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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高中（職）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 ｢ 附粒葉 ｣ 分析 —探討植栽與不同材料對空氣中微粒之吸附能力 

一、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虎尾蘭(Sansevieria trifasciata)植栽與其他不同材質吸附空氣中微粒

之情形。我們在實驗組放入植栽，以空箱對照，觀察兩密閉空間中微粒濃度下降速率，發

現虎尾蘭反而使微粒濃度下降減慢，推測可能為儀器抽取時，原先因慣性堆積在葉片上表

皮的微粒脫落而被檢測出。於各實驗組放置不同總面積的虎尾蘭，比較其微粒濃度下降速

率，結果顯示植栽總面積與吸附效果無明顯關聯。以不同材質代替虎尾蘭盆栽，發現其中

塑膠垃圾袋吸附微粒效果較佳，猜測可能因靜電導致；而長纖維紙吸附效果不明顯。透過

此研究，打破了大眾對於植物可減少空氣中微粒的迷思。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近年來空氣汙染日益嚴重，而我們時常在網路、媒體、報章雜誌等管道，讀到各種減

少空氣中汙染微粒的方法與措施，其中大多提到植物對於減少懸浮微粒、淨化空氣的效用

顯著。我們在蒐集資料後，發現許多文章提到虎尾蘭淨化空氣能力強，因此我們決定以虎

尾蘭植栽作為實驗對象，探討其吸附空氣中微粒之情形。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虎尾蘭 (Sansevieria trifasciata)： 

    能夠存活較久，且根據文獻具有良好的淨化空氣效果，適合本實驗。存活時間長、生

長速度緩慢、葉片不須修剪也使實驗變因可控制。因此，我們選擇虎尾蘭作為實驗植栽。 

實驗目的： 

1. 探討虎尾蘭盆栽在高濃度之線香微粒環境中，吸附微粒的能力。 

2. 比較不同總面積之虎尾蘭盆栽吸附微粒的情形。 

3. 以不同材料代替樹葉，比較不同材質吸附微粒能力並找出效果較佳之材質。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實驗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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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裝置： 

    利用塑膠箱自製密閉空間，箱內固定 4 公分之線香，用於產生微粒。針對不同實驗

組，於箱內放盆栽或材料作為操縱變因。將裝置連接至 SMPS，即可分析其中的氣體。 

  

圖一、(a)實驗裝置示意圖 / (b)實驗裝置照片(未加蓋) 

三、研究方法： 

透過實驗數據趨勢的觀察，可知本實驗為一級反應，反應速率定律式如下： 

r = k[A]  (r：反應速率、k：反應速率常數，[A]：反應物濃度) 

而一級反應濃度對時間曲線為指數圖形，其趨勢線方程式可表示為： 

y = a•ekx  (a：常數、e：自然底數)  

    比較實驗組及對照組時，將兩組分別計算出 k 值，定義∆k 為兩者 k 值相減，如下式。

由於兩組間差異僅為操縱變因，因此操縱變因造成的 k 值影響即為∆k 。 

∆k = k 實驗組-k 對照組  

    架設實驗組與對照組，在線香燃燒完後開始計時，並在不同的時間間距以 SMPS 分

析。將所得之微粒濃度換算成百分比後與時間作圖，分別求出 k 值與∆k 後分析比較。 

四、研究成果： 

1. 實驗一：有無虎尾蘭盆栽對微粒濃度下降速率的影響 

實驗組：箱內放置虎尾蘭 / 對照組：空箱(不放置物體)。 

  

圖二、空箱組微粒濃度對時間關係圖 / 圖三、植物組微粒濃度對時間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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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樣本  k 值  決定係數(R2)  

空箱組  

1  4.93×10-4  0.97  

2  4.90×10-4  0.97  

3  5.52×10-4  0.95  

平均  5.17×10-4  -  

植物組  

1  3.44×10-4  0.95  

2  5.11×10-4  0.98  

3  3.80×10-4  0.97  

平均  4.17×10-4  -  

表一、空箱組與植物組 k 值與決定係數  /  圖四、空箱組與植物組平均 k 值直條圖 

虎尾蘭盆栽使微粒濃度下降速率減慢：由表一可算出 Δk=-1.00×10-4 ，為負值，顯示虎

尾蘭的加入並不能使微粒濃度下降速率加快，反而造成反效果，使之減慢。 

我們推測此結果原因如下：根據參考資料五，植物葉片在慣性作用下，微粒容易堆積、沉

降在葉緣上表皮，當 SMPS 以一個新風向抽取箱內氣體，上面的微粒脫落而被檢測出。 

2. 實驗二：微粒濃度下降速率與虎尾蘭盆栽面積之關聯 

實驗組(共四組)：箱內分別放置虎尾蘭 1、2、3、5 盆 / 對照組：空箱(不放置物體)。 

將各盆虎尾蘭編號，利用直尺測量後計算各組虎尾蘭葉片以及花盆之表面積如表二： 

表二、實驗使用各盆栽組合之總表面積 

組別編號 盆數 使用虎尾蘭編號 總表面積(葉片+花盆)(cm
2
) 

