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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藤壺是會附著在固體上共生的生物，外型似小火山而引起我們好奇，我們詢問專家且親

自採集化石進行測量與分辨和觀察。我們從鯨藤壺化石驗證牛埔在上新世的地形是沙洲(出海

口有鯨魚擱淺)，玉井在近海環境。龜藤壺、多肋藤壺化石驗證大岡山當時的地形是海底，紅

巨藤壺化石驗證四溝當時的地形在潟湖至河口灣、潮間帶並由伴生化石與地層做確認。從外

觀顏色判別紅巨藤壺化石；外觀特徵判別多肋藤壺化石；從面積可判別鯨藤壺化石及龜藤壺

化石。鯨藤壺和紅巨藤壺所受水壓不同，而演化出不同的盾板結構。我們發現海拔高度與地

質年代無關，兩個同一地質年代的板塊，斷層活動越劇烈海拔高度越高。灰鯨活動於台灣西

南部，所以在牛埔、玉井挖到鯨藤壺化石。 

 

壹、研究動機 

   每年我們參加的採集化石活動。走過雜草叢生的小路，或從岩石上跳下到山路或溪邊，

讓我們實際體驗六上自然課本中第三單元地形及地層介紹。而自然課本中有提到關於化石的

知識，好奇的我們為了瞭解更多，所以決定去詢問了老師以及其他的專家學者，然而其中有

一種很特別的生物化石令我們感到很有趣，那就是---藤壺的化石，這一種形狀像座小火山、

外觀顏色特別的生物，對我們也只是半知不解，為了知道更多的方法辨識藤壺，我們決定努

力的去研究它。 

貳、研究目的 

一、從採集來的藤壺化石，分析外觀形態來認識其分類。 

二、測量藤壺化石的殼口寬、殼寬和殼高，使用面積計算進行分辨。 

三、調查四個採集藤壺化石地點附近的地質與地層結構。 

四、將採集點所採集到的藤壺化石數量，推論不同的藤壺可能被採集的地理位置。 

五、從地層採集的各種伴生化石探討藤壺當時棲息的海岸地形 

六、比較鯨藤壺化石及紅巨藤壺化石的盾板構造紋路及功用。 

 



2 
 

参、研究設備及器材 

器材 功用 圖片 

鑿子 有分平口和尖口，可用來鑿石

塊，與鐵鎚配合使用。 
 

 

鐵鎚 可配合鑿子使用，將石塊敲

開。 

 

鏟子 用來將化石本體周圍的土挖

除掉。  

水桶 可用來裝化石、及挖掘化石的

器材。 

 

十字鎬 可用來挖掘土石 

 

篩子 用來將要篩的沙土裝入，並放

入水裡過篩，過濾出化石。 

 

快乾膠 在挖獲化石時點在本體周

圍，有防水、防撞、防破碎的

功用。 
 

游標尺 在挖或化石後用來測量畫時

常、寬、高並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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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 用來包住化石本體，以防撞

擊、掉落破碎。 

 

夾鏈袋 用來包住或分類放置化石本

體 

 

奇異筆 再包住化石的報紙或夾鏈袋

上記錄化石種類、發掘日期等

等資料  

相機 用來記錄化石挖獲地點、特徵

及地形樣貌。 

 

 

肆、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研究構想圖 

 

 

 

 

 

 

 

 

 

 

 

鯨藤壺化石 龜藤壺化石 紅巨藤壺化石 多肋藤壺化石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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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一)藤壺的動物分類系統 

我們查閱自然博物館的學習資料網站，整理出以下圖表為藤壺的分類順序： 

 

 

 

 

 

 

 

 

 

 

 

 

 

 

 

茗荷科的盾板有 5 片；隨著時間的演化，有些茗荷科的柄退化，另外將它們分類為藤

壺科。 

(二)藤壺成長史： 

 

 

 

 

 

節肢動物門 

 
甲殼亞門 

 

顎足綱 

 

藤壺科 

 

有柄 無柄 

茗荷科 

 

圖一藤壺屬： 

藤壺殼版介紹 

腺介幼體 

藤壺成體(本研究) 

無節幼體 

圖二 藤壺成長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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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態 主食 活動概況 

幼體 

無節幼體:有 2 對觸鬚和尾肢，6 對足

狀附肢，有兩片甲殼保護身體。 
「無節階段」，有 3 對泳肢。

以吃矽藻之類的浮游生物為

主。 

最後一是「現介階段」，無

須進食 

在水中漂浮，可以

移動 

腺介幼蟲:旋轉 90 度並拋棄兩片甲

殼，6 對泳肢變蔓足。腺介幼體會分

泌一種獨特的黏液附著物體後，幼體

變態成成蟲。 

成體 

會重複的脫殼長大。體殼分泌鈣質，

補充體殼基部和各部位的骨板而增

大。 

浮游生物為主。 固定，不行移動 

 

(三) 藤壺的棲地介紹 

藤壺生長環境介於海水高潮線與低潮線之間，也就是潮間帶區，因此退潮時可耐

長時間的曝曬，等待下次高潮海水掩蓋。海洋一天通常有兩次漲退潮，海水漲到最高處

稱為高潮線，退潮時退至的最低點稱為低潮線〈如圖二〉。 

 

 

 

 

 

 

 

 

 

 

 

高潮線 

低潮線 

圖三 潮間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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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四種藤壺棲地特徵 棲息環境 備註 

鯨藤壺 寄生於鯨魚身上 低潮線以下(深海) 

龜藤壺 附著於海龜殼上或螃蟹身上 低潮線以下(深海) 

紅巨藤壺 附著於岩礁上或與珊瑚礁共生 高潮線以下 

多肋藤壺 附著於卵石中、石縫中或與珊瑚礁共生 高潮線以下 

      (五)藤壺採集地之地層分析 

1.採集地點位置圖： 

 

圖四 採集地點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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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rlz=1C1VFKB_enTW709TW709&biw=1280&bih=593&tbm=isch

&sa=1&q=台灣河流 

2.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 

2.化石出土地層 

 

