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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是透過生活中常見的材料，試圖做出方便取得、價格低廉又安全環保的可食用餐

具，經過前期的研究發想與實作，最後決定製作可食用湯匙。 

    研究過程中嘗試使用七種澱粉(加水)以及分別添加洋菜或是雞蛋兩種物品，成品各自送

入烤箱，製成湯匙餐具；成功製成的湯匙餐具再經由「承重測試」、「溶解測試」後，發現

最佳製作湯匙餐具的材料是只單純加入水、無需添加洋菜或雞蛋的低筋麵粉，而且由低筋麵

粉製成的湯匙，每支的原料成本僅需 0.4 元。 

    經過 21 位同學的實際使用驗證，發現了本產品手柄處容易斷裂的致命缺點，也發現

90%以上的同學具備正向的環保態度，所以高度接受本研究的產品，在試用過後能給予有助

改善產品的有用建議。 

    期待未來能改善產品的缺失，能有工廠使用專業模具、設備，標準化與規格化的量產

下，真正提供顧客環保衛生又口味多元的可食用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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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新聞報導中一件件海洋生物誤食塑膠餐具的事件，一幕幕怵目驚心的畫面令人揪心不

捨，看著海洋生物痛苦的神情，似乎在跟我們求救，但是我們卻無能為力。每每到餐廳用

餐，不計其數的塑膠餐具擠爆垃圾桶的畫面總是在我們的腦海縈繞；當我使用著竹筷子大啖

美食的當下，不僅擔心著自己是否吃下了二氧化硫，就連那層包裹著竹筷子的塑膠，讓我們

產生些許的罪惡感。即使店家提供著非一次性的餐具，我們仍然不免滿心疑惑「他們有徹底

清洗嗎？清洗過程中大量使用的清潔劑和清水，也是增加成本和以及製造環境的負擔吧？」 

到底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和困擾？如果餐具本身就是可以食用，如果餐具

使用過後就能直接當成廚餘回收；食用餐具的材料必須是容易取得而且成本低廉，這樣大眾

才能夠接受。於是，我們決定要嘗試做出「物美價廉」且「一舉數得」的可食用餐具。 

 

貳、研究目的 

    根據以上研究動機，我們試圖找出日常生活中隨手可得之原料，且平均成本低廉，既能

透過一般家庭中常備的器材來製造，最重要的是整個製造過程及成品幾乎達到零汙染，可說

是真正環保的可食餐具。我們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製作出可食用且能自然分解於環境的餐具。 

二、找出日常生活中容易取得且能製作可食用餐具的理想原料。 

三、可食用餐具製作的過程所耗費的成本能符合經濟低廉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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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本次研究所使用的器材，表列圖示如下： 

  

電子秤—精準取用原料量 手動製麵機—壓制麵皮 

  

烤箱(Panasonic NT-GT1T)—烤製湯匙 鐵湯匙—製作湯匙模具 

  

砝碼 1g  30 個—承重測試 溫度計—測量水溫 

  

瓷碗—盛裝熱水 手錶—計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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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流程 

    我們使用家中廚房常見的各類植物性澱粉，使用簡易的模具及烤箱自製可食用的湯匙。

透過承重及溶解測試，試著找出自製可食用湯匙最佳的材料，並透過實際使用者的心得與建

議，期望實現純天然且可 DIY 又低成本的環保餐具。以下是流程圖: 

 

 

 

 

 

 

 

 

 

                            圖一：研究流程圖 

 

 

  

廚房常見澱粉 

1. 低筋麵粉 

2. 中筋麵粉 

3. 高筋麵粉 

4. 糯米粉 

5. 玉米粉 

6. 樹薯粉(地

瓜粉) 

7. 太白粉 

加水揉成團

狀後分成三

組： 

1. 無添加 

2. 添加洋

菜粉 

3. 添加全

蛋液 

製成產品 

1. 鐵湯匙

塑形 

2. 烤箱烘

烤 

成品測試 

1. 承重測

試 

2. 溶解測

試 

3. 成本比

較 

選出 

最佳產品 

使用者測試與回饋 

1. 環保態度調查 

2. 使用經驗與意

見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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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驗過程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要利用廚房中常見的天然材料，並以可在家中 DIY 為考量，實現

無殘留垃圾的環保可食餐具。 

    本研究的製作過程，採取相同的流程，簡要說明如架構圖： 

 

 

 

 

 

 

 

 

 

 

 

 

 

 

 

 

 

 

圖二：製作流程架構圖 

 

 

 

