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板陷阱再探究—獵人篇 

 

摘要 

       我們在學簡易版的石板陷阱(兒童石板陷阱)時，因緣際會得到長老的傳授，學到另一   

   種更複雜的石板陷阱(獵人石板陷阱)。 

      這二種陷阱的外觀相似，設計理念相同，都是利用食物引用動物來觸動機關。但是二 

   種陷阱的材料不同，操作方法也不同。 

      經過一連串的研究之後，我們發現獵人石板陷阱的原理和優點，明白真正的獵人選擇 

   使用複雜陷阱的原因了。 

 

壹﹑研究動機 

    第 53 屆科展那一年，我們的學長學姊研究鄒族一種石板陷阱的科學原理，在比賽中

得到很好的成績。後來在學校中，老師也會教我們操作和練習。 

有一天，有一位長老看到我們在玩那種陷阱，他說你們在玩小孩子的陷阱喔?我們不

懂他的意思，長老解釋說，這種用三支竹片撐起來的陷阱很簡單，很適合小孩子，可是

你們知道嗎?真正獵人不用這種陷阱啦！長老就地取材做了一個更複雜的石板陷阱給我

們看，他說真正的獵人會用這一種。 

我們問長老說：這種複雜的陷阱哪裡好，為什麼真正的獵人會用這一種呢?長老卻叫

我們自己去實驗看看啊！所以我們只好跟隨學長學姊的腳步繼續研究石板陷阱，告訴大

家關於獵人選擇使用「複雜石板陷阱」的原因。 

本研究為了清楚區分二種石板陷阱，53 屆科展那一種，稱之為「兒童石板陷阱」，比

較複雜的這一種，稱它為「獵人石板陷阱」。 

        

 

貳、研究目的 
一、學習「獵人石板陷阱」的使用方法。 

二、探討動物觸動「獵人石板陷阱」的方式。 

三、探討獵人石板陷阱的成功因素。 

四、解析「獵人石板陷阱」所利用的科學原理。 

五、探討獵人石板陷阱」的優點。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陷阱材料：兒童石板陷阱(木板、A 竹片、B 竹片、C 竹片) 

          獵人石板陷阱(木板、Y 型支架、A 樹枝、B 樹枝、長竹片、短竹片、鐵絲) 

實驗材料：拉力秤、彈簧秤、重物、定滑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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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與結果 

 

一、學習「獵人石板陷阱」的使用方法。 

(一) 準備材料如下： 

材料名稱 概略尺寸 特徵與功能 

Y 形樹枝 長 45 ㎝、直徑 2 ㎝ Y 字形樹枝，尾端削尖以便插入土裡面，用來

支撐整個陷阱。 

A 樹枝 長 45 ㎝、直徑 1 ㎝ A 樹枝放在 Y 形樹枝的上面，頭端用來支撐木

板，尾端綁一條鐵絲。 

B 樹枝 長 45 ㎝、直徑 1.5 ㎝ 一端削尖插入土中，一端斜靠 Y 形樹枝。 

長竹片 長 45 ㎝、寬度 1 ㎝ 長竹片是讓小動物觸動的機關，竹片尾端削

尖，為了插住食物(誘餌），操作時長竹片要緊

靠 Y 形樹枝和 B 樹枝。 

短竹片 長 12 ㎝、寬度 1 ㎝ 鐵絲的尾端綁住短竹片，鐵絲的拉力會把長竹

片夾在 Y 形樹枝、B 樹枝和短竹片的中間。 

鐵絲  長 50cm 一端綁在 A 樹枝的尾端，一端綁住短竹片。 

 

 

 

 

 

 

 

 

 

 

 

 

 

長老示範的獵人石板陷阱 

 

(二)操作程序： 

步驟一：將 Y 樹枝插入土中。 

步驟二：將 B 樹枝尖端插入土中，另一端斜靠 Y 樹枝。 

步驟三：將 A 樹枝放在 Y 樹枝上，木板壓住頭端，尾端綁一條鐵絲。 

B 樹枝 
Y 樹枝 

A 樹枝 

鐵  絲 

短竹片 
長竹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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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鐵絲綁短竹片，拉到 B 樹枝的下方。 

步驟五：將長竹片(插著食物)靠著 Y 樹枝和 B 樹枝。 

步驟六：用短竹片卡在長竹片和 Y 樹枝的夾角，陷阱就完成了。 

步驟七：動物來吃食物時，觸動長竹片，木板就會掉下來。 

 

  

兒童石板陷阱 ( 53 屆科展 ) 複雜度更高的獵人石板陷阱 

 

二、比較動物觸動「兒童石板陷阱」和「獵人石板陷阱」的方式是否相同。 

 

(一) 觸動「兒童石板陷阱」的方式 

    根據我們的觀察，並參考第 53 屆全國科展「鄒族獵人的槓桿原理」作品說明書，我們了

解兒童石板陷阱的設計方便右撇子的人操作，動物「向左方施力」最容易觸動陷阱。(參閱第

53 屆鄒族獵人的槓桿原理作品說明書第 16 頁) 

 

(二) 觸動「獵人石板陷阱」的方式 

    獵人石板陷阱雖然架設的方法比較複雜，但是它的的外型和兒童石板陷阱很相似，也用

相同的方法，引誘動物來觸動陷阱。首先我們想知道動物施力的方式是否相同呢 

1、 實驗方法：架設陷阱，把水線綁在長竹片尖端，向不同方向施力，觀察陷阱掉落的情況。 

2、 實驗結果： 

動物施力方向 向左施力 向右施力 向下施力 

10 次平均 394 公克 538 公克 69 公克 

備註 1、木板重量 3800 公克 

3、 討論：學會二種石板陷阱之後，喜歡相互比較，原來動物要觸動陷阱，施力方向不相同， 

       兒童石板陷阱是向左施力，獵人石板陷阱要向下施力才行。 

 

A 竹片 

 

B 竹片 

C 竹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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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向下施力 動物向左施力 

 

三、探討獵人石板陷阱的成功因素 

（一）那些因素會影響陷阱的架設呢？ 

   1、實驗一：B 樹枝的位置會不會影響陷阱架設？ 

   2、實驗結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成功率 

斜靠Y樹枝 ○ ○ ○ ○ ○ ○ ○ ○ X ○ 100％ 

立靠A樹枝 ○ ○ ○ ○ ○ ○ ○ ○ ○ ○ 100％ 

備註 ○—成功，X—失敗 

 

B 樹枝斜靠 Y 樹枝 B 樹枝立靠 A 樹枝 

 

  3、實驗二：短竹片的位置會不會影響陷阱架設？ 

  4、實驗結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成功率 

Y 樹枝—長竹片 ○ ○ ○ ○ ○ ○ ○ ○ ○ ○ 100％ 

B 樹枝—長竹片 ○ ○ ○ ○ ○ ○ ○ ○ ○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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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竹片卡住 Y 樹枝和長竹片 短竹片卡住 B 樹枝—長竹片 

 

  5、實驗三：鐵絲的長短會不會影響陷阱架設？ 

  6、實驗結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成功率 

鐵絲較短 ○ ○ ○ ○ ○ ○ ○ ○ ○ ○ 100％ 

鐵絲適中 ○ ○ ○ ○ ○ ○ ○ ○ ○ ○ 100％ 

鐵絲較長 X X X X X X X X X X 0 

備註 ○—成功，X—失敗 

 

鐵絲較短，A 樹枝向下傾斜仍然可以架設 鐵絲適中，A 樹枝會維持水平狀 

 

