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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4 學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末報告大綱 
計畫名稱： 國家寶藏(二)東臺灣寶玉石之科學特性及實驗模組研發 
主持人： 周裕欽 電子信箱： ching591@gmail.com 
共同主持人： 廖品蘭 
執行單位：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一、計畫執行摘要 
1.是否為延續性計畫？是    □否 

2.執行重點項目： 鄉土性科學教材之研發及推廣 

3.辦理活動或研習會等名稱: (一)卑南遺址公園探究活動(二)東臺灣寶玉石的科學特性與文化價值講座 

(三)石門山火山地質研習 

4.辦理活動或研習會對象：(一)學生  (二)教師  (三)教師 

5.參加活動或研習會人數：(一)160   (二)40    (三)40 

6.參加執行計畫人數：240 

7.辦理/執行成效： 
本研究旨在探討東臺灣寶玉石的科學特性與文化價值。累積一年的研究結果，我們發現臺灣閃

玉可依照色澤與質地特性區分成「青玉」、「臘光」、「貓眼」閃玉三類，如果再加上其共生礦，則可分

離出「墨玉」等四大類。第一年的研究發現，不同類型的臺灣閃玉具有不同的光學及結構特性；同時，

研究者也發現存放在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內的典藏臺灣古玉，也能夠依照此標準，將古玉進行有

系統的分類。若從現代人的眼光來鑑賞史前館內的典藏玉器會發現，質地較佳的貓眼閃玉、青玉及臘

光玉等類古玉，絕大多數是被用於製作成耳飾、墜飾及手環等飾品；而質地一般的臺灣玉及墨玉，則

多數被製作成生活器具類的工具。這讓研究者產生一連串的想法，推論 3000 前的史前文化時期，治

玉工匠已具備如同現代人一般對於高品質玉器的審美觀，同時，是否也可能會使用韌性極佳的臺灣玉

做為鑽玉的材料，透過以石攻石的策略，對臺灣古玉進行鑽孔? 
   

人獸形耳飾/青玉 鈴形玉飾/青玉、臘光、貓眼 玉簇/臘光玉 

 
 

 

玉箭/臺灣玉 玉簇/墨玉 葉形飾/貓眼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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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們發現 3000 多年，全島已經流傳許多精美的臺灣閃玉飾品。而位於花蓮的支亞干遺址

竟是臺灣史前時期最大的「玉器加工區」，這讓我們感到驚訝不已。究竟是怎樣的機緣，讓住在花蓮

的先住民們，掌握得天獨厚的機會，發展出這麼大的玉器加工基地呢? 也就是這些想法，使得我們想

進一步了解支亞干遺址附近有哪些天然的素材，能夠鑽穿臺灣玉，以解開古人冶玉工藝的神秘面紗。 
在閱讀文獻的初期，我們分析臧振華、葉美珍(2005)在卑南玉器圖錄書中所收錄的 167 件臺灣史