圖五  採集化石之地層 

  地質年代 地質名稱 地質組成 化石 年代 

嘉義牛埔 
更新世～ 

全新世 
台地堆積層 

砂、粉砂、泥、

礫石 
鯨藤壺化石 

兩百六十萬年

前至今 

台南玉井 全新世 階地堆積層 礫石、砂、黏土 鯨藤壺化石 一萬年前至今 

高雄 

大崗山 
更新世 

大崗山 

石灰岩 
珊瑚礁石灰岩 

龜藤壺化石、多肋

藤壺石、鯨藤壺化

石 

兩百六十萬年

前至一萬年前 

屏東四溝 
更新世～ 

全新世 
沖積層 礫、砂、黏土 紅巨藤壺化石 一萬年前至今 

        資料來源：中央地質調查所 http://www.moeacgs.gov.tw/ma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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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過程及結果 

一、研究一：從採集來的藤壺，分析外觀形態來認識其分類。 

(一)步驟 

1.我們將採集來的藤壺化石先進行外觀觀察，觀察顏色、周殼、殼體外觀。 

2.觀察各藤壺特別之處，並加以分析。 

   (二)記錄結果 

  鯨藤壺化石 龜藤壺化石 紅巨藤壺化石  多肋藤壺化石 

顏色 咖啡色 灰色 粉紅色 土黃色 

周殼 六塊盾板、爪子狀 六塊盾板 光滑 多條輻射勒 

殼體外觀 圓球形 扁圓形 圓筒狀 火山形 

發現於 
嘉義牛埔、台南玉

井、高雄大岡山 
接近大岡山 四溝 大岡山 

圖片 

   
 

   (三)發現 

1.我們從顏色可判別出，體色夾雜著粉紅色和白色的紅巨藤壺化石。 

      2.多肋藤壺化石的盾板從殼口向外有很多條輻射勒，有如一座陡峭的小火山。 

      3.鯨藤壺化石的外觀，明顯有如爪子用力抓著物體。而龜外觀像圓盤狀，從殼口裂成 

       六塊盾板。 

 

二、研究二：測量藤壺化石的殼口寬、殼寬和殼高，使用梯形面積公式來進行分辨。 

   (一)步驟 

      1.我們將採集來的藤壺化石測量化石使用游標卡尺，進行殼口寬、殼寬和殼高測量。 

      2.觀察數據並進行分析 

(二)記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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鯨藤壺化石 (長度單位：mm) 

編號 殼口寬 殼寬 殼高 面積(mm2) 

1 23.09 55.69 34.85 1372.74  

2 26.56 51.63 33.52 1310.46  

3 26.98 62.29 35.89 1601.95  

4 25.48 54.37 41.09 1640.52  

5 19.21 38.56 24.31 702.19  

6 16.5 42.29 24.61 723.41  

7 12.66 35.53 29.83 718.75  

8 11.14 22.22 18.45 307.75  

平均 20.20  45.32  30.32  1047.22  

龜藤壺化石 

編號 殼口寬 殼寬 殼高 面積(mm2) 

1 17.72 46.77 17.81 574.28  

2 11.68 42.61 16.59 450.34  

平均 14.70  44.69  17.20  512.31  

紅巨藤壺化石 

編號 殼口寬 殼寬 殼高 面積(mm2) 

1 25.05 50.04 57.83 2171.23  

2 23.71 39.81  50.63 1608.01 

3 30.68 50.55 44.15 1793.15  

4 20.32 36.64  53.62 1527.10 

平均 24.94  44.26  50.99  1774.87 

多肋藤壺化石 

編號 殼口寬 殼寬 殼高 面積(mm2) 

1 4.56 19.93 8.15 99.80  

2 3.54 6.64 3.76 19.14  

3 2.42 6.9 3.57 16.64  

4 1.61 6.85 9.67 40.90  

5 0.38 8.35 7.33 32.00  

平均 2.50  9.73  6.50  41.69  

(三)發現 

   1.從上表中的數據我們得知，面積紅巨藤壺化石﹥鯨藤壺化石﹥龜藤壺化石﹥多肋藤 

壺化石。 

   2.紅巨藤壺化石面積普遍較大，可能因為海浪拍打的原因，體形生長不如其他藤壺均

勻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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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三：調查四個採集藤壺化石地點附近的地質與地層結構 

(一)步驟： 

    1.討論欲前往採集藤壺化石地點，四個地點分別為：嘉義牛埔、台南玉井、高雄大崗 

山、屏東恆春四溝。 

2.搜尋四個採集地點的地質、地層資料。 

3.實地採集。 

(二)記錄結果： 

地點 特徵 
主要

岩石 
地層 地質年代 

嘉義牛埔 

 

 

 

 

泥質  

砂岩  

六重

溪層  

中新世～

上新世  

台南玉井 

 

砂質

泥岩  

北寮

頁岩  

、  

玉井

頁岩  

上新 世晚

期～更新

世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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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 

大崗山 

 
珊瑚

礁石

灰岩 

崎頂

層  

更新世  

屏東恆春

四溝 

 泥質

砂岩

或 

砂質

泥岩 

四溝

層 

更新世  

(三)發現： 

      1.嘉義牛埔：位於八掌溪流域，主要岩石為泥質砂岩，風化後，常呈塊狀剝落層面，

常有流痕。由當時的沉積環境或生態環境推測，當時可能屬於河口

地帶的沙洲，在潮間或淺海帶，風浪很大，後來經地層變動後才上

升，這裡的化石岩層裸露於河床的兩邊，聚集數量繁多的海生動物化

石。 

      2.台南玉井：位於曾文溪流域，河道上可見珊瑚礁石灰岩群分散於河床與河道

上，受河流侵蝕作用，淺灰色的泥質岩體露出於河床上。推測

古代曾為近海環境，後期經過構造抬升作用，將這些海相化石

與岩層抬升成為淺山丘陵地區，這裡的化石種類具高度的多元

性，但各種類的個體數並不多。  

      3.高雄大崗山：岩層覆蓋紅色土及礫石層，在地史上曾是個深達數千公尺的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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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由於地殼發生變動，陸地相對的上升，富含貝類等化石。  