  7、實驗四：長竹片的位置會不會影響陷阱架設？ 

  8、實驗結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成功％ 

往上傾斜 ○ ○ ○ ○ ○ ○ ○ ○ ○ ○ 100％ 

水平狀態 ○ ○ ○ ○ ○ ○ ○ ○ ○ ○ 100％ 

備註 ○—成功，X—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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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竹片水平狀態 

 

長竹片往上傾斜 

 

 

  9、實驗五：食物的重量會不會影響陷阱架設？ 

  10、實驗結果： 

 

食物重量 0 公克 20 公克 40 公克 50 公克 60 公克 70 公克 90 公克  

成功率 100％ 100％ 100％ 100％ 100％ 0 0  

備註  

   

11、討論： 

    從以上實驗結果可以看到，獵人石板陷阱雖然複雜，但是樹枝與竹片擺放的位置不會影

響陷阱的架設，只有在鐵絲太長及食物太重的情況下，陷阱才會無法架設。 

 

（二）那些因素會影響石板陷阱掉落呢？ 

1、Y 樹枝的位置會不會影響陷阱掉落？ 

2、實驗結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成功率 

插 在 木 板

外緣之外 

○ ○ ○ ○ ○ ○ ○ ○ ○ ○ 100％ 

插 在 木 板

外緣之內 

X X X X X X X X X X 0 

備註 ○—成功，X—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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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石板陷阱的 A 竹片要插在木板外緣的外

側。 

獵人石板陷阱的 Y 樹枝也要插在木板外緣的

外側。 

 

  3、B 樹枝的位置會不會影響陷阱掉落？ 

  4、實驗結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成功率 

斜靠Y樹枝 ○ ○ ○ ○ ○ ○ ○ ○ ○ ○ 100％ 

立靠A樹枝 X ○ ○ X X ○ ○ X X ○ 50％ 

備註 ○—成功，X—失敗 

 

  5、短竹片的位置會不會影響陷阱掉落？ 

  6、實驗結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成功率 

Y 樹枝— 

長竹片 

○ ○ ○ ○ ○ ○ ○ ○ ○ ○ 100％ 

B 樹枝— 

長竹片 

X X ○ ○ ○ X X ○ X X 40％ 

備註 ○—成功，X—失敗 

 

  7、長竹片的位置會不會影響陷阱掉落？ 

  8、實驗結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成功率 

往上傾斜 X X ○ X ○ X X ○ ○ ○ 50％ 

水平狀態 X X X X ○ X X ○ ○ X 30％ 

備註 ○—成功，X—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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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長竹片壓石頭會不會影響陷阱掉落？ 

  10、實驗結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成功率 

沒壓石頭 X X ○ X ○ X X ○ ○ ○ 50％ 

有壓石頭 ○ ○ ○ ○ ○ ○ ○ ○ ○ ○ 100 

備註 ○—成功，X—失敗 

 

  11、討論： 

  (1) Y 樹枝的作用是支撐整個陷阱的重量，它所立的位置必須在木板外緣的外側，才不會阻

礙木板掉落，這一點和兒童石板陷阱的 A 竹片是一樣的。(參閱第 53 屆鄒族獵人的槓桿原理

作品說明書第 4 頁) 

  (2)B 樹枝有二種立法，二種都可以成功架設陷阱，但是要讓陷阱掉落就不一樣了，斜靠 Y

樹枝成功機率較高，如果是立靠 A 樹枝，則成功率較低。 

  (3)短竹片也有二種放法，都可以成功加設陷阱，但是靠著 Y 樹枝和長竹片時，成功率較高， 

靠著 B 樹枝和長竹片時，成功率較低。 

  (4)長竹片的位置如果水平放置，成功率只有 30％，如果往上傾斜，成功率也只有 50％，這

是一件奇怪的事。 

  (5) 長竹片的外側這一端如果壓石頭，我們看到成功率提高到 100％。 

 

四、探討「人級石板陷阱」的科學原理 

(一)Y 形樹枝和 A 樹枝的關係為何？ 

  1、實驗方法：A 樹枝一端撐住木板，一端以彈簧秤測量拉力。 

  2、實驗結果： 

 木板 

（900gw） 

木板＋1 塊磚 

（3540gw） 

木板＋2 塊磚 

（6720gw） 

木板＋3 塊磚 

（9400gw） 

施力（gw） 140 870 1530 2470 

說   明  

  3、討論：Y 樹枝所立的位置，會讓 A 樹枝形成一個施力臂＞抗力臂的省力槓桿。 

(二)A 樹枝綁鐵絲可以產生多大的拉力？ 

  1、實驗方法：鐵絲繞過 Y 樹枝，測量鐵絲的拉力。 

  2、實驗結果： 

木板重量 木板 

（約 900gw） 

木板＋1 塊磚 

（約 3540gw） 

木板＋2 塊磚 

（約 6720gw） 

木板＋3 塊磚 

（約 9400gw） 

鐵絲拉力（gw） 200 960 2080 2700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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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討論： 

  (1)當木板壓下來時，A 樹枝尾端往上翹的力量，透過鐵絲形成一股拉力。木板愈重時，這 

    股拉力也就愈大。 

  (2)鐵絲再綁上短竹片，這股拉力又藉由短竹片拉住長竹片。 

(三)固定長竹片需要多大的拉力？ 

  1、實驗方法： 

  （1）將 Y 樹枝、B 樹枝固定好之後，將長竹片靠著 Y 樹枝和 B 樹枝。 

  （2）以彈簧秤綁著短竹片，用力去拉住讓長竹片。 

  （3）緩慢減少彈簧秤的拉力，直到長竹片下滑為止。 

  2、實驗結果： 

 

 長竹片 

30gw 

長竹片加食物 

50gw 

備註 

10 次平均（gw） 53.8 320  

  3、討論： 

  (1)我們發現要固定長竹片，只要 53.8 公克小小的拉力就可以固定了。 

  (2)因為實際陷阱的使用，長竹片要有食物才有吸引動物的效果，因此也加一顆 20 公克的砝 

    碼實驗，加砝碼之後，拉力就得增加到 320 公克，才能固定長竹片。 

  (3)綜合四-(二)和四-(三)的實驗，木板只要加一塊磚頭，就有 960 公克的拉力，可以牢牢的 

    固定有加食物的長竹片。 

   

(四)石板重量是否會影響動物施力？ 

   兒童石板陷阱的木板，重量不同並不會影響動物施力，獵人石板陷阱是不是也這樣呢? (參

閱第 53 屆鄒族獵人的槓桿原理作品說明書第 17 頁) 

1、 實驗方法：加磚塊改變木板的重量，測量觸動陷阱所需要的力量。 

2、 實驗結果： 

 

鐵絲拉力 500 1000 1500 2000 

平均施力（gw） 40 53 94 208 

說   明  

  3、討論 

  (1)當拉力愈大時，會把長竹片夾得愈緊，摩擦力愈大，動物的施力也要愈大才能觸動陷阱。 

    這一點和兒童石板陷阱不一樣。 

  (2)因此使用獵人石板陷阱時，要考慮動物的大小與力量的大小，才會是一個好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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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鐵絲的拉力 

 

用磚塊增加木板的重量 

 

(五)長竹片外側壓石頭與不壓石頭有何差別？ 

  1、實驗方法：陷阱架好之後，緩慢拉動長竹片的尖端，特別觀察陷阱失敗時，長竹片位置

的改變。 

  2、實驗結果： 

 

 

                                施力 

             摩擦力        

 

 

                                施力 

   

                 支點 

 

 

