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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植物染料做為衣著的上色是阿美族的一個重要文化，但在現今的社會，

僅有少數的長者身上才能看到植物染的蹤跡。在這次科展研究中，我們將透過實

地的探查採集植物的根、莖、葉、果實等來萃取製作植物染料，並且使用植物染

料和媒染劑的相互作用進行顏色的分析與討論。最後，比較觀察麻棉線素染與加

入不同媒染劑交互作用下產生的顏色變化，並分析討論出媒染劑與酸鹼值對顏色

變化的影響，進而探討阿美族人如何應用何種植物做為染材。 

 

壹、研究動機 

在阿美族群中，植物染一直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從衣服、食品到工具、藝

品都少不了它的參與。而阿美族常用的染料用植物不外檳榔、薯榔、七里香、春

不老…等，但是，在與漢人的接觸過程中，植物染料的使用越來越少了，只有在

少數場合中才能看到，像是豐年祭中年長者身上才看到利用植物染料的傳統服

飾。聽老師說，植物染料雖然比科學染料自然、安全、健康，但是科學染料取得

比較快速、方便、便宜，所以現在已經很少人用植物染料進行布料及麻棉線的染

色了。因此，我們希望老師能夠教我們使用不同的植物進行染料萃取，並且試著

染出與眾不同的顏色麻棉線材！ 

 

貳、研究目的 

一、認識並觀察幾種常見的植物，觀察植物染色部位的顏色與麻棉線及布料素染

後的顏色變化的差異，並用其探討將之作為阿美族常用的植物染料的可能

性。 

二、運用數種不同植物的不同部位，進行染料萃取及染布的動作。 

三、觀察麻棉線素染與布料加入不同媒染劑後的顏色變化，尋部落的傳統色(黑

色、紅色、藍色…)的染材。 

四、探討分析加入媒染劑後顏色的變化，討論何種媒染劑顏色著色效果最好。 

五、媒染劑酸鹼值對顏色變化的影響，進而製作方便清楚的植物染材做為酸醶指

示劑的替代品。 

六、探討浸泡時間的長短和顏色有沒有實際的關係?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工具： 

剪刀、花材剪、竹筷、水盆、水桶、夾子、鑷子、湯匙、棉手套、電磁爐、

不鏽鋼鍋、3公斤磅秤、天平、濾網、滴管、20ml 量杯、500 ml 燒杯、1000 



ml 量杯、塑膠杯、紅色及藍色石蕊試紙、溫度計、衣夾、繩子、釘書機、

釘書針、標籤貼紙、夾鍊袋、木材 

二、布料：棉布70塊(5cm×5cm) 

三、媒染劑： 

明礬、洗米水、青醋、醋酸鐵、醋酸銅、木灰粉、野生鑾大秋海棠 

四、植物染材：薯榔、七里香、芭樂、洋蔥、檳榔 
 

(三)植物染材處理後用磅秤各秤500 g 重。 

(四)將植物性染材分別放入3000 ml的不鏽鋼鍋煮沸熱水中（染材重︰水重＝

1︰6），用電磁爐再以200度恆溫煮60分鐘。 

(五)經過濾後，便得到植物染液。 

(六)過程照片： 

    

植物染材秤重 染材重︰水重＝1︰6 200度恆溫煮60分鐘 染材液過濾 

 

二、準備媒染劑溶液： 

(一)準備不同的媒染劑，並依序加以編號：1.素染(不加任何媒染劑)、2明礬、

3.米水、4石灰水5青醋、6.酸鐵、7醋酸銅、8木灰 

(二)因媒染劑有固體及液體，固體媒染劑(明礬、醋酸鐵、醋酸銅、木灰)先以

天平秤重1g備用，液體媒染劑(1洗米水、2石灰水、3青醋、4清水)以10ml

備用 

(三)取植物染液100ml分別倒入塑膠杯中，並將媒染劑倒溶植物染液中，均勻攪

拌成為均質溶液為止。以(固體)媒染劑重：水重＝ 1：100；(液體)媒染劑

重：水重1：10比例配製。 

(四)過程照片： 

    

準備各種媒染劑 固體媒染劑利用天秤秤

重1g 

液體媒染劑用量杯量

10ml 

植物染液100ml 

 

