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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題：探訪壽山鐘乳石洞的奧秘 

 

 

 

摘要： 

    聽說壽山鐘乳石的形成需要上千年的時間，因為學校的壽山鐘乳石探洞活

動讓我們想深入研究鐘乳石的形成過程。我們在水溶液課程中學到了鹽水結晶

的過程，也實地探索測量猩猩洞與天雨天財洞，觀察紀錄地形地貌、鐘乳石形

狀、洞內生物和溫濕度數據，提出鐘乳石形成過程的形狀差異進行實驗。我們

從網路與課本上選出了多種粉末調配水溶液，有石灰水、小蘇打水、生石灰、

醋酸鈉和鹽水做滴漏實驗，觀察表面結晶的過程。接著利用陶土做基底模擬鐘

乳石形成樣貌，發現小蘇打水容易在表面上產生結晶。最後利用石膏滴漏在不

同形狀的陶土表面上，發現流動速度快時會產生流紋、流動速度慢時會產生波

紋，找出影響鐘乳石表面紋路的各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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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壽山有許多鐘乳石洞，我們學校就在壽山下，探訪洞穴也是我們的主題

課程之一，我們在探洞的過程中，發現鐘乳石洞內有許多奇形怪狀的岩

石，例如：石筍、石柱、還有像猩猩跟美人魚的各種岩石樣貌。洞內岩石

上有著許多不同的紋路，我們想了解這些紋路是如何產生的，老師說：其

實這跟水溶液的單元是有關係的，於是我們開始了以下的研究。 

貳、研究目的 

一、認識鐘乳石洞的地形、生物與進行洞穴測量。 

二、了解鐘乳石洞有哪些紋路，以及探究形成的方式。 

參、研究方法與材料 

一、走訪鐘乳石洞進行洞穴深度與高度測量，以及紀錄洞穴中的地形與看

見的生物數量。 

二、拍攝洞穴內的各種地形與紋路，進行分類。 

三、研究材料：皮尺、相機、釣竿、溫度計、測距儀、滴漏器、鹽、石

膏、陶土、小蘇打、石灰水、生石灰、醋酸鈉、塑膠杯、棉線、尺、

實驗架、純水。 

肆、文獻探討 

一、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探洞活動 

       1.裝備：頭盔、手套、頭燈、口罩，由合格巡守員帶領進行環境教育 

2.風險管理：  (1)戴頭盔避免落石與碰撞到岩石受傷 

(2)手套與長袖避免接觸鐘乳石與石灰岩，造成油脂附著

石灰岩無法生長，還有保護自己避免接觸到有毒生物。 

(3)戴口罩避免洞內空氣不流通，吸入有害黴菌孢子 

(4)頭燈協助照明還有觀察鐘乳石結晶(方解石)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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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壽山石灰岩洞環境概述 

1.猩猩洞：落差 2m 後平坦到底，洞長約 35m，洞高 2~4m，洞內成半圓形。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洞穴量測資料：長約 33 公尺，寬約 4 公尺，洞口

與洞底落差約 6 公尺，形貌上屬於單一出入口的狹長洞穴。洞穴中

後段有一處長約 8 公尺、寬約 2～4 公尺、高約 1 公尺的內部洞穴，

外形約呈水平狀，出口轉為垂直方向。洞穴內的洞穴岩主要有四

類，分別是流石(flowstone)、緣石(rimstone)、鐘乳石(stalactite) 與石爆

米花(popcorn)。 

2.天雨天財洞：洞口較小有天井，洞口有石扇進去到 30m 後開始斜向上有

天井。30m 旁邊有側洞落差 2m，深度 8m。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量測資料：長約 70 公尺，通道寬約 2～3 公尺，

內部石室長 20 公尺、寬 15 公尺，洞口與洞底落差約 8 公尺，形貌

上屬於狹長形的洞穴。洞內石室上方有一直徑約 10 公尺的天井，

天井頂部邊緣與下方崩積層表面約有 10 公尺的落差，與洞穴最低

處約有 20 公尺的落差。洞內的洞穴岩主要有四類，分別是緣石 

(rimstone)、流石 (flowstone)、石筍(stalagmite)與石柱(column)。 

三、洞穴環境與生態 

1. 猩猩洞：灶馬、高腳蜘蛛，數量少。 

2. 天雨天財洞：灶馬超過 50 隻、高腳蜘蛛、長尾蛛(巨型上戶)、狼

蛛、鞭蠍。 

四、潛在威脅與因應對策 

1. 洞穴有落石的危險 

2. 滑倒與碰撞的危險 

3. 有毒生物的危險 

4. 空氣不流通與缺氧危險，人數控制與停留時間不超過 2 小時。 

  