沒有壓石頭，尖端向下施力時，長竹片會形成一個輪軸，在原地旋轉而不會掉下來，這種

情況會使陷阱變成失敗的陷阱。 

 

 

                                施力 

                摩擦力        

  壓石頭 

 

 

 

 

 

壓石頭           摩擦力 

 

  支點            抗力        施力 

 

壓石頭之後，尖端向下施力，長竹片會形成一個以石頭為支點的省力槓桿。長竹片順利掉

落，才會是一個成功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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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探討獵人石板陷阱的優點。 

     「獵人石板陷阱」明明比較複雜不好操作，長老卻說這一種比「兒童石板陷阱」好用，

究竟哪裡好用？我們假設自己是上山打獵的獵人，獵人會擔心動物還沒進入陷阱就把陷阱破

壞了，獵人也會擔心在山上地形崎嶇，陷阱無法架設。所以我們從堅固性和實用性二個方向

來探討「獵人石板陷阱」的優點。 

（一）比較二種陷阱的堅固性 

  1、實驗一：假設動物經過獵人石板陷阱碰觸到外面的樹枝，觀察陷阱能承受多少力量。 

  2、實驗結果： 

 承受力量 備註 

木板重 1800 公克 木板重 3800 公克 

動物往左 1000 以上 1000 以上  

動物往右 1000 以上 1000 以上 

動物往上 1000 以上 1000 以上 

動物往下 1000 以上 1000 以上 

3、 實驗二：假設動物經過兒童石板陷阱碰觸到外面的竹片，觀察陷阱能承受多少力量。 

4、 實驗結果： 

 承受力量 備註 

木板重 1800 公克 木板重 3800 公克 

動物往左 68.7 187.5  

動物往右 1000 以上 1000 以上 

動物往上 702 1000 以上 

動物往下 83.7 306.2 

5、 討論： 

(1)動物經過陷阱旁邊，因為碰觸、擦撞，導致陷阱掉是常有的事。 

  (2)實驗結果看出兒童石板陷阱的缺點：如果動物向左或向下施力，可以輕易的破壞陷阱。 

  (3)不管動物哪一個方向的施力，獵人石板陷阱都可以承受到 1000 公克以上的力量。 

兒童石板陷阱的竹片，容易被破壞。 獵人石板陷阱的樹枝，不容易被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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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較二種陷阱在山坡地的實用性 

  1、實驗方法：以木板調整傾斜角度，模擬山坡的坡度，在不同坡度架設陷阱。 

  2、實驗結果： 

坡度 7 15 22 28 35 40 50 

兒童石板陷阱 ○ X X X X X X 

獵人石板陷阱 ○ ○ ○ ○ ○ ○ X 

備註 ○—成功，X—失敗 

  3、討論： 

  (1)我們觀察二種架設好的陷阱，會發現兒童石板陷阱用來插食物的 C 竹片往下傾斜，而獵 

    人石板陷阱用來插食物的長竹片是向上傾斜，因此這二支竹片會受到地形的影響。 

  (2)兒童石板陷阱的 C 竹片因為向下傾斜，容易碰觸到地面，所以坡度 15 度以上就無法架 

    設。 

  (3)獵人石板陷阱的長竹片因為向上傾斜，不容易碰觸地面，坡度 40 度還可以架設，比較不 

    會受到地形的限制。 

兒童石板陷阱架好後，C 竹片向下傾斜。 獵人石板陷阱架好後，長竹片向上傾斜。 

 

兒童石板陷阱的 C 竹片會受地形限制，比較 

不適用於山坡地。 

獵人石板陷阱的長竹片不受地形限制，適合

山坡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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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  論 

一、「兒童石板陷阱」操作簡單，是鄒族小朋友學習陷阱的第一步，現在我們能學習更複雜的 

   石板陷阱，非常有成就感。 

二、動物觸動兒童石板陷阱是向左施力，但是要觸動獵人石板陷阱一定要「向下施力」。 

三、獵人石板陷阱材料比較複雜多樣，只要學會了架設的順序，架設陷阱輕鬆容易。但是陷

阱要能順利掉落才是成功的陷阱，因此樹枝和竹片的設計應該： 

（一）Y 樹枝要插在木板（石板）外緣的外側，木板掉下來才不會被 Y 樹枝撐住。 

（二）B 樹枝要脅靠 Y 樹枝，避免直立靠著 A 樹枝。 

（三）短竹片要卡在 Y 樹枝和長竹片之間。 

（四）長竹片要往上傾斜，最好外端壓一塊石頭。 

四、獵人石板陷阱所利用的科學原理如下： 

（一）Y 樹枝支撐 A 樹枝是一個省力的槓桿，利用被卡住的鐵絲拉住 A 樹枝尾端和保另一端 

     木板的重量保持平衡。 

（二）A 樹枝尾端往上翹的力量，透過鐵絲形成一股拉力。這一股拉力再藉著短竹片去固定 

     長竹片，拉力愈大長竹片被夾得愈緊，摩擦力愈大。  

（三）當長竹片被夾得愈緊，摩擦力愈大時，動物的施力也要愈大才能觸動陷阱。因此使用 

     獵人石板陷阱時，要考慮動物的大小與力量的大小，才會是一個好陷阱。 

（四）長竹片的外側壓個石頭，長竹片會是一個省力的槓桿，長竹片順利掉落，才會是一個   

    成功的陷阱。如果不壓石頭，長竹片會形成一個輪軸，在原地旋轉而不會掉下來，這種   

    情況會使陷阱變成失敗的陷阱。 

五、獵人石板陷阱比較堅固不容易被破壞，也比較不受地形影響適合在山坡地使用，難怪真 

    正的獵人比較喜歡用這種複雜的石板陷阱。 

 
 

陸、參考資料 

1、第 53 屆全國科展作品說明書－鄒族獵人的槓桿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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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 53屆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作品說明書 

 科    別：物理科 

 

 組    別：國小組 

   

作品名稱：鄒族獵人的槓桿原理 

 

 

【獵人的石板陷阱】 

 

關鍵詞： 陷阱    槓桿原理    摩擦力  （最多三個） 

編號：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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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族獵人的槓桿原理 

 

摘要 

    學校辦理挑戰營的課程，讓我們有機會學習操作一種抓老鼠的陷阱，這種陷阱非常簡單，

只要一塊石板和三根竹片就可以了，活動結束之後我們把這個陷阱的竹片帶回學校不斷的練

習與實驗。 

    現在我們不但成為架設陷阱的高手，也深入了解影響陷阱操作成功的因素以及科學原理。 

並且我們用二個小方法成功改良傳統陷阱的缺點。 

 

壹﹑研究動機 

     

在一次挑戰營的課程中，有一位當獵人的家長教我們做一種抓松鼠（老鼠）的陷阱，

獵人示範用一塊扁平的石板和三支長短不一的竹片，就架起一個陷阱，我們稱它為「石

板陷阱」，陷阱做好之後，輕輕觸動其中一支竹片，厚重的石板瞬間掉下來，大家都嚇了

一大跳。 

    後來小朋友輪流練習操作這個陷阱，操作的過程中，許多人都失敗了，看起來簡單

的陷阱，操作起來卻不容易，為什麼常常失敗呢？ 

    活動結束之後我們請獵人叔叔把那三支竹片送給我們，我們帶回學校經過很多次的

練習，希望能成為操作「石板陷阱」的高手，也從中找出「石板陷阱」所應用的科學原

理。 

    註：「石板陷阱」是我們為了這次科展所取的名子，這種陷阱一般稱為抓老鼠的陷 

         阱，並沒有特別的名子，主要用途是捕抓老鼠、松鼠、鳥類等小型動物。 

 

