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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 不要讓流失的水成為後人的淚-探討水資源的利用 

一、摘要： 

藉由取得各種水樣，透過檢測其酸鹼值及導電電阻，以了解我們環境中所使用的水及所排放

的水其水質指標並且尋找環境中能夠再使用的水源，增加水源，並使每一滴的水都能被有效

利用。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Ex.問題來源與動機（可用科學的方式來解釋）。 

1.今年以來雨量不足，已造成台灣各地水情吃緊，希望能探討出水資源能被重複使用的方法。 

2.探索哪些水資源可以再利用。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Ex. 針對觀察到的現象提出假設（不一定只有一項假設），並以現有資訊為基礎，運用邏輯思考推導出的假設。 

探究目的： 

1. 測量水質的 PH 值及電解質。 

2. 淨化水資源,使其可重複利用。 

3. 將污水製造率降到最低。 

假設： 

1.這些水樣皆可符合標準。 

2.不把污水排入河川,進而流入大海污染環境。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Ex.利用科學原理，透過觀察或進行實驗來蒐集新的訊息，以驗證假設成立。 

一、取得以下地方水樣： 

    A(澄清湖)  B(農田水利署鳥松工作站旁的農田)  C(水管路 6-6 號對面的農田) 

    D(道德仁愛橋公墓旁大水圳)  E(山仔頂排水溝)  F(第二赤山圳旁長庚排水池) 

    取水器材： 

    瓶子、水桶手套、繩子、清洗用的水、紙、奇異筆、筆記本、雨傘、杯子、手套、抹布、     

    濕紙巾、地墊、防蚊液 

 



 
二、將水樣帶回學校實驗室進行檢測 

    檢測器材： 

    50ml 燒杯、乳頭滴管、試管、試管架、試管刷、廣用試紙、廣用指示劑、三用電表、 

橡膠手套、實驗服、培養皿、鑷子、水樣(對照組：唾液、純水、自來水 實驗組：取水地點

之水樣) 

    1.先取得實驗器材進行清洗(先用自來水搭配試管刷刷洗,再使用純水沖洗) 

2.我們在 50ml 的燒杯內各加入 15ml 的水樣,並且在每個燒杯內加入 1ml 指示劑,觀察顏   

 色之變化，試劑與 6 種水樣有明顯的作用，有中性至鹼性的呈現，但尚無酸性的表現。 

    3.接著使用廣用試紙測試 PH 值,先在試管加入 15ml 的水樣,後用乳頭滴管將水滴在試紙     

     上,觀察顏色變化，與 PH 對照表對照，但變化並沒有呈現出來。 

 4.使用三用電表測量電解質,我們將水樣倒入量測器內,有些水樣所量來的數值差異很 

大，推測是水裡微生物過多,所以結果呈現出不穩定的狀態。 
 
 

                                  導電度  

表示水傳導電流能力，導電度與水中離子總濃度、移動性、價數、相對濃度及水溫等有關。



通常導電度愈高，表示水中電解質含量較多。由於大部分鹽類都可電離，因此導電度也可

表示水中總溶解固體的多寡。導電度太高對灌溉有不良的影響，因此導電度為灌溉水質之

重要指標項目之一。導電度之量測乃以電流通過長 1 cm、截面積 1 cm 2 之液柱時測得電

阻之倒數，因此其單位多以 mho/cm 表示。若導電度較小時，亦會以其 10 的-3 次方 之 

mmho/cm 或其 10 的-6 次方 之 µmho/cm 表示。 

                      氫離子濃度指數(酸鹼度、PH 值) 

指水中氫離子濃度倒數的對數指水中氫離子濃度倒數的對數值,一般自然水之 PH 值多在中

性或略鹼性範圍，若水體受工業廢水或礦場廢水污染時，PH 值可能產生明顯的變化。PH

值會影響生物的生長、物質的沉澱與溶解、水及廢水的處理等。 

 

 
      

 

             原猜測：                      實際第一次：       

水樣    PH 值  電阻值 導電度     水樣    PH 值  電阻值 導電度    
 

 

 

 

 

 

 

 

 

 

 

 

 

 

A 8 80 12.5 

B 8 0.75 1333 

C 9 0.75 1333 

D 6 0.2 5000 

E 5 0.1 10000 

F 10 0.1 10000 

純水 7 1000 1 

自來水 7 50 20 

唾液 7 0.1 10000 

A	   	   	   	   	   	   	   	   	   	   	   	   	   	   	   	   	   	   	   	   	   	   	   	   	   	   	   	   	   	   	   	   	   	   	   	   	   	    9 89 11.23 

