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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天洗手了嗎？ 

摘  要 

維護手部清潔，是遠離腸病毒及各式流感的不二法門。至於手部清潔的方法眾說紛紜，

為了證實何種是最有效的手部清潔方法，我們將最常見的幾種手部清潔方法，透過設計實驗

比較分析，試圖找出哪一種方法是維護手部清潔的最有效方法。在實驗中，我們發現在還沒

有清潔雙手之前，雙手印在培養皿中，培養出的黴菌菌落是最多的。利用肥皂、洗手乳及酒

精清潔雙手之後，雙手在培養皿中，培養出的黴菌菌落明顯少了許多。紫外燈照射雙手帶過

的手套 20 秒之後，在培養皿中的黴菌菌落，多於肥皂清潔雙手的培養皿。至於使用次氯酸水

清潔雙手的培養皿中，培養出的黴菌菌落和洗手前的黴菌菌落幾乎不相上下，不得不讓我們

對於次氯酸水標榜的殺菌清潔功能大打折扣。 

 

壹、研究動機 

今年的腸病毒特別流行，弟弟就讀的幼稚園也因為超過兩位同學感染腸病毒而必須停課

7 天。老師說，對付腸病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勤洗手。我一直覺得很納悶，洗手和腸病毒究竟

有何種關係呢？為什麼勤洗手就能夠對抗腸病毒？為了了解洗手和病毒之間的關係，我們請

教健康中心的護理師阿姨。 

護理師阿姨跟我們解釋，雖然人類的雙手萬能，一天到晚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同時雙手

也碰觸到很多的物品，這些物品可能或多或少都帶有細菌、病毒，雙手可能因此沾附上細菌

或病毒。我們在吃東西的時候，病毒就藉由雙手接觸食物的過程中，被我們吃下肚了。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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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細菌、病毒的數量或許不多，但是細菌、病毒在人體內經過幾個小時後就會大量繁殖，很

快地就會讓人們身體的防禦細胞發現而展開一場戰爭，在對戰的過程中，就會讓人們感到不

舒服。 

為了知道雙手的細菌病毒到底有多少，我們跟老師提出我們的疑惑，老師也針對我們進

行的實驗設計給我們許多建議，讓我們透過實驗來了解人類的雙手到底有多不乾淨。不過老

師也提醒我們，以我們學校現在的實驗設備，只能做出是否有黴菌的實驗，針對細菌及病毒

並不能觀察出來。不過老師也解釋，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能夠把黴菌當作指標，因為當黴菌

的數量減少時，就代表環境不利於黴菌的生存，同樣的也就不利於細菌或病毒生存。 

就在我們進行這次的科學研究時，剛好爆發了新型冠狀病毒的全球大流行。根據政府防

疫部門宣傳對抗病毒的資料顯示，預防病毒感染最好方法就是勤洗手，剛好和我們這次研究

的主題相關。因此我們也希望經由這次的研究，望能夠讓全校的同學知道洗手的重要，能夠

深刻地體驗到保持自己的良好衛生習慣，是避免病毒侵擾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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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一、實驗進度表 

我們將這一次實驗的進度表列出，這樣一來就可以提醒我們在什麼時候該達到什麼目

標，讓我們亦步亦趨，確實完成工作目標。 

 

二、實驗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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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目的 

(一)、搜集資料並整理細菌培養皿的製作方法。 

(二)、透過實驗觀察使用肥皂洗手後的細菌培養皿中黴菌的生長情形。 

(三)、透過實驗觀察使用洗手乳洗手後的細菌培養皿中黴菌的生長情形。 

(四)、透過實驗觀察使用酒精洗手後的細菌培養皿中黴菌的生長情形。 

(五)、透過實驗觀察使用次氯酸水洗手後的細菌培養皿中黴菌的生長情形。 

(六)、透過實驗觀察使用紫外燈照手後的細菌培養皿中黴菌的生長情形。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設備： 

(一)、250ml 燒杯。 

(二)、已消毒培養皿。 

(三)、紫外燈箱(自製)。 

(四)、高溫高壓消毒鍋。 

(五)、電子秤。 

(六)、攪拌棒。 

(七)、鋁箔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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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 

(一)、洋菜粉 20g。 

(二)、細砂糖 40g。 

(三)、逆滲透水 200ml。 

(四)、肥皂。 

(五)、洗手乳。 

(六)、75%酒精。 

(七)、次氯酸水。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實驗一】 製作細菌培養皿 

[研究器材] 

