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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說明： 

1.說明書封面僅寫科別、組別、作品名稱及關鍵詞。 

2.編號：由承辦學校統一編列。 

3.封面編排由參展作者自行設計。 



 

 

摘要 

 

本研究採取實驗研究法，試圖驗證史萊姆含菌量超標之說，也想知道究竟史萊姆會不會長菌？

首先於家中自製史萊姆，但怕消毒不夠確實無法證實是否是沾黏細菌或是史萊姆本身長菌的，故在

無菌操作臺製作史萊姆樣本以控制環境變因，後續又比較市售史萊姆具具安全玩具標章與網路暢銷

款之生菌數差異。本實驗樣本史萊姆分成在家消毒製作無玩過(A)、有玩過(B)，無菌操作臺製作無

玩過(C)、有玩過(D)，具安全玩具標章無玩過(E)、有玩過(F)，網路暢銷款無玩過(G)、有玩過(H)，

共 8 組進行實驗觀察記錄，透過一次次實驗以及序列稀釋法找出觀察史萊姆細菌最佳稀釋濃度為

10
-2
。 

研究結果發現有玩過 B、D、F、H 四組在 48 小時內皆會長菌，且隨著時間越長，菌種和生菌

數也越多，生菌數 B≒D>F>H。再次實驗比較 C、D 兩組和國家檢驗標準差異，發現 D 組玩過之史

萊姆放置一天生菌數已高達 16000 CFU/mL，超過國家檢驗標準五倍之多。放置天數越多，史萊姆

生菌數越高，第三天已經超過國家檢驗標準十一倍之多，比文獻資料中提及超出歐盟標準四倍還要

多。 

實驗紀錄也證實玩過的史萊姆上的菌種不只一種，內可能含有大腸桿菌和容易引發皮膚過敏的

金黃色葡萄球菌，接觸皮膚易引起皮膚過敏，建議把玩後需要徹底洗手清潔，以免細菌殘留，亦不

適合重複把玩。 

 



 

 

目錄 

 
壹、研究動機 P.1 

貳、研究目的 P.1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P.2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P.3 

伍、研究結果 P.7 

陸、討論 P.20 

柒、結論 P.21 

捌、參考資料及其他 P.22 

 

 



 

 

 

壹、 研究動機 

因為我們兩個人很喜歡玩史萊姆，但是幾個月前被爸媽禁止玩，說什麼史萊姆會黏細菌，為

了求證，我們查詢相關資料，親子天下資料指出「藉由搓揉成型的史萊姆，不只拌入人體皮屑，還

有環境中的灰塵、病毒、細菌據英國消費者雜誌《WHICH？》報導，史萊姆檢體中的好氧性微生

物總量，超過歐盟建議值的四倍，易生細菌、藏污納垢的速度超強！」所以我們想知道史萊姆到底

可以黏上多少細菌？本身也會自己長出細菌嗎？ 

 

 

 

貳、 研究目的 
 

一、比較家中消毒製作的史萊姆有無玩過生菌數的差異。 

二、比較無菌操作臺製作的史萊姆有無玩過生菌數的差異 

三、比較具安全玩具標章的史萊姆與網路暢銷款史萊姆生菌數的差異。 

四、計算史萊姆菌落數與國家標準檢驗標準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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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史萊姆材料 

小蘇打粉、水、膠水、隱形眼鏡沖洗液 

二、實驗器材 

自製無菌培養基、酒精燈、燒杯、試管（已滅菌）、鑷子、微量吸管（micropipette）、高壓滅菌

鍋、電子天平、滅菌膠帶。 

    

洋菜 Agar 蛋白腖 Petone 
酵母抽出物 

Yeast Extract 

去離子水 

Dist H2O 

    

高壓滅菌鍋 電子天平 滅菌膠帶 無菌操作臺 

    

培養基 史萊姆材料 微量吸管 
三角玻棒 

酒精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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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 實驗流程圖 
 

 
 

 
 

 
 

 
 

 
 

 

 
 

 
 

 
 

 
 

 
 

 
 

 
 

 
 

 
 

 
 

 

