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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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洗手，乳刪菌 

一、摘要： 

    COVID-19 疫情已經擾亂人類正常生活三年的時間，由於疫情情勢仍十分嚴峻，本探究

旨在透過探討清潔用品種類、不同品牌清潔用品、體積以及重量百分濃度對黴菌的耐受性之

影響，以提升個人和團體的衛生習慣，達到降低疫情擴散的目標。因此，本探究設計了一系

列的實驗，本探究旨在於回收學校廚餘之米飯，利用天然米飯觀察菌株生長的孳生，以各類

市售清潔用品之品牌、用途、濃度等作為操縱變因，進行一系列實驗，以觀察米飯菌株之種

類、菌落數量、，進行研究統計，以了解不同種類的清潔用品、相同種類不同品牌的清潔用

品不同的體積重量百分濃度以及不同的重量百分濃度對於黴菌的耐受性。最後，本探究了解

到了在所洗碗精、洗手乳、沐浴乳、肥皂、洗髮精中，對於黴菌的耐受性最佳的是沐浴乳。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有一天，看到新聞上正報導疫情的嚴峻，這引起了本探究思考。本探究想到如何抵抗病

菌的最重要步驟就是勤洗手。而一般本探究洗手大多都用肥皂或者洗手乳，本探究思考著為

何不用沐浴乳、洗髮精等別的清潔用品。由於現在疫情狀況十分不穩定，本探究覺得如何有

效抗菌在現階段是十分重要的。本探究很好奇究竟沐浴乳、洗手乳、沐浴乳、肥皂、洗髮精

哪一種清潔用品的抗菌效果最佳。本探究十分好奇不同的清潔用品對於黴菌的耐受性，因此

本探究設計了一系列的實驗，為了研究不同清潔用品、相同重量百分濃度對於黴菌生長的耐

受性、觀察相同清潔用品、不同品牌對於黴菌生長的耐受性、相同清潔用品不同重量百分濃

度對育黴菌的耐受性。本探究為此去網路上搜尋不同種類的黴菌的功效、對人類所造成的影

響，如：米麴菌、黃麴霉、蠟樣芽孢桿菌、黑根霉、金黃色葡萄球菌以及沙門氏桿菌。因此，

本探究十分好奇不同的清潔用品在什麼情況下的抗菌效果最佳、什麼因素會影響清潔用品的

抗菌效果。因此，本探究設計一系列的實驗。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由於本探究十分好奇不同清潔用品對於米飯之耐受性，因此想要做實驗來以得知不同清

潔用品以及相同重量百分濃度對於黴菌生長的抑制效果、相同清潔用品以及不同品牌對於黴

菌生長的抑制效果、相同清潔用品以及同重量百分濃度對於黴菌生長的抑制效果、不同的清

潔用品以及體積百分濃度對於黴菌生長的抑制效果、觀察相同的清潔用品以及不同的體積百

分濃度對於黴菌生長的抑制效果、影響黴菌生長的因素。茲將本探究目的與假設說明如下： 

1.觀察不同清潔用品、相同重量百分濃度對於黴菌生長的抑制效果 

2.觀察相同清潔用品、不同品牌對於黴菌生長的抑制效果 

3.觀察相同清潔用品、不同重量百分濃度對於黴菌生長的抑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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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觀察不同的清潔用品、體積百分濃度對於黴菌生長的抑制效果 

5.觀察相同的清潔用品、不同的體積百分濃度對於黴菌生長的抑制效果 

6.觀察其他影響抵抗黴菌生長的因素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本探究這次設計了相對多組有關於清潔用品對於抑制黴菌的多寡性的實驗，分別是相同