1. 電磁爐。 

2. 鍋子。 

3. 攪拌棒。 

4. 250ml 錐形瓶。 

5. 鋁箔紙。 

6. 消毒培養皿。 

7. 紫外燈箱(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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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00ml 逆滲透水。 

9. 洋菜粉 20g。 

10. 細砂糖 40g。 

[研究步驟] 

1. 將錐型瓶放入鍋中蒸煮 15 分鐘消毒。 

2. 將 2000ml 水、20g 洋菜粉及 40g 細砂糖放入鍋子。 

3. 使用攪拌棒將洋菜及糖攪拌溶解後煮沸。 

4. 將煮沸後的洋菜水溶液倒入 250ml 錐形瓶中。 

5. 鋁箔紙覆在錐型瓶口，防止消毒鍋蒸煮時溢出。 

6. 洋菜水高溫高壓消毒後，倒入培養皿中。 

7. 將培養皿放入紫外燈箱(自製)中冷卻。 

8. 培養皿中的洋菜水成洋菜凍即完成培養皿製作。 

[研究結果] 

 

 

實驗組 對照組 

在紫外燈箱中冷卻凝固後的細菌培養皿(已

蓋上蓋) 

未經過紫外燈箱照射，直接放置於室內中冷

卻凝固後的細菌培養皿(已蓋上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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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觀察 實驗結果觀察 

培養皿中看不見任何的菌落 培養皿中有 35 群明顯的菌落，且分佈的位

置分散，菌群散落在培養皿各角落 

[研究討論] 

1. 在製作洋菜細菌培養皿(或稱為瓊脂平板、營養洋菜培養基)時，為了找出合適的比

例，我們上網搜尋資料後整理出來的資料，洋菜凍的比例為水：糖：洋菜粉＝

100：1：1，換算本次實驗的材料為水 2000ml：糖 20g：洋菜粉 20g。因為在製作細

菌培養皿時，大多會加入所需培養細菌的營養粉，不過本次的培養皿中並沒有特定

需要培養的細菌，所以我們增加 2 倍糖的份量，藉以補充細菌生長的所需的養分。

最後決定材料的重量為水 2000ml：糖 40g：洋菜粉 20g。 

2. 為了將製作好的洋菜水溶液徹底的消毒，我們從網路上找到資料，發現應該可以

透過高壓高溫的消毒鍋來進行消毒。幸好老師幫我們跟健康中心的護理師阿姨借到

平常在消毒醫療器材設備的消毒鍋，我們才能將洋菜水溶液進行徹底的消毒。 

3. 消毒過後的洋菜水溶液溫度還很高，必須稍稍放涼才能分裝於培養皿中，不過在

分裝的過程當中也有需要注意的事，就是等待洋菜降溫的溫度不能過低，如果洋菜

水溶液溫度低於 40 度，就會結凍無法分裝到培養中，所以要注意溫度的改變。 

4. 分裝在培養皿中的洋菜水溶液，在溫度降低後就會逐漸凝固，因此在分裝及凝固

的過程必須注意是否被外部環境汙染。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老師幫我們裝設了一個

紫外燈箱，把已分裝洋菜的培養皿放入紫外燈箱中冷卻。這樣一來可以消除在培養

皿被汙染的可能性，提高培養皿實驗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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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次實驗我們製作了 20 個洋菜細菌培養皿，為了確定製作的細菌的培養皿沒有遭

受污染，我們保留了 2 個細菌培養皿進行空白實驗。首先將 1 個洋菜細菌培養皿放

入紫外燈箱照射冷卻做為實驗組，另外將 1 個洋菜細菌培養皿，蓋上蓋子後直接放

在實驗室的桌面降溫，作為對照組。 

6. 經過一個禮拜，實驗組(放入紫外燈箱照射)細菌培養皿表面未見任何的菌落。而對

照組(未放入紫外燈箱照射的細菌培養皿)則是長滿了黴菌菌落，而且菌落散落在培

養皿的各個角落，經過我們拍照後圈選明顯的黴菌菌落有 35 群。因此可以證明本

次製作的洋菜培養皿符合我們的需求，可以進行下一階段的實驗。 

 

【實驗二】 沒洗的手是不是真的很髒？ 

[研究器材] 