      4.屏東恆春四溝：由層理不明顯的藍灰色泥質砂岩或砂質泥岩組成，由於冰河時期

的來臨與消退，伴隨著海平面的上昇和下降，使得恆春四溝地區的環

境由陸相變海相，再由海相變陸相，如此的反反覆覆，造就了不同的

沈積環境。此地含有豐富的貝類化石等，同時發現陸生哺乳動物和海

生哺乳動物的化石，可以推估恆春四溝地區在不同的年代有著不同的

環境背景。 

 

四、研究四：將採集點所採集到的藤壺化石數量，推論不同的藤壺可能被採集的地理位置： 

(一)步驟： 

1.採集：在嘉義牛埔、台南玉井、高雄大岡山、屏東四溝採集到藤壺化石。 

2.統計：在各地採集到藤壺化石數量。 

3.查地質資料→對照出土化石→驗證資料。 

(二)記錄結果：單位：個數 

 鯨藤壺化石 龜藤壺化石 紅巨藤壺化石 多肋藤壺化石 合計 

嘉義牛埔 

採集量 
4 0 0 0 4 

台南玉井 

採集量 
2 0 0 0 2 

高雄大岡山

採集量 
1 2 0 5 8 

屏東四溝 

採集量 
0 0 4 0 4 

1.統計在各地採集到的藤壺化石，以高雄大岡山數量最多有 8 個，嘉義牛埔和屏東四溝

各 4 個，台南玉井數量最少只有 2 個。 

2.在嘉義牛埔、台南玉井採集到鯨藤壺化石，高雄大岡山採集到鯨藤壺化石、龜藤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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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多肋藤壺化石，屏東四溝只採集到紅巨藤壺化石。 

(三)發現： 

藤壺化石物種最豐富的區域在高雄大岡山，有鯨藤壺化石、龜藤壺化石、多肋藤壺

化石，原因應為當時環境為珊瑚礁，提供了許多魚類和無脊椎動物生存，所以海相化石

也較多。後來地殼發生變動，上升後變成陸地。 

鯨藤壺化石較多在嘉義牛埔，原因應為鯨魚擱淺在近海的沙洲上，死亡在當地。紅

巨藤壺化石則集中在屏東四溝，化石的外觀看起來較光鮮，接近現生，可確認為更新世

年代。化石的底部有泥岩和砂岩和珊瑚礁交錯非常特別，驗證了恆春四溝層當年可能為

潟湖環境，頂部為石灰岩，下部則分布泥岩層。 

由以上的發現，推論出不同的藤壺可能被採集的地理位置及藤壺化石當時的生活環

境及地質。 

 

五、研究五:從地層採集的各種伴生化石探討藤壺當時棲息的海岸地形 

(一)步驟: 

因為上新世(出土化石年代)至今臺灣並無太劇烈的地質變化，所以可以用藤壺之伴生

化來推敲出土地當時的樣子，所以我們可以利用採集、蒐集到的伴生化石，並查出該生物

目前的棲息地，最後看該種伴生化石的現生地點即可推論出出土地當時的樣子。 

(二)記錄結果                                                單位：個數 

 
餅乾 

海膽 

馬氏扣 

海膽 
扇貝 螃蟹 螺貝 其他海相化石 

棲地 淺海 河口 淺海 
潮間帶、 

河口 

潮間帶、 

河口 

海、潮間帶、

河口 

四溝 0 0 0 0 65 0 

曾文溪 8 0 12 0 12 0 

牛埔 0 82 0 13 5 0 

大崗山 0 0 0 0 5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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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現: 

1.以上的出土地經過生物棲息地的比對後發現化石出土地在上新世時都應是河口和海

水的交接處。 

2.我們從現今海域生物的棲息環境，推測這些採集到的伴生物化石為棲息地，四溝當時

應為近海到潮間帶的區域;曾文溪當時應為淺海區域;牛埔當時應為河口區域;南化當

時應為淺海到潮間帶的區域;大崗山當時應為河口至近海地區。 

3.我們發現紅巨藤壺的採集地伴生化石多是螺貝；而鯨藤壺採集地附近發現了許多扇貝

和螺貝；多肋藤壺採集地附近我們挖到了許多螺貝。 

 

六、研究六：觀察鯨藤壺化石與紅巨藤壺化石的紋路，比較兩種紋路結構承受衝擊力的差異 

(一)步驟： 

1.切開鯨藤壺化石盾板和紅巨藤壺化石盾板，使用砂輪機將現生藤壺依比例切開，觀察

藤壺的盾板構造。 

2. 觀察鯨藤壺化石的紋路結構與紅巨藤壺化石的紋路結構比較： 

我們觀察到鯨藤壺化石和紅巨藤壺化石內部紋路有所不同，所以我們將這些紋

路作成模型，並觀察模型的受力情形。 

3.模型製作 

(1)製作模型材料：紙板、UHU 強力膠、美工刀、尺 

(2)模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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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參照鯨藤壺化石盾板紋路(如圖六)，設計模型尺寸。 

 

 

 

 

 

 

 

B.參照紅巨藤壺化石盾板紋路(如圖七)，設計模型尺寸。 

 

 

 

 

 

 

4.進行受力實驗 

我們觀察到鯨藤壺化石盾板和紅巨藤壺化石盾版結構不同，我們便想是不是和

他們的生長環境有關，後來與老師討論過後便設計出售力實驗。我們將受力實驗設

計成使用同樣的軌道(如圖二十一)，將車子(撞擊模型物品)放置同樣的高度，撞擊模

型並測量模型撞擊後的角度(拍照放入電腦後測量)。 

 

 

 

 

 

 

圖六  鯨藤壺盾板剖面圖 

圖七  紅巨藤壺盾板剖面圖 

圖八  實驗軌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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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觀察鯨藤壺化石的紋路結構模型與紅巨藤壺化石的紋路結構模型比較兩種紋路結構