5 
 

五、活動容許量、限制事項、申請程序 

1. 猩猩洞 15 人/時，天雨天財洞 20 人/時。 

2. 禁止採集破壞，要走在既定的路線，禁止移動碰觸實驗測量器具。 

3. 每年開放時間 11/1~4/30，由合格巡守員在五個工作天前申請。 

伍、實驗過程 

實驗一、鹽水滴漏實驗-觀察飽和食鹽水緩慢滴下時的結晶過程…… p.5 

實驗二、測量猩猩洞與天雨天財洞，觀察地形變化與生物種類………p.6 

實驗三、在圖畫紙上滴上不同種類的水溶液，形成的結晶形狀………p.12 

實驗四、觀察各種飽和水溶液的毛細現象，在上方形成的結晶………p.14 

實驗五、利用滴漏式澆水器觀察各種水溶液的滴漏後結晶……………p.15 

實驗六、在陶土基底進行小蘇打水滴漏實驗，觀察在陶土上的結晶…p.18 

實驗七、利用碳酸鈣水進行滴漏實驗，觀察在珊瑚礁上的結晶………p.21 

實驗八、利用石膏滴漏在陶土上模擬鐘乳石形成的紋路………………p.22 

 

有趣的各種洞穴鐘乳石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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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一、鹽水滴漏實驗 

    實驗方法：利用飽和食鹽水裝到寶特瓶中，以每分鐘一滴的速度進行滴漏

結晶，底下斜斜的放置塑膠盤接水。 

  

發現： 

1. 滴漏快時無法結晶，鹽水會像一灘水噴開一樣，水蒸發速度沒有想像中的

快。鹽水滴下的位置會產生弧形結晶，滴漏器的外側有一層薄薄的結晶。 

2. 鹽水滴漏一個月後發現，鹽水結晶分成三層，滴下來的地方是第一層，斜坡

的下方是第三層。 

3. 第三層最厚，接著是第一層，中間的第二層反而比較薄。可能是鹽水流到最

底下，第一層是鹽水滴下的地方，容易結晶。 

4. 越往上的結晶看起來潮濕透明，實際沒有水，越往盤子下方與邊緣的結晶越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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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測量猩猩洞與天雨天財洞 

研究方法：利用皮尺與釣竿測量洞長與洞高，溫度計測量氣溫。 

測量結果 

洞

穴

名

稱 

猩猩洞 111/11/13、12/15、12/16 

 

天雨天財洞 112/1/14、2/11

 

洞

穴

描

述 

洞口窄、向下移動後平坦 

有裂隙可以鑽，上面黑色尖狀岩

石，地面有幾個形狀像猩猩的形狀

的鐘乳石筍。 

有兩個天井，有一個分叉小洞濕滑 

有陽光、空氣流通、地面有土壤落

葉。天井下方有掉落的姑婆芋。 

洞頂高、洞內大、入洞是垂直向下 

洞

穴

地

形 

 

洞口：上寬 37cm、下寬 167cm、 

高 175cm 

落差：2m 

洞長：35m、洞高 2m~4m 

其他：25m、30m 處有高起 

洞口：50cm 寬，落差 1.5m，有榕

樹根向下生長。 

洞長：40m、洞高 7m-9m、洞寬

2m-10m。 

前天井 6m 高、後天井 8m、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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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量 

4m 

側方洞落差 2.5、洞長 12m、洞高

8m 

洞

穴

生

物 

高腳蜘蛛 9 隻、竈馬 6 隻 灶馬>100 隻、狼蛛 1 隻、巨型長尾

蛛 5 隻、高腳蜘蛛 20 隻、鞭蠍 1

隻、鳥巢 1 個 

洞 

穴

鐘

乳

石

紋

路

觀

察 

 

鐘乳石(尖端切斷) 

 

石柱 

 

天雨天財洞口 

 

鐘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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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紋 

 

管狀鐘乳石 

 

大猩猩狀石筍 

 

鱗片狀堆積成美人魚樣貌 

 

