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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泰雅族傳統文化中，「狩獵」有著無可取代的地位，也是過去族人們攝取蛋白質的主要來源。部

落獵人除了需要熟悉各種獵物習性、參照環境隨時應變外，也需熟悉陷阱的製作與操作，才能提升陷

阱狩獵成功的機率。 

    本研究欲探討透過改變 Sibling 陷阱中釣竿的「套索長度」、「釣竿位置」、「竹節」，對於釣竿「彈

力」或「速度」的影響。其中「竹節」的部分包含「竹枝長度」、「釣竿含水量」、「靜置時間」、「竹枝

聚集程度」。本研究發現： 

一、竹枝長度對於釣竿速度沒有明顯影響。 

二、套索長度越長，釣竿彈力越小。 

三、釣竿位置對於釣竿彈力有明顯影響。 

四、竹枝長度越長，釣竿彈力越大。 

五、釣竿含水量對於釣竿彈力有明顯影響。 

六、靜置時間對於釣竿彈力沒有明顯影響。 

七、竹枝聚集程度對於釣竿彈力明顯影響。 

(一)竹枝越多，彈力越大。 

(二)朝沒有竹枝生長一側彎曲釣竿時，彈力

較大。 

    最後，藉著本研究期望記錄下 Sibling 陷阱的製作方法、研究資料等，提供學校與部落作為文化

傳承的重要資料。 

貳、研究動機 

    每當爸爸、哥哥們提著許多獵物從山上回來時，在部落中等待的孩子們總是滿心期待與歡喜。因

為獵人們需要具備一定的技巧，才能獵捕到美味的山肉。狩獵時，不僅會使用獵槍、弓箭，還要懂得

架設陷阱，聽說架設陷阱是一個對於智慧與耐心的考驗，因此我們十分好奇如何架設陷阱、又如何成

功抓到獵物。 

    在學校規劃中，陷阱相關課程安排在四年級以上的學童，但對其強烈的好奇心引起我們學習的興

趣，希望能夠一起研究如何動手做陷阱、操作陷阱抓獵物，並透過實驗探討出更有效果、成功率更高

的陷阱製作方法。 

    透過課程影片，我們認識到本部落中母語名為 Sibling 的一陷阱。部落長老介紹時，提到 Sibling

只在尖石鄉後山部落能見到，更激起我們想研究並傳承它的想法，希望在研究後能把這個陷阱的知識

與特色分享給族人與其他人。 

    最後，期望透過本研究能驗證獵人寶貴的經驗與智慧外，更能找出提升陷阱成功狩獵機率的方法。

於保留傳統文化知識與技術的同時，也能用科學研究的方式增添創新的元素。 

參、研究目的 

一、探討泰雅族傳統陷阱的製作過程與智慧 

二、探討泰雅族傳統陷阱中釣竿的效果： 

(一)探討釣竿「速度」隨「竹節」的變化關係 

(二)探討釣竿「彈力」隨「套索長度」的變化關係 

(三)探討釣竿「彈力」隨「釣竿位置」的變化關係 

(四)探討釣竿「彈力」隨「竹節」的變化關係： 

1.探討釣竿「彈力」隨「竹枝長度」的變化關係 

2.探討釣竿「彈力」隨「釣竿含水量」的變化關係 

3.探討釣竿「彈力」隨「靜置時間」的變化關係 

4.探討釣竿「彈力」隨「竹枝聚集程度」的變化關係 

三、以科學研究方法驗證泰雅族人對傳統陷阱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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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歷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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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資料搜尋與文化傳承 

一、口頭訪問 
    過去部落獵人從耆老口述與自身經驗中，學習到狩獵與陷阱的相關知識與技能。因此，我們在

研究之初，效法他們從訪問中尋找有關狩獵的成功祕訣。 

    我們將「成功狩獵」分為「搜尋獵物」和「準備陷阱」兩大類，並從中發想訪談部落獵人的問

題，訪談問題整理如圖 1-1。 

    感謝部落獵人 MAMA1 多明哥、MAMA 樂流、宥臣爸爸、MAMA 達亞等人接受訪談，並耐

心教導我們關於陷阱的知識，訪談結果記錄如表 1-1。 

 

                                                      
1 泰雅族人對於男性長輩的尊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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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訪談問題整理 

 

   

   

圖 1-2：團隊訪談部落獵人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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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19/01/28 

2019/01/29 
地點 

新竹縣尖石鄉新光部落、 

鎮西堡部落、新光國小 

受訪者 

部落獵人 

MAMA 多明哥、MAMA 樂流、

宥臣爸爸、MAMA 達亞 

訪問者 
新光國小 

三年級小朋友 

訪談結果整理 

主分類 次分類 獵人回答記錄 

準備陷阱 

套索 

繩子大約 100 公分，但抓山羊要綁約 120 公分。 

使用鋼索抓山豬、山羊、山羌；釣魚線就抓苦花魚；棉線抓山雞、藍腹鷴；

麻線則多用來抓到獵物之後綁腳。 

通常套獵物的脖子較好抓，如果套尾巴會脫落。  

隱藏 山豬很會聞味道，所以套索要燻黑；或是把鐵線日曬雨淋把味道蓋掉。 

釣竿 

捕捉山豬要用粗的竹子；小鳥則用細的(約是一根手指或煙蒂的粗度)，是為

了讓牠看不見。 

長度要看土坡，斜度大的土坡用約 250 公分長；斜度小的用約 180 公分長。 

用竹子的話彈性可以撐半年；或是用殼斗科的樹枝也行。 

抓小鳥的很多都是用套脖子的陷阱。 

插到土裡大概 20~30 公分深，太淺像是 10 公分的話會被獵物拉掉。 

保險桿 
大概 5 公分長。 

套索要在保險桿上轉圈(8 字環)，是為了防止脫落、斷掉。 

石板 
形狀要用扁的。 

可以壓死老鼠、小鳥，但松鼠動作快，需要用鐵線的陷阱。 

土 

需要挖洞的陷阱，洞約 15 公分到 20 公分深，直徑大概 30 公分。 

硬的土比較好用；軟的土要敲硬；碎石土就不適合做陷阱。而山上的土比較

軟。 

誘餌 

有些陷阱沒放誘餌，是因為放在獵物平常經過的地方，像是帝雉的陷阱。 

放剛剛好的量，太多會浪費。 

動物不喜歡煮過的誘餌。 

搜尋獵物 
分辨 藍腹鷴的尾巴是橫紋白黑相間；帝雉的是豎紋的白黑相間。 

時間 春天不要放陷阱，那是獵物們繁殖的季節。多半是冬天放陷阱。 

表 1-1：訪談結果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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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製作陷阱 
    過去部落獵人們亦從耆老的示範操作中，學習到狩獵與陷阱的相關知識與技能。因此，我們在

