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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花咸豐草是學生在野地從事戶外活動時經常遇到的植物，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們常穿的

衣服布料與大花咸豐草種子鉤刺程度的實際狀況，欲探索哪些布料會是在大花咸豐草生長茂

密的野外，活動時穿著的好選擇。 

在數種生活常用布料中，實驗發現雨衣最不易被大花咸豐草種子沾黏，學校棉布制服則

是最易被鉤刺住的布料。排汗衣與運動排汗衣的聚酯纖維布料排列有規律性且較密集，令大

花咸豐草的種子瘦果容易附著；而涼感衣的涼感紗布料排列較不規則鬆散，難以被鉤刺住；

雨衣是用尼龍聚酯纖維製成，沒有孔隙，種子無法鉤刺在上面。在小朋友常穿的數種生活布

料中，易被大花咸豐草種子鉤刺程度比較排列為：學校制服>運動排汗衣>排汗衣>涼感衣>雨

衣。 

 

壹、 研究動機 

大家到山上或野外時都有被大花咸豐草給黏過的豐富經驗，小朋友們也常玩著把大花咸

豐草的瘦果當作飛鏢射到玩伴的衣服及身上的遊戲；因此我們很好奇：小朋友們所穿衣服的

質料會不會影響我們被大花咸豐草黏到的機率呢？所以我們想探索到底要穿什麼樣的衣服或

布料才能防止被大花咸豐草沾黏？然後不同布料的沾粘效果差別在哪裡呢？好讓我們往後到

郊野戶外活動時，可以穿得更合適、活動更安心，再也不擔心大花咸豐草的勾勾纏。 

 

貳、研究目的 

一、了解大花咸豐草的生態及結構 

二、觀察大花咸豐草的鉤刺現象及機制 

三、探討不同衣服布料被大花咸豐草勾住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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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文獻探討 
       根據以大花咸豐草為主題的相關研究，我們整理、歸納前人研究所使用的布料、實

驗方式及結論如下： 

文獻名

稱 
使用布料 實驗方式 研究結論 

鬼針草

附著力

研究 

(王宣

宜、吳

佳容，

2007) 

絨布、

絲絹

布、毛

衣、尼

龍布、

牛仔布 

1.將鬼針草的瘦果夾住，        

並將不同織法(平織、針

織)的 5 種乾及濕布料

分別用夾子夾在裝置有 

U 型吸管的架子上。 

2.用手將夾有鬼針草瘦果

的夾子拉到不同的距離

(15cm 及 30cm)。 

1.影響鬼針草的果實附著力的

可能原因有：布的材質、織

法、碰觸力量大小、鬼針草

果實成熟度。 

2.針織類的牛仔布及絨布被鬼

針草果實附著數量最多，平

織類的絲絹布被鬼針草果實

附著數量最少。 

小兵立

大功－

探討大

花咸豐

草的傳

播機制 

(陳怡

親、曾

盈嘉、

黃怡

嘉，

2003) 

12 種布料 

(文獻上未

標示布料種

類) 

1.用瞬間膠將不同成熟度

的 種子，沾黏至一紙

袋狀的秤量紙上。 

2.以刮勺取沙加入紙袋

中，直到種子自花托落

下。 

3.將落下時紙袋與沙的重

量以電子秤測量。 

1.鉤附力大者，由顯微鏡觀察

發現都有共同的特性：棉絮

多而繁雜。鉤附力小者，其

特性則為：光滑無棉絮。 

2.布塊孔洞太緊密，使宿存萼

無法通過，不能勾在纖維

上。 

3.布塊孔洞太疏鬆，在倒刺所

張開的寬度內都沒有可勾住

的纖維，將無法勾住。 

大花鬼

針草的

種子觀

察 (大

明國

小，

2008) 

人造

絲、抹

布、棉

花 

1.收集不同材質的布料並

剪 裁成大小

(13cm*13cm、

15cm*15cm、20cm*20cm

三種)。 

2.將鬼針草種子綁在細橡

皮筋上(直徑約 0.3mm 

長度 12-13cm)。 

3.將處理好的鬼針草種子

和布料放在一起觀察的

吸附能力 

1.實驗結果得知，布料不同會

影    響鬼針草的吸附力。 

2.鬼針草種子傳播方式以獸力

及人類夾帶為主。 

3.鬼針草傳播是用針刺勾在動

物或人的身上，而不是以黏

著方式傳播。 

一起跟

回家的

小頑童-

大花咸

豐草果

實黏著

力研究 

(莊迪

尼龍

布、絨

布、棉

布 

1.將果實用棉線及蝴蝶夾的 

夾子夾住，並將不同種類

乾、濕布料用夾子夾在 H

型架子上。 

2.用手將夾有種子的夾子拉

到 10cm 及 20cm 的距

離，將手放開讓棉線自然

擺動以碰觸到不同布料，

1.可能影響黏著數量的因素

有：布料材質、碰觸力量大

小及大花咸豐草果實成熟

度。以果實成熟度而言，枯

黃色及嫩綠色果實的黏著力

較差，不易黏在布料上。 

2.尼龍布材質較為防水，表面

縫隙最少，最不容易被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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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

2016) 

計算種子黏在各種乾及濕

布料上的數量，重複操作

10 次，並記錄實驗的結

果。 

所附著。絨布、棉布因表面

有毛及縫隙較大的特點，平

均附著數量也較多。 

別再黏著

我–大花

咸豐草的

耍賴功夫 

(褒忠國

中，2003) 

