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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5 學年度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中報告大綱 
計畫名稱： 國家寶藏(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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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本研究為延續性計畫，本(105)學年度為計畫執行之第三年。為協助各位委員及讀者容易

掌握前兩年計劃的執行概況，研究者擬將 103 及 104 學年度的執行成果摘要整理如下。 

成果一、完成臺灣玉光學特性調查，並將觀察成果撰寫成「認識臺灣珍貴玉石-臺灣玉貓眼」

及「色溫柔質細膩-臺灣蠟光閃玉」兩篇文章，發表在 Jewery World(珠寶世界)70 期(2016 年

3 月)及 75 期(2017 年 1 月)雜誌。 

認識臺灣珍貴玉石-臺灣玉貓眼 

Jewery World(珠寶世界)No,70(2016/03)。 

色溫柔質細膩-臺灣蠟光閃玉 

Jewery World(珠寶世界)No,70(2017/01)。 

 

本研究所探討的臺灣玉科學特性，粗分成「光學特性」以及「結構特性」兩類，分別

彰顯在玉石的特殊色彩與質地向度上。其中，臺灣玉貓眼以及臺灣蠟光玉所具有的特殊光學

與結構特性，有別於世界其他出產閃玉的國家，形成臺灣所獨有的臺灣玉貓眼現象，甚至形

成數量極少的黑、蜜糖黃貓眼玉石，實值得國人加以認識珍藏。 

 

臺灣閃玉、臺灣玉黑貓眼 各種色澤的臺灣玉貓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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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者特別挑選臺灣玉貓眼以及臺灣蠟光閃玉這兩類玉石作為簡介，將研究成

果撰述成文章，推廣給社會大眾，邀請更多人認識臺灣所擁有的這些珍貴與美麗的玉石。 

排列整齊的石棉纖維結構，形成聚光效應，造就世界獨有的臺灣玉貓眼現象 

臺灣玉之所以能夠形成貓眼的光學現象，主因在於臺灣玉礦體內含有絲狀的石棉纖維。

但，並非所有內含石棉纖維的臺灣玉礦體，都能取出優質的臺灣玉貓眼。仍需具備兩項條件。

第一，原礦與石棉纖維膠結必須夠硬、夠韌、夠扎實。第二，礦體內的石棉纖維必需整齊、平

行、密集。石棉纖維如果結構鬆散，或者膠結程度不夠，都會使得原礦過於脆裂，以致玉工琢

磨時，無法成形。石棉纖維走向若過於彎曲混亂交錯，就算膠結程度夠，也同樣無法取出優質

的臺灣玉貓眼飾品。 

 

平行排列的石棉纖維結構，是形成臺灣玉貓眼

現象的主因(1) 

平行排列的石棉纖維結構，是形成臺灣玉貓眼

現象的主因(2) 

這顆稀有的黑貓眼原礦所展現的石棉結構是以平行排列的方式構成，雖然還沒打磨成

形，但在光線的照射下，已經能夠觀察到礦體外表的石棉隨著光線角度變化而擺動反射，從這

個角度來看，已經可以判斷這屬於質地優良的黑色貓眼玉原礦。 

整齊排列的纖維，可以取出好的貓眼玉飾品 從原礦石棉纖維走向，可以判斷貓眼玉的質感

蠟光玉細膩的結構與漫反射光學效應 

蠟光玉的組成成分顆粒非常微小(平均約在 15 微米左右)。從微觀的角度來看，由許多

微小的顆粒所組合成的玉石表面隙縫也相當的小，但比蠟光玉顆粒還要小的光粒子打在蠟光玉

玉表面，仍會使光粒子穿梭在顆粒的縫隙間，並向四面八方產生漫反射(diffuse reflection，

圖 1)的特殊光學現象。這使得我們再觀察蠟光玉的表面構造時，雖然無法抓取像鑽石一樣的璀

璨耀眼，卻因此形成如脂似蠟的獨特光澤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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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二、完成臺臺灣灣閃閃玉玉及及玉玉髓髓產產地地之之地地質質調調查查活動 