的重量百分濃度對於不同清潔用品的抑制黴菌效果、相同的重量百分濃度對於不同品牌的洗

碗精的抑制黴菌效果、實觀察相同清潔用品，不同重量百分濃度對於黴菌生長的抑制效果、

觀察不同的清潔用品、體積百分濃度對於黴菌生長的抑制效果、觀察相同的清潔用品、不同

的體積百分濃度對於黴菌生長的抑制效果以及觀察影響黴菌生長的因素。實驗內容與驗證步

驟說明如下： 

實驗一：相同的重量百分濃度對於不同清潔用品的抑制黴菌效果 

  實驗 1-1：先將不同洗碗精調製成重量百分濃度為 20%，之後再分別將不同品牌洗碗精

加入 15g 的米飯，觀察相同的重量百分濃度對於不同品牌的清潔用品對於黴菌抑制效果。 

  實驗 1-2：先將不同洗碗精調製成重量百分濃度為 20%，之後再分別將不同品牌洗碗精

加入 15g 的米飯，觀察相同的重量百分濃度對於不同品牌的清潔用品對於黴菌抑制效果。 

  實驗 1-3：先將不同的沐浴乳調成重量百分濃度為 20%，之後再分別將不同品牌的沐浴

乳加入 15g 的米飯，觀察相同的重量百分濃度對於不同品牌的清潔用品對於黴菌抑制效果。 

  實驗 1-4：先將不同的肥皂調成重量百分濃度為 20%，之後再分別將不同品牌的肥皂加

入 15g 的米飯，最後觀察相同的重量百分濃度對於不同品牌的清潔用品對於黴菌抑制效果。 

  實驗 1-5：將清潔用品「洗髮精 E1」至「洗髮精 E2」之重量百分濃度設定為 20%，分

別裝入相同之試管，靜置 3 日，觀察黴菌之生長情形，以菌株數與總面積估算。 

  將不同的洗髮精調成重量百分濃度為 20%，之後再分別將不同品牌的洗髮精加入 15g 的

米飯，最後觀察相同重量百分濃度對於不同品牌的清潔用品對於黴菌抑制效果。實驗 1-1 至

實驗 1-5 清潔用品「洗碗精 A1」至「洗髮精 E2」之重量百分濃度設定為 20%，分別裝入相

同之試管，靜置 3 日，觀察黴菌之生長情形，以菌株數與總面積估算。將不同的清潔用品調

成重量百分濃度為 20%，之後再分別將不同的清潔用品加入 15g 的米飯，最後觀察相同百分

濃度對於不同清潔用品的黴菌抑制效果。 

  

圖一 觀察不同清潔用品菌株數聚落大小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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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相同的重量百分濃度對於不同品牌的清潔用品的抑制黴菌效果 

  實驗 2-1：首先，先將不同的洗碗精調成重量百分濃度為 20%，之後再分別將不同品牌

的洗碗精加入 15g 的米飯，最後觀察相同的重量百分濃度對於不同品牌的洗碗精的抑制黴

菌效果。 

  實驗 2-2：首先，先將不同的洗手乳調成重量百分濃度為 20%，之後再分別將不同品牌

的洗手乳加入 15g 米飯，最後觀察相同百分濃度對於不同品牌的洗手乳對於黴菌抑制效果。 

  實驗 2-3：首先，先將不同沐浴乳調成重量百分濃度為 20%，之後再分別將不同品牌的

沐浴乳加入 15g 的米飯，最後觀察相同百分濃度對於不同品牌的沐浴乳對於黴菌抑制效果。 

  實驗 2-4：首先，先將不同的肥皂調成重量百分濃度為 20%，之後再分別將不同品牌的

肥皂加入 15g 的米飯，最後觀察相同百分濃度對於不同品牌的肥皂對於黴菌抑制效果。 

  實驗 2-5：首先，先將不同的洗髮精調成重量百分濃度為 20%，之後再分別將不同品牌

的洗髮精加入 15g 的米飯，最後觀察相同百分濃度對於不同品牌的洗髮精對於黴菌抑制果。 

表一 實驗 2-1 至 2-5 實驗結果 

組

別 

對照組 A1 A2 對照組 B1 B2 B3 

放

大

前 

       

放

大

後 

       

 

組 

別 

對照組 C1 C2 對照組 D1 D2 D3 

放 

大 

前 
       

放 

大 

後        

 

實驗三：觀察相同清潔用品、不同重量百分濃度對於黴菌生長的抑制效果 

 實驗 3-1：  首先，先將不同的洗碗精調成重量百分濃度為 40%，之後再分別將不同品

牌的洗碗精加入 15g 的米飯，最後觀察相同清潔用品、不同重量百分濃度對於黴菌生長的

抑制效果。 

 實驗 3-2：首先，先將不同的洗手乳調成重量百分濃度為 40%，之後再分別將不同品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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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乳加入 15g 的米飯，最後觀察相同清潔用品、不同重量百分濃度對於黴菌生長的抑制

效果。 

 實驗 3-3：首先，先將不同的沐浴乳調成重量百分濃度為 40%，之後再分別將不同品牌的

沐浴乳加入 15g 的米飯，最後觀察相同清潔用品、不同重量百分濃度對於黴菌生長的抑制

效果。 

 實驗 3-4：首先，先將不同的肥皂調成重量百分濃度為 40%，之後再分別將不同品牌的肥

皂加入 15g 的米飯，最後觀察相同清潔用品、不同重量百分濃度對於黴菌生長的抑制效果。 

  實驗 3-5：首先，先將不同的洗髮精調成重量百分濃度為 40%，之後再分別將不同品牌

的洗髮精加入 15g 的米飯，最後觀察相同清潔用品、不同重量百分濃度對於黴菌生長的抑

制效果。 

表二 實驗 3-1 至 3-5 實驗結果 

組 

別 

對照組 A1 A2 對照組 B1 B2 B3 

放 

大 

前 
       

放 

大 

後 
       

組 

別 

對照組 C1 C2 對照組 D1 D2 D3 

放 

大 

前 
       

放 

大 

後        

 

