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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從小到大我們都有把乾淨的衣服弄髒的經驗，不管是吃飯時不小心沾到醬油或是番

茄醬、喝奶茶或牛奶時不小心滴在衣服上，還是課堂中原子筆、彩色筆、墨汁劃到衣服

等。日常生活中總會不小心讓衣服染上難以清除的污漬，無論丟到洗衣機洗多少次，頑

固的汙漬就是緊緊抓住衣服纖維，清都清不掉，造成爸爸、媽媽一個頭兩個大！我們也

跟著要皮繃緊一點，注意以後不要再不小心弄髒衣服。 

    清潔劑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洗淨衣物的重要幫手，市面上也推出琳瑯滿目的清潔商品

來解決民眾的困擾，各自標榜具有特殊功效或是強大的洗淨效果，雖然某些化學清潔劑

可以幫助我們洗淨衣物，但是這些化學物質卻不易在環境中分解，排放至環境中所造成

的汙染，不僅會影響到各種水生動植物的正常生存，還可能透過食物鏈再回到人體，危

害我們的健康。 

    我們透過搜尋資料找尋天然、無毒、對環境友善的清潔物質，然後設計實驗分別測

試這些清潔物質的清潔效果，希望可以找到不僅清潔力夠強，同時對環境也能無害。最

後我們自已還動手製作、調配清潔劑，除了清洗衣物也應用於各種物品上的清潔，期許

達成各種清潔任務時，也可以好好愛護地球，不造成地球的負擔。 

 

二、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我們擬定出下列的研究目的： 

(一)透過問卷調查，瞭解慈大附中國小部的學生對於哪種類型的髒污感到困擾 

(二)探討不同種類的天然清潔物，對於不同材質布料及汙漬的清潔效果 

(三)探討清潔物及汙漬的酸鹼性與清潔成效的關係 

(四)自製天然清潔劑，應用於生活中各類材質的清潔工作 

 

三、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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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以下的方法進行研究，分別說明如下： 

(一) 文獻蒐集法：上網找尋清潔與環境相關的資料，也到圖書館借閱有關於小蘇打、

醋、檸檬皮等天然清潔法寶應用於生活方面的書籍，參考這些資訊提供我們研究。 

 

(二) 問卷調查法：在校內進行問卷調查，瞭解國小學童最常也最困擾的衣服汙漬種類，

以及家裡都使用什麼清潔劑清洗及清潔成效，提供給我們做實驗衣料材質、汙漬來

源選項上的選擇，希望可以更合乎實際需求的找到可以將衣服清洗乾淨又不會危害

到環境的天然清潔方法。 

 

(三) 實驗操作法：設計實驗並實際操作，研究不同類型的天然清潔物質，對於在不同布

料上及不同汙漬的清潔效果，根據實驗結果及網路資訊，製作天然清潔劑來使用。 

 

貳●正文 

 

一、 文獻探討 

 

(一) 清潔劑中常見的化學物質及潛在危險 

1. 界面活性劑：界面活性劑的分子結構可分成二部分。一端是具有極性而易與水結

合、不易溶於油中的親水部分；另一端為非極性的碳鏈，它不與水結合而易與油垢

連結，稱為親油部分。 

 

 

 

 

              圖：肥皂清潔原理的示意圖 

主原料為石油，是石化清潔劑，有良好的去油作用，藉著破壞油脂與水的表面張力

清除油汙。由於易帶走表皮濕氣，造成油脂剝落，使皮膚乾燥粗糙，有可能導致皮

膚病變等相關疾病。皮膚表面若累積過多，也有可能對腎肝、腦神經系統等產生破

壞，嚴重者可能導致流產不孕。 

2. 香料：常用於廁所芳香劑，無任何清潔作用，主要用來增添氣味來符合消費者喜好

以促進消費者購買。主原料為酚，為一種有毒物質。可由呼吸進入人體進而對泌尿

系統、消化系統、神經系統造成傷害，也可能發生皮膚炎、灼傷眼睛等傷害。酚對

環境影響也有很大的危害，如由廢水進入農地污染土壤或流入地下水抑制水中生物

之生長及繁殖，嚴重者還會導致生物死亡。  

3. 螢光劑：常用於洗衣精，又稱螢光增白劑或螢光漂白劑，強鹼性，無任何清潔效

用，其分子吸收能力強，吸收陽光產生衣服亮白的假象。穿過多以螢光劑清洗的衣

服可能會導致人過敏、 損害人體淋巴系統，使抵抗力下降，也會導致癌症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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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清潔劑的分類 

