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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們從登山達人所分享的野外自製濾水器的方法得到這次研究的發想，想要了解如何設

計出一個可以有最佳水質過濾效果的濾水器，並將結果分享給大家。 

         研究發現當濾水材質的顆粒愈小，彼此堆疊時所產生的孔隙愈細緻，更能有效地阻擋汙

水中的微粒，藉此達到較佳的水質過濾效果。當過濾材料以不同堆疊方式進行過濾時，我們

發現當材料由下而上顆粒由小到大排列時，能得到最佳的水質過濾效果。而以竹筒做為濾水

器容器所作的過濾器，過濾效果比寶特瓶為容器的過濾器來得佳。最後對於水中有機物的改

善效果上，自製過濾器能達到去除硝酸鹽(NO3
  −)的效果，使數值低於國家飲用水標準含量。 

 

壹、前言 

        現今的人們常常會將登山作為假日時的休閒活動，在運動的過程中，水資源的補充是一

項不可或缺的條件。然而，我們可以背運上山的飲用水量是有限的，當這些乾淨的水資源在

山上被消耗完後，是不是有其他方法，可以從山上的水源地中，取得乾淨的水源供我們使用

成為了一項重要的課題。我們從網路上的影片中看見介紹在山上自製濾水裝置的方法，我們

好奇這樣的方式對水質的改變成效如何？希望透過實驗來了解濾水器對水質改變的變化，以

及設計出最有效的簡易濾水裝置。 

 

        本次研究將探討自製濾水器對於水質改變的成效，並找出最佳的自製簡易濾水器的設置

方法。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有： 

一、 單一濾水材料對水質過濾成效的差異。 

二、 不同材料在過濾器中的堆疊方式對水質過濾成效的差異。 

三、 不同過濾容器對水質過濾成效的差異。 

四、 簡易過濾器對水質中有機物質的含量變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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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設備與器材 

一、研究設備： 

         寶特瓶、毛巾布、竹子、麵粉、燒杯、篩網、尺、顯微鏡、電鑽、燒杯、攪拌棒、挖

杓、文件架 

二、研究器材： 

        活性碳、麥飯石、河床礫石、API 五合一水質檢測試紙 

三、研究器材介紹： 

(一) 活性碳 

        本次實驗活性碳由椰子殼燒製而成，表面孔洞多使其表面積加大，能夠對液體進行

吸附，顆粒小，堆積後間隙小，常作為水族箱使用之濾水器材。 

(二) 麥飯石     學名：斑狀安山岩 

         其岩石構造組織黑白相間如飯粒而得名，表面的斜長石粒點，經長時間自然風化，

變成具有強力吸附性，及在水中易溶出微量之礦物質元素等特性。 

(三) 河床礫石 

                 礫石常出現於河床邊，是野外水源地唾手可得的材料，顆粒小相互堆疊後縫隙小，

可阻擋其他水中懸浮大顆粒通過。 

(四) API 五合一水質檢測試紙 

                 API 五合一測試片可方便又迅速的測試五種水質狀態：水質總硬度(GH)、碳酸鹽硬

度(KH)、pH 值，亞硝酸鹽(𝑁𝑂2
−)及硝酸鹽(𝑁𝑂3

−)。本次實驗主要透過檢測試紙來測試水中

亞硝酸鹽(𝑁𝑂2
−)及硝酸鹽𝑁𝑂3

−)含量的改變，來判斷水質的改變情形。 

 活性碳 麥飯石 河床礫石 API 五合一水質檢測試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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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實驗架構： 

 

二、實驗步驟： 

(一) 自製濾水器容器製備： 

                本次研究濾水容器選用兩種材質作為濾水器填裝容器，分別為寶特瓶濾水器及竹筒

濾水器。以下分別介紹兩種濾水容器的製備方法： 

1. 寶特瓶濾水器： 

(1) 由於需要重複使用並不易變形，本次研究選擇材質較硬

的寶特瓶作為材料。並將瓶口的部分切除，容器高度為

18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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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瓶身上由底部量測高度，並在每 3 公分在瓶身上做上標記。 

