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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萃」燦奪目─校園植物的 DNA 萃取 

一、摘要 

    我們想要萃取 DNA，但是在疫情期間，利用口腔皮膜細胞作為實驗材料不太理想，因

為怕會有飛沫傳染的風險，所以我們從唾手可得的校園植物下手。我們透過「Google 相簿」

的「偵測」功能認識校園植物，並蒐集了「變葉木、小葉桑、馬櫻丹、金露花、樟樹葉、石

蓮花與落地生根」的葉片作為 DNA 粗萃取實驗的植物樣本，我們比較不同植物 DNA 粗萃取

的效率，其中，只有小葉桑與變葉木的粗萃取效果顯而易見，但因為我們學校中的小葉桑取

得不易，所以我們便使用變葉木來做實驗。為了更了解實驗的目的與其中步驟、材料的功用，

我們設計實驗一一探討粗萃取實驗中各個步驟的重要性，發現「酒精溫度、洗碗精有無」是

必要的實驗步驟，而「嫩精有無、食鹽水濃度」則影響實驗不大。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走在校園裡，我們親近著大自然，看到了許多豐富的植物，例如：變葉木、樟樹、馬櫻

丹……，這時，我們忽然想到了生物課本上提到的 DNA，但是課本上只有圖示並沒有真正

的 DNA 照片。再看向植物，我們打算萃取植物的 DNA，才可以看見 DNA 的真面目，在經

過一番查資料發現，DNA 粗萃取的實驗好像滿簡單的，為了可以更加瞭解實驗器材之功效

及目的，我們一一設計實驗，並著手開始研究。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在校園中，有各式各樣的植物，我們摘了一些不同種類的植物，想探討以不同植物的葉

片作為 DNA 萃取實驗材料的可行性與 DNA 萃取實驗中加入個試劑之目的。如果不加，會有

什麼結果？為了解惑，我們訂出了以下幾個研究目的和假設： 

I. 萃取不同校園植物的 DNA，找到適合的生物材料。 

II. 假設不同植物(同克數)，DNA 的含量會不同。  

III. 假設不同溫度的酒精 DNA 含量會不同。 

IV. 假設加嫩精 DNA 會較多。 

V. 假設有加洗碗精 DNA 會比較多。 

VI. 6.假設不同莫耳濃度的食鹽水 DNA 含量會不同。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器材：校園植物、電子秤、果汁機、蒸餾水、燒杯、洗碗精、玻棒、食鹽、嫩精、紗布、試

管、95％酒精、量筒、試管架、手機（google 相簿）。(圖一) 

實驗一：利用 google 相簿「偵測」功能認識校園植物 

1. 用相機功能拍攝校園植物。 

2. 打開 google 相簿，點選植物照片，選按「偵測」認識校園植物。 

3. 將網頁搜尋到的植物名稱及其特徵記錄於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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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小葉桑 石蓮花 樟樹 馬櫻丹 落地生根 金露花 變葉木 

圖

示        

特

徵 

葉互生，

具柄，掌

狀深裂，

光 滑 無

毛。 

多年生肉

質草本植

物，葉肥

厚多肉，

葉對生。 

葉互生，

成 橢 圓

形，光滑

無毛，葉

質 薄 革

質 ， 全

緣。 

單 葉 對

生，闊卵

形，粗紙

質，鈍鋸

齒緣，有

毛茸。 

葉對生，

羽 狀 複

葉，葉片

肉質，邊

緣 有 圓

齒。 

葉對生，

全緣，有

茸毛。 

葉互生，

革質，肥

厚 而 平

滑，長橢

圓形，大

波狀緣。 

表一：常見的校園植物葉片型態比較 

 

實驗二：校園植物 DNA 萃取 

DNA 粗萃取之步驟及原理(取自生物活動趴：DNA 粗萃取)： 

1. 使用電子秤秤量出 10g 植物葉片並放入果汁機中(圖二)，加入 50ml 的蒸餾水，攪碎

成植物汁液，破壞植物細胞壁。(圖三) 

