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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指」染一身－探討自製天然染髮劑的染色效益 

一、摘要： 

  本研究探討以指甲花粉作為助染劑，搭配不同植物性色素做成天然染劑的染色效益，以此探

討冷色系以及暖色系色素是否影響成色效益，並比較各比例的指甲花粉對頭髮成色效益的影響，

分析化學染髮、漂髮對於頭髮的傷害性。 

  研究結果顯示，色彩數值為０時顏色為飽和度最高的黑色，在染色材料上，染色效益最佳的

高麗菜，與染色效益第二佳的胡蘿蔔色彩數值相差 3、而染色效益第二佳的紅蘿蔔，與染色效益

最差的藍草粉色彩數值相差 49。 

  在分析冷暖色系色素在指甲花粉染髮中的研究中，發現冷暖色系色素對於染色效益較無關聯

性；在指甲花粉的染髮比例上，指甲花粉比例為 1：6 時染髮效益最佳，而效益最差則因植物色

素不同而有所差異，雖化學染髮的效果較天然染髮佳，但對頭髮中毛鱗層的傷害較天然染髮大。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現今的年輕人總是希望能讓自己的外貌更加光鮮亮麗，而其中頭髮就是一大重點，不論是髮

質或髮色都是讓外表更完美的條件，不過坊間的染髮劑中，大多都加入了許多對頭髮有強烈傷害

的物質，因此我們希望能將整個染髮過程變為純天然且較不具傷害性的，參考莊芷芃、林小喬、

盧宣羽、鍾宜晴（2014）的研究中發現指甲花粉具有助染劑的效果，可協助植物性色素進行染髮，

在分析了許多文獻及報告後，我們發現關於冷色系的染髮相關研究以及報告相當的少，而通常冷

色系的色素會用於藍草粉的染布，因此我們好奇如果以冷色系的染料進行染色，是否也能染出色

彩，並且也希望了解冷色系通常用於染布而非染髮的原因，因此我們使用了高麗菜汁，胡蘿蔔汁

以及藍草粉進行染髮，希望能作出冷暖色系的染色差異。我們再進行指甲花粉染髮前，會先將頭

髮漂白，使頭髮的成色效果能夠更明顯，以利於觀察顏色的變化。 

  在坊間中大部分的人都會希望頭髮的染色效果能更持久，因此大多選擇永久性染髮，所以我

們去了解了坊間永久性染髮的標準流程，但坊間的標準流程常有為了護髮而出現的繁瑣流程，因

此本研究從流程中挑出重要的染色步驟作為實驗的標準流程。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 比較染髮的標準流程之種類與染髮過程中所含化學物質的差異性 

二、 探討植物性漂髮及化學性漂髮對頭髮的結構之損害程度 

三、 探討自製指甲花粉染劑在漂白後頭髮上之成色效果與染色效益 

四、 探討不同比例的自製指甲花粉染劑對頭髮染色之成色效果差異 

五、 利用顯微鏡針對自製指甲花粉染劑及化學染劑對頭髮構造之影響進行分析 

【2021 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2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圖一、研究架構圖 

一、 比較染髮的標準流程之種類與染髮過程中所含化學物質的差異性 

  在設計實驗的過程中發現了幾個需要先行區分的名詞，染劑、染料以及助染劑、脂溶性色素、

水溶性色素、麥拉寧色素，詳細的介紹如下： 

表一、各式名詞介紹 

坊間提到的染髮分為四種，暫時性染髮、漸進式染髮、半永久性染髮以及持久性染髮： 

表二、染髮種類比較圖 

植物性漂髮：將 8 個洋甘菊花茶包放入煮沸的 900ml 水中浸泡 20 分鐘，將茶包取走倒入 270ml

的檸檬汁混合，冷卻後裝入噴霧瓶內均勻噴灑於頭髮上，並將頭髮曬乾。 

化學漂髮流程：將雙氧水以及漂粉均勻混合，並將其均勻塗抹至頭髮上，以保鮮膜封住等待 1 小

時，接著取出頭髮並用清水清洗，接著再以顯微鏡拍攝其構造之破壞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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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探討植物性漂法及化學性漂法對頭髮的結構之損害程度 