約在1億年前，古太平洋板塊隱沒入歐亞大陸板塊底下，造成一系列的火山噴發，巨大的

擠壓力道將大陸棚沈積物推擠冒出海面，古臺灣島因而就在這稱為南澳造山運動的第一次造山

運動中從海底逐漸抬昇現身。之後，約在2000萬到1000萬年前，屬於大陸板塊的南中國海板塊

向東隱沒到菲律賓海板塊底下，在菲律賓板塊的西緣生成一系列的火山島弧(此即為海岸山脈

的前身)，但當時還未移動到現今的位置。 

 

地質考察，往往可以有意外的體驗與學習 透過地質考察，體驗課本外的知識 

由於菲律賓海板塊的比重在 3.3-3.7 之間，比地球深部地涵(比重 3.3)還要重，因此菲律

賓海板塊就像一片鋼板沉入泥土中一樣，很容易隱沒到地涵內部。而歐亞大陸板塊比重約為

2.7，因比地涵還要輕，因此當歐亞大陸板塊向東隱沒到菲律賓海板塊下時，因其受到浮力的

阻礙而無法深入地涵，導致歐亞大陸地殼被堆擠在隱沒帶的前緣，產生擠壓而變形，部分甚至

抬升而形成現今的中央山脈；另ㄧ部分則下沉沒入到菲律賓呂宋島弧的下方，將菲律賓海板塊

抬升成為臺灣島東側之海岸山脈。 

根據板塊構造學說，歐亞板塊與菲律賓海板塊碰撞導致地殼受到外營力之作用而變形，在

中央山脈前緣最為劇烈，促成花蓮縣境內中央山脈邊緣的區域常出現斷層、褶曲、斷裂等豐富

的地質條件，也促使這附近的岩石紋路變化大、硬度高的現象。此外，兩板塊撞擊的過程，產

生了高溫與高壓的物理現象，亦誘發了岩層產生變質的化學作用。當板塊撞擊，岩盤隱沒到地

底，若侵入到岩漿層，將使得岩層受到融熔作用而溶解。部份岩層也將受到高溫高壓的作用而

變質。 

如此一來，受到造山運動的影響，臺灣花、東兩縣之地殼變形及變質，高溫、高壓的物理

化學作用反應相當劇烈，提供當地寶玉石非常有利的發展條件，再加上適逢適合的礦物嵌置期

間，因此造就了花東地區臺灣玉及玉髓礦物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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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玉礦區在中央山脈東麓花蓮縣境內形成 

