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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豐丘村位在南投縣信義鄉陳有蘭溪畔，村民大都務農，以葡萄為主要作物。豐

丘村分上下兩聚落；上部落為舊部落，多為布農族人；下部落的居民較晚遷居，多

為平地人。 

1、從地質觀察可知，豐丘村的邊緣有很厚的礫石層，推測為河川沖積而成。礫石

層的岩石組成大小不一，顯示陳有蘭溪的水流量有很大的變化，或曾不定時的

發生巨大水災。上部落沖積扇的形成可能已經有幾萬年了，下部落則比較年

輕。區域內可發現明顯構成岩壁的板岩、頁岩、泥岩結構。河川中可撿拾到很

多的沉積岩石頭。河流切面的岩壁有些呈現近 90度的摺曲，顯示這裏的地質

活動很劇烈。 

2、豐丘村上部落沖積扇邊緣有許多坍崩的現象，規模的大小推測跟植被有無破壞、

人為活動頻率有關。 

3、豐丘村上部落沖積扇與山坡接連處有發現許多化石遺跡，如貝類、珊瑚；下部

落溪床也有發現一些，顯示在很久以前，豐丘村所在地有可能曾在海底下，經

地殼變動、造山運動才慢慢浮出海面，形成現在的地貌。 

4、在礫石、砂、泥土的排水能力實驗中發現：排水能力為礫石＞砂＞泥土；含水

能力為泥土＞砂＞礫石。泥土有較好的含水功能，礫石有較好的排水功能。 

5、在不同粒徑沉積層的坍崩實驗中觀察到：礫石在水的沖蝕下，有較好的穩定度，

不易坍崩。不像砂及泥土在含水量太高時，容易產生坍崩或土石流的現象。在

實驗也可觀察到，以衛生紙代替地表植被時，可有效減緩發生坍崩的速度及規

模。這告訴我們，生活周遭的植物會保護我們居住的土地，保護樹木，樹木也

會保護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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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在自然與生活科技第九冊第四單元，「流水的作用」，有提到地表因各種不同

的營力會使地表產生各種變化，如風蝕、水的侵蝕與沖積。 

豐丘村地處南投縣信義鄉，海拔約 550公尺。居民以布農族居多，是一個山區部落。 

每年在雨季時，總會在電視上看到信義鄉的相關災情，讓我們想調查一下豐丘

村所處的區域是不是很安全？如果我們能多了解村子附近的相關地質特性，應該對

往後居民活動、開發，水土保持會有幫忙。我們想知道：豐丘村這塊是如何形成的

呢？以後會不會有變化，會不會對村子的居民產生危險？   

 

  

颱風天的惡水 颱風過後帶來的土石 

  
大水衝擊著不知何時會倒下的堤防 豐丘村旁露出土石的河床切面 

 

 

 

 

 

 

 

 



貳、研究目的： 

一、了解有關豐丘村居民與環境之間的故事 

 

二、認識觀察豐丘村周遭地質、岩性。。 

 

三、了解紀錄豐丘村沖積扇形成的情形。 

 

四、紀錄豐丘村周遭坍崩的情形。 

 

五、探討崩坍形成過程與成因。 
 

 

 

 

 

 

 

 

 

 

 

 

 

 

 

 

 

 

 

 

 

 

 

 

 

 

 



參、研究過程或方法 
研究架構： 

 

 

 

 

 

 

  

 

 

 

 

 

 

 

 

 

 

 

 

 

 

 

 

 

 

 

 

 

 

 

 

 

 

 

 

 

 

 

 

 