2. 將已攪碎的植物汁液倒入燒杯中，並加入 1.5ml 的洗碗精，使用玻棒攪拌 5 分鐘，破

壞細胞膜、核膜。 

3. 加入 1.5ml 的 5M 食鹽水，使用玻棒攪拌 5 分鐘，使 DNA 溶解於水溶液中。 

4. 加入嫩精 1.5g，使用玻棒攪拌 5 分鐘，破壞蛋白質。 

5. 將燒杯中的植物汁液倒入另一個置有紗布的燒杯中，讓水溶液完全通過紗布，過濾

其中的雜質。(圖四) 

6. 取 5ml 濾液倒入試管中，倒入 5ml 冰酒精，冰酒精能降低細胞中酵素分解 DNA 的

速率，在冰酒精與植物汁液的交界處會產生白色的絮狀物質(圖七，箭頭處)，即為粗

萃取的植物 DNA。 

實驗結果(圖七)：由結果顯示小葉桑與變葉木較容易看到明顯的 DNA。 

 

    接著，因為我們在網路上查到很多篇關於 DNA 粗萃取的文章，步驟中要加的試劑不同

文章描述的有些許差異，利如有些文章有特別說明食鹽水的濃度，有些則沒有，因此，為了

探究 DNA 粗萃取實驗中所加入的試劑之功效，我們設計出以下實驗，我們學校的變葉木取

得較容易，我們便以變葉木作為實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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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探討洗碗精在實驗中的角色 

1. 重複「實驗二」的第 1 步驟。 

2. 在第 2 步驟將操縱變因設為「洗碗精有無」，取濾液 5ml 倒入試管中，對照組試管

的植物汁有加入洗碗精(+)，實驗組則無(-)。 

3. 重複「實驗二」3～6 步驟。 

4. 觀察植物 DNA 萃取效率。 

實驗結果(圖八)：實驗中我們觀察到沒有添加洗碗精的實驗組無法萃取出 DNA。 

 

實驗四：探討食鹽水在實驗中的角色 

1. 重複「實驗二」1～2 步驟。 

2. 配製食鹽水（0M、1M、3M、5M、飽和食鹽水）(圖五)： 

(1) 蒸餾水：100ml 蒸餾水+0g 食鹽。 

(2) 1M 食鹽水：100ml 蒸餾水+5.85g 食鹽。 

(3) 3M 食鹽水：100ml 蒸餾水+17.55g 食鹽。 

(4) 5M 食鹽水：100ml 蒸餾水+29.25g 食鹽。 

(5) 飽和食鹽水：100ml 蒸餾水(40°C)+35.9g 食鹽，緩慢攪拌至無法溶解食鹽，分

離出殘餘食鹽。 

3. 在第 3 步驟將操縱變因設為「食鹽水莫耳濃度」，取濾液 5ml 倒入試管中，分別加

入 0M、1M、3M、5M、飽和食鹽水各 5ml。 

4. 重複「實驗二」4～6 步驟。 

5. 觀察植物 DNA 萃取效率。 

實驗結果(圖九)：由結果中我們看不出不同濃度的實鹽水對於 DNA 萃取效率的影響，就連

只加清水也可以萃取出 DNA。 

 

實驗五：探討嫩精在實驗中的角色 

1. 重複「實驗二」1～3 步驟。 

2. 在第 4 步驟將操縱變因設為「嫩精有無」，取濾液 5ml 倒入試管中，對照組試管的

植物汁有加入嫩精，實驗組則無。 

3. 重複「實驗二」5～6 步驟。 

4. 觀察植物 DNA 萃取效率。 

實驗結果(圖十)：我們發現實驗組與對照組萃取效率差異不大，但是卻還是有些微的差距，

對照組 DNA 較多，實驗組則較少。 

 

實驗六：探討酒精在實驗中的角色 

1. 重複「實驗二」1～6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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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第 6 步驟將操縱變因設為「酒精溫度」，取濾液 5ml 倒入試管中，分別倒入冰酒

