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3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 顯微鏡下的岩石世界 

一、摘要 

本研究旨在將教室櫥櫃內的岩石與礦物全部拿出來整理，共整理出 176 顆岩石與礦物，其

中岩石 128 顆與礦物 48 顆，第一步先建置數位化圖鑑資料庫，將每一顆岩石的分類、產

地、生成環境、外觀、用途、成分透過網頁建置系統化的圖鑑資料庫，第二步使用實體顯

微鏡將岩石的圖片放大倍率顯示，第三步是將岩石磨成 30 微米(0.03mm)的薄片後，最後透

過偏光顯微鏡的圖片就能了解岩石的相關知識與岩石內部不同的解理，讓人們能更深入地

探索岩石與礦物奧秘之處。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一、研究動機 

電腦教室中有一批 38 年前的岩石礦物標本，卡片泛黃、灰塵成團，被遺忘與塵封了許

久。三十多年前電腦教室曾是地科教室，但因行政規劃等原因，這些標本被海報與塵土封

印。再加上九年級上學期的岩石與礦物單元 一塊塊珍貴的本土化石是台灣的過去；一顆顆

奇形怪狀的岩石是來是日本的自然產物。如今希望藉由新興起的 AI 技術，並結合網頁，

讓這些岩石與礦物獲得新生命。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岩石礦物數位化圖鑑資料庫的建置 

(二)實體顯微鏡下的岩石世界 

(三)岩石薄片的製作 

(四)偏光顯微鏡下的岩石世界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建置岩石與礦物數位化資料庫 

1.用電腦教室裡的岩石加以整合出岩石與礦物數位化資料庫 

 
圖 2 數位化資料庫                                              圖 3 片麻岩之顯微圖片 

2.使用解剖顯微鏡拍攝岩石 

圖例：片麻岩之顯微圖片 

白色：正長石 

黑色：黑雲母 

半透明：石英 

小結：使用解剖顯微鏡拍攝圖片雖方便但只可觀察結晶顆粒較大之岩石，過小者則需要使

用偏光顯微鏡。 

3.共整理出橄欖岩、安山岩、大理岩、玄武岩、閃長岩、砂岩、花崗岩、花崗片麻岩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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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o.o3mm 的玻片，再透過偏光顯微鏡下觀察出礦物偏光的圖片 

4.藉由實驗觀察礦物的偏光現象來判別岩石之組成與分類 

本研究將岩石經過上面的整理與編號後，開始進行薄片的製作，依玻片的大小，使用切割

機將岩石切割下來，清洗後放入金剛砂盤將岩石的切片打磨平整，讓岩石與載玻片緊密貼

合，待岩石風乾後使用特殊的加拿大膠在磨片上均勻的塗抺，放上載玻片，讓載玻片與岩

石之間沒有氣泡，確認黏合後，將岩石薄片磨至透光，最後使用金鋼砂粉末進行表面細修

至 30 微米(0.03mm)的岩石薄片製作完成後，透過偏光顯微鏡下，固定倍率為 80x 手機 2x 目

鏡 10x 物鏡 4x，接著觀看每一塊岩石的玻片，以下乃以玄武岩為例，如圖 12 所示： 

   
圖 4  偏光顯微鏡固定倍率 

藉由觀察礦物顏色可知在此岩石的組成為：白色長條狀為斜長石，黃色為輝石，藍色為橄

欖石。 

   
圖 5 為玄武岩之平行偏光             圖 6 為玄武岩之正交偏光 

 

 

 

 

 

 

 

 

 

 

 

圖 7 偏光顯微下之橄欖岩(礦物解說)         圖 8 偏光顯微下之安山岩(礦物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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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偏光顯微下之花崗片麻岩(礦物解說)             圖 10 偏光顯微下之大里岩(礦物解說) 

     

 

 

 

 

 

 

 

 

 

 

 

 

圖 11 偏光顯微下之砂岩(礦物解說)       圖 12 偏光顯微下之玄武岩(礦物解說) 

 

小結：使用偏光顯微鏡能有效判別岩石組成成份，雖然辨識難度較高，由於我們在學習製

作玻片時，得知製作岩石玻片之過程相當費時且容易失敗，因為要磨到 o.oo3mm 才能透

光，也才能看得清楚岩石的組成成份。 

本研究將觀察到的礦物依礦物名稱的平常光外型、顏色、多色性、浮影、解理與正交偏光

之干涉色等六項彙整成表 3 礦物的偏光資料表來解說礦物在偏光顯微鏡下的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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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依製作出的 8 種礦物玻片，共整理出橄欖岩、安山岩、大理岩、玄武岩、閃長岩、

砂岩、花崗岩、花崗片麻岩等 8 種 o.o3mm 的玻片，再透過偏光顯微鏡下觀察出礦物偏光

的圖片並且彙整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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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辨識一種礦物除了干涉色之外還可觀察其解理、晶型與浮影，透過偏光顯微鏡下，

觀察的結果如下：橄欖岩具有多種干涉色，在研究觀察出有紅、藍、黃、綠等組成為橄欖

石。在安山岩中觀察到斜長石。花崗片麻岩中觀察到白雲母與長石。在大理岩皆由方石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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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顏色為白色，並且可以看到 120 度的二組解理交角約呈 120 度。在砂岩中觀察到石英

具有多種干涉色，圖中藍、黑與白色皆為石英。在玄武岩中觀察到橄欖石、斜長石與輝

石。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經統計本校岩石礦物總和共 176 種，其中岩石 128 顆與礦物 48 顆。岩石分類以變質

岩、火成岩、沉積岩為主。 

二、依 Hex 與 RGB 色碼表製作岩石身份證，以建立岩石與礦物資料庫。 

三、製作岩石數位化資料庫 

四、解剖顯微鏡可辨識岩石之礦物晶型，但若結晶顆粒過小不易觀察。 

五、使用正交偏光可消去標本之浮影並凸顯其顏色。 

六、礦物之消光角各不相同，且在消光過程中顏色變化能有 1 至 4 種。 

七、岩石之玻片厚度必須小於 30 微米(0.03mm)能透光才可觀察岩石的成份。 

八、礦物之干涉色可因玻片標本厚度不同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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