臺灣玉，又稱為軟玉或閃玉(Nephrite)。全世界出產閃玉的國家頗多，除了臺灣之外，

中國、韓國、俄羅斯(以上為亞洲國家)、澳洲、紐西蘭、巴布亞紐幾內亞、新喀里多尼亞(以

上為紐澳及大洋洲國家)、美國、加拿大(以上為美州國家)、波蘭、瑞士、義大利(以上為歐洲

國家)、及辛巴威(非洲)等國亦出產閃玉，臺灣閃玉曾經成為世界上最為重要且年產量最大的

國家。 

造山運動引發強烈的板塊擠壓，伴隨出現了高溫以及高壓的物理化學作用，同時將歐亞大

陸東側推擠隆起成 

 
白鮑溪上游，是臺灣玉礦產地 花蓮壽豐鄉，出土許多史前時代的古玉 

中央山脈。造山運動使得潛藏在地底的泥岩變質成黑色片岩，地函岩漿隨著地底裂縫上升，

遇上了由鐵鎂質岩塊變質而成的蛇紋岩及其它礦物，再經與地下水中的石灰岩鈣產生融溶作

用，在深入地底八公里，溫度達 330℃的條件下形成臺灣玉礦床，後經長時間地殼擠壓抬升後，

逐漸隆起於淺層地表，再被採礦人所發現。 

從地理位置來看，臺灣玉集中在中央山脈中段東麓，行政區隸屬於花蓮縣境內之壽豐鄉豐

田村與萬榮村兩地，礦床的厚度 10~50 公分，局部甚至可達 200 公分厚，產狀則賦存在蛇紋岩

以及石英岩脈的變質礦體中。 

花蓮縣所產之臺灣玉礦夾雜著許多鉻鐵礦、柘榴石、綠泥石、磁鐵礦等小型礦物，特別是

個鐵礦中含有全世界少有的微量鋅，使得臺灣玉外表佈滿許多黑色的斑點及條紋，成為區辨臺

灣玉與其他世界各地閃玉的主要關鍵。 

此外，由於與臺灣玉共生的蛇紋石跟臺灣玉一樣具有溫潤透明以及美麗的色澤等特性，近

年經濟部及國內許多愛好內含玉質高的蛇紋石玉，將其推廣改名作為「臺灣墨玉」，使得我們

在分辨臺灣玉及臺灣墨玉時，必須多一些區辨的技巧及學理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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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玉含鉻，易出現黑點。 臺灣墨玉，帶有磁性，因含磁鐵礦 

臺灣玉溫潤剔透，材料大可雕成與人物一般高的擺設品，小至各項珠寶飾品，由於其硬度

在 6 度以上(硬度 6~7)，比重 2.98~3.10，具玻璃光澤，中度透明至不透明，在顯微鏡下係由

細纖維狀或細毛絨狀的透閃石所集結而成。化學成分分析，臺灣玉含二氧化矽（SiO2）及石灰

（CaO），臺灣墨玉則氧化鎂（MgO），具有磁性，比重與透明度都較臺灣玉小，可做為區辨兩者

的主要依據。 

(二)東海岸海岸山脈出產各種不同色澤的玉髓礦 

玉髓屬於石英類(Quartz)寶石，是地表常見的礦物之一，主要構成的化學成分為二氧化矽

(Sio2)，晶體構造為六面體菱形柱，通常形成於火成岩、變質岩和沉積岩中；質地從透明到半

透明皆有，由於和有大量的二氧化矽及水，因此肉眼看起來帶有玻璃光澤。 

石英礦在承受不同推擠及壓力、溫度條件的作用下，可能形成水晶、瑪瑙與玉髓等飽含二

氧化矽的同類礦物。由於玉髓礦物具備清、透、明、亮的特性，早在數百千年前，受到中國歷

代達官貴人與文人雅士的喜愛，紛紛將之雕作為藝術或者生活用品，例如展覽於國立臺北故宮

博物院地「肉形石」(黃玉髓雕琢而成)以及「清朝乾隆三連印」(黃玉髓雕琢而成)，都是玉髓

類寶石的作品。 

花東兩縣境內海岸山脈所產的玉髓，主要是受火山活動引發地底二氧化矽(SiO2)為主之岩

漿熱液上昇，隨著溫度與壓力逐漸下降後，凝結成隱晶質礦物後形成。在顯微鏡觀察下，內部

石門火山頸，屬於火成岩的地質景觀，為臺灣東岸留下造山運動的地質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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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常呈放射纖維狀，有蠟狀光澤，透明至半透明，折射率 1.537，比重 2.58～2.62。由於玉

