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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廢棄的蚵殼和回收紙作為研究材料，先將鍛燒後的蚵粉溶於水後，噴灑於手機

螢幕與電腦鍵盤，並利用 ATP 生物冷光儀檢測微生物的殘存量，研究發現 10ppm 與 100ppm

濃度的自製蚵粉水在手機與鍵盤皆可達 98.14%與 96.08%以上的殺菌效果。之後再將自製蚵粉

水與市售蚵粉水、自製文蛤粉水、水，在門把上做殺菌效果的比較，結果顯示殺菌效果最佳

的是 100ppm 的自製蚵粉水，可達 93.23%以上的殺菌效果。接著利用回收紙製作環保鞋墊，

並加入自製蚵粉，用以探討加入自製蚵粉後的鞋墊中是否具有抑菌的效果，結果顯示加入 5

公克自製蚵粉微生物最佳可達 89.5%的殺菌效果。 

壹、研究動機 

趁著中秋連假，全家人一起去七股遊潟湖，吃到了很多牡蠣，也看到了大大小小的蚵殼

山，心想這麼多的蚵殼難道只能丟棄嗎?是否能拿來再利用，到網路上查詢了許多相關資料並

且詢問老師後，發現蚵粉竟然有抑菌的功能，因此我們決定自己鍛燒蚵殼，製造蚵粉，並且

測試自製蚵粉是否具有抑菌的效果，另一方面在尋找材料的過程中，發現也有許多廢紙遭到

丟棄，所以我們想利用回收紙製造環保鞋墊，並且加入自製的蚵粉，以達到既環保又能抑菌

的目的。 

貳、研究目的 

一、探討不同濃度的自製蚵粉水在手機螢幕上的殺菌效果。 

二、探討不同濃度的自製蚵粉水在電腦鍵盤上的殺菌效果。 

三、探討自製蚵粉水、市售蚵粉水、自製文蛤水和水在門把上的殺菌效果比較。 

四、探討自製環保鞋墊加入蚵粉後的抑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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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玻璃棒            隔板              漏斗            無菌紗布           鑷子                    

                        

     

   研磨機            碎紙機             灰化爐             果汁機           抹布 

  

 

 

 

  

滴管              噴瓶             蚵殼               碎紙             盆子 

蚵粉              紗網              磅秤            大燒杯           小燒杯 

圖一 實驗設備 

鍵盤               手機            計時器         ATP 生物冷光儀       檢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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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及方法 

 

                                     

 

                              

  

  

 

                                    百分濃度 

                            10000ppm 

       1000ppm 

       500ppm 

       100ppm 

       10ppm 

 

                             使用 ATP 生物冷光儀檢測 

 

 

 

       手機       鍵盤 

 

 

                                       

 

 

       

 

      

         

   

     

        

 

 

  

    

 

結論 

一、研究流程圖 

比較 10ppm、100ppm 

結果 

應用 

環保鞋墊 
自製蚵粉水 

市售蚵粉水 

自製文蛤粉水 

水 

  試穿 

 檢測 

  檢測門把 結

結果與討論 

收集資料 

收集、處理、研磨、鍛燒蚵殼 

製作蚵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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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製作蚵粉 

(一) 將蚵殼洗淨 

        我們先將蚵殼泡在水裡一段時間之      

    後，然後將附著在上面的藤壺、雜質敲掉，   

    再用刷子將泥沙清洗乾淨。 

        

                                       圖二 蚵殼泡水         圖三 清洗蚵殼 

 

(二)曬乾蚵殼 

    我們將蚵殼洗淨後，將它放在滴水籃中，並且放在走廊上陽光可

以照到的地方，進行為期 3 週的曝曬，並於每天中午進行翻動，讓每

一個部位都能曬到太陽。 

       

                                                               圖四 曬乾蚵殼 

(三)磨成粉 

    我們先將曬乾的蚵殼用報紙包裹起來，進行初步打碎的動作，然後再放進研磨機中

研磨，直到蚵殼變成粉狀。 

 

          

圖五 蚵粉研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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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鍛燒 

    我們將磨好的蚵粉放進灰化爐中，先加

熱到 200 度進行去水，再加熱到 500 度去雜

質，最後加熱到 1000 度鍛燒 60 分鐘，利用

高溫鍛燒將碳酸鈣用高溫鍛燒，使它變成氧

化鈣。 

                                           圖六 蚵粉         圖七 鍛燒蚵粉 

三、比較不同濃度的蚵粉抗菌效果(前測) 

        我們想知道不同濃度的蚵粉，殺菌效果是否也會有所不同？因此，做了濃度10000ppm、

1000ppm、500ppm、100ppm、10ppm 濃度的蚵粉水，分別測試它們的抑菌力。 

 

 1.檢測原理: 