流紋壁面 

 

瓜狀鐘乳石 



10 
 

 

流紋 

 

人為刻字在大猩猩壁面上 
 

 

石扇 

 

管狀鐘乳石 
 

 



11 
 

鐘乳石洞穴測量結果與觀察發現 

1. 魚鱗狀的痕跡常常出現在石筍上，龍骨的痕跡出現在石扇與石柱，管狀構造

出現在鐘乳石上。 

2. 猩猩洞的猩猩可能是上方鐘乳石水滴滴下形成的圓塊狀石筍。 

3. 天雨天財洞的壁面可以看到整片的岩溶流紋，而且會長成上寬下窄的香菇

狀，外側會形成龍骨狀橫線。 

4. 每個洞穴形成的鐘乳石樣貌都不同，會產生特別的形狀，例如：猩猩與美人

魚。大都是石筍或是石柱。 

5. 鐘乳石的中央可以看到管狀的構造，可能是水滴從中間滴出，形成鐘乳石。 

6. 在燈光照射下，會有閃閃發亮的結晶，這些鐘乳石可能是小顆粒的礦物形

成。 

   

波紋內的顆粒結晶 流紋痕跡會成長為龍骨 鐘乳石成長為瓜狀 

7.洞穴生物種類與總量的比較分析 

 

6 9 0 0 0
15

100

20
5 1 1

127

洞穴生物種類比較 猩猩洞 天雨天財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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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發現生物數量灶馬最多，天雨天財洞生物種類跟數量都超過猩猩洞，

種類多屬於會捕食的節肢動物。可能是天雨天財洞有天井，陽光、空氣跟水這

些生命元素都比猩猩洞來的多，還有落下的泥土跟生物可以提供食物給洞穴內

的生物。另外天雨天財洞也比猩猩洞來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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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在圖畫紙上滴上不同種類的水溶液，形成的結晶 

實驗方法： 

1. 利用 15ml 純水，調配澄清石灰水、小蘇打粉 1g、生石灰水 1g、醋酸鈉 9g、

鹽水 6.2g，飽和水溶液。 

2. 圖畫紙分 8 格，使用滴管每次一滴在方格中

央，分別滴 20、40、60、80、100、120、

140、160 滴 

3. 乾燥後觀察圖畫紙上的結晶(20 天) 

實驗結果 

1. 

澄

清

石

灰

水 

 

僅有一點水漬痕跡 

照片看不出來。 

2. 

小

蘇

打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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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

石

灰

水   

4. 

醋

酸

鈉 

 
 

5. 

鹽

水 

 
 

實驗發現： 

1. 小蘇打水呈現不透明白色痕跡，利用放大鏡觀察有粉狀的部分。 

2. 生石灰水乾燥後呈現白色片狀，跟珊瑚洞穴的白色壁面很像。 

3. 醋酸鈉外圈是不規則形狀，裡面會形成長針狀結晶。 

4. 鹽水會形成一圈白色結晶，裡面散佈方形結晶，結晶的量跟滴數似乎無關。 

5. 不同的水溶液會產生不同形狀的結晶，跟鐘乳石顏色比較像的是生石灰水，

跟鐘乳石洞結晶顆粒比較像的是鹽水(方塊狀)。醋酸鈉的結晶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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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四、觀察各種飽和水溶液的毛細現象結

晶(1/20-2/10) 

實驗方法：利用 100ml 飽和水溶液，放置長

26cm 寬 5cm 對折成 90 度下方斜放到杯中，

測量毛細上升高度與結晶現象。 

 

1.澄清石灰水

pH8.6 

2.小蘇打水 

pH10.7 

3.生石灰水 

pH8.7 

4.醋酸鈉水 

pH 8.4 

5.鹽水 

pH8.6 

     

上升 12cm 上升 6.5cm 上升 4cm 上升 26cm 上升 13cm 

沒結晶有發

霉 

有白色顆粒

結晶 

白色片狀黏在

紙上，有發霉 

沒有結晶 沒有結晶 

實驗發現： 

1. 小蘇打向上結晶的現象明顯，產生堆疊狀的顆粒結

晶，類似鐘乳石。只是小蘇打的成分應該跟鐘乳石不

一樣，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結晶，需要繼續研究。 

2. 從實驗四發現，飽和水溶液有可能會向上結晶，而且會沿著有空隙的物體產

生毛細現象，最後結晶堆積在上升高度的極限。 

3. 澄清石灰水與生石灰水都會發霉，原因不明。生石灰水產生一層白色的片狀

物，老師說可能是碳酸鈣，實驗調配剩下的液體乾掉後，也有這樣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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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五、利用滴漏式澆水器進行各種水溶液的滴漏結晶(1/20-2/13、2/13-2/25) 

