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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Deep Black Phoenix-常識想像大翻轉 

一、摘要： 

我看了一本叫《食人輓歌》的書，主要是在講在未來糧食缺乏，動物得了怪病無法生存，最後淪為

"吃人"的情況。這個可以視為食安問題，幾乎所有食材都需要水，所以我們決定做水質實驗，用水

藻測量水質優養化的程度。用綠豆（食材）測試乾淨水和污染水的差異。用 pH 筆測量 pH 值，原

本我認為是乾淨水源長的比較好，結果竟然是污水較好，可能是污水對水藻及綠豆來說比較營養，

但可能有其他不明物質影響。因此我們可以把這實驗視為污染水源會讓環境變得更髒亂，讓水源乾

淨會讓生活品質更好。本實驗會顛覆很多大家以為理所當然的自然常識。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為什麼會有食安問題？不管現在還是未來，工廠只會越來越多而不會減少，水污染也會更加的嚴

重，所以我們作了四個實驗，用綠豆的發芽實驗來了解環境污染對生態系造成的影響和水藻優氧

化，為什麼要用綠豆呢？因為綠豆長得很快，不用花太多時間去等它發芽，我們想要更快的知道答

案，想要了解人類生活對生態平衡造成的影響。另兩個實驗是針對優養化的季節差異比較，和市面

上活性炭（竹炭水）是否更健康？夏天來鳳林玩的人很多，垃圾會增加，日照增加，水藻也會增生。

我想知道是否要派出更多人巡邏維護環境，夏天大家都會去買竹炭水，好像比較健康，我想知道竹

炭是否加的越多越好，這樣我們就可以在家買竹炭自己淨水。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假如未來跟《食人輓歌》這本書的劇情一樣，把病毒換成環境污染，沒有東西可以吃，只能吃人的

話，我們該怎麼改變現狀呢？水是生命之水，所以只要把水源“照顧”好，動植物就會活過來了！我

們取了三個水的樣本來測量，有測水的溫度、pH 值，之後會做活性碳濃度對於使水變好的實驗，

因為想要知道優養化的影響，我們取了最容易取得的水藻，放在水中養大，模擬農夫種植，用綠豆

發芽實驗證明污水對農作物的負面影響。 

水藻及綠豆的部份，我們分三組 A（鳳林水源地）、B（養鴨池的鴨洗澡水）和 C（飲水機），顯

微鏡倍率統一定為目鏡 10x 物鏡 4x，共 40 倍。綠豆則分為三組，分組同上述，控制變因： 

水藻實驗：量杯大小、放置環境和水量。 

綠豆實驗：培養皿大小、棉花量、澆水次數。 

操縱變因的部份，水藻實驗是三種不同的水，綠豆實驗相同，以水源當作觀察的變因，每盆養九顆

綠豆。假設水源地種出來的綠豆比污水來的好，包括速度、品質、發芽數等等。我們會做比較。綠

豆實驗會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都是用三種不同的水，實驗組放在窗邊模擬戶外，對照組放在室內。 

 

季節優養化實驗：利用人工太陽模擬夏天。 

竹炭淨水實驗：在同樣體積的污水中分別加入不同克數的活性炭粉末。 

我假設夏天狀況較差、竹炭加的越多越好，在生物學書上看到：溫度、水、光及風—是氣候（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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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天氣）的主要成分。其中溫度與水是決定物種地理範圍是重要的因子（生物學第六版中譯本，

Campbell,Reece,2005）。綠豆在台灣是不分區域的作物，所以會得到通用的結果。 

四、 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發展架構圖 

 

圖一．發展架構圖 

二、實驗結果圖說 

(一)優養化水藻培養實驗 

1.分組 

A 組 

     

B 組 

     

C 組 

    
 

日期 10/8 D4 10/9 D5 10/10 D6 10/11 D7 10/13 D9 

表一．水藻優養化生長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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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罐 

原罐水藻經過

取出後變得有

空間生長，以

自來水養殖，

到 D9 能填滿

燒杯杯面 90% 

 

 

觀察時間點 開始 結束 

表二．水藻原罐生長狀況 

(二)綠豆種植實驗 

1.外觀 

起

始

狀

態 

 

 

中

間

狀

態 

 
 

最

後

狀

態 

 

 

說

明 

實驗組(A/B/C) 10/7-D2 10/13-D7 對照組(A/B/C) 變因：空氣較不流通 

表三．綠豆生長實驗，實驗與對照組比較 

2.實驗顯微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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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水

源 

    

B

水

源 

    

位

置 

根 莖 葉 種皮 

表四．綠豆發芽實驗的 A、B 兩盆綠豆鏡下切片染色 

(三)季節模擬實驗 

左冬 

右夏 

 
 

時間 開始：10/10 D-1   結束：10/17 D-8 

表五．季節冬夏模擬優養化差別 

(四)活性炭淨水功能實驗 

左

10g-

右

20g 

  

時間 開始：10/10 D-1 結束：1017 D-8 

表六．活性炭淨水酸鹼改變差別 

三、實驗結果簡短說明 

(1)污水組到了第九天仍然能持續生長，因為它的養份可能還足夠，並不一定是水質比水源地好。 

(2)在顯微鏡下看到，污水組用亞甲藍液染後，較藍，含氧量多，可能是因為它長得快，光合作用及

呼吸作用較多。汙水標本快速腐爛。 

(3)冬天組跟夏天組比起來，照光雖然有長比較多，但並沒有非常大的差別。 

(4)活性炭在 10g 和 20g 都沒辦法將水降低到 pH 在 7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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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數據分析（表省略） 

 

 

 

 

 

 

 

 

 

 

 

 

圖二．水樣-PH 值的變化線 

 

圖三．培養日數-水藻面積的變化線 

 

圖四．冬天和夏天對水藻生長面積的變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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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活性碳的量對於 PH 值改變的變化線 

五、是否推翻假設？ 

是。四項實驗均推翻常識假設。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結論： 

我們發現常識與現實往往是不同的，科學探究是經過實驗找到真正的答案，而不是跟著別人講。例

如我們發現污水因為比較有營養所以長的比乾淨的水快又好，但可能有問題。在水藻原罐的比較上

會發現，時間過去，水藻經過光合作用會將水裡的其他物質漸漸吐出來，水就髒了，還是不適合讓

水裡有水藻，夏天水藻雖長得多，但和冬天相比，只有些微落差，所以不是夏天就要派比較多人去

撿垃圾或巡邏環境，而是冬夏都沒差別，但是鳳林夏天很多人玩水，要對這些人宣導。市面上活性

碳水（竹炭水）沒有比較健康，因為對於酸鹼變化來說，都沒有很大差別，也不是加越多越好，適

當的量是要經過很多實驗才能得到，所以不推薦在家使用。 

生活應用： 

綠豆實驗可以用來告訴民眾們，在種植農作物時，水質的重要性，如果水很髒、被污染的話，種出

來的農作物長得很快，但是品質不好，拿這次的實驗來說，用乾淨水源種的綠豆雖然長得慢，但品

質很好，用污水種的綠豆長得很快，可是標本很快腐爛，所以要保護好水源，會讓生活更美好。婆

婆媽媽購買食材的時候，也可以思考不是長得越大越漂亮就是越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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