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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最近基因改造食物受到大家廣大的關注，所以我們想要來研究這一方面的主題 ，但是因為基改

食物的範圍太廣了，於是我們就把範圍縮小到花蓮縣富里鄉的當地美食泥火山豆腐，想瞭解它的發

展歷史。 

        體驗製作羅山泥火山豆腐是外地遊客來富里鄉遊玩的必備行程之一。但身為當地人的我們，卻

對羅山泥火山豆腐的歷史及主要成份是否為基因改造黃豆瞭解不多。於是，我們就和同學及老師們

組成這次的小論文團隊來進行本次研究。 

       我們透過對店主的訪談和問卷調查，最後將研究論建議給店主及學校，當作推動觀光及教育的

參考。 

 

二、研究目的  

（一）想瞭解花蓮縣富里鄉羅山泥火山豆腐的歷史。 

（二）想探究花蓮縣富里鄉羅山泥火山豆腐黃豆來源及是否為基因改造黃豆。 

（三）藉由問卷調查發現花蓮縣富里鄉五六年級學童對基因改造食品及羅山泥火山豆腐的認識。 

 

三、研究方法 

（一）書籍、網路、影片等文獻資料分析 

（二）訪談羅山地區泥火山豆腐店家： 

1、溫媽媽火山豆腐生態驛站 

2、綠禾體驗農家 

3、羅山大自然體驗農家 

（三）問卷調查：施測對象為花蓮縣富里鄉 7所國小五、六年級學生。 

 

四、研究流程 

 
 

訂定主題

•討論研究內容與目的，見下圖一。

•確定研究方法。

•登錄歷程於小論文網站。

文獻探討

•蒐集資料(網路、書籍、影片)。

•設計訪問及問卷題目，見下圖二。

•登錄歷程於小論文網站。

實地訪談
及問卷施
測

•至羅山地區訪問三間泥火山豆腐製作體驗店家，見下圖三、四、五。

•富里鄉7所國小五、六年級學生填寫問卷。

•登錄歷程於小論文網站。

資料分析

•問卷數據統計及訪談內容分析。

•登錄歷程於小論文網站，見下圖六。

結果產生

•完成報告。

•登錄歷程於小論文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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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組成小論文小組訂題                            圖二、小組討論訪談題目                  

                   

 圖三、至羅山大自然體驗農家進行訪談            圖四、至綠禾體驗農家訪談        

                  

  圖五、至溫媽媽火山豆腐生態驛站訪談            圖六、登錄小論文競賽資料 

                  

 

貳、正文 

 

         花蓮縣富里鄉羅山村是全台灣第一個有機村，羅山的有機稻米是遠近馳名；還有一個很知名的

特產，就是泥火山豆腐。一般的豆腐是使用石膏當作是凝固劑，但是泥火山豆腐是用泥火山噴發之

泥水經過沉澱，上方較透明的液體，就是鹵水，這個鹵水就是泥火山豆腐製作時，所加入的凝固

劑。 

         而製作豆腐的原料是黃豆，想到也是由黃豆製作的豆漿，兩者在市面上很多產品會標榜是非基

因改造黃豆製作的，所以想知道製作泥火山豆腐的黃豆，是基因改造黃豆，還是非基因改造黃豆。 

 

一、羅山泥火山豆腐歷史 

 

(一)緣起-在地居民困苦以天然鹵水替代石膏製作豆腐 

        日治時期(1895~1945)年間，依大自然體驗農家表示，約民國 22年左右，來自新竹地區的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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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遷移至此地（羅山村），當時交通不便，生活困苦。有日本人告訴一位婦人，既然在這裡有泥火

山，使用泥火山噴發出來的泥水沉澱後的水做為鹽鹵，可以代替石膏製作豆腐，從此時，而開始越

來越多人製作泥火山豆腐。 

（二）時代演進-有便宜的豆腐可買取代自製火山豆腐 

        在光復之後，隨著交通進步變得出入便利，而且有來自其他地方的人，來到羅山販賣豆腐，且

相較於自行製作，市面上的豆腐相對便宜。漸漸的在民國 50、60年間泥火山豆腐就消失，沒有村民

在做了。 

（三）有機羅山村的推動-泥火山豆腐重現江湖成為特色商品 

        自 93年起，由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劉興榮、侯福分、劉瑋婷，2007）的輔導，由羅山當地的產