         表三、頭髮構造性質比較圖 

 圖二、頭髮構造圖                       

三、 探討自製指甲花粉染劑在漂白後頭髮上之成色效果與染色效益 

（一） 制定實驗步驟 

頭髮前置 

將髮廊取來的頭髮，以自來水清洗除去雜質後，整齊的排放在玻璃培養皿中，靜置一天後放入烘

箱中以 50°烘乾兩小時後，接著再將 0.3 公克的頭髮夾在塑膠片中以熱熔膠固定製成髮片，並根

據莊芷芃、林小喬、盧宣羽、鍾宜晴（2014）。報告的製作染劑過程中，植物與水的比例約為 1：

1，因此本研究在萃取植物中的色素時，將各式植物及水以 1：1 熬煮 10 分鐘，接著將水分倒出

並再次加入 1：1 的水，重複動作三次最後將剩餘到水份搗出。 

塗抹染劑 

將頭髮已約 50°的熱水浸泡 10 分鐘後，參考莊芷芃、林小喬、盧宣羽、鍾宜晴（2014）。報告

在製作天然染料的過程中，指甲花粉對萃取完色素的溶液比為 1：5，因此我們是使用指甲花粉與

染劑 1：5 為基準值進行結果分析，接著以刮匙將染劑塗抹上頭髮，放入培養皿，並放入 45°的烘

箱烘 30 分鐘，最後以清水洗去多餘的染劑。 

分析色彩 

最後根據《用 Imagej 作色彩面積分析（2009）。阿簡生物筆記。》中的照片顏色分析方法，使

用 Iamge j 分析染色後頭髮的成色效益，並以 RGB數值進行結果的比較以及分析。 

四、 探討不同比例的自製指甲花粉染劑對頭髮染色之成色效果差異 

  由於指甲花粉是為粉狀物，在配置染劑時，根據莊芷芃等人（2014）在製作天然染料的過程

中，指甲花粉對萃取完色素的溶液比為 1：5 為了避免做出的染劑呈稠狀，因此本研究製作的染

劑成分為 2 公克的指甲花粉及分別 6 毫升、8 毫升、10 毫升、12 毫升、14 毫升、16 毫升的色

素，取完色素後，將配置好的材料製成染劑，分別塗抹在頭髮及濾紙上，後面的步驟與前面的實

驗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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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探討不同比例的自製指甲花粉染劑對頭髮染色之成色效果差異 

圖三、受損髮質示意圖 

（一） 受損髮質定義 

  受損髮的特徵為乾燥枯黃、髮絲分叉、缺乏光澤、黯淡無光、容易斷髮、產生靜電、打結紊

亂以及不易梳理，只要有其中有個那就很有可能為受損髮。 

（二） 化學染髮流程 

  將頭髮泡於 40 度的水中，已軟化毛麟層，接著將染髮劑均勻塗抹於頭髮上，再將頭髮封上

鋁箔紙，並放入放入 45°的烘箱烘 30 分鐘，將其取出並以清水清洗，等待頭髮曬乾後再使用顯微

鏡拍攝，並進行色彩分析。 

六、結論與生活應用 

  本研究探討自製指甲花粉染劑的染色效益、化學染髮劑和天然染髮劑對頭髮傷害之差異性、

冷暖色系色素以及不同指甲花粉比例對染色效益之影響，研究結果如下： 

一、在四種染髮分類中，暫時性染髮的傷害較低，能夠遮住白髮，不過會被洗髮精沖洗掉，實驗

利用溫水打開毛麟的方式以及利用指甲花粉來延長髮色持久的時間。而持久性染劑會在染髮

前洗髮會使頭髮的毛麟先打開，並將色素加入頭髮中的皮質層內。 

二、根據研究結果進行製成圖表進行比較後得出結論，紫色高麗菜染色效益最佳，而胡蘿蔔的染

劑相對較差，藍草粉製的染劑效果最差，且研究結果顯示，當指甲花粉與染劑比例為 1：6

時的染色成果最佳，但在紫色高麗菜汁的染色中，指甲花粉的比例並不會影響實驗結果。 

圖四、各式染劑ＲＧＢ值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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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高麗菜汁比例ＲＧＢ值比較圖 

 

表五、胡蘿蔔汁比例ＲＧＢ值比較圖 

表六、藍草粉之比例ＲＧＢ值比較圖 

三、在化學漂髮實驗中，漂色效果大但也因此傷害了頭髮的毛鱗片，雖有植物性漂髮可降低傷害

性，但較化學漂髮花費時間，且漂色效果差。 

四、天然染髮的傷害小，且對於將頭髮染成咖啡色有一定的效益，不過因指甲花粉顏色大多染成

偏近咖啡色，導致顏色的選擇性較少，相對雖化學染髮顏色選擇性多，染色效果較佳，但對

於頭髮的傷害極大，破壞了頭髮的毛鱗層，使頭髮變得受損髮，具有乾燥易斷裂的特性。 

     圖七、化學染髮              圖八、天然染髮 

       圖八、化學漂白             圖九、天然漂白 圖五、化學漂髮 圖六、天然漂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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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一、目前階段本研究主要是使用非台灣原生植物：指甲花粉，來做為助染劑，因此我們想要找到

和指甲花粉有著同樣功效的台灣本土植物，協助染色。經過文獻資料查詢後，我們找到一種

與指甲花同科：千屈菜科的台灣原生樹種，在下一個階段我們打算嘗試利用九芎來代替指甲

花粉，並探討其協助染色的染色效益。 

二、 現階段的實驗只利用了紫色高麗菜、胡蘿蔔以及藍草粉來製成染料，我們希望可以找到其他

的染劑，嘗試萃取出不同的顏色，增加進行天然染髮時的色彩選擇性。 

三、 本研究目前只有探討助染劑不同比例、染劑的損害程度以及成色效果，外來我們機望可以在

原有的基礎上加入持久度、飽和度、鮮豔度等不同的應變變因來探討並比較在化學染髮以及

天然染髮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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