運動

服、卡

其布、

牛仔布

料、襯

衫、毛

線衣、

純棉 T。 

1.將兩種布料分別劃出 20  

cm*20cm 之範圍，作為

大花咸豐草種子附著之

區域。 

2.將取下大花咸豐草的種

子，分別將 50 顆種子

置於距離兩布料材質 30

公分處，均勻地灑在

20cm*20cm 之布料上。 

1.大花咸豐草種子成熟至散佈

期，附著力並不一定最高。 

2.布料的毛絮長度與孔隙大小

會影響大花咸豐草在附著力

上的表現。由本研究中我們

發現，大花咸豐草的附著能

力原理可應用在材料科學

上。 

由以上文獻探討可知：大花咸豐草種子的傳播方式以獸力及人類夾帶為主，主要目的在於方

便種子傳播；大花咸豐草種子鉤附力大的，都有毛絮多而繁雜的共同特性。相反的，鉤附力

小的，它的特性則是光滑無毛絮。所以我們的研究選了小朋友到戶外活動或登山時常穿的布

料，要從研究中觀察並瞭解布料織法結構的差異，以及不同布料被大花咸豐草的鉤針勾住的

關聯性。 

 

 肆、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材料：大花咸豐草的種子、涼感衣、排汗衣、運動排汗衣、雨衣、棉布制服（分別剪成

5cm* 5cm，10cm* 10cm，20cm* 20cm 大小） 

二、工具：尺、量角器、紙斜坡、顯微鏡、記錄表格、馬達(一秒 40 圈)、扇葉、膠帶、電池

盒、橡皮筋、電線、筆、紙、遙控車（及遙控器）、雙面膠、紙斜坡、奶粉罐 

(高 16.4cm 直徑 12.7cm)、寶特瓶(高 23.5cm 直徑 6.5cm)、鋁罐 (高 9.5cm 直徑

5cm)、用紙箱做的架子(紙箱、棉繩、長尾夾、夾鏈袋、紅色彩色筆、魔鬼沾(兩

頭都有)、表格 

三、器材：電腦、數位相機、顯微鏡、智慧型手機、時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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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過程： 

 

二、實驗設計： 

(一) 布料黏貼遙控車頭，撞擊大花咸豐草並觀察其黏附效果： 

1. 在車頭黏上布料。 

2. 測定斜坡的角度為 10O。 

3. 把遙控車放在斜坡上。 

4. 啟動遙控車，以定速進行撞擊，觀測大花

咸豐草種子黏附在布料上的數量多寡。 

5. 更換不同尺寸、材質的衣料並重複執行上述步驟。 

 

(二) 讓布料從不同高度自由落下並觀察其覆蓋於大花咸豐草種子鋪面上時的黏附效果： 

1. 將布分別放置在 10cm 及 20cm 的不同高度。 

 

布料黏貼遙控車頭 

 

撞擊大花咸豐草 

並觀察其黏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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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下方地面上固定且平均鋪放 25 根大花咸豐草種子。 

3. 讓布自由落下，觀測大花咸豐草種子黏附在布料上的數量多寡並記錄結果。 

4. 更換不同尺寸、材質的布料並重複執行上述步驟。 

 

(三) 將不同材質與尺寸的布料綁附在馬達式電風扇扇葉上，使布料與大花咸豐草產生接

觸，以觀察其黏附效果：  

1. 製作好放大花咸豐草種子的台子。 

2. 在上面有規律的放置排好 25 根大花咸豐草種子。 

3. 把布料用橡皮筋綁在電風扇扇葉上。 

4. 裝置好電池和及小馬達，啟動電源，使布料隨馬達式電扇扇葉旋動。 

5. 計時 1 秒鐘及 3 秒鐘。 

6. 檢視、計算布料黏附之大花咸豐草種子根數，並記錄結果。 

7. 更換不同尺寸、材質的衣服並重複執行上述步驟。 

 

(四) 自製架子(上面黏有繩子，繩子上以長尾夾固定布)，擺盪布撞擊大花咸豐草種子，觀

察其黏附效果： 

1. 製作架子。 

2. 在格子內黏上大花咸豐草種子。 

3. 把布料量好距離並夾起布料。 

4. 拉起繩子(90ｏ)。 

5. 放繩子，使布撞擊種子。 

6. 更換不同尺寸、材質的衣服並重複執行上述步驟。 

 

(五) 使不同尺寸大小的罐子，上黏布料由紙斜坡滾下，並滾過大花咸豐草種子，觀察其黏

附效果： 

1. 在罐子上黏布料。 

2. 把大花咸豐草的種子一一擺好在桌上的表格(5 格*5 格)。 

3. 把罐子放在紙斜坡上(瓶身躺著)。 

4. 放開使罐子滾下斜坡。 

5. 觀察黏附結果。 

6. 重複執行以上步驟(用不同的布料或罐子做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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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器具-紙斜坡 

 

實驗 5-1-A 鋁罐上黏布料 

實驗 5-1-B 鋁罐上黏布料放在紙斜坡上 

 

實驗 5-1-C 鋁罐黏布料從紙斜坡滾下 

  

實驗 5-2-A 寶特瓶上黏布料 

 

實驗 5-2-B 寶特瓶上黏布料放在紙斜坡上 

 