實驗方法：利用 400ml 飽和水溶液，綁繩倒放到三角架上，下方放置鋁箔盒子

與圖畫紙，調整 30 秒一滴的速度進行滴漏。 

 

1.澄清石灰水 

pH8.6 

2.小蘇打水 

pH10.7 

3.生石灰水 

pH8.7 

4.醋酸鈉水 

pH8.4 

5.鹽水 

pH8.6 

     

2/13 透明液體

一點結晶 

2/13 邊緣有大

量結晶 

2/13 片狀有泡

沫狀的結晶 

2/13 沒有結晶 2/13 邊緣有

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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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底部有薄薄的

結晶，呈現顆

粒狀及一些片

狀。結晶狀況

不好。邊緣結

晶少。 

2/25 

整個盒子佈滿

白色粉末結

晶。順著盒子

向上形成波

紋、顆粒、菇

狀、柱狀結

晶。 

2/25 

有大片的片狀

與細小顆粒結

晶。底部結晶

比澄清石灰水

厚。邊緣有粉

狀結晶。 

2/25 

片狀結晶懸

空，可能是從

水面結晶。形

成結晶多邊形

方塊結晶。 

2/25 

有小顆粒方

塊狀結晶。

鋁箔盒子被

腐蝕破了 7

個洞，結晶

不多 

     

2/25 

放大看到粉末

狀的一層結晶 

2/25 

有順著盒子的

柱狀結晶、多

孔洞，底部顆

粒狀一層結

晶。呈現不規

則狀。 

2/25 

粉末結晶多、 

片狀結晶多、 

有點像薄薄的

石灰岩。有點

半透明灰。 

2/25 

多孔洞而且是

硬的結晶，類

似鐘乳石半透

明狀不易掉

落。呈現礦物

狀結晶 

2/25 

邊緣有整片

的白色片狀 

顆粒結晶是

方形。結晶

中央有 X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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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發現： 

1. 2/13 小蘇打會沿著鋁箔盒縫隙，產生流紋狀的結晶，滴

出液體的管口有開花狀的結晶體。產生類似石柱跟石

筍的形狀出現。 

 

2. 掉落的柱狀結晶會繼續被包圍長大，結晶容易附著在原有的形狀上生長。小

蘇打結晶也會順著盒子的形狀生長，到上端形成菇狀的結晶。 

3. 澄清石灰水結晶少，因為濃度較低，所以結晶出來的粉末量也少。 

4. 2/13 生石灰水洞口堵住，只滴下大約一半的液體，紙張發霉嚴重，有黏黏的

物體。2/25 整個滴漏後有產生半透明片狀結晶，類似鐘乳石。 

5. 2/25 醋酸鈉半透明硬片狀與塊狀，有點類似石灰岩洞內會反射光的結晶。 

6. 鹽水的滴漏器口有一點結晶，鹽水會跟鋁箔反應造成盒子破洞。 

7. 滴下去的液體太多，可能結晶會再溶解掉。滴的速度太慢結晶又會堵住滴下

的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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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六、在陶土基底進行小蘇打水滴漏實驗(2/16-2/25) 

實驗方法：利用 400ml 飽和小蘇打水溶液，綁繩倒放到三角架上，滴漏在不同

形狀的陶土，調整 30 秒一滴的速度進行滴漏，觀察滴漏過程與紀錄最後乾燥結

晶。陶土四面分別刻上不同紋路：橫紋、直紋、平面、戳洞。陶土乾燥三天。 

  

各種不同形狀的陶土滴小蘇打水 半圓、不規則 

  

三角錐與四角錐 圓錐與四方形 

實驗結果 

1. 不規則與半圓(2/25) 

 

不規則與半圓(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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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角錐與三角錐(2/25) 

 

四角錐與三角錐(3/5) 

 

  

3.圓柱與方塊狀(2/25) 

 

圓柱與方塊狀(3/5) 

 

  