 

 

 



三、染色流程 

(一)將2塊準備好的5cm×5cm綿布放入事先編號的植物染液中，全部沈浸在染液

中， 

浸泡期間不做任何攪動、翻動。 

(二)10分鐘後，取出第1塊綿布，並用清水沖洗30秒。 

(三)第2塊綿布靜置12小時後取出，用清水沖洗30秒。 

(四)染色→沖洗→晾乾→完成 

(五)過程照片： 

    

加入媒染劑染材的溶液 2塊5cm×5cm綿布放入配

好的溶液 

靜置 10分鐘取出第1塊 

12小時後取出第2塊 

 

六、資料整理與照相 

(一)將浸泡過染液的棉布靜置晾乾壓平。 

(二)將染好的棉布依序做好編號，用夾鍊袋裝好。 

(三)利用製作的表格做好分類及記錄觀察的資料。 

(四)放在翻拍架上，用固定位置的數位相機照相存檔。 

(五)過程照片： 

     

沖洗後靜置於紙該上 靜置晾乾壓平 編號 夾鍊袋裝好編號 討論並做表格記錄 

 

 



肆、研究結果 

一、觀察植物染色部位的顏色與棉布素染後的顏色變化的差異。 

   媒 染

劑 

 

植物染材 

1

素
染 

3

明
礬 

4

洗
米
水 

7

青
醋 

8

醋
酸
鐵 

9

醋
酸
銅 

11

木
灰 

春
不
老 

10

分鐘        

12

小時        

洋
蔥 

10

分鐘        

12

小時        

茜
草 

10

分鐘        
12

小時        

檳
榔 

10

分鐘        

12

小時        

七
里
香 

10

分鐘        
12

小時        
 



二、媒染劑酸檢值的討論 

我們在拍照全部的染色棉布後觀察發現，好像有幾種媒染溶液的顏色

變化與植物素染的顏色差異很大，於是我們提出另一個預測推論：媒染劑的

酸醶值有沒有可能是影響顏色變化的主要因素？ 

添加媒染劑確實會影響顏色的深淺，甚至於與原來素染的顏色完全不

一樣，我們討論推測，是不是與加入媒染劑染液的酸醶有關係呢？於是我們

用紅、藍石蕊試紙做探討，測試酸性染液與醶性染液是不是影響顏色變化的

主要因素。 

我們從自然教室裡拿了紅色、藍色石蕊試紙來做溶液的酸醶實驗。 

(一)將開水煮開後，取 100ml 的熱水分別倒入塑膠杯中，並將媒染劑倒熱水中，

均勻攪拌成為均質溶液為止。 

(二)以(固體)媒染劑重：水重＝ 1：100；(液體)媒染劑重：水重 1：10 比例配

製。 

(三)用紅色、藍色石蕊試紙分別做酸醶實驗，得到的結果如下表： 

 

   媒染劑 

 

酸檢指示紙 

1

白
開
水 

2

明
礬 

3
米
水 

4

醋 

5

酸
鐵 

6

酸
銅 

7

木
灰
粉 

 
 

藍色 

石蕊試紙        
紅色 

石蕊試紙        
 

伍、討論 

討論一：植物染色部位的顏色與棉布素染後的顏色變化的差異？ 

植物染材部位的顏色與經過熱煮後素染後，顏色無明顯的差

異變化。經由實驗中我們可以發現，若需要染出各種顏色需求時，

可以植物本身的各部位顏色做為依據來採集。 

 

討論二：不同植物的不同部位，進行染料萃取及染布時，顏色深淺的差異？ 

從實驗的圖表可以看出，植物的根、莖、葉、花、果實等部位，本

身就含有各種色素，從實驗中明顯可以看出各部位熱煮出來的染液明顯

與原來的顏色淡淺很多。但就顏色來說並太大變化。 

討論三：棉布素染的顏色與加入不同媒染劑後顏色是如何變化的？ 

棉布素染的顏色與加入不同媒染劑後顏色有無明顯的變化，我們

根據實驗結果製作了下列圖表來說明： (○無明顯差異、◎有一些差

異、●很明顯差異) 