實驗 5-2-C 寶特瓶黏布料從紙斜坡滾下 

 

實驗 5-3-A 奶粉罐上黏布料 

 

實驗 5-3-B 奶粉罐黏布料放在紙斜坡上 

 

實驗 5-3-C 奶粉罐黏布料從紙斜坡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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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究結果 
一、了解大花咸豐草的生態及結構： 

(一) 大花咸豐草的生態簡介 

1. 大花咸豐草學名 Bidens pilosa var. radiata，俗稱大白花鬼針，屬於菊科，是外來種多年

生草本植物。 

2. 分佈於溫、熱帶的平地及低海拔地區，適合生活在向陽日照充足的環境。生命力非常

旺盛，只需一些土壤就能夠生長，台灣的大花咸豐草分布廣泛，繁殖力強，在路旁和

各類荒地、雜草地能見度非常高。 

3. 大花咸豐草瘦果上的冠毛滿布逆刺，所以勾到我們的衣服或小動物的皮毛時，越容易

勾得住，也勾得比較牢。 

4. 因為大花咸豐草開花期長及花粉產量大，由琉球引進台灣做為蜜源植物之一；也可當

青草藥材原料，清涼退火。嫩莖葉或幼苗可炒食，是常見的野菜。 

5. 大花咸豐草的瘦果常被小孩子當作互相丟擲的玩具。 

 

(二) 大花咸豐草的構造與習性 

1. 本體：方形莖，具縱稜。葉為單葉或奇數羽狀複葉；小葉卵形或披針形，粗鋸齒緣。 

2. 花：大花咸豐草的舌狀花多為白色，紫紅色較罕見。頭花邊花（舌狀花）5~8 朵，花

徑可達 45mm；花冠長 10~18mm；心花為黃色筒狀，花冠打開後先端成五裂，雄蕊五

枚，花藥合成一束，成熟時二叉的雌蕊再由癒合的花藥筒中央伸出。 

3. 蜜標：大花咸豐草白色舌狀花所圍繞的黃色筒狀花即是顏色不同的蜜標指示。 

4. 瘦果：黑色，具 2~3 枚逆刺的芒狀冠毛。由單心皮的子房發育成的果實；內含一粒種

子，果皮和種皮分離，但果皮緊包種子，兩者不易剝離。 

5. 變種：大花咸豐草（頭花 10mm）→小花咸豐草（頭花 8mm）→白花鬼針（無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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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花咸豐草的一生--生長及演變過程

 

  

 果實（種籽）落地 
 
  發芽向下長根 

 
  

果皮裂開，露出綠色
子葉 

 
 

 
長出兩枚小葉片（較
大的兩枚為子葉）  

  
植株逐漸長大，葉片

增多  
  植株茁壯，即將開花 

 
 

 長出花苞 
 
  

邊花（舌狀花）逐漸
展開，心花（筒狀

花）只開一朵  
  

邊花逐漸展開，心花
開四朵 

 
 

 
邊花逐漸展開，心花
雄蕊的花藥筒和雌蕊

逐漸伸出而成熟  
  

邊花全開，心花由外
圍向內依序開花成熟  

  心花全開 

 
 

 花團錦簇 
 
  邊花開始凋落 

 
  

邊花凋落，心花開始
枯萎 

 
 

 
心花逐漸凋落，果實

冠毛逐漸外露  
  冠毛展開，果實初露 

 
  果實開始外展 

 
 

 
果實逐步外展呈輻射

狀  
  果實成熟，果柄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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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察大花咸豐草的鉤針現象及機制： 

(一) 顯微鏡觀察大花咸豐草的鉤針 

 

大花咸豐草種子根部 未成熟種子，有一根根的絨毛 

 

大花咸豐草種子鉤刺 1 大花咸豐草種子鉤刺 2 

大花咸豐草種子可以看到隱約的細毛 

 

大花咸豐草種子隱約的細毛 

我們使用手機顯微鏡，拍攝本研究中所觀察的主角-大花咸豐草的倒鉤，用顯微鏡

可以看到的大花咸豐草種子上隱約的細毛，其瘦果的尾端有三根大又長的倒鉤構成一根

三角叉，而中間的地方則有無數個小倒鉤。我們瞭解了大花咸豐草瘦果容易固定在人類

或動物的衣料及毛皮上的理由，有了倒鉤的幫助可讓種子更容易傳播，也難怪在野外隨

處可見它們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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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觀察布料織法結構，對大花咸豐草附著力影響 

顯微鏡底下觀察布料的織法與結構 顯微鏡底下觀察大花咸豐草鉤針勾住布料的情形 

  
棉布（制服布） 大花咸豐草鉤針勾住棉布（制服布） 

  
排汗衣 大花咸豐草鉤針勾住排汗衣 

  
運動排汗衣 大花咸豐草鉤鉤針住運動排汗衣 

  
涼感衣 大花咸豐草鉤針勾住涼感衣 

 

在顯微鏡底下，我們觀察到了各種衣料纖維的排列各不相同。排汗衣與運動排汗衣

的聚酯纖維布料排列有規律性且較密集；涼感衣的涼感紗布料排列較不規則、鬆散；雨

衣是用聚酯纖維做的，布料上並沒有孔隙。大花咸豐草的鉤針會刺進纖維與纖維的間隙

中，再使用倒鉤針使自己鉤的更牢。布料的排列愈鬆散、雜亂，大花咸豐草就愈難勾

住；布料的排列愈緊密、愈整齊，大花咸豐草就愈容易勾住。大花咸豐草的鉤針也很不

容易斷裂，有助於它們傳播種子、擴展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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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不同衣服布料被大花咸豐草勾住的情形 

