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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傷的芋頭 

摘要 

排灣族栽種芋頭時的前處理，會在種芋下方約以 45 度角斜切除一角後，再埋入土中栽

種，而平地人栽種芋頭則無此習慣。經我們實際實驗栽種發現，在斜切芋頭一角後增加

了吸水及土壤中養分的面積而加速其發芽，將其栽種後其根系比沒斜切角面的芋頭較快

深入土中且根系長得範圍更廣，能較快抓穩泥土較不會滾落邊坡，有利於其在有陡峭斜

坡的山區生長。因此若要在山區斜坡地上栽種芋頭，宜將種芋頭斜切一角，這樣做有助

於其在山區存活，而平地因地勢平坦且常栽種於水田，若切角則易導致其有傷口，讓其

感染導致腐爛，無助於存活，所以無須如此。因此在山坡上斜切芋頭增加吸收水分、養

分面積的栽種方法，更能在讓芋頭在乾燥的陡峭的山坡上存活及生長。 

 

壹、 研究動機 

山上的爺爺奶奶(vuvu)在種芋頭時，會用刀子在小芋頭底部削除一小塊後才將其種下，

我問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們說不知道為什麼，但這樣芋頭才會長得頭好壯壯。暑假

回平地看到外公外婆在院子裡種芋頭，並沒有把芋頭削一小塊，而是完整地將整顆小顆

芋頭埋在土裡種下， 我回到學校問老師為什麼在平地種芋頭的外公外婆種芋頭不用刀

子切一小塊，而山上的 vuvu 種芋頭卻要削一刀，我很好奇問老師，老師說他也不知道

原因，所以我們就想了解一下原因，幫山上的爺爺奶奶(vuvu)找答案，也因此特別做實

驗研究看看為什麼。 

 

貳、 研究目的 

因為電視經常報導及網路經常看到關於地球暖化嚴重的問題，不是暴雨成災不然就是久

旱不雨。今天世界更是乾旱日益嚴重，不利水稻生長。找尋耐旱作物以取代稻米，做為

主要糧食，乃是未來的趨勢，芋頭是早期台灣原住民傳統飲食作物，漢人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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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小米、芋頭和番薯是台灣原住民三大主要糧食作物，芋頭對土壤的適應

性很強。水田、旱田或坡地都能栽種，只要氣候適合，基本上芋頭不挑地

方，它具有耐濕、耐熱、耐陰、耐肥、耐瘠的超強能力。越是高溫潮溼，

它長得越好，他栽種容易且具有高澱粉質的特點，因此成為山區貧脊土的

傳統主食。原住民居住在山區，其耕地土壤貧脊且乾旱，因此適合一些耐

旱作物生長，芋頭便是其中之一，因此想了解芋頭的生長特性、學習如何

栽種及為何斜切芋頭栽種等等，以能對未來我們將面對的糧食不夠的問題

有所助益，這是我們的做這個研究探討的目的。因此我們的目的是：  

 

一、 比較平地人和原住民種芋頭的環境有何不同? 

二、 了解原住民在種芋頭時為何在底部劃刀的用意為何? 了解芋頭劃刀與不劃刀生

長時有何不同? 

三、 了解坡度與土石的關係?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栽植容器 小顆芋頭 土壤 

電子秤 指甲油 木板 

澆水器 美工刀 量角器 

量尺 磚塊 篩網 

 

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 

問題一、平地人和原住民種芋頭的環境有何不同? 

         



 

3 
 

(一)坡度比較 

 

研究方法與步驟: 

分別選取平地芋田一塊 A 點 (house farm )原住民山區芋田 B 點(mountain house)做為觀測

目標。 空照圖顯示其地貌 A 點 (house farm)地貌較平坦，B 點(mountain house)地貌起伏

大。 

經台灣區坡度表查閱如下     

 

   

平地芋田地貌 山區芋田地貌 台灣坡度圖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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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芋園 山區芋園 A、B 兩點芋園坡度顯示 

 

 

 

結果與發現: 

經過查閱，A 點平地觀測點其坡度為黃色，經比對其坡度為 0-5 度，而 B 點山區觀測點

其坡度為紅色，經比對其坡度為 20-30 度， 由此得知 B 點山區的坡度大於 A 點平地觀

測區坡度平緩，而山區芋園比較陡峭。 

 

(二)土壤比較: 

研究方法與步驟: 

   田野調查，實際走訪平地芋田及山地芋田，並將觀察紀錄記錄下來 

 

 

結果與發現: 

 

            平地土壤與山區土壤比較一覽表 

 顏色 黏性 顆粒大小 土壤母質 

山區 灰 不具黏性 顆粒大 砂石土 

平地 黑 黏性佳 顆粒細 黃土 

 

  

山坡地土壤外觀 平地土壤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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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 

了解原住民在種芋頭時，為何在底部劃刀的用意為何? 了解芋頭劃刀與不劃刀生長

時有何不同? 

