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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第 64屆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科    別：物理 

 

 組    別： 國小組 

   

作品名稱： 百變的河川-水的侵蝕 

   

   

關鍵詞： 侵蝕   河川   曾文溪上游  

 



摘要 

    水侵蝕作用是我們科展這一次的主軸。在六上的自然課中，我們已經學習到了何謂侵蝕

作用，但是我們也僅止於從課本上、課堂上學習，雖然老師也有透過校外探查的方式讓我們

認識侵蝕作用，但我們同樣也只是聽老師講並且看而已。這次科展實驗其實是建立在這些課

堂的基礎上，讓我們用實際操作的方式來認識水的侵蝕作用，而這次實驗除了讓我們學習用

「科學」的角度認識這個世界外，對我們自己而言也是讓我們好好認識自己生活環境 – 曾

文溪上游的一次機會，去了解人是如何影響河川生態，有哪些問題是我們需要重視的?最重要

的是我們可以做什麼? 

 

壹、 研究動機 
 

    當老師讓我們選科展主題時，我們其實沒有特別的想法，也因此老師用了一些方法讓我

們想出了一些主題並讓我們挑選，最後我們選了「侵蝕」，而這一切都來源於上學期。上學期

上自然課時，第三單元講到了侵蝕作用，因為剛好學校周邊的地理環境允許，位於山裡並且

離溪流也很近，老師就用了兩節課帶我們出去看看，看看我們生活周遭的環境是如何改變、

怎麼改變的，而這一次的科展主題就是源自於此。我們從課堂上知道，地形的改變是受到侵

蝕作用影響，特別是水的侵蝕最明顯，而且在之前的校外考察中，老師也是帶我們去看溪流

的侵蝕作用，但是如何侵蝕?怎麼侵蝕?我們其實不知道，也因此我們選了水的侵蝕作為本次

的科展主題，好好認識水的侵蝕是如何影響我們生活周遭的環境。 

 

 

 

 

  

 

 

 

 

 

 



圖 1：自製水道 1 號 

貳、 研究目的 

 

一、透過實驗認識不同因素下水的侵蝕如何作用 

二、水的侵蝕作用對河川的影響 

三、反思河川中的人造建物對環境的影響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為了研究水的侵蝕力，我們一開始的想法是要製作一個小小的管道，上面鋪上沙土來模

擬與觀察水在不同的斜度、時間、注水點以及最後加上不同障礙物後的侵蝕現象。起初也沒

有想那麼多，我們就決定取用學校周邊最常見的材料，竹子來製作我們的研究設備，樣子如

下。 

 
 

  

 
 

 

 
 

 

 
 

 

 
 

 

 
 

 

    但後來在經過兩三次我們的實驗過後，我們發現這個裝置其實不太好用。第一個問題是

水道的問題，因為技術有限加上做工粗糙的關係，水道並不是筆直的並且有明顯的凹凸不平，

而且我們用來製作的竹子出現了縮水、 乾扁的情況也間接影響到了實驗，另外因為是用磚頭

水道採用透明的水管，將

砂土平均擺放在上，方便

我們觀察侵蝕。 

磚頭用來調整水道斜度 

注水點，分別有左、中、右三個點 

接收點，回收實驗時的沙土泥水，並再次利用 



的來調整水道角度，在調整上也不太方便，所以在我們幾個的討論以及老師的建議下，我們

決定再做一個實驗水道裝置，那這一次的水道老師就有提供我們一些技術上的協助，成品如

下。雖然實驗裝置本身因為水管的裁切與韌性導致水道有些微的誤差，但是前面所遇到可能

影響實驗的不可控因素我們已經儘量降低，大致上而言較符合我們心中理想的實驗器材，所

以我們就以此為我們實驗的主要器材。 

 

 

 

 

 
 

 

 
 

 

 
 

 

 
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我們挑選了幾個因素，做為可以操縱因素，分別是實驗裝置的角度、注水的秒

數以及注水點，另外我們也模擬了幾次河道上有障礙物的侵蝕結果，總計進行了 20 次的實

驗，並且做了影像與紙筆紀錄。 

 

