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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動機
企劃內容
預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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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末春初之際，有的樹枝長出了新綠，有的
卻滄桑地落到了地上，總是讓人不禁想，如果
有能讓這些落下的樹枝也能重新向著蒼空生長
出屬於春日的嫩綠的魔法，那該有多好呢？於
是我們想起了那屬於夏日的魔法，生葉染，如
果說冰冷是為了讓時間凍結，那炙熱的火花是
否能倒轉時間？





1.探討不同被染物材質之染色差異

2.生葉染濃度對染色之影響

3.溫度對染色之影響

4.木灰水對染色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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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找出合適的被染物材質

2.掌握生葉染使用之濃度

3.瞭解延長染色的適合溫度

4.探究木灰水應用於生葉染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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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工具、材料及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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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器材及材料包括：量杯、濾網、電子秤、塑膠圓盆、
果汁機、噴燈、冰箱、曬衣架、溫度計、鋸子、劈竹刀、網
篩、曬衣夾、剪定鋏、製冰盒、酸鹼值測定器、尺及手套、
絲巾、棉布、竹篾花器、冰塊、蓼藍葉片、橡皮筋、塑膠袋、
竹子、羅漢松枯枝、桃花心木枯枝、印度紫檀枯枝、大王椰
子樹枯枝、構樹枯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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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染色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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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染色流程



具體成效、結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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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一階段染色成果可得知溫度越低顏色越深，而使用的被染物中絲巾最佳，
生葉使用量方面與我們預期的不同，竹篾在100克較低的生葉使用量下比較偏
向深藍色。(如圖14~圖16)

由第二階段可得知木灰冰水打汁前約10度，打汁後約15度，木灰冰塊打汁前
約12~15度左右，打汁後約5~10度之間，木灰的酸鹼值大概都在約9~11之間
徘徊，整體上泡沫高度大概都是3.5~6.5公分之間。
(如圖18~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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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實驗的結果可以得知，三種被染物絲巾、棉布及竹篾，以絲巾最適合做為
蓼藍生葉染的被染物。

2.低溫有助於生葉染的呈色效果，讓藍色更容易表現出來，這應該是歸功於低
溫的環境可以減緩生葉染液的氧化速度，有助於促進染色成效。

3.此結果則為創新性發現，在生葉染進行時可以低溫環境讓染色時間延長，創
造更符合需要的色澤，而生葉量越多染色的深度會越明顯，1600公克的水中
添加200公克的生葉，可以讓絲巾染出亮麗的藍色。

4.對照木灰水的酸鹼值可以發現，木灰水鹼性越強則染色成品出現綠色系的機
會較大，因此將來使用生葉染時可以依照需要去調節酸鹼值及溫度來變化顏色，
染出更多美麗的天然染色成品。



結論

本研究測試四項蓼藍生葉染的條件，分別是被染物的材質、溫度、生葉量及木

灰水，由實驗的結果可以得知，低溫有助於生葉染的呈色效果，讓藍色更容易

表現出來，這應該是歸功於低溫可以減緩生葉染液的氧化速度，有助於促進染

色成效，而生葉量越多染色的深度會越深，經本研究發現木灰冰水可以染出綠

色系偏藍為主，而用木灰水冰塊則可以染出乾淨的淡藍綠色的效果，對照木灰

水的酸鹼值可以發現，木灰水鹼性越強越綠，因此將來使用生葉染時可以依照

需要去調節酸鹼值及溫度來變化顏色，染出更多美麗的天然染色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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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完這篇『蓼藍染色之探討』，讓我對自己的小組合作能力、分析
整理能力、文章架構能力及表達口說及反省能力都有持續的提升！
在每一次的比賽裡都會有進步的空間。

1.小組合作能力是我和組員們會分配成書寫組與實驗組，清楚知道
自己的工作分配，進而跟小組一起討論出各自的想法及過程，最後
再統整起來。

2.分析整理能力是我和組員在書寫『蓼藍染色之探討』時，會把複
雜的程序從而簡化轉變成重點，讓人看了一目了然、淺顯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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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章架構能力是我在書寫這篇時，頭腦能夠很明確的架構並書寫
『蓼藍染色之探討』的研究內容，對題目有一定的了解。

4.表達口說及反省能力是我在校內比賽的評審們面前，能夠以侃侃
而談、神情自若的態度來展現我們對於這篇『蓼藍染色之探討』的
實驗發現及結果，讓評審們能夠指點我們不足的地方進行反思與檢
討、修改。

心得：每次參加校內的比賽都可以提升自己的各項能力，也有評審
們為我們指點迷津，從而發現有更多的可能性與延展性，檢討自己
不足的地方再持續進步。在這個比賽過程中，我和組員們都很享受
在台上能發揮我們各個專長也能從中獲取更多提升自己能力不足的
地方，並獲得許多成就感及自信心。



國立北港農工
農場經營科三年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