本實驗使用 ATP 螢光酵素檢支管來進行檢測，ATP(Adenosine Triphosphate) 中文名為腺

嘌呤核苷三磷酸，又叫三磷酸腺苷。是作為細胞內能量傳遞的 「分子」，功用是儲存和傳遞

化學能量，因此普遍存在於所有的細胞之中。而所有存活的生物體內都含有 ATP 而且它的含

量十分穩定，所以只要在環境中採集標本並且計算 ATP 的含量，就可以間接反應出環境中微

生物的數量。而我們使用的 ATP 生物冷光儀就是利用 ATP 螢光檢支管，讓螢光素酶與被測樣

本，產生光子，再利用螢光檢測儀來捕捉和檢測發光值，將螢光素進行催化，進而發出螢光

反應。螢光反應和 ATP 存在量的比例成正比，因此 ATP 存在越多，螢光反應就越強烈，儀器

經由偵測螢光反應的數值就可以反映被測標本所含細菌等微生物含量。 

 

(一) 檢測手機面板 

    由於 3C 產品蓬勃發展，現在幾乎人手一機，對手機的使用率很高，因此，我們想了

解每天用手碰觸的手機螢幕上，究竟有多少微生物量？以及使用我們自製的蚵粉水後，

是否對微生物造成影響？因此，我們請學校老師協助，借了 3 支手機來檢測，分別編號

為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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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檢測方法: 

(1)將手機分為 6 個區域，在不同的區域上分別噴上濃度不同的蚵粉水及水。 

(2)用 ATP 檢支管在手機螢幕上面，上下左右來回抹一分鐘，然後搖晃 30 秒，進行手機微生

物量前測。 

(3)用蚵粉水向手機噴 3 下，停留 10 分鐘。 

(4)用無菌紗布在手機上擦拭 1 分鐘。 

(5)用 ATP 檢支管在手機表面抹一分鐘，後搖晃 30 秒，進行手機微生物量後測。 

               

圖八 手機檢測流程圖 

 

     

 

以下為手機(A)的檢測結果: 

表一 不同濃度的蚵粉水在手機(A)螢幕的檢測結果 

 
蚵粉百分濃度 未噴蚵粉水(RLU) 噴蚵粉水後(RLU) 微生物死亡率 

 
10000ppm 157 5       96.2% 

 
1000ppm 36 9       75% 

 
500ppm 89 1       98.88% 

 
100ppm 192 2       98.96% 

 
10ppm 203 4       98.03% 

  水 189 55       70.90% 

1000ppm 

10000ppm 

100ppm 
水 

500ppm 

1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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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不同濃度蚵粉水在手機(A)螢幕的 RLU 前後比較圖 

 

圖十  不同濃度蚵粉水在手機(A)螢幕的微生物死亡率折線圖 

研究發現: 

從以上實驗結果可知，500ppm、100ppm 和 10ppm 的蚵粉水殺菌效果相當；水和 1000ppm

的蚵粉水殺菌效果較差。 

以下為手機(B)的檢測結果: 

表二  不同濃度的蚵粉水在手機(B)螢幕的檢測結果 

蚵粉百分濃度 未噴蚵粉水(RLU) 噴蚵粉水後(RLU) 微生物死亡率 

10000ppm 197 7 96.45% 

1000ppm 98 9 90.82% 

500ppm 152 12 92.11% 

100ppm 167 3 98.21% 

10ppm 79 1 98.74% 

水 66 19 71.22% 

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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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250

10000ppm 1000ppm 500ppm 100ppm 10ppm 水 

未噴蚵粉水(RLU) 噴蚵粉水後(RLU) 

96.2% 

75% 

98.88% 98.96% 98.03% 

70.90% 

10000ppm 1000ppm 500ppm 100ppm 10ppm 水 



8 
 

 

圖十一 不同濃度的蚵粉水在手機(B)螢幕的 RLU 前後比較圖 

 

圖十二  不同濃度蚵粉水在手機(B)螢幕的微生物死亡率折線圖 

研究發現: 

由以上實驗結果可知，100ppm 和 10ppm 的蚵粉水殺菌效果較佳，水殺菌效果最差。 

以下為手機(C)的檢測結果: 

表三  不同濃度的蚵粉水在手機(C)螢幕的檢測結果 

蚵粉百分濃度 未噴蚵粉水(RLU) 噴蚵粉水後(RLU) 微生物死亡率 

10000ppm 139 3 97.85% 

1000ppm 119 12 89.92% 

500ppm 245 34 86.13% 

100ppm 76 1 98.69% 

10ppm 107 2 98.14% 

水 104 31 70.2% 

0

50

100

150

200

250

10000ppm 1000ppm 500ppm 100ppm 10ppm 水 

未噴蚵粉水(RLU) 噴蚵粉水後(RLU) 

96.45% 
90.82% 92.11% 

98.21% 98.74% 

71.22% 

10000ppm 1000ppm 500ppm 100ppm 10ppm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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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不同濃度的蚵粉水在手機(C)螢幕的 RLU 前後比較圖 

 

圖十四 不同濃度蚵粉水在手機(C)螢幕的微生物死亡率折線圖 

研究發現: 

由以上實驗結果可知，100ppm 和 10ppm 的蚵粉水殺菌效果最佳，水殺菌效果較差。 

總結: 