研究之初，效法他們從示範操作中尋找有關狩獵的成功祕訣。 

    我們邀請到鎮西堡部落的阿道長老與 MAMA 以諾教導我們製作陷阱。阿道長老教導我們製作

兩種陷阱，一種是抓老鼠的陷阱Yapit Qoli2；一種是抓小型鳥類的陷阱 Sibling。本研究則選用 Sibling

陷阱作為我們主要實驗的對象與工具，因為長老提到 Sibling 只在尖石後山部落能見到，而且異於

其他陷阱，Sibling 的釣竿是在斜插在陷阱前面，朝向陷阱方向彎曲，以很大的彈力向後拉取獵物。 

    我們將製作過程中對於 Sibling 的問答結果整理如表 2-1；並在下一段「陸、獨立操作與發想」

中，記錄陷阱製作流程與運作原理。 

   

1 2 3 

   

4 5 6 

 

時間 2019/02/25 地點 新光國小森林教室 

受訪者 阿道長老、MAMA 以諾 訪問者 新光國小 三年級小朋友 

問答結果整理 

主分類 次分類 長老回答記錄 

Sibling 

陷阱 

套索 

長度大概是 3~4 個手掌寬那麼長：竹竿頂端到保險桿大概一個半手掌寬

的長度；保險桿到繩子尾端大概也一個半手掌寬的長度。 

套索不用鐵絲，因為那是專門設計用來抓會咬線的獵物，小鳥不會咬套

索，所以不須用到比較貴的鐵絲。 

隱藏 

拿枯草將屋頂上方遮蓋住，避免小鳥從屋頂上的洞看到誘餌，而從上面

進入，不從設置好的門口過，而套不到小鳥。 

屋頂上方遮蓋選用枯草，不用板子，避免因其顏色過亮或明顯，讓小鳥一

看就發現不自然。 

                                                      
2 Yapit 為泰雅族語，為一種陷阱名稱；Qoli 為泰雅族語，意為老鼠。 

圖 2-1：長老示範

陷阱 

 

1 製作 Yapit Qoli 陷

阱 

2 製作 Sibling 陷阱 

3 原理教學 

4 親自體驗身為獵物 

5 問答時間 

6 長老實驗不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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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根針掉在森林裡，老鷹的眼睛會看到，山豬的鼻子會聞到，黑熊

的耳朵會聽到，這表示山上的動物很聰明，所以要做好隱藏。 

釣竿 

要斜斜地插，因為要套小鳥的脖子就得往前面拉，如果這個陷阱是往上

拉，能抓到的機會很小，小鳥會飛走。且要在零點幾秒內抓住小鳥，故斜

斜地插主要為了控制釣竿彈力的方向。 

選用這種細竹子當釣竿，是因為要抓到小鳥，必須速度很快，而這種實心

的竹子尾巴，彈力更強。 

竹節上的小枝條要留一點點，比較耐用，不易斷掉，若把竹節上的枝條用

刀完全削除，結構會被破壞。當彈力增大時，釣竿就會斷掉。 

保險桿 

若小鳥觸碰到保險桿，會引發釣竿彈起。陷阱必須設計成小鳥會先去啄

誘餌的地方，不會去啄保險桿。 

誘餌桿除了是插誘餌的桿子，還有頂住保險桿的作用。因此，誘餌桿如果

太短，它就沒有可支撐的地方。 

陷阱門 竹桿要使用沒有竹節的那段，不然會勾住繩子。 

土 
把陷阱門前的泥土掃乾淨，讓土露出來。這樣陷阱裡面的誘餌才會變明

顯，小鳥一看就知道是牠要吃的東西。 

誘餌 
在陷阱前面撒少量玉米成路徑(不能讓牠吃飽)，引誘牠來吃陷阱裡面的玉

米。 

表 2-1：問答結果記錄 

    在示範過程中，阿道長老透過實驗操作，比較兩件事： 

1. Yapit Qoli 和 Sibling 的釣竿彈力 

2. Sibling 陷阱的釣竿位置 

比較結果記錄在表 2-2： 

比較

項目 
比較對象 比較方式 觀察結果 備註 

1 
Yapit Qoli 釣竿 觸動陷阱，甩動

釣竿的聲音 

很溫柔的咻聲 不用強力釣竿，只需考慮耐用 

Sibling 釣竿 快速而大聲 需要彈力大 

2 

釣竿位置在陷阱

前面(原位) 

觸動 Sibling 陷

阱，觀察效果 

成功觸動陷阱，套

住獵物 

聽甩動聲音，較大聲且短促 

釣竿位置在陷阱

後面 

無法觸動陷阱，屋

頂竹桿會卡住套

索。 

無法觸動陷阱，釣竿沒有甩動 

釣竿位置在陷阱

側面 

成功觸動陷阱，但

發現保險桿被側

面拉時，容易自己

滑掉、彈出。 

聽甩動聲音，較大聲且拉長 

表 2-2：長老示範陷阱比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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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獨立操作與發想 

一、Sibling 陷阱製作流程 
(一)選擇一個斜坡地，把周圍的落葉枯枝清乾淨，露出土壤。 

(二)把削好的竹片(竹葉狀)兩端插進土裡，形成一個拱門狀，為竹片門。如圖 1-1。 

(三)削好 4 根長約 30 公分的較細的竹桿，2 根當作屋頂橫擺在竹片門上，並橫插入土裡；2 根當

作柱子分別直直地插在左右 2 根屋頂竹桿旁，這樣會形成一個陷阱門口。如圖 1-2~3。 

(四)拿一些枯草樹枝輕輕蓋在屋頂上，把陷阱隱藏起來。如圖 1-4。 

(五)再削一根約 30 公分長較細的竹桿，其中一端削尖。插上小鳥的誘餌，例如生玉米粒。並把這

個誘餌桿，橫著插在柱子竹桿的後面，並把誘餌的位置調整到陷阱門口中間。如圖 1-6。 

(六)將長約 175 公分、削好竹枝條的竹尾3當作釣竿，斜插到陷阱門前面斜坡的土裡。如圖 1-5。 

(七)用粗棉線綁在釣竿頂端，中間綁著一根小木桿當作保險桿4，另一末端打一個活結。 

(八)把保險桿拉到陷阱門裡，保險桿架在竹片門和誘餌桿中間。如圖 1-6。 

(九)把活結打開成圈套，架在 2 根屋頂桿的前端，在門口張開成一個圈圈。如圖 1-7。 

(十)可在陷阱前方裸露土壤撒一些誘餌引誘獵物。 

   

1 2 3 

   

4 5 6 

  

7 Sibling 陷阱架設完成 

圖 1：Sibling 陷阱架設流程。 

                                                      
3 竹子頂端 
4 母語名稱：Qac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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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陷阱運作原理 

(一)Sibling 陷阱構造 

 

圖 2-1：Sibling 陷阱 (全景) 

 
圖 2-2：Sibling 陷阱(局部) 