(3) 在瓶底處以電鑽直徑約 1mm 的鑽頭，於平底的四角距離邊緣約 1 公分處及瓶

底中央處鑽孔，底部總共有五個孔洞以利濾水器排水。 

2. 竹筒濾水器： 

(1) 本次實驗取青麻竹作為材料，直徑與寶特瓶瓶口相近約為 5.5 公分，竹節下保

留約 3 公分，上半部保留 25 公分。 

(2) 在竹筒底部以電鑽 1mm 鑽孔，於四個角落及竹筒中央鑽孔，底部共有 5 個孔

洞。 

(3) 使用前先過水沖洗竹筒內部及周圍備用。 

(二) 過濾效果測試汙水製備： 

                本次研究為了模擬水源中所含的細小懸浮微粒，考慮到水中顆粒細緻，我們選擇使

用麵粉來配置實驗所需的汙水。並以水中沉澱物的多寡及水質的透明度來作為過濾效果

好壞的依據。本研究的汙水製備方法如下： 

1. 以量筒量測 100 mL 的自來水，並將水倒入 250 mL 燒杯中備用。 

2. 加入 2 平匙的麵粉製燒杯中。 

3. 以攪拌棒將水中的麵粉攪散，注意水中不可殘留麵粉塊，攪拌直到麵粉塊散開並均

勻分布在水中後，則完成配置。 

(三) 濾水材料的前置作業： 

        濾水器內的三種主要濾水材料，在實驗使用前必須經過前製作業的處理才可進行實

驗。各種材料前置處理方式如下： 

1. 活性碳的前置處理： 

(1) 將活性碳包放入清水中搓洗，將表面的髒汙沖洗乾淨，直到流出來的水完全清

澈為止。 

(2) 將洗淨的活性碳放置在太陽底下曝曬烘乾。 

2. 麥飯石的前置處理： 

(1) 將麥飯石包裝剪開後倒入篩網中以清水沖洗，將表面的髒汙沖洗乾淨，直到流

出來的水完全清澈為止。 

(2) 將洗淨的麥飯石放置在太陽底下曝曬烘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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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床礫石的前置處理： 

(1) 將河床礫石包裝剪開後倒入篩網中以清水沖洗，將表面的髒汙沖洗乾淨，直到

流出來的水完全清澈為止。 

(2) 將洗淨的河床礫石放置在太陽底下曝曬烘乾。 

4. 比較過濾材料顆粒大小： 

         我們將三種過濾材料拿來做顆粒大小的比較，發現其中顆粒最小的為活性碳，

其次為麥飯石，顆粒最大的為河床礫石。 

顆粒排序： 

活性碳 > 麥飯石 > 河床礫石 

 

(四) 實驗一：單一濾水材料對水質過濾成效的差異。 

        本研究想要了解我們所選的各項過濾材料對水質過濾的效果，透過單一材料的

過濾，來觀察麵粉汙水的水質改變情形，藉由過濾後汙水靜置沉澱後，麵粉的高度

來判斷水質過濾的效果。本實驗步驟如下： 

1. 實驗前已清水洗淨活性碳、麥飯石及河床礫石等過濾材質，

清洗直到沖洗的水顏色持續為清澈為止。 

2. 製備寶特瓶過濾容器，並在瓶身上由底部往上算起，每 3 公

分畫上記號，作為材料填充時之依據。 

3. 以 250 毫升之燒杯裝入 100 毫升之清水，在水中加入 2 平匙的麵

粉後均勻攪拌，調配出實驗用汙水。 

4. 將過濾主要材料填裝至瓶身刻度 9 公分的位置，堆疊後以清水做

第一次過濾。 

5. 將過濾裝置置於另一個 250 毫升之燒杯上，在各項濾水裝置中倒

入調配好之汙水，將過濾後之水體靜置超過 40 分鐘後，測量燒杯

底部麵粉沉澱之高度作為濾水效果差異之比較。 

6. 實驗操作三次，每次濾材皆重新清洗。以三次平均作為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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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實驗二：不同材料在過濾器中的堆疊方式對水質過濾成效的差異。 

