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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南文化公園二期範圍卑南遺址短期考古發掘計畫」於2011年已邁入第二年的工作期

程，在去年底到今年初間的幾個月，卑南遺址研究團隊除了持續進行考古發掘工作外，更進

行了幾項與其它學術研究單位的合作計畫，其主要內容都聚焦在科學技術於考古學研究的應

用上，希望透過這幾個計畫的執行來評估相關技術於卑南遺址考古研究上的適用性。

其中三個合作計畫主要針對考古遺址地層探

測、陶質遺留成份分析、植物矽酸體分析等議題進

行嘗試，都是屬於跨領域的技術合作，分別與工業

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地質

科學系、人類學系進行學術合作，第一階段計畫皆

已完成，本文就初步成果進行簡單的說明。

另外，在今年初延續了去年的合作機制進行

第二屆「2011『卑南考古』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

系與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考古田野學術合作」

計畫，田野工作部份也於1月期間圓滿完成。

卑南遺址地物探測與考古議題整合第一期研究計畫

本計畫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

所執行，計畫目的主要期望進一步將地物探測的技

術整合於考古發掘或研究過程中使用，所以整體上

將不再只是單向地呈現出地物探測的結果，而是希

望能將地物探測的資料與考古發掘的資料結合進行

驗證，除了可以瞭解地物探測技術於卑南遺址的適

用性外，也進一步對於地物探測所得的資料能代表

哪些考古遺留或是地層堆積的現象進行分析，所以

這是一個跨領域整合的合作計畫。

第一期計畫主要包括幾個議題：針對卑南遺

址史前聚落範圍之邊界進行探測(圖一)、以西北—

東南向(垂直卑南山)進行地層縱剖面之探測、配合

考古發掘進行細密三維透地雷達探測。在計畫執

行過程中，地物探測主要以透地雷達進行探測(圖

二)，部份區域配合使用電磁法(圖三)進行探測，

卑南考古動態 
——科技考古學的實踐與跨學科的合作

文．葉長庚

並且配合考古試掘的需要，以e-GPS點位坐標測量讓

後續所呈現之探測成果能精準地與考古發掘資料進行

結合(董倫道2011)。

本計畫於2010年主要執行田野作業部份，後續

資料分析與整理仍有待下一階段的計畫持續進行，除

了地物探測實地進行的部份外，計畫主持人董倫道博

士亦安排時間於本館進行教學演講(圖四)。

卑南遺址陶質標本成份分析第一期研究計畫：陶質標本委託切片與初步分析研究計畫

卑南遺址出土大量的史前遺物，其中陶質遺留是數量最大的一批，但卻是受到最少關注

的部份，主要因為卑南遺址除了出土於石板棺中的陶器外，大都十分的殘破，所以本計畫主

要的目的是利用科學技術針對發掘出土的陶質遺留進行分析。

這個計畫委託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執行，主要分為二個部份，其一是針對卑南遺址

所出土的繩紋陶和素面陶進行分析；第二部份則是針對卑南遺址目前發掘出土的陶質遺留架

構出一套長遠進深的研究抽樣策略，初步抽樣100件標本進行切片作業，以供後續研究分析

使用。

初步分析結果如下：從陶片薄片(圖五)的偏光顯微鏡觀察，卑南遺址出土陶片的陶土

材料應屬於卑南遺址附近的沈積物，砂質沈積物組成顯示摻合料以源自中央山脈的片岩與

板岩等變質岩岩屑為主，含少量來自海岸山脈的火成岩岩屑；透過X射線繞射分析(X-ray 

diffraction analysis)，陶片中黏土礦物種類以依來石(Illite)與綠泥石(Chlorite)為主；根據掃

瞄式電子顯微鏡觀察結果(圖六)，推測陶器的燒製溫度應不超過850℃，應屬於露天燒製。然

而目前的推論僅以少量的標本資料分析進行，更明確的結果應透過更多標本的分析資料來呈圖二：進行細密三維透地雷達探測之現場情形。(劉宜婷
拍攝)

圖三：電磁探測作業情形。(引自董倫道2011:19)

圖一：初步地層電阻分布成果圖：針對卑南遺址史前聚
落範圍之邊界進行探測。(引自董倫道2011:14)

圖六-1：PNT030P44_L15陶片
之掃瞄式電子顯微鏡觀察，在
放大611倍觀察下，陶片本身存
在許多裂隙，可能在陶片燒製
過程中即已存在，導致陶器本
身強度有限，容易受外力作用
而破裂。(圖、文  楊小青提供)

圖六 -2：放大倍率增至2950

倍，發現陶片幾乎沒有燒結，
雖然可觀察到局部有因陶土產
生部分融熔而導致揮發性氣體
產生的氣泡，然而範圍太小，
對於陶片的強度貢獻有限。這
種顯微結構常見於露天燒製，
加熱時間過短的陶片。(圖、文  

楊小青提供)

圖五：編號：PNT030P44-L15標本(40

倍)，主要為變質砂岩屑、板岩(片岩)岩
屑、石英。(陳文山等2011)

圖四：「卑南遺址地物探測技術與考古
發掘整合研究」演講海報。(劉宜婷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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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考古隊合影於卑南文化公園考古工作室
（攝影／葉長庚）

