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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銅離子，你剛攻擊孑孓的村莊？ 

一、摘要： 

蚊子是一種在台灣非常常見的昆蟲，牠們會在水域中產卵並孵化成孑孓，再成為蚊子。因為雌性蚊

子成蟲以人血為食，牠們經常造成民眾的困擾。我們假設硬幣會影響孑孓生長或造成孑孓死亡，結

果顯示所有硬幣加入水中都會造成孑孓死亡，並且一元硬幣的效果是最好的。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我們發現在充滿硬幣的許願池或水池都沒有任何的孑孓，於是我們認為有可能是因為硬幣造成孑孓

的死亡。在詢問老師後，硬幣中的金屬可能影響了孑孓生存，而且可能是孑孓的尾鰓受到了影響，

因為孑孓的尾腮負責排泄體內的代謝廢物、金屬離子和水的平衡。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探究目的:  

這個實驗的目的是找出哪種硬幣最能夠預防蚊子孑孓在水中的滋長，並且在得出結論後能讓民眾也

在自家可能有孑孓的容器中也投入硬幣以預防蚊子。 

假設: 

我們假設 50 元硬幣和 1 元硬幣對於防止孑孓的長將是最有用的，因為一元和五十元的銅含量最高，

為 92％。 因此，從一元和五十元的硬幣中釋放出來的銅離子也是最高的，而孑孓尾腮就會更容易受

到攻擊並過勞而死亡。 第二有效的我們認為是十元和五元的硬幣，它們的銅含量為 75%，因為它們

的銅含量比較低可能影響比較小。而水是對照組，孑孓應該會順利存活。所以我們預期硬幣致死的能

力是五十元與一元最好，而十元和五元次之。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實驗材料: 

孑孓 80 隻、蒸餾水 1 公升、透明碗 5 個、新台幣一元 20 枚、新台幣十元 12 枚、新台幣五十元 

10 枚、湯匙 1 支、滴管 1 個、塑料透明板 3 個、廚房餐巾紙 2 張、蚊蟲產卵誘集器 2 個、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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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步驟: 

孑孓採集 

打開誘集器後將廚房紙巾放入並貼平內側，接著將多餘的部分剪掉後加水至一半。接著將蚊蟲產卵

誘集器放到適合的位子並且在一星期後取回。（圖一、二） 

 

圖一、誘集器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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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誘集器外觀 

硬幣殺蟲測試 

由於硬幣的金屬都不盡相同，所以我也考慮了水和硬幣表面積的比例，使三種硬幣的表面積和水的

體積成 1 比 5 的比值，並根據下方的表格添加應對的硬幣數量跟水量（表一），完成後用滴管將

20 隻孑孓放到四個碗裡。接著將塑料透明板蓋上並每天觀察孑孓數量和孑孓是否順利化蛹及羽化成

為成蟲。（圖三） 

表一、本實驗使用的硬幣數量與水量的關係。 

硬幣種類 硬幣數量 水量(毫升) 硬幣表面積跟水量的比 

水 0 100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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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 20 100 1:5 

10 元 12 101 1:5 

50 元 10 105 1:5 

註：因為 10 元與 5 元的金屬比例完全相同，所以我們只實驗 10 元 

 

 

 
圖三、硬幣殺蟲測試 (A)水為對照組，(B)五十元硬幣，(C)一元硬幣，(D)十元硬幣 

 

五、結果討論與生活應用 

結果： 

在我們觀察中，所有的硬幣都使孑孓死亡，而且所有的孑孓都無法化蛹，其中一元硬幣的孑孓死亡速

度最快，在第五天時已全數死亡，五十元硬幣為第二，在第六天時全數死亡，十元硬幣為第三，在第

七天時全數死亡，沒有放硬幣的對照組，則有 95%（19/20 隻）羽化成為成蟲。 



5 
 

討論： 

實驗結束後，結果跟我們所假設的有些微的不同。我們原本認為五十元跟一元硬幣的結果會相近，因

為它們的銅含量是一樣的，可是實驗結果顯示一元硬幣的效果比五十元好。五十元跟一元硬幣不同的

地方只有鎳和鋁兩種金屬含量。(50 元硬幣含銅 92%、鋁 6%、鎳 2%)(1 元硬幣含銅 92%、鋁 2%、

鎳 6%) 因為表面積經過計算兩者是一樣的，所以我們認為鋁和鎳的成分比例也影響了孑孓。不只是

溶出的銅離子，鋁和鎳的離子也可能會影響孑孓生長，也因此我們透過生長曲線的結果認為鎳離子也

可能會影響孑孓的生長(圖四)。 

 

 
圖四、孑孓生存曲線 

 

生活應用： 

為了防止蚊子生長，我們可以在自家或附近的盛水容器，例如花盆，水池，或水槽中放入數枚一元硬

幣以殺死水源中的孑孓，以免牠們成長為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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