貳、研究目的 
一、熟練操作「石板陷阱」的技巧。 

二、探討影響「石板陷阱」成功架設的因素。 

三、探討影響「石板陷阱」順利掉落的因素。 

四、解析「石板陷阱」所利用的科學原理。 

五、探討施力方向與施力大小的關係。 

六、改良傳統「石板陷阱」的缺點。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陷阱模型、ABC 竹片、電子拉力秤、電子秤、彈簧秤、量角器、游標尺、籠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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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與結果 

一、熟練操作「石板陷阱」的技巧。 

    在獵人叔叔的指導下，我們學習到「石板陷阱」的操作方法如下： 

（一）製作三支不同長度的竹片： 

 長度 寬度 厚度 特徵 

A 竹片 28 ㎝ 1.5 ㎝ 0.5 ㎝ 整支竹片削平，尾端削尖以便插入土

裡面。 

B 竹片 14 ㎝ 1 ㎝ 0.5 ㎝ 竹片削平，頭端保留竹節，尾端削薄

一點。 

C 竹片 25 ㎝ 1.5 ㎝ 0.5 ㎝ 竹片削平，頭端保留竹節，尾端削

尖，為了插住食物（如地瓜、香蕉

等），中間切出一個缺口，這個缺口

約 0.5 ㎝。 

說明 1、以上是獵人叔叔留給我們三支竹片的尺寸和特徵。 

2、我們根據這些尺寸削出許多竹片，作為實驗的材料。 

（二）挑選扁平、面積和重量適當的石板，或是採用堅固的木板上面壓石頭也可以。 

     （因為現在石板不容易取得，所以本研究是採用木板來做陷阱）。 

 

 

 

 

 

 

 

 

 

 

獵人叔叔把用來架設陷阱的 

三支竹片送給我們 

在學校石板不容易取得， 

我們改用木板做實驗 

（三）架設「石板陷阱」： 

     1、首先抬起木板（石板），取適當的位置，把 A 竹片插入土裡。 

     2、將 B 竹片的竹節卡在 A 竹片的頂端，輕輕放下木板（石板）壓住 B 竹片的竹節上方。 

     3、將 C 竹片的尾端插好食物後，把 C 竹片的缺口卡住 A 竹片的邊邊，再把 B 竹片的尾 

        端和 C 竹片的竹節內側接在一起。 

     4、輕輕放手，三支竹片就會組成一個撐住木板（石板）的機關，「石板陷阱」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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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動物觸動陷阱使石板掉落： 

      當老鼠（或松鼠）來吃食物時，會觸動 C 竹片的尾端，讓 C 竹片失去平衡，連鎖反應 

      讓 B 竹片、木板（石板）通通掉下來，就可以抓到老鼠了。 

（五）注意事項： 

    1、操作時要特別注意安全，因為架設陷阱常常失敗，一不小心就會壓到自己的手和腳。 

    2、C 竹片要先插好食物，千萬不可以架好陷阱才放食物，因為木板（石板）掉下來會壓 

       到自己的手。 

 

 

A 竹片和 B 竹片的組合 一小塊地瓜插在 C 竹片的尾端 

  

架設完成的陷阱模型 觸動 C 竹片，陷阱掉下來 

二、 探討影響「石板陷阱」成功架設的因素 

其實在操作「石板陷阱」的過程並不順利，有時候根本架設不起來，有時候還會砸到

手，除了多加練習讓自己的技術純熟之外，也要探討到底有哪些因素影響陷阱的架設。 

（一）影響 A 竹片成功架設的因素 

   1、實驗一：將 A 竹片分別插在木板外緣的下方、內側、外側，架設完成後，再以彈簧 

                秤測量 C 竹片掉落時施力的大小。 

   2、實驗二：與實驗一相同的位置，A 竹片輕輕立在地上，所立的位置是否影響陷阱的架 

              設？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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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實驗結果：（參閱附表 1） 

 A 竹片 

     位置 

次數 

外緣的內側 外緣的下方 外緣的外側 

插入土裡 輕輕立著 插入土裡 輕輕立著 插入土 輕輕立著 

10 次平均 

（gw） 

失敗 10 次 失敗 10 次 12 10 12 10 

備  註 1、保持不變的變因：A 竹片（A1）、B 竹片（B3-14-1）、C 竹片（C-10-1）。 

2、測量 12 次，扣除最高（或最低）不正常數據 2 次，以 10 次進行統計。 

   【以下實驗均如此】 

   4、實驗三：取三支 A 竹片，C 竹片缺口分別卡在「竹膜面」和「竹青面」，觀察陷阱是否 

              成功，並測量施力大小。 

   5、實驗結果：（參閱附表 2） 

  A 竹片 

次數 

A1 A2 A3 

竹膜面 竹青面 竹膜面 竹青面 竹膜面 竹青面 

10 次平均 

（gw） 

12 失敗 10 次 12 失敗 9 次 12 失敗 9 次 

備註 1、保持不變的變因：C 竹片（C3）、B 竹片（B3-14-3） 

   6、討論： 

   （1）不管把 A 竹片插入土裡或是輕輕立在地上，陷阱都可以成功。要注意的是所立的位 

        置都不可以在木板（石板）外緣之內，否則陷阱無法架設。 

   （2）A 竹片所立的位置，可以在木板外緣的下方，也可以在木板外緣的外側。 

   （3）A 竹片的「竹青面」比較光滑，C 竹片卡上去幾乎都滑掉，所以架設陷阱一定要將 

       比較粗糙的「竹膜面」朝內，陷阱架設才會成功。 

 

  

 

 

 

 

 

 

 

 

A 竹片插在木板外緣的下方 A 竹片插在木板外緣的外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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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竹片的竹青面比較光滑 A 竹片的竹膜面比較粗糙 

 

（二）影響 B 竹片成功架設的因素 

   1、實驗一：觀察頭端不同長度的 B 竹片，是否可以順利連接 C 竹片。再以彈簧秤測量 

                C 竹片掉落時施力的大小。 

   2、實驗結果：（參閱附表 3） 

 

      B 竹片 

次數 

頭端 1 ㎝ 頭端 2 ㎝ 頭端 3 ㎝ 頭端 4 ㎝ 

成功率 50％ 83％ 100％ 100％ 

10 次平均（gw） 12 14  14  12  

備  註 1、保持不變的變因：A 竹片（A 長老）、C 竹片（C1-10-1） 

2、（A 長老）代表使用長老留給我們的 A 竹片操作。 

   

 

 

 

 

 

 

 

 

 

 

   3、實驗二：觀察尾端不同長度的 B 竹片，是否可以順利連接 C 竹片。再以彈簧秤測量 

              C 竹片掉落時施力的大小。 

頭端不同長度的B竹片施力大小統計圖

0

20

40

60

80

100

1㎝ 2㎝ 3㎝ 4㎝

竹片頭端長度

施
力 10次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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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實驗結果：（參閱附表 4） 

       B 竹片 

次數 

尾端 

11 ㎝ 

尾端 

12 ㎝ 

尾端 

13 ㎝ 

尾端 

14 ㎝ 

尾端 

15 ㎝ 

尾端 

16 ㎝ 

尾端 

17 ㎝ 

距離地面（㎝） 21.5 19 16.5 15.5 14.5 12.5 12 

10 次平均（gw） 12 13  10  12  11  12  12  

備註 1、「距離」是指陷阱架設成功後，C 竹片缺口處與地面的距離。 

2、保持不變的變因：C 竹片（C3）、A 竹片（A1） 

    