主要原料 

300g 

+ 

水 170ml 

 

揉成團狀 

100g 

無添加 

100g 

添加洋菜粉 5g 

水 10ml 

100g 

添加全蛋液 

10ml 

每組各製 3 支 

 

1. 以手動製麵機壓製成 3mm

片狀。 

2. 以 2 支鐵湯匙上下夾住片

狀麵團，切除邊緣多餘部

分，鐵絲稍為固定。 

3. 進烤箱，大火 20 分鐘，

取出拆掉一面鐵湯匙後再

烤 5 分鐘。 

成品測試 

1. 承重測試： 

手拿湯匙，承載 300g 砝

碼，持續一分鐘，檢測是

否通過。 

2. 溶解測試： 

放入攝氏 70 度熱水 10 秒

後拿起靜置 1 分鐘，重複

10 次。水溫依室溫自然冷

卻降溫。 

3. 計算原料平均成本，列入

考量。 

量產實測 

請 21 位同學實際使用

於午餐，請使用者完

成態度與經驗問卷。 

1. 統計測試同學環保

態度與使用滿意

度。 

2. 收集測試同學使用

經驗與建議。 

3. 分析測試者環保態

度與使用滿意度之

關聯。 

選出

最佳

產品

原料 



6 
 

        以下按照製作流程步驟以圖示說明： 

步驟一：用電子秤取 300g 粉，加水揉成團狀 

   

         電子秤取 300g 原料                         加水揉成團狀 

步驟二：各取 3 份 100g，分別無添加、添加洋菜粉及添加全蛋液。 

   

        秤取分裝 100g 麵團                 三團麵團分別添加洋菜粉及全蛋液 

步驟三：手動製麵機壓平麵糰為 3mm 厚度麵皮，再將平整麵糰上下以鐵湯匙貼平，拿

刀沿著湯匙邊緣將多餘麵皮割除，以鐵絲簡單固定。 

   

  以壓麵機壓製麵皮控制厚度為 3mm          以 2 支鐵湯匙為模型上下壓住麵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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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刀割除周邊多餘麵皮                用細鐵絲繞住鐵湯匙稍微固定 

步驟四：進烤箱，大火烤 20 分鐘後，取出將一面鐵湯匙剝下，繼續烘烤 5 分鐘。 

   

       烤箱大火烘烤 20 分鐘                  取下一面湯匙繼續烘烤 5 分鐘 

步驟五：取出成品，先進行承重測試，再進行溶解測試。 

   

       承重 300g 測試一分鐘                   以攝氏 70 度水進行溶解測試 

步驟六：得出最佳產品原料後進行量產，請同學實際使用於午餐，再使用本研究所設計

的「環保態度暨環保湯匙使用調查表」(如附件一)收集使用經驗回饋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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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產 30 支湯匙蒐集使用經驗 

 

        2 月 23 日請同學實際使用湯匙做測試，當天學校營養午餐菜色如下：(圖片取自本

校網頁午餐資訊) 

 

         

         主食：糙米飯             主菜：香滷雞塊            副菜：燴三絲 

   

蔬菜：有機紅蘿蔓         湯品：黃瓜魚丸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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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實驗紀錄與結果 

    以下研究紀錄，分別就實驗過程各步驟呈現所得。 

一、主原料加水揉成團狀： 

主原料 
低筋

麵粉 

中筋

麵粉 
高筋麵粉 糯米粉 

樹薯粉 

(地瓜粉) 
玉米粉 太白粉 

加水容

量 
170ml 170ml 180ml 170ml 170ml 340ml 170ml 

是否揉

成團狀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狀況 

描述 
  

因高筋麵

粉特性，

需增加水

容量。 

雖然可以

揉 成 團

狀，但黏

性不夠，

無法製成

產品。 

無法揉成

團狀，狀

態鬆散(如

圖  )，停

止操作。 

加原水量無

法成團狀，再

慢慢加入一

倍水量，產生

「非牛頓流

體」現象。 

無法揉成團

狀，狀況同

玉米粉，停

止操作。 

   

    糯米粉黏性不足無法製成產品                樹薯粉無法揉成團狀 

 

  玉米粉加原水量無法成團狀，再慢慢加入一倍水量，最後產生「非牛頓流體」現象。 



10 
 

二、各原料成品： 

       

            低筋麵粉製成湯匙正面                   低筋麵粉製成湯匙背面 

       

            中筋麵粉製成湯匙正面                  中筋麵粉製成湯匙背面 

            (混合蛋液部分已斷裂) 