觀察不同粒徑的沉積層

的排水能力 

沙里洞的故事 
豐丘村周遭地質觀察 

文獻回顧 

豐丘村周遭的岩石觀

察 

觀察豐丘村沖積扇的

沉積與坍崩情形 

訪問社區人士了解豐

丘村的過去 

尋找豐丘村附近的化石

足跡 

觀察不同粒徑的沉積層的

坍崩情形 



研完一：文獻回顧 
岩石的種類： 

岩石可分成三大類：火成岩、沈積岩、變質岩。 

火成岩 

是由岩漿或熔岩冷卻固化形成的。 

沈積岩 

是由各種自然營力（如河流、冰川、風）搬運而來的沈

積物，經壓密、膠結等作用而形成的。沈積岩常含有化

石。 

變質岩 

是由已有的岩石，在深埋地底的高溫、高壓環境下，使

得它雖然仍然在固態的情況，岩石的成分及組織構造都

發生了變化，生成特殊的礦物以及特殊的變質構造。 

層理 

由於自然營力的搬運能力時時變化，因而在同一地的不

同時間，往往會堆積下來不同大小的顆粒，這些不同大

小的顆粒層層堆積，形成了層狀的構造，這就是層理。 

 
陳有蘭溪是位於台灣南投縣的一條重要河川，為濁水溪

最長的支流，以位於玉山北坡八通關古道上的八通關為

發源地，而高屏溪主流荖濃溪發源於玉山東北坡，該處

有著金門峒大斷崖，流經於地利地峽匯入濁水溪，河長

42公里，流域面積 448平方公里。流域主要居民為布農

族。 

陳有蘭溪在地形上是為一顯著的斷層線谷。陳有蘭溪會

發育出來就是從地表上最脆弱的地帶沖出一條山溝，最

後沖出一條陳有蘭溪。  

 

陳有蘭溪斷層沿著主流及主要支流沙里仙溪的右岸發

育，斷層的西側為中新世的沈積岩地層，東側則為古第

三紀之板岩層。。斷層作用造成了斷層鄰近地區的地層

剪力節理發達，加以地形陡峻及地震影響，使得近地表

的岩盤多呈鬆弛狀態，山坡並不穩定。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5%B7%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F%81%E6%B0%B4%E6%BA%A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F%81%E6%B0%B4%E6%BA%A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9%E5%B1%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B%E9%80%9A%E9%97%9C%E5%8F%A4%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B%E9%80%9A%E9%97%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5%B1%8F%E6%BA%A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D%96%E6%BF%83%E6%BA%A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9%96%80%E5%B3%92%E5%A4%A7%E6%96%B7%E5%B4%96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B0%E5%88%A9%E5%9C%B0%E5%B3%BD&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8%BE%B2%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8%BE%B2%E6%97%8F


沖積扇的存在，代表了一個地區地質變動頻繁及一條河川侵蝕率高，淤積物來源多，且河道沖刷

力強。陳有蘭溪是一條沖積扇非常發達的河谷。這一些沖積扇有一些是現生的，另一些是數千年

前形成的，現已成為低位扇狀階地；再一些則是數萬年前形成的，現已成為高位扇狀階地。 

土石流：依據成功大學謝正倫教授(2000)指出，土石流之發生一般而言需包括以下三個重要因

素：(1〉充足的水〈2〉足夠之堆積物〈3〉有效之溪床坡度（坡度 15度以上）。包含上述三個

基本條件，可視為土石流的潛在危險區域。 

 
 

 

 



研究二：訪問社區人士了解豐丘村的歴史： 
想法： 

    豐丘村的村民過去並非一開始就住在這裏。了解先人當初遷移的原因，讓我們對豐丘村的

歷史與環境，有更多的認識。 

 

一活動步驟： 

1 訪問全唐大釗會長。會長是村子內非常熱心公益的人士，本身也是非常好學，無論是工作

所需、生活中用得到的，會長總是能要求自己學起來，並知其所以然。 

2 詢問會長有關豐丘村的故事。 

3 請會長帶我們出外踏查，認識豐丘村上綠的地質、地理狀況。 

無雙 

 

 

二、實施結果： 

1.經會長說明，得知布農族人原先散居山區各地，在日據時代，日本人為了管理方便，在

1940年代(七十多年前)，有計畫地將布農族人遷移到近陳有蘭溪畔的區域。豐丘村是幾

個村子中，最後遷移的。會長說，豐丘村的條件一開始並不是最好的，近河床區都是樹木，

常有瘴癘發生。村民剛遷移下來時，發生過大規模的傳染病，有近一半的人不幸去世。後

1959年八七水災，河床區被大水淹沒，樹木被沖走，地貌大幅變動，成為現在豐丘下部

落居住的區域。 

  2.豊丘村民一開始是遷住在沖積扇的北側，等到南側整理完後再遷到現在的居住區堿。北面

現在是農田，種稙有葡萄、扁豆、番茄等農作物。下部落則是後來的居民遷住的區域，主

要是平地人，作為多為葡萄。 

   
會長為我們解說族人遷移的故事 找尋溪水中的螃蟹 山區飲用水 

  
 