綜合以上針對三支手機的實驗結果，發現本實驗所調製不同濃度的蚵粉水皆有殺菌效果，

而水對於手機螢幕上的微生物的殺菌效果最差。 

 

(二)檢測電腦鍵盤 

電腦課是每個同學最愛上的課程之一，因此就會有很多人使用學校電腦教室的鍵盤，如

此一來，鍵盤上到底會有多少的微生物量呢?因此，我們針對電腦教室的 3 個電腦鍵盤進行採

樣，分別編號為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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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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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檢測方法: 

(1)將電腦鍵盤分為 6 個區域，在不同的區域上分別噴上濃度不同的蚵粉水及水。 

(2)用 ATP 檢支管在電腦鍵盤上，上下左右來回抹一分鐘，然後搖晃 30 秒，進行鍵盤微生物

量前測。 

(3)用蚵粉水向電腦鍵盤噴 3 下，停留 10 分鐘。 

(4)用無菌紗布在電腦鍵盤上擦拭 1 分鐘。 

(5)用 ATP 檢支管在電腦鍵盤表面抹一分鐘，後搖晃 30 秒，進行鍵盤微生物量後測。 

 

     

圖十五 電腦鍵盤檢測流程圖 

 

 

2.以下為電腦鍵盤(A)的檢測結果: 

表四   不同濃度的蚵粉水在電腦鍵盤(A)的檢測結果 

蚵粉百分濃度 未噴蚵粉水(RLU) 噴蚵粉水後(RLU) 微生物死亡率 

10000ppm 83 7 91.57% 

1000ppm 223 15 93.28% 

500ppm 135 7 94.82% 

100ppm 193 7 96.38% 

10ppm 142 4 97.19% 

水 145 41 71.73% 

10000ppm 

 

1000ppm 

500ppm 

100ppm 

10ppm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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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不同濃度的蚵粉水在電腦鍵盤(A)的 RLU 前後比較圖 

    

             圖十七 不同濃度的蚵粉水在電腦鍵盤(A)的微生物死亡率折線圖 

研究發現: 

由以上實驗結果可知，100ppm 和 10ppm 的蚵粉水殺菌效果最佳，水的殺菌效果最差。 

以下為電腦鍵盤(B)的檢測結果: 

表五   不同濃度的蚵粉水在電腦鍵盤(B)的檢測結果 

蚵粉百分濃度 未噴蚵粉水(RLU) 噴蚵粉水後(RLU) 微生物死亡率 

10000ppm 143 5 96.51% 

1000ppm 132 11 91.67% 

500ppm 96 4 95.84% 

100ppm 114 3 97.37% 

10ppm 94 1 98.94% 

水 78 18 7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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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  不同濃度的蚵粉水在電腦鍵盤(B)的 RLU 前後比較圖 

   

圖十九  不同濃度的蚵粉水在電腦鍵盤(B)的微生物死亡率折線圖 

 

研究發現: 

由以上實驗結果可知，100ppm 和 10ppm 的蚵粉水殺菌效果最佳，水的殺菌效果最差。 

以下為電腦鍵盤(C)的檢測結果: 

表六 不同濃度的蚵粉水在電腦鍵盤(C)的前後檢測結果 

蚵粉百分濃度 未噴蚵粉水(RLU) 噴蚵粉水後(RLU) 微生物死亡率 

10000ppm 105 9 91.43% 

1000ppm 170 13 92.36% 

500ppm 197 8 95.94% 

100ppm 93 1 98.93% 

10ppm 204 8 96.08% 

水 97 28 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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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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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  不同濃度的蚵粉水在電腦鍵盤(C)的 RLU 前後比較圖 

       

             圖二十一 不同濃度的蚵粉水在電腦鍵盤(C)的微生物死亡率折線圖 

研究發現: 

由以上實驗結果可知，100ppm 和 10ppm 蚵粉水殺菌的效果最佳，水的殺菌效果最差。 

總結: 

綜合以上針對鍵盤的實驗結果，發現本實驗 10ppm 到 10000ppm 濃度的蚵粉水皆有殺菌

效果，而水對於鍵盤上的微生物的殺菌效果最差。 

綜合以上所有的實驗結果: 

我們發現蚵粉水在 1000ppm、500ppm、100ppm 及 10ppm 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殺菌效果。既

然殺菌效果差異不大，因此我們決定選用濃度低的 100ppm 和 10ppm，做後續的研究，除此之

外，我們還想到了，既然蚵粉水可以殺菌，那麼同樣為海鮮的蛤蜊殼可以殺菌嗎?我們自製的

蚵粉能和市售的蚵粉進行比較嗎?我們抱著這些疑惑決定將水，市售蚵粉，自製文蛤粉，自製

蚵粉用 10ppm、100ppm 兩種濃度，來測試大家每天常進出的門把上，看誰的殺菌力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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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準備:                  

1.將蛤蜊殼洗淨             

2.曬乾蛤蜊殼 

3.將蛤蜊殼磨成粉                 

4.鍛燒文蛤                          圖二十二 自製文蛤粉流程圖 

(三)檢測門把 

1. 檢測方法: 

