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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 黃金跳水記 

一、摘要： 

      排便時濺水的問題一直困擾着人們的日常生活，不但使人難受，更是一大衞生問題，

所以我們研究在排便時，能夠為衛生防線加強防護的方法。網路上流傳五花八門的方法，

例如控制排便的角度、糞便的大小形狀等，但是這些對於人為調節來說有着一定的難度，

於是我們從馬桶水位高低和有否鋪設紙巾的情況與一般排便的情境進行對照，以探究一般

情況與實驗情況水花濺起高度的差別。為提高實驗的重要性，我們更在廁所的各個位置收

集樣本以比較含菌量。研究主要發現沖廁過後的廁所水含菌量最少，而低水位的馬桶能有

效減少水花，想要令效果更顯著可以鋪放紙巾在水面。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廁所的衞生情況一直都是大家非常重視的一個因素，特別是排便時如果稍有不慎，就

會遭到水花的噴濺，可以想像得到當時的情境是那麼不適和嘔心。不光是令到如廁時的體

驗不佳，更是為成千上萬的細菌提供了入侵人體的機會，所以我們應該以有效的方法來防

止水花飛濺，為自己增添一層保障。在沒有辦法控制糞便的大小形狀、排便角度、力度等

的情況下，我們將嘗試就不同水位的馬桶進行實驗，觀察水花的高低以了解濺水的情況，

以及論證鋪有紙巾能防止水花的傳聞。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探討廁所不同位置的含菌量 

二、觀察馬桶水位高低對水花飛濺的影響 

三、放置紙巾於水面上方後，觀察對水花飛濺的影響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實驗思路： 

在正式實驗前，我們對於這個未接觸的領域感到迷茫，不知該從何入手。同時，我們

遇到一個問題，排遺時水花濺起的這個問題是否真的十分普遍？還是只是我們自己才有的

感受？於是，我們訪問了身邊的同學、朋友以及老師，詢問他們會否有這樣的困擾。而訪

問後亦得出我們預想的結果，就是這個問題的確實困擾著不少人。因此，我們決定在實驗

前上網尋找與排遺相關的資料，例如排遺姿勢等。在搜索資料後，一般情況的實驗設置已

基本成形，但新的問題接踵而來。究竟要如何最大化地模擬人類排出的糞便？ 

為此，我們再次上網尋找資料，最後決定使用重量以及形狀皆與糞便相若的香蕉作模

擬糞便。除此之外，我們亦使用 3D 打印的技術打印出特製的滑道。最後，在經過組內的討

論後，一致決定設計四種實驗組，分別是：一般情況對照組，高水位實驗組，低水位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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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以及放置紙巾實驗組。 