(一) 實驗一 以布料黏貼於遙控車車頭，直向撞擊大花咸豐草時的黏附效果之對照觀察 

1. 器材：紙斜坡、遙控車及遙控器、量角器、手機、沙發、雙面膠、大花咸豐草種子。 

2. 步驟： 

(1) 在遙控車車頭分別黏上三種尺寸大小（5cm* 5cm，10cm* 10cm，20cm* 20cm）的四

種不同衣服布料（涼感衣，排汗衣，運動排汗衣，雨衣）。 

(2) 以量角器測量，確定斜坡的角度。 

(3) 把遙控車放在 10ｏ的斜坡上。 

(4) 啟動遙控車，以 93cm/sec 均速前進，進行撞擊測試。 

(5) 每次撞擊後，檢視、計算布料黏附之大花咸豐草種子根數，記錄。 

(6) 更換不同尺寸大小布塊、相異材質的布料，並重複執行上述步驟。 

3. 結果： 

表一  不同尺寸及類別布料黏貼在遙控車車頭直向撞擊時的種子黏附數量表 

    尺寸 

類別 
5cm*5cm 10cm*10cm 20cm*20cm 平均 

涼感衣 1 1 1 1 

排汗衣 1 2 2 2.8 

運動排汗衣 2 3 1 2 

雨衣 0 0 0 0 

制服 3 2 5 3.3 

單位：根 

 

圖一  不同尺寸及類別布料黏貼在遙控車車頭直向撞擊時的種子黏附效果比較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5

涼感衣 排汗衣 運動排汗衣 雨衣 制服

5cm*5cm

10cm*10cm

20cm*20cm

平均

11



 

 

 

4. 發現：在涼感衣、排汗衣、運動排汗衣、雨衣、制服(棉布)等五種布料中，制服(棉布)的

黏附效果最佳，雨衣最差，可能是因為制服(棉布)的布料纖維排列較整齊(格子狀)，

較容易使大花咸豐草的鉤針直向勾住附著。 

 

(二) 實驗二 布料從不同高度自由落下並覆蓋大花咸豐草時的黏附效果之對照觀察 

1. 器材：鐵尺、衣服布料、大花咸豐草種子。 

2. 步驟： 

(1) 將衣服布料分別放置在不同的高度（10cm 及 20cm）處。 

(2) 在布料垂直下方的地面，規則且平均放置 25 根大花咸豐草種子。 

(3) 讓布以自由落體方式落下，檢視、計算布料黏附大花咸豐草種子數，並記錄結果。 

(4) 更換不同尺寸大小布塊、相異材質的布料，並重複執行上述步驟。 

3. 結果： 

表二 不同尺寸及類別布料從 10cm 高度自由落下時的種子黏附數量表 

  尺寸 

類別 
5cm*5cm 10cm*10cm 20cm*20cm 平均 

涼感衣 3 2 1 2 

排汗衣 8 9 1 6 

運動排汗衣 1 2 8 3.6 

雨衣 0 0 0 0 

制服 2 8 7            5.6 

單位：根 

 

圖二 不同尺寸及類別布料從 10cm 高度自由落下時的種子黏附效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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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不同尺寸及類別布料從 20cm 高度自由落下時的種子黏附數量表 

尺寸 

類別 
5cm*5cm 10cm*10cm 20cm*20cm 平均 

涼感衣 5 4 4 4.3 

排汗衣 2 6 10 6 

運動排汗衣 1 8 8 5.6 

雨衣 0 0 0 0 

制服 4 7 14 8.3 

單位：根 

 

圖三  不同尺寸及類別布料從 20cm 高度自由落下時的種子黏附效果比較 

 
4. 發現：在涼感衣、排汗衣、運動排汗衣、雨衣、制服(棉布)五種布料中，無論是 25cm2、

100cm2 還是 400cm2 的不料尺寸大小，制服(棉布)上大花咸豐草的種子黏附效果最

佳，而雨衣則是最差。 

 

(三) 實驗三 將不同材質與尺寸的布料綁附在馬達式電扇扇葉上，使布料揮過大花咸豐的黏

附效果之對照觀察 

1. 器材：電風扇、電池兩顆、大花咸豐草種子、3.7 公分厚的聯絡本（充做台子）。 

2. 步驟： 

(1) 製作好台子 

(2) 在台子下面放置 25 根大花咸豐草種子，排列整齊。 

(3) 把布料用橡皮筋綁在電風扇扇葉上。 

(4) 裝置好電池和及小馬達，啟動電源，使布料隨馬達式電扇扇葉旋動。 

(5) 計時 1（3）秒鐘。 

(6) 檢視、計算布料黏附之大花咸豐草種子根數，並記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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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更換不同尺寸大小布塊、相異材質的布料，並重複執行上述步驟。 

3. 結果： 

表四 不同尺寸及類別布料隨扇葉旋動 1 秒鐘時的種子黏附數量表 

 尺寸 

類別 
5cm*5cm 10cm*10cm 20cm*20cm 平均 

涼感衣 1 3 失敗 1.3 

排汗衣 1 失敗 失敗 0.3 

運動排汗 1 2 1 1.3 

雨衣 0 0 0 0 

制服 1 失敗 失敗 0.3 

單位：根 

 