會長說明豐丘村相關地理環境 會長答應要帶我們去找的化石 豐丘村先民的遷移圖 



  3.我們請教會長有關豐丘村的歴史。會長說，其實豐丘村的歴史中，沒有聽過重大的地質災

害，在豐丘村近山嶺側曾有日本時代留下來的鐵軌，用來運送木材到水里，推測鐵路的建

設應有考慮到地質的穩定。根據我們實際踏查結果，山嶺側的岩石呈現較大、較堅固的岩

性，符合我們的推測。 

  4.現有的坍崩，可能是農田開發時的水土保持沒有做好，或是樹木傾倒後，沒有機會復育或

復育較慢。會長還對我們說了一個他觀察到的現象：現代的化學用品，如清潔劑，有讓樹

木發芽、發育變慢的現象，所有植被的復原就會跟著變慢。 

  5.我們請會長帶我們實地踏查尋找以前整地時所發現的化石遺跡。 

 

三、討論： 

豐丘村所在的地區雖然在陳有蘭溪旁，地質上並不是很堅固的岩盤，再加上台灣處在地震帶

上，每年的颱風有可能會帶來龐大的雨量。如此容易發生災害的地區，我們應該對水土的保持，

土地的開發，植物的復育，做更多的努力。 

 

 

 

 

 

 

 

 

 

 

 

 

 

 

 

 

 

 

 

 

 

 

 

 



研究三、豐丘村周遭岩石觀察： 
想法： 

   豐丘村的地處在中央山脈以西，陳有蘭溪畔。文獻上說豐丘村位在陳有蘭溪東側，為古第三

紀之板岩層。我們想由藉由周遭岩石的觀察，了解豐丘村的附近的地質情形。 

 

一、野外觀察 

觀察的重點為：  

1.岩性：認識它們的岩性組成：收集豐村周遭的岩石，觀察岩性組成。取樣點定為 A：豐丘村

北方的豐丘明隧道、B：右側的碎石區、C：靠溪邊的邊坡、D：南端近十八重溪岩壁，E：陳有

蘭溪河床上，共五區。 

  2.地形：觀察文獻中所提的形貌。  

  3.坡度：利用仰角器測量地形的坡度。 

  4.其他：如化石、植物生長情形等。 

 
二、觀察結果 

觀察地點：豐丘上部落 

1. 岩性：此區發現的岩石，大多都是沉積岩，有砂岩、礫岩、泥岩等(如照片)。                                                                                         

2. 地形： 

A ：豐丘村北方的豐丘明隧道： 

  豐丘野溪每逢大雨，常會有大量土石流下，河床需不斷疏濬，才不至愈來愈高。河床邊坡

幾乎裸露，沒有植被。接近垂直的邊坡可見礫石層，並不全是較堅固的完整岩層。 

靠溪邊的邊坡 

十八重溪岩壁 

陳有蘭溪河床上 

右側的碎石區 

豐丘明隧道 



B：右側的碎石區 

  這一區的岩石有明顯凌角，顯示未被河水帶動，屬於本地岩層崩落的石塊。岩石呈現明顯

層理，應為板岩地質。 

C：靠溪邊的邊坡： 

   我們觀察到山壁有時會有像削皮一樣的一大片崩落，在下方形成小石堆，小土中有具層

理的片岩、頁岩，也有較圓潤的砂岩。岩壁上的礫石看起來大小混成一堆，有明顯的礫石

層。也有些完整的岩壁，有明顯的層次及方向，有的層理方向與水平面呈 45度角以上。 

D：南端近十八重溪岩壁： 

  這一區的岩層較溪邊的邊坡更完整，也有明顯的層次及方向，層理方向與水平面有的呈近

90度角以上，表示這裏的岩層有活躍的版塊擠壓運動。 

E：陳有蘭溪河床上： 

  在河床上有上遊帶來的石頭，大多是圓潤的砂岩或沉積岩，小有片狀的岩塊。河床邊可觀

察到之前大水所帶來的礫石層。 

3.坡度：利用仰角器測量 5個位置的坡度，發現在靠溪邊的位置，

坡度都有 60度以上，屬於陡坡。 

(表  豐丘部落坡度測量結果) 