        學校上課時老師曾提及簡易過濾的方式是將一個底部有孔的容器內部放入濾

材，倒入汙水後會因地心引力的作用，水會由上層流往下層達到淨化的作用。我們

也參考了野外求生達人所分享的自製濾水器作法，來做為實驗濾水器的設計。我們

藉由不同材料的堆疊，從中了解怎麼樣的堆疊方式，可以做出有最佳過濾效果的自

製濾水裝置，本實驗步驟如下： 

1. 過濾材料實驗前清洗與寶特瓶容器製備方式同實驗一步驟 (1)、(2)、(3)。 

2. 堆疊濾水材料： 

         從登山達人介紹中所提及的自製濾水器作為濾水器製作的

依據，我們在寶特瓶容器內堆疊材料前，在底部加上一片 12

公分 x 12 公分的毛巾布作為最下層過濾材料。隨後再以不同排

列組合加入濾水材料至寶特瓶容器中。 

         我們選擇了三種不同的排列組合做為實驗組，每層過濾材料在容器中皆為 3 公

分，堆疊後總高度為 9 公分。在濾水容器中材料排列由下到上排列順序分別為： 

顆粒由小到大排列 顆粒由大到小排列 三種材料混合排列 

   

堆疊後以清水 200 毫升做第一次過濾。 

3. 自製麵粉汙水經過濾水器過濾三次，以過濾三次後的水質做為實驗

依據。 

4. 過濾後水體需經過至少 40 分鐘的沉澱時間，等待懸浮顆粒沉澱至

杯底後，以杯底麵粉沉澱高度及水質透明度做為過濾效果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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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實驗三：不同過濾容器對水質過濾成效的差異。 

        在野外時，身邊可能有不同材質的過濾器填裝容器讓我們選擇，我們想了解不

同材質的過濾器容器是否會影響過濾器的水質過濾效果。本次研究我們以寶特瓶及

竹筒各製作出﹝由下到上顆粒小到大﹞、﹝由下到上顆粒大到小﹞及﹝三種過濾材

料混和﹞三種過濾器，來比較水質過濾的效果差異。本實驗步驟如下： 

1. 製備竹筒濾水器容器，以竹節做為濾水器底部，並在底

部鑽五個 1 毫米的孔洞。 

2. 在竹筒底部塞入一塊 12 公分 x 12 公分的毛巾布。 

3. 以寶特瓶填裝過濾材料至刻度 3 公分的位置，隨後依照

不同排列組合將濾水材料加入至竹筒容器中。在濾水容

器中材料排列由下到上排列順序分別為： 

顆粒由小到大排列 顆粒由大到小排列 三種材料混合排列 

   

堆疊後以清水 200 毫升做第一次過濾。 

4. 將燒杯至於過濾器底部，以檔案夾固定濾水裝置後，自製麵

粉汙水經過濾水器過濾三次，已過濾三次後的水質做為實驗

依據。 

5. 過濾後水體需經過至少 40 分鐘的沉澱時間，等待懸浮顆粒沉

澱至杯底後，以杯底麵粉沉澱高度及水質透明度做為過濾效

果之依據。 

(七) 實驗四：簡易過濾器對水質中有機物質的含量變化差異。 

        看似清澈乾淨的水中，其實暗藏了許多看不見的水中汙染物，稍有不注意進入

到人體內，都有可能造成健康上的影響。其中，在水中最常見的有機物莫過於硝酸

鹽(NO3
  −)以及亞硝酸鹽(NO2

  −)，這些有機物存在於植物所需的氮肥中，容易溶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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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滲透進土壤後流進地下水，造成有機物的增加。過量的硝酸鹽和亞硝酸鹽會導

