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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草漯沙丘是桃園市海邊景點的一大特色。本研究經由野外考察與實驗室實驗，觀察沙紋

形狀與沙粒運動過程，鑑別草漯沙子的礦物成分；並利用過篩的方法，分析沙丘表層沙粒粒

徑分布情況，藉此了解沙粒粒徑、沙紋波長與沙丘坡度的相互關係。 

發現草漯沙丘沙粒富含石英、鐵礦、黑雲母與貝殼砂等礦物，沙粒粒徑以( 0.12 ~ 0.16 mm )

為主，( 0.16 ~ 0.25 mm )次之。沙粒以跳躍、滾動推移與懸浮方式運動，沙紋的走向與風向垂

直，風速過大或沙粒粒徑太小時，無法形成沙紋。沙紋的形狀則受風向、沙粒組成、坡度變

化等地形地貌影響。當坡度平緩時，沙紋的波長與沙粒粒徑呈現正相關；當坡度過陡大於 10

度時，沙紋的波長與沙粒粒徑轉為呈現負相關。 

壹、 研究動機 

    在上完自然與生活科技第三單元地表的變化後，我們進行草漯沙丘戶外教學，我們發現

沙丘表面布滿線條美麗的沙紋，沙紋排列的情形，有的平行，有的彎曲；有的波長逐漸變長，

有的波長逐漸變短，心裡產生了疑問，這些沙紋是怎麼堆積而成的？沙紋是不是有規則的變

化？這些疑惑，驅使好奇心作祟，開始蒐集資料後，發現草漯沙丘沙紋的相關研究稀少，引

發我們進行研究的興趣。 

草  漯  沙  丘  之  美 

   

草漯沙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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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一、 分析風成沙紋的形狀特徵。 

二、 分析沙丘地表沙的礦物組成內容。 

三、 觀察沙子搬動與堆積的特徵。 

四、 探究風成沙紋波長、沙粒粒徑與沙丘坡度的相互關係。 

叁、研究設備及器材 

自製取砂器、風速計、Excel軟體、數位相機、坡度APP、放大鏡、塑膠袋、尺、圓規、

標準篩網、電子秤、磁鐵、稀鹽酸等 

肆、研究過程 

一、  實地觀察與量測 

(一) 實地觀察草漯沙丘風吹沙時，沙子的運動的情形、風成沙紋的形狀與結構、沙紋

與周遭環境的特徵。 

(二)測量風向、風速、沙紋波長及沙丘表層沉積物採樣 

順著風向，用自製取砂器，每間隔50公分標示量測點(圖1)，以自製取沙器刮取

面積15公分*15公分*1公分的沙丘表層沉積物(圖2)，並編號裝袋，同時測量量測

點周邊3個沙紋平均波長、風向、風速與坡度大小(圖3)。將編號裝袋的沙子，帶

回實驗室風乾後，分別秤取10g後，以5種尺寸的標準篩網過篩(圖4)，測定沙粒

粒徑組成，探究風成沙紋波長、沙粒粒徑與沙丘坡度的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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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間隔50公分標示量測點(圖1) 以坡度APP量測坡度大小(圖3) 

  

刮取沙丘表層沉積物(圖2) 過篩量測沙粒粒徑(圖4) 

二、  實驗室觀察與實驗 

(一)將野外採集的沙子放在紙板上，用吹風機以不同風速吹沙子，模擬風吹沙情形，

觀察沙子運動的特徵(如圖 5)。 

(二)使用放大鏡觀察草漯沙丘的沙子顆粒的顏色(如圖 6)、運用磁鐵(如圖 7)與稀鹽酸

來鑑別沙子的礦物成分(如圖 8)。 

           

  

觀察沙子運動的特徵(圖 5) 觀察沙子顆粒的顏色(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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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砂粒吸附在磁鐵上(圖 7) 稀鹽酸加入沙中有起泡反應(圖 8) 

 

伍、研究結果： 

 一、分析風成沙紋的形狀特徵。 

風成沙紋多分布在迎風面，且沙紋的走向與風向垂直，其俯視形狀可分類成規

則形沙紋與不規則形沙紋；新月形沙丘背風坡上方沒有沙紋產生。 

 (一) 沙紋的俯視形狀多為規則形沙紋，由單一風向構成，所有沙紋傾角指向相同

的方向，部分沙紋互相交叉，可再細分為順直形與彎曲形沙紋。 

1.順直形沙紋：同一平面沙紋順直排列幾乎相互平行(圖 9) 