 

  

 
史萊姆會長菌嗎？ 

家中消毒製作 

無菌操作臺製作 

自製無菌

培養基 

觀察記錄

細菌量 

A 無玩過 

B 有玩過 

C 無玩過 

D 有玩過 

自製史萊姆 

購買市售

史萊姆 

具安全玩具標章 

網路暢銷款 

E 無玩過 

F 有玩過 

G 無玩過 

H 有玩過 

採集史萊姆細菌 

撰寫實驗報告 

稀釋濃度

50μL 

100μL比較 

實驗結果

無法計數 

採用序列

稀釋法比

較 A、B、

C、D 四組 

實驗結果

不顯著 

再次實驗

使用濃度

1:1、10-1、
10-2 

比較 C、D

兩組 

採用序列

稀釋法比

較 E、F、

G、H 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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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獻探討 

(一) 史萊姆 

史萊姆，又稱鬼口水、slime 、鼻涕膠、水晶泥、拉伸泥，是一款由關華豆膠製造，以硼

砂、白膠漿混合而成的果凍狀玩具，並於塑膠桶中包裝出售，為美泰兒公司於 1976 年冬季推

出之產品。最簡易製造方法是用膠水加硼砂混合而成。其實以白膠或透明膠水混，刮鬍泡，小

蘇打粉和隱形眼鏡沖洗保養液充分混和後也可取代以硼砂製作的史萊姆（維基百科，2021）。

本實驗中提及之自製史萊姆皆以透明膠水、食用小蘇打粉和隱形眼鏡中洗液製作。 

(二) 玩具生物性安全檢測標準 

本國玩具國家標準檢驗有八項指標，其中第七項「生物性之安全要求」與本實驗樣本史萊姆

較為相關，其標準如下：兒童玩具含液態物，生菌數需在 3000CFU/g 以下，且不得檢出大腸桿

菌、綠膿桿菌、沙門氏桿菌或金黃色葡萄球菌等病原菌（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基隆分局，2016）。 

其中為確保「液態玩具」安全性，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與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合作， 於 111 年

購買 15 件「液態玩具」，依據國家標準 CNS 4797「玩具安全（一般要求）」進行「生物性」檢測，

期檢測結果特別提及「液態玩具」係指具液態、黏稠或成分中含水比例高之玩具，例如：假水/史

萊姆黏土玩具、指畫顏料、吹泡泡玩具等，兒童使用該玩具時會直接與本體液態狀接觸，如長期使

用生物性不符合規定之產品易引發過敏性皮膚炎（中華民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2023）。 

本實驗依據此檢驗標準做參照比較。 

 

三、 實驗步驟 

(一) 自製史萊姆 

1. 居家器具消毒製作：所有器具皆用 75%酒精消毒後使用。 

(1)倒膠水 50ml (2)加入小蘇打水

30ml，並攪拌 

(3)慢慢加入隱形眼

鏡沖洗液 50ml，攪

拌均勻 

(4)分裝成兩盒，一盒無

玩過(A)，一盒有玩過

(B)。樣本完成日期

202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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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菌操作臺製作：所有步驟皆在無菌操作臺製作。 

(1)倒膠水 50 ml (2)加入小蘇打水 30 

ml，並攪拌 

(3)慢慢加入隱形眼

鏡沖洗液 50 ml，

攪拌均勻 

(4)分裝成兩盒，一盒

無玩過(C)，一盒有玩

過(D)。 

    

 

(二) 自製無菌培養基 

(1)準備調配培養基材

料，分別秤重。 

(2)倒入無菌水(1000 ml)

當中。 

(3)搖晃均勻並貼上滅

菌膠帶。 

   

 

(4)放入高壓滅菌鍋上

層，開始滅菌。 

(5) 在無菌操作臺將基

底倒入培養皿中。 

(6) 將培養基一個個放

在無菌操作臺內側靜

置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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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採集史萊姆細菌 

(1)消毒無菌操作臺桌面 (2)用酒精燈消毒器具 (3)用鑷子從史萊姆母

樣本中夾取微量史萊

姆裝入試管中。 

(4)用電子天平秤重 

    