承受衝擊力的差異比較。 

(二)紀錄結果 

鯨藤壺化石結構與紅巨藤壺結構化石撞擊前比較 

 鯨藤壺化石結構 紅巨藤壺化石結構 

撞擊前 

  

隔板和地面的角度 90° 90° 

撞擊後，隔板和地面的角度 

第一次 90° 110° 

第二次 90° 109° 

第三次 90° 111° 

第四次 90° 110° 

第五次 90° 108° 

平均 90° 110° 

圖片 

 

 

 

 
紙板沒有歪斜 

 

 

 

 
紙板歪斜狀況明顯 

(三)發現 

1.我們發現紅巨藤壺化石的結構比鯨藤壺化石的結構弱，而且紅巨藤壺化石模型會向

一邊倒，因為紋路的方向一致，無法承受側向力，所以會一面傾倒。 

2.鯨藤壺化石的紋路結構模型不會有變形的狀況，因盾板紋路彎曲，因此可以承受側

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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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們推測鯨藤壺受水壓關係，所以演化出盾板彎曲的結構，不容易遭受水壓破壞。 

 

陸、討論 

一、高潮帶藤壺化石採集不易： 

 高潮帶藤壺化石容易被河水與土壤沖刷，不容易採集。本次研究鯨藤壺化石、龜藤

壺化石、紅巨藤壺化石和多肋藤壺化石皆為低潮帶化石。鯨藤壺化石與龜藤壺化石因應

寄生物是鯨魚與海龜，因為要因應水流與水壓，所以外觀較為扁平狀；紅巨藤壺生長於

岩礁與珊瑚礁中，所以顏色較為鮮豔。多肋藤壺生長於珊瑚礁中，所以體型會因珊瑚礁

的大小而差異。 

二、紅巨藤壺探索 

我們發現現生紅巨藤壺多半都附生於珊瑚礁、漂流木上，但是在屏東四溝卻挖到不

少紅巨藤壺的化石，而屏東四溝的地層屬於泥岩或砂岩，不是珊瑚礁岩層，所以我們推

測屏東四溝過去有不少的漂流木和蚵仔殼，讓紅巨藤壺可以附生，在泥砂岩層中可以挖 

掘到紅巨藤壺化石。 

三、由藤壺出土地海拔推論當時的地質年代 

 

  
嘉義牛埔藤壺出土地： 

海拔 362 公尺 

臺南玉井藤壺出土地： 

海拔 58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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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大岡山藤壺出土地： 

海拔 50 公尺 

屏東四溝藤壺出土地： 

海拔 87 公尺 

四、資料閱讀及求證： 

 

 
圖九  斷層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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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澎湖與臺灣為例，我們本以為年代越古老海拔愈高，因為越早浮起，但是以澎

湖與臺灣的文獻資料為例，澎湖雖比臺灣早浮起，但它卻比臺灣矮許多，所以我

們可以得知地質年代不能單就海拔高度作推斷，換句話說海拔高度越高地質年代

不一定越老。 

    (二)從上圖我們可以得知，嘉義牛埔附近有第一類斷層(近 1 萬年曾活動過)，但其他三

地(臺南玉井、高雄大岡山、屏東四溝)的斷層均被紀錄為存疑性活動斷層或斷層位

置被掩蓋或不確定，所以嘉義牛埔的海拔高度＞屏東四溝的海拔高度＞臺南玉井

的海拔高度＞高雄大岡山的海拔高度，所以海拔高度不完全是受時間影響，斷層

隆起才是主要原因，也就是說，兩個同一地質年代的版塊，斷層活動越劇烈(隆起

速率較快)者海拔高度越高。 

五、鯨藤壺寄生灰鯨探索 

由此圖片我們發現灰鯨的活動路線都在西南部，所以我們可以在嘉義牛埔、台南玉井

挖掘鯨藤壺化石。我們推測以前(500 多萬年-100 多萬年)灰鯨可能是走相同路線，所以我們

才能在嘉義牛埔、台南玉井挖掘到鯨藤壺化石。 

 
圖十  灰鯨洄游路線圖，資料來源：https://read01.com/oL5gn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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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一、我們從外觀判別我們可以從顏色中判別出粉紅色的紅巨藤壺化石；多條輻射勒判別出多

肋藤壺化石。至於鯨藤壺化石面積與龜藤壺化石面積，我們可以從面積的大小判別出鯨

藤壺化石面積的平均是 1047.22mm2；龜藤壺化石面積的平均是 512.31mm2。鯨藤壺化石

面積明顯大於龜藤壺化石面積。能協助對這 4 種藤壼化石有興趣的人，提供快速分辨的

方法。 

二、推測採集地過去的環境： 

藤壼的種類 化石採集地 地質組成 伴生化石/棲地 當時可能的環境 

鯨藤壺化石 

嘉義牛埔 

砂、粉砂、 馬氏扣海膽、螃蟹、

螺貝/河口、潮間

帶，屬於沙岸地形 

河口地帶的沙洲(出海口常有

鯨魚擱淺)、潮間帶或淺海 泥、礫石 

台南玉井 

礫石、砂、 餅乾海膽、扇貝、螺

貝/淺海、潮間帶、

河口，屬於沙岸 

近海環境 

黏土 

龜藤壺化石 

高雄大岡山 珊瑚礁石灰岩 
螺貝/潮間帶、河

口，屬於沙岸 

屬珊瑚礁石灰岩。原為海底，

後來地殼發生變動，陸地上

升。 
多肋藤壺化石 

紅巨藤壺化石 屏東四溝 

被礫、砂、黏

土覆蓋的珊瑚

礁石灰岩 

螺貝/潮間帶、河

口，屬於沙岸 

正常鹽度潟湖乃至河口灣、潮

間帶因地殼變動，有海相及錄

相的沉積 

(一)鯨藤壺化石在嘉義牛埔、台南玉井挖到，我們推測鯨魚會擱淺在沙岸上，可驗證牛

埔當時的地形是沙洲(在出海口常有鯨魚擱淺)、玉井是在近海環境。 

(二)龜藤壺、多肋藤壺化石在高雄大岡山挖到，我們推測烏龜當時死亡後隨著海流漂上

陸地，可驗證當時的地形是在海底，後來地殼發生變動，陸地上升。現生多肋藤壺

喜歡棲息在珊瑚礁中，因此要挖掘此多肋藤壺，在高雄大崗山的珊瑚礁石灰岩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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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到。 