依清潔劑的酸鹼性程度，產生不同的潔垢效果： 

1. 鹼性清潔劑： 

水管疏通劑大多為鹼性(如通樂成分含有氫氧化鈉)；而廚房清潔劑則是中性偏鹼(因為

鹼性清潔劑適合用來清除沾黏嚴重的重油汙)。 

2. 酸性清潔劑： 

適合清除廁所的尿垢、水垢和皂垢，所以洗浴廁、磁磚的清潔劑多為酸性。 

3. 中性清潔劑： 

安全性最高，對於清潔材質的傷害也最小，適用範圍較廣。包括餐具、水果、人體

及地毯上所沾染的汙垢都適合。 

 

(三) 環保清潔劑的定義 

常見的清潔劑多半是合成清潔劑，也就是石化產品。其主要成分多為石油提煉出來的十

二烷基苯硫酸鈉(R-C6H4-SO3Na)，具有界面活性劑的清潔功能，但不易分解，且其他成

分多含有毒物質。而環保清潔劑則可以改善合成清潔劑不易分解且有害人體的缺點，一

般定義為生物分解度高的界面活性劑，不添加磷、螢光劑、含氯漂白劑、甲醛及其他有

害環境的化學物質的產品。 

 

(四) 常見天然清潔物的種類及功用 

1. 檸檬皮 

(1) 去污力：檸檬中含有 4％的有機酸，在水溶液中能離解產生的氫離子，與鹼性物

質中和，除去油脂污垢。 

(2) 殺菌力：要控制細菌的滋生，可以從調整污垢的酸鹼值著手。一般偏酸的溶液有

抑菌的效果，檸檬就是最佳例子。 

(3) 漂白力：檸檬具有抗氧化功能的維生素 C，利用氧化還原反應，能改變污漬的顏

色，或是直接將污漬分子分解。 

(4) 除臭力：檸檬的除臭力來自於其酸性，酸可以分解油污，而油污正是異味的根

源。當臭源消失後，空氣當然能夠自然清新；再加上檸檬本身即具有芬芳的果

香，因此是最好的天然除臭劑。 

 

2. 醋 

醋酸具有消毒與除臭的功能，百分之五左右的醋相關產品都含醋酸。白醋清潔劑不

像其它的芳香清潔劑會引發過敏，可以讓孩子避開有毒、刺鼻的化學清潔劑。 

 

3. 小蘇打 

(1) 中和作用：小蘇打是弱鹼性物質。具有中和及清除汙垢，皮脂汙垢與酸性汙垢的

功用。 

(2) 研磨作用：小蘇打的粒子細軟，不會傷害清潔物的表面，只會將汙垢磨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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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吸濕、除臭作用：小蘇打有去除異味的效果。而且吸濕性佳，能將惡臭與多餘濕

氣一併清除。 

(4) 發泡、膨脹作用：小蘇打會與檸檬酸等酸性物質或熱水等熱物產生反應，而發

泡，膨脹。利用這個特色能讓汙垢浮出。 

(5) 軟水化作用：小蘇打會包覆自來水中的鈣、鎂等礦物質成分，讓自來水變軟水。 

 

(五) 測試酸鹼性的方法 

1. 廣用試紙： 

介於 0～14 之間，pH 值為 7 時表中性，pH 值

比 7 大為鹼性，比 7 小時為酸性。 

2. 石蕊試紙： 

(1) 石蕊試紙是由石蕊溶液浸漬濾紙，晾乾得到。 

(2) 有紅色石蕊試紙和藍色石蕊試紙兩種。 

(3) 鹼性溶液使紅色試紙變藍，酸性溶液使藍色試紙變紅。 

 

二、 問卷調查 

 

本研究小組共發出 36 份問卷，回收 36 份，其中有效問卷 30 份，無效問卷 6 份。問卷

統計結果與圖表分析如下： 

 

(一) 問題一：請問在日常生活中，您最常弄髒哪一類型的衣服？ 

問題二：請問您最常在哪個地方把衣服弄髒？ 

 

問卷統計結果顯示，選擇「運動服」的人有 43%、選擇「制服」的人有 30%，顯示國小學

童平時最容易弄髒的衣服是運動服和制服。而國小學童最容易弄髒衣服的地方，選擇

「學校」的人有 34%、選擇「遊樂場」的人有 23%，接著依序是「戶外」。 

           圖一：問題一統計圖                       圖二：問題二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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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題三：您最常弄髒衣服的食物是什麼？ 