 

(5)加入等量的無菌水

於試管中 

(6)重複完成 A、B、

C、D 四組樣本 

(7)利用微量吸管取 0.1 
ml 

(8)用三角玻棒均勻塗

盤 
    

 

(四) 序列稀釋 

(1)在小試管上寫上組

別與稀釋濃度 

(2) 從每個濃度的試管

中取出 0.1 ml 溶液 

(3)加入 0.9 ml 的水一

直重複 

(4)從各濃度各取 0.1 ml
加入培養基中平塗均

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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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結果 
 
一、實驗一：有無玩過的史萊姆長菌速度的比較。 

(一) 操作變因：有無玩過(接觸手、桌子)  

(二) 控制變因：時間、地點、製作材料、抽取量  

(三) 實驗步驟 

1. 在無菌操作台製作史萊姆，完成將其分成 A 組無菌無玩過，B 組無菌有玩過。 

2. 在家自製史萊姆，器具用酒精擦拭消毒，分成 C 組自製無玩過，D 組自製有玩過。 

3. 採集 4 組史萊姆細菌，史萊姆和無菌水比例 1:1。 

4. 塗菌用量取 0.05ml 和 0.1ml 在培養基上平塗均勻，製作三重複。 

5. 靜置觀察四天。 

(四) 實驗記錄 

1. 塗菌用量 0.05ml 
           天數 

組別 
2/11 第一天 2/12 第二天 2/13 第三天 2/14 第四天 

A 0 0 0 0 

B 0 22 +++ ++++ 

C 0 0 0 0 

D 0 5 ++ +++ 

說明: 

(1) 此表格為三重複之平均。 

(2) 「+」號代表目視概估佔培養皿面積 1/4。 

(3) 「++」號代表目視概估佔培養皿面積 2/4。 

(4) 「+++」號代表目視概估佔培養皿面積 3/4。 

(5) 「++++」號代表目視概估佔培養皿面積 4/4。 

 
 

  

0

5

10

15

20

25

A B C D

有無玩過史萊姆生菌數差異(塗菌用量0.05ml)

2/11第一天 2/12第二天

(菌數/個) 

(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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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塗菌用量 0.1ml 

 
           天數 

組別 
2/11 第一天 2/12 第二天 2/13 第三天 2/14 第四天 

A 0 0 0 0 

B 0 1 ++ +++ 

C 0 0 0 0 

D 0 1 ++ +++ 

說明: 

(1) 此表格為三重複之平均。 

(2) 「+」號代表目視概估佔培養皿面積 1/4。 

(3) 「++」號代表目視概估佔培養皿面積 2/4。 

(4) 「+++」號代表目視概估佔培養皿面積 3/4。 

(5) 「++++」號代表目視概估佔培養皿面積 4/4。 

 
 

 

(6) 觀察照片 

  B1 B2 B3 

2/12 第二天 塗 菌

用 量

0.05ml 

   

塗 菌

用 量

0.1ml 

  

 

 

0

0.2

0.4

0.6

0.8

1

1.2

A B C D

有無玩過史萊姆生菌數差異(塗菌用量0.1ml)

2/11第一天 2/12第二天

(菌數/個) 

(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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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第三天 

 

塗 菌

用 量

0.05ml 

   

塗 菌

用 量

0.1ml 

   

2/14 第四天 

 

塗 菌

用 量

0.05ml 

   

塗 菌

用 量

0.1ml 

   

 

  D1 D2 D3 

2/12 第二天 塗 菌

用 量

0.05ml 

   

塗 菌

用 量

0.1ml 

 

 

  

2/13 第三天 塗 菌

用 量

0.05ml 

   

生菌量

多，約佔

培養皿面

積 4/4。 

生菌量

多，約佔

培養皿面

積 3/4。 

生菌量

多，約佔

培養皿面

積 2/4。 

生菌量

多，約佔

培養皿面

積 3/4。 

生菌量

多，約佔

培養皿面

積 2/4。 

第三天出現黃色、橘色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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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 菌

用 量

0.1ml 

   