(1)用 ATP 檢支管在門把上來回抹一分鐘並搖晃 30 秒 

  ，進行門把微生物量前測。 

(2)用濃度不同的自製蚵粉水、自製文蛤粉水、市售蚵粉水和 

  水向門把噴 3 下，停留 10 分鐘。 

(3)用無菌紗布在門把上擦拭 1 分鐘。 

(4)用 ATP 檢支管在門把抹一分鐘，後搖晃 30 秒，進行門把 

  微生物量後側。  

 

 

 

 

2.我們用 10ppm 的自製蚵粉水、市售蚵粉水、自製文蛤粉水與水進行比較，以下是我們的實

驗結果: 

以下為門把(A)的檢測結果:  

表七  10ppm 的液體在門把(A)的前後檢測結果 

百分濃度 未噴蚵粉水(RLU) 噴蚵粉水後(RLU) 微生物死亡率 

自製蚵粉 10ppm 53 8 84.91% 

市售蚵粉 10ppm 139 24 82.74% 

文蛤粉 10ppm 74 22 70.28% 

水 236 71 69.92% 

圖二十三 門把檢測流程圖 

自製蚵粉 

市售蚵粉 

文蛤粉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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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四 10ppm 的液體在門把(A)的 RLU 前後比較圖 

 

             圖二十五  10ppm 的液體在門把(A)的微生物死亡率折線圖 

研究發現: 

由以上實驗結果可知，在各種10ppm的溶液中，自製蚵粉水有84.91%的殺菌力效果最佳；

其次是市售蚵粉水有 82.74%的殺菌力；最差的是水，只有 69.92%的殺菌力。 

以下為門把(B)的檢測結果:  

表八  10ppm 的液體在門把(B)的檢測結果 

百分濃度 未噴蚵粉水(RLU) 噴蚵粉水後(RLU) 微生物死亡率 

自製蚵粉 10ppm 175 24 86.29% 

市售蚵粉 10ppm 63 13 79.37% 

文蛤粉 10ppm 90 26 71.12% 

水 136 41 6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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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 10ppm 的液體在門把(B)的 RLU 前後比較圖 

 

圖二十七 10ppm 的液體在門把(B)的微生物死亡率折線圖 

研究發現: 

由以上實驗結果可知，在各種10ppm的溶液中，自製蚵粉水有86.29%的殺菌力效果較佳，

其次是市售蚵粉水有 79.37%的殺菌力，最差的是水，只有 69.86%。 

以下為門把(C)的檢測結果: 

表九  10ppm 的液體在門把(C)的檢測結果 

百分濃度 未噴蚵粉水(RLU) 噴蚵粉水後(RLU) 微生物死亡率 

自製蚵粉 10ppm 52 9 86.3% 

市售蚵粉 10ppm 162 32 80.25% 

文蛤粉 10ppm 137 39 71.54% 

水 229 67 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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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八 10ppm 的液體在門把(三)的 RLU 前後比較圖  

      

圖二十九  10ppm 的液體在門把(C)的微生物死亡率折線圖 

研究發現:  

由以上實驗結果可知，在 10ppm 的溶液中，自製蚵粉水有 86.3%的殺菌力效果較佳，其

次是市售蚵粉水有 80.25%的殺菌力，最差的是水，只有 70.75%的殺菌力。 

總結: 

綜合以上三個實驗結果，我們發現濃度同樣都是 10 ppm 中，自製蚵粉水的殺菌效果最

佳，其次是市售蚵粉水，再來是自製文蛤粉水，最後則是清水。 

 

3.我們將 100ppm 的自製蚵粉水、市售蚵粉水、自製文蛤粉水與水進行比較，以下是我們的 

 實驗結果: 

以下為門把(A)的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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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100ppm 的液體在門把(A)的檢測結果 

百分濃度 未噴蚵粉水(RLU) 噴蚵粉水後(RLU) 微生物死亡率 

自製蚵粉水 100ppm 251 17 93.23% 

市售蚵粉水 100ppm 121 59 51.24% 

文蛤粉水 100ppm 93 12 87.1% 

水 217 56 74.2% 

       

      

                圖三十  100ppm 的液體在門把(A)的 RLU 前後比較圖 

      

圖三十一  100ppm 的液體在門把(A)的微生物死亡率折線圖 

研究發現: 

由以上實驗結果可知，在各種 100ppm 的溶液中，自製蚵粉水有 93.23%的殺菌力，效果

較佳，其次是自製文蛤粉水有 87.1%的殺菌力，最差的是市售蚵粉水，只有 51.24%的殺菌力。 

以下為門把(B)的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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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100ppm 的液體在門把(B)的檢測結果 

百分濃度 未噴蚵粉水(RLU) 噴蚵粉水後(RLU) 微生物死亡率 

自製蚵粉水 100ppm 104 6 94.24% 

市售蚵粉水 100ppm 274 165 39.79% 

文蛤粉水 100ppm 184 41 77.72% 

水 94 17 81.92% 

 

 

