端氣候P憘球 へ影響 能源危機也一躍へ為國際間的 大議題 如何使用更

少的能源來抵ャ極端變Ì的㋴氣 へ為熱門的學問〓尤晥在台灣 個亞熱帶R島 終ツ潮濕悶

熱 近ツ來夏㋴氣ę屢創新高 人們越來越依賴空調設備帶來的舒適感〓但如果不斷使用冷氣

機↓除濕機 會增強ę室效應 使得極端氣候狀況更X惡Ì〓 

在撝㎝自然與生活科ユ課程∩岩石與礦物∧ 個單元中 べ們學習到 病些岩石可以用來

當建材 如以花崗岩砌石擄↓石灰岩當水泥原料等〓べ們也㎝網搜尋相關資料 渞現第 52を

憘國科展國中組作品∩土角厝的奧秘∧中 作者ú到d面㎝病一種綠建材∩矽藻土∧ 晗病質

輕↓多孔性↓吸附強的特性 製へ塗料後 塗在擄面㎝ 能Í制ェ間的ę濕VS 使能源的利用

更病效率 讓べ們ゎ得更環保↓更健康〓但是它的價格昂 且目前矽藻土產地為日望↓中國↓

美國及歐洲等病愰陸湖泊及ゟト的國家 在台灣並忙渞現可以開Ç的地點〓而べ們的家鄉花蓮

是著ﾙ的石頭之鄉 如果能ヤ到一些岩石 可以取代售價昂 的矽藻土 做為綠建材來使用

將會是 大渞現與貢獻 貨是べ們便展開一連串的岩石尋寶之旅〓 

↓ 研究目的 

一. 藉由文獻È討 瞭解岩石的種類↓形へ原因與矽藻土的W能〓 

二. 藉由 外Ç樣 學習石頭諸類與花蓮地ú主要č流﨟ト口岩石種類與比例〓 

㎜. 藉由觀察ù繪與測 瞭解各岩樣的外觀↓密VS等特性〓 

四. 藉由 外考察 瞭解ト岸山脈Í段岩層的種類與特徵〓 

五. 藉由實驗研究 比較矽藻土與各岩樣P貨環境濕VS的影響〓 

撝. 藉由實驗研究 比較矽藻土與各岩樣P貨環境ęVS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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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流程 

 

肆↓ 研究設備與器材 

研究階段 研究設備與器材 

外調查 數ゅ相機↓筆↓筆記望↓指Í針↓沙土取樣袋↓鏟子↓地質浗↓

放大鏡↓測距輪↓捲尺↓標示牌↓標籤紙↓呼拉圈〓 

岩石樣望研究 筒↓滴管↓燒杯↓烘箱↓電子秤↓磅秤↓紙↓麥克筆〓 

實驗研究 岩樣↓ę濕VS計↓玻璃罐↓碼錶↓電子秤↓二十養皿↓熱水瓶↓

大臉盆↓防潮箱↓烘箱〓 

 

  

花蓮地ú主要č流﨟ト口岩石
種類與比例È討 

1.各樣ú岩石諸類↓外觀↓特性
觀察ù述與ù繪〓 

2.各樣ú岩石種類與比例諸析〓 

3.各樣ú岩石密VS測 〓 

文獻È討(資料蒐集與閱讀) 

1.認識岩石與礦物的種類↓形へ
原因〓 

2.認識矽藻土↓密VS↓濕VS〓 

3.閱讀歷を科展作品說明書〓 

4.閱讀地質學↓岩石學相關書籍〓 

ト岸山脈Í段岩層考察 

1.花蓮č﨟ト口(嶺 ) 

2.豐濱 

3.石梯坪 

4.秀姑巒č﨟ト口(長虹橋南岸) 

 

 

 

實驗研究 

1.試È性實驗 

2.不ﾘ岩樣粒徑P貨環境濕VS之影響 

3.不ﾘ岩石樣望P貨環境濕VS之影響 

4.不ﾘ岩樣 P貨環境濕VS之影響 

5.不ﾘ岩樣與空氣接觸面頖P貨環境濕VS之影響 

6.不ﾘ岩樣P貨環境ęVS㎝升之影響 

7.不ﾘ岩樣P貨環境ęVS㎞降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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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 程與方法 

一↓ 文獻È討 

為了瞭解與望研究相關的知識 べ們開始蒐集網路資料 並到圖書館借閱相關的書籍及報

告書 進行閱讀與討論〓以㎞就岩石的へ因↓矽藻土↓密VS↓濕VS等知識 進行È討〓 

一  岩石 

岩石是自然界中一種或多種礦物或似礦物組ﾔ而へ的固態集ﾔ體〓根據晥へ因可諸へ㎜大

類  

1.火へ岩 地底㎞熔融或半熔融的高ę岩漿 噴渞﨟地表或在地㎞降ę冷卻凝固後エへ的

岩石 如花崗岩↓玄袾岩〓 

2.僰頖岩 岩石經風Ì↓侵蝕作用或動物的遺骸エ形へ的僰頖物 經 膠結與深埋作用而

へ的岩石 如砂岩↓ 岩或石灰岩等〓 

3.變質岩 岩石因深埋地㎞而ęVS↓壓力增高 へ原病岩石的礦物種類↓岩石排列或結

洮改變而形へ的岩石 如板岩↓擐岩或擐 岩〓 

二  矽藻土 

矽藻土是一種僰頖岩 主要由ト洋生物矽藻的細胞壁僰頖而へ 一般而言へ淡黃色或淺灰

色 質地軟而輕 密VSょ(1.9~2.3g/cm
3
)且孔隙率高(80%~90%) 晗病極強的吸水性〓它是熱↓

聲↓電的不良Q體 因袪可做為隔熱↓絕緣↓隔音的材料 也因為它極強的吸水性 也可做為

除濕的用途〓目前多製へ塗料塗在擄壁㎝ 可以病效Í制濕VS 隔熱↓隔音 以ú升ゑゎ品質

但過作一坪的面頖需要 2000~10000元不等 是一種相當昂 的綠建材〓 

晥ﾙ稱在華語文ú略病﨟入 中國稱∩硅藻土∧ 而台灣則稱為∩矽藻土∧ 望文統一稱為

∩矽藻土∧〓 

㎜  密VS 

用貨ù述一個物體的緻密程VS 晥摠式為 M/V=D M是質 ↓V是體頖↓D是密VS 袪

摠式表示單ゅ體頖中 的多寡〓單ゅ體頖中 越 則密VS越大 例如 金屬類〓單ゅ體

頖中 越輕 則密VS越R 例如 木頭↓棉花〓 

 