銷班、家政班、四健班幹部，教育及社區工作者、村中的耆宿等 19位組成「羅山村有機村推動委員

會」(簡稱委員會)。潘昶儒、余宣穎及宣大平(2007)表示委員會推動羅山有機產業結合在地特色文

化、生態保育及教育等。此時全國特有別無分號的泥火山豆腐又再次出現了。而目前羅山地區提供

泥山火豆腐製作的商家有三家，分別是：溫媽媽火山豆腐生態驛站、綠禾體驗農家及羅山大自然體

驗農家。 

二、特殊的泥火山地景 

（一）泥火山的定義 

地表下的天然或火山氣體，受地熱、地壓的作用，沿著地層裂隙上湧，途經泥岩層混合泥沙與

地下水形成泥漿，最後噴出或冒出地表所形成的地形，稱之為「泥火山」（謝建泉、鄭漢文、姜國

彰、張勝雄、廖聖福，1994）。其中噴出具有鹹味的泥漿，花蓮縣富里鄉羅山地區的人便以火山泥

漿沉澱後的高礦物質鹵水，取代石灰作為凝固劑製作泥火山豆腐，此為獨有的泥火山豆腐。 

（二）稀少性 

臺灣目前僅存 17處泥火山地貌，且大多分佈於臺灣西南部地區，東部地區只台東電光泥火山及

富里鄉羅山泥火山地區（山羊百科，2009）。 

 

三、泥火山豆腐製程 

 

（一）汲取泥火山水：取泥火山泥漿，靜置沉澱後，只取上層的水使用。 

（二）浸泡黃豆：180÷當日氣象報導最低溫=浸泡時長（小時）。若黃豆浸泡時間太久則會腐敗，

無法使用。   

（三）石磨磨豆：使用石磨研磨浸泡過後的黃豆。若施力合宜，則省力；若姿勢不對，則會覺得很

累。 

（四）豆漿熬煮：建議使用中鍋炒鍋，可以使豆漿在鍋中受熱均勻，也不會溢出。 

（五）瀝渣：將研磨的豆漿使用豆漿布過濾，將豆渣濾出，才能進行下一步。 

（六）點鹵：將泥火山鹵水加入豆漿中。 

（七）壓模：將點鹵後的豆漿置於豆腐模型中。 

（八）豆腐成形：靜置一段時間，待豆腐成形。 

 

四、初步認識基因改造食品 

 

        經由基因改造，也就是由別種生物（動植物或微生物）的基因（稱之為外來基因）移入特定生



「基」不可失 

物來變更原有物種基因結構（江晃榮，2015），並有效地彌補農作物的缺點以及提高產能的農作

物，稱為基因改造作物（以下簡稱基改）或基因轉殖產品。 

         美國在 1994年已利用基因改良技術，延長蕃茄成熟的過程，使得緩慢成熟的蕃茄不易腐爛。

許多人認為經由基因改良的作物品種不僅可提高產能，增加病力，甚至可減少農藥使用，進而為人

類帶來幸福。但反對者卻擔心，人類吃了這些食物會導致人體基因也被「改造」（徐月珠，2011）

且對環境有害（江晃榮，2015）。但也有人認為人體不會吸收任何外來的基因，按照規定正確使用

農藥都不會造成食用者的健康問題（葉淑吟，2017）。 

 

參、結論 

 

一、羅山泥火山豆腐店家使用黃豆 

 