致急性後天變性血紅素症。 導致四肢軀幹缺氧變藍(發紺)、無力和心臟快速跳動的

症狀。更嚴重會導致中樞神經系統衰退、噁心等狀況。最後進入昏睡狀態、輕度失

去意識、昏迷。本研究我們想了解當不同地點取得的水流過自製濾水器進行過濾

後，對水質的硝酸鹽、亞硝酸鹽及酸鹼度是否會有所差異。 

本實驗步驟如下： 

1. 過濾裝置製備： 

        從實驗一到三的結果忠，我們找到最佳的濾水器設計方

式，所以本實驗中決定以竹筒作為濾水器容器，最底部鋪上

一層毛巾布，內部由下到上以顆粒小到大排列。依序為： 

毛巾布→活性碳 → 麥飯石 → 河床礫石 

每次填裝材料至竹筒中時，以寶特瓶裝高度 3 公分的濾水材

料後，再倒入竹筒中，以確保材料數量的統一。我們以同一

支竹子，取下四個竹節做出四組竹筒濾水器，作為實驗的預備。 

2. 收集校園內及校園周邊的不同水體： 

        本次實驗我們以校園內及其周邊可以取得的水體做為實驗的樣本，分別蒐集 

了，五種地方的水體彼此並未相互連通。

 校園生態池水 生態池旁的 

水溝水 

魚菜共生魚池水 魚菜共生魚池旁

水溝 

萬年溪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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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水質檢測試紙測量過濾前之水質： 

        當我們要以試紙測試水質時，需先將試紙五個檢測區

塊完全浸入水中，並在水中輕晃兩下後拿起。 

         將拿起的試紙繩水平擺放，待過約三十秒後，各個

區塊的檢測片顏色能顯示完全，這時我們便透過試紙檢測

顏色對照表來判讀水中有機物及酸鹼度的含量。試紙檢測

顏色對照表如下： 

 

        ․未使用的五合一檢測試紙                       ․檢測結果顏色對照表 

 

4. 架設好過濾裝置後，將不同水體倒入過濾器中進行過濾，每

種水體在同一個過濾器中過濾三次。 

 

5. 水體過濾三次後，再以水質檢測試紙重新檢測過濾後水體的

有機物狀態，並以肉眼比較實驗前後水質濁度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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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實驗一、單一濾水材料對水質過濾成效的差異。 

        我們以寶特瓶填裝高度 9 公分之活性碳、麥飯石、河床礫石等單一種濾水材料，比較每

種濾水材料的水質過濾效果，實驗結果如下： 

過濾材料 

9 公分活性碳 

寶特瓶填裝 

9 公分麥飯石 

寶特瓶填裝 

9 公分河床礫石 

寶特瓶填裝 

   

過濾材料 

堆疊方式 

單一材料 

堆疊 9 公分 

單一材料 

堆疊 9 公分 

單一材料 

堆疊 9 公分 

汙水類型 
100 mL 清水 

+ 2 平匙麵粉 

100 mL 清水 

+ 2 平匙麵粉 

100 mL 清水 

+ 2 平匙麵粉 

未過濾前麵

粉沉澱高度 
0.51 公分 0.51 公分 0.51 公分 

單一次過濾

沉澱高度

(cm) 

汙水單一次過濾 汙水單一次過濾 汙水單一次過濾 

0 0.1 0.1 0.5 0.3 0.3 0.5 0.3 0.4 

平均 

沉澱高度

(cm) 

0.067 0.37 0.4 

過濾後 

水質比較 

   

過濾效果 

比較 
最佳 次佳 最差 

補充說明 濾材中布滿了麵粉顆粒 兩者過濾效果沒有明顯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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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 

(一) 填裝單一過濾材料對汙水水質淨化效果最好的是活性碳，其次為麥飯石，而河床礫

石的過濾效果最差。 

(二) 雖然在數據上麥飯石的過濾效果優於河床礫石，但兩者的結果並沒有很明顯的差

異。 

(三) 我們以肉眼觀察水質的透明度來作比較，可以發現在經過時間沉澱後，活性碳過濾

後的水質相對其他兩種水質，底部幾乎沒有麵粉沉澱殘留。 

(四) 從上述結果中我們發現：當過濾材質顆粒越小，對汙水中的顆粒過濾越有效。 

 

 

二、實驗二、不同材料在過濾器中的堆疊方式對水質過濾成效的差異。 

         從實驗一中我們得知當過濾材料顆粒越小時，可以有更佳的濾水效果，有效的將水中微

粒過濾去除。實驗二中我們想找到一個最佳的過濾器材堆疊方式，實驗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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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不同材料在過濾器中的堆疊方式 實驗結果紀錄 

