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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透過資料蒐集、訪談與實地採集，再經由科學驗證之方式，深入了解武界、觸口 

與澐水、茂林三地龍紋石的分布與特性。 

從龍紋石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到：武界主要採集區域在武界壩、一線天，其金沙龍紋石質 

地優良；觸口的主要採集區在地久橋下，往前約 10 公尺處，有較多的砂質龍紋石，部分是貝

化龍紋石；澐水採集區在澐水溪溫泉下游約 4-5 公里處，此處大部分是貝化龍紋石，較緻密

且好磨製；而茂林的採集區以多納部落溫泉溪為主，較易撿到白龍紋石，有較大的角金龍紋

石。 

嘉義的八掌溪流域，一直以來是熱門的化石採集點，本研究率先發表嘉義具有特色的貝 

化龍紋石，期望透過本研究能讓大家看到嘉義的美，更讓家鄉人對土地有一份認同感並珍惜

愛護家園。 

 

壹、研究動機 

上次參加科展，我們研究了武界龍紋石，對龍紋石做了系列探討以及特性的辨識，在訪 

談的過程裡，我們感染到龍紋石專家守浪老師對龍紋石的滿滿熱情，與組員們一起克服困難

與撿到龍紋石喜悅的成就感，都讓我們難以忘懷。 

龍紋石的主題與本學期自然課程的岩石與礦物單元內容相關，我們決定繼續深入研究這 

美麗的石頭，而在資料蒐集、採集的過程裡，我們發現龍紋石的分布除了在南投武界、高雄

茂林外，連我們的故鄉嘉義觸口、澐水一帶也有呢！因此，我們延續對龍紋石與故鄉土地的

熱愛，將龍紋石的採集地點範圍擴大，探討武界、觸口與澐水、茂林三地龍紋石的分布，以

及這三個地點採集出的龍紋石特色做比較，拼湊出龍紋石在臺灣更清晰的圖像。 
 

*作品相關性： 

1. 康軒六上  第七冊  第三單元  大地的奧秘     

2. 康軒六上  第七冊  第一單元  天氣的變化     

3. 康軒五上  第五冊  第四單元  力與運動 

4. 康軒五下  第六冊  第二單元  燃燒與生鏽 

5. 康軒六下  第八冊  第三單元  生物與環境 
 

貳、研究目的 

研究一：探討武界龍紋石的分布與特色 

研究二：探討觸口、澐水一帶龍紋石的分布與特色 

研究三：探討茂林龍紋石的分布與特色 

研究四：武界、觸口與澐水、茂林三地龍紋石的基本特性測量 

研究五：龍紋石晶型顆粒大小的結晶模擬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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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與器材 

相機、夾鏈袋、便條紙、塑膠袋、鑿石器、鋼釘、龍紋石、顯微鏡、塑膠針筒、電子秤、酒

精、燒杯、影印放大尺、固定架、滴管、透明細玻璃管、自製體積測量刻度放大器、各型號

砂紙、砂輪機、拋光機、拋光膏、鑽石磨片、手持電鑽、雙面膠帶、天然樟腦粉(Camphor 

Powder)15g 、氯化銨(Ammonium Chloride)3.75g、硝酸鉀(Potassium Nitrate) 3.75 g、蒸餾水49.5ml、

乙醇 95%( Ethyl Alcohol / Ethanol) 60ml、燒杯、攪拌棒、手套 1 個、含蓋可密封玻璃瓶 3 個。 
 

肆、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文獻資料的蒐集 

(一) 基本資料 

根據我們上一篇科展作品<台灣國寶龍紋石─武界龍紋石的材質及特性辨識>的龍紋石 

定義：龍紋石是一種板岩或頁岩中侵入多種金屬與石英岩而構成的岩石，呈現出金、玉、石

共生的樣貌；而岩石表面形成特殊紋路，就像雷神落下的鋼鐵般眼淚，再經人間千百年淬煉

成龍紋圖樣般，因此又有「雷公的眼淚」之稱。 

臺灣歷經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浩劫，礦脈斷裂，原石難以取得，使得原本產量銳減，也 

更顯龍紋石的珍貴價值；而龍紋石主要可在臺灣的濁水溪和荖濃溪以及濁口溪河床找到，它

會隨著大水的沖刷，從高山上被帶下來，因此，在河床中翻找龍紋石是常見取得龍紋石方式。 

表一  龍紋石的基本性質描述 

項   目 說            明 

名稱由來 
金、玉、石共生的樣貌且礦體呈現龍麟紋樣，因此被稱為龍紋石；亦像雷神落

下的鋼鐵般眼淚，因此又有「雷公的眼淚」之稱。 

別名 愚人金、雷公的眼淚、幸運石。 

顏色 金黃色(未氧化)。 

密度 龍紋石所含的黃鐵礦俗稱愚人金，金黃色，金屬光澤，它的比重只有 5.02。 

硬度 龍紋石的平均硬度比石英(摩氏硬度表，指數 7)還軟，約 5.5 – 6。 

成分 
礦體成分約為鐵 50.12％、硫 49.64％，經由專家化驗其生成金屬，內含有包括

金、銅、鐵、鋅等成分。 

晶形 等軸晶系，常呈立方體、五角十二面體或八面體晶形。 

解理 無。 

斷口 參差不規則狀。 

條痕 條痕即磨成粉末的顏色，為黑色。 

(二) 科展 

1. 全國科展 

我們查詢歷屆全國科展的作品，以龍紋石、地區(武界、八掌溪、觸口、澐水、茂林)為 

關鍵字或有關地質方面的研究文章做搜尋，並無發現以龍紋石為對象的資料，因此將同類之

研究較有相關者的作品做整理，希冀能站在巨人肩膀上，並對我們的研究有所裨益，茲將資

料列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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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全國科展歷屆作品文獻搜尋表 