問題五：不小心被哪些食物弄髒衣服，您會覺得困擾？ 

 

根據問卷統計結果圖三顯示，國小學童衣服上最容易出現的食物汙漬「咖哩」的有

28%、「醬油」的有 18%，接續「番茄醬」和「菜汁」皆是 15%。 

圖四結果顯示在這些食物當中，最令人困擾的食物汙漬，同樣地有「醬油」23%、「番茄

醬」19%、「咖哩」16%，表示國小學童經常被這些食物汙漬弄髒衣服並且感到很困擾。 

     圖三：問題三統計圖           圖四：問題五統計圖 

 

(三) 問題四：您最常弄髒衣服的文具是什麼？ 

問題六：不小心被哪些文具弄髒衣服，您會覺得困擾？ 

 

根據問卷統計結果圖五顯示，國小學童衣服上最容易出現的文具汙漬「水彩」的有

28%、「壓克力顏料」的有 21%，依序「墨汁」則有 18%。 

圖六結果顯示在這些文具當中，最令人困擾的文具汙漬，同樣地有「壓克力顏料」26%、

「墨汁」24%、「水彩」18%，表示國小學童經常被這些文具汙漬弄髒衣服並感到困擾。 

      圖五：問題四統計圖           圖六：問題五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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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問題七之一：家裡會使用什麼清潔物來清洗衣物？ 問題七之二：清洗的成效如何？ 

 

圖七統計結果顯示有 50%的家庭使用「洗衣精」、22%的家庭使用「洗衣粉」，僅有 12%的

家庭使用「小蘇打」。有 48%的清潔成效為「清不太乾淨」、有 43%清潔成效為「完全乾

淨」，表示目前普遍家庭使用的清潔劑或洗衣粉，對於清潔汙漬只有達成一半的成效。 

        圖七：問題七之一統計圖          圖八：問題七之二統計圖 

 

三、 天然清潔物的清潔成效研究歷程 

(一) 各項天然清潔物的清潔成效 

1. 研究材料與器材 

(1) 清潔物質：檸檬、香吉士、鳳梨酵素、醋、小蘇打、酒精。 

(2) 汙漬來源：醬油、番茄醬、奶茶、熱可可、水彩、彩色筆、原子筆、墨汁。 

(3) 布料材質：棉、排汗衫(運動服)、襯衫(制服)、麻紗、牛仔、抹布。 

 

2. 實驗步驟與方法 

(1) 裁剪布料數塊(長 4 公分 x 寬 4 公分) 

(2) 將汙漬來源準備好，液體類汙漬使用滴管吸取汙漬約 0.5ml，滴在剪好的布料上。

原子筆、彩色筆非液體汙漬，則採用畫線方式。 

(3) 將已汙染的所有布料用清潔物清除污漬。 

檸檬、香吉士：用水果刀在水果皮上劃幾條線、讓汁液流出，抹在布料上。 

鳳梨酵素、醋、小蘇打、酒精：將布料泡在清潔物裡、搓揉清洗。 

(4) 使用牙刷沾水刷洗汙漬的位置，最後用清水沖洗。 

(5) 觀察清洗成效、拍照並紀錄結果。 

(1) 裁剪布料 (2)塗汙染物 (3)清除汙染物 (4)牙刷刷洗汙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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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驗結果與討論 

  天然清潔物 

汙漬來源 

檸檬皮 醋 小蘇打 

醬油 

   

番茄醬 

   

奶茶 

   

水彩 

   

彩色筆 

   

墨汁 

   

(1)檸檬皮、醋及小蘇打都可以將水彩、彩色筆、奶茶清洗乾淨，其中醋和小蘇打清潔力

更強，可以將番茄醬和醬油也清洗乾淨，但檸檬皮的清潔力就稍嫌弱一點。 

(2)檸檬皮、醋及小蘇打碰上墨汁就完全沒轍，比較之下小蘇打還是略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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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探討酸鹼性對清潔成效的影響 

1. 研究材料與器材 

(1) 檢測試紙：紅色及藍色石蕊試紙、廣用試紙。 

(2) 清潔物質：檸檬、香吉士、鳳梨酵素、醋、小蘇打、酒精。 

(3) 汙漬來源：醬油、番茄醬、奶茶、熱可可、水彩、彩色筆、原子筆、墨汁。 

 