過濾材料 

毛巾布 

3 公分活性碳 

3 公分麥飯石 

3 公分河床礫石 

寶特瓶填裝 

毛巾布 

3 公分活性碳 

3 公分麥飯石 

3 公分河床礫石 

寶特瓶填裝 

毛巾布 

3 公分活性碳 

3 公分麥飯石 

3 公分河床礫石 

寶特瓶填裝 

   

過濾材料 

堆疊方式 

毛巾布最底層 

由下到上 

顆粒由小到大 

毛巾布最底層 

由下到上 

顆粒由大到小 

毛巾布最底層 

材料混合 

汙水類型 
100 mL 清水 

+ 2 平匙麵粉 

100 mL 清水 

+ 2 平匙麵粉 

100 mL 清水 

+ 2 平匙麵粉 

未過濾前 
麵粉沉澱高度 

0.51 公分 0.51 公分 0.51 公分 

逐次過濾 

沉澱高度

(cm) 

1 2 3 1 2 3 1 2 3 

0 0 0 0.1 0 0 0.2 0.1 0 

過濾後 

水質比較 

   

水質比較 

 

過濾效果 

比較 
最佳 次佳 最差 

補充說明 
水質最清澈， 

剩餘水量最少(64mL) 
水質次佳，有微粒 水質最差，透光度最差 

 

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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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 

(一) 依材料顆粒大小做不同堆疊排序後，對汙水的過濾效果最好的是「由下到上顆粒小

到大排列」，其次是「由下到上顆粒大到小排列」，最後是「三種材料合排列」。 

(二) 第一次過濾後，「由下到上顆粒小到大排列」的沉澱量已接近無法量測，另外兩組

過濾器排列方式則在過濾的二至第三次後，也能去除水中絕大部分之麵粉顆粒。 

(三) 由上述結果我們發現：汙水通過過濾器時，過濾材料的排列愈緊密、孔隙數量愈

多、以及顆粒「由下到上顆粒小到大排列」的排列方式，皆會促進過濾器的過濾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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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驗三、不同過濾容器對水質過濾成效的差異。 

         實驗三改變由原本以寶特瓶填裝過濾器材做為過濾器，更改為以竹筒取代寶特瓶來比較

其過濾效果的不同，實驗結果如下： 

過濾材料 

毛巾布 

3 公分活性碳 

3 公分麥飯石 

3 公分河床礫石 

竹筒填裝 

毛巾布 

3 公分活性碳 

3 公分麥飯石 

3 公分河床礫石 

竹筒填裝 

毛巾布 

3 公分活性碳 

3 公分麥飯石 

3 公分河床礫石 

竹筒填裝 

   

過濾材料 

堆疊方式 

毛巾布最底層 

由下到上 

顆粒由小到大 

毛巾布最底層 

由下到上 

顆粒由大到小 

毛巾布最底層 

材料混合 

汙水類型 
100 mL 清水 

+ 2 平匙麵粉 

100 mL 清水 

+ 2 平匙麵粉 

100 mL 清水 

+ 2 平匙麵粉 

未過濾前 
麵粉沉澱高度 

0.51 公分 0.51 公分 0.51 公分 

竹筒 

過濾後 

水質比較 

   

寶特瓶 

過濾後 

水質比較 

   

水質比較 

 

過濾效果 

比較 
竹筒濾水器效果佳 竹筒濾水器效果佳 竹筒濾水器效果佳 

補充說明 水質透明度皆較寶特瓶濾水器過濾後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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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 

(一) 從實驗中我們發現，不管是何種材料堆疊方式，以竹筒做為過濾容器所得到的過濾

效果，皆優於使用寶特瓶容器。 

(二) 從實驗觀察中發現，相較於寶特瓶過濾器，過濾水流進竹筒過濾器所需花費的時

間，較寶特瓶過濾器的時間來得快速。 

四、 實驗四、簡易過濾器對水質中有機物質的含量變化差異。 

         先前的實驗我們得到了最佳的濾水器設計方法，但先前的實驗僅了解濾水器對於水中微

粒的過濾效果，本實驗想了解濾水器對於水中有機物質(硝酸鹽、亞硝酸鹽)的淨化效果，實

驗結果如下： 

水體 

來源 
校園生態池水 魚菜共生池水 校園水溝水 

魚菜共生池 

後方水溝水 
萬年溪溪水 

 