                               表一：侵蝕實驗操作因素 

實驗編號 秒數 角度 注水點 備註 

1 10 15 中 使用自製水道 1 號 

2 10 15 左 使用自製水道 1 號 

3 10 15 右 使用自製水道 1 號 

4 20 15 中 使用自製水道 1 號 

5 10 15 中  

6 10 15 右  

圖 2：自製水道 2 號 



圖 3：第 18 次實驗(障礙物)還原 

7 10 15 左  

8 20 15 中  

9 20 15 右  

10 20 15 左  

11 10 20 中  

12 10 20 右  

13 10 20 左  

14 20 20 中  

15 20 20 右  

16 20 20 左  

17 20 20 中 1 個障礙物(石頭) 

18 20 20 中 2 個障礙物(石頭)，距離 5cm 

19 20 20 中 2 個障礙物(石頭)，距離 10cm 

20 20 20 中 1 個障礙物(切割過的塑膠杯

底)，模擬攔沙壩 

 

二、研究過程 

    實驗的最開始我們都會做一次還原的動作，也就是將砂土平均分配在管道中，盡量不要

讓某部分砂土過多或過少，影響到我們的實驗結果，如果有擺上障礙物，也毀特別標記位置，

好做辨識與觀察。 

 

 

  

 

   
 

 

 
 

    研究過程除了有拍照記錄外，還有用紙筆做紀錄，最主要是還原侵蝕的結果，藉此來觀

察不同因素改變下，水侵蝕砂土的方式以及程度會有何變化。 

 

 
 



 

 

 
 

 

 
 

 

 
 

 

 

 
 

 

 
 

 

 

 

 
 

 

 
 

 

 

 
 

 

 
 

 

 
 

 

 
伍、研究結果 

 

    在經過一系列的實驗過後，我們取了幾組實驗數據做分析，分別是第 5 次與第 11 次，第

5 次與第 8 次以及第 17 到 20 次實驗這三組其中，最後一組是有障礙物的實驗，另外在實驗過

程中，我們也發現有幾次的實驗結果有點偏離我們的預想，這一部分我們決定也稍微說明一

下，這些實驗的共通點都是注水點從右邊開始，分別是第 3、6、9、12、15 次實驗。 



一、第一組實驗數據 

 

實驗編號 秒數 角度 注水點 

5 10 15 中 

11 10 20 中 

 

1.實驗組變因：角度 

2.觀察圖表 

 

 
 

 

 
 

 

 
 

 

 
 

 

 
 

 

 
 

3.觀察結論 

    我們觀察到斜度角度越大，水道內受到侵蝕的沙土界線會離注水點較遠；反之斜度越

小，受到侵蝕的砂土界線較近，於此推測在注水點、時間相同的情況下，角度越大的水道，

水的侵蝕力會越強。 

    至於為什麼第 11 次實驗的受侵蝕面相對於第 5 次顯得不規則，跟老師簡單討論以後，

可能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是注水時水量有誤差，第二種是經過多次實驗後，使用的沙土狀態

不一，導致受到侵蝕的狀態會有所差異。 

二、第二組實驗數據 

第 5 次實驗 第 11 次實驗 



 

實驗編號 秒數 角度 注水點 

5 10 15 中 

8 20 15 中 

 

1.實驗組變因：秒數 

2.觀察圖表 

 

 

 
 

 

 
 

 

 
 

 

 
 

 

 
 

 

3.觀察結論 

    這一次我們觀察到當注水時間越長，水的侵蝕也會越遠離注水點；反之會離注水點越近，

而且第 8 次的侵蝕幾乎把整條水道的沙土侵蝕完，但是在水道右側有殘留一些，沙土在管邊

上，目前我們想到比較有可能的原因，是我們在第 8 次實驗的還原上砂土量多了一點，導致

侵蝕狀況與第 5 次不一樣。 

 

 

 
 

 

第 5 次實驗 第 8 次實驗 



三、第二組實驗數據 

 

實驗編號 秒數 角度 注水點 障礙物 

17 20 20 中 1 個障礙物 

18 20 20 中 2 個障礙物，距離 5cm 

19 20 20 中 2 個障礙物，距離 10cm 

20 20 20 中 1 個障礙物(切割過的塑膠杯

底)，模擬攔沙壩 

 