屆別/組/科別 名稱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目的 研究結果 

第 56 屆 

國中組 

地球科學科 

搶救台灣國

寶石─螺溪

石的辨識及

其特性之研

究 

螺溪石與其

他溪石 

1.利用兩礦物互相

刻 劃 方 式 得 知 硬

度，並利用排水法

測量密度。 

2.觀察不同溪石水

珠 蒸 發 、 擴 散 速

率。 

3.利用宣紙進行墨

液吸附實驗。 

4. image J 分析墨液

的成色。 

5.墨液凝固點的觀

察。 

1.探討螺溪石與

其他溪石基本特

性、顆粒與針鋩的

差異。 

2.探討螺溪石與

其他溪石在水分

擴散、蒸發速度、

墨液色層、墨液凝

固點上的差異。 

1.螺溪石岩性屬頁岩，部分

為輕度變質泥質板岩，螺溪

石礦體組成排列為片狀，其

粉末為白色，組成礦物的顆

粒與磷酸鈣之針鋩分布均

勻、縝密，所以易下墨與發

墨。 

2.片狀層隙能涵養水分，質

地細緻吸水度低與水滴與空

氣接觸面積小、因此有儲水

不耗之特性。 

第 51 屆 

國中組  

地球科學科 

走訪「八掌

溪觸口斷層

現象之地層

位態變化與

牽引褶皺」

之研究 

八掌溪 

觸口 

褶皺 

1.現場考察 

2.室內模擬實驗 

1.研究八掌溪觸

口段河水的侵蝕

作用。 

2.研究六重溪岩

層岩性與化石。  

3.研判觸口斷層

走向及局部斷層

的改向。 

4. 製 作 研 究 模

型，幫助地質分

析。 

1.河水下切侵蝕因上部河床

堆積，和現今溪流差距約十

公尺，岩壁光滑度可了解沖

刷挾帶的泥沙。  

2.六重溪岩層由砂質泥岩組

成，粉末細，易受水流侵蝕，

層理不明顯，需礫石層研判

位態。主要化石有貝類，螺

類和有孔蟲。 

3.斷層在此處有大轉彎，十

分凌亂，具不同緊密褶曲，

斷層轉彎力量來自左右，則

上下力量方向不同。  

4.六重溪為一斷層且斷層發

生時間較地層形成時間晚。 

第 56 屆 

國中組 

地球科學科 

凡走過必留

下痕跡 

竹山地區地

形演育與活

動構造，針對

竹山河階與

構造之相關

性做研究 

1.河階構造議題 

2.文獻收集整理 

3.擬定相關研究 

方式： 

a.分析地形演化 

b.釐清河階構造相

關問題 

c.繪製河階、斷層數

化檔 

d.測量河階與活動

構造 

e.擬定野外實察路

線 

4.研究結果整理 

5.討論竹山地區河

階流向與地形演化

趨勢 

6.結果討論與未來

改進方向 

(1)竹山地區地形

面、河階對比與活

動構造調查。  

(2)撓曲崖與活動

構造關係 (3)竹山

地區高位河階對

比探討。  

(4)回推竹山地區

古環境之地形演

育。 

一、野外調查河階對比結果: 

河階對比方式採用陳于高

(1988)4 之方式，由最低位河

階當成 FT1 依此類推上去，

初步認定此區低位河階共 9

階，高位河階 6 階，此區之

河階總數共 74 個。前人研究

LT3 面約為 9 萬年，若竹山

能用此數據對比，則代表 9

萬年前濁水溪的流域面積

大，而在 FT2 時，濁水溪流

域面積再度到達高峰。 

二、數值地形(DTM)分析結

果 : 發現凡有被斷層切過 

的河階，階面大都出現撓曲

現象，則無撓曲現象發生。 

三、野外調查河流遷徙狀況 

四、低位河階與街尾圳古流

路方向分析結果: 證明街尾

圳是從西向東逐漸遷移，可

證明北邊先抬升而依次向東

南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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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住民雲端科展 

查詢原住民雲端科展，發現有一件作品是與龍紋石為研究對象，即是第九屆佳作作品， 

以下是其作品資料整理：   表三：原住民雲端科展作品文獻搜尋表 

屆別/組 名稱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目的 研究結果 

第九屆原住

民雲端科展 

國中組 

尋找龍紋石

破天驚 

龍紋石 1.透過文獻史料的

蒐集與專家及族人

的專訪。 

2.比較與市售硯台、

墨液進行比較，透過

科學的實驗與觀，對

龍紋石進行更深入

的研究。 

1.探討龍紋石名

稱的由來。  

2.探討龍紋石的

分布區域及周圍

地貌與地層。  

3.探討如何有效

的辨識及採集龍

紋石。  

4.探討龍紋石與

其他溪石的基本

岩性是否有差異。  

5.探討龍紋石硯

台墨液與市售硯

台墨液及市售墨

汁是否有所差異。 

1.龍紋石的圍岩為硬頁岩，

並與玉髓及金屬礦物共生。 

2.龍紋石的  岩石組成以片

狀硬頁岩為主，並有整塊結

晶金屬或小片凌亂分布於硬

頁岩中，及沁黃色或乳白色 

玉髓夾在其中。 

3.其墨液實驗，實驗顯示較

市售硯台容易下墨與發墨，

色澤也較黑，易被宣紙吸附 

，在溫度約 3℃左右會結冰，

屬觀賞石硯台。 

二、專家訪談 

在許多臉書的龍紋石社團裡，我們訪問了團員多且更新頻繁的龍紋石交流社社團石友吉 

男，他有為數不少的白龍紋石，據說是南部石友致贈，他說這白龍紋石非常漂亮，雕琢成各

種造型十分有趣。 

另外針對各地區龍紋石的差異性，在訪談龍紋石藝師朱文輝老師時，他提到：龍紋石的 

差異取決於四點，分別是板岩的硬度、玉質部、金屬的密度、氧化量；而茂林區的板岩在臺

灣來說質地優良，部落的溫泉溪是他常撿拾採集的地點。 

三、地層概況 

以下整理<台灣國寶龍紋石─武界龍紋石的材質及特性辨識>、維基百科、嘉義縣地質與 

化石介紹(一)、尋找龍紋石破天驚的文章中，揭示了武界、觸口、茂林一帶的地質特性： 

表四  武界、觸口、茂林一帶的地質特性 

地點 武界-位於南投縣 觸口-位於嘉義縣 茂林-位於高雄縣 

 

 

 

 

 

 

