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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浪潮的勝利者，沉重的代價:消波塊的故事

一、摘要:

台灣1356公里的海岸線上，有700公里以上都被消波塊佔據，消波塊是在海岸或堤岸放置的大型
水泥塊，用意是為了吸收海浪拍打土地所造成的衝擊力，以保護海岸線。為了了解消波塊對環境
的具體影響，我們將設計實驗，並觀察實驗結果。我們將做出兩個模型，分別為對照組(未放置消
波塊的模型)與實驗組(放置消波塊的模型)，兩者模型被海浪拍打後，兩者模型呈現出不同的改變
。我們將結果分開討論，分成水面上與水面下。水面上的沙岸，對照組在海浪的沖刷下，帶走的
沙土比實驗組更多，導致岸邊與水平面更為接近，這也了驗證放置消波塊確實能夠保護海岸線；
水面下，在實驗組中，觀察到石塊左下側的沙土被海浪過度沖刷，形成一個小坑。而我們再以實
驗結果延伸探討至放置消波塊後，對於生態的影響。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當我們海邊岸吹風時，常會看到躺在海岸邊的消波塊，消波塊是海岸或堤岸放置的大型水泥塊，
它設計的用意是為了用來吸收海浪或大水拍打的衝擊，以保護海岸或河堤。它是否能夠保護海岸
線?它對生態有怎樣的具體影響?在近年來一直被環保團體所反對，又是為什麼?為了解答上述的問
題，故設計出這次實驗。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目的:為了呈現對消波塊的環境影響，檢視消波塊對環境的影響。

假設一:消波塊能夠保護海岸線。
我們認為東西會被設計出來，就必定有它的用意，如果設計出來的東西沒辦法達成他最初設計的
用意，那這個作品就是失敗作品，所以我們認為消波塊是有能力保護海岸線，能夠緩衝海浪對土
地的衝擊力，減緩土地侵蝕的效果。

假設二:消波塊的放置可以為生態內的生物帶來庇護所。
我們可以在海岸邊觀察到，在放置消波塊時，消波塊與消波塊之間，並非嚴絲合縫的擺放，而是
留有間隙，這是設計時，為了能夠更穩固的去抵抗海浪對土地的衝擊力。而我們認為這些間隙不
只能增加防禦力，也能夠為生物們帶來新的庇護所，讓牠們躲避捕食者的追捕，形成生物與人造
物共存的景象。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為了證實我們對消波塊的假設，以及觀察消波塊對環境和生態的影響，我們設計出了以下的實驗
計畫。

一、實驗材料:
塑膠盒（26×14×12cm)、沙土、石塊、水、圓罐。(實驗設置如圖一)



圖一 模型示意圖

二、實驗方法:

(一)前情提要:
在固定空間中，模擬在現實中自然沙岸與海浪的關係。沙土表示沙岸，石塊表示消波塊，水
表示海水，且我們將以使用罐子上下移動，產生波浪來表示海浪，呈現一個簡易沙岸模型，
並在實驗組中加入石塊，再對比未放入消波塊的環境下，觀察結果是否如同我們所假設的。

(二)驗證步驟:
1.將二個塑膠盒，裝入沙土，並塑形成沙岸的樣貌。
2.將水沿著盒子邊緣倒入盒內，避免水和沙混合，視線混濁影響拍攝與觀察。
3.分出實驗組與對照組，

(1)對照組，不放入石塊
(2)實驗組，放入石堆(將紅色網子把數塊石頭裝入袋中，模擬放置消波塊的海岸)

4.兩組由同一人來製造海浪（避免不同人的力道不一），定時兩分鐘(沖刷時間固定)
5.觀察並攝影兩組之差異。
6.結果分析。

(三)結果分析:
1.水面上：觀察結果呈現，我們先觀察兩者水面上的結果，有無消波塊對於沙岸的不同影響，
從圖片當中我們觀察到，在固定時間內的海浪沖刷下，對照組(無消波塊)在水面上所帶走的沙
土比實驗組(有消波塊)更多，使岸邊與水平面更為接近。

          
圖二 無消波塊實驗結果              圖三 有消波塊的實驗結果

2.水面下:視角轉移至水面下，我們在實驗組(有消波塊)的消波塊下面觀察到石塊左下側的沙土



被海浪沖刷，形成一個小坑。我們初步推測這可能是因為石塊壓住下方的沙土，使海浪無法
正常帶走沙土，故在石塊前方出現一個小坑。

           
圖四 無消波塊實驗結果                        圖五 有消波塊的實驗結果

綜合上述，消波塊在一定的程度上有達到放置它的最初用意，保護海岸，吸收海浪打所造成的衝
擊力，避免沿岸設施受損。在水面下，從實驗結果可知，雖使消波塊至沙岸的土地未流失，但卻
在消波塊以大海為外側的的土地上，沖刷作用加劇在消波塊的前方土地(即圖五左下的位置)，形成
一個小坑。在水面上看似達到了最初放置消波塊的用意，保護海岸線，不被過度侵蝕，但在水面
下，卻反映出它對環境造成的破壞，這可能會對在此生存的生物會帶來影響，原棲息地被破壞，
海洋生物影響部分海洋生物與潮間帶生物的原活動模式，所謂適者生存，消波塊的放置雖會對原
有環境造成破壞，但消波塊的放置也提供了一些新的庇護所，在消波塊堆疊的地方形成空隙，能
夠使部分生物在此生存、棲息。由此我們應經多方面的考慮，以確保消波塊的放置，對當地生態
影響能夠降到最小化，保持生物多樣性並促進生態平衡。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結論:

(一)水面上，未放置消波塊的岸邊帶走較多的沙土，岸邊與水平面更為接近，這也了驗證放置
消波塊確實能夠保護海岸線。

(二)水面下，放置消波塊的沙岸，消波塊左下側的沙土被海浪沖刷，形成一個小坑，此現象反
映出它也會對環境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破壞，對在此生存的生物會帶來影響，這影響可能會因消
波塊的設計、布局和擺放地點，而有所差異，我們應經多方面的考慮，以確保消波塊的放置，
對當地生態影響能夠降到最小化並促進生態平衡。

(三)消波塊的放置，除了需考慮它對環境的影響大小，也需要考慮它後期可能會需要的各種成
本，例如經濟成本方面，再光放置消波塊這個階段就需花費眾多資金而之後的保養更是一個無
底洞；在永續發展的方面，水泥應為是人造加工物，非自然產生，或多或少一定會打破此生態
原有的平衡，但這終究是短期且快速的解決辦法，非永久長效之策，這也是環保團體所重視的
，也一直再呼籲的部分。

二、未來展望與應用：
對於消波塊的放置，我們也可以使用更為環保和符合永續發展的方式來替代放置消波塊，像是
植樹、修復濕地、建立案濱森林等，雖會花費更多資金與時間，一旦建立成功，便能提高海岸
線的穩定性，同時也可以促進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健康，提供生物棲息地。我們也可在水面下透



過修護海草床、珊瑚礁等自然生態系統，降低海浪沖刷土地的衝擊力，以提供而外防土地侵蝕
的防禦功能，此方法也可提供生物額外的棲息地或吸引生物來此棲息。藉由這種環保用續的觀
念我們也可以應用在地震帶與颱風常發生帶的沿海地區，或位於沿海地區的軍事基底與港口，
這類靠進海濱處，易受海浪波及且地形結構脆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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