 

研究方法 

將重量相當的芋頭分在同一組，一組 2 顆共分三組。每一組的芋頭分為有切及不切

各一顆，並將其放入底部有裝有濕毛巾的容器觀察其發芽情形。觀察發芽的不同 

 

   

切與不切 切與不切 切與不切 

 

芋頭有切與不切斜面的發芽比較 

        

發芽天數比較 

 

發芽日數觀測表 (2 月 19 日開始進行實驗) 

日期 
2 月 19 2 月 23 2 月 28 日 

切 不切 切 不切 切 不切 

A 組 X X  X  X 

B 組 X X X X  X 

已註解 [天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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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者未發芽    者已發芽 

 

 

研究發現: 

 

經過觀察發現 3 組有切的芋頭，四天後有 2 組發芽、1 組未發芽，9 天後全部發芽。但 3 組

中未切的芋頭則全部沒有發芽。由此可推測底部有斜切割的芋頭其發芽比未切割得發芽較快

及早。 

 

上面實驗結果，讓我們想知道為何有切割過的芋頭發芽較早？ 

我們看到芋頭經過切割後發芽較早，推測是因為其接觸水分、養分的面積較大，因此可以吸

收水分及養分就比較多。  

芋頭有切過發芽較早得原因為何? 

實驗步驟: 

準備三組芋頭 A、B、C 組全將其切角，將其中一個塗上指甲油晾乾以防止其吸收水分，另

一個無擦指甲油，將 3 組放入底部有舖上濕毛巾的容器內，最後觀察其發芽情形。 

結果與發現: 

 

 

C 組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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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芋頭 給芋頭塗指甲油 芋頭實驗 

 

塗指甲油與不塗指甲油發芽日數觀測表 

日期 

2 月 27 2 月 28 3 月 1 日 

塗指甲油 
不塗指甲

油 
塗指甲油 

不塗指甲

油 
塗指甲油 

不塗指甲

油 

 

A 組 x x x x x  

 

B 組 
x x x x x  

 

C 組 
x x x x x x 

X 者未發芽    者已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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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芽實驗 發芽前 切過的較早發芽 

 

 

研究發現: 

發現其沒擦指甲油的芋頭，其發芽率高於擦指甲油的，可見有切面的芋頭，因切面增加了吸

水面積，所以發芽較早。 

 

芋頭切與不切芋頭生長狀況比較？ 

 

將原先的 A、B、C 三組芋頭觀察與比較其發芽情形後，後埋入土中種植(900 克泥土)，經一

段時間後挖出測量其身長、重量、根系長寬、及葉面積。 

 

（一）身長比較: 

芋頭栽種後一個月，將其分別量測其身高，並將其統計於下表 

                   切、未切葉身長紀錄一覽表   

單位:公分 

 
A 組 B 組 C 組 平均 

1 個月後 1 個月後 1 個月後 1 個月後 

切 13 26 17 19 

不切 5 23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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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組身長 B 組身長 C 組身長 

 

研究發現: 

      有切斜面的芋頭的生長的身長平均 19 公分，未切的為 12 公分，有切斜面的芋頭比未

切面芋頭身長較長，表示吸收土壤養份比較多，生長情況比較佳 

 

（二）葉面積比較： 

 

葉面積比較，將葉子剪下秤重，把葉子用白紙描過下秤重葉面積比較切過的芋頭比未切的芋

頭葉面積較大 

                  切、未切葉面積紀錄一覽表 

單位:平方公分 

 A 組 B 組 C 組 平均 

切 125 215 78 139 

不切 46 35 56 46 

 

 

研究發現: 切過的芋頭葉面積平均為 139 平方公分，未切得為 46 平方公分，有切的比未切的

芋頭葉面積較大 



 

10 
 

 

   

剪相同面積紙片 100 平方公分紙秤重 相同面積紙片秤重 

 

 

結果顯示有切斜面的生長的葉面面積比較大，生長情況比較佳。 

 

 (三)根寬平均比較 

 將三組芋頭分別測量芋頭根系寬度 

結果與發現: 

 

                     切、未切葉根寬紀錄一覽表   

單位:公分 

 A 組 B 組 C 組 平均 

切 6 10 8 8 

不切 4 6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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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組根寬 B 組身根寬 C 組根寬 

 

 

 
 

由已上資料可得知，有切過的芋頭，其根寬平均為 8 公分，未切過的為 5 公分，切過的比未

切過的芋頭其根系寬度較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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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根平均長度比較 

 

將三組分別測量芋頭根系長度 

 