(二)運作原理 

(1)Sibling 主要抓鴿子、小型鳥類的陷阱，因此選用牠們喜愛的誘餌，例如玉米粒、山桐子，插

在誘餌桿上，以及撒在陷阱前方。 

(2)小鳥在空中看見誘餌時，就會降落，一點點吃掉外面的誘餌。 

(3)最後小鳥就會把頭伸進陷阱門裡面吃誘餌，同時也伸進套索圈圈中。 

(4)當小鳥啄誘餌桿時，桿子被往下壓。原本卡住的保險桿就會鬆掉，被釣竿拉走。 

(5)活結被往後拉便會縮緊，圈套往小鳥的後方套住牠的脖子。即可捕捉小鳥。 

 

陷阱門 

釣竿 

(竹竿) 

套索圈套 

竹片門 

柱子竹桿 

屋頂竹桿 

保險桿 

誘餌桿 

(插著誘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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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心問題發想 
    阿道長老示範 Sibling 陷阱的製作時，常常強調 Sibling 陷阱的釣竿要斜插在陷阱門前，彈力才大、

速度才快，活結的圈套才會快速又準確地鎖住小鳥的脖子，不讓獵物逃走。 

    因此，我們發想，是哪些因素影響此陷阱狩獵的效果更好？陷阱狩獵的效果又是什麼？ 

(一)狩獵效果定義 

    依據阿道長老所提及的，狩獵的效果可以用釣竿的「彈力」與「速度」來表示。釣竿的彈力越

大，速度越快，狩獵效果就越好。也就是，Sibling 陷阱狩獵成功的機率能增加。 

(二)影響釣竿的彈力或速度的因素 

    根據我們對釣竿的觀察，影響釣竿彈力或速度的因素眾多，因此我們從中挑選適合設計實驗的

因素，設計以下的主實驗： 

1.探討釣竿「速度」隨「竹節」的變化關係 

2.探討「彈力」隨「套索長度」的變化關係 

3.探討「彈力」隨「釣竿位置」的變化關係 

4.探討「彈力」隨「竹節」的變化關係 

    期待透過實驗 1~4，探討釣竿「彈力」或「速度」如何受到那些因素的影響，並找出增加 Sibling

陷阱成功狩獵的方法。 

柒、研究設備與器材 

 

Sibling 陷阱 

 

竹尾(釣竿) 

 

掛勾電子秤 

 

iPhone 6s 

 

木料含水測試儀 

 

捲尺(含標籤貼紙) 

 

乒乓球 

 

棉線 

 

刀具 

 

自製模擬獵物 

 

膠帶 

 

瓦斯噴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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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實驗過程、結果與討論 

一、前置實驗 
    本實驗目的是，使我們熟悉測量彈力與速度的流程，並從中發現問題與思考出解決辦法。同時，

找出彈力與速度測量的誤差範圍與來源。分為「彈力測量」與「速度測量」： 

(一)彈力測量 

1.使用器材 

捲尺、皮尺、相機、掛勾電子秤、Sibling 陷阱、棉線、釣竿 

2.實驗步驟 

(1)以觀察、工具測量並記錄釣竿外觀，包含釣竿材質、釣竿顏

色、釣竿長度、釣竿粗細、釣竿位置、釣竿插進土裡的深度、

釣竿插進土裡的角度、陷阱所在土坡的坡度、套索長度5、套

索材質。 

(2)將 Sibling 陷阱架好，把電子秤的掛鉤勾在套索最前端的活結

圈內。 

(3)手拿著電子秤，統一拉彎釣竿到陷阱門前，等待電子秤測到的彈力並鎖定數據。 

(4)重複步驟(3)，測量 20 組彈力。 

(5)使用 Excel 軟體記錄彈力並計算平均值。 

3.實驗結果 

釣竿材質 竹子 釣竿位置 距離陷阱門 100 公分 

釣竿顏色 黃綠色 釣竿插進土裡的深度 22 公分 

釣竿長度 174 公分 釣竿插進土裡的角度 35.8 度 

釣竿粗細 

最粗 0.8 公分 陷阱所在土坡的坡度 15.15 度 

最細 0.4 公分 
套索材質 棉線 

套索長度 46 公分 

表 1-1-1：Sibling 陷阱釣竿基本特徵記錄 

次數 彈力(公克) 偏離平均(%) 次數 彈力(公克) 偏離平均(%) 

1 65 -8.5 11 90 26.7 

2 425 498.1 12 90 26.7 

3 50 -29.6 13 90 26.7 

4 50 -29.6 14 90 26.7 

5 60 -15.6 15 105 47.8 

6 60 -15.6 16 50 -29.6 

7 60 -15.6 17 50 -29.6 

8 60 -15.6 18 60 -15.6 

9 95 33.7 19 60 -15.6 

10 95 33.7 20 70 -1.5 

彈力平均值 71.1 

表 1-1-2：釣竿彈力測量(紅字部分：偏離平均值太多) 

                                                      
5小保險桿到釣竿頂端的繩長 

圖 1-1-1 測量彈力時電子秤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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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彈力測量(去除第 2 次測量) 

 

圖 1-1-3：彈力測量(減去平均值 71.1 公克) 

4.討論與結果分析 

(1) 我們一開始將掛鉤電子秤的掛鉤勾在套索最末端的繩圈裡，這樣測量有以下兩個影響： 

A 測量的彈力值容易受到套索長度的影響，因此我們調整套索到最長，比較不容易因套索纏

繞而改變長度，如表 1-1-1 所記錄。 

B 測量過程中發現，我們的掛鉤電子秤在數值較小(100 公克以下)時，不容易啟動鎖定螢幕

數據的功能，可能是因為數值跳動較大，因此可能會造成更多誤差。往後實驗將縮短套索

長度，以增強彈力。 

(2)表 1-1-2 偏離平均值(%)，用簡單的除法運算得到各個數據偏離平均值的程度： 

偏離平均值% =
(各數據−平均值)

平均值
× 100%                (式 1) 

(3) 從表 1-1-2 可得知，第 2 次測得數值是 425 公克，偏離平均值太多。因此在圖 1-1-1、1-1-

2 中測量數據可直接去除。 

(4) 從圖 1-1-2 可得知，釣竿彈力的實際值落在 50 公克~110 公克之間。若 Sibling 陷阱所捕捉

的獵物是鴿子類的小鳥，其體重約是 300~500 公克之間，理論上我們測得的彈力值難以將

獵物甩出去，頂多只能套住獵物。 

(5) 將圖 1-1-2 中各數據減去平均值 71.1 公克後可得到圖 1-1-3。圖 1-1-3 即表示此電子秤在測

量上的誤差範圍：圖中可知數據在±25~30 公克之間，表示在固定各種變因下，電子秤的測

量會在±25~30 公克之間浮動。若往後實驗數據在此誤差範圍內浮動，可視為沒有變化，即

彈力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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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速度測量 

1.使用器材 

捲尺、有色貼紙、乒乓球、膠帶、手機(慢速攝影功能)、手機腳架、Sibling 陷阱、棉線、釣竿、

自製模擬獵物(藍鳥 327 公克6) 