地質 

特性 

根據何春蓀與劉桓吉文章中我們

得知，臺灣西部山麓地帶係第三

紀(上新世及中新世的合稱)為未

變質的碎屑沉積岩之連續沉積為

主，在脊樑的山脈的西斜面的廬

山層，其年代為中新世及包含一

部分漸新世地層，是受輕度變質

的硬泥岩至厚層黑色至深灰色板

岩為主，板岩劈理相當發達。 

濁水溪因挾帶大量上游的泥砂

與板岩碎屑，所以流水混濁，因

此而得名；上游板岩出露地區河

床寬廣，厚層變質砂岩出露的地

區因抗蝕力強，則常形成峽谷，

如：武界壩即建築在峽谷區 

觸口海拔高度約 280 公尺，有八

掌溪流貫全村，且經觸口形成 90

度急彎，為八掌溪自山區離開，

開始流入平原之谷口所在。 

全村地質由南莊層、六重溪層與

沖積層構成，分別在村治南方與

西北方有出現臺地，由以八掌溪

北岸形成番路臺地最大，屬臺地

堆積層。 

嘉義縣自阿里山公園至觸口村

牛埔一帶，因地質環境特殊，阿

里山地區的地層，經中央地質調

查所調查結果，包括達邦層、南

莊層、桂竹林層(大窩細砂岩段) 

等。 

(一) 根據本地鄉誌記載，茂林區

境內地層變化不大，東南方近屏

縣霧台鄉與縣延平鄉交界處屬於

始新世之畢祿山層，其餘大部分

中廬各地層依序及岩性說明如

下：  

1. 畢祿山層(新高層)--本地層屬

第三紀亞變質岩系之始新世，岩

層以深灰色板為主偶夾雜少量

硬頁岩與千枚岩並含有層狀或

凸鏡之變質砂岩，板劈理發育良

好，風化後多呈黃灰色及黃 

褐色，易剝離分裂。  

2. 廬山層--本地層屬第三紀亞變

質岩系之中新世，僅少量分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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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質砂岩上。 

而武界以南的地區，分別有栗栖

溪、卡社溪等支流由東向西匯入

濁水溪，其中栗栖溪切穿北北東

走向的厚層砂岩，形成近乎垂直

的陡峭峽谷，當地人稱為「一線 

天」。 

本區以北重要的水利工程為武界

水庫，於 2006 年臺灣電力公司興

建新武界引水隧道工程，引水隧

道係連接原有的武界水庫，將上

游濁水溪及其支流栗栖溪的水引

至日月潭。可以在武界聚落南方

2 公里處，看到河床上方架有綠

色拱橋的水管橫跨濁水溪兩岸，

將水由東向西運至新武界引水隧

道。武界壩以南的濁水溪河谷缺

少來自上游的河水，因此水流量

小，加上大量岩壁崩塌，於是沉

積物大量堆積於河谷內，致使河

床漸趨平緩，成為當地遊憩戲水

的聖地。 

濁水溪與栗栖溪河床中，易發現

板岩表面存有聚集並凸出表面

的黃鐵礦，有的紋路像龍又像

鳳，於是當地人稱為「龍紋石」。

其打磨後，因金屬色澤的圖紋，

具有觀賞價值，常有遊客為此來

撿拾。 

1.達邦層：露出於石鼓盤站，路

標二十五公里附近八掌溪河床，

以深灰色頁岩為主，夾少量薄層

砂岩、泥質砂岩及砂岩與頁岩互

層。 

2.南莊層：露出於阿里山站至公

田村(江某溪)路上，主要岩石為

灰色的砂岩與頁岩，夾有發育不

良的煤層，在公田村附近含有厚

的石灰岩層，常有崩潰的落石，

傾入八掌溪溪谷。觸口水泥公司

以本層岩石為主要材料。 

3.桂竹林層﹝大窩細砂岩段﹞：

露出於觸口村至牛埔村約五、六

公里八掌溪的河道兩側。主要岩

石為泥質砂岩，夾薄層頁岩風化

後，常呈塊狀剝落層面，常有流

痕，含有豐富貝類化石，為臺灣

研究化石的大寶庫。 

根據師範大學胡忠恆教授著《臺

灣貝類化石誌》的資料記載，番

路鄉牛埔村地層修正為六重溪

層，地質年代大約為上新世。 

 

  

利嘉溪下游右岸之主要斷層以

南地區，主要由深灰至黑板岩、

硬頁千枚及或色變質所組成。茂

林區境內地質條件多屬於黏板

區，主要是由黏板岩組成並夾雜

黝黑石英砂岩或硬頁岩，地層則

屬水長流。  

(二) 脊樑山脈地質區：廬板岩帶

潮州層 

潮州層標準剖面位於屏東 縣鎮

方的脊樑山脈，分布於高雄市濁

口溪 -台東縣太麻里溪一線以

南，至屏枋山-台東縣安朔溪的區

域。岩性以板岩或硬頁岩夾薄層

變質沙岩為主，偶夾厚層變質沙

岩 ， 地 層 出 現 許 多 崩 移 構 

造。 

由以上資料，我們可以知道武界地質受輕度變質的硬泥岩、變質頁岩、板岩為主，而武界 

壩建築在峽谷區的變質砂岩上與當地的一線天，都是採集龍紋石的好地方；往南到嘉義採集

地，我們發現嘉義觸口一帶的地質以砂岩與頁岩為

主或互層，而觸口至牛埔約五、六公里處的八掌溪

河道兩側兼有豐富的貝類化石(參考走訪「八掌溪觸

口斷層現象之地層位態變化與牽引褶皺」之研究，

牛埔村經修正為六重溪層，此層以砂質泥岩組成，

粉末細，易受水流侵蝕，層理不明顯)；而茂林區域

則以硬頁岩、變質砂岩、黑板岩為主。 

武界、茂林二地，都是行家龍紋石的採集地，

因居住在嘉義地區，對於石頭、化石的熱 

愛，本組組員曾在觸口化石採集時，發現觸口也有

著龍紋石的存在，也曾在途經的中崙澐水溪溫泉處

發現龍紋石，讓我們更深入的踏入三地龍紋石特性

的探尋。 
                                          表五  台灣西南部地層對比 

                                        台灣西南部地層對比(林殿順，1991 及其引用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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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研究主題探討 

研究一：探討武界龍紋石的分布與特色 

本組分別於 2017-2018 年間共 4 次前往武界採集龍紋石，茲將上次研究報告的採集結 

果再簡明扼要說明，以期與其他地區的龍紋石採集能互為比較並歸結出特性。  

一、戶外採集 

確定採集地點：南投武界的武界壩、一線天。 

規畫採集日期時間：2017 年 10 月 9 日~10 月 10 日、2017 年 11 月 13 日、 

2018 年 8 月 4 日、2018 年 8 月 26 日。 

規劃採集路線圖：如圖 1-1。

 