4.其他：豐丘上部落地形可能因為坡度陡峭，靠近河床側有些地

方已有些崩塌，缺少植被。大部分的木本植物為櫸木、血桐、樟樹等。樹木底層有一些藤蔓植物。

在河床與東側邊緣有發現疑似化石的岩石，有待進一步測試、分析。 

觀察地點：豐丘下部落 

觀察結果 

地點 A B C D E 

坡度 70 40 60 70 10 

   
A：豐丘村北方的豐丘明隧道 B：右側的碎石區 C：靠溪邊的邊坡 

   
D：南端近十八重溪岩壁 E：陳有蘭溪河床上 碎石中的貝類化石遺跡 



1.岩性： 

  下部落的岩石多來自陳有蘭溪與十八重溪，屬較堅硬的沉積岩，不像上部落有時會混有較脆弱

的片岩或板岩，可能是脆弱的岩石在搬運的過程中已變為更小的砂石了。               

2.地形： 

  這裏是由陳有蘭溪與十八重溪所帶來的泥砂沖積形成的，沖積扇中多為泥土與砂。從河床觀察

沖積扇祼露的側面，發現有數層的礫石層，其中有一層為混有粒徑 30公分以上礇石的混合沉

積層，顯示在最近的年代中曾發生相當大的洪水，才會有這麼大的粒徑礫石。 

3.坡度： 

  此區是屬溪流的沖積扇，地形平坦，沒有特別陡峭的地方。  

4.其他： 

  這裏因為有大規模的人為開發，大多作為農田之用，並無太多的野生樹種。 

 

三、結論： 

1.從野外的觀察結果，發現豐丘上部落與下部落在岩性、地形、坡度有些相似的地方：兩個地方

都是受到河流沖積作用所形成的結果，推測上部落的年代已經很久遠了，下部落形成的年代則比

較年輕。 

2.上下兩部落的植被不同，應是後天人為開發的影響，上部落多為陡峭地形，開發較少；下部落

多農田，開發程度較高。 

3.推測很久很久以前，河道可能是在目前的上部落處。

經過長時間的侵蝕、沖積，河道慢慢向西向下切削、移

動，才會在現今的位置 

 

 

 

四、討論： 

岩石風化後會變成各種不同顆粒大小的沉積物，依顆粒

大小來分，大致可分為石、砂和泥三種(表三)。沉積物

的顆粒度不同，雨水、地表逕流對地形有什麼影響

呢？？我們試著看看不同粒徑的沉積物組成的地層，在

流水、雨水的侵蝕之下的狀況。 

 

 

   
所收集到的各種石頭 有層理、一層一層，易碎的板岩 在河床、礫石層中發現的砂岩，

外觀圓潤，硬度較硬。 

古河道 

現今河道 



研究四：觀察豐丘村沖積扇的坍崩情形 
想法： 

   在收集豐丘村周遭的岩石時，我們有觀察到一些坍崩的情形，決定進行一次坍崩區的調查跟

記錄。 

 

一、調查步驟： 

1.先使用 GOOGLE網跲地圖，找出豐丘村的空照圖。 

2.實地調查全村的坍崩處，並標示在地圖上。 

3.觀查發生坍崩處有沒有誘發的原因。 

 

二、觀察結果： 

1.我們發現，GOOGLE地圖與現在的地形有些出入，可能是 GOOGLE的地圖比較舊了。 

2.我們將觀察到的 10處坍崩處標示在地圖上，並拍照存証。 

3.我們發現，在坍崩處的植被有的已經有復原的現象，有的還是光禿禿的一片。 

4.在上部落往下觀察坍崩處，可看見有些垃圾亂丟，有的房子把水管往山壁設置、有的房子離峭

壁很近。 

5.從參考文獻得知：雨水在地表造成的逕流形成細小的淺溝稱為「雨溝（rills ）」，逕流攜帶岩

石碎屑後侵蝕力加強，使雨溝繼續擴大而形成的深溝 ，就稱為「蝕溝 （gullies ）。 

我們在野外觀察到豐丘上部落邊緣的山坡表面上有許多蝕溝和雨溝，有些地方甚至已有明顯的坍

崩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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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照片 

 

   
1住家後面 2住家後面 3舊 21線道旁一 

   
4舊 21線道旁二 5陳有蘭溪旁的破裂堤防 6舊 21線道旁三 

   
7舊 21線道旁四 8舊 21線道旁 9 舊 21 線道旁，已大規模坍崩過 

   
10 豐丘野溪出口，常有土石坍崩 住家附近，地面已有裂痕 因溪流沖，無法長出植被 



   
排水管直接排向邊坡 堤防被沖毀後留下來的排水溝 在坍崩處上方的農田 

   
邊坡上有許多垃圾 因大量土石淤積廢棄的豐丘明隧道 大量坍崩，曾造成重大傷亡 

 