2.實驗步驟 

(1)使用與「前置實驗-1 彈力測量」相同的竹釣竿，架設 Sibling 陷阱。 

(2)將手機架設在陷阱的側面 

(3)將乒乓球用膠帶固定在釣竿頂端。 

(4)將捲尺每隔 10 公分貼上有色貼紙，拉長至 100 公分。並把尺一端擺在陷阱門前，另一端擺

在釣竿底部入土之處。將尺的貼紙面朝手機。如圖 1-2-1。 

(步驟(3)為了要使 Tracker 軟體能追蹤釣竿頂端的移動軌跡；步驟(4)是要將畫面做實際長度

的校正) 

(5)手拿著模擬獵物觸動 Sibling 陷阱，使釣竿彈出並捕捉獵物，同時用手機慢速錄影釣竿彈出

的過程。 

(6)將影片輸入到 Tracker 軟體並以捲尺為長度的標準，追蹤釣竿頂端的乒乓球，以得到每個

時間點釣竿頂端的位置、速度等。如圖 1-2-3。 

(7)將 Tracker 軟體所得數據輸入到 Excel 中，作單位換算並計算釣竿彈出過程的最大速度、捕

捉時間7等。 

  

圖 1-2-2：實驗裝置圖(左圖：陷阱部分的架設；右圖：陷阱與錄製裝置) 

  

a.選定影片片段(觸動陷阱到將獵物拉落地) b.將原點定在乒乓球起始點；使用捲尺為長度校正 

                                                      
6資料顯示，一隻成年鴿子的重量約 300~500 公克重 
7觸動陷阱後，到套索活結縮緊到獵物脖子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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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使用質點自動追蹤功能，自動比對片

段每一禎符合乒乓球的質點 

 

d.追蹤完成，輸出位置對時間關係圖、

速度對時間關係圖等 

圖 1-2-3：Tracker 軟體處理流程 

3.實驗結果 

  

圖 1-2-3：第一次速度測量 圖 1-2-4：第二次速度測量 

 

 

次數 
最大速度 

(公尺/秒) 

偏離平

均值% 

捕捉時間 

(秒) 

偏離平

均值% 

1 21.81 0.08 0.09 -13.16 

2 20.70 -5.02 0.12 10.53 

3 22.87 4.93 0.11 2.63 

平均 21.79  0.11  

圖 1-2-5：第三次速度測量 表 1-2-1：速度測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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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討論與結果分析 

(1)在速度測量實驗中，數據成功記錄的條件是： 

A 乒乓球固定在釣竿頂端，沒有被甩出去的釣竿彈飛。 

B 以自製模擬獵物觸動陷阱，套索必須套住獵物的脖子部分，將獵物拉走。 

C 錄影記錄的部分，在觸動陷阱到將獵物拉落地之間，必須有慢速攝影。 

(2)本實驗的誤差可能來自： 

A 捲尺是 Tracker 軟體決定畫面中實際長度很重要的器材，如果擺放歪斜或是沒有將等間距

貼紙面朝手機，將會對畫面實際大小的校正造成誤差，或是無法校正。 

B 我們手持自製模擬獵物觸動陷阱，和真實獵物的差別是：觸動陷阱後如果我們的手仍然抓

著獵物不放，會讓獵物沒有甩出去而是卡住，影響釣竿在自然狀態下釋放的速度。 

(3)我們使用慢速攝影的手機是 iPhone 6s，其中的慢速攝影功能是 240fps(每秒的禎數)，以下計

算錄製的畫面時間被放慢幾倍，以第二次速度測量數據為例：利用 Tracker 軟體選定影片的

片段共 145 禎畫面、慢速後有 6.04 秒。因此這個片段真實的時間就是
145 (禎)

240 (禎/秒)
= 0.604 秒。

因此，此慢速攝影功能將時間放慢的倍數就為
6.04 (秒)

0.604 (秒)
= 𝟏𝟎倍。將所有數據的時間除以 10，

就是真實的時間。 

(4)圖 1-2-3、1-2-4 中，可以發現速度的變化過程：觸動陷阱後先上升至最大速度，再下降至幾

乎速度為 0，此時是套索的活結縮緊所以拉住獵物脖子，釣竿被卡住。接著速度的變化在每

秒 10 公尺以內浮動，是釣竿本身被獵物的重量拉扯後，來來回回彈跳。圖 1-2-5 是第三次

測量，只擷取觸動陷阱後上升至最高速再下降至幾乎速度為 0 的過程。 

(5)根據表 1-2-1：顯示觸動陷阱後上升至最高速的平均值為每秒 21.79 公尺，換算為時速便是

每小時 78.45 公里，相當驚人的速度。而偏離平均值依照式 1 的計算方式，得到速度的浮動

約在±5%之間，因此往後實驗數據在此誤差範圍內浮動，可視為沒有變化，即速度相同。 

(6)根據表 1-2-1：顯示捕捉時間平均為 0.11 秒，有趣的是阿道長老在示範 Sibling 陷阱時提到： 

 

「釣竿必須要零點幾秒就往後拉住(獵物的)脖子，才不會讓小鳥飛走。」 

 

與我們測得的時間相符，雖然長老並沒有實際測量，但根據智慧與經驗卻也能猜到釣竿的

捕捉時間。而偏離平均值依照式 1 的計算方式，得到時間的浮動約在±10%之間，因此往後

實驗數據在此誤差範圍內浮動，可視為沒有變化，即時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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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實驗與子實驗 
本實驗目的是，探討釣竿的彈力與速度受到哪些因素影響，並找出如何影響，以得到更有效的釣

竿製作方法。以下實驗分為 4 個主實驗及 3 個子實驗，實驗 4-1、4-2、4-3 是由實驗 4 衍生出來的實

驗。 

實驗 1：探討釣竿「速度」隨「竹節」的變化關係 

    本實驗中我們想要知道，釣竿主幹上的竹節會往旁邊生長出很多竹枝條來，那些竹枝條的存在與

長短會不會影響釣竿的速度大小。因此，我們要改變釣竿上竹枝條的長度(我們以竹枝條上的竹節個

數來計算)，然後測量速度。 

(一)使用器材 

捲尺、有色貼紙、乒乓球、膠帶、手機(慢速攝影功能)、手機腳架、Sibling 陷阱、棉線、釣竿、

自製模擬獵物(藍鳥 327 公克)、刀 

(二)實驗步驟 

1. 準備新竹竿，保留竹節上的竹枝條，但把葉子都拔除，作為本實驗使用的陷阱釣竿。 

2. 架設「前置實驗-2 速度測量」的實驗器材。 

3. 以模擬獵物啟動 Sibling 陷阱，並用手機慢速錄影下來。 

4. 用剪刀逐次減少一節竹枝上的竹節，重複步驟 3，直到削完所有竹枝條(0 節竹節)。 

5. 以 Tracker 與 Excel 軟體分析並處理數據，取得變化圖。 

(三)實驗結果 

  

圖 2-1-1：捕捉時間隨竹枝長度的變化 圖 2-1-2：最大速度隨竹枝長度的變化 

 

竹枝長度

(節) 

捕捉時間

(秒) 