圖三十二  100ppm 的液體在門把(B)的 RLU 前後比較圖 

 

             圖三十三  100ppm 的液體在門把(B)的微生物死亡率折線圖 

研究發現: 

由以上實驗結果可知，在各種 100ppm 的溶液中，自製蚵粉水有 94.24%的殺菌力， 

效果較佳，其次是水，有 81.92%的殺菌力，最差的是市售蚵粉水，只有 39.79%的殺菌力。 

以下為門把(C)的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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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100ppm 的液體在門把(C)的檢測結果 

百分濃度 未噴蚵粉水(RLU) 噴蚵粉水後(RLU) 微生物死亡率 

自製蚵粉水 100ppm 319 19 94.05% 

市售蚵粉水 100ppm 59 44 25.43% 

文蛤粉水 100ppm 136 28 79.42% 

水 249 63 74.7% 

 

 

圖三十四  100ppm 的液體在門把(C)的 RLU 前後比較圖 

 

圖三十五  100ppm 的液體在門把(C)的微生物死亡率折線圖 

研究發現: 

由以上實驗結果可知，在各種 100ppm 的溶液中，自製蚵粉水有 94.05%的殺菌力，效果

最佳，其次是自製文蛤粉水，有 79.42%的殺菌力，最差的是市售蚵粉水，只有 25.43%的殺菌

力。 

總結: 

綜合以上三個實驗結果，我們發現濃度同樣都是 100ppm 的各種溶液中，自製蚵粉水的

殺菌效果最佳，其次是自製文蛤粉水，再來是水，最後則是市售蚵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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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製鞋墊 

根據 2020 年台灣造紙工業同業公會的調查，台灣有 66.4%的紙被回收再利用，數量

高達 280 萬公噸。回收紙主要可以製造出再生紙、硬紙板，另外也可以做出實用的手工

藝品，以及多種農業用途，可以改善土壤土質，將貧瘠堅硬的土地變的肥沃和疏鬆、可

以用來加工成畜牧飼料，使牛羊更肥更壯更健康，於是，我們想要探討除此之外，回收

紙是否還能創造出其他的價值，因此，本實驗要利用回收紙製作出環保鞋墊，並加入自

製的蚵粉，以期達到抑菌之效果。 

(一) 碎紙:我們選用回收的雜誌紙，然後用碎紙機將廢紙碎成大小相同的小紙片。 

(二) 製作鞋墊: 

1. 將 1500 公克的水和 60 公克的碎紙放入果汁機。 

2. 分別加入 5 公克或 10 公克的蚵粉。 

3. 放入果汁機中打碎，直到完全均勻混和，成泥狀。 

4. 將打碎完的紙漿倒入以紗網、木頭製成的模板中塑型。 

5. 將塑形好的紙漿放在塑膠片上。 

6. 用抹布吸取紙漿中多餘的水分。 

7. 曬乾紙漿:我們將紙漿放在太陽底下曝曬，直到紙漿曬乾。 

8. 在曬乾的紙片上畫出鞋墊的形狀，並剪下。 

      

      

                     圖三十六 鞋墊製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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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測試 

1.檢測方法: 

(1).用 ATP 檢支管在鞋墊表面抹 1 分鐘，然後搖晃 30 秒。 

(2).放入 ATP 生物冷光儀進行鞋墊前測。 

    (3).實驗者以 3 天為一週期，每天穿 8 小時，先試穿未加蚵粉的鞋墊，再試穿有加蚵粉，

然後右腳鞋墊的檢測。 

(4).用 ATP 檢支管在鞋墊表面抹 1 分鐘，然後搖晃 30 秒。 

(5).放入 ATP 生物冷光儀進行鞋墊後測。 

實驗結果(一): 

    實驗者試穿到第二天的時候，發現大家的鞋墊都破掉了，而

且也發現鞋墊較硬，沒有彈性，只要稍微有大動作就容易破掉。 

解決方法: 

為了增加鞋墊的黏著力，使其不容易破裂，便在紙漿中加入了糯米。我們分別在紙漿

內加入了 120 公克和 150 公克的糯米，來做測試。 

環保鞋墊修正做法如下: 

製成的鞋墊經過試穿後，發現加入 120 公克的糯米效果較加入 150 公克的糯米好，鞋

墊經過試穿後，可以保持完整的狀態，因此最後本實驗選擇在紙漿中加入120公克的糯米，

和不同比例的蚵粉進行研究，了解是否具有抑菌效果。 

以下是我們的實驗結果: 

1. 未加蚵粉的鞋墊實驗結果: 

   表十三 鞋墊未加蚵粉的檢測結果 

實驗者 使用前(RLU) 使用後(RLU) 增長百分比 

A 101 224 121.78% 

B 31 147 374.19% 

C 23 176 6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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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七 鞋墊未加蚵粉的 RLU 前後比較折線圖 

 

圖三十八 鞋墊未加蚵粉的增長百分比折線圖 

研究發現: 

