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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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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髮千鈞-探討頭髮吸附食品油污的可行性 

一、摘要： 

此研究將沖茶袋填以從髮廊回收的廢棄頭髮製成環保吸油包，置入食用油中，以吸油後的

重量變化為根據，分析於不同時間、特定溫度、油品使用與否的情況下，頭髮處理食用廢

棄油的可能性。實驗結果顯示，裝有 5.00g 頭髮的吸油包經放置約 10 分鐘後可達飽和，平

均吸油量為 19.80g，約為頭髮本身重量的四倍重。此外，頭髮吸油量隨溫度上升而下降，

於 25°C 可吸收 16.79g，在 80°C 時則為 12.64g，吸油量下降約 25%。我們也發現使用過的

食品廢棄油亦會使頭髮的吸油量略微下降，但仍維持約九成的吸油能力。此外，為暸解吸

油包商品化的可能，經與市售吸油棉比較後，於相同時間內，頭髮吸油包(每克吸收 14.11g)

能夠達到比市售吸油棉(每克吸收 13.34g)更佳的吸油量，不僅對環境友善，也可達廢物再利

用的效果。 

圖一。研究心智圖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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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頭髮油膩不清爽的問題時常困擾著我們，觀察到此現象後，我們開始思

考：「頭髮是不是有特別的結構可以將油吸附於其中？」。在查詢相關資料時，意外發現

法國理髮師 Thierry Gras 將剪下的頭髮裝在絲襪內，置於船舶貨艙或浸入海中吸收浮油，甚

至組織當地理髮師組成環保組織，蒐集頭髮用於淨化海洋，維護身邊的環境。在了解到此

一行動後，我們也希望將其應用在我們身處的土地上。 

上述案例可以肯定頭髮處理油污問題的潛力。回收頭髮不僅能達到廢棄物再利用的目標，

也比使用聚丙烯吸收油汙的傳統方式更加環保。在台灣，河川與海洋的汙染問題日漸嚴

重，除了工業上造成的汙染，其實常被忽略的是民生油汙染，其中以廚房的廢棄食用油為

最大宗。因此，我們希望藉本次研究，探討頭髮處理食用油污的可能性，將頭髮從海洋帶

回廚房，回收料理產生的廢油、改善台灣的水域生態系。讓往往被視為廢棄物的頭髮能發

揮更大的利用價值。將美麗的河川及海洋還給人們，延續台灣「福爾摩沙」的美稱。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ㄧ）探討不同時間下，頭髮吸油量的變化曲線：瞭解頭髮吸油量在不同放置時間內的變

化，並進一步找出最佳放置時間以利後續實驗進行。 

（二）固定放置時間下，不同溫度對頭髮吸油量的影響測試：了解溫度的改變對頭髮吸油

量是否造成影響。 

（三）探討使用前、後的食用油對頭髮吸油量的影響：實際應用時，需處理的是使用過的

食用廢棄油，因此我們希望了解油品在油炸使用過後，會對頭髮吸油量造成什麼影響。 

（四）市售食品吸油棉與自製頭髮吸油包的比較：為探討環保頭髮吸油包取代市售聚丙烯

吸油棉的可能性，我們希望比較兩者在相同時間下的吸油量，並從吸油量與材質等層面分

析兩者之優缺點。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前導實驗:沖茶袋的吸油量測定 

在實驗進行前，我們先以實驗檢測沖茶袋本身吸附油脂的能力。將空的沖茶袋置 

入 200ml食用油中，透過三重複實驗測得沖茶袋的淨增重量，作為後續實驗的標準。 

經比較數組沖茶袋的吸油實驗，我們觀察到沖茶袋的吸油量小且變動不大，平均每一個沖

茶包僅會吸附 1.47g 的油脂，標準差為 0.06。因此取 1.47g為後續實驗扣除的標準。 

 

（二）實驗前置作業 

為減少自製吸油包內髮質的差異性，我們先將從髮廊取回的頭髮充分混合後，剪成適當大

小（約 3公分），再把 5.00g 的廢棄頭髮放入沖茶袋內，製成自製頭髮吸油包以利後續實驗

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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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自製頭髮吸油包。 

（三）放置不同時間下，頭髮吸油量的變化曲線測定 

將吸油包浸入食用油中，分別放置 5、10、15、30、45、60分鐘後，取出秤得吸收油重，

並以三重複數據取平均值，繪製如圖三。 

 

 

 

 

 

 

 

 

圖三。不同時間下，頭髮的吸油量變化曲線。 

如圖三所示，放置 10~60分鐘後，吸油重均在 17~19ｇ間小幅波動，考量到長時間進行可能

有更多不可控因素，因此我們視吸油量接近波動中間 18g的 15分鐘為最適放置時間，進行

後續實驗。其中，造成波動的可能原因有二。根據我們的進一步研究可知，溫度高低將影

響吸油包吸油效果，但實驗進行時，我們並未以恆溫水浴槽固定溫度，而直接在室溫下操

作，數據將受氣溫影響。此外，根據相關文獻，若頭髮經接觸化學藥劑(如漂、染等處理)，

會造成的頭髮的雙硫鍵斷裂、麥拉寧色素裂解，使蛋白質纖維損傷，破壞了原本角質層的

結構(張嘉苓，2016)，進一步造成頭髮的吸油能力下降。儘管進行實驗前有混合取得的頭髮

以減少吸油包變異，但仍無法完全排除因受傷頭髮而造成吸油量下降的可能性。 

 

（四）固定放置時間下，不同溫度對頭髮吸油量的影響測試 

在本實驗中，我們以恆溫水浴槽模擬高溫環境，進行數組不同溫度下的吸油量測定；並以

冰塊及冰箱維持溫度 0°C，觀察低溫對頭髮吸油量的影響，得結果如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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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頭髮在不同溫度下的吸油量變化 