四、討論 

邊坡的坍崩跟人為開發到底有多大的關係呢？在坍崩處的調查中，我們發現鄰近坍崩處旁馬路上

面有裂縫，可能是因為馬路長期有車子開來開去，造今地面下陷、邊坡無法負荷。 

在一棟房子旁的坍崩處發現有水管懸空，排出的污水可能會造成局部的植物生長不好，不能形成

良好的植被，保護邊坡。房子本身的重量也有可能太重，讓邊坡負荷不了。 

我們在邊坡上還發現一些香蕉、作物，有可能人為的農業活動也會造成邊坡的坍崩。 

植物對邊坡的影響有多大，這是我們所懷疑的，我們討論是否可以模擬邊坡的坍崩情形，來進一

步認識影響邊坡坍崩的原因。 

 

 

 

 

 

 

 

 

 

 

 

 

 

 



研究五：尋找豐丘村緣的化石足跡： 

想法： 

豐丘村的村民過去並非一開始就住在這裏。了解先人當初遷移的原因，讓我們對豐丘村的歷史

與環境，有更多的認識。 

一、活動步驟： 

  1.請會長帶我們出外踏查，認識豐丘村上綠的地質、地理狀況。 

  2.觀察地點在會長的農田，約在豐丘村上部落的東側，近山頂的地方。 

  3.觀察重點是找尋疑似是化石的石頭。 

  4.在實驗室使用稀鹽酸滴在石頭上，看看會不會冒泡泡，如果會冒泡

泡，表示很有可能就是化石，因為化石是多由碳酸鈣組成，遇到鹽

酸會產生二氧化碳，可以觀察到泡泡產生。 

全唐大釗  會長 

   
經過水源地 找尋水裏的魚蝦、螃蟹。 看看水管有沒有被阻塞 

   
看看旁邊的石堆有沒有化石的痕

跡 

這一顆石頭上面有奇怯的痕跡，

有可能是化石。 

農田邊的石頭並不像河邊的石頭

那麼圓潤，大多有些稜角 

   
沿途撿到許多疑似化石的石頭，

等待拿回實驗室進一步檢查。 

會長為我們講解化石在一些一片

一片的岩石中比較容易發現；一

些顏色不一樣、上面有奇怪紋路

的石頭也有可能可以發現化石。 

在路旁的一顆石頭上，我們看到

有貝殼的痕跡在上面，這一定是

化石。 



二、實施結果： 

我們發現一些貝殼化石的遺跡，及疑似木頭化石的樣本。 

疑似化石通常顏色跟旁邊的石頭不一樣，有時會有明顯的紋路或結構，通常貝類、珊瑚是比

較容易分辨，找到的。 

為進一步確認我們所找到的石頭是不是化石，我們進行稀鹽酸滴定的實驗 

鹽酸滴定會起泡泡的岩石 

  
石頭的夾縫疑似有珊瑚痕跡，會冒泡泡 石頭中間顏色不一樣的地方會冒泡泡 

  
圖片上方為疑似珊瑚的化石，會起泡泡 石頭上有多處的貝殼痕跡 

  
石頭上有貝殼痕跡，中間乳白色的物質有特

別的一條一條紋路，滴鹽酸會起泡泡 

左側是會起泡泡的化石。 



鹽酸滴定沒有反應的岩石 

  
砂岩 疑似有氧化鐵沉積的石頭。 

  
疑似礫岩 疑似骨頭形狀的石頭 

 

化石，我們將樣本在實驗室使用稀鹽酸滴定， 

 

三、討論： 

    豐丘村的周遭，有著許多的地質現象等著我們去發現，進一步了解附近的岩石種類與分佈，

可以讓我們對這塊土地的狀況掌握更多，知道更多過去沒有人知道的故事。 

 



研究六：觀察不同粒徑的沉積層的排水能力 
想法： 

岩石在被水搬運時，愈重量越小，搬運的距離愈遠，反之，愈重的岩石，愈快沉積。不同的

粒徑所構成的沉積層，排水、滲水的速度也不同。我們想知道不同沉積物所形成的沉積層排水的

情形。 

 