植物素染與有添加媒染劑的顏色差異： 

   媒染劑 

 

植物染材 

1

素
染 

2

明
礬 

3

米
水 

4

木
灰
粉 

5

醋 

6

酸
鐵 

7

酸
銅 

A

春

不

老 

10分鐘 ○ ● ○ ● ● ● ● 

12小時 ○ ● ○ ● ● ● ● 

B

薯 

榔 

10分鐘 ○ ● ○ ○ ◎ ● ● 

12小時 ○ ● ○ ○ ◎ ● ● 

C

茜

草 

10分鐘 ○ ○ ○ ◎ ● ● ● 

12小時 ○ ○ ○ ◎ ● ● ● 

D

檳

榔 

10分鐘 ○ ○ ○ ● ○ ● ● 

12小時 ○ ○ ○ ● ○ ● ● 

E

七 

里 

香 

10分鐘 ○ ● ○ ● ○ ● ● 

12小時 ○ ● ○ ● ○ ● ● 

 



討論四：加入媒染劑後顏色都有明顯變化，與媒染劑的酸醶值有沒有絕對關

稱係？ 

用紅、藍石蕊試紙做測試，得到的結果如下： 

圖表來說明： (○無明顯變色、◎有一些變色、●很明顯變色) 

   媒染劑 

 

酸檢指示紙 

1

白
開
水 

2

明
礬 

 3

米
水 

4

灰 

5

醋 

6

酸
鐵 

7

酸
銅 

8
灰 

藍色 

石蕊試紙         
藍色 

石蕊試紙 
○ ● ○ ○ ○ ○ ○ ○ 

紅色 

石蕊試紙         
紅色 

石蕊試紙 
○ ○ ○ ● ● ◎ ● ● 

 

(一)從圖表中發現媒染劑的酸醶值確實有 100％的關連，也就媒染劑的酸醶對植

物染的顏色差異有絕對的影響。 

(二)從表中推論圖表中的 2 礬為酸性溶液，圖表中的洗衣粉、石灰、青醋醋酸鐵、

醋酸銅、木灰為醶性的溶液。 

(三)實驗中發現一個很奇特的現象，我們一直以為的 5 醋應該是酸性的，沒想到

經過石蕊試紙檢測出是醶性的。 

 

討論五：植物染材與媒染劑酸鹼值的顏色變化程度，可否找出製作方便清楚的植

物染材做為酸醶指示劑的替代品？ 

(一)觀察春不老的染液實驗中發現，添加媒染劑後之染液，染出來的布料顏

色變化更為豐富，與素染的顏色做比較可發現有顯著的顏色變化。 

(二)從研究的結果來看，我們發現用春不老染液加入媒染劑所呈現的顏色變

化最為豐富。所以春不老的果實非常適合做為酸醶指示的醶性檢測溶

液。 

討論六：浸泡時間的長短和顏色有沒有實際的關係？ 

(一)研究結果觀察，浸泡時間長短確實會影響顏色的附著及平均染色，我們

發現一個很微妙的現像，從肉眼觀察染布的顏色的與利用數位相機拍

攝的相片做比較，顏色的明度差異相當大，浸泡 12 小時的布染顏色都

比較鮮艷好看；而浸泡 10 分鐘的顏色看來比較淺，但拍攝出來的效果

卻是比較暗。 

(二)以植物染液浸泡時，測試其不同浸泡時間對移染程度的影響。浸泡 10

分鐘的顏色較暗，且有顯著可見的的顏色染色不平均且色調偏移情形



很明顯。12 小時浸泡的顏色較明亮，顏色也較均勻。 

 

陸、小太陽-原住民第三屆科教獎日誌進度表 

週次 時

數 

年段 

研究 

主題類

別 

教學 

內容 

材料 

工具 

授課 

老師 

協同 

老師 

上課

地點 

1 
8/14 

18:30~

21:30 

3 國中 
七年級 

植物染 
( 前 製
工作) 