1. 洋菜細菌培養皿 3 個 

2. 班上隨機抽樣學生 3 位 

[研究步驟] 

1. 中午午休過後的下課時間，跟同學說明要進行的實驗內容，並要求全班同學上課鐘

聲響起後進教室前先不要洗手，等做完實驗後再洗手。 

2. 待上課鐘聲響起，同學回到座位後，隨機抽 3 位同學進行實驗。 

3. 請同學用慣用手的手指，在洋菜細菌培養皿中按下留下紋路。 

4. 將培養皿蓋上上蓋，置於實驗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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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星期後觀察培養皿上的情形並記錄下來 。 

[研究結果] 

1 號學生未洗手 2 號學生未洗手 3 號學生未洗手 

 

 

 

實驗結果觀察 實驗結果觀察 實驗結果觀察 

可以看出食指、中指、無

名指及小指按在培養皿

後，在指紋路上長出的黴

菌。 

可以看出食指、中指、無名

指及小指按在培養皿後，在

指紋路上長出的黴菌。其中

中指因為按壓實太大力了，

還把洋菜壓破了。 

黴菌長出的位置不似前兩個

培養皿明顯，看不出手指的

位置。但是從黴菌生長的數

量，可以判斷是不乾淨的手

所留下的。 

電子顯微鏡放大觀察 電子顯微鏡放大觀察 電子顯微鏡放大觀察 

   

[研究討論] 

1. 本次準備的洋菜細菌培養皿尺寸為直徑 9cm，班上同學的手掌大小都已超過這個尺

寸，因此進行實驗時無法把整個手掌紋路印在培養皿上，只好請同學按壓食指、中

指、無名指及小指，雖然有點可惜，但是所幸後來的實驗結果仍能看出手指印壓的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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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壓印的過程中，同學無法掌握力道，太大力會壓破洋菜，太小力又怕洋菜和手指

之間的接觸不夠，最後我們統一由 OO 同學負責幫同學按壓手指。 

3. 實驗過程中，負責按壓同學手指的工作人員必須配戴口罩及手套，避免污染進行實

驗的細菌培養皿。在拍攝實驗結果時，老師也提醒我們必須戴上口罩及手套，因為黴

菌孢子可能會在空氣中飛揚，容易讓過敏的人不舒服。 

4. 看著原本乾乾淨淨、表面平滑的洋菜細菌培養皿，長滿了黑黑、白白、黃黃、橘橘

的各色黴菌，感覺挺恐怖的。老師也再次提醒我們，因為實驗的限制，我們無法用肉

眼看到病菌、細菌等微生物，但是我們可以藉由從肉眼看得到的黴菌，進一步了解環

境周圍的變化。 

5. 我們試著找出病毒、細菌和黴菌之間到大小關係，於是上網尋找資料。我們找到在

親子天下第 23 期黃瑽寧醫生所寫的一篇專欄「父母的第一堂微生物學 濾水器濾得

掉病毒嗎？」，文章中提到「如果病毒像是一粒花生米大小，細菌大概像卡車的輪胎

一樣大，黴菌的大孢子則是加大型的雙人床。」對於這些微生物間的大小關係，也就

有進一步的認識了。 

6. 針對我們的假設「沒洗的手是不是真的很髒？」，經由這次的實驗，我們可以確定

沒洗的手真的很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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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 用肥皂洗手能不能洗乾淨？ 

[研究器材] 

1. 洋菜細菌培養皿 3 個 

2. 班上隨機抽樣學生 3 位 

3. 肥皂 

[研究步驟] 

1. 中午午休過後的下課時間，跟同學說明要進行的實驗內容，並要求全班同學上課鐘

聲響起後進教室前先不要洗手，等做完實驗後再洗手。 

2. 待上課鐘聲響起，同學回到座位後，隨機抽 3 位同學進行實驗。 

3.請同學依照洗手 7 字口訣「內、外、夾、弓、大、立、腕」用肥皂洗手 20 秒，完成

後將手指在洋菜細菌培養皿中按下留下紋路。 

4. 將培養皿蓋上上蓋，置於實驗桌上。 

5. 一星期後觀察培養皿上的情形並記錄下來。 

[研究結果] 

4 號學生用肥皂洗手 5 號學生用肥皂洗手 6 號學生用肥皂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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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觀察 實驗結果觀察 實驗結果觀察 

