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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罩」燒「痘」腐-配戴口罩對臉部細菌生長

之因素探討 

一、摘要 

青春痘是困擾人類臉上已久的話題，不僅帶給人們不美觀的困擾與疼

痛，甚至會造成皮膚組織感染，但在疫情期間必須無時無刻都配戴口罩，長

期處在悶熱的環境下又易使細菌生長引起青春痘成形，因此本實驗主要探討

的以下兩個面向 

(1)探討受試者有無佩戴口罩是否會對臉部細菌的生長造成影響。 

(2)藉由改變受試者配戴口罩的時長，探討改變配戴口罩的時長是否會對臉上

細菌的生長造成影響。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自從 2020 年底的 COVID-19 疫情爆發，口罩已經成為台灣人外出的必

備用品。但是，隨著口罩令的強制推行，我們發現我們以及生活周遭的親朋

好友或多或少都出現了青春痘增生的問題。我們的臉部較以往長期處在悶熱

的環境，於是我們思考戴口罩的時長與臉上細菌數量、膚質狀況等是否有關

聯性？以及是否能透過配戴口罩的時長控制去改善這個狀況呢？因此，我們

想藉由這次的實驗在必須長時間配戴口罩的情況下，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減

緩臉上細菌的生長。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目的： 

1. 找出長時間配戴口罩是否會幫助臉部細菌增生。 

2.透過改變戴口罩時長與休息搭配，找出對學生在學校生活中最不易造成細

菌大量於臉上生長的方案。 

假設： 



1.長時間配戴口罩時臉部其採樣後培養出細菌量會大於未配戴口罩的細菌量 

2.不同的配戴時長與休息組合可減緩臉部細菌的增長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壹、 實驗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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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實驗流程與不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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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驗器材：微量吸管、培養皿、L 型玻棒、封條臘膜、離心管、刮勺、

酒精燈、電子秤、電磁爐、鍋子、紗布、固態 LB（Agar) 、酒精、無菌水 

固態 LB 培養基 滅菌水 酒精(C2H5OH) 微量吸管 

 

 

  

參、實驗環境 

 1、統一在無菌通風操作台進行操作培養基製作與細菌塗盤。 

 

 2、統一將細菌放置於取自恆溫(37.5°C)的培養箱中培養。

 

肆、實驗方法 

1、配置 LB 培養基(以 1000ml 為例) 

（1）. 準備 40g 固態 LB(Agar)，並加入 1L 蒸餾水後搖晃均勻 

（2）. 用高壓滅菌釜以 135 °C 滅菌 45 分鐘。 



（3）. 待降壓冷卻後，準備培養基，在無菌通風櫥中倒入培養基，以紫外線燈

管殺菌約 5 分鐘後再於存放於常溫無菌環境中，凝固後即可塗盤。 

2、臉部採樣：於 A、B、C、D 四種處理後，拿滅菌過的棉花棒塗抹受試者口

罩覆蓋範圍的部分，進行採樣並將其存放於離心管中。 

3、塗盤與培養 

（1）.用 75%酒精擦拭實驗桌面與微量吸管及離心管管壁 

（2）. 並以 75%酒精將雙手徹底消毒滅菌。 

（3）. 利用微量吸管吸取 50 µml 無菌水加入裝有採樣樣本的 1 ml 離心管

中，蓋上管蓋，搖晃均勻。 

（4）從裝有樣本的離心管中吸取 250 µml 菌液，並加入培養基中。 

（5）.將 L 型塗抹棒沾取適量酒精後，在酒精燈上來回三次，將塗抹棒徹底消

毒殺菌。 

（6）.待塗抹棒稍微冷卻後，放入 L 型塗抹棒，轉動培養皿並小力來回輕動玻

棒，將菌液塗於培樣基上塗抹均勻到近乎乾燥為止。 

（7）.待已塗盤的培養皿靜置約三分鐘後，將封條臘膜（parafilm）封膜撕

開，並封上培養皿。 

 （8）.將該培養皿之資訊標記於上後放入恆溫箱，以 37.5 °C 之環境培養後，

重複以上步驟。 

伍、實驗結果 

1. 每次早上的採樣前都會先洗臉作為對照組，其測得的菌量是全部處理之中

最少的。 

2. 以平均值來看 D>A>C>B，但 D 的標準差最高，顯示出 D 的採樣結果落

差很大。 

3. 經過 B 處理(戴四小時口罩休息 15 分鐘)採樣所獲得的菌落數是最少的 

4. A 處理(未配戴口罩)其採樣獲得菌落數高於 B 處理(戴四小時口罩休息 15

分鐘)。 

 



表 1、各處理之菌落數 

處理 培養基菌落數 平均值 標準差 

Ａ 47 50 37 100 95 90 27 19 41 56.2 30.7 

Ｂ 9 3 4 70 110 10 1 40 10 28.6 38.0 

Ｃ 22 65 27 70 120 41 8 37 38 47.6 33.4 

Ｄ 9 24 25 110 120 12 110 200 100 78.9 65.2 

早上 19 10 7 12 3 6 26 19 23 13.9 8.1 

 

圖 2、各處理之平均菌落數 

 

 

圖 3、塗盤結果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壹、結論 

首先，透過對比 A 組與 BCD 組，證明戴口罩對臉部細菌滋生有一定程度

的影響對比 BCD 三組實驗，可以推知 B 組採樣獲得的菌落數較少，根據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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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讓肌膚維持在溫度較高且濕度高的環境下也會促進細菌生成，而每兩小

時適度休息 15 分鐘，可使皮膚有機會降低肌膚溫度，解除悶熱的狀態。 

出乎意料的是未戴口罩的 A 處理組所培養出的菌落數比想像中還要高，表

示其實在未戴口罩的情況下，皮膚本身分泌的脂肪與汗水也會因長期與外界

空氣接觸或是雙手接觸臉部的關係而導致細菌生長。 

D 組(配戴四小時後再洗臉)有著最高的菌落數，我們認為有以下原因： 

(1). 洗臉會破壞臉部細菌的菌相，可能會導致細菌的族群平衡被破壞 

(2). 毛孔分泌的脂肪酸，可使臉部維持弱酸性，而洗臉會破壞該平衡 

(3). 雖然有洗臉，但仍舊使用與早上相同的口罩，所以導致結果受到影響(口

罩上依舊存留大量細菌) 

(4). 標準差大容易有採樣誤差 

採樣可能因人而有些微差異，因為每個人膚質狀況不同，也會因為當天情

緒、壓力、運動量與飲食等，下次應提高採樣人數。 

 

貳、生活應用 

1.若因疫情需要長期配戴口罩，可以考慮每配戴兩小時便適時休息 15 分鐘左

右，能有效降低細菌成長。 

2.未配戴口罩臉部也會與外界接觸滋生大量細菌，所以可以適時配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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