圖 1-1  武界的採集路線圖 

(一) 武界的地質 

武界地質受輕度變質的硬泥岩、變質頁岩、板岩為主；採集區域以武界壩跟一線天為主，

而武界壩建築在峽谷區兩側的變質砂岩上，一線天最窄處約七公尺，是由栗栖溪切穿北

北東走向的厚層砂岩。 

二、研究問題 

1. 實際了解龍紋石會如何分布在河床中。 

2. 實際了解龍紋石的礦脈及當地岩層的分布情形。 

3. 實際了解武界龍紋石的特色。 

三、研究步驟 

1. 現場與守浪老師討論採集地點及天氣狀況是否適合進行採集。 

2. 規畫採集區，下河床開始採集。 

3. 在採集過程中，用便條紙和夾鏈袋做記錄 (若太大顆可用鋼釘在石頭上做記錄) 。 

4. 比較各個採集區，採集到龍紋石的差異與探討。 

5. 最後將採集到的龍紋石做特性之探討。 

 

研究二：探討觸口、澐水一帶龍紋石的分布與特色 

一、觸口龍紋石的採集 

(一) 戶外採集 

1. 事前準備 

(1) 確定採集地點：嘉義縣觸口村天長地久的地久橋下，往前約 10 公尺處。 

(2) 規畫採集日期時間：2018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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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規畫採集路線圖：如圖 2-1。 

(4) 交通工具：兩輛汽車 

(5) 當地嚮導：2 位指導老師 

(6) 準備物品：相機、溯溪鞋、水壺、乾糧、帽子、外套、夾鏈袋、便條紙、塑膠袋、 

備用衣服、鑿石器、筆、鋼釘。 

圖 2-1  觸口採集路線圖 

(二) 研究問題 

1. 實際了解觸口一帶的地質與岩層分布概況。 

2. 實際了解龍紋石在觸口一帶的礦脈。 

3. 實際了解觸口龍紋石的特色。 

 

(三) 研究步驟 

1. 資料收集與閱讀。 

2. 規畫採集區，下河床開始採集。 

3. 在採集過程中，用便條紙和夾鏈袋做記錄(若太大顆可用鋼釘在石頭上做記錄) 。 

4. 最後將採集到的龍紋石做特性之探討。 

 

二、澐水龍紋石的採集 

(一) 戶外採集 

1. 事前準備 

(1) 確定採集地點：嘉義縣中崙的澐水溪溫泉下游約 4-5 公里處。 

(2) 規畫採集日期時間：2018 年 11 月 7 日。 

(3) 規畫採集路線圖：如圖 2-2。 

(4) 交通工具：兩輛汽車 

(5) 當地嚮導：2 位指導老師 

(6) 準備物品：相機、溯溪鞋、水壺、乾糧、帽子、外套、夾鏈袋、便條紙、塑膠袋、 

備用衣服、鑿石器、筆、鋼釘。 

次要採集區/礦體較大 

 
主要採集區/可看見砂質

泥岩龍紋石礦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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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澐水的採集路線圖 

 

 
圖 2-3  八掌溪支流澐水溪 

(二) 研究問題 

1. 實際了解澐水一帶的地質與岩層分布概況。 

2. 實際了解龍紋石在澐水一帶的礦脈。 

3. 實際了解澐水龍紋石的特色。 

(三) 研究步驟 

1. 資料收集與閱讀。 

2. 規畫採集區，下河床開始採集。 

3. 在採集過程中，用便條紙和夾鏈袋做記錄(若太大顆可用鋼釘在石頭上做記錄) 。 

4. 最後將採集到的龍紋石做特性之探討。 

 

研究三：探討茂林龍紋石的分布與特色 

茂林地區地點的選取，根據「尋找龍紋石破天驚」一文提到濁口溪七個河床皆可以採集 

到龍紋石(如圖 3-1)，但以多納溫泉溪(河床位濁口溪支流，昔日溫泉勝地)，所採得之龍紋石

樣式最佳；因此，本組以茂林多納的部落溫泉溪為主要採集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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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濁口溪所處的龍紋石採集區域(資料來源：尋找龍紋石破天驚) 

一、 戶外採集 

(一) 事前準備 

1. 確定採集地點：高雄茂林多納部落溫泉溪。 

2. 規畫採集日期時間：2018 年 11 月 30 日。 

3. 規畫採集路線圖：如圖 3-2。 

4. 交通工具：五輛汽車 

5. 當地嚮導：2 位指導老師  

6. 準備物品：相機、溯溪鞋、水壺、乾糧、帽子、外套、夾鏈袋、便條紙、塑膠袋、 

備用衣服、鑿石器、筆、鋼釘。 

 

圖 3-2  茂林的採集路線圖 

二、研究問題 

1. 實際了解茂林一帶的地質與岩層分布概況。 

2. 實際了解龍紋石在茂林一帶的礦脈。 

3. 實際了解茂林龍紋石的特色。 

三、研究步驟 

1. 資料收集與閱讀。 

2. 規畫採集區，下河床開始採集。 

3. 在採集過程中，用便條紙和夾鏈袋做記錄(若太大顆可用鋼釘在石頭上做記錄) 。 

4. 最後將採集到的龍紋石做特性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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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四：武界、觸口與澐水、茂林三地龍紋石的基本特性測量 

我們想知道為什麼大石頭後面或縫隙，容易找得到龍紋石，所以我們測量龍紋石的質量、  

體積、密度，並與一般石頭來做比較；另外我們也想了解武界、觸口與澐水、茂林三地龍

紋石的密度是否有差異。 

一、密度實驗 

(一) 準備材料：針筒(無針)、橡皮擦、透明細塑膠管、電子秤(可測到小數點後兩位)、固定架、 

放大影印尺、經過篩選可放進針筒的小顆龍紋石、滴管、酒精。  

(二) 研究問題： 

1. 了解為什麼大石頭後面或縫隙，容易找得到龍紋石呢？  

2. 各地區龍紋石密度差異為何？ 

(三) 實驗步驟：  

1. 質量： 

(1) 用電子秤量出龍紋石的質量。  

2. 體積： (自製體積測量刻度放大器，如圖 4-1；體積的測量步驟，如圖 4-2)  