 

 

 

 

 

 

 

 

 

5、討論： 

   （1）頭端長度 1 公分的 B 竹片，操作 20 次才得到 10 次數據，成功率只有 50％；頭端長 

        度 2 公分的 B 竹片，操作 12 次得到 10 次數據，成功率 83％。 

   （2）頭端長度 3 公分和 4 公分的 B 竹片，操作起來比較順手成功率都是 100％。但是當 

        木板（石板）壓在 4 公分的 B 竹片上端時，有一點不穩的現象。因此得知頭端 3 公 

        分的 B 竹片最適合陷阱操作。 

   （3）實驗一，四種長度的 B 竹片所架設的陷阱，都只要 10 公克重左右的施力，就可以 

        讓木板掉下來，所以 B 竹片頭端的長度對這種陷阱的施力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4）B 竹片尾端從 11 公分至 17 公分，都可以成功架設陷阱，同樣都只要 10 公克重左右 

        的施力，就可以讓木板掉下來。 

   （5）B 竹片尾端如果愈長，架好之後 C 竹片會愈靠近地面，B 竹片尾端愈短架好之後 C 

        竹片會愈高，小動物就不容易吃到食物。 

   （6）綜合以上討論，得知 B 竹片尾端的長短雖然不影響陷阱操作。但是考量小動物的體 

        型，本實驗建議 B 竹片的尾端以 14 公分至 17 公分比較好。 

 

使用尾端不同長度的B竹片施力大小統計圖

0

20
40
60
80

100

11㎝ 12㎝ 13㎝ 14㎝ 15㎝ 16㎝ 17㎝

竹片尾端長度

施
力 10次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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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頭端 1 公分的 B 竹片架設陷阱。 頭端 1 公分和 2 公分的 B 竹片，會產生這種

自然平衡的現象。 

  

用頭端 3 公分的 B 竹片架設陷阱最適當。 用頭端 4 公分的 B 竹片會有一點不穩。 

 

  

使用尾端 11 ㎝的 B 竹片，C 竹片距離地面 

較高。小動物不容易吃到食物。 

使用尾端 17 ㎝的 B 竹片，C 竹片距離地面 

較低。小動物比較容易吃到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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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響 C 竹片架設成功的因素 

   1、實驗一：將 C 竹片的缺口切成「三角形」、「方形」、「梯形」三種不同形狀進行實驗， 

               測量 C 竹片掉落時施力的大小。 

   2、實驗結果：（參閱附表 5） 

缺口形狀

及大小 

三角形 

1 ㎝ 

方形缺口 

0.5 ㎝ 

方形缺口 

1 ㎝ 

梯形缺口 

0.5 ㎝ 

梯形缺口 

1 ㎝ 

C 竹片 

編號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0 次平均 

（gw） 

全部失敗 20 

 

22 

 

60 

 

20 

 

18 

 

14 46 

 

42 

 

38 

 

42 

 

48 

 

42 

 

總平均 

（gw） 

－ 34 17  42 44 

備  註 1、保持不變的變因：A 竹片（A 長老）、B 竹片（B3-14-3）。 

  3、討論： 

   （1）C 竹片如果是三角形的缺口，一放手竹片就滑掉，根本無法架設陷阱。 

   （2）方形缺口的 C 竹片，操作時每一次都可以成功，大缺口的竹片得到的數據比較穩定， 

       平均施力最小只要 17 公克重；小缺口的竹片得到的數據比較不穩定，有四次卡太緊 

       要用超過 100 公克重的力才能使陷阱掉落，因此平均施力反而要 34 公克重。 

   （3）梯形缺口的 C 竹片，操作時也是每一次都可以成功，但是梯形缺口的竹片，不論是   

        大缺口或小缺口得到的數據都比方形缺口的竹片還要大。 

   （4）綜合以上發現，C 竹片缺口的形狀以方形缺口最好，缺口大比較好。 

 

  

三角形缺口的 C 竹片 方形缺口的 C 竹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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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形缺口的 C 竹片 三支竹片組合的樣子 

 

三、 探討影響「石板陷阱」掉落的因素 

（一）A 竹片插在土裡的位置是否會阻礙石板掉落？ 

1、 實驗方法：測試 A 竹片插在土裡和輕輕立著，對木板（石板）掉落的影響。 

2、 實驗結果： 

 

   A 竹片     

     位置 

次數 

外緣的內側 

 

外緣的下方 

 

外緣的外側 

插在土裡 輕輕立著 插在土裡 輕輕立著 

第一次 無法操作 × ○ ○ ○ 

第二次 無法操作 ○ ○ ○ ○ 

第三次 無法操作 ○ ○ ○ ○ 

第四次 無法操作 × ○ ○ ○ 

第五次 無法操作 ○ ○ ○ ○ 

備  註 1、○ 代表木板順利掉落       × 代表木板無法順利掉落 

2、保持不變的變因：A 竹片（A 長老）、B 竹片（B3-14-3）、 

   C 竹片（C2-10-1）。 

3、 討論：獵人架設石板，為了讓陷阱穩固，通常會把 A 竹片插入土中，這個動作要特別 

         注意插竹片的位置，避免木板（石板）掉落時被 A 竹片撐住，陷阱就會失敗。 

 

（二）C 竹片卡太緊不容易掉落 

      從二~（三）有關 C 竹片的研究結果發現，A 竹片的厚度大約是 0.5 ㎝，如果 C 竹片的 

      缺口比較小，容易和 A 竹片夾太緊，當 C 竹片尾端被觸動時，也不會掉下來，或是力 

      量很大才掉下來。因此 C 竹片的缺口要大一點才不會卡太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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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竹片插在木板外緣的正下方， 

會阻礙木板（石板）的掉落 

A 竹片插在木板外緣的外面， 

木板（石板）才可以順利掉落 

  

C 竹片的缺口不能和 A 竹片卡太緊。 如果卡太緊，C 竹片不容易脫落。 

 

四、解析「石板陷阱」所應用的科學原理。 

 

（一）探討「石板陷阱」中，A 竹片和 B 竹片的關係為何？ 

   1、插在地上的 A 竹片支撐 B 竹片竹節的位置。B 竹片的頭端支撐木板（石板）的重量。 

      此時 B 竹片的尾端如果沒有任何施力，B 竹片的尾端就會往上翹，然後 B 竹片和木板 

     （石板）一起掉下來。 

   2、實驗方法： 

          A 竹片支撐 B 竹片的關係，是單純的「第一型槓桿」，因此以 B 竹片竹節的位置 

      為支點，B 竹片的頭端支撐木板的位置為抗力點，B 竹片的尾端為施力點，以 

      【施力臂 × 施力 ＝ 抗力臂 × 物重】的公式計算 B 竹片尾端的施力，並實際測量 

      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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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驗結果： 

  計算與 

    測量 

 

B 竹片 

計算公式：抗力臂×物重＝施力臂×施力 測量驗證 

抗力臂 

（㎝） 

木板外緣垂

直下壓的力

（gw） 

施力臂 

（㎝） 

施力大小 

（gw） 

AB 竹片夾角 

90 度 

AB 竹片夾角 

50 度 

第一支 3.0 1900 14.4 396 380 250 

第二支 3.1 1900 14.2 415 340 240 

第三支 3.1 1900 14.5 406 350 230 

第四支 3.0 1900 14.3 397 370 240 

第五支 3.0 1900 14.4 396 390 240 

平均（gw） 402 366 240 

說   明 保持不變的變因：A 竹片（A2）、方形缺口 C 竹片（C 2-10-1）。 

   4、討論： 

   （1）木板外緣下壓的力量約 1900gw，以公式計算 B 竹片尾端的施力平均約 402gw，實際 

        測量的結果，只需要大約 366gw 的施力就可以保持平衡。 

   （2）我們從力圖來分析，木板 F1 的力 1900gw，實際作用在 B 竹片頭端的「抗力（F4）」 

        經過計算大約只剩 1540gw，抗力矩＝1540×3＝4620，施力應該＝4620÷14＝330，與 

        測量的數據是接近的。 

                                   F1 

                            F2          

                         