一、實驗流程： 

為了解不同顆粒大小、不同降雨量的沉積物排水情形，我們設計了以下的實驗： 

1.不同顆粒大小的沉積物：取等量的細礫（或略大於細礫）、小礫、砂和土各 1公升。 

2.以保特瓶製作高二十公分的柱體。 

3.水量控制：以水桶供水，使用開關控制供水時間與流量來模擬降雨環境。(照片) 

4.計算出水時間與每分鐘的排水速度 

主要沈積物 顆粒直徑 (mm) 碎屑岩名稱 常見成分 

礫石 ＞2 
粗 

↑ 

∣ 

∣ 

↓ 

細 

礫岩或角礫岩 岩屑、圓礫。 

砂 1/16～2 砂岩 
通常石英最多， 

亦常有岩屑。 

粉砂 1/256～1/16 粉砂岩 以石英及黏土礦物最多。 

黏土 ＜1/256 頁岩或泥岩 
以黏土礦物為主， 

多含石英粒。 

 

 

 

   
準備供水用的水桶。 準備保特瓶與量筒 放置材料在保特瓶內，在保特

瓶下放紗網包住材料。 

  

 

在水桶上設置開關，控制供水

速度在每分鐘 100ml。 

量取不同沉積層出水、排水速

度 

 



結果： 

排水

速度 

出水

時間 

1分鐘 2分鐘 3分鐘 4分鐘 5分鐘 6分鐘 7分鐘 8分鐘 9分鐘 10分

鐘 

礫石 23” 50 100 15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900 

砂石 4’00 0 0 0 0 50 100 150 200 300 350 

泥土 2’30 0 0 50 150 170 200 250 300 350 450 

礫石、砂、泥土排土實驗

0

200

400

600

800

1000

時間/分

排
水

量

礫石

砂

泥土

 
1. 實驗顯示，泥土、砂石的排水速度較慢，出水的時間也較慢，推測是因為砂、泥土的粒徑比

較小，形成的空隙就比較小，讓水通過的速度變慢了，顯示泥土、砂子在初期能保有較多的

水量，讓水不會很快的流失。 

2. 礫石的粒徑比較大，所以水很快就流過礫石層，被吸附住的水量也比較少，顯示礫石層的雨

水保有能力較差，雨水將會很快就慘透過去。砂子和泥土對水的吸附比礫石高，在實驗開始

後 10分鐘，礫石的排水量比砂子和泥土多約 600ml，顯示有相當的水量被泥土和沙子吸附住

了，沒有馬上流下來。 

 

 

討論： 

不同的沉積層，排水的速度不一樣，出水的速度也不一樣，如果要有好的排水效果，就要有較多

的礫石，比較不會積水；如果站在防洪的角度看，泥土、砂子的吸附水的效果較好，可以暫時將

降雨保留在土裏，供應樹木生長所需，也可以慢慢排出雨水，作為天然的隱形滯洪池 

 

 

 

 

 

 

 

 

 

 

 

 

 

 



研究七：觀察不同粒徑的沉積層的坍崩情形 
想法： 

沉積的礫石、砂、泥土形成沉積層後，並不是就此穩定下來。有時因雨或河道的改變，對沉積層

會產生侵蝕或崩坍的情形。我們想知道礫石、砂、泥土的沉積層在水的沖刷之下，坍崩的程度與

形式，所以設計了這個實驗。 

 

一、實驗器材 

1.不同顆粒大小的沉積物：取等量的細礫（或略大於細礫）、小礫、砂和土各 1公升。           

2.以塑膠盒排列成十公分的正方體，作為稍後沉積物放置的空間。 

3.水量控制：以水筒盛水，以開關控制水流出速度來模擬降雨環境。(照片) 

4.將泥土、砂、小礫分別放置在壓克力盒中壓實，倒在排列好的正方體空間中。(照片) 

5.將水管放在準備好的正方體上方，分別對小礫、砂、泥土的結構體沖刷，觀察結構體坍崩的情

形。 

6.在結構體上方放置衛生紙一張，模擬土地上的植被，進行沖刷實驗。 

 

二、實驗結果 ：  

1.最容易被水沖刷而產生坍崩的是泥土，其次是砂，再來礫石。 

2.在降水過程中，原本的立方體側邊漸漸坍崩，呈現像沖積扇的形狀。礫沖積扇由小到大依序是

礫石、砂、泥土。其中泥土對水的沖刷幾乎沒有辦法維持原來的形狀，一直被流失。而礫石層只

有一開始有小規模的坍崩，之後就維持穩定的結構，沒有再繼續被水流改變高度(如圖)。 

 

