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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高中（職）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突堤效應對於海岸線的影響 

一、摘要： 

  台灣是一座美麗的海島，但在科技逐漸進步以及人類不斷的開發後，導致台灣竟然有高達

十二座的海灘受到十分嚴重的破壞，其中包括宜蘭縣蘭陽溪口北岸、新竹縣南寮漁港南側、

高雄市旗津、台南市曾文溪口北岸……等等。 

  我們透過做實驗來了解突堤效應對海岸線的影響,以及在海邊興建建築物的安全性，並了解

其生活中的應用。 

  突堤效應，是因為海堤等這些人工建構物凸出於海岸，延伸出來，阻擋了原本沿岸流、海

岸漂沙的路徑，造成漂沙於上游側堆積，而下游側原先有漂沙供應的地區則因為漂沙量減少，

平衡機制受到破壞，輸出大於輸入，逐漸出現海岸侵蝕。 

  高雄港擴建、南星計畫及洲際貨櫃碼頭開發，影響了旗津海岸沙源補充，使得旗津區沿岸

海浪侵蝕更甚，海岸線不斷不斷的後退，顯示旗津海岸現況侵蝕現象嚴重且部分海岸已有立

即性危險。高雄市政府於 2005 年展開這項綠色海岸線的守護計畫，2009 年辦理相關海岸線

保護工程計劃並於 2013 年 4 月完成。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台灣是一座富含多樣生物、美麗風景的海島，但鑑今的台灣，那些天然沙灘、自然美景

都因為人類的建設而被破壞。我們想藉由其中一項會影響海岸線的例子——突堤效應，來

了解其原理。 

我們主要探討的兩個題目： 

（一）突堤效應，建造垂直於海岸線的防波堤會造成的影響及它的原理？ 

（二）若要在有防波堤的海邊蓋建築物，應蓋在哪一邊較安全？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 假設沿岸流流經垂直於海岸線的防波堤，會造成堆積與侵蝕，如圖(一)：  

 

 

圖(一)突堤效應自製簡圖 

（二） 如圖(一)，我們假設建築物要蓋在甲處會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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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原理： 

  利用建造突堤所產生之波浪繞射及反射作用使背水面波能變小、流速降低使漂沙適當沉

澱於結構物背水面，反之正水面流速大、波能大增加漂沙動能。突堤性應使原沿岸流之漂

沙量遭阻絕而流線發生變化，導致輸沙上游側海岸堆積，輸沙下游側發生侵蝕的現象。由

突堤效應可知突堤興建完成後由於突堤的攔阻特性，上游側漂砂量在沿岸方向慢慢增加，

而下游側則慢慢減少，使得漂沙現象在上游側形成弧形狀的堆積，而下游則產生侵蝕現

象，由此方法達到造灘及養灘目的。 

  

實驗： 

  由於沿岸流流經垂直於海岸線的防波堤，沿岸流會將海岸線侵蝕或堆積，所以我們設計

實驗來模擬。實驗如下： 

實驗（一）： 

１. 先將防波堤（磚塊）垂直放入塑膠盆中，再將砂土覆蓋其左右當作沙灘，如圖(二)。 

 

圖(二)模擬沙灘 

 

２. 將水倒入盆中模擬海水，如圖(三)。 

 

圖(三)模擬海水 

３. 因水箱太小，用手波動水的方式模擬沿岸流，會造成太大的水波撞擊水箱內壁，而影響

實驗結果，所以改用小塑膠杯置於水面上輕微晃動 15 分鐘模擬沿岸流，如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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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模擬沿岸流 

 

４. 再將塑膠盆靜置 25 分鐘沉澱。 

我們因為一開始用手潑水導致水變得很混濁，在靜置過後我們將水撈出一些，發現甲處 

有堆積且乙處有侵蝕，如圖(五)。表(一)為實驗數據。 

 

 

圖(五)結果: 

 
 

 

 

 

 

 

 

 

 

實驗（二）： 

１. 將竹筷用三秒膠、泡棉膠及白膠做成簡易建築物，如圖(六)。 

 

圖(六)模擬簡易建築物 

２. 先將防波堤(磚塊)垂直放入塑膠盆中，再將砂土覆蓋其左右當作沙灘，如圖(七)。 

時間\位置 堤前(甲處) 堤後(乙處) 

0 分(原本) 1.7cm 1.7cm 

15 分 1.9cm 1.5cm 

表(一)實驗結果 



4 
 

 

圖(七)模擬沙灘 

 

３. 將水道入盆中模擬海水，如圖(八)。 

 

圖(八)模擬海水 

 

４. 將簡易建築物插入沙土中，如圖(九)。 

 

圖(九)插入簡易建築物 

 

５. 把小塑膠杯置於水面上輕微晃動 15 分鐘，如圖(十)。 

 

圖(十)模擬沿岸流 

６. 因為空間太小，所以實驗結果不夠明顯，但我們發現堤前的沙土有增高，而堤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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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土減少，如圖(十一)及表(二)。實驗結果證明將建築物蓋在堤前(甲處)會較安全。 

 

 

圖(十一)實驗結果 

 

 

 

 

 

 

 

 
 

時間\位置 提前(甲處) 堤後(乙處) 

0 分(原本) 1.3cm 1.3cm 

15 分 1.4cm 1.1cm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結論： 

  突堤效應，是因為海堤等這些人工建構物凸出於海岸，延伸出來，阻擋了原本沿岸流、海

岸漂沙的路徑，造成漂沙於上游側堆積，而下游側原先有漂沙供應的地區則因為漂沙量減少，

平衡機制受到破壞，輸出大於輸入，逐漸出現海岸侵蝕。換句話說，突堤效應將會造成堤前

堆積、堤後侵蝕的狀況。 

  我們的實驗結果不如預期明顯，可能是因為我們的實驗不是在空曠的海邊進行，實驗器具

太小導致觀察不準確。若使用較大的容器，突堤效應才會更加明顯。 

 

生活應用： 

  上網查過後，我們發現由於高雄港擴建、南星計畫及洲際貨櫃碼頭開發，影響了旗津海岸

沙源補充，使得旗津區沿岸海浪侵蝕更甚，海岸線不斷不斷的後退，顯示旗津海岸現況侵蝕

現象嚴重且部分海岸已有立即性危險。長期以來海水浴場與風車公園間長約 3.6 公里，已流

失沙灘寬度約 100-150 公尺，換算陸地流失面積超過 20 萬平方公尺。 

  高雄市政府於 2005 年展開這項綠色海岸線的守護計畫，2009 年辦理相關海岸線保護工程

計劃並於 2013 年 4 月完成。 

  高雄工務局新工處副總工程師吳恩兆：「我們採用的是潛堤，消波塊推出去，到 150 米到

300 米的區域去穩定沙源，從空中俯瞰，全長 3.6 公里的工程，海水底下隱約可看見一個又

一個潛在裡頭的消坡堤，在這個區域消坡塊淺堤的配置的話，就是中間會有適當的間隙，那

表(二)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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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間隙要經過電腦模擬的一個間隙，讓充足的沙源能夠帶進來，而帶進來的沙，又沒有辦法

很輕易地被流出去，這樣就可以達到一個定砂的動作，把沙源保護起來。」 

  在經過多年努力後，從原本的一點沙灘都看不到，變成後來的海水域場，讓原本在旗津失

落已久的 3S－陽光(Sun)、沙灘(Sand)、海洋(Sea)再次呈現在當地民眾及遊客眼前。如圖(十

二)。 

 
圖(十二)利用突堤效應養灘的前後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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