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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比例這種無理數(為非有理數的實數，它無
法以兩個整數相除的方式表示)，又稱為Phi，以希臘
符號φ標示。黃金比例是源自於以下這一道數學問

題：將一條線分割成兩段。總長度a+b與長度較長的
a之比，等於a與長度較短的b之比。這歸結出一個數
學符號φ，約等於1.6180339。從數學的觀點來說：

a/b=(a+b)/a

如果我們把公式的兩邊各自乘以a和b：

a^2=ab+b^2

接著再替換成二次方程式後，會得出：

b=(√5 a+a)/2

如果a等於1，b會等於 (√5 + 1)/2，這就是所謂的
黃金比例。

有一個重要觀念，就是黃金比例不是誰發明出

來的，而是有人發現的。黃金比例當然不僅源自數

學，它充斥在我們的生活周遭，例如手肘到手腕的

距離，對比手腕到中指指尖的距離，兩者之間的比

例就是黃金比例(圖1)。

又或者，獵鷹飛捕獵物時的飛行路線呈等角螺線

(遞增率為φ)，蝸牛殼也是如此，這些都是黃金比例
的例子。

我們人類把這樣的數學概念套用到螺栓(圖2)，還
為這種黃金比例的螺栓取了名字。當螺栓的螺紋部

位長度(a)與桿部(b)之間的比例趨近於1.6180339，這
就是黃金比例的螺栓。

螺栓的黃金比例
文/ Jozef Dominik與Dominik Makuka

黃金比例還能追溯到另一個來源，也就是費式數列(由
數學家費布那西發明)：1,1,2,3,5,8,13,21,34,55...。

此數列中的每個數字都是前兩個數字的總和。若有一

支螺栓的長度為8公分，其桿部長度為5公分，兩者之間的
比例就是8除以5等於1.6，它就是一隻黃金比例的螺栓。

有人會問，螺栓的黃金比例有什麼好處？以一般常識

來看，這沒有什麼實用價值，但在世界各地的扣件生產

中，螺栓的標準化和 尺寸量測 都有其深意。 

我們可以構想出一支有頭部且整支呈黃金比例的螺栓

(圖3)。

 

我們也可以構想出這樣的扳手(圖4)，以此類推。透過
黃金比例的原則，它的應用似乎無極限，而它要影響到世

界萬物不需花費很多時間。

 

圖1

圖2

圖3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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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 阿基米德螺旋抽水機

圖6. 緊固用螺絲

結論：

大自然的運作處處都有類似的規則，對大自然有好處的，對人類也會有好處。這不是什麼突

然的心血來潮，而是有其理性。這一點也可大致套用到建築螺絲與螺栓。我們可以推知黃金比例

的原理將會廣泛用於技術實作。 

作者Jozef Dominik編按 

倡議：將螺絲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科學遺產名單

觀察世界文化科學遺產的名單，我很意外竟然沒有將螺絲列入。我的倡議並不是

為了檢視沒將螺絲列入的理由，而是要強調螺絲顯然有資格被列入名單。我的理由

如下：

螺旋結構(例如DNA和某些植物的外形)是一種原型的幾何範式，人類得以善用此結構來達成我們要的用途。
尚未有其他事物能取代螺絲的地位。

螺絲是最古老的一種建築元件，將我們的文明緊緊連接在一起。

螺絲可以大量生產，在可見的未來也將是如此。

透過人類大腦創造出的螺絲，有其獨特的歷史淵源(表1)。螺絲早在公元前的時代就出現了，當時阿基米德
建造了螺旋抽水機，將水從低處打到高處(圖5)。工業革命時期步入了全盛期，當時有古騰堡、華特和福特先
生，廣泛使用螺絲來緊固零件(圖6)。

表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雖然各家對於螺絲的發展達成各個里程碑的時間點都抱持不同意見，

但無庸置疑的是，阿基米德螺旋抽水機以及緊固用螺絲，這兩項發明的

時間之間卻是一段令人匪夷所思的空白。人類理解到螺絲的巨大潛力，

這中間花費了不少時間，但這時長看來不成比例。雖說人類在17世紀末
工業革命期間大幅注意到螺絲的潛力，但這也有可能不是史實。因此，

我想向頂尖專家們和惠達雜誌的讀者請益，請幫助我們解答這個提問：

「螺絲的歷史悠長，我們最遠可回溯螺絲的誕生到多久之前？」

為了整合大家的意見，我們組成了一群包括歐洲與美國頂尖專家的委

員會。即使如此，我們仍存在意見分歧，因此我才動筆寫了這篇文字。

我們也歡迎來自中東和遠東的專家提供意見，畢竟有某些歷史上的跡象

都指向這兩個地區，而這對歐洲人來說是比較陌生的。  

原型的幾何範式

(出現於遠古的
初始時間點)

螺旋抽水機

(由公元前287
年出生的阿基

米德所發明)

緊固用螺絲

(出現於
17世紀末)

大腦創造力 (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