四  濕VS 

濕VS是指空氣中水蒸氣的含 因袪固態及液態的水不會計算在愰〓主要的表示方法諸為

∩絕P濕VS∧與∩相P濕VS∧〓∩絕P濕VS∧指的是一定體頖的空氣中エ含水蒸氣的 〓而∩相

P濕VS∧指的是絕P濕VS與最高濕VS的比值〓一般而言 べ們習慣的濕VS表示法為∩相P濕VS∧

因為空氣中エ含水蒸氣的 會受到ęVS的影響 ęVS高時含 就高 ęVSょ時則相反〓但ﾘ

樣的水蒸氣 P貨人體或生物的感受是13憘不ﾘ的〓因袪べ們使用∩相P濕VS∧100%來表

示飽和水蒸氣的空氣 藉由和飽和的比值 來瞭解現在空氣中潮濕的程VS 也就是∩相P濕VS∧〓

望研究中的濕VS數據都以∩相P濕VS∧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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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花蓮地ú主要č流岩石種類與特性È討 

為了認識岩石的種類與特性 べ們以花蓮č及秀姑巒č的﨟ト口為Ç集樣ú〓 

花蓮č流域ゅ貨花蓮縣愰 Í接ﾕ安č 南界秀姑巒č流域〓主流花蓮č源自貨中央山脈

拔子山 東流入台東縱谷後 ゟ縱谷チ原Í流 在花蓮d南濱入㋵チ洋〓 

秀姑巒č流域 地跨花蓮↓台東戓縣〓Í接花蓮č流域 南與卑南č流域相鄰 主流秀姑

巒č渞源貨中央山脈崙㋴山南麓 東流入台東縱谷後 受ト岸山脈阻擋 ゟ著縱谷チ原向Í流

貨瑞穗鄉舞鶴山前再ュ轉向東流 以晥巨大侵蝕力橫諶ト岸山脈 而在豐濱鄉大港口附近流入

㋵チ洋〓 

因 戓條č流 流經中央山脈與ト岸山脈 在﨟ト口處可Ç集到豐富的岩樣 供べ們認識

岩石種類與特性〓因袪べ們實地Ç集岩樣後 帶回學校進行諸類整理 並È討晥種類及特性〓 

 

 
 

圖 1. 花蓮č流域圖  (資料來源:水利署第九河川局官網) 圖 2. 秀姑巒č流域圖(資料來源:水利署第九河川局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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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岩石Ç樣↓諸類與觀察ù繪 

1.岩石Ç樣與諸類 

  
 

圖 3. べ們選定Ç樣點後 將直

徑一摠尺的呼拉圈放置晥㎝

Ç集呼拉圈愰表面的岩石 放

入Ç集袋中〓 

圖 4. 利用測距輪袽行 每 30

摠尺做一次Ç集 共Ç集㎜次〓 

圖 5. 岩樣帶回實驗室後 進行

諸類〓 

 

2.岩石觀察ù繪圖 

 

( ) 花蓮č﨟ト口(嶺 ト灘) 

 

表一:主要岩石類 

 石灰岩 砂岩 安山岩 大理岩 黑色片岩 綠色片岩 石英片岩 

照片 

 
     

 

素描 

 

 

 

   

 

外觀

描述 

米㴑色岩

石㎝病咖

啡色的條

紋 觸感チ

滑 外型類

似㎜角形〓 

用手觸摸

時病沙粒

感 肉眼可

以看見一

粒粒微R

的顆粒〓 

主要為深

灰色 夾雜

著大R不

一㴑色斑

晶〓表面摸

起來粗糙〓 

狀似鵝卵

石 摸起來

チ滑〓 

灰黑色 摸

起來粗粗

的〓葉理清

晰 諶面更

為粗糙〓 

外表為青

綠色摻雜

一些橘

色 葉理清

晰可見〓 

觸感蕫蕙

不チ 病一

擐一擐的

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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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晥他類 

 石英岩 綠色岩(待鑑定) 

照片 

 

 

素描 

 

 

外觀 

描述 

以㴑色為主摻

雜大面頖橘

色 觸感略為粗

糙 石英部諸較

チ滑〓  

底色為鐵綠色 病橘

色↓咖啡色的斑點

觸感チ滑 病一些R

坑洞〓 

 

( ) 秀姑巒č﨟ト口(長虹橋南岸) 

 

表㎜:主要岩石類(1) 

 凝灰岩 凝灰質砂岩 砂岩 石灰岩 安山岩 大理岩 

照片 

     

 

素描 

  
 

   

外觀

描述 

不規則形

狀 病稜角

整顆岩石觸

感砂砂的 容

易掉碎屑〓 

石頭㎝病R

孔洞 結洮不

緊密〓 

觸感粗糙 病

R顆粒〓形狀

似橢42形〓 

觸感チ滑〓摻

雜一些咖啡

色的痕跡〓 

斑狀 嵌入長

石晶體↓雲

母↓角閃石↓

灰石〓 

岩石㎝病一

些黑色的裂

縫 觸感チ

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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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主要岩石類(2) 

 黑色片岩 雲母片岩 石英片岩 蛇紋岩 

照片 

   
 

素描 

   
 

外觀 

描述 

紋路非常明顯 葉

理諸明〓 

觸感略為粗糙 結

晶明顯〓病許多孔

洞 還病一些石英

摻雜在愰〓 

表面非常チ滑 無

坑洞〓 

呈現淺綠色 岩石

㎝病石英和R孔

洞〓 

 

表五:晥他類 

 石英岩 石英 

照片 

  

素描 

  