圖四 不同尺寸及類別布料隨扇葉旋動 1 秒鐘時的種子黏附效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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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不同尺寸及類別布料隨扇葉旋動 3 秒鐘時的種子黏附數量表 

尺寸 

類別 
5cm*5cm 10cm*10cm 20cm*20cm 平均 

涼感衣 1 2 失敗 1 

排汗衣 0 失敗 失敗 0 

運動排汗衣 1 1 1 1 

雨衣 0 0 0 0 

制服 2 失敗 失敗 0.66 

單位：根 

 

圖五 不同尺寸及類別布料隨扇葉旋動 3 秒鐘時的種子黏附效果比較 

 

4. 發現：涼感衣效果最佳。在四種布料中，唯一沒有失敗的就是運動排汗衣，而失敗指的

是因布料太重，超過小馬達所能負荷的重量所以轉不動原因是運動排汗衣的重量略輕

於其他衣料。 

 

(四) 實驗四 自製架子(上面黏有繩子，繩子上以長尾夾固定布)，擺盪布撞擊種子，觀察其黏

附效果 

1. 器材：架子、棉繩、魔鬼氈、手機、布料、保麗龍膠、大花咸豐草種子。 

2. 步驟： 

(1) 製作架子。 

(2) 在格子內黏上大花咸豐草種子。 

(3) 拉起繩子(90ｏ)。 

(4) 放繩子，使布撞擊種子。 

(5) 更換不同尺寸、材質的衣服並重複執行上述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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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果： 

表六 自製架子(上面黏有繩子，繩子上以長尾夾固定布)，擺盪布撞擊種子觀察其黏附效果 

尺寸 

類別 
5cm*5cm 10cm*10cm 20cm*20cm 平均 

涼感衣 2 2 0 1.3 

排汗衣 1 3 0            1.3 

運動排汗衣 2 1 3 2 

雨衣 0 0 0 0 

制服 2 2 4 2.6 

單位：根 

 

圖六 自製架子(上面黏有繩子，繩子上以長尾夾固定布)，擺盪布撞擊種子之黏附效果比較 

 

4. 發現：制服(棉布)的 20*20cm 大小所黏附的大花咸豐草種子數量遠遠高過其他尺寸、種

類的布料，研判是大小及布料的纖維緊密度所致。 

 

(五) 實驗五 在不同尺寸大小的罐子上黏布料由紙斜坡滾下經過種子並觀察其黏附效果 

1. 器材：罐子(分別為鋁罐、寶特瓶、奶粉罐)、紙斜坡、手機、布料、膠帶、大花咸豐草

種子。 

2. 步驟： 

(1) 將布料(用膠帶)黏在罐子上。 

(2) 在格子內黏上大花咸豐草 

(3) 放罐子，使布滾過種子。 

(4) 更換不同尺寸、材質的衣服、罐子並重複執行上述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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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果： 

表七 在不同尺寸大小的罐子上黏布料由紙斜坡滾下經過種子並觀察其黏附效果 

尺寸 

類別 
鋁罐 寶特瓶 奶粉罐 平均 

涼感衣 6 3 3 4 

排汗衣 3 5 10              6 

運動排汗衣 2 4 2 2.6 

雨衣 0 0 0 0 

制服 10 3 10 7.6 

單位：根 

 

圖七 在不同尺寸大小的罐子上黏布料由紙斜坡滾下經過種子之黏附效果比較 

 

4. 發現：在涼感衣、排汗衣、運動排汗衣、雨衣、制服五種小朋友常穿的生活布料中，制

服(棉布)的種子黏附效果最佳，雨衣最差，可能是因為制服(棉布)的布料格子狀纖

維排列較整齊，較容易使大花咸豐草的鉤針直向勾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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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論 