介紹植物生活體

驗植物素材的應

用 

各類植物敘述 
說明介紹 孫秉棚 

楊惠媖 
儒妮 

資源
教室 

2 
10/22 
18:30~
20:30 

2 
 

國中 
七年級 

植物染 

研究目的:植物

染的研究與創作

融入生活中 

植物:尋部落傳
統色（黑色及紅
色）的染材；自
然界之花、草、
樹木、莖、葉、
果實、種子…等 

楊惠媖 
孫秉棚 
儒妮 

資源
教室 

3 
10/28 
18:30~ 
21:30 

3 國中 
七年級 

植物染 基本染色過程 
取出被染物充分
清洗、晾曬、完
成 

孫秉棚 
楊惠媖 
儒妮 
 

資源
教室 

4 
10/29 
18:00~
22:00 

4 國中 
七年級 

植 物
(木柴) 

鐵媒染劑木灰製

作 

鏽鐵釘、木材、
篩網 
 

楊惠媖 
孫秉棚 
儒妮 
耆老 

織羅 
工寮 

5 
10/29 
08:30~
12:30 

4 國中 
七年級 

植物 
採集:檳榔、薯榔 

    七里香…… 
剪刀、輔助工具 楊惠媖 

孫秉棚 
儒妮 
耆老 

織羅
山區 

6 
11/5 

09:00~
16:00 

6 國中 
七年級 

植物染 萃取染液製作 如: 精練處理.
染液萃取 楊惠媖 

孫秉棚 
儒妮 
耆老 

織羅 
工寮 

7 
11/6 

09:00~
12:00 

3 國中 
七年級 

顏色一
覽表 

整理製表染與加

入媒染劑後 
部落傳統色的染
材及酸鹼指示劑 楊惠媖 

孫秉棚 
儒妮 

資源
教室 

8 
11/12 
18:30~
21:30 

3 國中 
七年級 

植物染
後之線
材 

整線(整巾) 染材線與織布機 耆老 
楊惠媖 

孫秉棚 
儒妮 
 

織羅 
部落 
(關懷
站) 

9 
11/19 
09:00~
16:00 

6 國中 
七年級 

植物染
線條 織線作品製作 織布機與棒刀…

夏紗、麻綿線… 
耆老 
楊惠媖 

孫秉棚 
儒妮 
 

織羅 
部落 
(關懷
站) 

10 
11/20 
09:00~
16:00 

3 國中 
七年級 

植物染
線條 成果研究展出 作品呈現與分享 楊惠媖 

孫秉棚 
儒妮 
耆老 

織羅 
部落 
(關懷
站) 

 

 

 



 

暑假         蒐集資料與主題 

   主題—【飛染線條‧彩虹上身】植物染 

              研究日誌:    

  例如:8 月份 

檳榔：染色的部位為成熟果實的種子。 

        問題一: 

          檳榔的種子是褐色的，萃取後的染液為咖啡色，而棉麻線素染後的顏

色則是淡紫色。 

        問題二: 

（1） 素染：麻線為淺咖啡色。 

         （2）加青醋：棉麻線顏色變為咖啡紅。 

         （3）加木灰水：棉麻線顏色變為淡紅色。 

         （4）加鐵媒染劑：棉麻布及線顏色變為淡紫色。 

        問題三: 

          檳榔加木灰水所染出來的顏色為淡紅色，如果再多加一些灰水則會更

接近紅色，因此可以將檳榔種子作為染部落傳統色---紅色的染材   

      問題四: 

          將加入烏醋後的染液與加入灰水後的染液做比較，發現紫色檳榔染液

加入酸性顏色會變很淡；加入鹼性溶液顏色會加深為紫紅色。因此可

以將檳榔染液製作成酸鹼指示劑。 

 