 

順直形沙紋(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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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彎曲形沙紋：不同平面交界處，沙紋有彎曲現象，當稜線陡峭與兩側坡度差

過大時，沙紋嚴重變形為舌頭狀(圖 10)。 

 

沙紋變形為舌頭狀(圖 10) 

 

 (二)沙紋形狀不規則，多出現在圍籬旁，由多風向構成，沙紋傾角指向不完全相同。 

由於籬笆破洞，產生不同方向的缺口，形成不同風向的小區域，加上凹凸不平

形成多平面，附近的沙紋形狀呈不規則現象(圖 11)。    

 

左側不規則沙紋(圖 11) 

  (三) 風速過大與太過細小的沙粒組成無法形成沙紋。 

1. 籬笆缺口風速過大處並無沙紋產生，隨著風速逐漸減弱沙紋越來越明顯 

  (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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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觀察剛形成的新月形沙丘發現，當風向與形成沙丘的主要風向相反時，原

背風坡仍然沒有沙紋產生(圖 12)，而背風坡沙粒最細小(表一)，推論太過

細小的沙粒組成無法形成沙紋。 

 

 

新月形沙丘背風坡沒有沙紋產生(圖 12) 

 

二、分析沙丘地表沙的礦物組成內容。 

(一)取樣坡腳、中段與沙丘頂沙子，草漯沙丘地表沙(0~1cm)的平均容重為1.54g/ cm
3。 

(二)沙粒富含石英、鐵礦、黑雲母與貝殼砂等礦物 

1.以顯微鏡觀察草漯沙丘的沙子富含透明的石英及少量黑雲母【圖 6】。 

2.部分沙粒能被磁鐵吸引，可見沙粒含有鐵礦【如圖 7】。 

3.將稀鹽酸倒入沙中，有起泡反映，可見白色沙粒為貝殼沙【圖 8】。 

(三)根據從坡腳到沙丘頂沙粒粒徑組成量表 (表一)發現，沙粒粒徑以( 0.12 ~ 0.16 

mm )為主，( 0.16 ~ 0.25 mm )次之。 

三、沙子搬運與堆積的特徵。 

(一) 沙粒搬運有跳躍、滾動推移與懸浮運動 

經野外觀察發現沙粒以跳躍、滾動推移與懸浮做運動。以吹風機模擬風吹沙，

風速較小時，沙粒多作推移與滾動前進；風速加大後，沙粒開始跳躍前進，部分

沙粒懸浮在空中，隨風飄動，部分較粗沙粒仍在床面作推移與滾動前進【如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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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粒跳躍、滾動推移與懸浮運動【圖 13】 

(二)從坡腳到沙丘頂，砂粒堆積呈現規則的變化 

將從坡腳到沙丘頂沙粒粒徑組成量表(表一)中的沙粒粒徑組成，畫成沙丘中沙粒

的分布示意圖(圖 14)，發現沿著陡峭沙丘底部往上，沙粒粒徑由大逐漸變小，當坡

度開始變平緩時，沙子不再容易向下滾動，此時大粒徑沙子又開始堆積下來；當坡

度小於 10 度時，沙粒粒徑重新排列堆積，再由大逐漸變小。 

 

沙丘中沙粒的分布(圖 14) 

 

 

 

 

 

1.跳躍 

2.懸浮 

3.滾動與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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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沙紋波長與沙粒粒徑具有相關性 

在觀察過程中我們發現順著風向，多數沙紋的波長逐漸變短；但靠近沙灘坡度陡

峭處波長有逐漸變長現象，如從坡腳到沙丘頂沙粒粒徑組成量表所示 (表一)。 

從坡腳到沙丘頂沙粒粒徑組成量表(表一) 

編

號 

波長 

(cm) 

坡度 

(度) 

>0.25mm 

(g) 

0.16~0.25mm 

(g) 

0.12~0.16mm 

(g) 

0.102~0.12mm 

(g) 

0.075~0.102mm 

(g) 

<0.075mm 

(g) 