手指按下的部分沒有太明顯的黴

菌生長情形，只有在培養皿的邊

緣地帶有兩群比較明顯的黴菌菌

群。 

手指按下的部分沒有太明

顯的黴菌生長情形。 

手指按下的部分沒有太明

顯的黴菌生長情形。 

電子顯微鏡放大觀察 電子顯微鏡放大觀察 電子顯微鏡放大觀察 

   

[研究討論] 

1. 用肥皂洗手後壓印在培養皿上，黴菌生長的情形十分不理想，這也是我們所樂見。

雖然從小到大總是有無數的人叮嚀洗手的重要，但是有什麼比親身實驗後的感受來

得震撼呢？很高興這一幕會讓我往後時常記得要勤洗手，而且要用肥皂洗手。 

2. 雖然培養皿中的黴菌生長數量和預期的一樣少，可是並未達到完全沒有黴菌生長。

和同學討論之後發現，在實驗進行時，請同學洗完手之後忘了擦乾雙手。我們雖然

記得要遵照洗手 7 字口訣「內、外、夾、弓、大、立、腕」並持續搓洗 20 秒，卻沒

有做到「濕、搓、沖、捧、擦」中的擦乾雙手，因此培養皿的黴菌雖然很少，但是還

是有幾處有黴菌的菌落出現。 

3. 究竟為什麼用肥皂能夠有效清除手上的微生物呢？我們尋找資料來解答，發現原來

我們的手上的指紋藏有很重要的秘密。指紋因為凹凸不平，所以可以幫助我們增加

摩擦力，能夠牢牢地抓著物品，可是也因為這樣的構造，使得許多油脂、微生物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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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這些隙縫中。使用肥皂洗手除了可以將手上的髒污油脂洗去，更重要的是肥皂

能夠破壞微生物表面包覆的脂質保護膜，讓微生物無法生存。我們跟老師分享我們

找到的資料時，老師也跟我們解釋，我們在洗油膩的碗盤時，會利用洗碗精來清洗，

就是利用洗碗精中分子的親水端和親油端的油水分離作用，讓油被水打散，就可利

用大量的水將油脂沖走。細菌、病毒的表面也有脂質的保護膜，透過這個原理破壞

保護膜，就可以讓這些細菌病毒分崩離析，再藉由大量的水把它們沖走。 

4. 究竟洗手要多少時間才算使洗乾淨呢？我們在進行實驗前，和老師討論時，老師建

議我們「洗手的時間應該是唱兩遍生日快樂的時間」，也就是大約 20 秒的時間，因

此我們在後續的實驗中，都以 20 秒作為洗手時間的參考依據。 

5. 為了能夠順利地進行實驗設計，我們組員討論了許久。我們選擇同一個班級內的學

生作為實驗對象。在不考慮個人的衛生習慣的變數影響，同班的學生從早上就進行

相同的團體活動，例如：當天進行的課程與每個人身處的環境也大致相同，將外在

人為干擾減少到最低，我們選擇好班級後，再該班同學中抽籤選出進行實驗的人選，

以此作為本次實驗人選選定的步驟。 

 

【實驗四】 用洗手乳洗手能不能洗乾淨？ 

[研究器材] 

1. 洋菜細菌培養皿 3 個 

2. 班上隨機抽樣學生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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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洗手乳 

[研究步驟] 

1. 中午午休過後的下課時間，跟同學說明要進行的實驗內容，並要求全班同學上課鐘

聲響起後進教室前先不要洗手，等做完實驗後再洗手。 

2. 待上課鐘聲響起，同學回到座位後，隨機抽 3 位同學進行實驗。 

3.請同學依照洗手 7 字口訣「內、外、夾、弓、大、立、腕」用洗手乳洗手 20 秒，完

成後將手指在洋菜細菌培養皿中按下留下紋路。 

4. 將培養皿蓋上上蓋，置於實驗桌上。 

5. 一星期後觀察培養皿上的情形並記錄下來。 

[研究結果] 

7 號學生用洗手乳洗手 8 號學生用洗手乳洗手 9 號學生用洗手乳洗手 

   