B 7 0.707 1414 

C 6.6 0.215 4651 

D 8 0.214 4672 

E 8 0.202 4950 

F 9 0.307 3257 

純水 6.6 1000 1 

自來水 9 55 18 

唾液 6.6 0.2 5000 



           實際第二次： 

   水樣   PH 值  電阻值  導電度 

       

 

 

 

 

 

 

 

 

 

 

 

 

A 8 120.2 8.31 

B 7 1.68 592 

C 6.6 0.234 4273 

D 8 1.4 714 

E 8 0.264 3787 

F 9 0.330 3030 

純水 6.6 1000 1 

自來水 9 60 16.66 

唾液 6.6 0.25 4000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ex.同樣的成果可以應用到生活哪些領域? 

結論：  

1. 由實驗可知，部分的廢水水樣 PH 值偏強鹼性，應是排放出來的生活廢水中含有強鹼性

的化學清潔劑。部分水樣受無機鹽影響很深，導電度嚴重偏高。 

2. 農業灌溉渠道中的水，看起來深綠或許不乾淨，但卻是可深度再利用的水，直接排放實

在可惜。 

3. 除了好好的保護水資源，在日常生活中節約用水，水的再生及再利用也已是刻不容緩迫

在眉睫的重要問題。 

生活應用： 

1. 透過簡單的電阻和導電度檢測，未來也能輕易辨別周遭水體是否被污染及思考如何應用。 

2. 調查報告至此，不得不令人感嘆，呼籲大家，要節約用水及珍惜用水。 

3. 不要使用強鹼性的化學清潔劑，盡量改用不含化學劑的天然洗潔劑，也可自製天然酵素

清潔劑。 

4. 不使用的水可用於路面降溫.外牆清洗.洗電線桿上的廣告紙。乾淨的水則可澆花草樹木.

拖地.洗廁所.室內降溫。 

5. 工廠間農田作物受無機鹽類似乎影響不小，著實存在心驚膽跳。 

6. 如果能以更友善大地的排放標準，珍惜每ㄧ滴排放水，實在是衷心期盼。 

 

 

 

 

 

 

 



水樣檢測結果討論  
（個別單位依前面內文說明）  

編

號 
地點 說明 

(下表內文數值為 2次檢測平均值) 
A 澄清湖
湖區 

PH值：8.5    導電度：9.77    電阻值：104.6  
說明：該水樣為本研究假設可用水之標準水樣。澄清湖湖區的水為

供應日常生活用水之水源，其尚未經高級淨水廠過濾及添加氯，故

呈現 104.6kΩ.cm是一個水質檢測數據，其檢測水中的陰陽離子的
濃度，而以電阻率(Resistivity)來表示，當水中離子濃度越低時，檢
測出的電阻率會越高，如果水中離子濃度越高時，檢測出的電阻率

會越低，所以，電阻率與離子濃度成反比關係。但根本上，酸鹼接

近中性微鹼。今明確清楚其用途及水的樣態，在未檢測無機鹽前提

下，逕行把它當作標準做比較。 
B 水利署
鳥松工

作站 

PH值：7      導電度：2006    電阻值：1.1935  
說明：該水源為引自澄清湖之灌溉水，其在檢驗中發現，純淨程度

開始破壞，水中離子濃度提升，可能為礦物質增加。在此區可供利

用的水質明顯低於澄清湖用水。初步原因判斷，應該跟經由地下水

管抽出有關。 
C 水管路

6-6號
前農田 

PH值：6.6    導電度：4462     電阻值：0.2245 
說明： 該水樣為自工廠之間農田間作取樣，其發現導電度急
速升高，可能跟大量無機鹽類影響導電有關。  

D 公墓旁
大水圳 

PH值：8      導電度：2693    電阻值：0.807     
說明： 該水樣為農業灌溉用渠道水漾，導電度及電阻值均和
一般水圳成類似，其實可再妥善利用，逕自排放似乎可惜。  

E 山仔頂
排水溝 

PH值：8      導電度：4367    電阻值：0.233    
說明： 這個水樣為民生用水排放口，導電度偏高.電阻偏低，呈現
污染情形嚴重，已無法使用。 

F 長庚醫

院排放

渠 

PH值：9      導電度：3413    電阻值：0.3186     
說明： 這個水樣為自醫院排放口渠道採樣，導電度高，電阻值偏
低，代表水質已非常不純淨，甚至偏鹼。這跟先前判斷的醫療用作

業廢水係大量漂白水及相關無機鹽清潔劑假設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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