偏離平均

% 

最大速度

(公尺/秒) 

偏離平均

% 

0 0.13 2.9 13.21 0.9 

1 0.11 -16.4 14.47 10.5 

2 0.10 -22.9 14.12 7.8 

3 0.12 -10.0 14.40 9.9 

4 0.13 -3.6 12.43 -5.1 

5 0.13 2.9 11.75 -10.2 

6 0.15 15.7 12.47 -4.7 

7 0.16 22.1 8.91 -31.9 

8 無資料 

9 0.14 9.3 16.07 22.7 

平均值 0.13  13.10  

 

圖 2-1-3：釣竿晃動程度隨竹枝長的變化 表 2-1-1：各數據與偏離平均百分比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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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與結果分析 

1. 本實驗的誤差可能來自： 

(1) 削短竹枝的時候，需要削短插在土裡的竹枝，會鬆動土壤，讓釣竿底部容易鬆動，影響速

度測量。 

(2) 捲尺常常被不小心移動到，讓慢速攝影的長度校正不準。 

2. 在實驗中，本實驗竹枝長度為 8 節時的資料丟失，所以空白。 

3. 表 2-1-1 中的偏離平均%由式 1 計算得出。 

4. 從圖 2-1-1 和表 2-1-1 中得知，捕捉時間隨竹枝長度越長，有漸漸變大的趨勢，但是變化並不

明顯。表示當釣竿上的竹枝越長，捕捉時間較慢，但是仍在 0.2 秒內即完成捕捉獵物。 

5. 在圖 2-1-2 和表 2-1-1 中竹枝長度第 9 節時，最大速度偏離平均值稍大。而去除第 9 節的資料

點後，整體而言釣竿的最大速度隨竹枝長度的變化並沒有明顯變大或變小的趨勢。平均則是落

在每秒 13.1 公尺，換算單位就是時速 47.1 公里，仍然是很驚人的速度。 

6. 綜合 4、5 二點，以下實驗將把焦點放在彈力測量，較能看出明顯的改變。 

7. 圖 2-1-3 則是把活結縮緊、套到獵物後(同時也是在釣竿頂端從最大速度減速到最小速度後)，

釣竿頂端的位置變化記錄下來，並將所有位置的變化以 Excel 作標準差的運算，得到的數值即

為這些位置的變化程度。整體而言，從圖中可發現竹枝長度越長，晃動程度也越大，表示在抓

住獵物後，竹枝多且長的釣竿頂端，會來回震動得較厲害。不過阿道長老也說過： 

 

「速度快的釣竿並不是要把獵物晃暈，重點在於快速地套住小鳥的脖子。」 

 

所以晃動程度的大小對於陷阱效果並沒有影響，但是晃動程度會不會與釣竿所累積的彈力大小

有關，有待以下實驗測試之。 

 

實驗 2：探討釣竿「彈力」隨「套索長度」的變化關係 

    本實驗中我們想要知道，套索長度會不會影響 Sibling 陷阱中釣竿的彈力大小。因此，我們要改

變套索的長度，並測量彈力。 

(一)使用器材 

Sibling 陷阱門、竹釣竿、棉線、掛勾電子秤、直尺 

(二)實驗步驟 

1. 將套索調整到最長，並將長度記錄下來。 

2. 架設「前置實驗-1 彈力測量」的實驗器材。 

3. 手持電子秤拉彎釣竿，測量一組彈力(至少 3 個數據)。 

4. 調整套索長度：把套索纏繞在竹釣竿頂端，以縮短套索的長度，每次縮短 2 公分。 

5. 重複步驟 3、4，並將數據記錄下來。 

6. 以 Excel 軟體分析並處理數據，取得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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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結果 

 

圖 2-2-1：彈力隨套索長度的變化 

(四)討論與結果分析 

1. 本實驗的誤差可能來自： 

(1) 當拉扯電子秤到陷阱門前時，如果釣竿頂端的套索沒有纏繞緊實會容易鬆脫，使得套索長

度改變。 

(2) 如果沒有將電子秤拉到固定的位置(陷阱門口前)，會使每次測出的彈力結果不一。 

(3) 使用電子秤，如果觸碰到掛鉤，或是掛鉤方向沒有與電子秤垂直，也使每次測量結果不一。 

2. 圖 2-2-1 是將各套索長度下所測得的彈力值作平均，並畫出彈力平均值隨套索長度的變化圖。 

3. 從圖 2-2-1 中得知，當套索長度越長時，彈力越小；套索長度越短時，彈力越大。最大與最小

之彈力相差約 130 公克，大於誤差範圍(±25~30 公克之間)，因此可看出有明顯的變化。 

4. 阿道長老在示範 Sibling 陷阱時，曾提過套索的長度： 

 

「從釣竿頂端到保險桿的長度大約一個半的手掌寬；從保險桿到活結圈的長度大概也是一個

半的手掌寬，所以要使用的套索全長大概是三到四個手掌寬那麼長。」 

 

 成年人的一個半手掌寬，約是 30 公分。從圖 2-2-1 得知，套索長度 30 公分時的彈力約是 100

公克，顯然小於模擬獵物(藍鳥 327 公克)的重量，可能表示我們所使用的釣竿彈力已疲乏，或

是測量時釣竿底部的土壤已鬆動，使彈力下降。 

 

實驗 3：探討釣竿「彈力」隨「釣竿位置」的變化關係 

    本實驗中我們想要知道，釣竿的擺放位置會不會影響 Sibling 陷阱中釣竿的彈力大小。因為阿道

長老曾說過，Sibling 這個陷阱只在尖石後山見得到，獨特之處便在於陷阱的釣竿是插在陷阱前面，釣

到獵物的時候是往前面甩的。 

(一)使用器材 

Sibling 陷阱門、竹釣竿、棉線、掛勾電子秤、捲尺 

(二)實驗步驟 

1. 架設「前置實驗-1 彈力測量」的實驗器材。 

2. 從陷阱門前拉出捲尺，直到釣竿插入土裡的底部。 

3. 先將釣竿底部插入距離陷阱門 40 公分處。 

4. 手持電子秤拉彎釣竿，測量一組彈力(至少 3 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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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沿著捲尺改變釣竿距離陷阱門的位置，後移 10 公分插入釣竿。 

6. 重複步驟 3、4、5，直到距離陷阱門達 100 公分，並將數據記錄下來。 

7. 以 Excel 軟體分析並處理數據，取得變化圖與平均值。 

(三)實驗結果 

 

