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題目名稱：蘚而易見的苔中好空氣—探討苔蘚的空氣淨化能力

一、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苔蘚和常見的室內植物在室內環境下，兩者淨化懸浮微粒的能力和將 CO2 轉化成 O2 能力之

比較，我們選擇台中城市中常見的苔蘚物種（蕊形真苔），而作為比較的室內植物則選擇了普遍認為能淨化空

氣能力的植物 （虎尾蘭）。在懸浮微粒項目中，我們發現虎尾蘭淨化懸浮微粒的能力不明顯，蕊形真苔則能

有效淨化空氣中的懸浮微粒，而兩者在淨化 PM1.0 的速率都稍微低於 PM2.5 和 PM10。而在 CO2 的項目中，

虎尾蘭的轉換效率低於蕊形真苔。最後得出結論：蕊形真苔淨化室內空氣的能力優於虎尾蘭。在此結論之下，

我們結合了永續發展的理念設計出了一套苔蘚淨化箱，它能夠在淨化空氣的同時為室內環境提供綠化的能力，

並期望能夠透過更深入的研究以實現苔蘚箱的商用。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自高中開始接觸到苔蘚，我們就著迷於它的魅力，舉凡實地探查、採集、購買、養殖、馴化都已嘗試過。利用

已累積下的觀察結果，我們打算利用其在一定單位面積下，其具有葉綠體的細胞之表面積大於種子植物的特

性，測量它是否有在室內高濃度 CO2 的環境下轉化 CO2的能力。此外，有鑑於在我們日常的觀察中我們發現

蕊形真苔時常在充滿廢氣的城市道路旁生長。所以我們得出蕊形真苔或許可在空氣品質較差的地方生長，所以

這就啟發了我們的好奇心，因此我們計畫將蕊形真苔和虎尾蘭放入較高濃度懸浮微粒或含有高濃度 CO2 環境

下，檢測兩者淨化空氣的能力。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1.檢測並比較蕊形真苔與虎尾蘭在高濃度懸浮微粒環境下不同粒徑之懸浮微粒的淨化效率

2.檢測並比較蕊形真苔與虎尾蘭在高濃度 CO2 環境下的 CO2 轉化效率

3.製作概念原型機──苔蘚淨化箱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 蕊形真苔與虎尾蘭的懸浮微粒淨化效率測試: 

  我們利用燃燒等時(3 秒)的線香在自製的封閉實驗環境生成數量可控的空氣懸浮微粒(實驗環境內的 PM2.5

濃度為 500±20µg/m³)，並在實驗環境中放置佔地面積接近的蕊形真苔與虎尾蘭作為比較，此實驗將每 10 秒

記錄一筆資料，並將持續記錄直至 PM1.0、PM2.5 及 PM10 的濃度皆降至 10µg/m3 以下。 

  實驗環境如下圖所示，是我們利用 Arduino 微控制器板與獨立的 CO2 感測器所建立的，結合透明壓克力

板及酸性壓克力來製作密封的環境，並以 25W 的 T8 全光譜燈做為光源。此外，實驗空間內部放有一個鋰電池

風扇，能夠幫助內部通風。 

圖一、實驗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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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空氣檢測系統（不含 CO2 感測器） 

 
圖三、實驗用植物 

 

圖四、（Ａ）蕊形真苔與虎尾蘭的 PM1.0 濃度變化曲線比較圖 

    （Ｂ）蕊形真苔與虎尾蘭 PM1.0 淨化速率差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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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A）蕊形真苔與虎尾蘭的PM2.5濃度變化曲線比較圖 

              （B）蕊形真苔與虎尾蘭PM2.5淨化速率曲線圖 

 

 

 

圖六、（Ａ）蕊形真苔與虎尾蘭PM10濃度變化曲線比較圖 

               （Ｂ）蕊形真苔與虎尾蘭PM10淨化速率曲線圖 

 

從以上資料可知: 