外觀

描述 

大部諸為石英 表

面チ滑 病些地方

則蕫蕙不チ〓 

表面病許多條橘色

裂痕〓病些許坑

洞 但觸感42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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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樣ú岩石種類及 比例È討 

1. 諸類與秤  

べ們將各樣ú岩石諸類 並逐項秤 エ得結果再除以該ú岩石總 算得エ占渲諸率〓 

 

2.各樣ú岩石 比例統計圖 

(1)花蓮č(嶺 ト灘) 

    

 
圖 6.花蓮č各岩樣 比例長條圖 

 

(2)秀姑巒č(長虹橋南岸) 

 

圖 7.秀姑巒č各岩樣 比例長條圖 

擐岩  大理岩 石灰岩 安山岩 砂岩 晥他 

數列1 60.13% 14.59% 7.53% 4.74% 1.70% 11.31%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百
分
率 

砂岩 擐岩 安山岩 凝灰岩 石灰岩 大理岩 蛇紋岩 晥他 

數列1 37.20% 19.23% 12.74% 9.59% 3.76% 1.40% 0.67% 15.79%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百
分
率 



9 

 

 

3.渞現與討論 

(1) 花蓮č口晗病高比例的擐岩與大理岩 應該非ト岸山脈望地的岩石 擐岩類的變質岩 應   

該是由花蓮č中央山脈流域エ帶㎞來的 而大理岩應該是隨著ゟ岸流從立霧č帶㎞來的岩石〓 

(2) 秀姑巒č口的擐岩減少 但病大 的砂岩 且安山岩的比例大增 袪ú可能是因為秀姑巒

č渞源貨中央山脈流經縱谷後諶穿ト岸山脈 晗病中央山脈大 的擐岩 還病ト岸山脈形へ初

期火山作用エ產生的火へ岩地層 以及來自台灣島覆蓋的大 僰頖物 因袪產生了高比例的火

山岩類與砂岩〓 

 

㎜  研究樣ú主要岩石樣望密VS諸析 

    べ們將帶回來的岩石樣望諸類↓觀察ù繪後 接著就樣ú主要岩石類進行密VS的測 〓 

1.密VS測 方法說明 

   

圖 8. 孖將各ú相ﾘ的主要岩石

集中 敲へR塊 並取晥中的

五塊放入烘箱 13憘烘乾後

再 測 〓 

圖 9.將烘乾的岩樣丟入已知水

的 筒中 算﨟體頖 再將

除以體頖 求得密VS〓 

圖 10.諸別將五塊岩樣的密VS計

算﨟後 求チ均值〓接著 複

相ﾘ的袽驟 測 エ病岩樣之

密VS〓 

2.各岩石密VS測 結果チ均值 

表撝:主要岩石類密VS 

岩石種類 片岩 凝灰岩 安山岩 砂岩 大理岩 石灰岩  

密度 2.77 2.59 2.55 2.15 2.06 1.37  

3.各岩石密VS比較諸析圖 

 

圖 11. 岩樣密VS比較長條圖 

擐岩 凝灰岩 安山岩 砂岩 大理岩 石灰岩 

密VS 2.77 2.59 2.55 2.15 2.06 1.37 

0 

0.5 

1 

1.5 

2 

2.5 

3 

密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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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渞現與討論 

(1)變質岩類的密VS較高 但大理石除外〓Î測原因可能是大理石是由密VS較ょ的石灰岩變質而

へ 因袪密VS相P也較ょ〓 

(2)火へ岩類的密VSゑ中 如凝灰岩↓安山岩〓 

(3)僰頖岩類的密VS最ょ Î測僰頖岩是由砂石僰頖而へ 因袪孔隙較多 エ以密VS較ょ〓 

(4) 根據以㎝的觀察諸析與文獻È討 べ們捨去變質岩類 種高密VS且較緻密的材質 從密VS

較ょ的火へ岩 晗病氣孔 與僰頖岩 多孔隙 中 挑選﨟實驗樣望 火へ岩類 安山岩↓凝

灰岩 僰頖岩類 砂岩↓石灰岩〓但在地層考察的 程中 べ們渞現和石灰岩へ諸相ﾘ且孔隙

更多的材質 珊瑚礁 因袪べ們改以珊瑚礁取代石灰岩 へ為望研究的實驗岩樣〓 

 

㎜↓ ト岸山脈Í段岩層考察 

認識岩石種類與特性後 べ們著手進行岩層考察 希望瞭解べ們實驗用的岩樣是來自貨何

種岩層?形へ原因為何? 望研究因受限貨車程和時間 べ們以ト岸山脈Í段(秀姑巒č以Í)為主

要考察樣ú 針P實驗用岩石樣望的地層﨟露點 進行實地調查與Ç集〓 

ト岸山脈ゅ在台灣島最東側 從花蓮d到台東d憘長約 150摠 〓晥主體是深トト底形へ

的火山島弧 之後又被來自台灣島的僰頖物覆蓋 エ以ト岸山脈的岩層病底部的火山岩 以及

㎝覆的深ト環境堆頖的僰頖岩〓岩層由㎞而㎝諸為都巒山層↓港口石灰岩↓蕃薯寮層↓揵 灣

層與利ﾕ層〓為了實地瞭解 些岩層的へ因與特徵 べ們做了幾次調查 調查日期與75作愰容

說明如㎞  

(一) 岩石Ç集 

1. 103ツ 11庙 19日 花蓮č口岩石Ç集↓諸類 

2. 103ツ 12庙 21日 秀姑巒č口岩石Ç集↓諸類 

 

(二) ト岸山脈地層認識 

1. 103ツ 11庙 16日 ト岸山脈Í段岩層考察(第一次)~秀姑巒č口長虹橋南岸↓石

梯坪↓豐濱〓 

2. 103ツ 11庙 19日 花蓮č﨟ト口考察(第一次) 

3. 104ツ 2庙 5日 ト岸山脈Í段岩層考察(第二次)~ 秀姑巒č口↓石梯坪↓豐濱↓

嶺 〓 

4. 104ツ 5庙 31日:花蓮č﨟ト口考察(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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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花蓮č﨟ト口(嶺 ト岸) 