前玉器，發現共有 153 件玉器鑽孔，換算成鑽孔率高達 91%；且玉耳飾、棒飾、管珠及環飾所出現的

鑽孔方式與大小均不一樣。玉鈴、管珠鑽孔的孔徑約在 1-2mm 之間、棒型玉飾孔徑 1~3mm 之間、方

形耳飾孔徑 3mm~5mm，管型玉飾孔徑介於 4mm-6mm 之間。這麼小的孔徑，在沒有鐵器的時代，究

竟玉工匠是使用那些材料鑽出來的呢？為尋找此一答案，我們調整並設定了第二年的研究焦點，決定

展開今年度的史前鑽玉材料研究之旅。 

二、計畫目的 
根據上述之研究背景，本 104 學年度之研究目的如下： 

目的一：持續探究臺灣玉及玉髓礦物所展現的科學特性及效應。 

目的二：模擬 3000 年前史前治玉工藝/鑽頭材料的考古實驗科學。 

三、研究方法 
第一階段：臺臺灣灣閃閃玉玉科科學學及及考考古古資資料料蒐蒐集集、、閱閱讀讀 

蒐集與閱讀臺灣閃玉之科學與考古資料，從中歸納並分析臺灣閃玉等礦物的特性，以利進行後

續實驗發現後的理論與實際對話。 

第二階段：臺臺灣灣閃閃玉玉及及玉玉髓髓地地質質調調查查 

分就臺灣玉及玉髓之地質條件進行調查。臺灣玉地質條件調查主要區域在花蓮縣壽豐鄉；玉髓

地質調查區域在於花東海岸線(臺 11 號公路)。透過實際的地質景觀調查，蒐集彙整造山運動所遺留

下來的地質樣貌與證據，並加以統整，以利後續之推廣。 
 
第三階段：臺臺灣灣閃閃玉玉之之科科學學實實驗驗  
將地質調查採集之礦物標本處理成實驗所需要之鑽棒，接著進行各種材質鑽棒的鑽育實驗。 

四、研究成果 
表一、本研究各項成果摘要表 
 具體研究內容 百分比 說明 

一 臺臺灣灣閃閃玉玉科科學學及及考考古古資資料料蒐蒐集集、、閱閱讀讀 110000%% 持持續續蒐蒐集集資資料料進進行行中中 
二 臺臺灣灣閃閃玉玉及及玉玉髓髓產產地地之之地地質質特特性性調調

查查 
110000%% 支支亞亞干干溪溪沿沿岸岸礦礦物物硬硬度度調調查查 
110000%% 白白鮑鮑溪溪上上游游礦礦區區地地質質調調查查 
110000%% 海海岸岸山山脈脈嶺嶺頂頂地地質質調調查查 
110000%% 石石門門山山火火山山岩岩地地質質調調查查 

三 臺臺灣灣閃閃玉玉之之文文化化及及科科學學特特性性教教學學 110000%% 學學習習單單((學學生生//115500 人人)) 
臺臺灣灣閃閃玉玉考考古古科科學學實實驗驗//鑽鑽孔孔實實驗驗 110000%% 鑽鑽頭頭材材料料實實驗驗((科科展展，，學學生生將將參參與與 772255//2299 日日桃桃園園國國展展)) 
推推廣廣教教育育活活動動 110000%% 東東部部玉玉石石的的特特性性與與文文化化價價值值教教育育講講座座//教教師師 

110000%% 石石門門山山地地質質考考察察活活動動//教教師師 

110000%% 國國立立台台灣灣史史前前文文化化博博物物館館專專題題講講座座//研研究究員員與與館館員員 
110000%% 文文章章發發表表與與媒媒體體報報導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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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完成四場地質調查活動 
 

  

支亞干遺址調查 支亞干遺址調查 支亞干遺址調查 

 
支亞干右側河階地調查 支亞干溪河床地質調查 支亞干溪河床地質調查 

  
白鮑溪上游台灣玉地質調查 石門山及東海岸玉髓地質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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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完成鑽孔材料實驗 

  

 

  
 
(三)辦理推廣教育活動 
1.教師部分：完成一場東岸玉石的科學與文化講座，參與教師：40 人。 

   

 



 
五 

2.學生部分：完成一場台灣玉的科學及文化價值講座，並搭配六年級的畢業旅行，設計一套台灣玉探

索活動教材，指導學生完成「卑南考古公園探索活動」，參與學生 160 人/次。 

    

  

(三)受邀擔任講座/2016.02.25/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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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邀撰寫認識台灣珍貴玉石—臺灣玉貓眼。珠寶世界雜誌(Jewlry world,70,pp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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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及建議 

建議:未來議題發展，宜加入東海岸玉髓特性與文化探究之課題 

石英(Quartz)是地表最常見的礦物之一，主要成分為二氧化矽，晶體為六面體菱形柱，通常形成

於火成岩、變質岩和沉積岩中；從透明到半透明，並帶有玻璃光澤。水晶為透明柱狀，有多種顏色。 
在去年探究臺灣玉文化價值的過程發現，台東縣「長濱文化」考古出土許多玉髓的切、割、刮

器，證明了台灣先民早在 10000-15000 年前即已使用玉髓礦物作為生活工具。由於玉髓屬於石英質礦

物，莫氏硬度高達 7 度，若與硬度介於 6-6.5 的臺灣玉相較，明顯稍硬許多。從’’以石攻石’’的邏輯角

度來思考，我們發現先民是有可能採用玉髓礦物來做為台灣玉的鑽、切、鋸等媒材的，此等美麗的礦

物，在台灣的歷史發展中能否和台灣玉一樣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實值得近一步的關注。 

   
10000-15000 年前長濱文化出土的

刮削器：材質全為玉髓 
10000-15000 年前長濱文化出

土的尖器：材質全為玉髓 
10000-15000 年前長濱文化出土

的磨製石器：材質為片岩及玉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