(三)紅巨藤壺化石在屏東四溝挖到，而現生紅巨藤壺棲息地在珊瑚礁，所以在屏東四溝

的珊瑚礁石灰岩層、石灰岩中，容易發現。可驗證當時的地形是在潟湖乃至河口灣、

潮間帶。 

(四)用藤壼化石來推測全新世年代以前的海岸環境，用伴生化石來做驗證，增加準確度。 

三、解剖潮間帶和潮下帶藤壼，發現內部紋路結構不同，了解海洋生物為了適應不同的水壓

和衝擊力，演化出不同的盾板。我們推測鯨藤壺的盾版結構會演化出不規則形，可能是

因為鯨魚游潛的海域深度從 200 公尺至 3000 公尺不等，藤壺附生於鯨魚身上須承受大小

不等的水壓及拍打力道，所以鯨藤壺的殼板內側會演化出不規則形的盾板結構。紅巨藤

壺生長於岩礁上，不用承受的深海的水壓，盾板內的隔板多為平行。但會面臨海岸氣候

險惡時海浪拍打的強度，因此體型生長不如鯨藤壺和龜藤壺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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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海報 

【評語】080506  

此作品探討發現藤壺化石種類和不同種類的藤壺之棲息環境。

利用化石種類來了解古環境。能利用簡單夾板探討藤壺形成和環境

的適應。 

F:\中小科展_57屆\排版\080506-評語 

 



  藤壺是會附著在固體上共生的生物，外型似小火山而引起我們好奇，我們詢問專家且親自採集化石進行測量與分辨和觀察。我們從鯨藤壺化石驗

證牛埔在上新世的地形是沙洲(出海口有鯨魚擱淺)，玉井在近海環境。龜藤壺、多肋藤壺化石驗證大岡山當時的地形是海底，紅巨藤壺化石驗證四溝

當時的地形在潟湖至河口灣、潮間帶並由伴生化石與地層做確認。從外觀顏色判別紅巨藤壺化石；外觀特徵判別多肋藤壺化石；從面積可判別鯨藤

壺化石及龜藤壺化石。鯨藤壺和紅巨藤壺所受水壓不同，而演化出不同的盾板結構。我們發現海拔高度與地質年代無關，兩個同一地質年代的板

塊，斷層活動越劇烈海拔高度越高。灰鯨活動於台灣西南部，所以在牛埔、玉井挖到鯨藤壺化石。  

  每年我們參加採集化石活動，走過雜草叢生的小路或從岩石上跳下到山路及溪

邊，讓我們實際體驗六上自然課本中第二單元地形及地層介紹。自然課本中有

提到關於化石的知識，好奇的我們為了瞭解更多化石，所以決定去詢問老師以

及其他的專家學者。然而其中有一種很特別的生物化石令我們感到很有趣，那

就是---藤壺的化石，這一種形狀像座小火山、外觀顏色特別的生物，對我們也

只是半知不解，為了知道更多的方法辨識藤壺，我們決定努力的去研究它。  

摘  要 

壹、研究動機 貳、研究目的 

參、研究器材及設備 

一、從採集來的藤壺化石，分析外觀形態來認識其分類。 

二、測量藤壺化石的殼口寬、殼寬和殼高，使用面積計算進行分辨。 

三、調查四個採集藤壺化石地點附近的地質與地層結構。 

四、將採集點所採集到的藤壺化石數量，推論不同的藤壺可能被 

         採集的地理位置。 

五、從地層採集的各種伴生化石探討藤壺當時棲息的海岸地形 

六、比較鯨藤壺化石及紅巨藤壺化石的盾板構造紋路及功用。 

肆、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研究構想圖 

 

二、文獻探討 

(一)藤壺的動物分類系統 

我們查閱自然博物館的學習資料網站，整理出以下圖表為藤壺的分類順序： 

節肢動物門 

甲殼亞門 

顎足綱 

藤壺科 

有柄 無柄 

茗荷科 

茗荷科的盾板有 5 片；

隨著時間的演化，有些茗

荷科的柄退化，另外將它

們分類為藤 

(二)藤壺成長史：  

  型態 主食 活動概況 

幼

體 

無節幼體:有 2 對觸鬚和尾肢，6 對足

狀附肢，有兩片甲殼保護身體。 

「無節階段」，

有 3 對泳肢。以

吃矽藻之類的浮

游生物為主。最

後一是「現介階

段」，無須進食 

在水中漂

浮，可以

移動 

腺介幼蟲:旋轉 90 度並拋棄兩片甲殼，

6 對泳肢變蔓足。腺介幼體會分泌一種

獨特的黏液附著物體後，幼體變態成成

蟲。 

成

體 

會重複的脫殼長大。體殼分泌鈣質，補

充體殼基部和各部位的骨板而增大。 

浮游生物為主。 

固定， 

不行移動 

(三) 藤壺的棲地介紹 

      藤壺生長環境介於海水高潮線與低潮線之間，也就是潮間帶區，因

此退潮時可耐長時間的曝曬，等待下次高潮海水掩蓋。海洋一天

通常有兩次漲退潮，海水漲到最高處稱為高潮線，退潮時退至的最

低點稱為低潮線〈如圖二〉。 

圖二潮間帶示意圖 

種藤壺棲地特徵 棲息環境 備註 

鯨藤壺 寄生於鯨魚身上 低潮線以下(深海) 

龜藤壺 
附著於海龜殼上或螃蟹身

上 
低潮線以下(深海) 