髓在形成過程中，岩漿流經的地質礦物含有各種不同的金屬元素，例如鐵、錳、銅等，使得東

海岸的玉髓呈現白(純玉髓)、藍或綠(含銅礦)、紫(含錳礦)、紅或黃(含鐵礦)等多樣繽紛的色

彩，住在當地的住民們早已對這些上天賜予的寶物，產生了情感上的依託與價值的認同。 

近幾年藍玉髓被以「臺灣藍寶」之名伴隨觀光業及玉石社團的宣傳、包裝，已逐漸被轉化

成一件件的商品，透過被炒得火熱的金錢交易行為，花東地區所產的臺灣藍寶以及各類寶玉石

成品、雕刻、飾品，正在大量與快速的流出到他鄉，成為陸客來臺爭相收購的對象。 

依照經濟部的統計數據，花東地區合法擁有寶玉石採礦權的業者多達 14 家，且其地理位

置聚集於花蓮縣秀林、壽豐、豐濱，以及臺東縣東河鄉、長濱及成功鎮等鄉鎮地區。臺灣玉位

於中央山脈東側花蓮縣境壽豐鄉；玉髓礦物位於海岸山脈。這些礦產的開採與玉石觀光引發一

波波商業熱潮，雖促進了花東產業的發展，活絡了當地的經濟市場，卻也同時造成地區環境生

態衝擊。 

花蓮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曾經評估過。花蓮縣境內的寶玉石礦區多數位於斷層帶上，又位於

集水區。加上現有礦區的開採方式過於簡略，造成水污染、環境地景改變，使得動植物的生存

棲地遭受破壞，間接造成許多野生動植物濱臨絕種、水資源枯竭，亟待人們給予重視與保護，

才能使大地獲得休養生息，再度繁盛以維持生態平衡的機會。因而花蓮縣政府近年逐漸將礦區

  

花蓮嶺頂遺址附近，出現一條玉髓礦脈 這礦脈見證，海岸山脈北端出產玉髓的證據 



 
七 

的採礦權收回，限縮礦主採礦的權力。此等顧及地方環境發展的政策與美意，實應給予花蓮縣

政府大力的支持與肯定。 

本研究團隊認為，在保護國家土地永續利用之環境意識抬頭及地區發展之經濟需求雙軌平

衡的前提上，唯有透過教育與文化宣導活動，協助地方居民從科學認知與文化認同的雙軌角

度，建構地區居民認知東臺灣寶玉石的科學特性與文化價值，才能有效提高住民興起珍愛資

源，並創造更多元的社區文化活動。也唯有從科學教育的普及推動，讓地區住民能夠從科學角

度，認知臺灣寶玉石產狀與產程的各種面貌，才能協助居民深入認識這些得來不易的國家珍

寶，也才能有效喚醒地區民眾願意採取珍惜與愛護東臺灣寶玉石的積極行動。 

104 學年度開始，研究者踏查東海岸八仙洞展示館時發現，原來早在 15000 年前，舊石器

時代的住民，即已使用尖銳以及鋒利的玉髓礦作為鑽、切與撬之工具，使得研究者想進一步透

過玉髓礦的文化教育層面調查，嘗試開啟這方面研究的構想與行動。 

 

成果三、與學生共同合作，完成「史前時期臺灣玉鑽孔材料研究」 

臺灣玉在 3000 年前，即已被當時的住民運用在生活器具以及裝飾的功能上。依照葉美

珍的記錄，臺大考古團隊於臺東卑南鄉歷經 1980-1989 年的考古挖掘記錄，總共挖到上千件

式樣繁多且造型迥異的玉玦耳飾、玉管、玉玲項鍊、玉鐲、臂環等陪葬玉器（連照美，1998）。

2012 年，臺灣史前博物館特別選定了屬於裝飾類的「人獸形玉玦」；長度超過 30 公分，直

徑不到 1公分，長度大約 30 公分的長形「玉管」、上百個小型玉珠串起的「鈴形玉飾」、

玉質翠綠、結構細膩的「喇叭形玉環」，以及造形奇特、宛如青蛙的「蛙形玉飾」等五件作

品，向文化部申請登錄，並通過委員的評審獲得認證，正式取得作為國家寶藏的名份登記。

 

花東海岸線，玉髓地質調查(2016.05) 白鮑溪上游臺灣玉地質調查(2016.    ) 



 
八 

此五件作品現正典藏於臺東市「國立臺東史前文化博物館」，以讓我們的後代子孫能夠透過

展覽，世世代代親眼目睹並了解臺灣玉的史前風采(宋文薰、連照美，1984)。 

  