1. 蕊形真苔淨化懸浮微粒（包括 PM1.0、PM2.5、PM10）的效率優於虎尾蘭。 

2. 蕊形真苔和虎尾蘭淨化 PM1.0 的速率會低於 PM2.5 和 PM10，而淨化 PM2.5 的速率與 PM10 接近。 

 

二、 苔蘚與虎尾蘭的 CO2 轉化效率測試 

  我們以預先準備好的呼氣樣本在實驗環境內製造高 CO2 的環境。在此實驗中，我們將總葉受光面積相近的

兩盆虎尾蘭與蕊形真苔比較。此外，呼氣樣本中所含的 CO2 約有 67.38mg，所以當在實驗環境中釋放一份樣

本時，實驗環境內的 CO2 濃度大約會達到 200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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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CO2 濃度變化比較圖 

 

 

圖八、蕊形真苔與虎尾蘭CO2轉化速率曲線圖 

從以上資料可知: 

  1. 蕊形真苔的淨化速率持續維持正值，代表蕊形真苔可以持續性地降低實驗環境內的CO2濃度。 

2. 虎尾蘭在實驗進行約 6600 秒之後（實驗環境內的 CO2 濃度約 1800~1700ppm），其淨化速率才上升

至正值，表示在實驗進行至約 6600 秒以前，虎尾蘭無法捕捉實驗內的 CO2，甚至相比於對照組可能有排

放 CO2 的現象發生。 

3. 蕊形真苔的速度差曲線呈現下降的趨勢，顯示隨著實驗的進行、實驗環境內的 CO2 濃度下降，蕊形真

苔的淨化速率也會跟著下降，兩者呈現正相關，而虎尾蘭的數據則呈現相反的狀況。 

 

三、 苔蘚箱的製作 

  結合實驗結果，加上製作生態箱的興趣，我們做出了以苔蘚來淨化空氣，並且可以即時偵測環境汙染的智

能苔蘚淨化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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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苔蘚淨化箱內部構造示意圖及外殼設計圖 

在上部，我們安裝了植物燈以提供光源及12V的進氣風扇來將外部的空氣導入苔蘚箱的內部以利於苔蘚捕

捉懸浮微粒並提高CO2的吸收。此外，在風扇上黏貼了一片網格片，可以以防止較大灰塵落入而污染內部環境。

在正面的部分則可以看到排氣口，我們的風道設計採上進側出，在加強內部空氣的循環速度的同時，不會因為

風扇風壓過強而對苔蘚造成傷害。 

 

圖十、苔蘚箱實拍照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生活在一座以空汙著稱的城市，我們從小就飽受折磨，就算待在室內，空汙也會如影隨形的滲漏進來，但如果

使用空氣清淨機，密閉環境內的高濃度 CO2 問題便會隨之而來。因此也讓我們去思考有沒有兩全其美的方法。

我們將希望放在城市中的苔蘚上，經過一連串實驗，我們總結出相較於虎尾蘭，苔蘚具有以下優點： 

（一）蕊形真苔淨化懸浮微粒（包括 PM1.0、PM2.5、PM10）的效率優於虎尾蘭。 

（二）蕊形真苔和虎尾蘭淨化 PM1.0 的速率會低於 PM2.5 和 PM10，而淨化 PM2.5 的速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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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10 接近。 

（三）在有相較於太陽光強度較弱的室內光源照射（植物燈）下，蕊形真苔轉換 CO2 的效率會優於虎尾蘭。 

 

  根據以上結論可以知道苔蘚具有良好的室內空氣淨化能力，我們以此為根據製作了苔蘚淨化箱，並歸結苔

蘚淨化箱具有的幾個優點及特性： 

（一）苔蘚淨化箱能夠在室內淨化懸浮微粒並捕捉 CO2 

（二）苔蘚淨化箱具有調節室內溼度的作用 

（三）苔蘚淨化箱可以做為室內的裝飾、美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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