       

      高筋麵粉無混合製成湯匙(都已斷裂)       高筋麵粉混合洋菜粉製成湯匙(2 支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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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筋麵粉混合蛋液製成湯匙(2 支斷裂) 

三、承重測試： 

本研究承重測試，以能承重 300g 砝碼之重量，持續一分鐘未斷裂為通過。 

    結果僅有低筋麵粉無混合，以及中筋麵粉無混合製成支湯匙，通過 300g 一分鐘之承重

測試。 

主原料 

 

添加物 

低筋 

麵粉 

中筋 

麵粉 

高筋 

麵粉 
糯米粉 

樹薯粉 

(地瓜粉) 
玉米粉 太白粉 

無混合 通過 通過 * 否 N/A N/A N/A N/A 

混合洋菜粉 否 否 否 N/A N/A N/A N/A 

混合全蛋液 否 * 否 否 N/A N/A N/A N/A 

    附註： * 表示成品出爐時已斷裂。 N/A 表示無法製成產品。 

 

四、溶解測試： 

    本研究溶解測試，模擬熱湯自攝氏 70 度開始測驗，於室溫自然冷卻狀態下，將湯匙進

入熱水中，每次 10 秒後拿起，靜置一分鐘後再放下，共 10 次循環。 

    各組之成品如果在出烤箱時便已全數斷裂，則不再進行溶解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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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記錄 10 次溶解測試情形：  

溫度(℃) 

成品 
70 65.3 61.3 58.5 54.5 50.3 46.1 42.2 38.3 34.5 

低筋麵粉 

無混合 

  

表皮

開始

脫落 

溶解

出小

小麵

皮 

  

溶解

物越

來越

多 

  

水裡有

溶解

物，稍

微渾

濁。 

湯匙仍維持形狀及彈性 

溫度(℃) 

成品 
70 66.8 62.3 58.5 54.3 停止測試 

中筋麵粉 

無混合 
  

表皮

開始

脫落 

 

拿起

時斷

掉 

 

    附註：糯米粉、樹薯粉、玉米粉、太白粉無成品，未測試。 

          只有低筋麵粉無混合和中筋麵粉無添加有進行溶解測試，其餘未過承重測試，不

再進行溶解測試。 

五、成本計算： 

    本研究除了研究成品的實用性，亦考慮成品的成本高低。這裡僅計算原物料的單位成

本，其餘壓麵機、烤箱、電費等等為家中常備器材，不易精準量化其成本，不列入成本計

算。 

    本次所使用的各項材料費用如下表： 

材料名 重量 製造商 金額 

高筋麵粉 3000g 龍田食品有限公司 87 元 

中筋麵粉 3000g 龍田食品有限公司 87 元 

低筋麵粉 3000g 龍田食品有限公司 87 元 

木薯粉(地瓜粉) 1000g 日正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1 元 

糯米粉 500g 日正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9 元 

洋菜粉 10g 新光洋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3 元 

雞蛋 10 顆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0 元 

https://www.facebook.com/dachangw/photos/71761530500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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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產品製成、承重測試及溶解測試，本研究所得最佳製成可食用環保湯匙的最佳

原料為低筋麵粉，且無須添加任何添加物。 

        每 300 公克的低筋麵粉共可壓製出約 22 隻湯匙，故每支湯匙所需之原物料成本僅

約 0.4 元。成本計算方式如下： 

 

        低筋麵粉每公克成本：87 元÷3000 克=0.029 元 

        每支湯匙平均重量：  300 克÷22 支=13.64 克 

        每支湯匙平均成本：  0.029 元×13.64 克=0.39556 元 

 

六、使用者態度與意見： 

經過 21 位同學的環保態度與使用經驗的問卷調查，得到以下數據： 

  (一)環保態度部分： 

題號 問    題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地球環境已經遭受許多汙染，必須立

即著手改善環境問題。 

20 1 0 0 0 

100% 0% 0% 

2 
所有會產生污染的產品應該逐漸禁止

使用。 

14 3 3 1 0 

81% 14% 5% 

3 
人們應該盡速研發環保的產品及工

具，降低環境污染。 

16 5 0 0 0 

100% 0% 0% 

4 
我會盡量減少使用不環保的產品及工

具。 

17 3 1 0 0 

95% 5% 0% 

5 
我願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環保產品工

具。 

16 3 1 1 0 

9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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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使用心得與建議： 

