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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 極。淨世界ー水質過濾淨化

一、摘要：

本實驗探究主要探討如何利用身邊易取得的材料進行汙水過濾，例如:運用竹炭、細沙或顆粒

較大的小石子等製作簡易的濾水器，我們以過濾媒介做為實驗變因，進行水質過濾的比對，

得知如何能有最佳的過濾效果，並把它融入生活應用。為了避免使用到含有汙染物質的水，

我們針對現今日漸嚴重的水汙染問題找出了應對之策，使人人都能享受到乾淨的水質。利用

拍影片的方式紀錄我們的製作過程,我們希望藉由我們的影片,告訴大家水資源的重要,不可以

隨意浪費,雖然台灣每年與下得很多,但實際用到的卻只有大約一半而已,希望大家看了我們成

果報告表單及影片後,可以多多想想水資源的重要。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我們閱讀到一篇關於水質的文章，上面敘述著非洲的水源大多都不乾淨，有幾百萬人因為長

期飲用不乾淨而死亡，然而在近幾年水質汙染的問題在世界各處陸續出現，而台灣也不例外

，在台灣也有著許多不乾淨的水源，因此我們想要以最簡單的方式並以生活中習以為常的物

質，製造出簡易的濾水裝置，解決有關水資源不乾淨的問題，並讓人們能夠在任何地方都享

有乾淨的水質。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淨化汙水

(二)探討不同介質過濾的髒汙多寡

(三)過濾後的水質效果差異

(四)比較不同介質濾出的水使植物生長的差異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壹、實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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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驗器材

參、研究方法

一、實驗設計

經由討論後，我們擬定了六組實驗來製作，這六組改變的變因皆為過濾的介質，由此探討透

過哪種介質濾水效果最好，並且使用過濾完的水來進行綠豆的種植，觀察哪一組過濾的水能

使綠豆發芽的最多和生長的最好，從此再次確認濾水效果最佳的介質。

二、實驗方式

(一)蒸餾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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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用乾淨的水做一組，確認綠豆是正常可發芽的

(二)汙水組

以汙水做為對照組並觀察綠豆是否可以在惡劣的環境中生長，並且和過濾過的水進行對比，

來得知哪種材質過濾效果最好。

(三)珊瑚砂過濾水組

利用珊瑚砂過濾骯髒的汙水，並觀察綠豆的生長狀況，來判斷濾水效果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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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石頭過濾水組

利用小石頭過濾骯髒的汙水，並觀察綠豆的生長狀況，來判斷濾水效果優劣。

(五)活性碳過濾水組

利用活性碳過濾骯髒的汙水，並觀察綠豆的生長狀況，來判斷濾水效果優劣。

(六)細沙過濾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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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細沙過濾骯髒的汙水，並觀察綠豆的生長狀況，來判斷濾水效果優劣。

肆、實驗成果及分析

一、綠豆發芽率

透過發芽率的計算來得知綠豆較適合在哪種環境下生存，並由此驗證出哪種介質過濾出的水

最好以及過濾效果最佳。

二、發芽後四天莖長及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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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得知細沙的過濾效果最好，而純水的根長最短，可能是水中沒有雜質不用長根吸收。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1.經由實驗結果比對，發現細沙過濾水的效果最好，其綠豆的發芽率較其他組別高，而且目測

過濾的濾液看起來也較乾淨，此外綠豆的莖長及根長也較其他組長，由此三項論點推論出細

沙較適合用來濾水。

2.本實驗原本預定活性碳的過濾效果會最佳，但實驗的結果卻與預想的不同，經由探討後推

論可能是因為活性碳不適用於單層過濾。

3.純水根長最短的原因可能是水中沒有任何雜質，使它不用利用較長的根來吸收水分。

4.用過濾介質製作濾水器，可以達到濾水的效果，可以利用細沙過濾家中汙水，以用來澆灌植

物。

5.雖然這些濾水器並無法達到百分之百過濾雜質的效果，但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將其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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