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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本校因地處山邊所以常常下雨，操場的紅土跑道常在雨後長滿了大大小小

的雜草，造成止滑效果下降，因此我們想要找出一些環境友善且有效率的方

法，減緩雜草的生長。 

二、研究目的 

 一、探究人工拔草的效率。 

 二、探究灑粗鹽除草的效率。 

 三、探究自製除草劑除草的效率。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定豐山國民小學的紅土操場，操場上佈滿了很多雜草，本研究將

操場分割成幾個小區塊，分別使用人工拔草、灑粗鹽以及自製的除草劑進行除

草，於數天後觀察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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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先運用文獻探討方式，收集關於雜草及去除方法的相關資料並進行

整理，接著經過組內討論後，決定選用人工拔草、灑粗鹽以及自製除草劑等三

種方式，將操場的其中一部份區塊平分成三等分，分別用三種不同的除草方式

進行並檢視其成效。 

人工除草方式（圖一）選定於早晨進行，頻率為每周兩次，組員於劃定範

圍內開始徒手或是使用鏟子等方式進行鋤草，共花費了 15分鐘去除了兩大盆雜

草（圖二），清除完後的狀態如圖三所示。 

灑粗鹽（圖四）除草方式，於實作前準備了共 1.8公斤的粗鹽進行揮灑，

揮灑完後的狀態如圖五所示。 

自製除草劑的部分，本研究選用了白醋 300c.c、清水 300c.c、粗鹽兩大

匙、洗碗精一大匙（圖六），分別倒入燒杯混合完成後再裝入噴壺，接著在選

定的區域內開始噴灑，噴灑完後的狀態如圖七所示。 

經由實作後檢視各成效，探究何種方法能更有效率的去除雜草。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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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                                  圖四 

 

      

             圖五                                   圖六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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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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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與應用 

三種不同的除草方式經過一個禮拜後觀察，人工除草區域的雜草量有明顯

的減少。 

灑粗鹽的區域狀態與一個禮拜前的狀態並無差異，雜草依然還是很長，推

測有可能是揮灑的量不夠，無法有效的抑制雜草生長。 

噴灑自製除草劑的區域，雜草外觀有枯黃萎縮的情況，但成效有限，且枯

黃的雜草尚須人工去除。 

檢視實作結果，經濟成本為灑粗鹽最高，其次為自製除草劑，最低的為人

工除草。實行難度為自製除草劑最高，其次為灑粗鹽，最低的為人工除草。成

效性為人工除草最高，其次為自製除草劑，最低的為灑粗鹽。綜合評估下來，

最適合的除草方式為人工拔除，其次為自製除草劑。 

依據此實驗結果，可提升自製除草劑的濃度後進行大面積的噴灑，待雜草

枯黃萎縮後，再以人工方式去除，如此可有效地從根部去除雜草，並減少人工

拔除所花費的力氣，提升整體除草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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