由以上實驗結果可知，未加入蚵粉的鞋墊，在試穿三天後，微生物量皆呈現增加的趨勢，

尤其以實驗者 C 增加 625.21%為最多；其次是實驗者 B 增加了 374.19%；最少的是實驗者 A，

只有增加 121.78%。 

2. 加入 5 公克蚵粉的鞋墊測試結果: 

表十四 鞋墊加入 5 公克蚵粉的檢測結果 

實驗者 使用前(RLU) 使用後(RLU) 增長百分比 

A 59 118 100% 

B 782 82 -89.5% 

C 117 62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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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九 鞋墊加入 5 公克蚵粉的 RLU 前後比較折線圖 

 

圖四十  加入 5 公克蚵粉的增長百分比折線圖 

研究發現: 

由以上實驗結果可知，加入 5 公克蚵粉的鞋墊中，實驗者 B 和 C 皆下降，尤其是實驗者

B 的微生物下降達 89.5%，足見 5 公克的蚵粉具有一定程度的抑菌效果。 

3. 加入 10 公克的蚵粉的鞋墊測試結果: 

表十五 鞋墊加入 10 公克蚵粉的檢測結果 

實驗者 使用前(RLU) 使用後(RLU) 增長百分比 

A 90 177 96.66% 

B 151 118 -70.21% 

C 47 175 27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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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一 鞋墊加入 10 公克蚵粉的 RLU 前後比較折線圖 

 

圖四十二 加入 10 公克蚵粉的增長百分比折線圖 

研究發現: 

由以上結果可知，在加入 10 公克蚵粉的鞋墊中，實驗者 A、C 呈現微生物量增加的趨勢，

其中實驗者 C 增加 272.34%；實驗者 A 則是增加 96.66%，足見 10 公克蚵粉的抑菌效果較差。 

總結: 

在以上兩個實驗中，我們發現加入 5 公克蚵粉的鞋墊比加入 10 公克蚵粉的鞋墊抑菌效

果更佳，因此為了讓實驗數據更準確，我們邀請了 3 位同學來進行試穿鞋墊，每天穿 8 小時，

總共穿三天。 

以下是我們的實驗結果: 

表十六 三位實驗者試穿前後的檢測結果 

實驗者 使用前(RLU) 使用後(RLU) 增長百分比 

D 128 17 -86.71% 

E 319 138 -56.73% 

F 104 192 8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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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三 三位實驗者試穿前後 RLU 比較折線圖 

 

圖四十四 三位實驗著的增長百分比折線圖 

研究發現: 

根據以上 3 位同學的試穿結果，實驗者 D 和 F 的增長百分比有明顯的減少，實驗者 D

少了 86.71%，而實驗者 E 則是減少了 56.73%，但實驗者 F 卻增加了 84.61%。 

伍、研究結果 

一、探討不同比例的自製蚵粉水在手機螢幕上的殺菌效果。 

 

圖四十五 手機螢幕微生物死亡率比較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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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圖可知在手機螢幕上殺菌效果最佳的是 100ppm、10ppm 的蚵粉水，它們在

三支手機螢幕上都有接近 100%的微生物死亡率，其次是 10000ppm 的蚵粉水在三支手

機的螢幕上有超過 90%的微生物死亡率，最差的是水只有接近 70%的微生物死亡率。 

二、探討不同比例的自製蚵粉水在電腦鍵盤上的殺菌效果。 

 

圖四十六 電腦鍵盤微生物死亡率比較折線圖 

    由上圖可知在電腦鍵盤上效果最佳的是 100ppm、10ppm 的蚵粉水，它們在三支

手機螢幕上都有接近 100%的微生物死亡率，其次的是 500ppm 的蚵粉水在三支手機的

螢幕上有超過 95%的微生物死亡率，最差的是水只有接近 80%的微生物死亡率。 

三、探討自製蚵粉水、市售蚵粉水、自製文蛤水和水在門把上的殺菌效果比較。 

 

圖四十七 10ppm 門把微生物死亡率比較折線圖 

    由上圖可知在門把上，10ppm 的溶液中，殺菌效果最佳的是自製蚵粉水和市售蚵

粉水，都有超過 80%的微生物死亡率；最差的是自製文蛤粉水和水，它們的微生物死

亡率都大約有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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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八 100ppm 門把微生物死亡率比較折線圖 

    由上圖可知在門把上，100ppm 的溶液中，殺菌效果最佳的是自製蚵粉水，在三

個門把上都有超過 80%的微生物死亡率；其次是自製文蛤粉水和水，它們都有超過

60%的微生物死亡率，效果最差的是市售蚵粉水，它的微生物死亡率都低於 60%。 

四、探討自製環保鞋墊加入蚵粉後的抑菌效果。 

 