1-0 6.5 31 0.08 3.42 6.23 0.27 0  

1-1 12.5 31 0 1.3 7.85 0.84 0  

1-2 13 31 0.03 0.95 7.89 1 0.08  

1-3 17 31 0 0.95 8.29 0.7 0  

1-4 17 31 0 1.42 7.77 0.79 0.03  

1-5 12 21 0 1.84 7.45 0.63 0.03  

1-6 10 18 0 2.38 7.16 0.39 0.04  

1-7 7 10 0 3.16 6.59 0.29 0  

1-8 5.5 5 0 1.98 7.66 0.37 0  

1-9 4 5 0 1.44 7.96 0.57 0  

1-10 4 3 0 1.18 8.11 0.64 0.03  

背

風

坡 

0 35 0 0.42 7.4 2.02 0.07 0.05 

0 35 0 0.33 7.42 2.11 0.07 0.04 

0 35 0 0.59 8.7 0.66 0.03 0 

編

號 

波長 

(cm) 

坡度 

(度) 

>0.25mm 

(g) 

0.16~0.25mm 

(g) 

0.12~0.16mm 

(g) 

0.102~0.12mm 

(g) 

0.075~0.102mm 

(g) 

<0.075mm 

(g) 

2-0 6.3 19 0.03 3.8 5.99 0.16 0  

2-1 6.7 18 0 2.58 6.99 0.36 0  

2-2 7.8 18 0 2.15 7.32 0.49 0  

2-3 7.9 18 0 2.26 7.11 0.54 0  

2-4 8.7 14 0 2.66 6.58 0.62 0  

2-5 8 12 0.08 3.88 5.8 0.19 0  

2-6 7 3.3 0.05 2.63 6.91 0.41 0  

2-7 6 3.3 0 2.55 6.9 0.5 0  

背

風

坡 

0 27 0 0.4 8.32 1.28 0  

0 7 0 0.32 8.6 1.01 0  

註：風向東北風，1 分鐘平均風速皆為 5.1 公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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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選定 2 處陡峭處，波長逐漸變長的新月形沙丘【圖 16】，從坡腳往坡頂每 50cm

進行量測，並將迎風坡量測數據(表一)轉換成折線圖，結果顯示在較平緩處，沙紋波長

與沙粒粒徑組成呈現正相關；在坡度過陡處，則呈現負相關。 

 

(一)根據沙紋波長與大粒徑沙粒關係折線圖(折線圖 1)，沙丘 1 坡度大於 10 度時，沙丘

2 坡度大於 12 度時，沙紋波長與 0.16~0.25mm 沙粒粒徑組成呈現負相關。當沙丘 1

坡度小於 10 度時，沙丘 2 坡度小於 12 度時，則呈現顯著正相關。>0.25mm 沙粒粒

徑組成含量不高，且多數樣本該含量為 0，因此，不列入統計分析。 

 

 

沙紋波長與大粒徑沙粒關係折線圖(折線圖 1)  

 

(二)根據沙紋波長與小粒徑沙粒關係折線圖(折線圖 2)，沙丘 1 坡度大於 10 度，沙丘 2

坡度大於 12 度時，沙紋波長與 0.12~0.16mm 及 0.102~0.12mm 沙粒粒徑組成，呈現

正相關。當沙丘 1 坡度小於 10 度，沙丘 2 坡度小於 12 度時，沙紋波長與 0.12~0.16mm

及 0.102~0.12mm 沙粒粒徑組成，呈現顯著負相關。0.075~0.102mm 沙粒粒徑組成含

量不高，且多數樣本該含量為 0，因此，不列入統計分析。 

坡度 

        沙丘 1                       沙丘 2 

     31  31  31  31  31  21  18  10  5   5   3              19  18  18  18  14  12  3.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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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紋波長與小粒徑沙粒關係折線圖(折線圖 2) 