（一）選用來源 

        在羅山大自然體驗農家的黃豆使用自家種植的農業改良場推廣的花蓮黃豆一號，若黃豆數量不

足與壽豐地區有合作的契作非基改黃豆。綠禾體驗農家和溫媽媽火山豆腐生態驛站兩間店家使用的

黃豆皆為採買的有機黃豆。 

（二）選用原因 

        羅山大自然體驗農家選用農業改良場的大力推廣的花蓮黃豆一號採有機栽種。目前耕作採黃豆

與水稻輪作的方式，因種植黃豆具有固氮作用對於土壤的含氮量有幫助；種植水稻亦可使在土壤中

的黃豆害蟲減少，所以採水稻黃豆輪作方式耕作。 

        綠禾體驗農家選用的黃豆因為早期都有自行耕種，因為有動物採食、黃豆植株的病蟲害、氣候

等問題，產量不穩定的因素增多，所以到後來都是購買臺灣苗栗縣產的有機黃豆。 

        溫媽媽火山豆腐生態驛站原本是自家種植黃豆，但因為種植期間害蟲病嚴重且附近山羌、野兔

及猴子等皆會吃黃豆植栽，即使用圍網仍會突破重圍造成栽種成本不符經濟效益，後來皆購買有機

黃豆。 

         以上三家共同點，均採用有機黃豆（非基改黃豆）。惟羅山大自然體驗農家自家耕種，其餘兩

間皆為購買有機黃豆。 

          羅山大自然體驗農家特別表示：無採用基改黃豆原因有二，首先為基改黃豆無法自行繁衍下一

代；再者為羅山村為臺灣第一個有機村，故配合選擇有機黃豆來製作豆腐。 

 

二、藉由問卷調查了解富里鄉五、六年級學生對羅山泥火山豆腐的認識 

 

經由問卷調查花蓮縣富里鄉 7所國小五、六年級學生統計回收有效問卷 97份。 

 

（一）學生曾體驗製作過羅山泥火山豆腐的為 51.5%(50人)，沒有體驗製作過的學生比例為

48.5%(47人)；兩者比例相差不多。 

 

（二）學生覺得羅山泥火山豆腐命名的由來，其分別占比見下圖七。占比最高的為因製作地點在羅

山泥火山(34%)而得此命名；次者為因使用泥火山所噴出的鹵水作豆腐(29%)而得此命名；再者為因

使用泥火山所噴出的泥漿製作豆腐(24%)而得此命名；最後為因使用泥火山所噴出的鹵水製作豆腐

(13%)而得此命名。 

 

圖七、富里鄉五六年級學生對羅山泥火山豆腐命名由來不同原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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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區別是否體驗製作過羅山泥火山豆腐在對於羅山泥火山豆腐命名由來不同原因的比例，見下表

一。 

 

表一、富里鄉五、六年級學生是否體驗製作羅山泥火山豆腐與認為羅山泥火山豆腐命名由來的關係 

 

命名原因 有體驗過的學生 沒有體驗過的學生 

製作地點在羅山泥火山 34% 37% 

使用泥火山所噴出的氣體製作豆腐 6% 20% 

使用泥火山所噴出的泥漿製作豆腐 19% 27% 

使用泥火山所噴出的鹵水製作豆腐 41% 16% 

 

       由表中可見，曾體驗製作羅山泥火山豆腐的學生，對於命名由來可知為原因為在地特色使用泥

火山所噴出的鹵水製作為沒有體驗製作經驗的學生 2.6倍。而沒有體驗製作羅山泥火山豆腐的學生

有 37%認為是因為製作地點在羅山泥火山地區的原因，相較於有體驗製作經驗的學生有稍微高些。 

 

三、藉由問卷調查了解富里鄉五、六年級學生對基因改造食品的認識及選購態度 

 

（一）富里鄉國小五、六年級學生對基因改造食品的認識 

       問卷調查結果，97位學生當中聽過基因改造食品的學生占 58.8%，沒聽過的學生占 41.2%。知

道基因改造黃豆的學生占 48.4%而不知道基因改造黃豆的學生占 51.6%。 

（二）富里鄉國小五、六年級學生對於使用不同黃豆原料製作豆腐的選購傾向 

        問卷調查結果，97位學生中購買豆腐時優先購買基改豆腐傾向的占比為 17%；優先購買非基改

豆腐的為 27%；兩者皆可的為 40%，最後無意見的為 16%，見下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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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富里鄉五、六年級學生選購不同黃豆原料製作豆腐的優先性

