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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海洋科學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 Hawayeeee 探究竟熱點火山 

一、摘要： 

眾所周知夏威夷一直都是熱門觀光景點，而他最具特色的就是流質岩漿：一種不會噴發、終年緩速流動

的特殊岩漿。而不僅如此，夏威夷島鏈所在的小島，島嶼的地形又與板塊擠壓形成的台灣不一樣。 

地表大多數的火山都出現在板塊之間的交界處，少數火山出現在板塊上，便稱為「熱點火山」，例如位在太

平洋板塊的夏威夷，以及位在北美洲板塊的黃石公園。為此我們將利用蠟燭代替移動的熱點，蠟板取代板塊

模擬島鏈的形成。 

二、探究動機與目的 

熱情迷人的小島，終年有緩慢又熾熱的岩漿流動著，穿著拖鞋輕踏，是一大特殊的體驗，但這岩漿從何而

來？最終又駐足於何處？它是否就是夏威夷形成的原因呢？對此我們充滿好奇。 

了解熱點火山的成因、夏威夷島鍊的形成。除此之外，熱點火山還能為我們人類帶來哪些好處？不僅只是帶

動當地的觀光興盛，又或許蘊含著其他預想之外的優點。若能了解這些，又可以充分運用的話，就能讓人類

的生活更完善！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於地函與地核之間的邊界，向上進行熱對流而形成熱點，亦稱之為「地函熱柱」，是造成板塊內部海底火山

山的主要動力。熱點產生的大量岩漿衝破板塊，造成熱點火山，板塊移動則形成火山島鍊。現今火山活動較

活躍的熱點有夏威夷火山島鏈、留尼旺、加拉巴哥群島以及冰島等地區。 

 
                                                                         圖一  探究實驗心智圖 

四、探究方法與步驟 

1、事前材料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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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  蠟燭當作島鍊熱源                                                        圖三  打火機點燃熱源 

                     
   圖四  蠟板模擬板塊                                                                圖五 玻璃容器模擬 

 

2、模擬熱點火山圖 

將蠟板放在玻璃盤子中，於玻璃容器的下方放上蠟燭（圖六），旁邊的玻璃罐、底下的量杯皆為支撐點。我

們操作了兩項模擬實驗： 

（1）模擬實驗一：放上三片蠟板，用時 5 分 45 秒的時間，模擬熔岩衝破板塊的模樣。在冷卻之後，形成地

勢低平的一座小島。 

（2）模擬實驗二：放上五片蠟板，用時 18 分 30 秒的時間，除了模擬熔岩衝破板塊、冷卻形成小島之外，

還增加模擬熔岩緩慢流動的模樣。 

 
                       圖六  模擬熱點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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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七  冷卻後形成的小島                                            圖八  左側緩慢流出岩漿 

 

 

  

五、結論與應用 

1、除了觀光發展之外，熱點火山又能給人們帶來什麼益處呢？ 

（1）肥沃土壤 

火山運動所造成的火山灰會隨著噴發過程向外飛散，其產生的火山灰中富有許多的礦物質，如橄欖石、輝

石、角閃石、長石等富含鐵、鎂、鉀的礦物。因此，許多具有火山噴發物堆積的地區，土壤都較為肥沃。 

 

（2）造陸幫手 

   島鏈就是單一火山熱點位置不變，而地殼不斷移動的情況下，所製造出的火山陸地，除了我們今日探討的夏

威夷火山島鏈以外，琉球群島、密克羅尼西亞等多個群島皆是因此而誕生，帶給人們更多的生存環境。 

 

（3）地球的冷卻機 

      當火山運動噴發火山灰及二氧化硫等物質至大氣層時，它們能阻擋部分太陽光的進入並反射回太空，降低

了地表與大氣吸收太陽熱能的量，也有效降低了地球溫度。 

 

2、探究結論 

      我們透過實驗了解夏威夷熱點火山的形成，而夏威夷島鏈的成因，則是因為板塊的移動，促進了熱點移動

後，形成了大小不一的島嶼，且可以透過島嶼的大小推測當時的熱點停留時長。 

隨著時間流逝，熱點停留在了夏威夷的地方，且不斷地產生岩漿，造就了夏威夷最具特色的風景，吸引數以

萬計的觀光客到此一遊，不僅帶動了當地的經濟消費，更是造福了全球各地的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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