實驗結果觀察 實驗結果觀察 實驗結果觀察 

手指按下的部分沒有太明顯的黴

菌生長情形，只有在培養皿的邊

緣地帶有比較明顯的菌群。 

手指按下的部分沒有太明

顯的黴菌生長情形。 

手指按下的部分沒有太明

顯的黴菌生長情形。 

電子顯微鏡放大觀察 電子顯微鏡放大觀察 電子顯微鏡放大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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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討論] 

1. 使用洗手乳的培養皿和使用肥皂洗手的培養皿相較，生長黴菌生長的數量兩者差異不

多。儘管培養皿中還是有黴菌生長，但是在數量上和相較於未洗手前的培養皿明顯少

了許多。因此，洗手乳和肥皂一樣，具有效清潔雙手的功能。 

2. 既然肥皂和洗手乳都能有效清潔雙手，可是為什麼在學校仍以提供肥皂作為清潔雙手

的工具呢？我們討論之後，朝向以經濟價值做為探討重點。一般說來，一塊市售的麗

仕肥皂 80g 售價大約是 8.5 元左右，每次洗手耗損 0.4g，推估大約可以洗 200 左右，

每次洗手大約花費 0.05 元。一罐 800ml 的洗手乳市價約 100 元，每次洗手耗損每瓶大

約 1ml，洗手乳可以洗 800 次，每次洗手大約花費 0.14 元。因此洗手乳洗手大花費大

約是肥皂洗手的 3 倍，果然肥皂洗手很省錢。 

3. 洗完手後的擦手是完成洗手動作最後的步驟，很多人都忽略了擦手的重要性。根據我

們找到疾病管制局資料發現，國內約六成民眾不知道洗手後沒擦乾，手上細菌因此會

不減反增。疾管局也推動「肥皂勤洗手、擦乾後再走」，呼籲大家重視洗手後擦乾手

的動作。本次實驗結果在培養皿上會出現些許的黴菌生長，也許是因為我們在洗手後

沒有做擦手的動作，也許有機會在下次的實驗中可以改進。 



16 
 

4. 不過我們在搜尋資料時也發現，無多麼仔細地洗手，如果使用的擦手巾不乾淨，洗手

的過程都會是白費力氣的。不過這也帶給我們一些靈感，也許在下一次的研究中，我

們可以針對擦手巾的乾淨程度與否，是否會造成手部的二度汙染做進一步研究。 

5. 洗手乳的種類和單價比起肥皂來說，價位較高、選擇也較多，尤其許多種類的洗手乳

標榜抗菌，讓我們對這些產品非常感好奇，也提供我們未來更多可以進行研究實驗的

素材。 

6.我們在尋找洗手的資料時發現，被尊稱為「母親們的救星」伊格納茲·菲利普·塞麥爾維

斯，是現代婦產科消毒法倡導者之一。在西元 1850 左右，因為他倡導醫生若能勤洗手，

將可有效降低產婦罹患產褥熱的死亡。我們深刻體驗到，原來勤洗手對抗病毒、細菌

這件事情，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依藉著先人的智慧，這場人類跟病毒對抗的

戰役中，洗手仍舊是最有效可靠的方法。 

【實驗五】 用酒精洗手能不能洗乾淨？ 

[研究器材] 

1. 洋菜細菌培養皿 3 個 

2. 班上隨機抽樣學生 3 位 

3. 75%酒精 

[研究步驟] 

1. 中午午休過後的下課時間，跟同學說明要進行的實驗內容，並要求全班同學上課鐘

聲響起後進教室前先不要洗手，等做完實驗後再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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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待上課鐘聲響起，同學回到座位後，隨機抽 3 位同學進行實驗。 

3.請同學在手中噴上酒精並搓洗雙手 20 秒，完成後將手指在洋菜細菌培養皿中按下留

下紋路。 

4. 將培養皿蓋上上蓋，置於實驗桌上。 

5. 一星期後觀察培養皿上的情形並記錄下來。 

[研究結果] 

10 號學生用酒精 

搓洗雙手 

11 號學生用酒精 

搓洗雙手 

12 號學生用酒精 

搓洗雙手 

   

實驗結果觀察 實驗結果觀察 實驗結果觀察 

培養皿中只有在角落有不太

明顯的黑點和菌絲出現。 

培養皿的黴菌菌絲很少，比較

明顯的大概只有兩群菌落。 

培養皿中只有一群黴菌菌

落較為明顯。 

電子顯微鏡放大觀察 電子顯微鏡放大觀察 電子顯微鏡放大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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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討論] 