柒、結論 

在實驗之後，我們進行了染布與棉麻線課程，我們分別用化學染與植物染來

交替布料，在打開兩種不同的布與棉麻線材後，我們對兩種不同線材進行了比

較。第一個被發現的差別，就是那鮮豔多樣的化學染料顏色，簡單的注意到，使

用了化學染的布與棉麻線材有著多種的顏色，紅色、綠色、紫色都很明顯的分開，

這是植物染的無法做到的。但是相對的，植物染的顏色深淺就比較有變化，每個

人浸泡的時間長短、使用媒染劑的多寡、搓揉的次數和細心度對染出來的布與棉

麻線顏色都有些許的差異，這反倒是科學染較難達到的地方。 

  另外，在植物染的過程中，我們並沒有戴上手套，也不會感覺到手有任何的

不適，但是在做化學染的時候，手上若是沒有戴著手套，一下子就會覺得手乾澀

很不舒服，這讓我們發現植物染料真的比較健康、安全，而化學染料相較之下就

顯得較為危險。 

  可是，雖然說植物染比較健康安全，植物染料的製作過程還是太繁瑣而冗長

了，而且很難製作出兩盆一模一樣的植物染料顏色，這樣會造成大量染布時顏色



的不同，這個問題化學染運用科技的進步幫我們解決了，也因此化學染有了它的

便利性與實用性。 

  這次的科展研究，讓我們了解認識了許多常見的植物，並且從中找到適合製

作植物染的部位，而經過實際的操作和體驗，發現了植物染的優點與缺點，也讓

我們明白了為什麼植物染會越來越少的原因，但是，基於它的優勢，它還是我們

阿美族不可或缺的重要資產！ 

一、在這次研究過程中，我們可以植物的本身的顏色來當做染料，不管是植物的

根、莖、葉、花、果實等都可以來萃取製作植物染料，在不加入任何媒染劑

可以染出植物原有的顏色。 

二、我們在這一次的研究過程中，不但重新認識學校與部落中的各種植物，都是

可以直接應用在生活中，雖然植物染料的顏色呈現不如化學染料的顏色豐

富，但卻是不會危害生活環境的天然素材。 

三、本次的研究發現媒染劑的酸醶性質直接影響布染的顏色變化，我們在以後的

植物染的課程中，就可以大膽的去應用植物的各種素材，再以媒染劑做顏色

上的變化，可以補足以前我們在做植物染時顏色的不足，不能有更豐富變化

的缺點。 

四、各種植物本身就具有各種色素的存在，在花朵與果實中最為明顯，在這次研

究的素材中以春不老果實中的顏色變化最為豐富。對於偏遠地區的我們而

言，是可以隨手可得的一種染料植物。如果能大量種植，也許可以成為植物

染的經濟作物也不一定。 

五、棉布浸泡時間的長短，對植物顏色本身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染色時間 10 分

鐘與 12 小時的差別，主要是在顏色的穩定度的差異。 

六、先民們傳承寶貴的經驗，利用檳榔子做為染色材料時，浸染之後會將布料置

於池塘、沼澤地的土裡，埋三到七天，讓顏色加深，我們可以提出一個簡單

的結論，就是池塘或沼澤地的土壤裡可能含有不同種類的醶性礦物質，所以

可以染出較深的布色；當然隨著科技的進步及材料取得的便利性，我們可以

用現成的材料做為媒染劑，不僅可以達到預期的染色效果，而且過程簡單，

不費時間。 

捌、研究限制和有待探討的問題 

一、我們利用最簡單的紅、藍色的石蕊試紙來做酸醶值的檢測，但這一種相當簡單

易行的分析工具，也僅能判定酸醶性質，若在設備上能有PH值的檢測儀器，也

許我們可以更明確的表示在各種PH值下的顏色變化。 

二、有待探討的問題：如何對植物本身色素分子作更細緻而有效的分析？若我們可

以做色素分離，我們就可以透過一植物，分別萃取植物中的各種色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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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染檳榔、薯榔及薑黃顏色~ ～顏色以黃色和咖啡、淺粉紅…～ 

  
～春不老植物染後之棉麻線～ ～藍色系則是春不老染材-織布成品～ 

  
～色彩繽紛多樣的化學染織布作品～ ～早期構樹及植物素染服飾成果～ 

 

 



 

 

 

  
～織羅山上有許多不同的植物～ ～實地的去學習採集的技巧～ 

 

 

～耆老分享不同的植物媒染劑～ ～採集回來準備要做染材的檳榔果實～ 

 

  



～把處理過的檳榔拿去曬～ ～處理新鮮的芭樂及七里香莖和葉子～ 

  

～與社區的族人教我們怎麼織布?～ ～薯榔與不同的植物織布成品的呈現～ 

  
～我們怎麼織布? ～ ～耆老用不同植物述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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