精(4°C)(冷藏)、常溫酒精(介於 20～25°C)、熱酒精(50°C)(熱水浴) (圖六)。 

3. 觀察植物 DNA 萃取效率。 

實驗結果(圖十一)：實驗中我們發現冰酒精(4°C)萃取量最多，常溫酒精(20°C)其次，而熱

酒精(50°C)效果最差。 

 

圖片： 

   

       圖一：實驗器材                        圖二：將植物精秤 10g 

            

         圖三：將植物打碎                    圖四：過濾植物汁 

 

  

        圖五：配製不同濃度食鹽水                 圖六：配製不同溫度酒精 

 

 



5 
 

 

圖七：不同校園植物作為 DNA 萃取實驗材料的可行性 

 

  

 

 

 

          

                                           圖十一：酒精溫度對於 DNA 萃取之影響                                     

圖八：洗碗精有(+)無(-)

對 DNA 萃取之影響 

圖九：食鹽水濃度對

DNA 萃取之影響 

圖十：嫩精有(+)無(-)對

DNA 萃取之影響 

(+) (-) 

(+) (-) 

蒸餾水 1M 3M 5M 飽和食鹽水 

(4°C) (20°C) (50°C) 

小葉桑 石蓮花  樟樹  馬櫻丹 落地生根 金露花 變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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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1. 我們萃取了不同的校園植物，發現萃取量有很大的差異（圖七，紅色箭頭處），例如小

葉桑和變葉木就很容易看到萃取出來的 DNA，這可能是因為這兩種葉片葉面都比較大，

葉片比較厚，而像馬纓丹和金露花的葉片則小又軟。另外石蓮花和落地生根的葉片都比

較厚、富含水分，所以我們秤重 10 公克的葉片，使用到的葉片數量很少。另外我們搜

集到的樟樹葉片幾乎都是老葉。可能是以上種種原因導致我們無法萃取到每種植物的

DNA，影響到實驗的變因有很多，我們目前只能說並非所有校園植物都適合作為 DNA

萃取的材料，還要更進一步地探究分析。 

2. 而實驗中，我們設計不同的變因去探究 DNA 粗萃取實驗每一步驟的重要性。我們發現

食鹽水莫耳濃度、嫩精有無對於 DNA 粗萃取實驗結果的影響不大，怪不得大多數文章

並無強調說要添加，但是我們手邊並無可以定量 DNA 濃度及純度的設備，所以我們只

能以肉眼做判斷，存在非常多誤差。另外，我們查到的資料指出加入濃食鹽水的目的為

使 DNA 成溶解狀態，而核酸的溶解度其實會隨食鹽濃度的變動而改變，在 0.14M 食鹽

濃度溶解度低，在無鹽及高鹽濃度溶解度高，因此未來我們想要自製分光光度寄來嘗試

定量出不同濃度食鹽水萃取 DNA 的效率。  

3. DNA 萃取實驗的關鍵步驟是洗碗精的添加及酒精的溫度。特別是洗碗精的添加，洗碗

精中含界面活性劑(十二烷基硫酸鈉，SDS)，可破壞細胞膜、核膜，使 DNA 釋出，若是

少了洗碗精的添加將完全看不到白色的絮狀物。此外，由於 DNA 不溶於酒精這類有機

溶劑，但細胞中部分成分，如細胞膜、核膜卻可溶於酒精，且酒精密度低會與食鹽水分

層，使不溶之 DNA 凝聚析出。而我們也查到溫度越低的酒精，越能降低細胞中酵素分

解 DNA 的速率，使 DNA 析出效果越佳這點與我們的結果相符。 

4. 總結：我們認為如果是以家中廚房就能簡單萃取 DNA 的標準進行實驗，則必須準備的

關鍵材料是洗碗精和 95%冰酒精，其餘則無太大影響。至於以 75%酒精萃取 DNA 的效

率我們未來也可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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