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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綠藻與水質變化之探究 

 

摘要 

 

本研究係在探討綠藻與水質變化的條件。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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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在我小時候爸爸時常會帶我去河邊垂釣，我就在溪流沿岸撈魚、抓小昆蟲，直到升上了

國中才較少出去。爸爸常說：「現在的溪流和以前差很多，從前的我們只要捲起褲管下水抓魚，

必有收穫；而今釣了半天可能只釣到小小的幾尾；現在的水質實在差很多，魚都養不大！」

的確，在一旁撈魚、抓小昆蟲的我，也常發現不同水域的水，有的清澈見底卻看不到魚；有

的顏色很綠、很濁，看不到底，但卻可釣到許多的魚；有的顏色很黑，一樣沒釣到東西。到

底是什麼原因呢? 

 

記得一年級時自然課提到生物生存的條件，各種生物有牠適應環境的方式，其中最令我

感到興趣的就是生物與環境間的關係，為什麼很綠、很濁的河水， 竟然可讓魚生存，而顏色

很黑的河水卻不行！再加上現在水質「淨化」的觀念充斥，各大媒體不斷報導「綠藻可淨化

水質」，是否河水的綠就是綠藻的大量繁殖，就是讓魚兒生存的關鍵呢?於是想針對「綠藻可

淨化水質」的觀點做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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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近年來，台灣的水質問題越來越嚴重，而且溪流的水也越來越汙濁。希望藉由這項研究

來了解淨化水質的方法，希望藉由實驗數據結果找出是否有較好、較實惠的方法來改善水質。 

 

    本研究的目的是透過在實驗室分組模擬自然環境下，光照與空氣對綠藻淨化水質的影

響；先將取得的綠藻水與水溝水分組配置好，再利用濁度計和 pH 值檢測器每天測量，比較看

看綠藻對淨化水質的程度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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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大寶特瓶（5800mL）三個 

置放由戶外取得的綠藻水。 

 

二、大燒杯（1000mL）八個、曝氣設備二組 

取學校內水溝水足量、適量綠藻水，依是否需要給予曝氣設備。  

 

三、小燒杯（100mL）十一個、小錐形瓶（100mL）十一個、漏斗十一個、直徑 110mm 的濾

紙若干張 

（一）從大燒杯（1000mL）盛取約 100C.C 的水樣，以 pH 值檢測器測其酸鹼度。  

（二）因為要以濁度計檢側水樣之濁度，須先過濾水樣之大粒子再檢測，故將上述已測完

酸鹼度的水樣適量，並利用直徑 110mm 的濾紙過濾於錐形瓶中約 30C.C，待以濁度

計檢測。 

 

六、濁度計一只 

  （一）先用標準溶液校正。 

  （二）檢測過濾後的水樣（以小錐形瓶 100mL 盛裝，並置換於取樣瓶中）之懸浮微粒之多

寡。 

  （三）濁度數值愈大，代表水樣愈混濁；濁度數值愈小，代表水樣愈清澈。 

 

七、pH 值檢測器一只 

  （一）先用標準溶液校正。 

  （二）檢測大燒杯（500mL）水樣之酸鹼度 

  （三）數值接近 7 代表愈接近中性水質，數值愈小於 7 代表愈接近酸性水質，數值愈大於

7 代表愈接近鹼性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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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綠藻的取樣環境之介紹 

自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整治武洛溪之淨化池中取得。因在網路上得知水利署有

在這裡做整治河川的試驗，曾在這兒遊玩，發現池中的水十分的綠，且水面有魚出現的

痕跡，所以就取這兒的池水作為綠藻水的來源。 

 

 

二、學校水溝水取樣環境之介紹 

學校生物實驗室外之水溝！因校園中的水溝水取得較為便利，且其來源較清楚，為

實驗室水龍頭流出的水與大家如廁後的洗手水。利用一次下課時間勺取，發現其中泥沙

甚多，且十分汙濁，有惡臭！ 

   

 

 



 8 

三、選取八個實驗組別，分別給予編號＃1～＃8 

＃1：給予藻水 300c.c、水溝水 700c.c，給予 24 小時光照，給予 24 小時曝氣。 

 
 

＃2：給予藻水 300c.c、水溝水 700c.c，給予 24 小時光照，不給予曝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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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給予藻水 300c.c、水溝水 700c.c，給予 24 小時黑暗，給予 24 小時曝氣。 

 
 

＃4：給予藻水 300c.c、水溝水 700c.c，給予 24 小時黑暗，不給予曝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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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給予水溝水 1000c.c，給予 24 小時光照，給予 24 小時曝氣。 

 
 

＃6：給予水溝水 1000c.c，給予 24 小時光照，不給予曝氣。 

 
 

 



 11 

＃7：給予水溝水 1000c.c，給予 24 小時黑暗，給予 24 小時曝氣。 

 
 

＃8：給予水溝水 1000c.c，給予 24 小時黑暗，不給予曝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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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組分別置放於 24 小時光照與 24 小時黑暗之中： 

g  

 

四、在生物實驗室進行水樣濁度、pH 值之檢測，並將每次所測得的 pH 值、濁度數值記錄下

來，並試著作初步分析。 

 

五、每天中午、放學後，將各組之水樣先混合均勻，並取約 100C.C 的水樣置於 100ml 的小燒

杯內檢測 pH 值，並將所測結果記錄下來。 

         

六、續將上述各組之水樣過濾於 100ml 的小錐形瓶內約 30C.C，利用濁度計檢測濁度數值，並

將所測結果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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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根據所測得之 pH 值、濁度數值作統整圖表。 

 