    1. 您所試用的湯匙是否有斷掉？ 

已經斷掉為 17 人，占 81%；沒有斷掉為 4 人，占 19%。 

    2. 您有吃吃看這湯匙嗎？ 

有吃吃看的為 19 人，占 90%；沒有吃吃看的為 2 人，占 10%。 

    3. 請問您試用過這支可食用環保湯匙，您覺得滿意嗎？ 

      非常滿意有 10 人，占 48%；滿意有 7 人，占 33%；普通有 3 人，占 14%；不滿意有 0

人，占 0%；非常不滿意有 1 人，占 5%。 

    4. 試用湯匙滿意度調查回饋意見，整理如下： 

類型編號 回饋意見 問卷編號 人次 百分比 

1 符合環保 2.3.4.5.6.12.18.19.20.24 10 40% 

2 不一樣的體驗、有趣 3.4.8 3 12% 

3 方便實用 5.7.11.13 4 16% 

4 湯匙好吃 5.14.15.22.23 5 20% 

5 不夠像真正的湯匙 9 1 4% 

6 容易斷裂 17 1 4% 

7 沒有很難吃 25 1 4% 

統計 25 100% 

 

          試用湯匙滿意度調查回饋意見中，大致可分成 7 種類型，其中「符合環保」、

「不一 樣的體驗、有趣」、「方便實用」、「湯匙好吃」屬於「正面肯定回饋類

型」，也正是完全來自試用後「滿意」與「非常滿意」這 17 位同學的意見；而有 3

位覺得「普通」的同學分別表達了「不夠像真正的湯匙」、「容易斷裂」2 種屬於

「負面否定回饋」，還有 1 位表達「沒有很難吃」的中性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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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建議，意見整理如下： 

   

 

 

 

 

 

 

 

改進的建議當中，最主要的回饋意見是需要加強湯匙的堅硬度、加粗、加厚，因

為實際試用時發生手柄斷裂情況；另外，其他建議擇著眼在湯匙的「顏色」、「味

道」、「形狀」，視覺與味覺方面的改善。從中發現試用者最在意「實用性」，「味

覺」次之，「視覺」再次之。 

  

類型編號 回饋意見 問卷編號 人次 百分比 

1 湯匙增加堅硬度、加粗、加厚 
2.4.6.7.9.11.14.15.17. 

18.19.20.23 
13 52% 

2 變化湯匙顏色 5.13 2 8% 

3 變化湯匙味道 2.12.13.19.22.24 6 24% 

4 變化湯匙形狀 3.9.17.25 4 16% 

統計 2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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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果與討論 

    經過我們的構想、設計與實驗，我們認為低筋麵粉不必添加任何添加物，是最符合我們

的實驗目的原料，而且每支可食用湯匙的平均原料成本僅需 0.4 元。 

    在同學們的實際測試中，21 支湯匙在用完餐之後斷掉 17 支，都是斷在握柄中間處，可見

湯匙的施力點其承受力明顯不足，但同學們對於這支可食用湯匙的接受度很高，有 81%的同

學覺得滿意這樣的構想，並且有九成以上的同學認為應該盡速研發環保產品與工具，願意在

生活中使用，以解決環境污染問題，也在回饋中給予不少有用的改進意見。 

 

    從研究動機到實驗設計，以及大家一起動手做出產品的過程中，遇到了不少與計畫不同

的結果，也使得我們必須修正原先的設計，以下討論我們在實現研究目的的過程中所遇到的

問題與結果。 

一、為什麼選擇澱粉類原料來製造可食用餐具？ 

        在構想的初期，看到了印度有公司用小米、米飯、麵粉等天然食材烘焙製成的湯

匙、叉子和筷子，還有原味、甜味、辣味 3 種口味可以選擇；也看到國內成功大學的研

究生，發明了用米製成筷子、湯匙的米餐具。由印度公司生產的產品，可能有營利的需

要，價格稍高，每個價格為 1.3 元，而成大研究生用米當原料，也有價格稍高的問題。 

        所以，我們從方便塑造出形狀且價格低廉、廚房常見的原料中，屏除價格較高的

「在萊米粉」，選擇了「低筋麵粉」、「中筋麵粉」、「高筋麵粉」、「糯米粉」、

「樹薯粉」、「玉米粉」、「太白粉」等 7 種澱粉作為研究的基礎原料。 

        結果發現，「糯米粉」可以加水揉成團狀，但進一步要壓製麵皮時卻容易散落，因

此無法製做出產品。而「樹薯粉」、「玉米粉」和「太白粉」根本無法揉成團狀，到最

後還發現有趣的「非牛頓流體」現象，所以就沒有製出產品。 

二、為什麼會想到要在原料裡添加洋菜粉和雞蛋？ 

        我們一開始是想要製做我們普遍習慣使用的筷子，因此上網參考牛奶棒的製做食譜

後，發現普遍都有加入雞蛋，所以決定也要嘗試在原料中加入雞蛋；在此同時，我們參

考前人的科展作品『「碗」救地球~環保再生碗的研究』中，洋菜粉也是其研究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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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因此我們也把洋菜粉列為添加原料，想要試試看這些添加物是否有增強產品硬度