圖 2-3-1：彈力隨釣竿位置的變化 

(四)討論與結果分析 

1. 本實驗的誤差可能來自： 

(1) 改變釣竿位置需要重新拔出釣竿再插入土中，如果沒有插緊，容易讓釣竿底部鬆動，影響

彈力大小。 

(2) 與實驗 2-(四)-1-(2)、2-(四)-1-(3)相同。 

2. 為減少誤差，本次實驗開始，我們將電子秤掛鉤勾在釣竿頂端上套索的活結圈圈上，以防止套

索長度的影響，同時也增加彈力大小，利於電子秤鎖定數值。 

3. 圖 2-3-1 是將各釣竿位置下所測得的彈力值作平均，並畫出彈力平均值隨釣竿位置的變化圖。 

4. 圖 2-3-1 中可見得目前實驗所測得最高的彈力達 2260 公克，表示 Sibling 陷阱釣竿至少可承受

2260 公克左右之彈力而不會斷裂。 

5. 從圖 2-3-1 中可見彈力最大、最小值之差達 800 公克，代表數值有明顯變化，但是趨勢不明顯。

只可以整體見得，釣竿距離陷阱門 40~60 公分時，彈力平均較小；距離陷阱門 70~100 公分時，

彈力平均較大。數值趨勢不明顯，可能同時受到諸多原因影響： 

(1)當靠近陷阱門時，釣竿比較彎曲，彈力增加；遠離陷阱門，釣竿比較不彎曲，彈力減少。 

(2)當遠離陷阱門時，釣竿長度如果太短，必須將釣竿頂端拉至陷阱門，反而增加彈力。 

(3)釣竿在不同的距離下彎曲，會改變插入土裡的角度，角度大時表示釣竿不太彎曲，彈力比較

小；角度小時表示釣竿得較彎曲，彈力比較大。 

 

實驗 4：探討釣竿「彈力」隨「竹枝長度」的變化關係 

    本實驗中接續實驗 1-探討改變「竹枝長度」對釣竿「速度」的影響，我們想要知道，釣竿竹節上

枝條的存在與長短會不會影響釣竿的彈力大小。因此，改變釣竿上竹枝條的長度(我們以竹枝條上的

竹節個數來計算)，並測量彈力。 

(一)使用器材 

Sibling 陷阱門、竹釣竿、棉線、掛勾電子秤、刀 

(二)實驗步驟 

1. 準備新竹竿，保留竹節上的竹枝條，但把葉子都拔除，作為本實驗使用的陷阱釣竿。 

2. 架設「前置實驗-1 彈力測量」的實驗器材。 

3. 手持電子秤拉彎釣竿，測量一組彈力(至少 3 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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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刀減少一節竹枝上的竹節，重複步驟 3，直到削完所有竹枝條(0 節竹節)。 

5 以 Excel 軟體分析並處理數據，取得變化圖與平均值。 

(三)實驗結果 

  

圖 2-4-1：彈力隨釣竿位置的變化 1 圖 2-4-2：彈力隨釣竿位置的變化 2 

(四)討論與結果分析 

1. 本實驗的誤差可能來自： 

(1) 削短竹枝的時候，需要削短插在土裡的竹枝，會鬆動土壤，讓釣竿底部容易鬆動，影響速

度測量。 

(2) 與實驗 2-(四)-1-(2)、2-(四)-1-(3)相同。 

2. 圖 2-4-1 和 2-4-2 是將各竹枝長度下所測得的彈力值作平均，並畫出彈力平均值隨竹枝長度的

變化圖。 

3. 圖 2-4-1 和 2-4-2 差別在於使用不同竹竿(竹枝長度不同)的釣竿。 

4. 從圖 2-4-1 和 2-4-2 中均可發現，當竹枝長度越長，彈力都有越大的趨勢。圖 2-4-1 中彈力最

大值與最小值之差可達 200 公克；而圖 2-4-2 中彈力最大值與最小值之差可達 300 公克。這表

示竹枝的存在與長度大小，會對彈力造成明顯的影響。 

5. 根據 4 的討論，我們猜測可能的原因有： 

(1) 竹子有枝條，表示具有比較多的養分，所以彈力越大。 

(2) 竹子枝條會聚集力量，所以聚集越多竹枝，彈力就越大。 

根據以上兩點猜測設計出以下的實驗 4-1、4-2 驗證(1)點； 4-3 驗證(2)點：實驗 4-1 探討釣竿

「彈力」隨「釣竿含水量」的變化關係、實驗 4-2 探討釣竿「彈力」隨「靜置時間」的變化關

係、實驗 4-3 探討釣竿「彈力」隨「竹節聚集程度」的變化關係。 

 

實驗 4-1：探討釣竿「彈力」隨「釣竿含水量」的變化關係 

    延伸自實驗 4 的發現，我們假設竹枝條具有營養對彈力影響很大，所以設計本實驗：我們假設釣

竿的含水量為養分的指標之一，因此改變竹竿的含水量，會不會影響釣竿的彈力大小。 

(一)使用器材 

竹釣竿、棉線、電子秤、捲尺、木材含水測量儀、膠帶、瓦斯噴燈、抹布 

(二)實驗步驟 

1. 將釣竿在大水塔中泡水一整晚，假設為含水量最大值，測量其中竹節的含水量。 

2. 架設「前置實驗-1 彈力測量」的實驗器材，將實驗時釣竿底部 22 公分的部分改為以膠帶固

定在鐵欄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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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捲尺固定在鐵欄杆底部，以鐵欄杆為起點，直線距離 50 公分處做標記。 

4. 手持電子秤將釣竿彎曲到標記處，每次測量一組彈力(至少 3 個數據)。 

5. 以瓦斯噴燈將每一節竹節來回均勻烤 3 秒鐘，並擦拭竹子表面以除去竹表面的出水。測量

其中竹節的含水量。 

6. 重複步驟 4、5，直到烤乾釣竿。 

7. 以 Excel 軟體分析並處理數據，取得變化圖。 

(三)實驗結果 

 

圖 2-4-1-1：彈力隨釣竿含水量的變化 

(四)討論與結果分析 

1. 本實驗的誤差可能來自： 

(1) 將電子秤彎到標記處時，如果沒有對準標記處，或是電子秤與掛勾沒有垂直都將造成彈力

測量的誤差。 

(2) 釣竿底部與鐵欄杆間的固定膠帶如果越來越鬆脫，也會造成彈力變小。 

(3) 以瓦斯噴燈烘烤竹節，持續時間、火源距離、溫度都不固定，造成釣竿含水量不均勻。 

(4) 為了避免木料含水測量儀的探針，刺破竹節，造成結構改變影響彈力，我們將刺入竹節的

深度變淺，但這會導致探針接觸釣竿變少，含水量測量誤差。 

2. 將實驗釣竿底部 22 公分的部分改為固定在鐵欄杆上，為了避免以往固定在土壤裡會容易鬆脫

的狀況。 

3. 從圖 2-4-1-1 中，可見數據有明顯的改變，彈力的最大值與最小值相差約 200 公克，超過誤差

範圍(±25~30 公克)，因此釣竿彈力的確會受到含水量的影響。然而，可能因為討論 1-(1)~(4)誤

差分析的原因，導致無法看出彈力隨含水量的變化趨勢。 

 