為了確認這批玉器的來源，國內諸多學者針對這批出土的玉石進行成分鑑定分析，發

現這批玉器主成分包括含鐵、鎂、鉻之透閃石、陽起石，以及蛇紋石、滑石等礦物，透過比

對，確認為來自花蓮豐田之臺灣玉(劉益昌，2000)。除此之外，澳洲國立大學洪曉純博士亦

在東南亞發現臺灣玉器，也出現在菲律賓、婆羅洲北部、越南南部、泰國南部等東南亞國家。 

由此可知，臺灣史前文化豐富，透過玉器的出土與鑑定，可以確知臺灣以及東南亞許

多國家出土的閃玉玉器來自花蓮豐田，在在證明臺灣玉在臺灣以及東南亞歷史發展上具有相

當重要的地位，實值得我們給予高度的重視及發掘。然而，大批出土的史前臺灣玉器，究竟

是從哪裡生產與製造的呢?先史人類是使用那些材料作為工具製作玉器，又如何操作工具來

生產雕工精美及硬度超越 6.5 的臺灣玉器呢?關於史前臺灣玉器的來源部分，王執明、連照

美、宋文薰、俞震甫、陳正宏(1996)透過偏光顯微鏡以及 JEOL 8900R 電子顯微鏡分析

1980-1982 年由卑南遺址出土的玉器發現，卑南遺址玉器來源為豐田與西林地區。此外，譚

立平、連照美、余炳盛(1997)同樣選取 1980-1982 年卑南遺址出土的 20 件臺灣玉器廢料，

進行顏色、比重及拉曼光譜(Raman Spectra)檢測，也發現這批玉器來自於花蓮西林與豐田

地區。 

遺址附近私人農地，仍可見史前玉料(1) 遺址附近私人農地，仍可見史前玉料(2) 

飯塚義之、臧振華、李坤修(2005)透過低真空掃描式電子顯微鏡(LV-SEM)搭配Ⅹ射線

光譜儀光譜儀(EDS)，已非破壞性的方式，針對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館的 30 件玉器表現及

其化學成分進行鑑定分析，同樣發現其來源亦為花蓮豐田與西林地區。隨後，洪曉純近年針

對臺灣與東南亞考古出土的 200 多件玉器進行跨國比較與科學鑑定分析，確定東南亞地區有

40 處遺址，超過 150 件以上的東南亞出土的玉器，其來源為花蓮豐田地區，指出，臺灣閃

玉於東南亞的分布現象，極有可能與古南島語族的擴散或交流有所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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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項研究透過高科技的儀器分析，學者已紛紛證實不論臺灣本島或者東南亞地區