     

過濾前 

試紙 

結果 
     

比色後

數據 

NO3
  − NO2

  − pH 值 NO3
  − NO2

  − pH 值 NO3
  − NO2

  − pH 值 NO3
  − NO2

  − pH 值 NO3
  − NO2

  − pH 值 

0 

mg/L 

0.5 

mg/L 
8 

40 

mg/L 

0.5 

mg/L 
8 

0 

mg/L 

0.5 

mg/L 
8 

0 

mg/L 

1 

mg/L 
7.5 

0 

mg/L 

1 

mg/L 
8 

過濾後

數據 

0 

mg/L 

0.5 

mg/L 
8 

0 

mg/L 

0 

mg/L 
7.5 

0 

mg/L 

0 

mg/L 
8 

0 

mg/L 

1 

mg/L 
7.5 

0 

mg/L 

0.5 

mg/L 
7.5 

水質 

前後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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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 

(一) 五種水體中，以「魚菜共生池」水體水質最糟，在過濾前硝酸鹽(NO3
  −)之含量高於

飲用水之水質標準。 

(二) 過濾後，濾水器對於硝酸鹽(NO3
  −)之過濾效果較佳，過濾後硝酸鹽之含量降低至 

0 mg/L，顯示自製過濾器能對水中硝酸鹽有淨化的效果。 

(三) 過濾後，亞硝酸鹽含量沒有顯著變化，一方面水中亞硝酸鹽含量本身較少，試紙顏

色較淡，較難有清楚的判別。 

(四) 過濾後水體酸鹼值(pH)無顯著之變化。 

(五) 五種水質過濾後，與原先水體做比較，可明顯觀察到水質的變化，過濾後的水體清

澈度有明顯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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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討論 

一、實驗一、單一濾水材料對水質過濾成效的差異。 

(一) 活性碳對汙水的過濾效果在三種材料中最好，我們推測應該是活性碳的顆粒最小，在過

濾器中堆疊之後顆粒彼此間的縫隙最小，顆粒的排列非常緊密，所以能夠有效攔截麵粉

顆粒，獲得幾乎沒有沉澱物的實驗結果。另外兩種材料平均顆粒大小

略顯相同，因此得到的過濾結果相仿。 

(二) 在活性碳濾水器的表面布滿了麵粉顆粒，有效將麵粉顆粒組隔，達到

淨水的效果。 

(三) 在麥飯石濾水器及河床礫石濾水器中可以發現，麵粉大多都沉積在過

濾器底部，在顆粒間的殘留效果並沒有活性碳的效果顯著。 

 
 

二、 實驗二、不同材料在過濾器中的堆疊方式對水質過濾成效的差異。 

(一) 在過濾器中材料顆粒「由下到上顆粒小到大排列」，也就是由底層依序往上堆疊活性

碳、麥飯石及河床礫石，這樣的排列方式過濾效果最好。我們推測原因應該是：當汙水

倒進過濾器時，上層的兩項過濾材質麥飯石及河床礫石，已經過濾了部分的汙水。當汙

水流至最底層的活性碳時，麵粉顆粒已經顯著減少，流動速度也變得比較緩慢，於是在

四種材料中過濾效果最好的活性碳有足夠的時間將剩餘的麵粉顆粒完全攔截，獲得幾乎

沒有沉澱物的實驗結果。 

(二) 在過濾器中材料顆粒「由下到上顆粒大到小排列」，也就是由底層依序往上堆疊河床礫

石、麥飯石及活性碳，這樣的排列方式過濾效果略差。我們推測原因應該是：當汙水倒

進過濾器時，首當其衝的材料是活性碳，雖然在過濾材料中活性碳的過濾效果最好，但

在汙水剛倒下來，含有大量麵粉顆粒且流動速度很快的情況下，活性碳攔截麵粉顆粒的

效果比不上排在底層時的好。即使接下來有其他兩種材料的層層過濾，但過濾效果終究

沒有活性碳好。 

(三) 在過濾器中「三種材料均勻混合排列」的過濾效果最差。我們推測原因應該是：三種材

料顆粒大小不一，混合排列時空隙大小不一，顆粒最小的活性碳無法集中，發揮排列緊

密、空隙小的優勢，因此過濾時無法有效攔截麵粉顆粒，導致過濾效果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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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驗三、不同過濾容器對水質過濾成效的差異。 