   
準備供水的水桶，使用開關控

制供水速度。 

量取一公升的材料，放在壓克

力盒內壓實。 

在沉積層上放置衛生紙棤擬土

地上的植被 

   
礫石 砂 泥土  



  
礫石在經水流的沖刷後形成小規模的坍崩 砂子在經水流的沖刷後形成比礫石層大的坍

崩範圍。 

  
砂石層在衛生紙的保護之下，經水流的沖刷後

結構沒有太大的坍崩。 

泥土在經水流的沖刷後形成大規模的坍崩，形

成很大範圍的扇形沖積扇 

三、討論： 

礫石所組成的沉積層對雨水的沖刷有比較好的抵抗力，豐丘村所在的沉積層有觀察到數層高約 2

公尺厚的巨大礫石層，推測豐丘村上部落的地層因有礫石作為地基，所以經幾千年、萬年的時間，

也沒有坍崩掉。 

使用衛生紙模擬植被保護地層，有很明顯的效果，証明對植物的保護，其實也是對居民居住土地

的保護。 

 

 

 

 

 

 

 

 

 

 

 



肆、結論與建議 
結論： 

1、從地質觀察可知，豐丘村的邊緣有很厚的礫石層，推測為河川沖積而成。礫石層的岩石組成

大小不一，顯示陳有蘭溪的水流量有很大的變化，或曾不定時的發生巨大水災。上部落沖積

扇的形成可能已經有幾萬年了，下部落則比較年輕。區域內可發現明顯構成岩壁的板岩、頁

岩、泥岩結構。河川中可撿拾到很多的沉積岩石頭。河流切面的岩壁有些呈現近 90度的摺

曲，顯示這裏的地質活動很劇烈。 

2、豐丘村上部落沖積扇邊緣有許多坍崩的現象，規模的大小推測跟植被有無破壞、人為活動頻

率有關。因豐丘村地處的沖積扇有多層的巨大礫石沉積層，所以地層相對穩固，即使千年、

萬年的時間，也沒有因為地表的侵蝕作用而消失。 

3、豐丘村上部落沖積扇與山坡接連處有發現許多化石遺跡，如貝類、珊瑚；下部落溪床也有發

現一些，顯示在很久以前，豐丘村所在地有可能曾在海底下，經地殼變動、造山運動才慢慢

浮出海面，形成現在的地貌。 

4、在礫石、砂、泥土的排水能力實驗中發現：排水能力為礫石＞砂＞泥土；含水能力為泥土＞

砂＞礫石。泥土有較好的含水功能，礫石有較好的排水功能。 

5、在不同粒徑沉積層的坍崩實驗中觀察到：礫石層在水的沖蝕下，有較好的穩定度，不易坍崩。

不像砂及泥土在含水量太高時，容易產生坍崩或土石流的現象。在實驗也可觀察到，以衛生

紙代替地表植被時，可有效減緩發生坍崩的速度及規模。這告訴我們，生活周遭的植物會保

護我們居住的土地，保護樹木，樹木也會保護我們。 

 

建議： 

    陳有蘭溪兩岸的地質有不小的差異，沿岸有許多的部落，其中一定有很多的祕密等著我們  

去發掘。



研究參考資料 

一、中文書籍 

1.  何春蓀 。臺灣地質概論。第二版。臺北 。  

2. 南一出版公司編輯部 。自然與生活科技第九冊第四單元，流水的作用。 

 

二、網路資源 

北一女中地球科學網站: 地科教室 

http://earth.fg.tp.edu.tw/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學習資源 

http://edresource.nmns.edu.tw/ShowObject.aspx?id=0b81a1f92d0b81da1da8 

臺灣地質知識服務網 2012 

http://twgeoref.moeacgs.gov.tw/GipOpenWeb/wSite/mp 

阿山的地科研究室 

http://ashan.gl.ntu.edu.tw/chinese/GeoNews/TauTzu/index-TauTzu_02.html 

中央地質調查所全球資訊網 

http://www.moeacgs.gov.tw/plan/view.jsp?plan=3 

http://earth.fg.tp.edu.tw/
http://edresource.nmns.edu.tw/ShowObject.aspx?id=0b81a1f92d0b81da1da8
http://twgeoref.moeacgs.gov.tw/GipOpenWeb/wSite/mp
http://ashan.gl.ntu.edu.tw/chinese/GeoNews/TauTzu/index-TauTzu_0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