   

A 組根長 B 組根長 C 組根長 

 

 

                    切、未切葉根長度紀錄一覽表 

單位：公分 

 A 組 B 組 C 組 平均 

切 33 56 55 48 

不切 15 51 4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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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顯示有切斜面的芋頭的根系長度比較長、分布範圍比較廣且密，表示吸收土壤養份

比較多，生長情況更好。 

 

 

(五)重量平均比較 

 

將三組分別秤其重量,並將芋頭重量記錄下來 

 

                切、未切重量紀錄一覽表 

單位:公克 

 A 組 B 組 C 組 平均 

切 15 33 35 28 

不切 6 20 1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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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秤重 植株秤重 植株秤重 

 

結果與發現: 

結果顯示有切斜面的芋頭的重量比較重，表示吸收土壤養份比較強，生長情況比較好。 

                        切、未切葉生長紀錄一覽表 

   
植株重量(g) 根系長(cm) 根系寬度(cm) 

切 不切 切 不切 切 不切 

A 組 15 6 33 15 6 4 

B 組 33 20 56 51 10 6 

15

3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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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 19

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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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組 B組 C組 平均

重量平均比較(單位:公克)

切 不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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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組 35 19 55 41 8 5 

 

綜合上面各種不同關於芋頭在山坡地上實驗資料的整理及比較，可以觀察到有斜切面的芋頭

皆比沒有斜切的芋頭在身長、重量、根系長 、根系寛度、葉面積各方面皆比較長、重、

寛、大。 

 

問題四 

栽種地形的坡度與芋頭賴以生存的土石有沒有關係? 

 

實驗步驟: 

     山上的栽種環境，通常種於山坡，以平地 A 點來看其坡陡為 0°-5°，B 點山區坡度 30°-

50°，我們利用木板及磚頭模擬山坡地上種芋頭，從 0 度開始慢慢陡升，並用量角器量其角

度，哪一陡度土石開始滾動，模擬坡度與土石滾動的關係。 

  

陡度 0 度 10 度 20 度 30 度 40 度 

滾動狀 X X X   

 

X 為靜止  滑落 

 

   

模擬斜坡 量測斜坡角度 斜坡太陡土壤滑落 

 

研究發現: 

當坡度 0 度時，沙土不會滑動，當墊ㄧ塊磚頭時，角度增到 8 度左右時砂土還可以支撐，不

會滑動，當磚頭增至 3 塊，角度增至 25 度左右，沙土有稍許滑動，當磚頭增到 4 塊角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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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30 度時，沙土全部滑落。因此坡度愈大砂土愈容易滑動，不利芋頭穩定生長。所以要讓

芋頭愈快發芽，根愈快長成深入泥土，根系愈寬愈有利芋頭於山區生長，而要芋頭愈快發芽

的方法就是採用最經濟的斜切芋頭出一個大面積的面，以利抓牢深根土壤。 

 

 

伍、結果與討論: 

經由上面各種不同的實驗結果，我們得到芋頭有做切斜面的處理，種植在土壤裡面

後，它的生長情形都比沒切斜面的芋頭好，不論是葉面生長、芋頭身長、芋頭重量、根系長

度、根系寛度等。這也證明我們老祖先的智慧在日常生活中處處可見。特別是山坡是有傾斜

度，如果遇到下大雨時，雨水會沖刷斜坡上的土壤，包括所有上面的碎石及植物等。所以切

面愈大時，根系發展更長更廣，更緊密廣泛的抓住土讓，就更不容易被大雨輕易沖刷走。 

平地人栽種芋頭通常將其栽種於水田，但原住民是將其種於乾旱陡峭的山坡地。在原

住民生長的傳統山區芋頭必須克服地形及乾旱兩個不利生長的因素，因此將芋頭削掉一角讓

其增加吸水面積，讓它能在乾旱及貧脊的山區，能多吸收水分加速發芽及生長，它是一種既

經濟又容易的方式，平地則種于水田為多，若是削掉一角栽種，再種於水田，怕會讓傷口處

感染，增加感染的風險，所以在平地栽種芋頭不需削一角。 

芋頭具有良好的適應能力，不管是水田或旱地皆可以生長。同時原住民耕地通常是在

不適合多數的作物生長的乾旱、貧脊的山坡地上，只有小米地瓜及芋頭之類的抗旱作物能適

應，而我們祖先也早已在山坡地上種植芋頭了。再加上今天極端氣候愈來愈嚴重的情形下，

乾旱愈來愈常發生，或許將來沒水可以浪費栽種水稻時，芋頭將會是我們人類糧食中不錯的

選擇，因此了解並學習原住民老祖先傳承下來的芋頭栽種技巧或許未來有一天會用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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