 圖四十九 自製環保鞋墊增長百分比的比較折線圖 

    由上圖可知鞋墊加入 5 公克的蚵粉抑菌效果最佳，在三個鞋墊上的微生物增長百分比

最低為-89.5%，其次是加入 10 公克蚵粉的鞋墊，它的增長百分比最低為-70.21%。最低的

是未加入蚵粉的鞋墊，它的增長百分比最低為 121.78%。 

陸、討論 

1. 從實驗的結果發現，手機螢幕的中下方檢測出來都含有較多的微生物量，如果依照手機  

  使用方式，螢幕中下方的位置比較常碰觸到，微生物自然也會比較多。 

2. 從實驗結果發現，電腦鍵盤最左側的位置微生物量較少，因為左側鍵盤較不常使用所以  

  微生物量相對較少。 

3. 在手機螢幕、鍵盤及門把上，用水進行的實驗結果發現，微生物死亡率與其他溶液相較 

之下雖然較低，但仍有大約 70%的殺菌量，因此，如果單純只用水來清洗雙手，也能夠有

不錯的殺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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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雖然同樣屬於貝類，鍛燒後的蚵粉和文蛤粉，在門把的檢測上，自製文蛤粉水殺菌效果較

自製蚵粉水來的低，是否因為兩者之間氫氧化鈣的含量不同。 

5. 糯米的澱粉幾乎全部為支鏈澱粉，烹煮後的米飯黏性高，因此鞋墊加入糯米後，較不容易

破裂，柔軟度也較佳。 

6. 從鞋墊的抑菌實驗結果發現，在六位實驗者中，有四位實驗者試穿的結果是有明顯的抑菌

效果，另外兩位實驗者試穿的結果，微生物量有增多的現象，為了探究原因，進一步了解

後，發現這兩位實驗者，在檢測的前一天，都曾經脫下鞋子，赤腳從事戶外活動後立刻穿

上鞋子，可能把更多的微生物帶進鞋墊中。 

7. 從實驗結果可以發現，10ppm~10000ppm 皆具有殺菌效果， 因此，在同樣具有殺菌功能

的狀況下，本實驗建議使用濃度低的蚵粉進行殺菌即可。 

8. 經過所有實驗結果發現，蚵粉不是加越多效果越好，就像市售酒精通常濃度都是 75%，所

以只要與細菌的滲透壓近似，就可使菌體蛋白質充分脫水、變性和沉澱，並非一定要農到

很高才有殺菌作用。 

9. 蚵粉含有碳酸鈣，鍛燒後變成氧化鈣，溶於水後形成氫氧化鈣溶液屬於鹼性，因此蚵粉水

有殺菌效果。 

10.我們推測市售蚵粉可能因為鍛燒溫度不足或含有較多雜質而導致效果較差。 

柒、結論   

實驗一、探討不同比例的自製蚵粉水在手機上的殺菌效果 

    在手機上，我們發現 10ppm 和 100ppm 的蚵粉水，對於手機螢幕上微生物的殺菌效果最

佳，都可達 98.14 以上的殺菌效果；水，對於手機螢幕上微生物的殺菌效果最差。 

實驗二、探討不同比例的自製蚵粉水在電腦鍵盤上的殺菌效果 

     在電腦鍵上，我們發現 10ppm 和 100ppm 的蚵粉水，對於電腦鍵盤上微生物的殺菌效果

最佳，都可達 96.08%以上的殺菌效果；水，對於電腦鍵盤上微生物的殺菌效果最差。 

實驗三、探討自製蚵粉水、市售蚵粉水、文蛤水和水在門把上的殺菌效果比較 

    在門把上，我們發現濃度同樣都是 10 ppm 中，自製蚵粉水的殺菌效果最佳，可達 84.91%

以上的殺菌效果其次是市售蚵粉水，再來是自製文蛤粉水，最後則是水；濃度同樣都是 100ppm

的各種溶液中，自製蚵粉水的殺菌效果最佳，可達 93.23%以上的殺菌效果，其次是自製文蛤

粉水，再來是水，最後則是市售蚵粉水。 

實驗四、探討自製環保鞋墊加入蚵粉後的抑菌效果 

    我們發現加入 5 公克蚵粉的鞋墊比加入 10 公克蚵粉的鞋墊效果更佳，由多次實驗可知，

加 5 公克蚵粉的鞋墊具有一定的抑菌效果，最佳可達 89.5%的殺菌效果，相比之下，本實驗加

了 10 公克蚵粉的鞋墊較沒有抑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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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未來展望 

    為了地球的永續發展，環保意識逐漸抬頭，對於環保的相關議題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尤

其是可以生生不息、能夠循環再利用的再生能源。本研究利用回收廢棄的蚵殼，製成具有殺

菌力的蚵粉並且結合回收紙，開發出環保抗菌鞋墊，未來，本著落實資源循環零廢棄的態度，

預計將每年廢棄的官田菱角殼，鍛燒成菱殼炭，加入環保抗菌鞋墊中，以期達到抗菌又除臭。

如此一來，既能達成廢棄物產生量最小化與資源回收再利用量最大化，促進物質回收再利用

與資源循環再生利用，以減輕環境負荷，建立資源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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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904-評語 