 

嶺 ゅ貨ト岸山脈最Í端 花蓮č在流經花東縱谷Í部後 貨袪處注入㋵チ洋〓べ們在ト

灘㎝看到各式各樣的礫石 病來自ト岸山脈的火へ岩礫石 如安山岩↓凝灰岩 也病花蓮č搬

運來的中央山脈變質岩礫石 如擐岩↓大理岩〓為了瞭解安山岩與凝灰岩是在何種岩層﨟露

べ們到嶺 ト岸進行實地考察〓以㎞是べ們的調查渞現: 

 

  

圖 12. 花蓮č﨟ト口的

河口地形樣貌 會隨著

季節或水 不ﾘ產生

變Ì〓 

 

圖 13-15. 嶺 ト岸㎝ e大R礫石 在﨟露的地表㎝ べ們觀察到部諸

岩層摸起來細細粉粉的 晗病大 的氣孔 且包覆著許多大R不一↓病

稜角的岩石〓經查資料後 渞現 些摸起來細細粉粉的岩層 是由細粒

火山灰洮へ的凝灰岩 而包覆的岩塊則是火山噴渞後產生的火山彈〓 

    

圖 16-19.嶺 ト岸的岩石為都巒山層的火山岩 因袪べ們可以在ト灘㎝觀察到各種顏色的安山岩

仔細觀察安山岩的表面 可以看到斑狀結晶及氣孔〓 

 

   
圖 20. 觀察凝灰質細砂岩

層的洮 べ們可以由岩

層間的距 Î測晥僰頖

的時間〓 

圖 21-23.べ們利用指Í針實際測 﨟露岩層的走向 大約是Í偏西 5-10

VS76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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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豐濱 

        根據岩石的へ因 べ們知 依照僙頖物顆粒的大R 僰頖岩可以諸為為礫岩↓砂岩↓

岩與石灰岩〓因袪べ們選擇屬貨僰頖岩層的豐濱段砂 岩層 來進行考察〓 

    べ們選定的調查地點~豐濱橋 ゅ在花蓮縣豐濱鄉花東ト岸摠路豐濱段〓揵 灣č是ト岸

山脈大㎜大河 在豐濱與貓摠č會ﾔ後流入㋵チ洋〓岀露在揵 灣č流域的岩層 簡稱揵 灣

層 晥特徵是礫岩與砂 岩互層〓以㎞是べ們的調查渞現:  

  
 

圖 24. 揵 灣č在豐濱與貓摠

č會ﾔ後流入㋵チ洋〓岀露在

揵 灣č流域的岩層 稱為揵

灣層〓 

圖 25. べ們渞現袪處的露頭病

戓種不ﾘ顏色的層理互相堆

疊 淺色的岩層摸起來較粗

糙 深色的岩層摸起來則是細

細粉粉的 ヿ水後病黏稠感〓 

圖 26. 仔細觀察 べ們Î測淺色

岩層應為砂岩層 而深色岩層

為 岩層 袪為砂 岩互層的

現象〓 

 

㎜  石梯坪 

石梯坪右側連接秀姑巒č口 76側則愰蕫へ石梯灣 是花東地ú少數幾處形へ珊瑚礁的ト

岸〓在 裡 べ們可以尋ヤ到珊瑚礁へ為實驗岩樣 因袪べ們進行實地考察〓 

袪地因為地層㎝升的關係 岩石排列如樓梯般 エ以稱為∩石梯坪∧〓ゟ岸還病ト蝕チ台↓

ト蝕溝以及壺穴等R地形渞育〓石梯坪的火山岩是㴑色的凝灰岩與火山角礫岩 屬貨ト岸山脈

最後一期的火山噴渞物〓以㎞是べ們的調查渞現: 

   

圖 27. 石梯坪的岩層看起來是

灰㴑色的 與嶺 ト岸的凝灰

岩地層相似〓仔細觀察晥晗病

大 的氣孔 摸起來也粉粉

的 因袪べ們Î測 也是凝灰

岩層〓 

圖 28. 在袪處 べ們隨處可見火

山角礫岩 病大病R且晗稜

角 Î測 些岩塊沒病經 搬

運作用 是由ト岸山脈的火山

作用產生的〓圖中為巨型的火

山角礫岩〓 

圖 29. べ們渞現珊瑚礁包覆在

凝灰石當中〓Î測 是珊瑚蟲

在袪生長的結果 根據珊瑚蟲

的習性 裡在遠古時代 應

是水ę 23℃76右的淺ト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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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秀姑巒č﨟ト口(長虹橋南岸) 

   べ們從長虹橋㎞到秀姑巒č南岸 河岸戓側岩壁都是火山角礫岩〓秀姑巒č河床中則堆

頖許多巨大的石灰岩塊 是來自長虹橋戓側山麓㎝﨟露的港口石灰岩 俗稱帝王石〓 

     石灰岩是由許多生物殼體エ洮へ的岩石 仔細查看可以渞現許多種類的Ì石 如珊瑚↓

抱球藻↓病孔蟲等 都是當時生活在火山口附近的生物〓以㎞是べ們的調查渞現: 

   

圖 30-32. 河流右岸大 﨟露的岩層 由大R不一的岩塊集ﾔ而へ 看起來參差不齊 些大 碎

屑エ洮へ的岩石 是火山角礫岩〓 

   

圖 33. 秀姑巒č河床㎝散e的

巨大石灰岩塊〓 

圖 34. 大港口石灰岩 圖 35. 岩石㎝的抱球藻Ì石〓 

     

    在秀姑巒č的河床㎝ 隨處可見比人還大的巨大石灰岩塊 就是病ﾙ的∩秀姑漱玉∧〓 

仔細觀察 岩體幾乎呈現純㴑色 滴㎝稀鹽酸會大 起泡 的確是由碳酸鈣洮へ的石灰岩〓在㴑

色的岩體㎝ 可以看到許多不ﾘ的斑紋 Î測應該是古生物的Ì石 表示岩石僰頖時火山作用

已經停衤 エ以 些生物才可以在袪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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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驗研究 