一、大花咸豐草鉤針結構的觀察： 

    大花咸豐草種子的頂端肉眼所見是 Y 字形，上有兩根鉤針，用顯微鏡觀察，發

現大花咸豐草的兩或三根鉤針上還另外有數十個倒勾，每個倒勾上還有更微小的刺針，

這些微小的刺針是用來緊緊扣住動物的皮毛或是衣服，它刺入了布料纖維與纖維的間隙

中，也因為這些微小的刺針，更加牢牢的勾住了纖維。不只這樣，這些微小的鉤針上還

有必須要用顯微鏡才能看的到的細毛，它們幫助鉤針在布料或皮毛上勾的更牢，增加種

子傳播距離，擴展了大花咸豐草生長的領域。 

二、大花咸豐草鉤針現象的探討： 

    經過這次研究，我們知道大花咸豐草會演化出鉤針的現象是為了能夠鉤在動物的

皮毛上，再達到傳播種子、繁衍後代的功能。如果大花咸豐草沒有鉤針，或是它的鉤黏

度不強，那大花咸豐草可能很容易由於傳播的距離不夠遠就滅絕了。也因為這樣，小朋

友在到戶外野地活動時，大花咸豐草的鉤針會刺進小朋友衣服纖維與纖維的間隙中，再

使用倒鉤針鉤得更牢。由於大花咸豐草的鉤針很不容易斷裂以助於它們傳播種子、擴展

領域，我們所穿的衣服布料容不容易被大花咸豐草的種子所鉤刺住，在成為協助大花咸

豐草繁衍媒介的同時，又多了些拔不掉或者難洗掉的困擾，因此我們實驗的成果就變得

實用又可貴了。 

   在本實驗中，我們使用的制服棉布是最易被大花咸豐草種子沾黏，而雨衣則是最

難被大花咸豐草種子所附著，與陳怡親、曾盈嘉、黃怡嘉(2003)、莊迪翔(2016)所稱「尼

龍布最不容易被果實所附著，棉布因表面有毛及縫隙較大平均附著數量也較多」、「針

織類布料被附著數量最多，平織類布料附著數量最少」之實驗結果相符。然而我們實驗

所採用的排汗衣、涼感衣等較新式材質，無論在織法、成份(部份含有塑料、尼龍)都與

前人研究的牛仔布、絨布、尼龍布有所不同，因此也能成為材料科學的參考指標。 

三、了解不同材質特性的布料容易被大花咸豐草種子勾住的原因： 

大花咸豐草會勾住布料是因為布料是由上千萬根的纖維組成，由於各種布料材質與功能

的不同，它們便有著不一樣的織法及組成差異，纖維與纖維間孔隙的大小與緊密程度，

變成了小朋友把衣服穿在身上到野外活動時，容不容易變成大花咸豐草種子傳播媒介的

關鍵因素。從研究發現，布料的織法的確是影響大花咸豐草鉤針沾黏程度的關鍵要素之

一，此結果能與相關大花咸豐草的附著力研究(陳怡親、曾盈嘉、黃怡嘉，2003；褒忠國

中，2003；王宣宜、吳佳容，2007；莊迪翔，2016)呼應。我們利用了較新的手機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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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做不同布料纖維排列的觀察，並與大花咸豐草的鉤刺結果作比較。而在顯微鏡底下，

我們觀察到了各種衣料纖維的排列各不相同。排汗衣與運動排汗衣的聚酯纖維布料排列

有規律性且較密集；涼感衣的涼感紗布料排列較不規則、鬆散；雨衣是用聚酯纖維做

的，布料上並沒有孔隙。布料的排列愈鬆散、雜亂，大花咸豐草就愈難勾住；布料的排

列愈緊密、愈整齊，大花咸豐草就愈容易勾住。 

 

捌、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大花咸豐草的鉤針結構：種子長的就像彈弓一般，是一個Ｙ字形或三叉形，一個叉約有

十個倒勾。鉤針如果用高倍顯微鏡看，能看到有許多小小細毛，能幫助鉤針在布料或皮

毛上勾的更牢，增加種子傳播距離。 

二、布料是由上萬根纖維組成，因大花咸豐草的鉤針勾入了纖維與纖維的間隙中，鉤針上又

有幾十根小細毛，更牢牢的勾住了纖維。纖維的排列越緊密，大花咸豐草愈容易勾住；

纖維的排列愈鬆散，大花咸豐草愈不容易勾住。 

三、涼感衣（涼感紗）的布料排列較不規則，較鬆散，大花咸豐草較難附著；排汗衣（聚酯

纖維）的布料排列有規律性，且較密集，大花咸豐草較容易附著；雨衣是用聚酯纖維做

的，沒有孔隙，大花咸豐草無法勾在上面;制服布(棉布)，它的排列很整齊，很密集，使

大花咸豐草的種子很容易附著在制服布上。在這五種衣料實驗中，雨衣最不容易被大花

咸豐草種子沾黏，而排汗衣是最容易被鉤刺住的一種。整體來看，在本研究中，不同衣

料的被種子沾黏程度由大到小排列為：制服布>運動排汗衣>排汗衣>涼感衣>雨衣。 

四、要出去爬山、做戶外活動時，如果不想要被大花咸豐草的種子給鉤到，我們建議可以穿

涼感衣，它既可以防止大花咸豐草種子的沾黏，還可以讓身體涼爽一些，是出外活動的

好選擇。當然，如果你真的不怕悶熱也要求最佳不被大花咸豐草種子沾黏的效果，那麼

雨衣會是最妥當的選擇。 

五、如果有後續的研究，我們建議可以嘗試使用不同溫度以及濕度的布料，或者近來冬季流

行的發熱衣來做進一步的大花咸豐草種子沾黏鉤刺差異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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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海報 

【評語】082905  

本作品日常生活中的體驗~衣服被大花咸豐草黏住~為經驗，並

探究大花咸豐草種子鉤刺的結果，使用手機顯微鏡，觀察大花咸豐

草鉤針結構及不同功能性布料的織法及組成，並由兩者的沾黏程度

的實驗數據驗證沾黏的機制，其中亦設計五種不同方式測試其黏附

的效果，極具研究精神與創意，值得鼓勵。建議可讓實驗變因的掌

握應再明確，以提升實驗結果的準確性。 

E:\中小科展_58屆\排版\082905-評語 

 