紅巨藤壺 
附著於岩礁上或與珊瑚礁

共生 
高潮線以下 

多肋藤壺 
附著於卵石中、石縫中或

與珊瑚礁共生 
高潮線以下 

無節幼體 

腺介幼體 

藤壺成體

(本研究) 

(四)藤壺採集地之地層分析  

1.採集地點位置圖：  

  地質年代 地質名稱 地質組成 化石 年代 

嘉義牛埔 更新世～ 台地堆積層 砂、粉砂、 鯨藤壺化石 兩百六十萬年

台南玉井 全新世 階地堆積層 

礫石、砂、黏

土 

鯨藤壺化石 一萬年前至今 

高雄 

大崗山 

更新世 

大崗山 

石灰岩 

珊瑚礁石灰岩 

龜藤壺化石、

多肋藤壺石、

鯨藤壺化石 

兩百六十萬年

前至一萬年前 

屏東四溝 更新世～ 沖積層 礫、砂、黏土 紅巨藤壺化石 一萬年前至今 

2.化石出土地層 

高潮線 

低潮線 

器材 圖片 

鑿子 
 

鐵鎚 
 

鏟子 
 

器材 圖片 

水桶 

 

十字鎬 

 

器材 圖片 

篩子 

 

快乾膠 

 

器材 圖片 

游標尺 
 

報紙 

 

器材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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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過程及結果 

研究一：從採集來的藤壺，分析外觀形態來認識其分類 

(一)步驟  :  將採集來的藤壺化石先進行外觀觀察，觀察顏色、周殼、殼體外觀。 

(二)記錄結果  

(三)發現  

1.我們從顏色可判別出，體色夾雜著粉紅色和白色的紅巨藤壺化石。  

2.多肋藤壺化石的盾板從殼口向外有很多條輻射勒，有如一座陡峭的小火山。  

3.鯨藤壺化石的外觀，明顯有如爪子用力抓著物體。而龜外觀像圓盤狀，從殼口裂成

六塊盾板。 

(一)步驟 : 將採集的藤壺化石 ，使用游標卡尺進行殼口寬、殼寬和殼高測量。 

(二)記錄結果 

 