(一) 在過濾器中材料以「竹筒為過濾器之填裝容器」，可以得到比使用寶特瓶做的過濾器更

好的過濾效果。我們推測原因應該是：竹筒內部也含有許多的纖維，這些纖維在汙水流

過時，纖維堆疊所造成的孔隙亦能達到吸附顆粒的效果。使得在最下層又多了一層過濾

層，達到比寶特瓶更好的淨水結果。  

(二) 由此結果及先前實驗得知：當我們選取「竹筒」作為濾水容器，過濾材料在內對疊方式

「由下而上顆粒小到大排列」，分別為毛巾布→活性碳→麥飯石→河床礫石，此過濾器

可以獲得最佳的水質過濾效果。 

四、 實驗四、簡易過濾器對水質中有機物質的含量變化差異。 

(一) 在自製濾水器中的材料，以活性碳對於硝酸鹽的吸附有較佳的作用。活性碳是一般水族

箱中不可或缺的水質過濾器材。由於活性碳的多孔洞特性，能有效吸附水中的溶解性有

機物質。因此可作為我們的自製濾水器去除有機物效果的主要材料。 

(二) 五種水體經過過濾器後，以肉眼觀察水質的清澈度，皆有明顯的提升，顯現過濾器能有

效的吸附水中的微粒及雜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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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 

一、在比較單一過濾材料過濾效果的實驗中，我們發現單一材料以活性碳的過濾效果最佳。

我們推測當過濾顆粒越小時，彼此間排列時產生的縫隙較小，當汙水流經活性碳濾水材

料時，能較有效的將水中顆粒留在縫隙中，來達到淨水的效果。 

二、單一材料以麥飯石或河床礫石堆疊時，我們觀察到大多數的麵粉都遺留在寶特瓶底部。 

三、在不同材料堆疊方式過濾效果的實驗中，我們發現當材料以「由下而上顆粒由小到大」

排列方式，能得到最佳的過濾效果。 

四、當最底層以小顆粒材料堆疊時，由於汙水經過前兩項材料時，已有部分微粒被加以過

濾，且水流速度減緩，可提升在最底層的活性碳的過濾效果，以達到最佳的淨水品質。 

五、以竹筒作為濾水材料堆疊容器，與寶特瓶容器比較起來，能得到更佳的濾水效果。 

六、在探討濾水器對水中有機物過濾的實驗中，我們發現自製竹筒過濾器可有效去除水中硝

酸鹽，達到水質有機物淨化的效果。 

七、對水中亞硝酸鹽及酸鹼度上，過濾器並未有顯著的影響。 

八、五種不同的水體透過濾水器過濾後，能從肉眼上輕易比較出水質清澈度的提升。 

九、我們認為：當汙水通過過濾器時，過濾材料的排列愈緊密、孔隙數量愈多、以及顆粒

「由下到上顆粒小到大往上排列」的排列方式，皆會促進過濾器的過濾效果 

柒、參考資料及其他 

       本次實驗以麵粉水作為汙水，以沉澱高度做濾水效果的比較；另外，以常見的水質檢測

試紙作為有機物的檢測依據。但試紙的顏色較接近，未來如果可以有機會借到相關的儀器，

如：磷酸鹽比色儀、硝酸鹽比色儀來提升準確度，相信可以有更好的實驗效果。水質檢測另

外還有許多不同的檢測方式，如重金屬含量、生菌數……等等，可以將其他的變相做為未來

研究的方向。 

 
參考資料： 

一、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康軒版) 四上第二單元 水生家族 

二、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康軒版) 六上第三單元 大地的奧秘 

三、竹炭+細沙自製天然濾水器！混濁泥水變身超清澈｜野營｜野外求生｜教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I-0n2lnohk&t=27s 

四、飲用水水質標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