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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塑膠袋的問世為人類社會帶來顯著便利，至今日常生活裡已經普遍能見到塑膠袋的

蹤跡。然而享受便利的同時全球環境亦在承受方便的代價。基於塑膠的不可分解性，已

製成的塑膠袋儼然成為萬年垃圾，既無法在自然環境被天然分解，燃燒時又會產生有毒

氣體。雖說塑膠製品對環境不友善，但要把塑膠袋完全在當前的生活中消失又會使大眾

難以適應，因此我們萌生出想要製造類塑膠來替代日常中常用塑膠製品的想法。在物色

各類塑膠替代材質的歷程，適逢學校理化課教到海藻酸鈉的特性，故本團隊以此為發想

嘗試用海藻酸鈉製作出薄膜，並加入其他混合物質來強化其韌性。期許自製薄膜能成為

塑膠袋的良善替代品，即便遭到丟棄亦可於環境中有效分解，讓方便的提袋不再是環保

的負擔。 

 

二、研究目的(含研究架構) 

本研究要混合海藻酸鈉和乳酸鈣以及其它添加物來製成薄膜，並逐一測試其韌性、

含水性等材料特性。進而探討自製薄膜的強韌度和重複使用後是否能像塑膠袋一樣耐



用，乃至評估其可用程度。 終根據薄膜可分解的特性，檢視哪些影響因子促成分解效

率差異，待確認無環境危害後，方有望量產開發成環保提袋。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不同烘乾時間對薄膜質地的影響 

(二)探討海藻酸鈉薄膜的不同添加物對薄膜質地的影響 

(三)探討不同容量海藻酸鈉水溶液在托盤中對海藻酸鈉薄膜質地的影響 

(四)探討不同添加物的海藻酸鈉薄膜在草地下對其分解速度的影響 

(五)探討燃燒海藻酸鈉薄膜時是否產生毒物或其他物質 

 

 

 

  

 環保塑膠袋 

 
製成
成品

 
薄膜
分解

24小時觀察 

15x20(cm) 

草地下埋5cm 

 烘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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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同添加物 

種類

澱粉

衛生紙

面紙

紙箱

影印紙

實驗項目 

酸鹼性

耐油性

耐溫性

防水性

 測量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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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量 

耐受性 

縮小率 

 
不同容量海藻酸

鈉水溶液 

100mL 

150mL 

200mL 



 

三、文獻回顧 

(一)海藻酸納薄膜製成：將5g海藻酸鈉與5g乳酸鈣分別加入995g水調配出0.5%海藻酸鈉水溶

液和乳酸鈣水溶液後，在海藻酸鈉水溶液中加入添加物(衛生紙纖維、麵粉等)，倒入150mL

海藻酸鈉水溶液在托盤中，接著倒入300mL乳酸鈣水溶液在噴瓶中均勻噴灑在托盤上， 後

將薄膜放置30分鐘使其反應後將水倒掉並輕微擦乾薄膜後放入烘箱中24小時，溫度40度。 

(二)海藻酸鈉水溶液加乳酸鈣水溶液成膜原理： 

海藻酸鈉是一種直鏈狀、多醣類的天然高分子聚合物，與乳酸鈣水溶液混合時，乳酸鈣中的

鈣離子會取代海藻酸鈉水溶液表面上的鈉離子並抓住羧酸離子進行交聯作用，使原本的鏈狀

聚合物變成網狀聚合物進而形成半透明薄膜。 

(三)海藻酸鈉水溶液與乳酸鈣水溶液之比例： 

根據文獻，海藻酸鈉和水的比例有1:100、1:200和1:300，乳酸鈣水溶液和水的比例有1:200和

1:300等，我們的實驗取中間值比例的海藻酸鈉水溶液比例，乳酸鈣水溶液的比例也取相同比

例，然後再稍微調整變成5:995形成0.5%海藻酸鈉與乳酸鈣水溶液，來達到 佳效果薄膜。 

(四)海藻酸鈉薄膜加麵粉(澱粉)特性： 

在海藻酸鈉水溶液加入的麵粉未經糊化，會在製成的薄膜上看見未溶的澱粉顆粒，使薄膜變

粗糙，且澱粉濃度越高，薄膜更易脆。經糊化的麵粉加入薄膜後形狀外觀光滑平整，但仍然

易脆。 

(五)海藻酸鈉薄膜之分解： 

2cmx2cm大小的薄膜放入土壤中約四週後有分解的情形發生，而將薄膜置於酸性溶液內不易

分解，放置於鹼性溶液中，鈣離子會和氫氧根離子結合，進而使薄膜分解，因此薄膜在鹼性

環境下易分解。 

(六)海藻酸鈉薄膜之耐熱： 

1:150和1:200(海藻酸鈉：水)製成的薄膜可承受90度的高溫，達到70度時薄膜上會有混濁、半

透明現象，且1:150比1:200混濁，但韌性不受影響，50度時，1:150的薄膜開始吸水膨脹，1:20

0的薄膜仍保持原樣，整體來說，1:200的薄膜效果較佳。 

(七)塑膠袋的製作過程，如圖1： 

先將塑膠粒原料（聚乙烯（PE）、聚丙烯（PP）、聚苯乙烯（PS）、聚氯乙烯（PVC）等倒入方形

置料桶內，接著下方的塑料擠壓機利用傳動式螺旋桿送料棒將塑膠粒送至圓形塑料熔融槽內，高溫

熔融後吹出中空圓柱體的塑膠膜，將其頂端用繩子束綁並吊掛往上拉送，拉送過程中利用空氣冷卻



塑膠膜，之後往上拉至軸輪壓平後捲收成捲筒狀， 後加掛在封口機上的成捲中空塑膠袋裁切及封

口成所需尺寸。 

 

 

 

 

 

 

 

貳、研究設備及器材 

果汁機 電子秤 噴瓶 

燒杯 海藻酸鈉 乳酸鈣 

麵粉 衛生紙(水溶性) 面紙(非水溶性) 

烘箱 托盤 蒸餾水 

紙箱 影印紙 氫氧化鈉 

 

 

參、研究過程、方法與實驗結果 

薄膜的測量項目： 

一、載重測量步驟： 

(一)先裁切大小相同的薄膜(15cm X 20cm)，接著用長尾夾夾住薄膜兩端，並在一端掛上砝

碼。 

(二)紀錄 大耐重共掛了幾公克及斷裂時的薄膜伸長量。 

二、含水量測量步驟： 

(一)將剛做好的薄膜測量其重量。 

(二)接著在放入烘箱使其乾燥，乾燥後秤量其重量。 

(三)將原薄膜重量減去乾燥後薄膜重量，即可測得含水量。 

三、耐受性測量步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