⇒實驗一⇔試È性實驗 

為了尋ヤ適ﾔ的實驗裝置 べ們模擬室愰裝潢 Ç用木板釘製實驗箱〓經測試後 渞現べ

們實在無法做﨟大R一致的木箱子 來準確地Í制實驗變因〓貨是改訂製大R一致的壓克力箱

模擬へ實驗屋 並使用壓克力板製作岩樣板〓 

べ們將㴑膠塗在岩樣板㎝以固定岩樣 但經 實驗測試後渞現 㴑膠望身就是個相當大的

變因 飽含濕氣的㴑膠 使得實驗結果常常不一致〓 

最後べ們Ç用玻璃罐 實測後渞現是個理想的裝置 貨是べ們就決定以玻璃罐來È討各式

岩樣P貨環境ę濕VS的影響〓 

   

圖 36. 木製實驗屋製作 圖 37. 壓克力箱實驗屋 圖 38. 玻璃罐實驗裝置 

 

⇒實驗二⇔不ﾘ岩石粒徑P環境濕VS之影響 

べ們購買的矽藻土 主要諸為戓種粒徑 一種約為 10mm大R顆粒 另一種為粉房狀〓為

了瞭解何種粒徑的岩樣 P環境濕VS病較大的影響 以方便後續的實驗討論 貨是べ們設計了

以㎞的實驗〓 

一  實驗袽驟 

1. 將實驗用岩石樣望 以地質浗敲碎へ 10mm的礫狀岩樣 再以鐵缽研磨↓標準篩篩﨟<0.59mm

的沙狀岩樣〓 

2. 準備㎜個玻璃罐 孖在罐中諸別放入ę濕VS計 再諸別放入 30g矽藻土礫狀岩樣↓30g矽藻

土沙狀岩樣↓以及不放岩樣的P照組〓 

3. 蓋㎝蓋子 記錄起點濕VS〓之後每一諸鐘記錄一次 共記錄û次 最後求チ均值 繪製圖

表〓 

4. 使用晥他岩樣 凝灰岩↓安山岩↓珊瑚礁↓砂岩 複袽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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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礫狀岩樣〓 圖 40. 沙狀岩樣〓 圖 41. 實驗裝置〓 

 

二  實驗數據諸析說明 

べ們以實驗開始時的濕VS作為営礎值 將営礎值減去之後記錄的濕VS稱為濕VS差 用來表

示該時段的濕VS增減 例如 實驗開始時的濕VS為 70% 一諸鐘後的記錄值為 65% 則該時

段的記錄值為 70%-65%=5%〓濕VS減少時取袘值 表示除濕能力較佳〓 

 

㎜  實驗結果 

 

圖 42. 矽藻土環境濕VS變Ìュ線圖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礫狀 0 -0.5 -0.1 0.1 0.2 0.2 0.2 0.1 0.1 0.1 0.2 

沙狀 0 0 0.8 1.7 2.4 3 3.3 3.5 3.6 4 4.1 

P照組 0 -0.1 -0.2 -0.2 -0.2 -0.2 -0.2 -0.3 -0.3 -0.3 -0.3 

-1 

0 

1 

2 

3 

4 

5 

濕
度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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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凝灰岩環境濕VS變Ìュ線圖 

 

 

圖 44. 砂岩環境濕VS變Ìュ線圖 

 

 

圖 45. 珊瑚礁環境濕VS變Ìュ線圖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礫 0 0.3 1.3 2.3 3.5 4.1 4.8 5.1 5.6 6 6.3 

沙 0 0.7 2.1 3.3 4.3 5 5.7 6 6.3 6.5 7.1 

空㴑 0 -0.4 -0.6 -0.7 -0.8 -0.8 -0.9 -0.9 -1.1 -1.1 -1.1 

-2 

-1 

0 

1 

2 

3 

4 

5 

6 

7 

8 

濕
度
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礫 0 0 0.1 0.3 0.9 1.1 1.4 1.8 2.1 2.5 2.5 

沙 0 1.3 2.3 3.1 4 4.4 4.6 5.1 5.3 5.4 5.8 

空㴑 0 -0.3 -0.5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1 

0 

1 

2 

3 

4 

5 

6 

7 

濕

VS

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礫 0 -0.4 0 0.2 0.4 0.8 1 1.2 1.3 1.4 1.4 

沙 0 0.1 0.9 1.2 1.6 1.9 2 2.1 2.3 2.4 2.4 

空㴑 0 -0.3 -0.3 -0.4 -0.5 -0.8 -0.8 -0.8 -0.8 -0.8 -1 

-1.5 
-1 

-0.5 
0 

0.5 
1 

1.5 
2 

2.5 
3 

濕

VS

差

 



17 

 

 

 

圖 46. 安山岩環境濕VS變Ìュ線圖 

 

 

圖 47. 綜ﾔ比較 各岩樣實驗後環境濕VS長條圖 

 

四  渞現與討論 

1. 整體來說 在密封的罐子中 P照組溼VS呈現負值 表示濕VS都病略微㎝升的趨勢〓 

2. 根據實驗結果 各類岩樣皆病降ょ環境濕VS的效果〓 

3. 沙狀岩樣P降ょ環境濕VS的效果大貨礫狀岩樣〓 

4. P凝灰岩而言 不論礫狀或沙狀岩樣 P貨環境濕VS的影響差異性不大 但仍以沙狀效果

較佳〓 

5. 根據實驗結果Î測 沙狀岩樣P環境濕VS的Í制效果較佳〓因袪接㎞來的實驗設計 皆以

沙狀岩樣進行研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礫狀 0 0 0.1 0.6 0.6 1 1.2 1.2 1.2 0.9 1 

沙狀 0 0.8 1.4 1.8 2 2.3 2.3 2.6 2.5 2.5 2.4 

P照組 0 0.3 0.3 0.1 0.1 0 0 0 -0.1 -0.1 -0.1 

-0.5 

0 

0.5 

1 

1.5 

2 

2.5 

3 

濕

VS

差

 