【評語】032904  

1. 本作品係鍛燒蚵粉後充分形成氧化鈣與去除雜質，溶於水後

形成鹼性氫氧化鈣溶液，因此具有殺菌效果，作品中亦使用

文蛤粉和市售蚵粉，理論上主成份都相似，但功效有差異，

可量測 pH 以釐清是否因形成鹼性溶液而殺菌。 

2. 將蚵粉製成鞋墊並以人體試驗檢驗其抗菌效能，參賽團隊能

在製作鞋墊的失敗過程找出新的方法克服困難，具有科學研

究精神。 

3. 不同處理方式導致微生物死亡率的表徵不適合使用折線圖，

建議使用長條圖比較即可。 

4. 檢測菌量是否受影響的實驗中，在噴蚵粉水後要測試前又用

無菌紗布擦拭一分鐘，可能會造成菌數下降，無法忠實呈現

待測物的效果，這個步驟應省略。 

5. 為確認實驗結果的穩定性，可透過多次重覆實驗再加以平均

的方式達到。 

6. 進行鞋墊抗菌實驗時應作好控制(受試者不應製造出會影響

量測的行為)。 

7. 市售蚵粉鍛燒程度不明，而鍛燒程度會響影氧化鈣的量，在

此研究中可能無法公平比較。 

8. 本實驗因涉及到人體試驗，應有受試者同意書的簽署。



 

 

 

 

 

 

 

 

 

作品簡報



環保「蚵」技

魔鞋再現

組 別 : 國 中 組

科 別 : 生 活與應 用 科 學 ( 二 )



研究動機

趁連假去七股看到很多蚵殼山，心想蚵殼只能丟

棄嗎?查詢資料發現蚵粉有抑菌功能，因此我們決

定鍛燒蚵殼並製造蚵粉，另一方面在找材料的過

程中，發現也有許多廢紙遭到丟棄，所以我們想

利用回收紙製造環保鞋墊，並加入自製蚵粉，以

達到環保又能抑菌的目的。



研究目的

探討不同濃度的自製蚵粉水在手機螢幕上的殺菌效果

探討不同濃度的自製蚵粉水在電腦鍵盤上的殺菌效果

比較自製蚵粉水、市售蚵粉水、自製文蛤水和水在門把的殺菌

效果

探討自製環保鞋墊加入蚵粉後的抑菌效果4

3

2

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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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P生物冷光儀 研磨機灰化爐 檢支管

研究設備及器材

碎紙 蚵粉 手機 鍵盤門把



應
用

製作流程圖



二、探討不同比例的自製蚵粉水

在電腦鍵盤上的殺菌效果

圖二 電腦鍵盤微生物死亡率比較折線圖

一、探討不同比例的自製蚵粉水

在手機螢幕上的殺菌效果

研究結果

圖一 手機螢幕微生物死亡率比較折線圖

蚵粉水的殺菌效果
大多在90%以上

蚵粉水的殺菌效果
大約都在90%以上



四、比較自製蚵粉水、市售蚵粉水、自製文蛤

水和水在門把上的殺菌效果

研究結果

圖四 100ppm門把微生物死亡率比較折線圖

100ppm的自製蚵粉水
可達到92%以上的殺菌效果

三、比較自製蚵粉水、市售蚵粉水、自製文蛤水

和水在門把上的殺菌效果

圖三 10ppm門把微生物死亡率比較折線圖

10ppm的自製蚵粉水
可達到84%以上的殺菌效果



五、探討自製環保鞋墊加入蚵粉後的抑菌效果

圖五 自製環保鞋墊增長百分比的比較折線圖

研究結果

加入5公克蚵粉的鞋墊
可達到-89%的抑菌效果



糯米的澱粉幾乎全部為支鏈澱粉，烹煮後黏性佳。

從實驗結果發現，10ppm-10000ppm蚵粉水皆有殺菌效果。

蚵粉鍛燒後溶於水形成氫氧化鈣溶液，屬於鹼性，因此蚵粉水有殺菌效果。

我們推測市售蚵粉可能因鍛燒溫度不足或含較多雜質導致效果差。

從實驗的結果發現，手機螢幕和電腦鍵盤都是常碰觸的地方，微生物量多，

反之亦同。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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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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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機微生物量檢測結果發現，10ppm和100ppm的蚵粉水，殺菌效果最佳；水的殺菌

效果最差。

在電腦鍵盤微生物量檢測結果發現，10ppm和100ppm的蚵粉水，殺菌效果最佳；水的

殺菌效果最差。

在門把微生物量檢測結果發現，濃度同為10 ppm時，自製蚵粉水的殺菌效果最佳，其

次是市售蚵粉水，再來是自製文蛤粉水，最後則是水。

在門把微生物量檢測結果發現，濃度同為100ppm時，自製蚵粉水的殺菌效果最佳，其

次是自製文蛤粉水，再來是水，最後則是市售蚵粉水。

在鞋墊微生物量檢測結果發現，加入5公克蚵粉鞋墊的抑菌效果比加了10公克蚵粉

的鞋墊抑菌效果好。

結論

鞋墊



未來展望

我們預計將廢棄的官田菱角殼鍛燒成菱殼炭，加入環保抗菌鞋墊中，以期達

到抗菌又除臭，減輕環境負荷，建立資源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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