2/14 第四天 塗 菌

用 量

0.05ml 

   

塗 菌

用 量

0.1ml 

   

(五) 小結 

1. 塗菌用量 0.05ml 的實驗中，B、D 兩組皆有長菌，且 B 組>D 組。 

2. 塗菌用量 0.1ml 的實驗中，B、D 兩組皆有長菌，兩組菌量無顯著差異。 

3. 塗菌用量 0.1ml 的實驗中，B、D 組第二天只長一個菌，到了第三天就有整片的狀態無法計算。 

4. 本次實驗結果只能證明有玩過的史萊姆會長菌，但由於濃度太濃，第三天長菌量太多因此無法

計算菌落數， 因此討論使用序列稀釋法再次實驗驗證。 

  

生菌量

多，約佔

培養皿面

積 2/4。 

生菌量

多，約佔

培養皿面

積 3/4。 

生菌量

多，約佔

培養皿面

積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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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二：採用序列稀釋法比較 A、B、C、D 四組史萊姆長菌狀態。 

(一) 說明：由於實驗一結果難以計算菌落數，因此採用序列稀釋 10
-2
、10

-4
、10

-6
三種濃度，想

測試出史萊姆的生菌數有多少，這次實驗加入手指摸過和無菌水作為對照組，此次史萊姆

沿用 2023 年 2 月 11 日實驗一所製作的史萊姆樣本。 

(二) 實驗紀錄： 

1. 第一天：112.2.26 

            組別 

濃度 
A B C D 手指摸過 無菌水 

10
-2
 5 0 0 0 71 0 

10
-4
 0 0 0 0   

10
-6
 0 0 0 0   

2. 第二天：112.2.27 
    組別 

濃度 
A B C D 手指摸過 無菌水 

10
-2
 6 0 0 0 82 0 

10
-4
 0 0 0 0   

10
-6
 0 0 0 0   

3. 第三天：112.2.28 
              組別 

濃度 
A B C D 手指摸過 無菌水 

10
-2
 9 0 0 0 無法計算 0 

10
-4
 0 0 0 0   

10
-6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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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驗照片： 

第一天 A 組 10
-2
 第二天 A 組 10

-2
 第三天 A 組 10

-2
 

   

 

手指摸過 無菌水 
  

 

(四) 小結： 

1. 手指摸過的培養基依照觀察天數增加，生菌數也增多。 

2. 觀察三天，對照組無菌水培養基上皆無細菌。 

3. 此次實驗結果沒有達到預期，故重新修正實驗。 

  

手指摸過的菌種繁

多，觀察到有白

色、黃色、米黃

色、橘黃色還有白

色長毛的菌。 

無菌水培養

基 很 乾

淨 ， 皆 無

長菌。 

A組竟然長

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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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三：採用序列稀釋法比較 E、F、G、H 四組史萊姆長菌狀態。 

(一) 說明：檢測市售史萊姆有無玩過的長菌情形，購買具有安全玩具標章的史萊姆和網路暢銷

款史萊姆，各分成兩組比較，組別：E（安全玩具無玩過)、F（安全玩具有玩過)、G（網

路暢銷無玩過)、H（網路暢銷有玩過)。 

(二) 實驗紀錄： 

1. 第一天和第二天的實驗紀錄，各組皆為 0。 

2. 第三天：112.2.28 
             組別 

濃度 
E F G H 

10
-1
 0 3 0 1 

10
-2
 0 0 0 1 

10
-3
 0 0 0 1 

10
-4
 0 0 0 0 

10
-5
 0 0 0 1 

10
-6
 0 0 0 0 

 
 

(三) 實驗照片： 

F 組 10
-1
 

 

 

H 組 10
-1
 H 組 10

-2
 H 組 10

-3

 H 組 10
-5
 

    

 

0

1

2

3

4

濃度 1 2 3 4 5 6

市售史萊姆有無玩過的長菌情形(48小時)

E F G H

(1) F 組長出一個白色大點。 

(2) H 組長出的都是白色小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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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結： 