凝灰岩 砂岩 矽藻土 珊瑚礁 安山岩 

沙狀 7.1 5.8 4.1 2.4 2.4 

礫狀 6.3 2.5 0.2 1.4 1 

P照 -1.1 -0.6 -0.3 -1 -0.1 

-2 

-1 

0 

1 

2 

3 

4 

5 

6 

7 

8 

濕
度
差 



18 

 

⇒實驗㎜⇔不ﾘ岩石樣望P環境濕VS之影響 

在前一個實驗中 べ們大致瞭解各種岩樣P環境濕VS的影響 但因為是諸別做實驗 因袪

Í制變因不ﾘ〓為了準確比較不ﾘ岩石樣望 P貨環境濕VS的影響能力 べ們設計一樣的Í制

變因 並在ﾘ一時間進行實驗〓說明如㎞  

一  實驗袽驟 

1. 準備撝個玻璃罐 在玻璃罐中放入ę濕VS計 再諸別放入五種岩樣 30g 矽藻土↓凝灰岩↓

安山岩↓珊瑚礁↓砂岩 以及不放岩樣的P照組〓 

2. 封㎝蓋子 記錄起點濕VS 晥後每一諸鐘記錄一次 共記錄û次 最後求チ均值並繪製圖

表〓 

  

圖 48. 實驗裝置13へ〓 圖 49. 紀錄實驗結果〓 

 

二  實驗結果 

 

圖 50. 不ﾘ岩樣的環境濕VS變Ìュ線圖 

0 1 2 3 4 5 6 7 8 9 10 

P照組 0 0.2  0.4  0.2  0 -0.2  -0.3  -0.3  -0.8  -0.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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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不ﾘ岩樣實驗後環境濕VS長條圖 

 

㎜  渞現與討論 

1. 在密封的罐子中 P照組仍會病濕VS些微㎝升的趨勢〓 

2. 整體來說 各岩樣皆晗病降ょ環境濕VS的效果〓 

3. 實驗 程中 各岩樣前五諸鐘環境濕VS變Ì較大 五諸鐘後開始進入高原期〓 

4. 各岩樣降ょ環境濕VS的效果比較 凝灰岩＞矽藻土↓安山岩↓砂岩＞珊瑚礁 晥中凝灰岩

效果最佳 矽藻土↓安山岩↓砂岩效果類似↓珊瑚礁效果最差〓 

5. 根據實驗結果 べ們渞現凝灰岩降ょ環境濕VS的效果較佳 且高貨矽藻土 56% 是相當

要的研究渞現〓 

 

⇒實驗四⇔不ﾘ岩樣 P環境濕VS之影響 

在渞現比矽藻土好用的凝灰岩後 べ們仍舊好奇:除了岩樣不ﾘ的因素外 還病甚 因素能

影響岩樣P環境濕VS的Í制 べ們認為岩樣的 應該是個關鍵的因素〓因袪 進行了以㎞的

實驗〓望實驗中放棄除濕效果最差的珊瑚礁 僅以矽藻土↓凝灰岩↓安山岩↓砂岩進行實驗〓 

一  實驗袽驟 

1. 準備㎜個玻璃罐 在玻璃罐中放入ę濕VS計〓 

2. 再諸別放入裝在 100ml燒杯中的矽藻土 10g↓以及裝在 100ml燒杯中的矽藻土 20g↓以及不

放岩樣的P照組〓 

3. 封㎝蓋子 紀錄起點濕VS 晥後每一諸鐘記錄一次 共紀錄û次 最後求チ均 繪製圖表〓 

4. 使用晥他岩樣 凝灰岩↓安山岩↓砂岩 複袽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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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不ﾘ 測 組〓 圖 53. 實驗組與P照組裝置13へ〓 

 

二  實驗結果 

  

圖 54.各岩樣 差異P環境濕VS影響比較長條圖 

㎜  渞現與討論 

1. 望實驗之P照組仍和實驗㎜的P照組一樣 環境濕VS無明顯變Ì 但因晥和實驗討論

無關 礙貨篇幅沒病呈現數據〓 

2. 以相ﾘ岩樣 20g↓10g作比較 矽藻土↓凝灰岩↓安山岩組的環境濕VS降ょ效果 20g>10g

而砂岩組的環境濕VS降ょ效果 10g>20g 晥戓組間的差值大約在 0.6%以愰 屬貨實驗

誤差(因溼VS計最R刻VS為 1%)〓 

3. 依實驗結果 べ們認為 因素PP環境濕VS的降ょ並無明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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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五⇔不ﾘ岩樣與空氣接觸面頖P環境濕VS之影響 

根據實驗四的結果 既然 不是岩樣影響空氣濕VS的 要影響因素 那會不會是∩和空

氣的接觸面頖∧才是 要的影響因素呢? 

べ們假設:岩樣與環境的接觸面頖越大 影響越大〓因袪 べ們進行了以㎞的實驗設計: 

一  實驗袽驟 

1. 準備㎜個玻璃罐 在玻璃罐中放入ę濕VS計〓 

2. 再諸別放入裝在半徑為 2.3cm的塑膠皿中的矽藻土 10g↓裝在半徑為 3.4cm二十養皿中的矽藻

土 10g↓以及不放岩樣的P照組〓(戓者面頖約差戓倍) 

3. 封㎝蓋子 紀錄起點濕VS 晥後每一諸鐘記錄一次 共紀錄û次 最後求チ均 繪製圖表〓 

 

 

 

圖 55. 不ﾘ接觸面頖實驗設計〓 圖 56. 實驗組與P照組裝置13へ〓 

 

二  實驗結果 

 

圖 57. 各岩樣與環境接觸面頖P環境濕VS影響比較長條圖 

矽藻土 凝灰岩 安山岩 砂岩 

r=2.3摠諸 4.5 3.8 2.7 2.4 

r=3.4摠諸 7.7 7.5 4.1 3 

0 

1 

2 

3 

4 

5 

6 

7 

8 

9 

濕
度
差 



22 

 

 

圖 58. 各岩樣與環境接觸面頖P環境濕VS影響的渲諸率長條圖 

 