 (三)根據沙紋波長與沙粒粒徑關係折線圖(折線圖 1)與(折線圖 2)轉換成沙丘中沙粒的

分布、波長與坡度的關係示意圖(圖 15)可以清楚看出下列關係： 

1. 在陡峭的沙丘中，底部坡度陡峭，沙子容易向下滑動；越往沙丘頂端坡度逐漸

變小，沙丘逐漸平坦，沙子往往順著風向前移動，沙子越不容易向下滑動。 

2. 沿著陡峭沙丘底部往上，沙粒粒徑由大逐漸變小，當坡度開始變平緩時，沙子

不再容易向下滾動，此時大粒徑沙子又開始堆積下來；當坡度小於 10 度時，沙

粒粒徑重新排列堆積，由大逐漸變小。 

3. 當坡度大於 10 度時，沙粒粒徑與波長呈現負相關；當坡度小於 10 度時，沙粒

粒徑與波長呈現正相關。 

粒徑與波長呈現負相關(陡峭)     粒徑與波長呈正相關(平緩) 

 

沙丘 1 中沙粒的分布、波長與坡度的關係示意圖(圖 15) 

沙丘 1                  沙丘 2 

     31  31  31  31  31  21  18  10  5   5   3            19  18  18  18  14  12  3.3  3.3 

坡度 

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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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討論 

一、太過細小的沙粒組成無法形成沙紋。 

          根據(表一)沙粒粒徑組成量表，背風坡顆粒組成最細小，大於 0.16mm 的顆粒組成，      

      都不到 0.6g，甚至於有極細小的<0.075mm 顆粒組成。當風向轉為正面吹向沙丘背風坡  

      時，沙丘背風坡並無沙紋產生，但周圍產生反方向的沙紋(圖 12)，可見，太過細小的 

      粒組成無法形成沙紋。  

二、沙紋的波長與沙粒粒徑組成多呈現正相關，也就是沙粒粒徑越大，坡長越長。但在坡 

    度過陡處，則呈現負相關。 

    從沙丘沙紋波長與沙粒粒徑關係示意圖(圖 15)，我們發現當坡度大於 10 度時(圖

16)，改變了沙紋的波長與沙粒粒徑組成的關係，轉為呈現負相關。可能是因為沙粒在

迎風坡堆積會有穩定平衡的最大角度，大於此平衡角度，砂粒容易崩塌下滑，沙粒向

下運動的力量增強，沙紋的波長與沙粒粒徑組成的關係，由正相關轉為呈現負相關。 

 

 

沙丘 2(圖 16) 

三、 研究限制 

    本研究樣本為小型新月形沙丘，量測距離短最長為4.5公尺，前後採樣點風速相同，

由於儀器缺乏，並未探討風速的影響及波高的量測，未來可針對風速對沙紋的波長、

波高與沙粒粒徑組成的關係影響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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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論 

     草漯沙丘地表沙(0~1cm)的平均容重為 1.54g/  cm
3，沙粒粒徑以( 0.12 ~ 0.16 mm )為主，

( 0.16 ~ 0.25 mm )次之，沙粒富含石英、鐵礦、黑雲母與貝殼砂等礦物。沙粒以跳躍、滾動推

移與懸浮運動方式形成自然風成沙紋，沙紋多分布在迎風面，且沙紋的走向與風向垂直。 

沙紋的形狀則受風向、沙粒組成、坡度變化等地形地貌影響，可分類成規則形沙紋與不

規則形沙紋。但風速過大或沙粒粒徑太小時，則無法形成沙紋。沙紋的波長與大於 0.16mm 沙

粒粒徑組成，即顆粒較粗組成呈現正相關；與小於 0.16mm 的顆粒組成，即顆粒較細呈現負相

關。但在坡度過陡處，根據本研究坡度大於 10 度時，沙紋的波長與沙粒粒徑轉為呈現負相關。 

     在進行實地量測中，除了飄來附近垃圾山的惡臭味道外，我們發現有一排碉堡傾倒在沙

灘上(圖 17)，漲潮時，海水漲至碉堡處，可見草漯沙丘不斷受到環境汙染與海水侵蝕，沙丘

面積逐漸縮減，我們的海岸線不斷的往後退，國土正在流失中，讓人痛心，我們應該加以防

治，讓草漯沙丘更美麗。 

 

 

草漯沙丘海岸線往後退 (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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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四、約翰 法恩登(民84)。新世紀地球學習百科 沙丘(119 頁)。臺北市：貓頭鷹出版社。 

五、何春蓀 (民82 三版)。普通地質學 海岸的地質作用(371-392 頁)。臺北市：五南出

版社 

六、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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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海報 