的效果。而其他類似功能的「吉利丁」、「寒天」等原料，就不再列入研究變項。 

        結果發現，「低筋麵粉」、「中筋麵粉」和「高筋麵粉」，分別添加洋菜粉和雞蛋

後，烘烤後反而比無添加的成品容易斷裂，很多在出爐時就已經斷成兩截，我們推測，

這應該是添加物改變了結構密度，使得湯匙容易斷裂。 

三、為什麼選擇製作可食用湯匙？ 

        其實一開始想要製作可食用餐具時，我們立刻想到形狀接近於「筷子」的「牛奶

棒」，如果將牛奶棒稍加改變應該可以很容易製作出「食用筷子」，在起初試作時，我

們都是往製作筷子的方向考量，萬萬沒想到「塑形筷子」卻成為非常棘手的問題：找不

到材質以及形狀都適宜的模型、透過特大針筒擠壓也失敗。 

        後來，我們與老師們討論後，找出另外一條路：一樣參考牛奶棒的作法，但改做

「湯匙」。 其實，湯匙也是常見的餐具，更重要的是選擇兩支湯匙便可輕易塑形與擠

壓原料，傳統鐵製的湯匙也很適合一起放進烤箱烘烤，發現製做出的湯匙形狀很不錯。 

四、為什麼用承重 300 克重量和溶解測試來檢驗產品？ 

        本研究的產品檢測方式，主要是想模擬日常生活實際情況，以一般用餐情形來檢驗

這個產品是否能符合基本需求。 

        承重 300 公克的測試，是模擬使用湯匙用餐時舀起雞腿，雞腿的重量一般不會超過

300 公克，但是我們再增加重量以 300 公克為基準，提高檢測的標準。 

        溶解測試的設計，是模擬喝熱湯的情況，我們假設熱湯端上桌時為攝氏 70 度，用

餐者用湯匙喝一次湯算 10 秒鐘，經過 1 分鐘後再喝一次湯，假設共喝 10 次湯。熱湯裝

在一般家中常用的陶瓷飯碗中，在自然的情況下溫度自然遞減。 

        本研究也設定檢測順序，如果通過承重測試，再接著做溶解測試，這樣的設計，是

希望湯匙先能好好地盛起飯菜，也能夠從容地喝完湯品。而這樣的檢測順序，好處是可

以省去許多測試時間，先把讓無法承重的產品淘汰，最終目的是希望本湯匙能夠至少使

用一頓飯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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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什麼實際測試時，湯匙的斷裂比例會達到八成？ 