結果與發現 

1. 陶土出現吸水塌陷狀，表面出現花椰菜花狀結晶。周圍有乾燥羽毛狀有紋

理的結晶。3/5 觀察時發現，半圓的凹陷處出現會反光的片狀結晶。乾燥後

陶土裂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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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角錐與四角錐表面的顆粒石花狀結晶最多，類似石筍的結晶方式，有大

型的顆粒狀突起來。 

3. 圓錐與方塊上顆粒結晶類似粉狀，盤面結晶少，可能都是比較平面流動速

度快，比較不容易結晶。 

4. 裂開的裂隙可以發現白色漸層狀或是流紋狀的痕跡，可能鐘乳石的形成過

程也是慢慢從裂縫中長出來，層次是陶土、白色、陶土三層夾心。 

  

半圓裂隙有流紋狀白色粉末 三角錐裂開的縫隙呈現夾層狀 

  

圓柱裂隙呈現夾層 方塊狀裂隙一層白色痕跡 

5. 容易在陶土與平面的邊緣形成一圈白色結晶，如果根據前面毛細實驗的結

果，外圍形成的結晶，可能會溶掉，利用毛細作用向上結晶。 

6. 利用陶土作為基底進行小蘇打水溶液滴漏實驗，會讓陶土產生吸水崩解的

狀況，四角錐狀的表面結晶最多，圓柱與方柱的陶土表面結晶最少，很可

能是滴落的水溶液會把結晶沖掉或是溶解，錐狀的流動速度快，比較能夠

保留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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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七、利用碳酸鈣水進行珊瑚礁滴漏實驗 

實驗方法：利用澄清石灰水通二氧化碳產生乳白色

碳酸鈣水溶液，進行滴漏實驗，下方放置敲成小塊

進行秤重後的珊瑚礁石塊，模擬鐘乳石形成過程。 

 

學校圍牆邊撿到的掉落珊瑚礁石灰岩 

            

 
滴漏前後的重量變化 2/25-3/5-3/8 

編號 原始重量 3/5 濕重 3/8 乾重 3/5 發現的表面結晶 

A 塊 137.7gw 138.0gw 135.9gw 表面有顆粒結晶、石花狀 

B 塊 257.96gw 256.0gw 253.4gw 旁邊有三粒結晶 

C 塊 112.37gw 114.5gw 114.2gw 有大顆粒點狀結晶 

D 塊 190.72gw 193.3gw 191.1gw 粉狀覆蓋結晶 

E 塊 197.09gw 196.4gw 193.8gw 有許多點狀結晶 

1.岩塊潮濕可能影響重量測量，但是表面都有看到顆粒結晶。滴漏也可能造成

水的侵蝕，讓岩塊表面的土砂掉落造成重量減輕。 

2.珊瑚礁上產生白色顆粒狀結晶，可能是碳酸鈣的沉澱結晶，未來可能形成鐘

乳石。 

3.利用碳酸鈣水溶液進行模擬，發現重量變化上下不一致，可能跟岩塊表面本

來附著的東西有關係，不過都可

以在旁邊發現白色粉狀顆粒或是

花狀的結晶。 

 

E D   C 

  

B A 



23 
 

實驗八、利用石膏滴漏在陶土上模擬鐘乳石形成 

實驗方法：利用石膏(硫酸鈣)50gw+150ml 的水，產生石膏水溶液，以每秒 1 滴

的速度用滴管滴在陶土模型上，陶土模型有刻畫直紋、橫紋、凹洞。(陶土經過

10 天乾燥硬化，不規則以珊瑚礁貼印出痕跡。 

實驗結果 

1.計算各種形狀產生的石膏堆積現象(單位：cm) 

形狀 總高度 堆積高度 流紋數(條) 波紋數(條) 

四角柱 7.5 2.5 12 0 

不規則 6.0 1 18 8 

圓柱 8.0 3 25 0 

半圓形 8 3 13 3 

三角錐 14 9 16 5 

 

實驗發現： 

1. 當石膏往下流動時，就會產生明顯的流纹，石膏濃稠時就會產生波纹或是

堆疊上去，流動的速度會影響到堆積的紋路。 

0

5

10

15

20

25

30

四角柱 不規則 圓柱 半圓形 三角錐

石膏滴漏模擬鐘乳石形成

堆積高度 流紋數(條) 波紋數(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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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圓柱形產生的流紋數量最多，可能是圓弧面的阻力比較小，流動快。堆疊高