實驗四：觀察不同的清潔用品、體積百分濃度對於黴菌生長的抑制效果 

  實驗 4-1：首先，先將不同的洗碗精調成體積百分濃度為 20%，之後再分別將洗碗精加

入 15g 的米飯，最後觀察不同的清潔用品、體積百分濃度對於黴菌生長的抑制效果。 

  實驗 4-2：首先，先將不同的洗手乳調成體積百分濃度為 20%，之後再分別將洗手乳加

入 15g 的米飯，最後觀察不同的清潔用品、體積百分濃度對於黴菌生長的抑制效果。 

  實驗 4-3：首先，先將不同的沐浴乳調成體積百分濃度為 20%，之後再分別將不同品牌

的沐浴乳加入 15g 的米飯，最後觀察不同清潔用品、體積百分濃度對於黴菌生長的抑制效果。 

 實驗 4-4：首先，先將不同的肥皂調成體積百分濃度為 20%，之後再分別將不同品牌的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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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加入 15g 的米飯，最後觀察不同的清潔用品、體積百分濃度對於黴菌生長的抑制效果。 

  實驗 4-5：首先，先將不同的洗髮精調成體積百分濃度為 20%，之後再分別將不同品牌

的洗髮精加入 15g 的米飯，最後觀察不同的清潔用品、體積百分濃度對於黴菌生長的抑制

效果。 

表三 實驗 4-1 至 4-5 實驗結果 

組 

別 

對照組 A1 A2 對照組 B1 B2 B3 

放 

大 

前 
       

放 

大 

後 

       

組 

別 

對照組 C1 C2 對照組 D1 D2 D3 

放 

大 

前 
       

放 

大 

後        

 

實驗五：觀察影響黴菌生長的因素 

  針對清潔用品之原料、黏稠或泡泡狀進行實驗，以觀察影響黴菌生長的因素。 

實驗 5-1：觀察清潔用品的原料是否影響對黴菌的耐受性 

  觀察抗菌效果較好的清潔用品以及抗菌效果較差的清潔用品的原料，判斷抗菌效果較

差的洗手乳是否因為原料的添加物太多或者原料較不天然。 

實驗 5-2：清潔用品為黏稠狀或泡泡狀 

  觀察抗菌效果較好的清潔用品是黏稠狀還是泡泡狀、抗菌效果較差的是黏稠狀還是泡

泡狀，以及清潔用品的黏稠狀或泡泡狀是否影響黴菌的耐受性。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根據實驗 1，沐浴乳對於黴菌之耐受性較佳。根究本探究實驗 2-1 結果，洗碗精 A1 對於

黴菌的耐受性較洗碗精 A2 佳，因此建議民眾購買洗碗精 A1，以達到更好的抑制黴菌效果。  

  根究本探究實驗 2-2 結果，洗手乳 B1 與洗手乳 B2 對於黴菌的耐受性較洗手乳 B3 佳，

因此建議民眾購買洗手乳 B1 與洗手乳 B2，以達到更好的抑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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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究本探究實驗 2-3 結果，洗碗精 C1 對於黴菌的耐受性較沐浴乳 C2 佳，因此建議民眾

購買沐浴乳 C2，以達到更好的抑制效果。  

  根究本探究實驗 2-4 結果，肥皂 D3 對於黴菌的耐受性較肥皂 D1 與肥皂 D2 佳，因此建

議民眾購買肥皂 D3，以達到更好的抑制效果。 

  根究本探究實驗 2-5 結果，洗髮精 E2 對於黴菌的耐受性較洗髮精 E1 佳，因此建議民眾

購買洗髮精 E2，以達到更好的抑制效果。 

  根據本探究實驗結果 3-1~3-5 發現，洗碗精 A1、洗手乳 B2、沐浴乳 C1、肥皂 D1 與洗

髮精 E1，重量百分濃度為 20％較重量百分濃度為 40％的抑制黴菌生長情形佳，因此洗碗精

A1、洗手乳 B2、沐浴乳 C1、肥皂 D1 與洗髮精 E1，重量百分濃度為 20％較重量百分濃度為

40％對於黴菌的耐受性佳。洗碗精 A2、洗手乳 B1、洗手乳 B3、沐浴乳 C2、肥皂 D1 以及洗

髮精 E2 的重量百分濃度為 40％較重量百分濃度為 20％的抑制黴菌生長情形佳，洗碗精 A2、

洗手乳 B1、洗手乳 B3、沐浴乳 C2、肥皂 D1 以及洗髮精 E2 量百分濃度為 40％較重量百分

濃度為 20％對於黴菌的耐受性佳。 

因此，可推論洗碗精 A1、洗手乳 B2、沐浴乳 C1、肥皂 D1 與洗髮精 E1 重量百分濃度

越低，對於黴菌的抑制效果更佳。洗碗精 A2、洗手乳 B1、洗手乳 B3、沐浴乳 C2、肥皂 D1

以及洗髮精 E2 重量百分濃度越高，對於黴菌的抑制效果更佳。 

跟據實驗 4-1~4-5，當體積百分濃度為 20％時，洗碗精 A2 對於黴菌之耐受性較洗碗精

A1 佳。洗手乳 B2 對於黴菌之耐受性較洗手乳 B3 及洗手乳 B1 佳。沐浴乳 C1 對於黴菌之耐

受性較沐浴乳 C2 佳。肥皂 D1、肥皂 D2、肥皂 D3 對於黴菌之耐受性相同。洗髮精 E1 對於

黴菌之耐受性較洗髮精 E2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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