(三)觀察咸豐草對不同布料          

結構及纖維排列的勾刺情形 

         咸豐草的鉤刺常是小朋友從事戶外活動時破壞衣服的元凶，本研究旨在探討
我們常穿的衣服布料與咸豐草鉤刺程度的實況，以及咸豐草「鉤脫」之力學原理--
包括其「三角溝槽」旋轉定位原理—能生活應用於何種布料會是在咸豐草生長茂
密的野外活動時的穿著好選擇；且創新自製出輕巧、便利、有效率的咸豐草「脫
刺手工具」來解決鉤刺這個揮之不去的小麻煩。 
        以數種生活常用布料樣本實驗，發現學校棉布制服是最容易被鉤刺住的。在
小朋友常穿的生活布料中，容易被咸豐草種子鉤刺的程度比較排列為：棉布制服>

運動排汗衣>排汗衣>涼感衣>雨衣。此外，我們根據咸豐草種子對不同布料的鉤刺
情形，進一步利用生活中隨意可得的吸管，創新自行研發能輕鬆脫刺的套管式手
持小工具，有效地解決衣服上密密麻麻的咸豐草鉤刺困擾。 

摘        要 

壹、研究動機 
    許多人在山野戶外都有衣服被咸豐草給黏過的經驗，小朋友也常把咸豐草的瘦果當成
飛鏢射人玩遊戲；令人好奇的是：不同的衣服布料被咸豐草黏到的效果差別在哪？活動時
穿什麼樣的衣服或布料才能減少被大花咸豐草沾黏？面對沾滿咸豐草瘦果鉤刺衣服，有沒
有什麼方便的工具能夠去除它們以減少衣料的被破壞？好讓我們往後到郊野戶外活動時，
可以穿得更合適、活動更安心，再也不擔心咸豐草的勾勾纏。 

 貳、研究目的 
一、觀察咸豐草的勾刺現象及機制。 
二、探討不同衣服布料被咸豐草勾住的情形。 
三、自行創新研發咸豐草脫刺手工具。 

 肆、研究設備與器材 

材        料 

咸豐草種子 
涼感衣 排汗衣 運動排汗衣 雨衣 棉布制服 

分別剪成5cm* 5cm，10cm* 10cm，20cm* 20cm三種尺寸大小 

工          具 

尺 量角器 紙斜坡 馬達 扇葉 電池盒 遙控車 雙面膠 

奶粉罐 寶特瓶 鋁罐 紙箱架 剪刀 2mm吸管 3mm吸管 5mm吸管 

伍、研究過程與結果 
研究流程圖 

涼感衣 排汗衣 

觀察咸豐草的勾針現象及機制 

(二)咸豐草種子勾針顯微照片 

棉布制服 運動排汗衣 (一)咸豐草的本體與瘦果構造 

放大倍數：60倍 

放大倍數：60倍 放大倍數：120倍 放大倍數：200倍 



實驗一 直向撞擊 
布料黏貼遙控車頭撞擊咸豐草
種子並觀察其黏附效果 

實驗二 自由落下 
布料從不同高度自由落下覆蓋咸
豐草種子並觀察其黏附效果 

在涼感衣、排汗衣、運動排汗衣、雨衣、棉布
制服等五種生活布料中，由10cm和20cm高度以
自由落體方式落下，無論布料是5cm*5cm 、 
10cm*10cm還是20cm*20cm的尺寸大小，棉布制
服上均黏附較多的咸豐草種子，而雨衣的黏附
數量最少。  
 

實驗三 布料揮過 
將布料綁附在馬達式扇葉上，使
布料揮過咸豐草種子並觀察其黏
附效果 

以涼感衣被黏附的效果較明顯。此外，在五種
布料中，運動排汗衣的重量略輕於其他衣料；
運動排汗衣的黏附效果穩定分佈的原因是因為
它重量略輕於其他衣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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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布制服的20cm*20cm大小所黏附的咸豐草種子
數量遠遠高過其他尺寸、種類的布料，研判是棉
布布料的孔隙大小及棉布的纖維緊密度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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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四 側向撞擊 
以自製架子上的長尾夾將布固
定於繩子上，擺盪布撞擊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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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五 翻滾接觸 
在各種罐子上黏布料由紙斜坡滾
下，並滾過大花咸豐草種子 

在涼感衣、排汗衣、運動排汗衣、雨衣、棉布制

服五種小朋友常穿的生活布料中，棉布制服的種

子黏附效果最佳，雨衣最差，推論可能是因為棉

布制服的布料格子狀纖維排列較整齊，較容易使

咸豐草的鉤針直向鉤住。 
 

(1)將衣服布料分別放置在不同的高度（10cm 及 20cm）處。 
(2)在布料垂直下方的地面，規則且平均放置25根大花咸豐草種子。 
(3)讓布以自由落體方式落下，檢視、計算布料黏附大花咸豐草種子

數，並記錄結果。 
(4)更換不同尺寸大小布塊、相異材質的布料，並重複執行上述步
驟。 

(1)製作檯子。 
(2)在檯子下面放置25根大花咸豐草種子，排列整齊。 
(3)把布料用橡皮筋綁在電風扇扇葉上。 
(4)裝置好電池和及小馬達，啟動電源，使布料隨馬達式電扇扇葉旋動。 
(5)計時1及3秒鐘。 
(6)檢視、計算布料黏附之大花咸豐草種子根數，並記錄結果。 
(7)更換不同尺寸大小布料、相異材質的布料，並重複執行上述步驟。 

(1)製作架子。 
(2)在格子內黏上大花咸豐草種子。 
(3)拉起繩子(90ｏ)。 
(4)放繩子，使布撞擊種子。 
(5)更換不同尺寸、材質的衣服並重複執行。  