(2) 針筒裡加入 10毫升的酒精 (酒精較無氣泡發生的情形，所以測量體積改用酒精，  

而不是水)。  

(3) 將測量好質量的龍紋石，放入量好 10 毫升酒精的塑膠針筒內。  

(4) 將活塞壓下，排出空氣，減少誤差。  

(5) 利用 1 克水的體積是 1 立方公分，在電子秤上先量透明細塑膠管重量，利用在電 

子秤上操作再加入 1 克水到試管中，之後量取透明細塑膠管中 1 克水長度為 11.30

公分，利用放大影印尺 113%，即放大尺上 100 小刻度的細塑膠管容量為 1 立方

公分，也就是 1 小刻度的容積是 0.01 毫升，所以可以準確測得不規則物體體積到

小數點第二位，提高體積測量的準確性。  

(6) 量體積：先將未放入龍紋石的塑膠針筒活塞下緣壓到切齊 10 毫升時，細塑膠管 

中水位上升的位置在活塞柄上做黑色記號線，後取下活塞並放入龍紋石後，再將

活塞下壓切齊到整數的刻度，記下細塑膠管中水位上升的放大尺刻度後，換算出

測量體積。 

3. 密度： 

(7) 將測量出的質量與體積相除，即可算出該物體的密度。 

   
1. 未加水前細塑膠管為 2.86g 2. 加入 1g 水後總重量為 3.86g 3. 利用直尺測量 1g 水在細塑膠 

管中的長度為 11.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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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直尺放大影印 113%倍 5. 做成 100 小刻度的長度為 11.3 

公分的量尺，即可利用細塑膠

管測量 1cm
3 內的液體體積 

6. 自製完成「體積測量刻度放大 

器」 

圖 4-1  自製體積測量刻度放大器 

 

   
1. 用電子秤秤龍紋石的質量 2. 針筒裡加入 10 毫升的酒精 3. 將活塞下緣壓至對齊 10 毫升 

刻度，排出空氣，減少誤差，
量出細塑膠管的計算基準點，
在活塞柄畫上黑線記號 

   

4. 將質量測量好的龍紋石放入測 

量好的酒精內 

5. 量體積：先將活塞下緣，壓到 

對齊針筒刻度到整數的位
置，如上圖活塞下緣是對齊 11

毫升，所以減 10 毫升是 1 毫升 

6. 再加上細塑膠管中上升的水位 

是 26.0 個最小刻度數，除以
100 是 0.260，所以該龍紋石體
積為 1+0.260=1.260(毫升) 

圖 4-2  體積的測量步驟 

二、滴稀鹽酸實驗 

(一) 準備材料：淺盤子、實驗用的龍紋石數顆、稀鹽酸、相機、紙、筆。 

(二) 研究問題： 

1. 了解哪些是含有碳酸鈣成分的貝化龍紋石。 

(三) 實驗步驟：  

1. 八掌溪錐螺金沙龍紋石加稀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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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八掌溪砂質龍紋石加稀鹽酸 

   

3. 澐水扇貝化石金沙龍紋石加稀鹽酸 

   

4. 多納一般龍紋石加稀鹽酸 

   

圖 4-3  滴稀鹽酸實驗 
 

研究五：龍紋石晶型顆粒大小的結晶模擬實驗 

龍紋石是經地熱、火山運動及長時間受高壓而形成的礦石，從採集的龍紋石中我們發現 

龍紋石的結晶顆粒大小各有不同，因此，我們進行結晶模擬實驗，仿岩漿熱液藉以探討龍紋

石結晶大小、結晶速度、形成位置三者之間的關係。 

一、準備材料：天然樟腦粉 15 克、氯化銨 3.75 克、硝酸鉀 3.75 克、蒸餾水 49.5 克、95%酒 

精 60 毫升、燒杯、溫度計、玻璃缸。 

二、研究問題： 

   1.了解龍紋石結晶大小和溫度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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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了解龍紋石結晶速度和溫度的關係。 

   3.了解龍紋石位置和結晶顆粒大小的關係。 

三、實驗步驟： 

   
1.準備量測材料。 2.量好全部的材料 3.分別在燒杯內加入氯化銨、 

硝酸鉀與蒸餾水，攪拌均勻 

   

4.將步驟 3 的材料放置隔水加 

熱，並加入天然樟腦粉、酒

精，攪拌使其均勻溶解。 

5.材料皆均勻溶解。 6.將材料平均裝進瓶子內。 

   
7.完成結晶瓶的製作。 8.將結晶瓶加熱溶解一陣子，使 

其實驗的初始溫度一致。 

9.將模擬高、中、低溫的結晶瓶 

分別放入不同水溫的環境裡。 

  

 

10.五分鐘測量一次各環境水溫 11.觀察細微的結晶變化。 12.完成結晶模擬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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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測量到結晶完全下

沉為止。  

(右至左：高溫、常溫、低溫) 

圖 5-1  結晶模擬實驗步驟 

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研究一：探討武界龍紋石的分布與特色 

一、研究結果 

(一) 武界龍紋石易採集地段 

1. 在武界大壩附近的凹岸後段大石頭區，於大石頭側面、後方易撿到中、小型的龍紋石。 

2. 凸岸後段區易撿到中、大型的龍紋石。 

3. 龍紋石因流速變化減弱易在大石頭和大石頭的縫隙中或後方的位置找到。 

(二) 採集要點 

1. 採集以揀選油亮的紅褐色、礦體大且完整的龍紋石為主。 

2. 金黃、橘金色的立方結晶的金沙龍紋石，也是最佳選擇。 

(三) 龍紋石的採集結果  

磨製前 磨製後 磨製前 磨製後 

    

    

    

圖 6-1 武界龍紋石的磨製前、後對照圖 

二、討論 

1. 要撿龍紋石，首先要先能認識龍紋石的外觀特徵，帶油亮的紅褐色、暗紅褐色或青 

灰色的礦體為佳，或是直接可辨識的土金黃色多晶形和金黃或橘金色的立方結晶的金

沙龍紋石為。 

2. 最好就在離礦區不遠的流域來撿，因為越往下游會有越多的雜石加入而稀釋了龍紋石 

的發現律。 

3. 若是有很多人知道撿的地方，最好能在下過大雨後或洩洪去撿，但要確認安全性。 

4. 在不同區段會有不一樣的撿法，在下過大雨後或洩洪去撿時，可以在在凸岸的後段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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撿到中、大型的龍紋石。在凹岸的後段大石頭區的大石頭側面、後方易撿到中、小型