我們在 2 月 19 日回到學校，一起努力地製作出 30 支的湯匙，將它們存放在塑膠收

納箱裡，直到 2 月 23 日才取出讓受試者試用。在分發時，有發現到部分湯匙有裂痕，

那是像土地缺水般的裂痕，也就是說，這 4 天中，湯匙裡的水分因為冬日天氣乾燥而再

度消散，這極可能是斷裂比例這麼高的主因，太過乾燥反而減弱韌性，導致脆化而容易

斷裂，這結果也是出乎意料。 

我們回想實驗的過程，當初是從烤箱拿出後，接著就進行承重測試，那時湯匙還保

有一些水分，所以還能夠通過 300 克的測試，也就是說，這支可食湯匙不需烤得太焦

乾，或者不需要使用防潮設備保存，只需要防蟲防菌就可以。     

六、受試者的環保態度與試用結果的關聯。 

在同學們的實際測試中，21 支湯匙在用完餐之後斷掉 17 支，81%的同學即使最後

湯匙斷裂了，卻仍然對於這支可食用湯匙的接受度很高，覺得滿意這樣的構想，主要原

因應該是這些同學具備高度環保態度，為了環保而願意支持還在研發中的湯匙。 

雖然試用得過程中，大部分湯匙都斷裂了，但受試者仍有高度的支持，並給予許多

改善的具體建議，所以，環保態度愈正面的受試者愈能接受這樣的環保餐具。由此可

知，如果研發可食用的餐具在推廣之前，能先讓大眾了解環保的重要性與急迫性，一定

能提升大眾的使用意願。 

七、研究過程遇到的問題。 

研究過程中我們著眼於想研發出環保、可食用、容易取得、價格便宜的材料，然

而，我們實際上欠缺許多烹煮烘焙的經驗，對於澱粉本身實際屬性並未真正操作過，會

遇到結果不如原本的預期的情形。 

(一) 製作可食用餐具無法呈現多種產品，目前僅以湯匙呈現，主要原因在於產品塑形沒  

有適當的模具，如要訂做特製，則會增加成本，另一方面也受限於研究時間不足。 

(二) 湯匙從塑形到成功脫模取決於多種要素，包括麵團的厚薄、湯匙塑形時的密合度、 

烘烤後麵團是否完全乾硬，因為有許多是仰賴手工的操作，因此，不容易達到標準

化的品質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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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湯匙的手柄容易斷裂的問題，一直是研發過程中難點，目前還無法有效解決，我們

有想到增加手柄厚度，或是改變湯匙造型，如果無法克服，則可食用湯匙的實用性

面臨挑戰。 

(四) 我們的實驗設計中，產品品質的檢驗設計，雖然是以日常使用習慣為出發點，但是

僅以承重測試和溶解測試來檢驗品質，且是單向式設計(無通過承重測試則不進行溶

解測試)，似乎不夠嚴謹，卻也想不出其他可量化的檢驗方式。 

八、未來展望。 

我們進行這個研究，受到了前人的啟發，想要從外食習慣上著手減少大量的餐具垃

圾，我們想像著到餐廳吃完飯後，沒有製造出一丁點垃圾，餐具不是順便被吃掉，就是

直接當成廚餘，可以當成禽畜的飼料，或者是再度回到土裡當成小麥的養分；少了洗滌

劑的汙染，也節省了一些水資源，河川乾淨了一些，我們以及下一代的未來也增長了不

少希望……。 

 

 

利用低筋麵粉製成的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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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論與建議 

在這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的時代，我們應該選擇環保的用具，但有些不是材料太貴，便是

耗時耗工。因此我們構想的環保湯匙使用低筋麵粉來製作，而且不需添加任何添加物，不但

原料取得容易，價格低廉，而且自己就能在家中的廚房製作。 

在試用的過程中，湯匙的耐受度仍然是一個極需改進的地方，最容易斷裂的地方就是手

柄的部分，有必要再研究如何加強耐受度。我們也預想到這樣可食的湯匙，可能也容易受到

螞蟻或蠹蟲的喜愛；又萬一大雨連綿天氣潮濕，也能想像黴菌爬滿湯匙的噁樣，所以，湯匙

的保存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課題。 

或許是受限於研究過程中簡陋的器材及研究時間不足，本研究的可食用湯匙確實還有一

些要克服的地方，如果能有工廠用專業的模具和設備，在嚴謹的條件下大量生產，勢必可以

降低更多成本；再加入口味變化或造型，這支可食用的湯匙，甚或其他餐具(筷子、叉子、

盤子、碗等)，一定可以在餐飲業現場大量使用，然後放置在具有殺菌的保存箱中，供顧客

自行取用，這樣一來不但省下洗滌水、洗滌精的環境汙染或是餐具的損耗，並且真正實現環

保且又衛生乾淨的用餐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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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態度暨環保湯匙使用調查表 
各位同學好： 

    我們想為地球盡一份心力，研製了一款環保可食用湯匙。此調查表除了想

了解您對於「環保態度」的想法外，更需要您使用後提供我們寶貴的心得及建

議，使環保湯匙更加完善。     

以下分成兩個部分，請您據實填答並提供建議，非常感謝您的用心！ 

第一部分：環保態度調查 

題

號 
問    題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地球環境已經遭受許多汙染，必須立即著手

改善環境問題。 
     

2 所有會產生污染的產品應該逐漸禁止使用。      

3 
人們應該盡速研發環保的產品及工具，降低

環境污染。 
     

4 我會盡量減少使用不環保的產品及工具。      

5 我願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環保產品工具。      

 

第二部分：使用心得及建議 

1. 您所試用的湯匙是否有斷掉？已經斷掉  沒有斷掉 

2. 您有吃吃看這湯匙嗎？有  沒有 

3. 請問您試用過這支可食用環保湯匙，您覺得滿意嗎？也請您寫下您的意見。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其他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