度跟四角柱接近，因為上方都是平面會有因為重量流動攤開的狀況不會堆

得特別高。 

3. 三角錐與半圓形波紋數明顯比柱形多，可能是斜面比較容易讓石膏停留，

而且三角錐會特別在尖端產生堆疊現象，細細的向上生長，與鐘乳石石筍

的生長方式有類似的現象。 

4. 不規則紋路(類似珊瑚)的堆疊高度與流紋數介於圓柱型與三角錐形之間，在

自然界是最常見的形狀。因為流過不同的表面而產生多變的鐘乳石形狀，

流動的速度會影響到形成的紋路，流動快時會產生流纹，慢慢流動才會產

生波纹，幾乎黏稠不會流動就會產生塊狀。 

   

四角柱(方塊狀) 不規則 圓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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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利用石膏模擬時，完全沒有石花狀的紋路產生，只有產生流紋與波紋，但是

做毛細實驗與陶土碳酸鈣滴漏就不少，可見石花狀的構造應該是由下往上

產生的結晶。 

 

 

   
半圓形 三角錐 圓柱狀流紋 

   

圓柱狀流紋 不規則波紋 半圓波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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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究結論 

1. 從實驗中我們發現水溶液雖然可以讓水蒸發再結晶，從一開始利用鹽水實驗

模擬鐘乳石形成過程，發現鹽水時滴落時會依照斜度、落下的位置、水蒸發

的位置，形成不同的結晶。但是要模擬鐘乳石形成過程產生的各種紋路並不

容易，鹽水無法形成類似鐘乳石的樣子。 

2. 利用各種水溶液模擬鐘乳石的形成，形成的結晶都不同，最類似的是小蘇打

水溶液，會形成白色的顆粒。鐘乳石不只會向下生長，也會因為毛細作用向

上結晶，最後連接起來形成石柱。所以在 5 月~10 月水分較多時，不開放洞

穴讓鐘乳石有時間結晶與成長是正確的。 

3. 洞穴環境會影響生物的種類跟數量，天雨天財洞因為有天井，有陽光、空氣、

水，有植物跟泥土會掉落，生物的種類跟數量都比只有一個開口的猩猩洞來

的多，而且洞穴內的生物也都是外面比較不常見的生物，有特殊的生態。 

4. 在洞穴中發現很多不同的鐘乳石景觀，鐘乳石中央有管狀構造、地面的石筍

形成不同的樣貌、還有沿著山壁流動的痕跡形成的石柱。表面可能因為流動

的速度與表面的凹凸而產生不同的紋路，而且形成的時間要很長。 

5. 利用澄清石灰水通入二氧化碳作用可以形成碳酸鈣水溶液，會在珊瑚礁表面

形成粉狀結晶，數量不多。所以洞穴內人類呼吸產生的二氧化碳也可能會影

響到鐘乳石的形成，但是人為的碰觸跟溫度也可能讓鐘乳石無法生長。 

6. 錐狀的陶土比較容易留下結晶沉澱，方形或是半圓因為水滴流動較慢，反而

陶土上結晶的物質可能再被水溶解掉帶走。圓柱跟方塊因為侵蝕產生裂縫，

結晶會產生在隙縫中。 

7. 石膏模擬鐘乳石形成過程發現流動速度會影響到流紋與波紋的形成，圓弧面

流動快流紋特別多，類似石柱形成後的狀況，或是整面石壁上的流動痕跡錐

狀波紋數明顯比柱形多，可能石膏硬化停留，尖端產生堆疊現象，細細的向

上生長，與鐘乳石石筍的生長方式有類似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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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參考資料與文獻 

3.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戶外活動管理系統 https://snnpact.cpami.gov.tw/landscaper/ 

4. 台灣的石灰岩 2008 鍾廣吉 遠足文化 

5. 探索壽山地景篇 2017 齊士埩、何立德 內政部營建署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6. 傾聽壽山 2012 歐正興 內政部營建署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https://snnpact.cpami.gov.tw/landscaper/


【評語】080510 

研究動機明確。深入瞭解壽山鐘乳石不同型態的生長環境與相關的生

態。另外，也利用室內實驗再現所推論之過程，適當地應用實驗實作

證實結論。海報的報告清楚明瞭，思考縝密，是一個值得讚賞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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