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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普高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 不可思議的生活圈—生態球 

一、摘要 

生態球是個很重要的實驗，因其原理是讓生物在封閉系統裡生活，而太空人需要長時間的

在太空中生存，必須要有能自給自足的生活區域，因此這些實驗成果常應用在太空人身

上。但它們也能運用在農業與養殖上透過互利共生的方式使魚菜共生這個系統可以有效減

少化學肥料的污染，以及水質的改變，避免魚變得不健康，甚至死亡。所有我們經過實驗

得出的結果，說不定可以有效的提高這個目的。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我們這次會做生態球是因為我們想要去了解生態中的運作，從養分如何來，以及生物死亡

後的屍體又是否真的會被分解等。雖然看起來是個很簡單的想法和問題，但我們從以前到

現在都是聽到老師說明，或是從課本中看過，但我們可都未曾親眼見證過。學習不能僅限

於紙上，實驗中說不定會與我們學的不一樣，亦或者可能真如課本所述。若真的相同，則

會去想那如果我去改變我們的操縱變因，那麼我們得到的結果是否會不同，也或者如出一

轍並未有任何變化，基於這些因素進而產生了這次的實驗，並藉由動手做的過程和改變條

件來實際理解。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生態球的原理是透過水體裡的硝化菌讓動物的排出物經硝化作用形成硝酸鹽後，給予植物

根部吸收，進而在體內轉為胺基酸以及蛋白質，接著動物再透過植物獲取養分後一樣將其

轉為胺基酸和蛋白質，並使形成一個循環。 

我們的目的是讓蝦子能夠自給自足的生活在生態球中，並變化在不同罐子中硝化菌、水蘊

草、蝦子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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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透過改變操縱變因的方式讓我們去了解生態球在各種狀況下趨於穩定後蝦子跟水蘊草的活

動情形。 

實驗步驟: 

Step1 先將石頭洗乾淨 

Step2 放石頭至罐子底部，並放入逆滲透水(已放置數天) 

Step3 放入水蘊草依操縱變因的不同加入不同的量 

Step4 加入硝化菌，也依操縱變因加入不同的量 

Step5 在放入蝦子後即可開始觀察 

Step6 每天觀察水的酸鹼值 

Step7 將觀察與發現紀錄在冊 

 

                    :A=米蝦*2+水蘊草 8cm 兩段+硝化菌 2 滴 

                    B=米蝦*2+水蘊草 8cm 兩段+硝化菌 4 滴 

                    C=米蝦*2+水蘊草 8cm 四段+硝化菌 2 滴    

                    D=米蝦*4+水蘊草 8cm 兩段+硝化菌 2 滴                                       

 

 

 

 

 

    

      

                                               

   

 

第一次實驗數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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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第 1天) 圖 2(第 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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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改變硝化菌、水蘊草和蝦的量為我們的操縱因素，我們推測第一天 C 罐比 A 罐鹼是

因為水草的關係；透過 B 罐和 A 罐比較，推測硝化菌為影響 pH 值的主要原因；D 的變因

是在倒數第四天加入的，且透過與 A 最後四天的比較，發現 D 的 pH 值下降但 A 的 ph 值

上升，因此蝦的數量的確會影響 pH 值。 

然而經過了兩周的時間，我們的水蘊草從綠色變為白褐色，而水質則是從中性 7.6 變成鹼性

10.5 左右，就不會變得更鹼，以及我們的蝦在第 11 天時放入四罐中，卻在第 14 天皆亡。因

此我們推測會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為水質過鹼，進而造成蝦的死亡，然而我們為了改善水質

過鹼的狀況，所以想試試增加水蘊草的量。 

                                   

                    :A=米蝦*2+水蘊草 3g+硝化菌 2 滴 

                    B=米蝦*2+水蘊草 3g+硝化菌 無 

                    C=米蝦*2+水蘊草 3g+硝化菌 4 滴    

                    D=米蝦*4+水蘊草 3g+硝化菌 2 滴 

 

 

 

 

 

 

 

 

第二次實驗數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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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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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推測有加入硝化菌*2(C2)的在第一天時變比較鹼，然後加入硝化菌×1(A2 跟 D2)&沒放

的(B1)都變成 8.8，想說是否因為只滴一滴硝化菌的實驗 影響並不明顯，而滴兩滴的比一滴

&沒有滴的明顯，B2 罐跟 C2 罐就差在硝化菌，D2 罐下降速度較 C2 罐快一點，推測蝦的

數量有造成些微影響。 

 

                    : A=米蝦*2+水蘊草 3g +硝化菌 4 滴 

                     B=米蝦*2+水蘊草 3g +硝化菌 無 

                     C=米蝦*2+水蘊草 6g +硝化菌 4 滴 

                     D=米蝦*4+水蘊草 3g +硝化菌 4 滴 

                                         

 

 

 

 

 

   

 

                                       

 

第三次實驗數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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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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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透過分析 PH 值變化，及水體中溶解的二氧化碳量在 A3~D3 罐比較 PH 值發現，雖然

A3~D3各組 PH值在第四天之後都漸趨穩定，但 B3&C3&D3三罐的二氧化碳含量皆很低，

因此推測硝化菌、水蘊草、米蝦的量皆會影響 pH值。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我們覺得在這次實驗中知道其實在不同的生態系生存會有不同的結果，在第一、三次時死的

蝦很多，但在第二次都是存活，以及有哪些會影響水質，例如硝化菌、水蘊草、米蝦的量改

變皆會影響，還有在這一次次的過程中，我學到如何用理性的想法及語言，來說明我們所看

見的現象。 

 

 

 

 

 

 

 

 

 

 

(由於第一次實驗中沒有一隻蝦活超過一星期，故無法放入表格中。) 

最後我們覺得動物的生死可以用來分辨一個生態系的穩定與否，因為只要是正常的循環生態

系，就可以讓九成的生物存活下來，由此可知當我們的生態達到一定的平衡量就可以讓生物

好好生存在環境中。以第二組和第三組第七天仍存活的蝦數量來說，第二次實驗的生態平衡

做得比第三次好。經過這次的實驗我們可以知道，在永續發展這一方面我們可以透過用這種

小型生態系來分辨出怎麼樣對我們的生態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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