的龍紋石。 

5. 要挑揀好質地的龍紋石來打磨做成飾品時，要先挑帶油亮的紅褐色、礦體大且完整 

的龍紋石，或是金黃、橘金色的立方結晶的金沙龍紋石，打磨後的光亮效果較好。 

6. 龍紋石一般是抗磁性的，不會被磁鐵吸引，但當被加熱過後硫會解離出來，而硫和氧 

作用成二氧化硫飄散，剩下鐵或氧化鐵而有自由磁域，就可以被磁化而被磁鐵吸引。 

 

研究二：探討觸口、澐水一帶龍紋石的分布與特色 

一、研究結果 

(一) 觸口： 

1. 龍紋石採集過程 

   

地久橋下 徒步地久橋下 前進採集區 1 

   

前進採集區 2 前進採集區 3 沿途看到的貝類化石 

   
錐螺化石 貝化龍紋石 海膽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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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口易找到的錐螺化石 布滿大石頭 1 布滿大石頭 2 

   
回程發現到完整的螺類化石 用條痕板辨識出龍紋石 條痕非黑色，顯示不含黃鐵礦 

   
條痕是黑色，顯示含黃鐵礦 龍紋石 在大石頭後方的貝類龍紋石 

   
岩壁上的龍紋石(礦脈處) 另一端地久橋下的大岩塊 大岩塊上有龍紋石 

圖 7-1  觸口採集過程圖 

 

 

 

 

 

 

 



17 

2. 地質與岩層分布概況 

   

被擠壓成垂直走向的岩層。 發現岩層上有銹斑(氧化物)的

礦體，可能就是龍紋石。 

被擠壓的橫向輕度摺皺之岩 

層，這是變質地帶。 

   

受擠壓的變質岩層 岩層上的龍蛋龍紋石(表面有鏽 

斑，條痕是黑色) 

從岩層採集下的龍紋石 

圖 7-2  觸口地質與岩層分布概況圖 

 

3. 採集後經處理的龍紋石 

八掌溪砂質龍紋石(龍蛋) 

   
原礦體--正面 原礦體--正面 成品--正面 

   



18 

磨製後--背面 磨製後--背面 成品--背面 

八掌溪砂質龍紋石 

   

原礦體--正面 原礦體--正面 原礦體--正面放大圖 

八掌溪砂質泥岩龍紋石 八掌溪輕度變質貝化龍紋石 

   

八掌溪貝化龍紋石 

   

原礦體--正面 成品--正面 放大圖--正面 

  
 

原礦體--背面 成品--背面 放大--背面 

圖 7-3  八掌溪的龍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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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澐水： 

1. 龍紋石採集過程暨地質與岩層分布概況 

   
澐水溪 澐水溪岩石堆積現況 澐水貝化龍紋石 1 

   
澐水貝化龍紋石 2 澐水貝化龍紋石 3 澐水貝化龍紋石 4 

   
澐水貝化龍紋石 5 中崙五號橋附近的台三線路邊

鏽紅山壁上所採集的礦體(氧化 

嚴重-未敲擊下來) 

中崙五號橋附近的台三線路邊
鏽紅山壁上所採集的礦體(氧化
嚴重-已敲擊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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澐水溪上游中崙五號橋下的貝 
化龍紋石 

澐水溪上游中崙五號橋下的貝
化龍紋石 

澐水溪上游中崙五號橋下的貝 
化龍紋石 

圖 7-4  澐水採集過程圖暨地質與岩層分布概況圖 

2. 採集後經處理的龍紋石 

澐水化石金沙龍紋石-1 

   
原礦體--正面 原礦體--背面 原礦體--側面 

   
成品--正面 成品--正面 成品--背面 

澐水化石金沙龍紋石-2 

   
原礦體--正面 原礦體--背面 成品--正面 

澐水化石金沙龍紋石-3 

   
原礦體--正面 原礦體--背面 成品--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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澐水貝化輕度變質龍紋石 

   

原礦體--裁切 成品--正面 成品--背面 

澐水貝化變質龍紋石 

   

原礦體--正面 原礦體--背面 原礦--側面 

   
成品--正面 成品--背面 成品--背面放大照 

澐水貝化金塊龍紋石 

   
原礦體--正面 成品--正面 成品--背面 

圖 7-5  澐水的龍紋石 

二、討論 

(一) 觸口 

1. 在採集的過程中，可以從岩層或石頭上的鏽蝕處，去判斷是否是龍紋石，亦可再進 

一步利用條痕板來辨識是否有黃鐵礦的成分，若礦體含有黃鐵礦，條痕應會留下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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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粉末。也可以利用稀鹽酸，來測試是否有石灰岩的成分(研究四)，若有石灰岩的成