實驗 4-2：探討釣竿「彈力」隨「靜置時間」的變化關係 

    延伸自實驗 4 的發現，我們假設竹枝條具有營養對彈力影響很大，所以設計本實驗：我們假設釣

竿會隨時間流失營養，因此把陷阱架起來靜置在森林裡，每天測量釣竿的彈力大小。 

(一)使用器材 

Sibling 陷阱門、竹釣竿、棉線、電子秤 

(二)實驗步驟 

1. 在森林中架設「前置實驗-1 彈力測量」。 

2. 手持電子秤將釣竿彎曲到陷阱門口，每次測量一組彈力(至少 6 個數據)。 

3. 每天分別以上午、下午各測量一次，每次 6 組彈力數據，並記錄當時天氣。 

4. 將陷阱架設起來，釣竿呈現彎曲狀態，繼續靜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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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複步驟 3、4。並以 Excel 軟體分析並處理數據，取得變化圖與平均值。 

(三)實驗結果 

 

時間(天) 彈力(公克) 時間(天) 彈力(公克) 

0 347.7 6 331.7 

0.5 270.0 6.5 325.0 

1 352.5 7 314.2 

1.5 355.0 7.5 326.7 

2 361.7 8 323.3 

2.5 345.0 8.5 315.0 

3 326.7 9 295.8 

5 402.5 9.5 383.3 

5.5 326.7 10 315.0 

平均彈力(公克) 334.1 

平均差異(公克) 

(紅字部分不列入計算) 
17.6 

 

圖 2-4-2-1：彈力隨靜置時間的變化 表 2-4-2-1：彈力隨靜置時間的變化 

(四)討論與結果分析 

1. 本實驗的誤差可能來自： 

(1) 實驗過程中需要將陷阱靜置在森林許多天，如果途中有人、動物或是風雨干擾陷阱，可能

使釣竿彈出，不再是彎曲狀態，影響靜置的控制變因。 

2. 每次彈力測量完，必須將保險桿卡在誘餌桿上，使釣竿維持彎曲狀態，以符合實際陷阱狀態。 

3. 圖 2-4-2-1 是將在架起陷阱後的時間(天數)所測得的彈力值作平均，並畫出彈力平均值隨靜置

時間的變化圖。 

4. 圖 2-4-2-1 中，第 3.5、4、4.5 天時經假日，我們許多人離開部落下山，因此無測量資料。 

5. 表 2-4-2-1 中，第 0.5、5 天(紅字部分)彈力數據偏差平均太多，因此以下忽略不討論。 

6. 圖 2-4-2-1 中，可見天氣晴雨在短時間內不影響陷阱釣竿的彈力變化。 

7. 表 2-4-2-1 中，可見 10 天內的各彈力與平均彈力的差異約 17.6 公克，在誤差範圍以內(±25~30

公克)，因此可以得知 10 天內的釣竿彈力沒有明顯的改變，平均約是 334.1 公克的彈力。 

 

實驗 4-3：探討釣竿「彈力」隨「竹節聚集程度」的變化關係 

    延伸自實驗 4 的發現，我們假設竹枝條的聚集程度對彈力影響很大，所以設計本實驗：當竹枝條

都聚集在釣竿的某一側時，往竹枝條一側彎曲，以及往沒有竹枝條的那一側彎曲，彈力有何不同。同

時，我們分別減少竹枝條，再次觀察彈力受到竹枝存在的影響。 

(一)使用器材 

竹釣竿、棉線、掛勾電子秤、刀、捲尺、膠帶 

(二)實驗步驟 

1. 將竹枝條分成主枝幹左右兩側生長，並用刀去除其中一側的所有竹枝條。此時，將具有竹枝

條的那一側叫做正面；沒有竹枝條的那一側叫做反面。 

2. 架設「前置實驗-1 彈力測量」的實驗器材，將實驗時釣竿底部 22 公分的部分改為以膠帶固

定在鐵欄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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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捲尺固定在鐵欄杆底部，以鐵欄杆為中點，左右兩側 50 公分處做標記。 

4. 手持電子秤分別以正面彎、反面彎曲釣竿到標記處，每次彎曲測量一組彈力(至少 3個數據)。 

5. 用刀減少正面那側竹枝條的數量。 

6. 重複步驟 4、5，直到削完所有竹枝條(0 節竹節)。 

7. 以 Excel 軟體分析並處理數據，取得變化圖與平均值。 

  

圖 2-4-3-1：實驗裝置圖(左圖：實際裝置圖，底下捲尺即為標記處； 

右圖：釣竿處理示意圖) 

(三)實驗結果 

  

圖 2-4-3-2：彈力隨竹枝數量的變化(正面彎) 圖 2-4-3-3：彈力隨竹枝數量的變化(反面彎)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0 1 2 3 4 5 6

彈
力

(公
克

)

剩餘竹枝數(枝)

彈力隨竹枝多寡的變化-正面彎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0 1 2 3 4 5 6

彈
力

(公
克

)

剩餘竹枝數(枝)

彈力隨竹枝多寡的變化-反面彎

正面彎 反面彎 

鐵欄杆固定釣竿 

竹枝條 

釣竿主幹 



25 
 

 

圖 2-4-3-4：彈力隨竹枝聚集的變化 

 

竹枝數 0 1 2 3 4 5 6 平均 

正面彎彈力(公克) 743 609 783 912 861 856 868  

反面彎彈力(公克) 1195 1107 1077 1258 1253 1262 1358  

相差 452 498 294 346 392 406 490 411 

表 2-4-3-1：各正反面彎彈力平均值與差異 

(四)討論與結果分析 

1. 本實驗的誤差可能來自： 

(1) 將電子秤彎到標記處時，如果沒有對準標記處，或是電子秤與掛勾沒有垂直都將造成彈力

測量的誤差。 

(2) 釣竿底部與鐵欄杆間的固定膠帶如果越來越鬆脫，也會造成彈力變小。 

2. 將實驗釣竿底部 22 公分的部分改為固定在鐵欄杆上，為了避免以往固定在土壤裡會容易鬆脫

的狀況。 

3. 圖 2-4-3-2、圖 2-4-3-3 是將在不同竹枝數量下所測得的彈力值作平均，並畫出彈力平均值隨竹

枝數量的變化圖。前者是正面彎曲；後者是反面彎曲。 

4. 圖 2-4-3-4 是將圖 2-4-3-2、圖 2-4-3-3 合併，得到彈力平均值隨竹枝聚集的變化圖。 

5. 圖 2-4-3-2 中正面彎曲釣竿時，當竹枝越多，彈力有越大的趨勢。而在圖 2-4-3-3 中反面彎曲

釣竿時，同樣是竹枝越多，彈力越大。上述兩者彈力的最大值與最小值之差均約 300 公克，大

於誤差範圍(±25~30 公克)。 

6. 圖 2-4-3-4 中，將正反面彎兩者比較。有趣的發現，剩餘竹枝不論是多少，反面彎釣竿的彈

力，均比正面彎來得大。兩者的彈力差異如表 2-4-3-1 中，差異平均為 411 公克，是一隻鴿子

重量的偏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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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結論 