2. 實驗步驟與方法 

(1) 準備好清潔物質和汙漬來源。 

(2) 將要測試酸鹼性的溶液，分別滴在試紙上。

(紅色&藍色石蕊試紙、廣用試紙) 

(3) 觀察試紙的顏色變化，並記錄結果。 

 

3. 實驗結果與討論 

(1)檸檬皮、酒精是中性清潔劑，醋、鳳梨酵素是酸性清潔劑，而小蘇打是鹼性清潔劑。 

(2)根據天然清潔物清潔成效實驗，可以推測具有酸、鹼特性的清潔劑，清潔效果較好。 

 

(三) 自製天然清潔劑並應用於其他清潔工作 

1. 研究材料與器材 

製作：檸檬皮、95%酒精、玻璃罐、刀子、剪刀、量筒、滴管、磅秤。 

測試：材質–黑板、牆壁、鏡子、鐵櫃、課桌椅、地板。 

   汙漬–奇異筆、彩色筆、原子筆、螢光筆、蠟筆、立可白、墨汁。 

 

2. 實驗步驟與方法 

(1) 將檸檬剖開、剝皮，去除果肉和白色物質，只留下檸檬皮。 

(2) 使用剪刀將檸檬皮剪碎成一小塊一小塊，裝入玻璃罐中。 

(3) 將檸檬平秤重並加入適量的 95%酒精。(檸檬皮：酒精＝1：1) 

(4) 放置陰涼處，靜置兩週後即可使用。 

(5) 再與 4%小蘇打溶液混和，製成天然清潔劑。 

(6) 測試清潔劑在不同材質表面的清潔效果。 

實驗流程：在不同材質表面劃上不同文具的筆跡→用清水擦拭→紀錄結果→ 

     再用自製天然清潔劑擦拭→比較差異 

檢測試紙 檸檬皮 醋 鳳梨酵素 小蘇打 酒精 

廣用試紙 草綠 橘紅 橘紅 深綠 綠色 

紅色石蕊試

紙 

紅色 紅色 紅色 藍色 紅色 

藍色石蕊試

紙 

藍色 紅色 紅色 藍色 藍色 

酸鹼性 中性 酸性 酸性 鹼性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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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驗結果與討論 

    物品材質 

清洗方式 

地板 課桌椅 黑板 

劃上筆跡 

   
用水擦拭 

   
自製清潔劑 

   
    物品材質 

清洗方式 

牆壁 鐵櫃 鏡子 

劃上筆跡 

   

(1) 取得檸檬皮 (2)剪碎檸檬皮 (3)倒入酒精 (4)靜置兩週 

  

 

 

(5)混合小蘇打溶液 (6)測試清潔效果 

 

檸
檬
皮
來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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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擦拭  

  
自製清潔劑 

   
(1)在不同材質表面上，大部分只用水擦拭過，奇異筆、彩色筆會留下深刻的筆跡，而原

子筆、螢光筆則會留下淡淡的筆跡，再使用自製清潔劑擦拭後，就可以將這些不管是深

或淺的筆機給清除乾淨，可見此次配置的天然清潔劑很有成效！ 

 

參●結論 

 

一、研究結論和建議 

(一) 自製天然清潔劑，把廚餘變清潔法寶 

生活中有許多天然的清潔寶物，像是小蘇打或是醋再實驗中都證實其具有強大的清

潔效果，另外，檸檬果皮透過簡單的步驟加工，就能成為無毒、環保，用起來也安

心的清潔劑。懂得善用天然好物，搭配適當的工具輔助，就可以輕鬆打掃居家。 

 

(二) 選擇環保清潔劑，購買一個美好未來 

雖然環保清潔劑售價上普遍都會比一般化學清潔劑來的高，但是合格的環保清潔劑

卻是物超所值，因為成分中幾乎不含磷、漂白劑、致癌物、有毒物質，確保清潔劑

在使用後排放到河川、水溝，不會毒害到生物更不會汙染到生態，所以鼓勵大家盡

量選購環保清潔劑，為我們的未來盡一份心力。 

 

(三) 讓清潔回歸本質，使用成分單純不複雜 

每個家庭都會使用清潔劑，對於清潔用品的要求，多數人都喜歡聞起來香香的、衣

物洗完後閃亮亮、碗盤清洗後摸起來要乾澀不油膩。所以多數產品因應而生，添加

了許多石化成分、化學香精、螢光增白劑等有毒物質，這樣的清潔產品是破壞環境

及危害人體健康的兇手，我們在挑選清潔用品時，更應該避免過多添加物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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