                                         B 竹片 

 

                 木板 56 ㎝ 

                                 F4       F3   F5 施力 

                                     A 竹片    366gw 

                      50 ㎝            28 ㎝ 

              三角形邊長比 2：1.8：1 

F1：木板下壓的力 1900gw 

F2：垂直木板的正向力。 

   1900×1.8÷2＝1710 

F3：F2 作用在 B 竹片頭端 

    的力（＝1710） 

F4：垂直 B 竹片的正向 

    力，才是真正的 

  「抗力」。 

F4＝1710×1.8÷2＝1539gw 

 （取概數 1540gw 計算） 

 

  （3）當整個陷阱架設好之後，A、B 竹片的夾角大約是 50 度，所以也測量夾角保持 50 度 

        時，B 竹片尾端的施力，結果發現平均大約 240 公克就可以平衡，也就是說在 B 竹 

片尾端只要被 240 公克的力量拉住，就可以支撐上端的木板。 

  （4）再以力圖分析，B 竹片與 A 竹片夾角 50 度時，抗力臂和施力臂長度會改變，實際測 

       量出來的抗力臂約 1.5 ㎝、施力臂約 10 ㎝，抗力矩＝1540×1.5＝2310，施力應該＝ 

       2310÷10＝231（gw），與測量的數據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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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 

                           F2         1900gw 

                         

                                          

                                         B 竹片 

                木板             F4   50 度    

                                               F5 施力 

                                    A 竹片     240gw 

 

 

F4 才是真正作用在 B 竹

片頭端的「抗力」 

 

      抗力臂 1.5 ㎝ 

      施力臂 10 ㎝ 

 

 

 

 

  

A 竹片撐住 B 竹片的竹節，木板壓住 B 竹片

的竹節上端 

B 竹片的尾端會往上翹，需要有力量壓住或

拉住才會平衡 

  

測量 B 竹片尾端的拉力。 以 50 度夾角測量 B 竹片尾端的拉力。 

（二）探討「石板陷阱」中，B 竹片和 C 竹片的關係為何？ 

   1、在 A、B 竹片關係的探討中，已經明白 B 竹片的尾端需要有力量拉住，讓 B 竹片保持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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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石板陷阱」裝置中，B 竹片的尾端卡在 C 竹片的竹節內側，所以 C 竹片正好就擔任 

      拉住 B 竹片尾端的角色。只要 C 竹片的拉力足夠，就可以讓 B 竹片保持平衡。 

（三）探討「石板陷阱」中，C 竹片和 A 竹片的關係為何？ 

   1、在 B、C 竹片關係的探討中，已經明白 C 竹片擔任的就是拉住 B 竹片尾端的角色。 

      C 竹片的尾端插著食物，中間有一個缺口，這個缺口卡住 A 竹片的邊邊，為什麼 

      放手之後 C 竹片就可以卡住 A 竹片而不會往下滑呢？是不是 B 竹片往上翹的力量也 

      剛好拉住 C 竹片呢？ 

   2、實驗方法： 

   （1）將 A 竹片固定好之後，將 C 竹片的中間缺口卡在 A 竹片的邊邊。 

   （2）以彈簧秤勾住 C 竹片頭端的竹節，用力拉住讓 C 竹片缺口保持卡住 A 竹片的狀態。 

   （3）緩慢減少彈簧秤的拉力，直到 C 竹片下滑為止。 

   3、實驗結果：（參閱附表 6） 

C 竹片編號 C 竹片 1 C 竹片 2 C 竹片 3 

C 竹片重（g） 17 17 19 

10 次平均（gw） 64 66 64 

靜摩擦係數 0.27 0.26 0.3 

摩擦係數平均 0.28 

說   明 保持不變的變因：A 竹片（A 長老） 

靜摩擦係數＝靜摩擦力（C 竹片重）÷拉力 

 

    

                        F2 

 

                                             F1 

                       F3 

        A 竹片 

        C 竹片 

F1：拉力 

F2：最大靜摩擦力 

F3：C 竹片重（＝F2） 

 

 

 

 

 

 

 

 

 

C竹片卡住A竹片所需拉力統計圖

0
20
40
60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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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片

拉
力 10次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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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討論： 

   （1）經過前後多次實驗，發現大約只要有 65 公克重的力量，就足夠拉住 C 竹片，不會 

        讓 C 竹片從 A 竹片上滑下來。 

   （2）本實驗中的 C 竹片重量＝C 竹片缺口和 A 竹片的靜摩擦力，以「靜摩擦係數＝ 

        靜摩擦力（C 竹片重）÷施力」的公式計算，靜摩擦係數大約是 0.28。 

   （3）根據 四~（一）探討 A、B 竹片關係的實驗，已經得知 B 竹片往上翹的力量大約 

        240 公克重，這個力量足夠拉住 C 竹片不會讓它往下滑。以「靜磨擦力＝靜摩擦係 

        數×施力」的公式計算 240×0.28＝67.2（gw），推論 B 竹片 240gw 的拉力應該可以支 

        撐大約 67gw 的 C 竹片。 

  

測量 C 竹片需要多大的拉力 

才會卡在 A 竹片上 

只要被大約 65 公克重的力量拉住， 

C 竹片就不會往下滑 

（四）探討 B 竹片的尾端長度不同與拉力的關係。 

   1、實驗方法：使用尾端不同長度的 B 竹片架設陷阱，先測量 AB 竹片間的夾角，再測量 

                不同 B 竹片往上翹時產生的拉力大小。 

   2、研究結果： 

B 竹片尾端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AB 竹片夾角 70 度 60 度 55 度 50 度 40 度 35 度 30 度 

第 1 支 430 300 230 210 120 70 60 

第 2 支 440 290 250 220 120 90 70 

第 3 支 440 310 250 240 110 70 90 

第 4 支 460 320 240 220 120 80 70 

第 5 支 450 290 240 230 120 90 70 

測量平均（gw） 444 302 242 224 118 80 72 

抗力臂（㎝） 2.4 2.1 1.8 1.5 1.3 1.1 1.0 

施力臂（㎝） 5.5 6.5 8.5 10 11.5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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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施力（gw） 672 497 326 231 174 130 110 

                                     

                                         B 竹片 

                  木板           F4       

                                                  

                                          F5 施力 

                                    A 竹片     

 

F4：抗力（1540gw） 

      抗力臂 

      施力臂 

 

＊ 統一以 C 竹片（C1）測 

   量夾角，B 竹片尾端與  

   C 竹片缺口距離都是 

   10 ㎝。 

 

 

 

 

 

 

 

 

 

 

 

 

  3、討論： 

   （1）實驗發現，當 B 竹片尾端愈長，A 竹片和 B 竹片的夾角愈小，「抗力臂會變短，施力 

        臂會變長」，當木板壓下來時，B 竹片尾端所產生向上的拉力就愈小。 

   （2）本實驗除了測量拉力之外，同時也以公式計算，從關係圖可以看出尾端長度在「14 

        公分」時，測量值與計算值誤差最小，其他均有明顯誤差，而且長度愈短誤差愈大。 

        這個現象的原因令人不解，還有待探討。 

  