一、泰雅族傳統陷阱 Sibling 具有獨特設計，達到有效的狩獵。 

(一)釣竿至少可承受約 2260 公克的彈力而不會斷裂。 

(二)釣竿頂端的速度最高可達每秒 21.79 公尺(時速 78.45 公里)。 

(三)釣竿的捕捉時間平均為 0.11 秒。 

(四)彈力測量的誤差範圍在±25~30 公克；速度測量誤差範圍在±5%之間。 

二、「竹枝長度」對於釣竿「速度」沒有明顯的影響。 

(一)釣竿竹枝越長，捕捉時間越長；竹枝越小，捕捉時間越短。兩者皆在 0.2 秒內完成捕捉獵物。 

(二)釣竿的最大速度隨竹枝長度的變化沒有明顯變大或變小的趨勢。 

(三)竹枝長度越長，捕獲獵物後釣竿的晃動程度越大；竹枝長度越短，晃動程度越小。 

三、「套索長度」對於釣竿「彈力」有明顯的影響。 

(一)套索長度越長，釣竿彈力越小；套索長度越短，釣竿彈力越大。 

(二)套索長度調整在 9~47 公分之間時，彈力最大與最小值相差約 130 公克。 

四、「釣竿位置」對於釣竿「彈力」有明顯影響。 

(一)釣竿位置調整在距離陷阱門 40~100 公分之間時，彈力最大與最小值相差約 800 公克。 

(二)彈力隨釣竿位置沒有連續變化的趨勢。 

(三)釣竿距離陷阱門 40~60 公分時，彈力平均較小；距離陷阱門 70~100 公分時，彈力平均較大。 

五、「竹枝長度」對於釣竿「彈力」有明顯影響。 

(一)竹枝長度越長，釣竿彈力越大；竹枝長度越短，釣竿彈力越小。 

(二)竹枝長度選用 0~13 節內，彈力最大與最小值相差約 200~300 公克。 

(三)竹枝的存在與長度大小，會對彈力造成明顯的影響。 

六、「釣竿含水量」對於釣竿「彈力」有明顯影響。 

(一)釣竿含水量調整在 8~20%之間時，彈力最大與最小值相差約 200 公克。 

(二)彈力隨釣竿含水量沒有連續變化的趨勢。 

七、「靜置時間」對於釣竿「彈力」沒有明顯影響。 

(一)釣竿彈力隨天氣的晴雨在 10 天內沒有明顯變大或變小的趨勢。 

(二)釣竿彈力隨靜置時間在 10 天內沒有明顯變大或變小的趨勢。 

八、「竹枝聚集程度」對於釣竿「彈力」明顯影響。 

(一)竹枝越多，彈力越大；竹枝越少，彈力越小。 

(二)竹枝數量調整在 0~6 枝時，彈力最大與最小值相差約 300 公克。 

(三)朝竹枝生長那一側彎曲釣竿時，彈力較小；朝沒有竹枝生長一側彎曲釣竿時，彈力較大。兩種

彎曲方式的彈力相差約 411 公克。 

(四)竹枝的多少與聚集方向，會對彈力造成明顯的影響。 

九、泰雅傳統陷阱 Sibling 的製作與研究，以科學方法驗證泰雅族人使用陷阱狩獵的知識與技術，也

透過實驗找出「套索長度」、「釣竿位置」、「竹枝長度」、「含水量」、「靜置時間」、「竹枝聚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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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彈力或速度的方式。 

拾、綜合討論與未來展望 

一、綜合討論 

    我們團隊對於「結論」做出一些解釋與假設： 

(一)結論一中，阿道長老提及 Sibling 釣竿選用細竹尾、以及在陷阱門前斜插的方式，都是為了增加

捕捉獵物的彈力與速度。在我們的彈力與速度測量中，的確測到驚人的彈力與速度，足以見得

釣竿本身的選用與陷阱設計方式，對於狩獵都是有很效果的。 

(二)結論二與結論五中，釣竿速度隨竹枝長度沒有明顯影響；彈力隨竹枝長度有明顯影響，表示彈

力在 200~300 公克之間的改變時，速度的變化不明顯。 

(三)結論三中，套索長度越短，表示釣竿得越彎曲，才能將保險桿卡在陷阱門裡，所以彈力越大。 

(四)結論七中，彈力隨靜置時間變化實驗持續 10 天內，看不出明顯變化。如果靜置時間持續至幾個

月，可能就可以看出彈力的改變。 

(五)結論五與八令我們覺得最特別：竹枝的存在、長短、多少與聚集的方向，會對彈力造成明顯的

影響。我們猜測，結構上竹枝條會對釣竿的主幹形成拉扯的力道，所以如果竹枝越多越長時，需

要更大的力量把枝條和主幹拉開來，釣竿才能彎曲。此猜測也能解釋為何釣竿朝沒有竹枝生長一

側彎曲時，彈力較大。 

 

二、未來展望 

(一)深入研究 

    我們曾思考影響陷阱狩獵效果的其他因素，包含釣竿的植物種類、處理方式(製作方式)、粗細、

長度、插入土的深度、植物年齡，以及套索材質與獵物重量，都有可能影響釣竿狩獵的彈力或速度。

未來實驗的方向，可深入探討彈力或速度隨這些因素的影響。 

(二)結合課程 

    學校規劃有文化課程，教導我們泰雅族傳統文化的知識或技能。我們的研究可提供更多往後陷

阱相關文化課程的教材與記錄。 

    同時，在文化課程的其他傳統領域中，也可發展出實驗與研究的上課方式。 

(三)回饋部落 

    Sibling 陷阱在尖石後山部落有其特殊性，因此我們認為部落族人對於它的理解與應用應當被

保存下來。我們的研究能記錄此陷阱的製作過程、技巧、效果，不但留下驗證，也能在未來提供給

部落族人達到學習與傳承的功用。 

(四)分享文化 

    我們部落具有觀光優勢，因此部落常常有外地遊客來訪。如果可以將陷阱的製作與研究發展成

體驗活動的套裝行程，將可以成為我們部落的觀光特色之一。同時也讓他人更認識或傳揚泰雅族的

狩獵與陷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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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價值反思 

    研究過程中，我們學習現代新式陷阱的操作，並反思傳統陷阱與新式陷阱的比較，如表 2-5。

從表中可以發現，新式陷阱的優點多於傳統陷阱。因此，對於傳統陷阱的保留與使用就有很多可討

論之處。 

    後續的研究如果呈現傳統陷阱的更多價值，便能找到保留傳統陷阱文化的意義。 

陷阱 

差別 
傳統陷阱 新式陷阱 

材質 竹子、棉線、木頭 塑膠、鐵絲、水管、彈簧等人造物 

架設方式 插在土裡面，要自己動手做 綁在樹上，很多是現成的、已經做好的 

使用次數 容易壞掉、發霉、能彎曲比較少次 可以用比較多次，因為材料比較堅固 

取得方式 需要到處(大自然)收集材料 去商店買 

花費 少 多 

對生態影響 環保，材料可以回歸自然。 不環保，很多東西不能回歸自然。 

表 2-5：傳統陷阱與新式陷阱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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