考古出土的玉器來源為沿著中央山脈東麓的花蓮豐田、西林與萬榮的玉礦產區，使得我們想

進一步了解，這些地區除了生產玉器之外，是否也生產先史人類製玉所需的工具材料與素

材？而這些史前玉器是如何被當地的先史人類製作與加工課題？ 

關於玉器的產製區域問題，多數學者認同位於玉礦附近的「平林遺址」可能是史前用

於製玉的工作坊，甚至是臺灣本島及東南亞低區玉材的製造中心，平林所產製的玉器或者玉

其材料，不但得提供史前時期臺灣各地所需的玉製品，更向東南亞菲律賓、越南、柬埔寨、

馬來西亞及泰國等環南海國家輸出，其所扮演的國際貿易與文化交流的意義，重要性不言而

喻。 

「平林遺址」的製玉工藝更易，最早由日據時期鹿野忠雄展開研究調查，鹿野忠雄從

「以石攻石」的角度分析史前製玉的技述，主張先史人類用以製玉的工法計有「打剝」、「片

解」、「硾製」、「磋磨」、「磨鋸」、「鑽眼」及「管狀旋截」等七種(宋文薰，1955)，

不過鹿野忠雄觀察出土玉器的形式特色，認為玉珠子的「鑽眼」及玉環、耳飾的「旋截」技

法所用的材料，不可能由石頭或是石製品製成，必定是由金屬器才能鑽穿玉器。 

1953，石璋如、宋文薰、唐美君、李亦園在平林遺址採集到遺留許多旋截痕或磨鋸痕

的管狀旋截器（圓形玉核）等遺物(支干亞遺址導覽，2016。引自文化部文化資產個案導覽

網站)。宋文薰等人（1992）整理了平林遺址帶旋截痕跡的玉、石材料、圓核等物件，發現

平林遺址出土的石器是以裝飾用途的玉石與玉器廢料為主。 

上述兩次的調查與研究並未針對平林遺址之玉器製作策略與技術多做描述，翻閱國內

文獻中，亦甚少文獻針對臺灣古玉之製玉技法進行探討者，因而引起了本研究團隊高度的探

索興趣：鹿野忠雄認為平林遺址出土的玉管珠與旋截技法不可能由金屬器以外的材料製成。 

 

遺址附近支亞干溪可以找到水晶礦 內包石英片的板岩，似乎可拿來作為鋸片 

雖然劉益昌、顏廷伃（2000）提出碳十四定年測驗結果顯示平林遺址距今約為今 4,500

至 2,000 年左右，間接否定了鹿野忠雄提出坪林遺址為金屬器年代的說法，研究團隊認為，

如能找到平林遺址附近得以貫穿臺灣玉的鑽及旋截材料，並成功模擬實驗明其製玉的效果，

將更能支持劉益昌博士提出：「居住過本處遺址的人類族群，已能充分掌握自然環境中的材

料製作生活中的器物，具有特殊的文化內涵，是距今大約三千年前的人類文化遺跡。」的積

極證據，對於臺灣史前文化人的生活智慧與科技扮演積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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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第三年將嘗試從地緣關係，調查尋找平林遺址以及平林遺址周邊環境各種可供

製玉的材料，初期透過蒐集各種材料，並將其製作成可用於鑽玉及旋截玉材的工具，使用電

動器具輔助鑽孔與旋截臺灣玉，找出可以成功鑽破與成功旋截臺灣玉的素材後，再嘗試模擬

各種史前製玉的工法，分別進行 1、10、20、30 公分玉管的鑽孔實驗，以及 0.4 公分、1.4

公分、5公分厚的臺灣玉旋截實驗，並進行古玉與實驗材料的微痕攝影，比較兩者間的微痕

遺留，作為考古科學的論證依據。 

 

壹、研究目的 

本(105)學年度之研究目的有以下兩點： 

目的一、進行考古科學實驗/探究史前製玉工匠所展現之治玉科學智慧。 

 

目的二、依據目的一的結果，研發可動手操作的史前鑽玉模組。 

 

貳、執行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參與計畫人員 

 

（一）行政支援情形 

處室 支援情形 備註 

研究處 計畫公函處理，課務調整，經費核銷 全力支持 

主計室 經費核銷 全力支持 

 

（二）參與計劃人員 

參與教師 職責 專長 

周裕欽 主持人/博士 綜合研究方向與進度 

廖品蘭 協同主持人/博士 科學教育/藝文專長 

吳美鈺 研究教師-碩士 多元文化專長 

林蕙芬 研究教師-碩士 科學專長 

陳宜旻 研究教師-碩士 科學教育專長 

陳立宇 研究教師-碩士 文學專長 

參、研究方法 

依照研究目的，本研究方法如下： 

 

研究目的一：進行考古科學實驗/探究史前製玉工匠所展現之治玉科學智慧。 

研究焦點：鑽孔鑽具材料 

研究方法：實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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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二：研發可動手操作的史前鑽玉模組 

研究步驟：採用 PDCA(Plan-Do-Check-Act Cycle)之品質管理循環模式，研發設計動手操作之

鑽玉模組。 

(1)Plan：提出鑽玉模組構想，並完成設計圖之繪製。 

(2)Do：依照設計的模組圖，準備相關材料，並且動手製作模組。  

(3)Check：測試並評估完工後之動手做模組是否具有信、效度，可否達成鑽玉的目標。 

(4)Act：進行實際教學測試，並依照測試結果調整與修正鑽玉模組，使達預期目標。 

肆、執行進度 

五、預期成果 

 