1. E、G 兩組皆無長菌。 

2. F 組長了三顆菌最多，H 組 10
-1
、10

-2
、10

-3
、10

-5
皆有長一顆菌。 

3. 生菌數 F 組>H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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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四：重新製作，採用序列稀釋法比較 C、D 兩組史萊姆長菌狀態。 

(一) 說明：根據實驗二得知 10
-2
會長菌，其餘無長菌不易觀察，且討論推測樣本上的菌可能超過存

活時間，故重新在無菌操作臺製作史萊姆，並分成 C、D 兩

組樣本。且 D 組採用序列稀釋濃度 10
-1
、10

-2
兩種，加入培養

基中觀察並計算菌落數。 

(二) 實驗紀錄： 

1. 第一天：112.3.6 

(1) 兩倍稀釋組（史萊姆：水=1：1） 

                    組別 

三重複 
C D 

1 0 593 

2 0 569 

3 0 651 

平均 0 604 

菌落數算式 0╳2 604╳2 

菌落數(CFU/mL) 0 1280 

說明： 

菌落數(CFU/mL)算式=培養皿中之菌落數*稀釋倍數 

 

(2) 序列稀釋組 

                   組別 

濃度 
D1 D2 D3 平均 

10
-1
 68 60 63 64  

菌落數(CFU/mL) 13600 12000 12600 12800  

10
-2
 10 7 8 8  

菌落數(CFU/mL) 20000 14000 16000 16000  

說明： 

菌落數(CFU/mL)算式=培養皿中之菌落數*稀釋倍數 

例如：10
-1
D1 組 68*10*10*2=13600；10

-2
D1 組 10*100*10*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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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天：112.3.7 

(1) 兩倍稀釋組（史萊姆：水=1：1） 

                    組別 

三重複 
C D 

1 1 ++ 

2 0 ++ 

3 1 ++ 

說明: 

(1) 「++」號代表目視概估佔培養皿面積 2/4。 

(2) 序列稀釋組 

                   組別 

濃度 
D1 D2 D3 平均 

10
-1
 118 75 87 93  

菌落數(CFU/mL) 23600 15000 17400 18600  

10
-2
 15 15 16 15 

菌落數(CFU/mL) 30000 30000 32000 30000 

說明： 

菌落數(CFU/mL)算式=培養皿中之菌落數*稀釋倍數 

例如：10
-1
D1 組 118*10*10*2=23600；10

-2
D1 組 15*100*10*2=30000 

3. 第三天：112.3.8 

(1) 序列稀釋組 

                   組別 

濃度 
D1 D2 D3 平均 

10
-1
 121 77 92 97  

菌落數(CFU/mL) 24200 15400 18400 19400  

10
-2
 16 16 19 17  

菌落數(CFU/mL) 32000 32000 38000 34000  

說明： 

菌落數(CFU/mL)算式=培養皿中之菌落數*稀釋倍數 

例如：10
-1
D1 組 121*10*10*2=24200；10

-2
D1 組 16*100*10*2=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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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驗照片： 

(1) 兩倍稀釋 C、D 組 

 C 組 D 組(第一天) D 組(第二天) 

1    

2    

3    

 

(2) 序列稀釋 10
-1
 

 第一天 第二天 

1   

2   

3   

第二天有白色大圓點出現。 

第二菌量變多，大

多為白色小圓點。 

D1有一橘色大

點。 

黃色圓點疑

似金黃色葡

萄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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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序列稀釋 10
-2-

 

 第一天 第二天 

1   

2   

3   

 

(四) C、D 組與檢驗標準對照比較：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C、D組菌落數和檢驗標準比較

C組 D組 國家標準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C 組 0 0 0 

D 組 14400 23400 26700 

檢驗標準 3000 3000 3000 
單位：CFU/mL 

(菌落數) 

單位：CFU/mL 

(天數) 

 

第二天菌量

增加，且可

數，為白色

小圓點。 

D3出現橘色大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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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結： 