日期 109.2.3           

  藻 1 藻 2 藻 3 ＃1 ＃2 ＃3 ＃4 ＃5 ＃6 ＃7 ＃8 

濁度平均 6.00 7.02 6.33 60.80 48.20 48.33 50.83 49.10 73.17 106.07 112.00 

pH 值平均 8.54 8.70 8.49 8.43 8.46 8.41 8.47 8.52 8.47 8.48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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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9.2.5           

  藻 1 藻 2 藻 3 ＃1 ＃2 ＃3 ＃4 ＃5 ＃6 ＃7 ＃8 

濁度平均 2.56 2.45 1.88 44.23 43.97 60.53 70.63 51.90 39.90 99.83 111.00 

pH 值平均 8.27 8.43 8.38 8.28 8.30 8.18 8.32 8.39 8.28 8.34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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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9.2.7           

  藻 1 藻 2 藻 3 ＃1 ＃2 ＃3 ＃4 ＃5 ＃6 ＃7 ＃8 

濁度平均 1.17 1.83 1.38 31.87 36.57 32.40 74.23 34.70 83.00 92.33 106.33 

pH 值平均 7.94 8.04 7.87 8.12 7.81 8.07 7.74 8.19 7.66 8.15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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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9.2.9           

  藻 1 藻 2 藻 3 ＃1 ＃2 ＃3 ＃4 ＃5 ＃6 ＃7 ＃8 

濁度平均 1.58 2.31 1.56 5.06 20.80 8.49 27.73 55.87 82.90 84.50 100.63 

pH 值平均 8.59 8.62 8.36 7.96 7.91 8.25 7.98 8.17 7.73 8.32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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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值變化 

 ＃1 ＃2 ＃3 ＃4 ＃5 ＃6 ＃7 ＃8 

109.2.3 8.43 8.46 8.41 8.47 8.52 8.47 8.48 8.48 

109.2.5 8.28 8.30 8.18 8.32 8.39 8.28 8.34 8.34 

109.2.7 8.12 7.81 8.07 7.74 8.19 7.66 8.15 8.15 

109.2.9 7.96 7.91 8.25 7.98 8.17 7.73 8.32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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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度變化 

 ＃1 ＃2 ＃3 ＃4 ＃5 ＃6 ＃7 ＃8 

109.2.3 60.80 48.20 48.30 50.83 49.10 73.17 106.07 112.00 

  109.2.5 44.23 43.97 60.53 70.63 51.90 39.90  99.83 111.00 

109.2.7 31.87 36.57 32.40 74.23 34.70 83.00  92.33 106.33 

109.2.9 5.06 20.80 8.49 27.73 55.87 82.90  84.50 1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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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以濁度來看： 

 

（一） 比較＃1、＃2 二管的數據：可看出在 3 日至 9 日的數值變化，雖然同樣有光照、

有綠藻，但是有無打氣的差別就明顯證明了濁度下降的多寡。 

 

（二） 比較＃3、＃4 二管的數據：在有綠藻、無光照、有無打氣的情形下，有打氣的

＃3 管濁度增加的情形較慢；相對的，＃4 管的濁度就明顯的增加。 

 

（三） 比較＃5、＃6 二管的數據：在無綠藻、有光照、有無打氣的情形下，有打氣的

＃5 管濁度增減的差距並不大，但是在＃6 管中，5 日的時候濁度下降，7 日卻暴

增。 

 

（四） 比較＃7、＃8 二管：在無綠藻、無光照、有無打氣的情形下，有打氣的＃7 管濁

度就有明顯下降，無打氣的＃8 管則有增有減。 

 

（五） 比較 綠藻水（＃1～＃4）、非綠藻水（＃5～＃8）二類的數據：發現前者一開始

時，濁度數值就較後者小，但前者下降的幅度較大。可見綠藻水的淨水效果較好。 

 

（六） 比較 曝氣組（＃1、＃3、＃5、＃7）與 非曝氣組（＃2、＃4、＃6、＃8）二類

的數據：發現前者的濁度數值下降的幅度較後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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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 pH 值來看： 

 

（一） 比較＃1、＃2 二管的數據：可看出兩試管的 pH 值在數值變化上有下降的趨勢。 

  

（二） 比較＃3、＃4 二管的數據：可看出兩試管的 pH 值在數值變化上先下降，最後一

次卻有上升的現象，但兩試管的 pH 值差異並不大。 

 

（三） 比較＃5、＃6 二管的數據：情形與＃3、＃4 雷同。 

 

（四） 比較＃7、＃8 二管：這兩試管的 pH 值在數值變化上一樣，先下降再上升的現象。 

 

 （五） 曝氣組（＃1、＃3、＃5）的 pH 值都比不曝氣組（＃2、＃4、＃6）來得高。 

 

（六） ＃6 的 pH 值最低 

 

（七） 除了＃3 外，我們發現有綠藻水的水，其 pH 值都偏低。 

 

（八） 除了＃6 外，我們發現有非綠藻水的水，其 pH 值都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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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一、我們可以發現在不同環境條件下，各組大燒杯所呈現出來的結果有所不同。 

 

二、各組大燒杯中以有綠藻、有光照、有打氣的組別，濁度下降較明顯。 

 

三、各組大燒杯中以有無綠藻、無光照、不打氣的組別，濁度下降不明顯。 

 

四、曝氣組的濁度較低。 

 

五、無綠藻水、有光照的水，其濁度上升的快。 

 

六、在各組大燒杯所測得的 pH 值： 

（一）四杯綠藻水，其中有三杯 pH 值偏低。 

      （二）四杯非綠藻水，其中有三杯 pH 值偏高。 

 

   七、曝氣組（＃1、＃3、＃5）的 pH 值都比不曝氣組（＃2、＃4、＃6）來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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