實驗準備： 

模擬糞便；模擬馬桶；滑道；高速攝影機；直尺；鐵架台；水桶；培養基； 

量筒；瓶；培養皿；棉棒；筆 

實驗方法： 

第一部分 濺水實驗 

    在這一系列實驗中，所用的模擬廁所是以澳門的娛樂場、政府部門及家居廁所為標

準，水平面至廁所坐墊的距離為 16.5 厘米。而實驗中的模擬糞便則採用香蕉製成，重量為

250 克，約為正常成年人每次糞便的重量。模擬糞便的形狀則定為最常見的狀態，固體長

條狀。實驗中，我們使用夾子固定滑道於坐墊上方，糞便入水的角度將固定為 45 度，以模

擬正常排泄姿勢（腰向前傾 45 度，小腿與大腿成 90 度）的排泄物角度。然後，將模擬糞

便於滑道指定高度滑下。測量飛濺出來的水花，並以高速攝影拍攝水花彈出的距離，所有

於水平面垂直距離以上的水花都納入作計算。而在正式實驗前，我們會先進行幾次測試，

以確保實驗設置在實驗期間不會有任何移動或變形。實驗將重複十次，結果取平均值，以

確保實驗數據並非隨機生成。   

      整個實驗分為三部分：標準馬桶水位的糞便濺水實驗、坐廁水位高/低對水花的影響和

於水面上放紙巾對水花的影響。 

 圖一、實驗裝置近景  圖二、實驗設置全景 

第二部分 培菌實驗 

    先用 500 毫升水配 15 克 LB 培養基，混合均勻後將培養液放入高溫高壓滅菌釜內滅菌。

當滅菌完畢，於無菌操作箱內將培養液倒入培養皿裡，然後將其放入冰箱冷藏。冷藏後，

將培養皿倒放入培養箱。接著，在培養皿上寫上樣本名稱，分別為：廁所水（沖水前）、

廁所水（沖水後）、廁所坐墊、廁所內壁、廁所外壁、沖水按鈕、廁所空氣以及對照實

驗。除廁所空氣外，其他樣本均有兩個樣本，共 15 個樣本。抽取樣本後，放入培養箱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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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兩天。 

 圖三、無菌操作實驗情景  圖四、數菌落過程示意 

實驗分析： 

【實驗一 糞便濺水實驗】 

 表一、一般對照組實驗數據 

      透過這次的實驗，我們發現一般家居廁所在正常排泄姿勢下，所產生的水花平均達至

23.9 厘米高。 

【實驗二 坐廁水位高對水花的影響】 

 表二、高水位實驗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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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坐廁水位，實驗步驟與設施推持原狀，將水平面與坐墊距離更改為正常距離的三分

之二，我們發現坐廁水位高，所產生的水花平均達至 23.47 厘米高。 

【實驗三 坐廁水位低對水花的影響】 

表三、低水位實驗數據 

    接着，將水平面與坐墊距離更改为為正常距離的 1.2倍，我們發現坐廁水位低時，所產生

的水花平均達至 20.8 厘米高。由此可見，低水位能有效地減少水花濺出。 

【實驗四 於水面上放紙巾對水花的影響】 

表四、加放紙巾濺水實驗數據 

    最後，於水面上放紙巾，實驗步驟與設施同上，而實驗中所使用的紙巾為一般面紙。正

式實驗前，我們測試了水平面上鋪一張紙巾的效果，然而結果並無太大改變。因此，在實

驗中我們在水平面鋪上了兩張紙巾。透過實驗，我們發現於水面上平放兩張紙巾，所產生

的水花平均達至 3.06 厘米高。可見，紙巾能有效地減少水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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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菌實驗】 

表五、廁所不同位置的含菌量 

    以上為培養一天及兩天后的細菌數量對照，由此可見沖水前的廁所水細菌量眾多，緊隨

其後的是沖水後的廁所水。 

實驗結果： 

    相對來說，水位較低的馬桶可以輕微減少水花飛濺。另一方面，鋪設紙巾在廁所水平面

上增加了水的表面張力，亦緩衝了糞便落下時的衝擊力，所以能夠有效地攔截濺射的效

果。 

     同時，在濺水實驗中，水花濺起超出 30 釐米的部分均以 30 釐米計算。而正常水位及高

水位均有 7 次濺水是高於 30 釐米，而低水位只有 4 次濺水高於 30 釐米。 

     總括來說，一般情況下水花濺起高度平均值為 23.9 釐米，而高水位其水花濺起高度平均

值為 23.47 釐米，差異不大。但低水位明顯可減少水花濺起的高度，最有效減少水花濺起高

度的是於水面上放置紙巾。 

     此外，在培菌實驗中一天及兩天后的細菌數量對照，我們發現沖水前的廁所水細菌量眾

多，細菌量第二多的是沖水後的廁所水。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實驗結果可以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在廁所設計上加以改善便可以從小事中改善生活品

質。例如將日常中的廁所改成真空廁所的設計等。鑑於培菌實驗中，沖水後的廁所水的細

菌量亦很多，所以亦可以考慮定期使用清潔球等的物品以達致除菌的目的，以減少生活上

的不便以及與細菌接觸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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