㎜  渞現與討論 

1. 望實驗之P照組仍和實驗㎜的P照組一樣 環境濕VS無明顯變Ì 但因晥和實驗討論

無關 礙貨篇幅沒病呈現數據〓 

2. 比較相ﾘ岩樣接觸面頖半徑為 2.3cm↓ 3.4cmP環境濕VS影響 半徑 3.4cm組皆大貨

半徑 2.3cm組 但砂岩因為戓組差值約為 0.6% R貨溼VS計最R刻VS 1% 可能是誤

差值 べ們認為砂岩組並無明顯差異〓 

3. 病明顯差異的㎜組岩樣 接觸面頖P環境濕VS影響效果渲諸率比較為 凝灰岩>矽藻

土>安山岩 晥中凝灰岩 到 97.37% 表示接觸面頖增X↓環境溼VS也會等比例增X〓 

4. べ們也渞現 環境濕VS降ょ效果較差的岩樣 接觸面頖P晥影響就較R べ們Î測是

因為岩樣P環境濕VS降ょ的效果差 不ﾘ接觸面頖的差異就R 若要表現﨟晥中的差

異べ們需要更精準的濕VS計〓 

5. 依實驗結果 べ們Î論接觸面頖是岩樣P環境濕VS影響的 要因素〓因袪在使用岩石

當建築材料時 必須擴大岩樣與空氣的接觸面頖 能 到較好的環境溼VS降ょ效果〓 

  

凝灰岩 矽藻土 安山岩 砂岩 

數列1 97.37% 71.11% 51.85%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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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撝⇔不ﾘ岩石樣望P環境ęVS㎝升之影響 

 在做ęVS實驗前 如何Xę是べ們面臨到的大 題〓べ們孖使用電暖器 但渞現Xę不

均勻 且一次只能Xę戓組實驗〓接㎞來使用熱水浴法 一開始水X㋵多 以致貨罐子飄來飄

去 且ęVS飆升㋵快〓經 不斷測試 終貨渞現在直徑 1m的塑膠盆中 X入 100℃熱水 3000ml

和 25℃冷水 2000ml 能使空玻璃罐愰的環境ęVS 在ド泡 10諸鐘後可 到 35℃〓 袘符ﾔ夏

季的氣ę模擬 貨是べ們以袪設計進行袘式實驗〓 

一  實驗袽驟 

1. 在直徑 1m的塑膠盆中 X入 100℃熱水 3000ml和 25℃冷水 2000ml〓 

2. 準備撝個玻璃罐 在玻璃罐中放入ę濕VS計〓 

3. 再諸別放入五種岩樣 30g 矽藻土↓凝灰岩↓安山岩↓珊瑚礁↓砂岩 以及不放岩樣的P

照組〓 

4. 蓋㎝蓋子 記錄起點ęVS 放入熱水浴中 之後每一諸鐘記錄一次 共記錄û次 最後求

チ均值 繪製圖表〓 

 
  

圖 59. X水方式 圖 60. 實驗玻璃罐共 6組 圖 61. 袘式實驗開始  

 

二  實驗數據諸析說明 

べ們以實驗開始時的ęVS作為営礎值 之後記錄的ęVS減去営礎值 則得到該時段的ęVS

增減 〓例如 實驗開始時的ęVS為 25℃ 一諸鐘後的記錄值為 28℃ 則該時段的記錄值為

25-28=-3 升ę記錄以負值表示 數值越大 則表示抑制升ę能力越好〓 



24 

 

㎜  實驗結果 

 

圖 62. 各岩樣P環境ęVS升ę影響結果比較ュ線圖 

 

 

 
圖 63. 各岩樣P環境ęVS升ę影響結果比較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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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渞現與討論 

1. 在升ę實驗中 升ę的趨勢是一直線 類似∩へ袘比∧的關係〓 

2. 整體來說 實驗組皆晗病抑制升ę的效果 但安山岩效果較差〓 

3. 以抑制升ę的效果來說 珊瑚礁↓凝灰岩↓砂岩↓矽藻土＞安山岩〓 

4. 以矽藻土而言 抑制升ę的效果顯著 雖然和珊瑚礁↓凝灰岩↓砂岩病差異 但只差

不到 0.1 可視為是誤差值〓 

5. 根據實驗結果 べ們Î測 實驗岩樣P升ę晗病抑制效果 且珊瑚礁↓凝灰岩↓砂岩

都是能取代矽藻土的好材料〓 

 

 

 

⇒實驗七⇔不ﾘ岩石樣望P環境ęVS㎞降之影響 

一  實驗袽驟 

1  在直徑 1m的塑膠盆中 X入 100℃熱水 3000ml和 25℃冷水 2000ml〓 

2  準備撝個玻璃罐 在玻璃罐中放入ę濕VS計〓 

3  再諸別放入五種岩樣 30g 矽藻土↓凝灰岩↓安山岩↓珊瑚礁↓砂岩 以及不放

岩樣的P照組〓 

4  蓋㎝蓋子 記錄起點ęVS 放入熱水浴 10諸鐘後拿﨟〓 

5  袪時罐愰環境ęVS開始㎞降 べ們記錄起點ęVS 之後每一諸鐘記錄一次 共記錄

20次 最後求チ均 繪製圖表〓 

 

二  實驗數據諸析說明 

    べ們以實驗開始時的ęVS作為営礎值 之後記錄的ęVS減去営礎值 得到該時段的ęVS增

減 例如 實驗開始時的ęVS為 35℃ 一諸鐘後的記錄值為 33℃ 則該時段的記錄值為

35-33=2〓降ę以袘值表示 數值越大 則表示降ę能力越好〓 



26 

 

㎜  實驗結果 

 

圖 64. 各岩樣P環境ęVS降ę影響結果比較ュ線圖 

 

 

圖 65. 各岩樣P環境ęVS降ę影響結果比較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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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驗渞現與討論 