(三)發現  

1.從上表的數據得知，面積紅巨藤壺化石﹥鯨藤壺化石﹥龜藤壺化石﹥多肋藤壺化石。  

 2.紅巨藤壺化石面積普遍較大，可能為海浪拍打的原因，體形不如其他藤壺均勻對稱。  

  鯨藤壺化石 龜藤壺化石 紅巨藤壺化石  多肋藤壺化石 

顏色 咖啡色 灰色 粉紅色 土黃色 

周殼 六塊盾板、爪子狀 六塊盾板 光滑 多條輻射勒 

殼體外觀 圓球形 扁圓形 圓筒狀 火山形 

發現於 嘉義牛埔、台南玉 接近大岡山 四溝 大岡山 

圖片         

鯨藤壺化石        

編號 殼口寬 殼寬 殼高 面積 

1 23.09 55.69 34.85 1372.74 

2 26.56 51.63 33.52 1310.46 

3 26.98 62.29 35.89 1601.95 

4 25.48 54.37 41.09 1640.52 

5 19.21 38.56 24.31 702.19 

6 16.5 42.29 24.61 723.41 

7 12.66 35.53 29.83 718.75 

8 11.14 22.22 18.45 307.75 

平均 20.20 45.32 30.32 1047.22 

      龜藤壺化石   

編號 殼口寬 殼寬 殼高 面積 

1 17.72 46.77 17.81 574.28 

2 11.68 42.61 16.59 450.34 

平均 14.70 44.69 17.20 512.31 

紅巨藤壺化石        

編號 殼口寬 殼寬 殼高 面積 

1 25.05 50.04 57.83 2171.23 

2 23.71 39.81  50.63 1608.01 

3 30.68 50.55 44.15 1793.15 

4 20.32 36.64  53.62 1527.10 

平均 24.94 44.26 50.99 1774.87 

      多肋藤壺化石   

編號 殼口寬 殼寬 殼高 面積 

1 4.56 19.93 8.15 99.80 

2 3.54 6.64 3.76 19.14 

3 2.42 6.9 3.57 16.64 

4 1.61 6.85 9.67 40.90 

5 0.38 8.35 7.33 32.00 

平均 2.50 9.73 6.50 41.69 

(一)步驟 : 討論欲前往採集藤壺化石地點，四個地點分別為：嘉義牛埔、台南玉井、   

高雄大崗山、屏東恆春四溝。搜尋四個採集地點的地質、地層資料並實地採集 

(二)記錄結果 2 

(三)發現  

1.嘉義牛埔：八掌溪流域，主要岩石為泥質砂岩，風化後呈塊狀剝落層面，常有 

   流痕。由沉積或生態環境推測當時可能屬河口地帶的沙洲，潮間或淺海帶經地層 

   變動後上升，這裡的化石岩層裸露於河床兩邊，聚集數量繁多的海生動物化石。 

2.台南玉井：於曾文溪流域，河道與河床上可見珊瑚礁石灰岩群，受河流侵蝕淺灰 

   色的泥質岩體露出河床。推測古代為近海環境，經抬升作用將這些海相化石與 

   岩層抬升為淺山丘陵，這裡的化石種類具多元性，但各種類的個體數並不多。 

3.高雄大崗山：岩層覆蓋紅色土及礫石層，在地史上曾是個深達數千公尺的海底， 

   後來由於地殼發生變動，陸地相對的上升，富含貝類等化石。 

4.屏東恆春四溝：由層理不明顯的藍灰色泥質砂岩或砂質泥岩組成，由於冰河時期   

   來臨與消退，海平面的上昇下降，使恆春四溝地區的環境由陸相變海相，再由海 

   相變陸相，如此反覆，造就不同的沈積環境。此地有豐富的貝類化石等，同時發 

   現陸生及海生哺乳動物化石，可推估恆春四溝地區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環境背景。  

研究四： 採集到的藤壺化石數量，推論不同的藤壺可能被採集的地理位置   

(一)步驟：採集:在嘉義牛埔、台南玉井、高雄大岡山、屏東四溝採集到藤壺化石。並

統計:在各地採集到藤壺化石數量。 

(二)記錄結果： 

  鯨藤壺化石 龜藤壺化石 紅巨藤壺化石 多肋藤壺化石 合計 

嘉義牛埔 4 0 0 0 4 

台南玉井 2 0 0 0 2 

高雄大岡山 1 2 0 5 8 

屏東四溝 0 0 4 0 4 

統計採集到的藤壺化石，以高雄大岡山最多有 8 個，嘉義牛埔和屏東四溝各 4

個，台南玉井最少為 2 個。在嘉義牛埔、台南玉井採集到鯨藤壺化石，高雄大岡山

採集到鯨藤壺化石、龜藤壺化石、多肋藤壺化石，屏東四溝只採集到紅巨藤壺 

(三)發現： 

藤壺化石物種最豐富的區域在高雄大岡山，有鯨藤壺化石、龜藤壺化石、多肋藤壺化

石，原因應為當時環境為珊瑚礁，有許多魚類和無脊椎動物生存，所以海相化石也較

多。後來地殼變動上升後變成陸地。 

鯨藤壺化石多在嘉義牛埔，原因應為鯨魚擱淺在近海的沙洲上，死亡在當地。紅巨藤

壺化石則集中在屏東四溝，外觀看起來較光鮮，接近現生，可確認為更新世年代。化

石的底部有泥岩和砂岩和珊瑚礁交錯非常特別，驗證了恆春四溝層當年可能為潟湖環

境，頂部為石灰岩，下部則分布泥岩層。 

以上發現推論出不同藤壺可能被採集的地理位置及藤壺化石當時的生活環境及地質。  

研究二：測量藤壺化石的殼口寬、殼寬和殼高，使用梯形面積公式進行分辨 

研究三： 調查四個採集藤壺化石地點附近的地質與地層結構 

地點 特徵 主要岩石 地層 地質年代 

嘉義牛埔   

泥質砂岩 六重溪層 中新世～ 

上新世 

台南玉井   

砂質泥岩 北寮頁岩、 

玉井頁岩 

上新世晚期

～更新世早

期 

高雄 

大崗山 

  

珊瑚礁石灰

岩 

崎頂層 更新世 

屏東恆春四溝   

泥質砂岩或 

砂質泥岩 

四溝層 更新世 

研究五： 從地層採集的各種伴生化石探討藤壺當時棲息的海岸地形  

(一)步驟 : 因為上新世(出土化石年代)至今臺灣並無太劇烈的地質變化，可以用藤壺之

伴生化來推敲出土地當時的樣子，所以我們可利用採集、蒐集到的伴生化石，並查出

該生物目前的棲息地，最後看該伴生化石的現生地點即可推論出出土地當時的樣子。 

(二)、記錄結果 

  餅乾海膽 馬氏扣海膽 扇貝 螃蟹 螺貝 其他海相化石 

棲地 淺海 河口 淺海 潮間帶、河口 潮間帶、河口 海、潮間帶、河口 

四溝 0 0 0 0 65 0 

曾文溪 8 0 12 0 12 0 

牛埔 0 82 0 13 5 0 

大崗山 0 0 0 0 54 0 

(三)、發現: 