1. 使用酒精消毒壓印的培養皿中，在壓印指紋周圍並未出現明顯的黴菌菌群。培養皿

中出現的黴菌菌群的數量很少分布也不夠集中，因此用酒精消毒雙手確實可以有效

清除手部上的細菌、病毒。 

2. 酒精一般指的是乙醇，老師跟我們解釋酒精能殺菌的原因最主要是酒精會引起蛋白

質變性及穿透效果，當酒精接觸到而細菌及病毒體時，細菌及病毒體內的蛋白質被

凝固變性，就會導致細菌、病毒的死亡。不過老師也提醒我們，酒精的使用的濃度

並非愈高愈好，高濃度(95%)的酒精會讓細菌的表面外層的蛋白凝固，但是細菌內部

仍是活性的，反而無法有效殺死細菌病毒。另外，如果是沒有外套膜的病毒，例如：

輪狀病毒、腸病毒及諾羅病毒，酒精反而無法有效殺死這些病毒。 

3. 現在市面上許多號稱乾洗手的產品絕大多數都含有酒精的成分，目的就是利用酒精

能夠有效殺死細菌、病毒。有一則新聞引起我們的興趣，法國精品 LV 集團將香水

工廠轉作乾洗手產品協助法國對抗新冠病毒。原來香水中的成分中，有很大部分的

酒精在其中，將原本產製香水的生產線轉製作成乾洗手液，在這個草木皆兵的時代

裡，剛好符合防疫的需求。 

4. 在尋找資料比較乾洗手和用肥皂洗手兩種的差別時，絕大部分的資料都告訴我們，

乾洗手是無法用肥皂洗手時的臨時替代方案，若能夠以肥皂洗手時，還是鼓勵這樣

做。以 2 分鐘的洗手時間來說，使用肥皂洗手足夠將手上的病毒清洗乾淨，可是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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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乾洗手來清洗雙手，則需要 4 分鐘左右才能將雙手洗乾淨。可是此時手上的酒

精，早已揮發到空氣中，無法繼續消毒雙手了。這也是用酒精乾洗手時最大的困擾。 

5. 乙醇是如何製作的呢？老師跟我們說明：酒是人類很早的發明，在希臘神話時代，

就出現了酒神戴歐尼修斯。一般來說，蔗糖先經過酵素分解後成為分子式較簡單的

葡萄糖與果糖，再進一步經過酵素反應，就變成了酒。現代科技製造的生質酒精，

甚至可以運用不同的原料來製作，例如糖質原料的甘蔗，甜高梁，或是澱粉質的如

小麥、玉米，甚至是植物纖維質的蔗渣、稻草稈，都能成為製造酒精的原料。 

【實驗六】 用次氯酸水洗手能不能洗乾淨？ 

[研究器材] 

1. 洋菜細菌培養皿 3 個 

2. 班上隨機抽樣學生 3 位 

3. 次氯酸水 

[研究步驟] 

1. 中午午休過後的下課時間，跟同學說明要進行的實驗內容，並要求全班同學上課鐘

聲響起後進教室前先不要洗手，等做完實驗後再洗手。 

2. 待上課鐘聲響起，同學回到座位後，隨機抽 3 位同學進行實驗。 

3.請同學用次氯酸水搓洗雙手 20 秒，完成後將手指在洋菜細菌培養皿中按下留下紋路。 

4. 將培養皿蓋上上蓋，置於實驗桌上。 

5. 一星期後觀察培養皿上的情形並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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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13 號學生用次氯酸水 

搓洗雙手 

14 號學生用次氯酸水 

搓洗雙手 

15 號學生用次氯酸水 

搓洗雙手 

 

  

實驗結果觀察 實驗結果觀察 實驗結果觀察 

在手指按壓的部分，出現

黴菌菌落。 

不只有手指按壓的部分有黴菌菌

落，整個培養皿幾乎都有出現黴

菌菌落。 

在手指按壓的部分，出現

黴菌菌落。 

電子顯微鏡放大觀察 電子顯微鏡放大觀察 電子顯微鏡放大觀察 

   

[研究討論] 