由上圖可知，頭髮的吸油量隨溫度上升而下降:與室溫(25°C)相比，在 80°C 時吸油量下降約 

25%;而溫度維持在 0°C 時，則上升了 1.58 倍。我們推論原因為：大部分的油品黏性和溫度

呈負相關，當食用油的黏性(viscosity)隨溫度上升而下降時，會使得吸附在頭髮上的油脂容

易脫落，不易被頭髮吸收。此外，以微觀角度來看，隨著溫度升高，油脂分子的運動速率

也跟著上升。因此要吸附住油脂分子也就需要更大的能量，大幅增加了吸收油脂的難度。 

 

（五）使用前、後的食用油對頭髮吸油量之影響 

為了模擬使用過的食用廢棄油，我們購買了兩種品牌的冷凍薯條，分別是「奇美食品」與

「龍鳳食品」。並分別以 600ml的食用調和油油炸之，得到實驗廢棄油 A、B，另取未使用

的食用調和油做為對照組並測定其吸油量的差異，得結果如下圖五。 

 

 

 

 

 

 

 

 

 

圖五。頭髮對於炸過不同食品的食用油之吸收量比較 

由圖五可以發現，雖然頭髮對廢棄油的吸收量均下降約 17.6%，符合我們在實驗進行前的假

設，但仍有一定的吸油效率，實際吸油量僅減少約 3g。文獻指出，頭髮的性質易受酸與鹼

的影響，故推測本次實驗中，使用過後的油品變質，游離脂肪酸含量增加使 pH值下降，導

致頭髮毛鱗片收合，原有微小縫隙消失，最終使吸油效果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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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市售食品吸油棉與自製頭髮吸油包的比較 

我們以市售食品吸油棉和自製頭髮吸油包做為材料，將兩者置於 200ml食用油中，放置 15

分鐘後取出並測量淨增重量，比較兩者在相同時間內的吸油效果，得結果如下： 

表一 。市售吸油棉和頭髮吸油包的吸油量比較 

由上表可知，自製吸油包在吸油量上有較好的表現，每一包(片)的平均吸油量比市售的吸油

棉高出約 10g，每公克也可吸收較多的油脂，再加上市售吸油棉材質主要為紙漿及聚丙烯，

在製造過程及後續處理上皆可能對環境造成無法忽視的傷害。 總體來看，頭髮吸油包具有

許多優點，包括:對環境友善、吸油效果良好，再加上材料便宜易取得，且能夠達到廢棄物

的再利用，可以說是十分具有潛力的產品。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受到國外理髮師的啟發，以及對國內環境議題的觀察，我們希望能透過創新的方法解決家

鄉的問題，回收廢棄頭髮並將之利用於食品油污處理。處理環境問題的同時，也能夠實現

廢棄物再利用。根據本研究，頭髮的吸油量隨時間增加，並在 10 分鐘時達到飽和，每克頭

髮約可吸取 3.96g 油脂。5 分鐘內，頭髮的吸油量上升速率高，浸泡 5 分鐘便可達最大吸油

量的 89.6%，擁有良好的吸油效率。此外，也可觀察到頭髮吸油量隨溫度上升而下降。在

80°C 時，吸收量較室溫情況(25°C)下降約 25%；在 0°C 時，頭髮的吸油量則上升約 60 %，

其原因與油品的黏性最為相關。於實驗三中，雖然使用過的廢棄油因為酸價上升，使頭髮

的吸油能力下降，但仍然保持將近九成的吸油量。在實驗四和市售吸油棉的比較中，更可

以發現頭髮吸油包有較佳的吸油能力，且具備環保、便宜且實用的優點。綜合上述可見頭

髮應用在廢棄油處理的可行性。 

總而言之，頭髮製成吸油包並用以處理家庭用廢油有高度潛力。首先，目前在台灣，頭髮

大多被當成一般的廢棄物處理，若可以在頭髮被丟進垃圾桶前先收集起來，並加以應用在

食品吸油包上，既可以使其再次發揮效用，也可以解決家庭中食用廢油造成的水管阻塞甚

至環境汙染等問題。其次，以頭髮作為吸油材料對環境污染較小，和傳統市售以聚丙烯材

質為大宗的吸油棉相比，聚丙烯不論是送入焚化爐或是掩埋場都對環境有不良影響，考量

到長遠下來對環境的破壞，頭髮的再利用顯然是較好的選擇。若關注頭髮吸油包的載體，

使用絲襪等廢棄物取代沖茶袋成為頭髮的容器也未嘗不是個好點子。另外，我們想討論關

於回收廢棄頭髮製作「頭髮抹布」的可能性。從實驗一中可以發現頭髮的吸油效率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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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時間內即能有良好的吸油效果，考量到這樣的特性，若能將頭髮製作成環保抹布，專門

擦拭在廚房料理時噴濺出的油污，取代以樹漿為主材料的廚房紙巾，也是頭髮應用在油污

處理上的可能性之一。 

 

綜上所述，頭髮在處理食品油汙的應用上有許多發展的可能。若能以頭髮吸油包取代聚 

丙烯製的市售吸油棉，不僅可以有更高的效率，還能在處理廢棄頭髮的同時減少聚丙烯垃

圾的產生；而在頭髮抹布方面，還可以減少樹漿的使用，維護日漸減少的森林。希望藉此

能夠讓原本不太起眼的廢棄物—頭髮，成為環境與生態保護的助力，使受油汙染的河流與

海洋，與頭髮一樣，重獲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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