本研究之預期成果如下： 

1.瞭解史前文化人治玉科學，探討先人的治玉科學及智慧，具有深層的文化意義。 

2.發展可動手操作之史前治玉模組，讓學生體驗東岸寶玉石的科學特性。 

 

六、檢討與建議 

檢討：由於研究團隊成員皆為現職教師，在校時間，須擔任份量頗重的教學與

班級行政任務，僅能運用教學課餘時間與假日進行專案。雖團隊教師皆能任勞

任怨努力執行，仍受時間有限之資源限制，進度無法如預期進展。 

 

目

的 

實驗 

名稱 

目的一：鑽孔材料實驗 目的二：動手做模組設計與實驗 

 

 

各

項

進

度

與

結

論 

執行 

內容 

礦物 

調查 

鑽頭 

製作 

鑽玉 

實驗 

分析

結論

模型 

考察 

模組 

設計 

模組 

製作 

實驗 

測試 

分項 

進度 

100% 100% 100% 100% 100% 50% 0% 0% 

整體 

進度 

100% 38% 

暫時研究結論： 

1. 花蓮縣平林遺址附近的臺灣玉、石英、玉髓與水晶鑽棒，藉由電動鑽具的輔助鑽孔實

驗發現，貓眼閃玉、紫玉髓及臘光閃玉可鑽穿厚度達 0.2mm 的臺灣玉。 

2. 比較其鑽孔效率與石鑽棒的耗損率，發現貓眼閃玉的鑽孔效率明顯比紫玉髓及臘光閃

玉好；耗損程度也比玉髓及蠟光閃玉低。 

3. 透過實物顯微鏡的古玉及新玉鑽孔內緣比對發現，不論古玉或者貓眼閃玉鑽孔後的新

玉，鑽孔內緣都會出現旋轉摩擦所遺留下來的平行條紋，從上俯視也發現新舊古玉的

鑽孔同樣呈現由上而下內縮的現象。據此，我們推論，史前時代平林遺址的玉工匠，

有可能是採用貓眼閃玉作為製作鑽孔鑽具的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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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本研究執行兩年半後發現，臺灣寶玉石的考古科學具有非常高的探究價

值。在還沒有金屬工具的新石器時代，住民們要怎樣把大片的玉石分解?鑽孔?雕刻?當時是

用哪些材料製作鑽頭?刀具?或者有沒有省力的原始雕刻、鑽孔、切磨機具，用於協助史前時

期的玉工雕琢玉器??這些考古科學的議題潛藏的奧秘，不僅僅蘊藏有解玉工藝的價值，背後

也深藏著臺灣當時的社會，是否已經發展出使用機具與先進工具於生活上的科技文明。如果

我們能夠提出考古科學證據證明上述的幾個命題，對於臺灣歷史發展的定位，勢必具有極大

的效益。 

臺灣玉的礦區在花蓮壽豐及萬榮鄉境內，現在如此，千萬年前也如此，考古也在壽豐及萬

榮鄉發現許多史前時代的治玉工坊，這些遺留的歷史景觀與遺物，正是給與我們後代子孫進

一步連結數千年前住民生活奮鬥的機會，特別是位於花蓮縣壽豐、萬榮一代區域的機關學校，

實在更值得將此一議題融入 12 年國教的課題中，逐步發展成校本課程，讓住在此地世世代代

的學生與住民們都能夠透過學校教⋯⋯據此，研究者提出持續進行考古科學的實驗的建議，

以破解在沒有鐵器的史前時期，玉工匠究竟如何鑽穿與雕琢臺灣玉之解答?同時，研究者建

議，可以透過鑽玉、切玉及磨玉三個研究面相進行這項考古科學模擬實驗，並將研究結果轉

化製作成手動治玉模組，以尋找史前治玉的科技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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