1.實驗組變因：障礙物-石頭 

2.觀察圖表 

 

 

 
 

 

 
 

 

 
 

 

 
 

 

 
 

 

 
3.觀察結論 

    根據我們的觀察，如果障礙物只有一個(第 17 次實驗)，堆積除了會在遠離注水點的區域

形成外，也會在障礙物前面形成些許，而照理來說石頭後因為沒直接受到水的侵蝕應該會堆

積，但實際上沒有，後來發現可能是因為管道成圓弧形的關係，所以當水繞過石頭時，水流

過的路徑變細變少，形成較強的水流，並且由管壁高處留至低處，進而帶走了石頭背後的沙



土，形成了我們觀察的現象。 

    如果是兩個障礙物隔一段距離的話，障礙物距離 5 公分(第 18 次實驗)，水流在碰到第一

顆石頭時也會因為形成強勁的水流，但是因為碰到第二顆石頭，讓水流又減弱，減弱的水流

在通過第二顆石頭時又增強，但強度已經沒有第一顆石頭強，所以可以發現堆積除了有仔第

一顆石頭前方外，在兩顆石頭之間，也有一片較平坦的堆積，最後在第二顆石頭後水的力量

已不如前，開始出現大片的堆集一直到管道末端。 

    另外有趣的是，當我們把石頭距離增大時，堆積會形成一個以第二顆石頭為底的三角形

堆積，顯示了障礙物距離之間越遠，障礙物之間的侵蝕力度會越大。 

 

1.實驗組變因：障礙物-模擬水壩 

2.觀察圖表 

 

 

 
 

 

 
 

 

 
 

 

 
 

 

3.觀察結論 

    我們發現這一次的的實驗，發現當水道受到的障礙類似於攔沙壩類型的障礙時，堆積會

一直在障礙物前面形成，直到堆積面超過障礙物水平面而已，而障礙物後，特別是靠近障礙

物的部分會受到向下的侵蝕，但是上方堆積的沙土因為無法堆積，所以會繼續往下流，所以

儘管有侵蝕，但是侵蝕程度不會很嚴重。 

 



陸、 討論 

    經過本次實驗我們大概可以知道角度、注水點、注水時間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水的侵蝕

力，其中我們發現在相同的實驗況下，注水時間與角度是侵蝕力大小比腳關鍵的兩項因素。 

   我們自己實驗做到最後其實也有發現本實驗還是有一些問題，其中的問題就屬於水道本

身的品質問題，因為我們在做注水點右邊的實驗時，水總是會往左邊流，這其實就代表著，

我們的水道其實呈現的是右高左低的一個情況，所以把注水點作為一個觀察因素，似乎在本

實驗中並不重要。 

    另外一個就是注水的問題，因為我們始終都沒有想到一個比較好的注水方式，所以其實

都是以人為注水的方式來注水觀察侵蝕，而這也讓本次的實驗增加了一些不可控因素，而這

些是我們希望可以在後面繼續做改進的一個部分。 

 
柒、 結論 

 

在做了幾次的實驗以後，我們得出幾個結論： 

1. 水的侵蝕力度會因為水的強度而有所不同，而水的強度則會因為水流經的斜度、水流   

的時間、水流面由寬到細或由細到寬等因素影響。 

2. 障礙物之間的距離、擺法以及其本身的型態造成不同程度與型態的侵蝕。 

3. 水流對河道的侵蝕會改變水流的流向並進而改變河道。 

 

    我們老師在實驗做完以後，

有帶我們去學校附近的溪流，在

做一次類似上學期的考察，只不

過這一次不一樣的是經過這幾

次實驗，我們更認識侵蝕是怎麼

去運作的，回過頭來看侵蝕對我

的生活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學校位於曾文溪上游

並且靠近水庫，所以水、溪流算



是我們生活的一部份，透過這一

次科展我們不只是試著用科學來

看侵蝕這件事，其實也是在認識

侵蝕對我們的環境造成了什麼影

響，侵蝕不只會改變地形也會間

接改變生態環境，所以當河川出

現了人造障礙物其實會對當地區

域造成一些負面影響，而這一實

驗最大的收穫也使讓我們注意到

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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