1. 使用次氯酸水請洗雙手後壓印在的培養皿，黴菌生長的情形僅次於未洗手的培養皿，

這樣的情況頗讓我們感到訝異。因為次氯酸水是近年來相當火紅的商品，號稱可以

消毒殺菌，根據我們找到的資料顯示，次氯酸水其中的次氯酸根是強氧化劑，會讓

細菌、病毒失去活性，因而達到殺菌的目的。不過因為次氯酸水穩定性不佳，保存

期限短，放太久會失去效果，照光容易分解，所以保存時要很小心。因此我們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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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實驗使用的次氯酸水有可能已經失去效力，所以導致黴菌菌群大量繁殖。也許

在瓶身可以標示次氯酸水製造的時間和保存期限，讓使用者可以安心使用不用擔心

失效。或許也可以開發試紙，在使用前測試次氯酸水是否還是有效，這樣一來，應

該能夠避免使用失去效用的次氯酸水吧！ 

2. 當我們在設計實驗時，次氯酸水還是很陌生的東西，我們查詢資料發現，次氯酸水

在衛福部食藥署規範的濃度(濃度必須低於 200ppm 以下)，甚至可以作為食品容器、

食材洗滌用途。不過使用時必須應確認其充分揮發或風乾，以免殘留。因此次氯酸

水被定義為食品用洗潔劑，並非食品添加物，是不可以飲用的。 

3. 在我們撰寫實驗報告時發現，衛福部在宣導正確使用次氯酸水的文宣中說明，次氯

酸水為環境用藥，應避免用在人體上。老師也解釋說：次氯酸水是一種氯系消毒劑，

有些人的皮膚較為敏感，在碰觸到含氯消毒水後，會產生接觸性的皮膚炎情形。因

此這次的實驗讓我們緊張了一下，幸好同學們並沒有出現過敏的症狀，不過也讓我

們往後對於實驗應該保持更嚴謹的態度來設計實驗。 

4. 次氯酸水（HClO）結構和漂白水相當類似，所以聞起來也有類似氯系漂白水的氯氣

味道，次氯酸水能夠破壞細菌、病毒中蛋白質結構，使細菌和病毒失去活性。雖然

一般市售的次氯酸水濃度多在 200ppm 以下，酸鹼值則大多介於 pH4.5～6.5 之間，

屬於低濃度、弱酸性的溫和性消毒產品，不過在瓶子上最好要註明清楚內容物，以

免發生誤食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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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七】 用紫外燈照手能不能洗乾淨？ 

[研究器材] 

1. 洋菜細菌培養皿 3 個 

2. 班上隨機抽樣學生 3 位 

3. 紫外燈箱 

4. 拋棄式塑膠手 3 雙 

[研究步驟] 

1. 中午午休過後的下課時間，跟同學說明要進行的實驗內容，並要求全班同學上課鐘

聲響起後進教室前先不要洗手，等做完實驗後再洗手。 

2. 待上課鐘聲響起，同學回到座位後，隨機抽 3 位同學進行實驗。 

3. 請同學將雙手套入塑膠手套中搓揉 20 秒，讓手上的微生物能夠和手套內曾接觸，

接下來將手套的內層翻出，放入紫外燈箱中照射 20 秒，照射完成後不用翻面直接將

手套套入手中，將套上手套的手指在洋菜細菌培養皿中按下留下紋路。 

4. 將培養皿蓋上上蓋，置於實驗桌上。 

5. 一星期後觀察培養皿上的情形並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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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16 號學生用紫外燈 

照射雙手手套 

17 號學生用紫外燈 

照射雙手手套 

18 號學生用紫外燈 

照射雙手手套 

 

  

實驗結果觀察 實驗結果觀察 實驗結果觀察 

黴菌出現的位置並不在手指

壓印的地方。 

黴菌出現的位置並不在手指

壓印的地方。 

黴菌出現的位置並不在手指

壓印的地方。 

電子顯微鏡放大觀察 電子顯微鏡放大觀察 電子顯微鏡放大觀察 

   

[研究討論] 