B竹片尾端長度不同與拉力的關係圖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11cm 12cm 13cm 14cm 15㎝ 16㎝ 17㎝

竹片長度

拉
力
大
小

測量值

計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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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抗力臂的長度 測量施力臂的長度 

（五）動物觸動 C 竹片的尾端，使 C 竹片失去平衡時，究竟 C 竹片是屬於支點在中間的第一 

      型槓桿？還是抗力點在中間的第二型槓桿？ 

   1、實驗一：假設 C 竹片中間缺口卡住 A 竹片的位置是支點，就是屬於第一型槓桿。 

   2、實驗方法：用橡皮筋綁在 C 竹片缺口卡住 A 竹片的位置，讓 C 竹片和 A 竹片不會脫落 

               但可以轉動。以彈簧秤測量 C 竹片尾端被觸動掉落時施力的大小。（包含施 

               力向左與施力向右） 

   3、實驗二：假設 C 竹片中間缺口卡住 A 竹片的位置是抗力點，就是屬於第二型槓桿 

   4、實驗方法：用膠帶黏住 C 竹片頭端與 B 竹片尾端連接的位置，讓 C 竹片和 B 竹片不會 

               脫落但可以轉動。以彈簧秤測量 C 竹片尾端被觸動掉落時施力的大小。（包 

               含施力向左與施力向右） 

   5、實驗結果：（參閱附表 7） 

    類型 

次數 

實驗一 

第一型槓桿 

實驗二 

第二型槓桿 

對照組 

（正常陷阱） 

施力方向 向左 向右 向左 向右 向左 向右 

10 次平均 

（gw） 

120 46 14 ＞250 12 44 

備註 保持不變的變因：A 竹片（A3）、B 竹片（B 3-14-2）、C 竹片（C-10-3）。 

 

 

（施力向右） 

 施力點            支點        抗力點 

 

 

                 抗力點 

   

  施力點                         支點 

（施力向左） 

施力向右，屬於第一型槓桿 施力向左，屬於第二型槓桿。 

   6、討論： 

   （1）從對照組（正常陷阱）的數據，可以看出如果施力向左，C 竹片的尾端只要被大約 

        12 公克重的力量碰觸，木板就會掉下來。如果施力向右，C 竹片的尾端被 44 公克重 

        的力量碰觸，木板會掉下來。所以當動物咬到食物時，向左邊跑比較容易觸動陷阱， 

        如果動物向右邊跑，比較不容易觸動陷阱。 

   （2）實驗一，把 C 竹片當成第一型槓桿測試時，施力向左彈簧秤要拉到大約 120 公克重， 

        ，木板才會掉下來。施力向右彈簧秤只要拉到大約 46 公克重，木板就會掉下來， 

        與正常陷阱（對照組）相近。 

   （3）實驗二，把 C 竹片當成第二型槓桿測試時，施力向左彈簧秤只要拉大約 14 公克重， 

        ，木板就會掉下來，這個數據和對照組（正常陷阱）非常接近。施力向右彈簧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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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極限（＞250 公克重），木板還是不會掉下來。 

 

   （4）綜合以上的討論發現，如果動物施力向左觸動 C 竹片的尾端，C 竹片這個裝置是屬  

        於抗力點在中間的第二型槓桿，動物的施力只要能克服 C 竹片中間缺口和 A 竹片間 

        的摩擦力，就可以使 C 竹片掉落。如果動物施力向右觸動 C 竹片的尾端，C 竹片這 

        個裝置會變成是支點在中間的第一型槓桿，動物的施力要克服 C 竹片頭端與 B 竹片 

        尾端的摩擦力，才能使 C 竹片掉落。 

 

 

 

 

 

 

 

 

 

 

 

 

 

 

 

 

 

第一型槓桿： 

C 竹片中間缺口卡住 A 竹片的位置是支點 

第二型槓桿： 

C 竹片和 B 竹片連接的位置是支點 

 

（六）木板（石板）的重量會不會影響老鼠在 C 竹片的施力？ 

   1、實驗方法：用加磚塊的方式改變木板的重量，測量 C 竹片掉落時施力的大小。 

   2、實驗結果：（參閱附表 8） 

 木板外緣 

下壓的重力 

木板 

（約 1900gw） 

木板＋1 塊磚 

（約 3100gw） 

木板＋2 塊磚 

（約 4300gw） 

木板＋3 塊磚 

（約 5500gw） 

10次平均（gw） 10 10  10  10  

說   明 改變的變因：木板的重量（加磚塊）。 

保持不變的變因：A 竹片（A4）、B 竹片（B-3-14-3）、C 竹片（C-10-3）。 

 

 

 

 

 

 

 

 

 

木板重量與施力大小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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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討論：本實驗看出這四種不同重量的木板，C 竹片被觸動掉落時的施力大約都是 10

公克重。研究四-（五）已經得知向左施力時 B 竹片尾端連接 C 竹片竹節的地方是「支

點」，雖然木板重量增加，但是力量沿著 B 竹片作用在支點上，不影響 C 竹片的力矩。

因此就算石板很重，老鼠還是可以輕易觸動陷阱。 

  

木板上面押二塊磚頭大約有 4300 公克 木板上面押三塊磚頭大約有 5500 公克 

五、探討動物施力方向與施力大小的關係。 

（一）原本 C 竹片的缺口設計，從左邊卡住 A 竹片，動物向左施力可以非常輕易觸動陷阱。 

      但是動物咬到食物之後真的會乖乖的向左邊走嗎？應該不會吧！動物施力的方向不同 

      時，是否還能順利觸動 C 竹片？ 

（二）實驗一：在陷阱模型上刻劃出向左施力的四個角度，分別是 90 度、60 度、30 度以及 

              0 度（正前方），測量觸動 C 竹片時施力的大小。 

（三）實驗結果：（參閱附表 9） 

施力向左 0 度 30 度 60 度 90 度 

施力臂 0 ㎝ 14 ㎝ 24 ㎝ 27 ㎝ 

C 竹片編號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0 次平均（gw） ＞250 ＞250 ＞250 21 19 18 12 13 12 10 10 10 

總平均（gw） － 19.3 12.3 10 

力矩計算 

（gw-㎝） 

－ 19.3×14＝270.2 12.3×24＝295.2 10×27＝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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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二：在陷阱模型上刻劃出向右施力的三個角度，分別是 90 度、60 度、30 度， 

             ，測量觸動 C 竹片時施力的大小。（0 度在實驗一已經做過，所以省略） 

（五）實驗三：除了動物向左、向右的施力之外，鳥類覓食的動作是向下啄，所以要測試動 

              物向下施力的大小。 

（六）實驗結果：（參閱附表 10） 

 

施力向右 90 度 60 度 30 度 施力向下 

施力臂 16.5 ㎝ 14.5 ㎝ 8 ㎝ 

C 竹片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平  均 

（gw） 

44 47 46 57 61 54 失敗率超過一半 

不統計 

29 21 24 

總平均（gw） 45.7 57.3 － 24.6 

力矩計算 

（gw-㎝） 

45.7×16.5＝754 57.3×14.5＝830.8 － － 

（七）討論： 

    1、向左施力 90 度時施力約 10 公克重、60 度時施力約 12.3 公克重、30 度時施力約 19.3      

       公克重，以「力矩＝施力×力臂」的公式計算，三種施力的力矩是相近的。 

    2、0 度的施力其實是向正前方施力，每一次彈簧秤拉到極限，C 竹片都不會掉落。 

    3、向右施力 90 度時施力約 45.7 公克重、60 度時施力約 57.3 公克重，這二者力矩計算結 

       果相差較大，表示有其他影響因素。 

    4、向右施力 30 度時，有 57％的機率實驗失敗，彈簧秤拉到極限，C 竹片都不會掉落。 

5、 模仿鳥類啄食的向下施力，實驗發現大約 24.6 公克重的力量才能觸動 C 竹片，所以

鳥類啄食比較不容易觸動陷阱。 

 