【評語】080504  

1. 本研究主題清楚、聚焦； 

2. 本研究採用野外實地觀察與量測，以及在實驗室觀察與實驗

兩種方法，方法可行，且有系統的觀察與量測，對科學研究

具有很好的啟發與實用價值； 

3. 研究者對野外實際量測說明無法清楚表達 ，對問題的認知

有待加強 

F:\中小科展_57屆\排版\080504-評語 

 



摘要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肆、研究過程

一、  實地觀察與量測：

壹、 研究動機

二、  實驗室觀察與實驗

貳、 研究目的

                

�      草漯沙丘是桃園市海邊景點一大       
      自製取砂器、風速計、Excel軟體特色。本研究經由野外考察與實驗室

、數位相機、坡度APP、放大鏡、塑實驗，觀察沙紋形狀與沙粒運動過程

膠袋、尺、圓規、標準篩網、電子，鑑別草漯沙丘沙子的礦物成分；並

秤、磁鐵、稀鹽酸等。利用過篩的方法，分析沙丘表層沙粒

粒徑分布情況，藉此了解沙粒粒徑、

沙紋波長與沙丘坡度的相互關係。
�
        發現草漯沙丘沙粒富含石英、鐵

礦、黑雲母與貝殼砂等礦物，沙粒粒

(一) 實地觀察草漯沙丘風吹沙時，徑以( 0.12 ~ 0.16 mm )為主，( 0.16 ~ 

沙子的運動的情形、風成沙紋0.25 mm )次之。沙粒以跳躍、滾動推

的形狀與結構、沙紋與周遭環移與懸浮方式運動，沙紋的走向與風

境的特徵。向垂直，風速過大或沙粒粒徑太小時

，無法形成沙紋。沙紋的形狀則受風
(二) 測量風向、風速、沙紋波長及

向、沙粒組成、坡度變化等地形地貌
沙丘表層沉積物採樣

影響。當坡度平緩時，沙紋的波長與

沙粒粒徑呈現正相關；當坡度過陡大 順著風向，從坡腳往坡頂

於10度時，沙紋的波長與沙粒粒徑轉 每間隔50公分標示量測點(圖

為呈現負相關。 1)，以自製取沙器刮取面積

15公分*15公分*1公分的表層沉

積物(圖2)裝袋並編號，同時測

量量測點周邊3個沙紋平均波
        上完自然與生活科技第三單元地 長、風向、風速與坡度大小(圖
表的變化後，我們進行草漯沙丘戶外 3)。將沙子帶回實驗室風乾後
教學，發現沙丘表面布滿線條美麗的 ，分別秤取10g後過篩(圖4)，測
沙紋，沙紋排列的情形，有的平行， 定沙粒粒徑組成。
有的彎曲；有的波長逐漸變長，有的

波長逐漸變短，心裡產生了疑問，這

些沙紋是怎麼堆積而成的?沙紋是不是

有規則的變化?這些疑惑，驅使好奇心
標示量測點(圖1)  刮取表層沙(圖2)

作祟，開始蒐集資料後，發現草漯

沙丘沙紋的相關研究稀少，引發我們

深入研究的興趣。

   APP量測坡度(圖3)  過篩量測粒徑(圖4)

(一)用吹風機以不同風速吹沙子，

模擬風吹沙情形，觀察沙子運

動的特徵(圖5)。

一、 分析風成沙紋的形狀特徵。
二、 分析地表沙的礦物組成內容。 觀察沙子運動特徵(圖5)    觀察沙子特徵(圖6)
三、 觀察沙子搬運與堆積的特徵。
四、  探究風成沙 紋波長、沙粒粒徑  (二)使用放大鏡觀察草漯沙丘沙子

與沙丘坡度的相互關係。 顆粒的特徵(如圖6)。

 

 

 

 

 



(三)運用磁鐵(如圖7)與稀鹽酸鑑別沙子的礦物

3成分(如圖8)。 (一) 草漯沙丘地表沙平均容重為1.54g/ cm 。

(二)沙粒含石英、鐵礦、黑雲母與貝殼砂等

(三) 沙粒粒徑組成以( 0.12 ~ 0.16 mm )為主，
       ( 0.16 ~ 0.25 mm )次之【表一】。

、

(一) 沙粒搬動有跳躍、滾動推移與懸浮運動

(一)規則形沙紋，由單一風向構成，所有沙紋

傾角指向相同的方向，可再細分為順直形

與彎曲形沙紋。

                      