將五種布料貼在遙控車頭直向撞擊時，棉布制
服的黏附效果最佳，雨衣最差，主要是因為棉
布制服的布料纖維排列呈格子狀，排列較整齊，
較容易被咸豐草的勾針直向勾住附著。而雨衣
則因塑料纖維綿密，纖維間的孔隙極小，使得
種子勾針很難勾附住。 
 

(1)在遙控車車頭分別黏上三種尺寸大小的五種不同衣服布料。 
(2)以量角器測量，確定斜坡的角度。 
(3)把遙控車放在10ｏ的斜坡上。 
(4)啟動遙控車，以秒速95公分定速進行撞擊，觀測大花咸豐草種子黏

附在布料上的數量。 
(5)每次撞擊後，檢視、計算布料黏附大花咸豐草種子根數，並記錄。 
(6)更換不同尺寸大小布塊、相異材質的布料，並重複執行上述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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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將布料(用膠帶)黏在罐子上。 
(2)在格子內黏上大花咸豐草。 
(3)放罐子，使布滾過種子。 
(4)更換不同尺寸、材質的衣服、罐子並重複執行上述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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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不同尺寸及類別布料黏貼在遙控車車頭直
向撞擊時的種子黏附效果比較 

圖二 不同尺寸及類別布料從10cm高度自由
落下時的種子黏附效果比較 

圖三 不同尺寸及類別布料從20cm高度自
由落下時的種子黏附效果比較 

圖四 不同尺寸及類別布料隨扇葉旋動1秒
鐘時的種子黏附效果比較 

圖五 不同尺寸及類別布料隨扇葉旋動3
秒鐘時的種子黏附效果比較 

圖六 自製架子，擺盪布撞擊種子之黏附效果比較 

圖七 不同尺寸罐子上黏布料由紙斜坡
滾下經過種子之黏附效果比較 



一、如果再繼續研究，我們建議可以嘗試使用不同溫度以及濕度的布料來進一步做大花咸豐草
種子沾黏鉤刺的差異探討。 

二、從植物學分類的角度，可以進一步探討其他鉤刺植物如：蒺藜、咬人貓、懸鉤子、鬼針草
與不同纖維排列方式布料的鉤刺關係。 

三、我們這次使用不同的器材模擬小朋友在野外活動時與大花咸豐草可能接觸摩擦的方法，建
議也可以實際動作去翻滾跑跳，然後所得數據會更接近實況。 

四、期待未來的奈米技術能更進步，將手工具拔除鉤刺的三角溝槽定位原理運用於病毒的移除。 
 

一、咸豐草勾針結構的現象觀察與勾針機制的探討： 
(一)大花咸豐草種子的頂端，肉眼所見長得就像Y字形或三叉形，上面叉開有兩根勾針。如果

用高倍顯微鏡觀察，能發現這兩根勾針上還另外長著數十個倒勾，每個倒勾上還有更微小
的細毛刺針。這些刺針會刺入布料纖維與纖維的間隙中，幫助勾針在布料或動物皮毛上鉤
得更牢。這些微小的勾針以及必須要用顯微鏡才能看得到的細毛，不只幫助勾針在布料或
皮毛上鉤得更牢靠，還增加種子傳播的距離，擴展了大花咸豐草生長的領域。 

(二)經過這次的實驗，我們才知道大花咸豐草會演化出勾針的現象是為了能夠鉤在動物的皮
毛上，再達到傳播種子、繁衍後代的功能。如果大花咸豐草沒有勾針，或是它的黏度不夠
，那大花咸豐草可能在很久以前就已經滅亡，因為它無法傳播到距離夠遠的地方。 

二、不同材質特性的布料容易被大花咸豐草種子勾住的原因： 

（一)布料是由上千萬根的纖維組成，而纖維的排列有分為整齊的與鬆散的。鬆散的纖維不容
易被植物的勾針勾住；反之纖維整齊的布料容易被勾住。 

（二)大花咸豐草會勾住布料是因為勾針勾刺入了纖維與纖維的間隙中，勾針上又有幾十根小
細毛，更牢牢的勾住了纖維。纖維的排列越緊密，大花咸豐草愈容易勾住；纖維的排列愈
鬆散，大花咸豐草愈不容易勾住。原因是大花咸豐草的勾針會和布料的纖維纏在一起。 

（三)涼感衣的布料涼感紗排列較不規則，較鬆散，大花咸豐草較難勾住；排汗衣的布料聚酯
纖維排列有規律性，且較密集，大花咸豐草較容易勾住；雨衣是用聚酯纖維做的，沒有孔
隙，大花咸豐草無法勾在上面；棉布制服，它的排列很整齊，很密集，使大花咸豐草的種
子很容易勾住在制服上。在這五種實驗中，雨衣最不容易被大花咸豐草勾住，排汗衣最容
易被大花咸豐草勾住。整體來看，勾住度由大到小排列為：棉布制服>運動排汗衣>排汗衣>
涼感衣>雨衣。 

三、創新咸豐草脫刺手工具的研發： 
「鉤脫」是我們研究咸豐草鉤刺的另一個重要課題。因此，我們運用力學的三角溝槽旋轉
定位原理—以生活中隨意可得的吸管，創新自製出輕巧、便利、有效率套管式手持脫刺小
工具來保護衣物免於鉤刺的破壞，解決咸豐草鉤刺這個揮之不去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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