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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 可「皂」之才 

一、摘要： 

此研究主要在探討自製手工皂在生活上的應用，以及是否能取代市售皂及洗潔劑中的部分物質。在

第一個實驗中，我們比較了自製手工皂、市售手工皂及化學皂的清潔效果，並發現自製手工皂為清

潔力較佳的肥皂種類；在實驗二中透過添加不同種類的天然微粒，以各種方式比較天然微粒對於去

角質及清潔力的效果，並發現添加不同天然微粒的肥皂其清潔力並沒有明顯變化，並且我們透過發

放問卷表單，以了解大眾對於不同種類的顆粒皂的相關評價。實驗三我們在皂基製作時加入天然的

色素，探討色素對肥皂的染色的均勻及上色程度，並發現以咖啡溶液製成的肥皂顏色分布較均勻。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許多市售洗面乳為了達到去角質、清潔等效果，其微小的塑膠微粒卻可能造成海洋汙染，甚至被魚

類誤食，進入食物鏈影響人類健康；而市售的化學皂或洗潔劑常為了增加賣相，添加了不必要的人

工色素和化學物質，像是添加三氯沙、硫酸鹽等，或是造成皮膚上的天然油脂剝離等負面效果。因

此我們透過自製天然手工皂，並以天然色素(如：薑黃)取代人工合成色素，運用天然素材(如：咖啡

渣)取代塑膠微粒，並結合兩者，運用簡單的素材製作出低汙染的天然柔珠皂，並分析成品在未來

是否有可運用之處。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實驗一： 透過清除棉布上髒汙的方式比較自製手工皂、市售手工皂及化學皂的清潔效果。 

實驗二：透過添加不同種類的天然微粒，以各種方式比較天然微粒對於去角質及清潔力的效果，除

了清潔力實驗，為了更加了解我們製作出的肥皂是否能有效清潔，我們將肥皂提供給台南二中的同

學試用，並設計表單供同學填寫，以了解大眾對於自製顆粒皂的喜好。 

實驗三： 添加各式天然植物染料，探討不同種類的染料於肥皂的上色程度。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2021 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高中（職）組成果報告表單 



2 
 

研究架構圖： 

肥皂的製作方式： 

量取 9.8 克氫氧化鈉溶於 24 克的水中，攪拌至氫氧化鈉完全溶解，再加入 12 克椰子油與 35 克橄

欖油，再利用電動調理棒將溶液攪拌至濕式發泡的狀態，最後在倒入模型紙杯中，放置於陰涼處兩

日使肥皂定型。 

 

實驗一：比較自製手工皂、市售手工皂、市售化學皂的清潔力 

實驗方法： 

1. 將棉布由上至下分別用 E 牌口紅(唇膏)、M 牌口紅(唇釉)、眼影及粉筆均勻上色。(圖一)     

2. 將棉布泡入肥皂水中 7 分鐘，由上至下分別為純水(對照組)、市售手工皂、市售化學肥皂、自

製手工皂，再觀察清潔結果。(圖二) 

3. 取出棉布，以相同力道搓揉後，再放置於溶液中 3 分鐘，並觀察最終清潔結果。(圖三) 

 

 

 

 

 

 

  

 

 

                                         

       圖一、清洗前                    圖二、浸泡 7 分鐘後                             圖三、搓揉後再浸泡 3 分鐘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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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布靜置於水中 7 分鐘後的及搓揉後放置 3 分鐘後的清潔成果 

  純水 自製手工皂水溶液 市售化學肥皂水溶液 市售手工皂水溶液 

E 牌口紅  無法清除/無法清除  無法清除/略可清除  無法清除/無法清除  無法清除/稍微清除 

M 牌口紅  無法清除/無法清除  無法清除/無法清除  無法清除/無法清除  無法清除/無法清除 

眼影  略可清除/略可清除  略可清除/大致清除  略可清除/尚可清除  略可清除/略可清除 

粉筆  略可清除/大致清除  大致清除/全數清除  幾乎清除/全數清除  全數清除/全數清除 

註：1.圖表為棉布靜置於水中 7 分鐘後/搓揉後放置 3 分鐘後的清潔成果清潔力 

2.成果表示法：全數清除：可清潔大約 95%以上的髒汙；幾乎清除：可清潔大約 80%髒汙；大

致清除：可清潔大約 70%髒汙；尚可清除：可清潔大約 50%髒汙；略可清除：可清潔大約 30%

髒汙；無法清除：可清潔大約 5%以下的髒汙。 

 

實驗一結論： 

在靜置 7 分鐘後的實驗成果來看，市售手工皂為清潔力較佳的肥皂；靜置 7 分鐘後搓揉，再靜置 3

分鐘後，自製手工皂則為整體來說清潔力較佳的肥皂。造成各組結果差異的可能如下:化妝品通常會

添加親油性稠化劑使其不易掉色，並保留水分。而清潔程度則與髒污顆粒大小有關，顆粒越細密

者，越能與棉布纖維緊密結合，使其不易掉色。相較於唇膏(E 牌)，唇釉(M 牌)質地較為柔順，顆

粒細緻，眼影的顆粒大小則僅次於唇膏。顆粒最大者為粉筆，其粉末大小可達 100 微米。 

 