(二)從坡腳到丘頂，砂粒堆積呈現規則的變化

(二) 沙紋形狀不規則，出現在多風向及凹凸

不平的多平面，傾角指向不完全相同
(圖11)。 

(三) 風速過大或太過細小的沙粒組成無法形

成沙紋。

1.以放大鏡觀察到透明的石英及黑雲母
2. 沙粒能被磁鐵吸引，可見含有鐵礦【圖7】

 3. 將稀鹽酸倒入沙中，有起泡反映，可見白
    

色沙粒為貝殼沙【圖8】。砂粒吸附在磁鐵上(圖7)       鹽酸有起泡反應(圖8)

沙紋多分布在迎風面，沙紋的走向與

風向垂直，可分類成規則形與不規則形

           風速較小時，沙粒推移與滾動前進；沙紋；新月形沙丘背風坡多沒有沙紋產生

風速加大後，沙粒開始跳躍，部分懸浮在
 

空中，粗沙粒則推移與滾動前進【圖13】

    1. 順直形沙紋：同一平面沙紋順直排列(圖9)

沙粒運動方式【圖13】

                                  順直形沙紋(圖9) 沙丘中沙粒的分布示意圖(圖14)，可發
2. 彎曲形沙紋：不同平面交界處，沙紋有彎 現沿著陡峭沙丘底部往上，沙粒粒徑由大

逐漸變小，當坡度開始變平緩時，沙子不曲現象(圖10)。
再容易向下滾動，此時大粒徑沙子又開始

堆積下來；當坡度小於10度時，沙粒粒徑

再由大逐漸變小。

          

                                彎曲形沙紋(圖10)

                    沙丘中沙粒的分布示意圖【圖14】

將量測數據(表一)轉換成折線圖1與折線圖2
                      從坡腳到沙丘頂沙粒粒徑組成量表(表一)

  

                         左側不規則沙紋(圖11) 

1.籬笆缺口風速過大處並無沙紋產生(圖11)。

2.當風正面吹向背風坡時，背風坡仍然沒有

沙紋產生(圖12)。
       

    背風坡沒有沙紋產生(圖12)

加入

二、分析沙丘地表沙的礦物組成內容

伍、研究結果

一 分析風成沙紋的形狀特徵。 三、沙子搬運與堆積的特徵。

四、沙紋波長與沙粒粒徑具有相關性

編

號 

波長 

(cm) 

坡度 

(度) 

>0.25mm 

(g) 

0.16~0.25mm 

(g) 

0.12~0.16mm 

(g) 

0.102~0.12mm 

(g) 

0.075~0.102mm 

(g) 

<0.075mm 

(g) 

1-0 6.5 31 0.08 3.42 6.23 0.27 0  

1-1 12.5 31 0 1.3 7.85 0.84 0  

1-2 13 31 0.03 0.95 7.89 1 0.08  

1-3 17 31 0 0.95 8.29 0.7 0  

1-4 17 31 0 1.42 7.77 0.79 0.03  

1-5 12 21 0 1.84 7.45 0.63 0.03  

1-6 10 18 0 2.38 7.16 0.39 0.04  

1-7 7 10 0 3.16 6.59 0.29 0  

1-8 5.5 5 0 1.98 7.66 0.37 0  

1-9 4 5 0 1.44 7.96 0.57 0  

1-10 4 3 0 1.18 8.11 0.64 0.03  

背

風

坡 

0 35 0 0.42 7.4 2.02 0.07 0.05 

0 35 0 0.33 7.42 2.11 0.07 0.04 

0 35 0 0.59 8.7 0.66 0.03 0 

編

號 

波長 

(cm) 

坡度 

(度) 

>0.25mm 

(g) 

0.16~0.25mm 

(g) 

0.12~0.16mm 

(g) 

0.102~0.12mm 

(g) 

0.075~0.102mm 

(g) 

<0.075mm 

(g) 