1.經過生物棲息地比對發現化石出土地在上新世時應是河口和海水的交接處。 

2.從現今海域生物的棲息環境，推測這些採集到的伴生物化石為棲息地，四溝當時應

為近海到潮間帶的區域;曾文溪當時應為淺海區域;牛埔當時應為河口區域;南化當時應

為淺海到潮間帶的區域;大崗山當時應為河口至近海地區。 

 3.我們發現紅巨藤壺採集地伴生化石多是螺貝；而鯨藤壺採集地附近發現許多扇貝  

       和螺貝；多肋藤壺採集地附近我們挖到許多螺貝。  

單位:  mm 



柒、結論 

(一)步驟： 

1.切開鯨藤壺化石盾板和紅巨藤壺化石盾板，使用砂輪機將現生藤壺依

比例切開，觀察藤壺的盾板構造。 

2. 觀察鯨藤壺化石的紋路結構與紅巨藤壺化石的紋路結構比較： 

我們觀察到鯨藤壺化石和紅巨藤壺化石內部紋路有所不同，所以我們將

這些紋路作成模型，並觀察模型的受力情形。 

3.模型製作: (1)製作模型材料：紙板、UHU 強力膠、美工刀、尺 

 (2)模型設計 A.參照鯨藤壺化石盾板紋路(如圖十九)，設計模型尺寸。                           

                       B.參照紅巨藤壺化石盾板紋路(如圖二十)，設計模型尺寸。 

一、我們從外觀判別：從顏色中判別出粉紅色的紅巨藤壺化石；多條輻射勒判別出多肋藤壺化石。至於鯨藤壺化石面積與龜藤壺化石面積，我們可以

從面積的大小判別出鯨藤壺化石面積的平均是 1047.22mm2 ；龜藤壺化石面積的平均是 512.31mm2 。鯨藤壺化石面積明顯大於龜藤壺化石面積。 

二、推測採集地過去的環境： 

陸、討論 
一、高潮帶藤壺化石採集不易:  高潮帶藤壺化石容易被河水與土壤沖刷，不容易採集。本次研究鯨藤壺化石、龜藤壺化石、紅巨藤壺化石和多肋藤    

        壺化石皆為低潮帶化石。 

二、紅巨藤壺探索 :我們發現現生紅巨藤壺多半都附生於珊瑚礁、漂流木上，但是在屏東四溝卻挖到不少紅巨藤壺的化石，而該區的地層屬於泥岩或  

        砂岩，不是珊瑚礁岩層。所以推測屏東四溝過去有不少的漂流木和蚵仔殼，讓紅巨藤壺可以附生，在泥砂岩層中可以挖掘到紅巨藤壺化石。 

 三、由藤壺出土地海拔推論當時的地質年代 

     (一)我們本以為年代越古老海拔愈高，因為越早浮起，但是以澎湖與臺灣的文獻資料為例，澎湖雖比臺灣早浮起，但它卻比臺灣矮許多，所以我   

           們可以得知地質年代不能單就海拔高度作推斷，換句話說海拔高度越高地質年代不一定越老。 

     (二)嘉義牛埔附近有第一類斷層(近 1 萬年曾活動過)，但其他三地(臺南玉井、高雄大岡山、屏東四溝)的斷層均被紀錄為存疑性活動斷層或斷層位  

           置被掩蓋或不確定，所以海拔高度嘉義牛埔＞屏東四溝＞臺南玉井＞高雄大岡山，所以海拔高度不完全是受時間影響，斷層隆起才是主要原 

           因，也就是說，兩個同一地質年代的版塊，斷層活動越劇烈(隆起速率較快)者海拔高度越高。 

四、鯨藤壺寄生灰鯨探索:我們發現灰鯨的活動路線都在西南部，所以我們可以在嘉義牛埔、台南玉井挖掘鯨藤壺化石。我們推測以前(500 多萬年- 

          100 多萬年)灰鯨可能是走相同路線，所以我們才能在嘉義牛埔、台南玉井挖掘到鯨藤壺化石。 

藤壼的種類 化石採集地 地質組成 伴生化石/棲地 當時可能的環境 

鯨藤壺化石 

嘉義牛埔 砂、粉砂、 泥、礫石 馬氏扣海膽、螃蟹、螺貝/河口、潮間帶，屬於沙岸地形 
河口地帶的沙洲(出海口常有鯨魚擱

淺)、潮間帶或淺海 

台南玉井 餅乾海膽、扇貝、螺貝/淺海、潮間帶、河口，屬於沙岸 近海環境 礫石、砂、黏土  

龜藤壺化石 
高雄大岡山 珊瑚礁石灰岩 螺貝/潮間帶、河口，屬於沙岸 

屬珊瑚礁石灰岩。原為海底，後來地殼

發生變動，陸地上升。 多肋藤壺化石 

紅巨藤壺化石 屏東四溝 
被礫、砂、黏土覆蓋的 

珊瑚礁石灰岩 
螺貝/潮間帶、河口，屬於沙岸 

正常鹽度潟湖乃至河口灣、潮間帶 

因地殼變動，有海相及陸相的沉積 

(一)鯨藤壺化石在嘉義牛埔、台南玉井挖到，我們推測鯨魚會擱淺在沙岸，可驗證牛埔當時地形是沙洲(出海口常有鯨魚擱淺)、玉井是近海環境。 

    (二)龜藤壺、多肋藤壺化石在高雄大岡山挖到，我們推測烏龜當時死亡後隨著海流漂上陸地，可驗證當時的地形是在海底，後來地殼發生變動，陸 

          地上升。現生多肋藤壺喜歡棲息在珊瑚礁中，因此要挖掘此多肋藤壺，在高雄大岡山的珊瑚礁石灰岩容易挖掘到。 

    (三)紅巨藤壺化石在屏東四溝挖到，而現生的紅巨藤壺棲息地在珊瑚礁，所以在屏東四溝的珊瑚礁石灰岩層、石灰岩層中，容易發現。可驗證當時 

    的地形是在潟湖乃至河口灣、潮間帶。 

三、我們推測鯨藤壺的盾版結構會演化出不規則形，可能為鯨魚游潛的海域深度從 200 公尺至 3000 公尺不等，藤壺附生於鯨魚身上須承受大小不等 

        的水壓及拍打力道，所以殼板內側會演化出不規則形的盾板結構。紅巨藤壺生長於岩礁上，不用承受的深海的水壓，盾板內的隔板多為平行。但 

        會面臨海岸氣候險惡時海浪拍打的強度，因此體型生長不如鯨藤壺和龜藤壺均勻。 

研究六：觀察鯨藤壺化石與紅巨藤壺化石的紋路，比較兩種 

紋路結構承受衝擊力的差異比較  

(三)發現: 

1.我們發現紅巨藤壺化石的結構比鯨藤壺化石的結構弱，紅巨藤壺化石模型會向一邊倒，因為紋路方向一致，無法承受側向力，所以會一面傾倒。       

2.鯨藤壺化石紋路結構模型不會有變形，因盾板紋路彎曲，故可以承受側向力。推測鯨藤壺受水壓，演化出盾板彎曲的結構，不容易遭受水壓破壞。 

  鯨藤壺化石結構 紅巨藤壺化石結構 

撞擊前 
    

隔板和地面的角度 90° 90° 

撞擊後，隔板和地面的角度 

第一次 90° 110° 

第二次 90° 109° 

第三次 90° 111° 

第四次 90° 110° 

第五次 90° 108° 

平均 90° 110° 

圖片 

  

  

  紙板沒有歪斜 

  

  

  紙板歪斜狀況明顯 

(二)紀錄結果 

4.進行受力實驗 

我們觀察到鯨藤壺化石盾板和紅巨藤壺化石盾版結構不同，便想是不是和

他們的生長環境有關，與老師討論過後設計出受力實驗。我們將受力實驗

設計成使用同樣的軌道(如圖二十一)，將車子(撞擊模

型物品)放置同樣的高度，撞擊模型並測量撞擊後的

角度(拍照放入電腦後測量)。  
圖二十一實驗軌道

5.觀察鯨藤壺化石的紋路結構模型與紅巨藤壺化石的紋路結構模型比較 

兩種紋路結構承受衝擊力的差異比較。 

A.參照鯨藤壺化石盾板

紋路(如圖十九)，設計

模型尺寸。  

B.參照紅巨藤壺化石盾

板紋路(如圖二十)，設

計模型尺寸。  

圖十九鯨藤壺盾板剖面圖 

圖二十紅巨藤壺盾板剖面圖 

鯨藤壺化石結構與紅巨藤壺結構化石撞擊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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