1. 無玩過 C 組沒長菌，有玩過 D 組生菌數高。 

2. 10
-1
和 10

-2
皆可以算出菌落數，但是 10

-2
較好計算，且三重複之結果也較為一致，因此推論

最佳稀釋濃度為 10
-2
。 

3. 有玩過之史萊姆放置一天生菌數已達 16000 CFU/mL，已經超過國家檢驗標準。 

4. 放置天數越多，史萊姆生菌數越高，皆超過國家檢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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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討論 

 

一、根據實驗一、二結果得知濃度 10-1、10-2較能觀察細菌個數。 

二、實驗一的結果證實有玩過的史萊姆會長細菌，且放置天數越多細菌含量越多。實驗一實驗結果

只能證明有玩過的史萊姆會長菌，但由於濃度太濃，第三天長菌量太多因此無法計算菌落數， 

因此討論使用序列稀釋法再次實驗驗證。 

三、實驗二的結果與實驗一不符合，此次無玩過的實驗組 A 卻也長出了細菌，但其他實驗組 B、

C、D 卻都沒有長出細菌，但對照組手指摸過培養基的在第一天就長出 20 個細菌，到了第二天

高達 82 個細菌。這個實驗結果與我們的假設衝突，推測可能原因如下： 

(一) A 組樣本可能被汙染，因此有外來細菌並非史萊姆樣本之原生細菌。 

(二) A、B 組製作實驗為 1/27，C、D 組製作實驗為 2/11，而實驗二培養基採樣實驗為 2/26 日，

已經經過約一個月的時間，且有加上蓋子，細菌可能死亡了。 

(三) 查詢資料大腸桿菌可以在 pH 3 . 7 - 3.9 及 4℃之下存活 22 天，在 30℃則存活 9 天，樣本皆

超過這段時間，因次推論並非無菌而是在樣本內超過存活時間了。 

四、根據實驗三結果的得知市售史萊姆有玩過的會長菌，無玩過的不會長菌。F 組長的菌數較多，

但只有 10-1有長菌；H 組稀釋濃度 10-110-210-310-5都會長菌。 

五、根據實驗觀察紀錄發現，有玩過的史萊姆放置天數越久生菌數越高，第一天長的菌是白色小

點，到了第二天白色小點菌量增多，加上有不同顏色(黃色、橘色)的菌種出現，部分培養基第

三天會出現黑點長毛的菌，推測為黴菌感染。 

六、承上，第一天出現的白色小點菌種疑似大腸桿菌，這也是目前液態玩具檢驗中最常出現的菌

種；而第二天出現的黃色原點菌種可能為金黃色葡萄球菌，此種菌接觸到皮膚可能會有過敏反

應，如本身有異位性皮膚炎者會更容易產生皮膚搔癢，會讓病情惡化。如要明確確認菌種有待

後續研究探究。 

七、根據實驗四結果，有玩過史萊姆放置一天生菌數皆以超標，玩過之史萊姆放置一天生菌數已達

16000 CFU/mL，超過國家檢驗標準五倍之多。與先前查詢文獻資料得知超過歐盟標準的四倍之

多相契合，也證實玩過之史萊姆含菌量超標之說 



 

21 

 

柒、 結論 

 
一、 要明確計算史萊姆的生菌數最佳稀釋濃度為 10-2。 

二、 無論在家中消毒製作的史萊姆或是無菌操作臺製作的史萊姆，只要玩過就會長菌，有玩過 B

組和 D 組生菌數皆很多。 

三、 市售史萊姆無論是否具有安全玩具標章或是網路暢銷款，只要打開玩過就會長菌，生菌數 F 組

>H 組。 

四、 有玩過史萊姆放置一天生菌數皆已超標，已高達 16000 CFU/mL，超過國家檢驗標準五倍之

多。放置天數越多，史萊姆生菌數越高，第三天已經超過國家檢驗標準十一倍之多。 

五、 玩過的史萊姆上的菌種不只一種，內可能含有大腸桿菌和容易引發皮膚過敏的金黃色葡萄球

菌。 

六、 建議史萊姆玩家須注意下列幾點： 

(一) 把玩後需要徹底洗手清潔，以免細菌殘留。 

(二) 不建議重複把玩，因為隨著天數增加，含菌量也增加，對人體會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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