2-0 6.3 19 0.03 3.8 5.99 0.16 0  

2-1 6.7 18 0 2.58 6.99 0.36 0  

2-2 7.8 18 0 2.15 7.32 0.49 0  

2-3 7.9 18 0 2.26 7.11 0.54 0  

2-4 8.7 14 0 2.66 6.58 0.62 0  

2-5 8 12 0.08 3.88 5.8 0.19 0  

2-6 7 3.3 0.05 2.63 6.91 0.41 0  

2-7 6 3.3 0 2.55 6.9 0.5 0  

背

風

坡 

0 27 0 0.4 8.32 1.28 0  

0 7 0 0.32 8.6 1.01 0  

 



        結果顯示在較平緩處，沙紋波

長與沙粒粒徑組成呈現正相關；在

坡度過陡處，則呈現負相關。

          沙丘背風坡沙粒細小與籬笆缺

口處風速過大並無沙紋產生，可

見風速與沙粒粒徑會影響沙紋的

產生。
 

可能是因為沙粒的堆積會有

穩定平衡的最大角度，大於此平衡

角度，砂粒容易崩塌下滑，沙粒向

下運動的力量增強，影響沙紋的波

長與沙粒粒徑組成的關係，而呈現

負相關。    

    本研究並未探討風速大小的

影響及波高的量測，未來可針對

風速大小對沙紋的波長、波高與

沙粒粒徑組成的關係進行研究。

草漯沙丘沙粒粒徑以( 0.12 ~ 0.16 

mm )為主，( 0.16 ~ 0.25 mm )次之，富

含石英、鐵礦、黑雲母與貝殼砂等礦

物。沙粒以跳躍、滾動推移與懸浮方

式運動，沙紋的形狀則受風向、沙粒

組成、坡度變化等地形地貌影響，可

分類成規則形沙紋與不規則形沙紋。

但風速過大或沙粒粒徑太小時，則無

法形成沙紋。
1.底部較峭，往沙丘頂端逐漸平緩。

較平緩處沙紋的波長與沙粒粒徑呈
2.沿著沙丘底部往上，沙粒粒徑由大

現正相關；但在坡度過陡處，根據本研
逐漸變小，當坡度開始變平緩時， 究坡度大於10度時，沙紋的波長與沙粒
沙粒重新堆積，再由大逐漸變小 粒徑轉為呈現負相關。

在實地量測中，我們發現我們的海
3.當坡度大於10度時，沙粒粒徑與波 岸線不斷的往後退，海水已經侵蝕到軍

長呈現負相關；當坡度小於10度時 隊的碉堡處(圖17)，讓人痛心，我們應

，沙粒粒徑與波長呈現正相關。 該加以防治，防止國土流失。

草漯沙丘海岸線往後退 (圖17)

一、史家瑩主編(民105)，地表的變化，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第七冊(52~67

頁)，翰林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蕭開泰(民87)。台灣西北部海水浴場灘沙粒度與灘面形態之變化。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三、楊美萍(民93)。桃園縣海岸地形變遷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
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四、約翰 法恩登(民84)。新世紀地球學習百科 沙丘(119 頁)。臺北市：貓
頭鷹出版社。 沙丘中沙粒的分布、波長與坡度的關係示意圖(圖15)

五、何春蓀 (民82 三版)。普通地質學 海岸的地質作用(371-392 頁)。臺北
市：五南出版社

六、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 http://www.cwb.gov.tw/

風速與沙粒粒徑會影響沙紋的產
(一)根據折線圖1，沙丘1坡度大於10度 生。

時，沙丘2坡度大於12度時，沙紋

波長與0.16~0.25mm較大沙粒粒徑

組成呈現負相關。當沙丘1坡度小

於10度時，沙丘2坡度小於12度時

，則呈現顯著正相關。

(二)根據折線圖2，沙丘1坡度大於10度

，沙丘2坡度大於12度，沙紋波長

與0.12~0.16mm及0.102~0.12mm較

小沙粒組成，呈現正相關。當

沙丘1坡度小於10度，沙丘2坡度小

於12度時，則呈現顯著負相關。

(三)將折線圖1與折線圖2轉換成沙丘中

沙粒的分布、波長與坡度的關係示

意圖(圖15)可以清楚看出：

陸、討論

柒、結論

捌、 參考資料

一、

二、沙紋的波長與沙粒粒徑組成多呈

現正相關，也就是沙粒粒徑越大，

坡長越長。但在坡度過陡處，則呈

現負相關。

三、 研究限制

粒徑與波長呈現負相關(陡峭)     粒徑與波長呈正相關(平緩) 

 

 

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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