1. 之前進行空白實驗前，對於使用紫外燈箱來消毒細菌培養皿，一直存有很大的疑慮，

不覺得紫外燈的殺菌功能有多大用處，可是在看到實驗的結果之後，不得不重新調

整對於紫外燈的看法。也因此想對於紫外燈殺菌有多一點了解。原本實驗設計時，

要讓同學把手伸進去紫外燈箱中殺菌，可是老師提醒我們這樣的方法有些危險。原

本設計實驗時，是讓在手部在紫外燈箱中暴露照射 20 秒。不過因為我們找到的料說

長期照射會損害眼睛及皮膚，導致眼部創傷及皮膚嚴重灼傷，甚至可能導致皮膚癌。



24 
 

因此在老師的建議下，我們將實驗改成請同學將雙手套入塑膠手套中搓揉 20 秒，讓

手上的微生物能夠和手套內曾接觸，接下來將手套的內層翻出，放入紫外燈箱中照

射 20 秒，照射完成後不用翻面直接將手套套入手中，將套上手套的手指在洋菜細菌

培養皿中按下留下紋路。這樣一來，既不讓雙手直接接觸紫外燈，又能達到我們實

驗的目的。 

2. 實驗後我們發現，培養皿上的黴菌菌群並不多，而且黴菌並沒有出現在手印壓的地

方，因此我們認為，紫外線燈確實達到消毒殺菌的功能。我們進一步推測，如果沾

滿細菌、病毒的手套，能夠延長照射紫外燈的時間，應該出現的黴菌菌群會更少。

根據我們搜尋的資料也顯示，並不是所有的線都能殺菌，必須是 UV-C 才具有較強

的殺菌效果。至於殺菌時間也會影響殺菌的效果，尤其是功率較低的 UV-C 就需要

更長的時間才能有效殺菌。 

3. 已經越來越多的生活用品都應用到紫外燈的殺菌功能，例如：嬰兒用的奶瓶消毒箱、

烘碗機、濾水器中、水族箱的過濾器中、空氣濾清器、消毒教室用的消毒燈。甚至

還有攜帶型的紫外線燈，強調隨時隨地照一下就可以消毒。不過不管是哪一種產品，

在使用上，在使用前都必須詳閱說明書，並且須遵照使用，避免直接照射到人體，

避免造成傷害。 

4.什麼是紫外線呢？我們找到的資料整理如下：超出可見光的紫色光譜以之外，肉眼看

不見的光線，稱為紫外線。在紫外線照射下會破壞微生物的核酸、脫氧核糖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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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核糖核酸(RNA)等，進而殺死為生物細胞，以達到消毒、滅菌的效果。因此，

病菌需要能夠暴露於紫外線照射之下，才能夠達到消毒、滅菌的成效。 

5. 利用紫外燈消毒只要做好合適的防護措施，不失為一個有效好用消毒殺菌的方法。

尤其是在一些不適和碰水的用品上，紫外燈更顯出其方便性。不過也因為紫外線肉

眼看不見，所以燈管的光線並不代表紫外線強度，所以更需要定期檢測燈管的輻射

照度值，才能確保紫外燈能夠正常的運作。 

 

陸、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實驗結果，我們發現培養皿中的黴菌數量由最多到最少分別是，[實驗二]未洗手前的

培養皿其次是[實驗六]用次氯酸水洗手的培養皿，接下來是[實驗七]用紫外燈照射手

套的培養皿，接下來是[實驗五]使用酒精搓洗雙手的培養皿，[實驗四]用洗手乳洗手

的培養皿和[實驗三]用肥皂洗手的培養皿。其中使用洗手乳和肥皂洗手，並按照正確

的洗手步驟，確實能有效將雙手清洗乾淨。 

二、 進行實驗前，我們保留了 2 個細菌培養皿進行空白實驗，做為實驗的參考以減少實驗

時的誤差。 

三、 細菌和病毒實在是太小了，所以我們無法直接用肉眼看到，但是我們可以藉由從肉眼

看得到的黴菌，可以了解環境中微生物的變化。 

四、 在環境的許可下，要洗淨雙手，還是要優先使用肥皂或是洗手乳洗手。若環境不允許，

還是可以用含有酒精的乾洗手來消毒雙手，不過要注意的是使用乾洗手的量要多一些，

才能延長酒精在手上停留的時間，也才能有效殺死細菌、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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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由於次氯酸水保存不容易，所以如果能夠發展出次氯酸水試劑，提供使用次氯酸水消

毒環境時前測試其功效，也許更能增加一般民眾對於次氯酸水消毒環境的信心。 

六、 紫外燈提供大家在消毒環境上的另一項選擇，不過紫外線肉眼看不見，燈管的光線並

不代表紫外線強度，所以使用上必須時必須小心。另外，紫外燈也會隨著使用時間的

增加而衰退，所以必須定期檢查才能夠發揮正常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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