分，石頭上會冒二氧化碳氣泡，即是貝化、化石龍紋石。 

2. 觸口一帶可採集到的龍紋石種類有：砂質龍紋石(龍蛋)、砂質龍紋石、金沙龍紋石、 

輕度變質貝化龍紋石、貝化龍紋石。以砂質龍紋石最多，化石金沙龍紋石、貝化龍

塊較少。 

3. 觸口一帶因地層關係，擁有許多貝類化石，我們除了採集到貝化的龍紋石，亦撿拾了 

不少漂亮的貝類化石、錐螺化石、海膽化石。 

4. 在觸口的主要採集區域，我們發現岩壁上有被擠壓的岩層，岩層褶皺處有鏽斑(氧化 

物)，經條痕板測試是為黃鐵礦，此主要採集區龍紋石的礦脈在這斜向岩層內。 

5. 在磨製觸口八掌溪的龍紋石時，我們發現在觸口除了化石龍紋石外，其他質地的龍 

紋石很難磨出鏡面的樣貌，尤其以砂質龍紋石最困難；因砂岩旁會有孔隙，容易氧化，

所以砂岩礦體少有好的龍紋石，另發現貝化龍紋石，在化石晶體上所佔比例少，需切

割加工較繁複。 

(二) 澐水 

1. 澐水一帶可採集到的龍紋石種類有：化石金沙龍紋石、貝化輕度變質龍紋石、貝化 

變質龍紋石、貝化金塊龍紋石。 

2. 在澐水溪上游中崙五號橋下，找到的龍紋石種類都不大一樣，可以採集到較多貝化 

龍紋石。 

3. 根據表五的「台灣西南部地層對比」，我們可以發現觸口地處六重溪層，地質年代 

屬於上新世；而澐水地處中崙層地質年代屬於其下層的中新世。所以，也可以合

理推論出為何我們所採集的龍紋石，澐水的貝化龍紋石質地較觸口緻密。 

4. 根據〈臺灣溫泉露頭資源網〉的資料顯示，澐水的中崙溫泉出露岩性是屬於中  

新世至上新世之中崙層的頁岩、砂質頁岩及泥岩；又嘉義縣中埔鄉景觀綱要計

畫的網頁中提到灣潭、石硦、東興、澐水以及三層村等因為化石地層，皆有化石出

土，出產化石以貝類為主。 

因我們採集的地點靠近中崙澐水溪溫泉，此溫泉位於八掌溪支流澐水溪的上游

山壁上，爬梳以上資料我們可以得知澐水採集的龍紋石多數具有貝化特性。  

5. 我們可以知道，觸口和澐水一帶的岩層由砂質泥岩組成，粉末細，易受水流侵蝕， 

層理不明顯，岩壁較光滑，因此這一帶的龍紋石質地較不緻密。 

 

研究三：探討茂林龍紋石的分布與特色 

一、研究結果 

1. 龍紋石採集過程 

   

整裝待發 往河床方向出發 發現龍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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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白龍紋石 發現氧化體的金沙龍紋石 發現鐵丸 

   

數顆小龍紋石 繼續前往撿拾 散布大石塊的河床 

   

岩壁上有鏽斑，可能有龍紋石 被擠壓垂直的岩壁 龍紋石 

   

大石塊後面可以撿到龍紋石 大石塊後面撿到的龍紋石 大岩塊上的龍紋石 1 

   

岩壁上也能敲下水晶 龍紋石 岩塊上的龍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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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壁上有鏽斑，發現龍紋石 白龍紋石 繼續往鬼斧神工一線天峽谷 

圖 8-1  茂林採集過程圖 

2. 地質與岩層分布概況 

   

傾斜的岩壁 傾斜有斷裂面的岩壁 鬼斧神工外水流橫切的岩層 1 

   
鬼斧神工外水流橫切的岩層 2 鬼斧神工內水流橫切的岩層 1 鬼斧神工內水流橫切的岩層 2 

圖 8-2  茂林地質與岩層分布概況圖 

 

3. 採集後經處理的龍紋石 

茂林角金龍紋石 

   

茂林金沙龍紋石(0.1-0.2cm 角金) 茂林白龍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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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白龍紋石 

   

原礦體--正面 原礦體--背面 成品 1 

   

成品 2 成品 3 成品 4 

一般龍紋石 

   

磨製前、磨製後 1 磨製前、磨製後 2 磨製前、磨製後 3 

圖 8-3  茂林的龍紋石 

二、討論 

1. 茂林有比較多的白龍紋石，也有比較大的角金。 

2. 茂林區域採集下的一般龍紋石，大多較武界不緻密，打磨後放置一 

陣子會有白色針狀物產生，易掉落崩解下來(用顯微晶發現白色鹽類

結晶物及黃色硫化物)，如加水會溶解；一般採集者會將採集回來的

龍紋石，放置半年左右，確定沒有產生白色的氧化物並造成龍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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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裂，才進行龍紋石飾品加工。 

 

研究四：武界、觸口與澐水、茂林三地龍紋石的基本特性測量 

一、研究結果 

(一) 密度測量                 表六  龍紋石密度表 

武界龍紋石 

龍紋石編號 質量 (g) 體積 (cm
3
) 密度 (g/cm

3
) 

1. 6.14 1.750 3.51 

2. 3.38 1.040 3.25 

3. 2.91 0.700 4.16 

4. 10.16 2.620 3.88 

5. 5.01 1.355 3.70 

6. 4.71 1.255 3.75 

7. 6.42 2.075 3.09 

8. 7.79 1.860 4.19 

9. 5.12 1.260 4.06 

10. 2.74 0.745 3.68 

平均 5.44 1.466 3.73 

觸口與澐水龍紋石 

八掌溪貝化金砂龍紋石 

龍紋石編號 質量 (g) 體積 (cm
3
) 密度 (g/cm

3
) 

1. 7.19 2.150 3.34 

2. 5.92 2.100 2.82 

3. 16.78 5.125 3.27 

平均 9.96 3.125 3.14 

八掌溪金砂龍紋石 

1. 9.35 3.280 2.85 

2. 7.52 2.585 2.91 

3. 8.58 2.800 3.06 

平均 8.48 2.888 2.94 

八掌溪貝化龍紋石 

1. 7.26 2.255 3.22 

2. 9.20 2.810 3.27 

3. 5.17 1.540 3.36 

平均 7.21 2.202 3.28 

八掌溪龍蛋 

1. 8.51 2.570 3.31 

2. 10.11 3.320 3.05 

3. 6.73 1.820 3.70 

平均 8.45 2.570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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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掌溪錐螺金沙龍紋石 

1. 7.70 2.105 3.66 

2. 8.24 2.520 3.27 

3. 8.09 1.740 4.65 

平均 8.01 2.122 3.86 

澐水一般龍紋石 

1. 9.16 3.310 2.77 

2. 9.06 3.280 2.46 

3. 10.40 3.215 3.24 

平均 9.54 3.270 2.82 

澐水貝化金塊龍紋石 

1. 2.66 0.820 3.24 

2. 2.95 0.865 3.41 

3. 3.82 1.010 3.78 

平均 3.14 0.898 3.48 

茂林龍紋石 

一般龍紋石 

龍紋石編號 質量 (g) 體積 (cm
3
) 密度 (g/cm

3
) 

1. 4.23 1.300 3.25 

2. 5.58 1.600 3.49 

3. 9.12 2.680 3.40 

4. 8.15 2.315 3.52 

5. 6.61 2.305 2.87 

6. 3.59 1.000 3.59 

7. 9.91 2.505 3.96 

8. 4.55 1.165 3.91 

9. 14.78 3.500 4.22 

平均 7.39 2.041 3.58 

茂林白龍紋 

1. 7.75 2.400 3.23 

2. 3.91 1.250 3.13 

3. 14.58 4.235 3.45 

平均 8.75 2.628 3.27 

一般石頭 

一般石頭編號 質量 (g) 體積 (cm
3
) 密度 (g/cm

3
) 