現，相信會有更確切的解釋(陳文山等2011)。

除了初步研究與後續研究架構的建立外，

在計畫執行過程中，計畫主持人陳文山教授在

史前館進行教學演講(圖七)，並指導館內工作

人員如何利用顯微鏡觀察陶片薄片(圖八)，當

然這樣跨領域的學術合作仍有待持續的進行，

才能期望有更多的成果發表。

卑南遺址史前植物遺留分析研究第一期計畫：

矽酸體研究之可行性評估

可能因為土壤土質因素，卑南遺址發掘過程

中生態遺留的發現非常地少，也就是說很難找到

過去動物、植物的殘存，不像某些遺址能直接發

現植物種實等，所以對於卑南遺址史前生業型態

的瞭解大多是透過出土的農業或漁獵等相關工具

進行推測。而本計畫的目的即企圖透過科學實驗

的方式找出卑南遺址的植物線索。

植物矽酸體是植物在水分吸收的過程中，

將土壤中的矽酸累積於其細胞內，而不同植物

或植物的不同部位，會形成不同形狀的植物矽

酸體(圖九)，即使植物腐爛後，其矽酸體仍可

以長久保存在地層中(陳有貝2006)。臺灣考古

學於近年開始使用這個方法進行分析，本計畫

委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執行，目的在於評

估從卑南遺址發掘探坑中各層位的土壤(圖十)

與不同時期的陶質遺留中是否適合進行植物矽

酸體的實驗。

本計畫初步成果，在土壤實驗部份發現較多的植物矽

酸體遺留，特別是在接近卑南文化層的層位發現有稻屬矽

酸體；在陶片實驗部份僅在卑南文化層的素面陶中發現一

些植物矽酸體，也是有小部份稻屬矽酸體(圖十一)(陳有貝

2011)。整體結果可以瞭解植物矽酸體實驗於卑南遺址是

可行的，特別是直接從土壤進行分析，目前雖然發現一些

稻屬矽酸體的遺留，但要說明卑南文化人與稻米間的相關

行為，仍有許多研究與資料待進一步的分析。

2011「卑南考古」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與國立臺灣史前

文化博物館考古田野學術合作

繼去年，於今年1月臺大考古隊再次前來卑南遺址進

行「考古田野實習與方法」課程。由陳有貝教授及陳靜文

助教帶領5位研究生與18位修課同學(見臺大考古隊名單，

圖十二)，於1月17日至30日間進行為期2周的田野實習。

「2011『卑南考古』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與國立臺

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考古田野學術合作」是第二屆兩個單位間的合作計畫(圖十三)，其發掘工

作也是屬於卑南二期短期考古發掘計畫的一部份。所以說這次的計畫目的除了訓練未來考古

新血外，也配合本館考古隊目前所進行之研究議題進行發掘。

考考考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隊隊隊隊隊隊合合合合合合影影影影影影於於於於於於卑卑卑卑卑卑南南南南南南文文文文文文化化化化化化公公公公公公園園園園園園考考考考考考古古古古古古工工工工工作作作作作作室室室室室
影影／／／／／／葉葉葉葉葉葉長長長長長長庚庚庚庚庚庚））））））

圖九：1為芒茅屬植物矽酸體，2為竹亞科植物矽酸體，3為稻屬植物矽酸體，3者皆由卑南遺址土壤分析而發現。
(陳有貝2011)

圖八：陳文山教授親自指導館內人員如何透過顯微
鏡觀察陶片薄片。(劉宜婷拍攝)

圖七：「由陶片岩象學分析探討陶器的來源與技
術」演講海報。(劉宜婷製作)

圖十：由T029P57NW探坑的西側界牆依層位
取土進行植物矽酸體分析。(陳有貝2011:20)

圖十一：1為由卑南遺址陶片分析發現之稻屬植物矽酸體，2為由土壤
分析發現之稻屬植物矽酸體。(陳有貝2011)

圖十三：「2010『卑南考古』國立臺
灣大學人類學系與國立臺灣史前文化
博物館考古田野學術合作」海報。(劉
宜婷製作)

圖圖九九：1為為芒芒茅茅屬植植物物矽矽酸酸體體，2為為竹竹亞

1

植植物物矽矽酸酸體體，3為為稻稻屬植植物物矽矽酸酸體體，3者者亞科科植植

2

由由卑卑南南遺遺址址土土壤壤分析析而發發現。者者皆皆

3

44        



46        47        

與
考
古
相
遇

本次合作主要的研究議題則是配合前面提及之「卑南遺址地物探測與考古議題整合第

一期研究計畫」的其中一個部份，即針對已進行過細密三維透地雷達探測的區域進行考古發

掘，目的在於透過考古試掘瞭解實際地層堆積的情形，以作為跨領域整合的實踐。本次臺大

考古隊即協助針對其中一個已經過細密三維透地雷達探測之區域，進行共4個考古探坑之發掘

作業(圖十四)，分別是PNT033P53-SW、PNT034P54-SE、PNT033P55-SE、PN T032P54-SW。

在田野結束後，幾位學生亦將田野心得於本館電子報告進行分享 。期望這個部份的合作

計畫能持續為臺灣培育往後的考古人才，也讓這些有興趣參與考古工作的同學能有一個可以

共同討論的話題—卑南遺址。

初步成果與未來規劃

前述三項合作計畫的內容都是針對卑南遺址的需求或過去較缺乏的領域進行，也都屬於

科技考古學的範疇，希望透過跨領域的合作能讓卑南考古研究有更多議題的討論。

接下來，在地物探測的部份將持續進行資料整理作業與整合考古發掘進行分析；針對陶

片薄片的觀察與相關研究，在今年卑南遺址研究團隊有新的生力軍加入後，亦將持續進行；

從植物矽酸體實驗的成果，可說對卑南遺址史前生業型態的研究帶來新的切入點，相信往後

若能結合更多元的科學技術必定能有更大的發現。

未來的工作除了持續提供相關的成果發表外，希望能將卑南遺址建構成為一個可供許多

研究團隊共同合作研究的場域，然而在目前人力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卑南遺址研究團隊仍然

努力往許多不同議題的研究進行嘗試。

（作者為研究典藏組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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