 

將問卷依是否聽過基因改造食品(英語：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GMF)及是否知道基改黃豆區

分學生購買豆腐傾向比較，見下表二。 

表二、學生是否認識 GMF與選購不同黃豆原料的豆腐傾向 

        學生類型 

選購 

豆腐類型 

聽過 GMF且知

道基改黃豆的

學生 

聽過 GMF但不

知道基改黃豆

的學生 

沒聽過 GMF

但知道基改

黃豆的學生 

沒聽過 GMF亦

不知基改黃豆的

學生 

基改豆腐  15% 17% 13% 21% 

非基改豆腐 37% 10% 74% 16% 

都可以 33% 56% 13% 44% 

無意見 15% 17% 0% 19% 

        經過上表獲得以下發現：聽過基因改造食品且知道基改黃豆的學生選購非基改豆腐較選購基改

豆腐的優先性高；聽過基因改造食品但不知道基改黃豆的學生選購基改豆腐的優先性較高；沒聽過

基因改造食品但知道基改黃豆的學生選購非基改豆腐的優先性遠高於其他選項；沒聽過基因改造食

品亦不知基改黃豆的學生以基改豆腐的優先性略高於非基改豆腐。 

        整體而言，知道基改黃豆的學生選擇非基改豆腐的的比例皆高於其他選項。然在文獻中發現，

基因改造食品的安全性目前尚無科學證據顯示會造成人體傷害，惟反對基因改造食品的人認為觀察

時間不夠久或是科學證據的可信度受質疑，尚待後續之研究。 

 

肆、建議 

一、羅山泥火山豆腐店家可以持續推廣泥火山豆腐的原料採用非基因改造黃豆 

         訪問三間泥火山豆腐的體驗農家後，發現三間泥火山豆腐都是採用非基改黃豆製成的。所以在

本研究當中，無法顯示出顧客對於基因改造黃豆或是非基因改造黃豆的態度。但是非基因改造黃豆

在市面上是會讓消費者增加購買及使用的意願，所以選用非基改且有機耕種的黃豆可以持續向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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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建議在未來研究中，將顧客的選擇意向納入研究。     

 

二、問卷題目設計瑕疵改善方向 

      在問題題目設計上，沒有特別標注為單選題，有一張問卷在羅山泥火山豆腐命名由來四個選項皆

勾選，而將其判斷為無效問卷。 

       在題目敘述中關於命名由來其中第三選項為「使用泥火山所噴出的泥漿製作豆腐」；第四選項

為「使用泥火山所噴出的鹵水製作豆腐」。。鹵水為泥漿靜置沉澱後的上層水，所以在選項上易造

成填寫問卷上觀念混淆不清的現象。 

題幹中為「羅山泥火山豆腐」含有「羅山」及「泥火山豆腐」會出現地名及製作原料性質的兩

個選擇方向。與原本設定題目的單一選項不符。未來在問卷設計題目時需多做著墨，避免類似狀況

再次發生。 

 

 三、國小課程結合在地文化及食品安全相關課程 

         問卷結果中可以發現有體驗過製作羅山泥火山豆腐的學生，對於命名由來可知為原因為在地特

色使用泥火山所噴出的鹵水製作為沒有體驗製作經驗的學生 2.6倍，給予學校推動在地課程的參

考。 

          97份有效問卷中，有 32位五、六年級學生未聽過基因改造食品也不知道基因改造黃豆。在食

品安全相關課程中，亦可以加入關於基因改造食品的認識。雖然基因改造食品的安全性雖未有定

論，但對於基因改造食品有多一步的認識，在未來選購食品上可以依科學證據或是對食品安品更有

自己的想法而選擇基因改造食品或非基因改造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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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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