1. 5.51 1.975 2.79 

2. 4.32 1.480 2.92 

3. 6.42 2.280 2.82 

平均 5.42 1.912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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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滴稀鹽酸檢測碳酸鈣成分 

冒出二氧化碳氣泡 沒有冒出二氧化碳氣泡 

八掌溪錐螺金沙龍紋石 澐水扇貝化石金沙龍紋石 八掌溪砂質龍紋石 多納一般龍紋

石 

    

圖 9-1  滴稀鹽酸檢測碳酸鈣成分 

二、討論 

1. 含較少量黃鐵礦的龍紋石密度越接近一般石頭。 

2. 在八掌溪的龍紋石裡，錐螺金砂龍紋石、澐水的貝化金塊龍紋石，因石質緻密含金量 

高，所以密度較大。 

3. 不同種類的龍紋石，在密度的測量上我們發現離礦脈越遠的龍紋石，其密度越大，因 

為離礦脈越遠的龍紋石，礦體外部的石質容易因搬運碰撞而崩落，留下純度較高的礦

體，所以密度較大。 

4. 八掌溪錐螺金沙龍紋石、澐水扇貝化石金沙龍紋石，因是貝化龍紋石含有碳酸鈣的成 

分，因此用稀鹽酸檢測會冒出二氧化碳氣泡；而八掌溪砂質龍紋石、多納一般龍紋石

不含碳酸鈣成分，所以不會冒出二氧化碳氣泡。 
 

研究五：龍紋石晶型顆粒大小的結晶模擬實驗 

一、研究結果                 表七  結晶模擬實驗結果 

             仿岩漿熱液溫度 

實驗項目 
高溫水(°C) 常溫水(°C) 低溫水(°C) 

起始溫度 70 24 1 

結晶溫度 28 27 9 

結晶所花的時間 135 分鐘 29 分鐘 1 秒 

表八  模擬環境的水溫變化與結晶溫度記錄 

           次數 

仿岩漿熱液溫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高溫水(°C) 55 51 48 47 45 44 41 40 38.5 37 36.5 36 35 34 

常溫水(°C) 24.5 25 25.5 26 26.5 27         

低溫水(°C) 9              

             次數

仿岩漿熱液溫度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高溫水(°C) 34 33 32.5 32 31 31 31 31 30 29.8 29.8 28 28(結晶) 

常溫水(°C)              

低溫水(°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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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水(°C)，結晶顆粒較大 常溫水(°C)，結晶顆粒大小一般 
低溫水(°C)，冷瓶白霧瞬間結晶(結晶
顆粒小，不易集結大塊)。 

圖 10-1  模擬結晶實驗結果 

二、討論 

1. 熱液的外在環境溫度愈高，結晶速度愈慢，但結晶顆粒較大；熱液的外在環境溫度適 

中(常溫)，結晶速度適中，結晶顆粒大小一般；熱液的外在環境溫度愈低(低溫)，結

晶速度愈快，結晶顆粒細小，下沉慢。 

2. 每顆龍紋石的結晶顆粒大小會有所不同，是因為溫度的不同，在熱液冷卻時，上層岩 

因冷卻較快，所以結晶顆粒小；中間岩因冷卻較上層岩慢，所以結晶顆粒中；下層岩

因冷卻最慢，所以結晶顆粒大。 
 

陸、結論  

1. 在武界大壩附近的凹岸後段大石頭區，於大石頭側面、後方易撿到中、小型的龍紋石，而 

凸岸後段區易撿到中、大型的龍紋石；採集以揀選油亮的紅褐色、礦體大且完整的龍紋石，

或是金黃、橘金色的立方結晶的金沙龍紋石為佳。 

2. 觸口一帶因地層關係，擁有許多貝類化石，亦可採集到的龍紋石，以砂質龍紋石較多，化

石金沙龍紋石、貝化金塊較少。 

3. 觸口區域採集的龍紋石以砂質龍紋石為主，質地較不亮，鏽點較多；如要採集貝化龍紋石 

則需要先尋找到貝類化石再觀察有無參雜龍紋石的褐色氧化鏽斑的礦體，一般貝化龍紋石

都大於 30 公分，龍紋石礦體也較分散，所以要採集到質地較好的貝化龍紋石實屬不易。 

4. 在觸口的主要採集區域，我們發現岩壁上有被擠壓傾斜的岩層，岩層褶皺處有鏽斑(氧化

物)，經條痕板測試為黑色是為黃鐵礦，為此次主要採集區龍紋石的礦脈所在。 

5. 在磨製觸口八掌溪的龍紋石時，我們發現在觸口除了石質較細緻的化石龍紋石外，砂質龍

紋石很難磨出光滑的鏡面樣貌；因砂岩本身孔隙較多，故龍紋石礦體容易氧化，所以砂岩

質地的龍紋石少有佳品，另發現貝化龍紋石，其龍紋石礦體所佔比例少，因此切割加工較

繁複，不易處理。 

6. 在澐水溪上游中崙五號橋下，找到的龍紋石種類都不大一樣，可以採集到較多貝化的化石 

龍紋石，亦有少許質地較佳的化石金砂龍紋石。 

7. 茂林有比較多的白龍紋石，也發現比較大的角金龍紋石，大的約有一公分左右，在武界則

未見如此大的角金龍紋石。 

8. 茂林區域採集下的一般龍紋石，大多較武界不緻密，打磨後放置一陣子易有白色針狀物產 

生，易使石質崩裂壞損(用顯微晶發現白色鹽類結晶物及黃色硫化物) 

9. 不同種類的龍紋石，在密度的測量上我們發現離礦脈越遠的龍紋石，其密度越大，因為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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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脈越遠的龍紋石，礦體外部的石質容易因搬運碰撞而崩落，留下純度較高的礦體，所以

密度較大。 

10. 在模擬結晶的實驗裡，驗證了採集到的龍紋石的結晶顆粒為什麼會有大小不同，是因為 

結晶時的環境溫度降溫快慢所致，降溫慢的有較長的時間結成較大的晶體顆粒；降溫快 

的結晶時間短，晶體顆粒較細小分布較廣。 

 

未來研究建議： 

1. 龍紋石不同礦脈溪流之龍紋石異同比較之探討，例如：屏東三地門、宜蘭溪的玫瑰龍紋石。 

2. 龍紋石不同礦脈勘查後探討比對地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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