施力向左不同角度力矩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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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力向左 90 度的力臂圖 施力向左 60 度的力臂圖 

  

施力向左 30 度的力臂圖 施力向右 90 度的力臂圖 

  

施力向右 30 度的力臂圖 施力向右 60 度的力臂圖 

圖例：    代表支點。             代表施力臂。              代表施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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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改良傳統陷阱的缺點，成為能控制方向又不會傷害小動物的陷阱。 

      實驗證實，小動物咬到食物之後最容易觸動石板陷阱的方向是「向左邊跑」，但是食物 

  周圍任何方向都能跑，要怎麼做才能讓小動物只朝同一個方向施力？另外傳統使用石板陷 

  阱是為了取得獵物，石板掉下來時，小動物一定非死即傷，這樣的陷阱並不符合現在社會 

  的需求，因此我們需要加以改良。 

（一）實驗一：在木板上固定二個吊鉤，利用吊鉤改變施力方向，繩子的一端綁住食物，另 

              一端穿過吊鉤綁在 C 竹片的尾端，測試不同方向觸動 C 竹片的成功率以及施 

              力大小。 

（二）實驗二：用籠子取代石板，架設陷阱，測量觸動 C 竹片讓籠子掉落的成功率以及施力 

              大小。 

（三）實驗結果：（參閱附表 11） 

     改良方式 

   次數 

 

改用籠子 

增加吊鉤 

施力向左 施力向右 施力向後 

成功率 100％ 100％ 100％ 100％ 

10 次平均（gw） 10 13 11 13 

備註 保持不變的變因：A 竹片（A4）、B 竹片（B-3-14-3）、C 竹片（C-10-3）。 

 （四）討論： 

     1、利用木板上的吊鉤和繩子搭配，確實達到改變施力方向的目的，不管小動物向哪一 

        個方向跑，都會變成向左施力把 C 竹片拉下來，成功率 100％。雖然增加二個吊鉤 

        的摩擦力，但是觸動 C 竹片的施力仍維持在大約 13 公克重，力道非常輕微，所以我 

        們設計的改良方式可以克服傳統陷阱的缺點。 

     2、使用籠子取代石板來做陷阱，觸動 C 竹片的力量一樣很輕只要大約 10 公克重，成功 

        率也是 100％。 

     3、將以上二種方法結合起來，可以做一個很好的陷阱，實際以小狗做實驗，小狗真的 

        被籠子罩住，而且沒有受傷，所以改良的籠子陷阱確實適合用在野外做生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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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方法一：設計吊鉤的位置 改良方法一：用吊鉤改變施力方向 

 

 

 

 

 

 

 

 

 

改良方法二：用籠子取代石板 改良方法二： 

小狗真的被陷阱困住而且沒有受傷 

 

伍、結  論 
一、「石板陷阱」在鄒族已經流傳很久，用一塊石板（或木板）和三支竹片組合而成的陷阱， 

    主要用來補抓松鼠、老鼠、鳥類等小型動物，按照順序操作熟練，大家都可以成為小獵 

    人。 

二、為了讓「石板陷阱」可以成功的架設起來，竹片的設計應該： 

（一）A 竹片必須插在木板（石板）外緣的下方或外側，A 竹片的方向要注意，竹膜面朝內、 

      竹青面朝外，陷阱才能架設成功。 

（二）B 竹片頭端最好保留 3 ㎝左右的長度，架設陷阱時比較容易成功。B 竹片尾端的長度 

      以 14 ㎝–17 ㎝較恰當，架設起來食物比較低，小動物容易吃的到 

（三）C 竹片的缺口最好切成方形的缺口，架設陷阱時比較容易成功。 

三、為了讓「石板陷阱」可以順利掉落，竹片的設計應該： 

（一）A 竹片最好插在木板（石板）外緣的外側，避免陷阱掉下來時被 A 竹片撐住。 

（二）C 竹片的缺口寬度以 1 ㎝左右最好，避免跟 A 竹片卡太緊，影響「石板」的掉落。 

四、鄒族「石板陷阱」所利用的科學原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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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 竹片支撐 B 竹片的關係，是單純的「第一型槓桿」，抗力臂：施力臂＝3：14，這本 

      來就是省力的槓桿。同時因為陷阱架設後 B 竹片傾斜，讓力臂變小，抗力臂：施力臂 

      ＝1.5：10，要拉住 B 竹片保持平衡就更省力了。 

（二）B 竹片的尾端需要大約 240gw 的施力，讓 B 竹片保持平衡，B 竹片的尾端卡在 C 竹片 

      的竹節內側，利用 C 竹片缺口卡住 A 竹片的設計，正好拉住 B 竹片的尾端。 

（三）C 竹片的缺口要卡在 A 竹片上，靜磨擦力必須大於（或等於）C 竹片的重力，C 竹片 

      才不會滑下來，陷阱中 B 竹片往上翹的力量足夠拉住 C 竹片。所以石板與 A、B、C 

      三根竹片之間就形成一個非常巧妙的平衡。 

（四）B 竹片尾端的長度會影響 A、B 竹片的夾角，改變抗力臂和施力臂的長度，也影響 

B 竹片的拉力。 

 

（五）當動物向左施力觸動 C 竹片是屬於第二型槓桿，B 竹片和 C 竹片連接處是支點，C 竹 

      片缺口卡住 A 竹片的地方是抗力點，C 竹片的尾端是施力點。動物的施力只要能克服 

      C 竹片缺口和 A 竹片間的最大靜摩擦力，就可以使 C 竹片掉落下來。 

      如果動物向右施力觸動 C 竹片是屬於第一型槓桿，B 竹片和 C 竹片連接處是抗力點， 

      C 竹片缺口卡住 A 竹片的地方是支點，C 竹片的尾端是施力點。動物的施力必須克服 

      B 竹片和 C 竹片連接處的最大靜摩擦力，C 竹片才會掉落下來。 

（六）當木板（石板）的重量增加時，增加的力沿著 B 竹片作用在「支點」上面，力矩不會 

      改變，因此不影響 C 竹片被觸動的施力，證實老鼠雖然力氣小，還是可以輕易觸動石 

      板陷阱。 

五、小動物施力方向不同，要觸動 C 竹片的力量也不同，向左方 30 度 60 度 90 度都比較 

    容易觸動 C 竹片，三種施力的力矩是相近的。如果小動物向右方施力，60 度和 90 度要 

    多用一點力才可以觸動 C 竹片，但是小於 30 度就很困難了。 

六、改良二種方法，成功克服傳統陷阱的缺點，第一種用二個吊鉤改變動物的施力方向，讓 

    動物無處可逃；第二種用籠子取代石板不會傷害小動物，將這二種方法結合起來的陷阱 

    是一種很完美的陷阱，適合用來做野生動物的生態調查。 

 
柒、參考資料 

（一）書籍資料： 

   1、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第 8 冊，翰林出版公司，102，P24~31 

（二）網頁資料： 

   1、槓桿原理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5031902089 

   2、摩擦力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5100704137 

   3、力矩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608051606245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5031902089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5100704137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608051606245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