實驗二：比較自製添加天然物質顆粒的肥皂、市售手工皂、市售化學皂的清潔力 

實驗方法： 

1. 在製作肥皂的過程中分別添加了燕麥、茶葉、咖啡、薏仁、乾燥絲瓜及黑豆顆粒。 

2. 在手臂上均勻塗上兩種不同品牌及類型(E 牌唇膏及 M 牌唇釉)的口紅(圖四)，並以 6 種顆粒

皂、市售手工皂及市售化學皂各自摩擦 20 下，觀察口紅是否有被清潔掉。(圖五、圖六) 

除了對肥皂的清潔力實驗外，我們認為發放一定數量的問卷並分析結果有助於我們更加了解自製手

工皂各方面的效果及優缺點，因此我們將自製手工皂提供給台南二中的同學試用及填寫相關表單，

並將結果分析做為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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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 ： 

(由上至下分別為自製手工皂、市售手工皂、市售化學皂、燕麥皂、茶葉皂、咖啡皂、薏仁皂、絲瓜皂、黑

豆皂) 

 

 

 

 

 

 

 

                              

圖四、E 牌及 M 牌口紅使用前               圖五、E 牌口紅使用後                           圖六、M 牌口紅使用後 

問卷結果(圖七及圖八)：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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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結論： 

1. 所有肥皂皆可對 E 牌口紅有明顯清潔效果；所有肥皂對 M 牌口紅皆沒有明顯清潔效果。 

2. 我們認為造成兩種口紅實驗結果有差異是因為口紅本身的質地及成分差異，與肥皂顆粒添加與

否無關。市面上強調持久度、不掉色的口紅則是以添加不同種類的蠟為主，使口紅較不易清

除。 

3. 在問卷調查中，大部分試用者認為肥皂的清潔程度良好或普通，部分顆粒有去角質的功效，且

每一種顆粒皂皆有試用者認為有去除角質的效果。添加燕麥的肥皂受到最多人的認同，其次為

咖啡。我們認為其結果與燕麥及咖啡的顆粒較其他顆粒為細小有關。 

4. 大部分試用者回饋我們自製的顆粒皂與市面上去角質的清潔產品有氣味、使用時的舒適度、質

地上的不同。許多人認為顆粒皂的氣味較淡，我們認為與我們在製作過程中並無添加香精有

關。有部分試用者認為使用後手會變得乾燥，在使用時的舒適度方面仍需改善，我們能朝尋找

天然植物中是否有成份能使皮膚保溼這方面著手解決。問卷的問題五中，大部分人願意支持利

用天然材料製成的肥皂，我們認為添加天然物質的肥皂是具有競爭力且具有市場的。 

實驗三：比較市售染色肥皂及添加天然植物色素的肥皂兩者間外觀顏色均勻程度 

實驗方法： 

1. 添加天然植物色素的肥皂的製作：將左手香、蝶豆花、咖啡粉、薑黃分別浸泡至熱水；仙丹花

與九重葛花隔水加熱 15 分鐘至顏色析出，再用濾網過濾出雜質，以析出的色素水溶液代替原

本皂基的水來製作肥皂。 

2. 比較添加左手香、蝶豆花、咖啡粉、薑黃、仙丹花與九重葛花色素水溶液的肥皂、未添加色素

水溶液的自製手工皂(圖七)及添加化學色素的市售肥皂(圖八)的染色均勻程度。(圖七由左至右

分別為添加左手香、仙丹花與九重葛、咖啡、自製手工皂原皂)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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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植物於肥皂中的染色均勻程度 

植物色素

的種類 

左手香 蝶豆花 薑黃 仙丹花與 

九重葛花 

咖啡 原皂 

染色均勻

程度 

低(有不均勻且較深的黃色

色塊分布於表面) 

  中(有較深色的斑點分

布於淡黃色的皂面) 

高(均勻的

象牙白) 

均勻的

珍珠白 

註：\表示肥皂未成形 

 

 

 

 

        

     圖七、自製手工皂                                                           圖八、市售化學皂 

實驗三結論： 

1. 染色均勻程度排序為咖啡>仙丹花與九重葛花>左手香。 

2. 因植物特性差異造成同種肥皂作法在添加蝶豆花和薑黃水溶液後上無法成形。 

3. 市售化學皂的顏色較飽和，並無顆粒狀色塊，且顏色較為鮮豔；自製手工皂的顏色則與植物本

身有關。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從實驗一可得知，自製的肥皂有達到一定的清潔力；在實驗二中，我們認為自製的顆粒肥皂並無明

顯去角質及提升清潔力的效果。根據蒐集的表單，燕麥與咖啡是試用者認為去角質效果較佳的顆粒

種類，大眾對於天然材料製造的肥皂接受度高；在實驗三中，以咖啡色素對於肥皂染色的均勻程度

最高，我們也發現左手香植物色素與仙丹花九重葛植物色素對肥皂也具有一定的染色程度，並發現

因植物色素特性差異造成添加蝶豆花和薑黃的肥皂無法成形，我們認為應根據植物的特性找出最適

合的萃取方式。我們認為將去角質功效最佳的燕麥與染色程度最佳的咖啡結合將會是最具有競爭力

且被大眾接受的肥皂，此外，我們認為也許能在其中添加具有保養效果的植物，如：蘆薈，在清潔

的同時能達到保濕的功效。但較高的原物料及人力成本、保存期限短、僅添加天然原料使得成品賣

相不佳等，都是再需要去克服的難題。應用方面，我們認為用植物色素取代化學染劑能減少人體皮

膚的傷害；以植物纖維或顆粒取代塑膠顆粒則能大大的減少海洋的垃圾，維持環境生物的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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