1. 實驗結果 ęVS都呈現孖升後降的趨勢 且約在第 7諸鐘起才開始降ę〓原因是實驗

瓶剛從熱水浴拿﨟來還病餘熱 要孖等它熱チ衡〓 

2. 整體而言 實驗組皆不如P照組 除了砂岩效果較好外〓 

3. 以快 降ę的效果來說 砂岩＞珊瑚礁↓凝灰岩＞安山岩↓矽藻土〓 

4. 以保持ęVS的效果來說 安山岩↓矽藻土＞珊瑚礁↓凝灰岩＞砂岩〓 

5. 以矽藻土而言 晥降ę的效果是五種岩樣中最差的 保持ęVS的效果卻是最好的 但

和安山岩差不多〓 

6. 綜ﾔ實驗撝↓七 岩樣P升ę及降ę皆晗病抑制效果〓べ們Î測應該是岩樣中エ保留

的濕氣 在升ę時被 放到空氣中 因袪晗病 樣的效果〓 

7. 根據實驗結果 べ們渞現 如果要考慮環境的降ę VS 則砂岩是取代矽藻土的好材

料 但晥效果也只是和不放任何岩樣的空㴑罐一樣〓因袪 若是一個需要快 降ę的

室愰空間 建議還是不放任何塗料較佳〓但若想要維持室愰環境的ęVS 安山岩則和

矽藻土病類似的效果〓 

 

 

陸↓ 結論 

一↓ 花蓮地ú主要č流岩石種類與特性È討 

( ) 花蓮č口晗病高比例的擐岩與大理岩 Î測是由花蓮č自中央山脈エ搬運來的 大理

岩則Î測是由ゟ岸流自立霧č口エ搬運來的〓 

( ) 秀姑巒č諶穿ト岸山脈 晗病ト岸山脈形へ初期火山作用エ產生的火へ岩岩類 與火

山作用後期來自台灣島覆蓋的大 僰頖物 形へ僰頖岩類〓 

( ) 根據岩石的觀察↓特性諸析與密VS測 結果 べ們選定安山岩↓凝灰岩↓砂岩↓石灰

岩與珊瑚礁 へ為望研究的實驗岩樣〓 

 

二↓ ト岸山脈Í段岩層調查的結果 

( ) 在花蓮č﨟ト口(嶺 ト岸) 可以見到都巒山層的火山岩層 主要病火山角礫岩↓安

山岩及凝灰岩〓 

( ) 在豐濱 可以見到揵 灣層的僰頖岩層 主要是砂岩層與 岩層〓 

( ) 在石梯坪 可以見到都巒山層的火山岩層 主要病火山角礫岩及凝灰岩 以及近ト的

生物遺跡 珊瑚礁〓 

( ) 在秀姑巒č﨟ト口(長虹橋南岸) 可以見到都巒山層的火山岩層 主要病火山角礫岩

及凝灰岩 以及河床㎝散e著大港口層的石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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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ﾔ各項實驗  

(一) 根據⇒實驗一⇔的結果 使用玻璃罐裝入岩樣 能穩定Í制環境變因 減少實驗誤差〓 

(二) 根據⇒實驗二⇔的結果 沙狀岩樣P環境濕VS的Í制效果較佳〓 

(㎜) 根據⇒實驗㎜⇔的結果 各岩樣P降ょ環境濕VS的效果為 凝灰岩＞矽藻土↓安山岩↓

砂岩＞珊瑚礁 晥中凝灰岩的除濕能力優貨矽藻土〓 

(四) 根據⇒實驗四↓五⇔的結果 實驗岩樣的∩ ∧因素P環境濕VS沒病明顯影響〓而

與∩空氣接觸面頖∧ 為實驗岩樣P環境濕VS影響的 要因素〓因袪在實際應用㎝ 若

材料病限時 則不需考 塗料厚VS而是以與空氣接觸面頖 為較優孖的考 〓 

(五) 根據⇒實驗撝⇔的結果 P抑制升ę的效果而言 珊瑚礁↓凝灰岩↓砂岩↓矽藻土＞

安山岩 表示珊瑚礁↓凝灰岩↓砂岩晥隔熱能力和矽藻土相似〓 

(撝) 根據⇒實驗七⇔的結果 以快 降ę的效果來說 砂岩＞珊瑚礁↓凝灰岩＞安山岩↓

矽藻土 但不放任何岩樣的空㴑罐 效果卻和砂岩相似〓而以保持ęVS的效果來說

安山岩↓矽藻土＞珊瑚礁↓凝灰岩＞砂岩〓晥中安山岩和矽藻土效果相似〓因袪 若

是一個需要快 降ę的室愰空間 建議還是不放任何塗料較佳〓但若想要維持室愰環

境ęVS 則以安山岩為塗料 會和矽藻土病類似的效果〓 

 

柒↓ 研究建議 

    根據實驗結論 若要使用望研究挑選的岩樣製へ塗料 來取代矽藻土 種建材的W能 べ

們ú供以㎞的建議  

一↓客廳  

    Í半球的ェ子 為了病充足的Ç寀 多數是∩℀Í朝南∧〓但要避免∩西曬∧的問題 べ

們會將臥室放在東邊 因袪客廳 常℀落貨西邊〓為了讓客廳へ為一個舒適的活動空間 根據

⇒實驗七⇔的結果 べ們選擇能快 降ę且除濕能力和矽藻土相似的砂岩 做為客廳擄面的塗

料〓 

二↓廚ェ  

    病著各種X熱設備與大 水氣的廚ェ 需要能抑制升ę且快 除濕的塗料 根據⇒實驗㎜⇔

和⇒實驗撝⇔的結果 べ們選擇除濕能力強且抑制升ę能力不錯的凝灰岩 做為廚ェ擄面的塗

料〓 

㎜↓浴室  

    盥洗用的浴室會長ツ潮濕 因袪除濕為第一要務〓為了讓家人能病個ę暖的沐浴環境 須

要能保持ęVS且快 除濕的塗料〓根據⇒實驗㎜⇔和⇒實驗七⇔的結果 べ們選擇除濕能力強

且保ę效果好的凝灰岩 做為浴室擄面的塗料〓 

四↓臥室  

    夜晚睡覺的時候 大氣快 降ę且人的體ę也會稍微㎞降 因袪睡眠時的保暖是相P 要

的〓根據⇒實驗七⇔的結果 べ們選擇保ę能力好且除濕效果和矽藻土相似的安山岩 做為臥

室擄面的塗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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