1 1 盆 7 484.70 

2 2 盆 1、6 1473.00 

3 3 盆 1、2、3 2390.81 

4 5 盆 1、4、5、6、7 2356.13 

實驗結果： 

 

圖五、五盆虎尾蘭微粒濃度對時間關係圖    圖六、三盆虎尾蘭微粒濃度對時間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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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二盆虎尾蘭微粒濃度對時間關係圖    圖八、一盆虎尾蘭微粒濃度對時間關係圖 

將上圖五、六、七、八算出平均 k 值，並加入先前之空箱組比較，可得以下結果： 

組別面積(cm
2
) 平均 k 值 Δk 

0 (空箱) 5.12×10
-4

 - 

484.70 4.49×10
-4 

-0.63 

1473.00 5.26×10
-4 

+0.14 

2390.81 4.12×10
-4 

-1.00 

2356.13 4.44×10
-4 

-0.68 

表三、不同面積組別平均 k 值與Δk 表  /  圖九、不同面積組別平均 k 值直條圖 

虎尾蘭盆栽總面積與微粒濃度下降速率，無特殊關聯性：由圖四可看出，各組面積對應之

k 值並無特殊規律。此外根據表三，僅 1473cm2 組之 Δk 為正，其他組別 Δk 皆為負，與

實驗一的結果相同，驗證虎尾蘭之吸附微粒效果不理想並非由於植栽數量過少。  

3. 實驗三：不同材質對於微粒吸附能力 

實驗組(共三組)：虎尾蘭 3 盆、長纖維紙、塑膠垃圾袋 / 對照組：空箱(不放置物體)。 

其中將長纖維紙與塑膠袋才呈長條形，黏貼方式如圖十、十一，類似於虎尾蘭高度分布。 

 

 

 

 

 

 

 

 

圖十、長纖維紙黏貼方法 / 圖十一、塑膠垃圾袋黏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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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材料之表面積如表四，表面積誤差百分比 E 皆小於 5%時，可視為各組表面積相同。 

表面積誤差百分比 𝐸 =
𝐴

該組
−𝐴

各組平均

𝐴
各組平均

× 100%  ( A：面積 ) 

表四、各組總表面積及誤差百分比 

組別 虎尾蘭(3 盆) 長纖維紙 塑膠垃圾袋 平均 

表面積 (cm
2
) 2390.81 2352.00 2379.00 2373.94 

表面積誤差百分比 0.71% 0.92% 0.21% - 

實驗結果： 

 

圖十二、空箱組微粒濃度對時間關係圖 / 圖十三、三盆虎尾蘭微粒濃度對時間關係圖 

 

圖十四、塑膠垃圾袋微粒濃度對時間關係圖 / 圖十五、長纖維紙微粒濃度對時間關係圖 

將上圖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算出平均 k 值並比較，可得以下結果： 

組別 平均 k 值 Δk 

空箱組 5.12×10
-4

 - 

虎尾蘭組 4.12×10
-4 

-1.00 

塑膠垃圾袋組 6.74×10
-4 

+1.52 

長纖維紙組 5.55×10
-4 

+0.43 

表三、不同材質組別平均 k 值與Δk 表  /  圖四、不同材質組別平均 k 值直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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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微粒效果：塑膠垃圾袋>長纖維紙>虎尾蘭：由表五可知塑膠袋吸附效果佳，長纖維

紙有吸附但較不明顯。推測原因為：塑膠垃圾袋材質為 HDPE(聚乙烯) ，在移動及剪裁的

過程中可能產生靜電，而在實驗時吸附較多微粒。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1. 本研究發現虎尾蘭暴露在空氣中時，會減慢微粒濃度下降速率，吸附微粒效果比空箱還

差，且其效果不佳並非由於植栽數量過少。 

2. 微粒濃度下降速率與虎尾蘭總面積無關，吸附效果不隨虎尾蘭總面積增加而效果更好。  

3. 不同材質對於線香微粒的吸附能力實驗結果顯示：塑膠袋吸附微粒效果最佳，而長纖維

紙有吸附但較不明顯；虎尾蘭不僅未加快箱中微粒濃度下降速率，反而使其減慢。 

4. 未來展望：  

(1) 針對討論之結果，變更抽氣之各方向嘗試找出與原本慣性方向相同的風向，驗證猜

測；並探討虎尾蘭造成空氣中微粒濃度下降速率減慢之原因。 

(2) 利用其他易產生靜電之材質(如利用塑膠跟皮毛摩擦)或是抗靜電之材料，或增加組

數、變更塑膠袋的面積進行實驗三，驗證靜電造成吸附能力增加的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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