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屏東縣第 60 屆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作品說明書 

 

 

科         別：生活與應用科學科（二） 

 

組           別：國中組 

 

作品名稱：你的健康，我來「罩 」 

 

關 鍵 詞：口罩、起死回生法、接觸角 

 

編       號：B7004 

 

 

 

 



 

1 
 

摘要 

現代的工業發展對我們的空氣造成了極大的汙染，我們也要做出相對的防護，再加上近期新型冠

狀病毒的嚴重疫情，造成口罩的供應量嚴重不足，在網路以及媒體上也出現了許多用來增加口罩

使用次數的方法，所以我們決定利用沒戴過、有戴過還有經過酒精消毒法、紫外線消毒法和電鍋

蒸煮法的外科口罩，利用水滴的接觸角來測試各個口罩的防水性，利用熱水以及濕度計測量各個

口罩的透氣性，最後在利用吸塵器模擬人體呼吸來測試各個口罩的防塵性。最後整體效果最好的

是紫外線消毒法＞酒精消毒法＞電鍋蒸煮法。 

壹.研究動機 

在八年級上學期的健康與體育課程中，提到了各式各樣的傳染病，並且教導了我們如何有效的預

防這些傳染病，其中最簡單且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戴上口罩了，因為口罩可以說是隨處可得且價格

親民的防護裝備，再加上現代社會的工商業快速發展，雖然帶給人類不少便利之處，卻也對大自

然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其中，也使我們的空氣受到汙染，如果沒有做好相關防護措施，還有可能

自食其果，染上各式各樣的呼吸道疾病，如果出現的嚴重的傳染病疫情，「口罩」正是我們在公

眾場合出沒時重要的物品，尤其是最近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造成口罩供應量嚴重不足，使網路以

新聞媒體上也開始流傳著一些「起死回生法」，為的就是想要增加口罩的使用次數，不過到底有

哪些方法是實際有用，哪些毫無用處呢?? 我們決定了一些實驗方法，實測一下使用前後的口罩還

有經過起死回生法的口罩的防水、防塵以及透氣效果在使用前後是否有改變，於是展開了實作探

究之旅。 

貳.研究原理及目的 

一、研究原理： 

（一）接觸角：是意指在液體/氣體界面接觸固體表面而形成的夾角。若是固體表面為疏水，則接

觸角將大於 90°。若是固體表面為疏水，則接觸角將大於 90°。對於高疏水性的表

面，其對水的接觸角可高達 150°或甚至近 180°。在這種的表面上，水滴僅是停留在

其上，而非真正對其表面浸潤，可稱之為超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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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中，θc 角就是所謂的接觸角，我們就是使用這個特性去測量口罩的防水性，最後在

使用手機應用程式測量角度。 

 

 

 

 

 

 

 

（二）顏色分析 

在防塵性實驗中，我們使用了在 Playg 下載的 

Color Analysis 顏色分析軟體來輔助，並以口罩表面顏色

「灰白色」作為我們實驗數據的觀察對象，當數值愈高，

代表口罩擋下的灰塵愈多，防塵性也就愈高。 

 

 

 

 

 

 

 

 

（三）起死回生法： 

皆是使用已戴 8 個小時的口罩去經過各種起死回生法消毒。 

1. 紫外線蒸煮法：將使用過的口罩置於紫外線燈管（UVA）下使其照射 10 分鐘。 

2. 酒精消毒法：將 75％的酒精裝於噴霧瓶裡在口罩上方 10 公分處噴灑並等待其揮發。 

3.   電鍋蒸煮法：依照參考文獻內建議的最高次數 5 次，每次平均 4 分鐘，60-65℃去操作實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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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消毒法 紫外線消毒法 電鍋蒸煮法 

 

二、實驗目的： 

1. 測試口罩使用前後防水性差異比較 

2. 測試口罩使用前後防塵性差異比較 

3.測試口罩使用前後透氣性差異比較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外科口罩 吸塵器 拍照設備 溼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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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與方法 

實驗一：測試口罩使用前後防水性差異比較 

步驟一：準備帶過、有帶過但是沒有使用起死回生法、使用酒精消毒、使用紫外線燈消毒還有電

鍋乾蒸法的外科口罩各一個。 

步驟二：滴水後立即計時，分別在 0 分鐘、3 分鐘、5 分鐘以及 10 分鐘時拍照。 

步驟三：計時結束後使用手機程式測量水滴與口罩表面的接觸角。接觸角越大代表防水性（疏水

性）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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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測試口罩使用前後防塵性差異比較 

步驟一：將口罩綁在吸塵器吸口前端。 

步驟二：分別在 0 分鐘、1 分鐘、3 分鐘和 5 分鐘時拍照 

步驟三：將照片匯入手機程式內分析口罩表面的顏色比例，若顏色與原本（沒帶過）

的顏色差異越大，則代表防塵效果越好。 

 

 

實驗三：測試口罩使用前後透氣性差異比較 

步驟一：將燒杯裡裝約 100 熱水 8 分滿，並將口罩套在燒杯口，

用橡皮筋固定。 

步驟二：將溼度計放在口罩上，分別在 0 分鐘、1 分鐘、3 分鐘

以及 5 分鐘時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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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與分析 

實驗一：測試口罩使用前後以及經過起死回生法的防水性 

表一：防水性之結果比較圖 

 0 分鐘 3 分鐘 5 分鐘 10 分鐘 

沒帶過 138.6 138.3 137.5 136.1 

有帶過 115.5 107.6 99.2 93.6 

酒精消毒法 118.2 113.8 106.0  99.2 

紫外線消毒法 129.0 126.7 124.7 123.2 

電鍋蒸煮法  91.0 82.8 75.8 73.1 

（單位：度） 

 

1. 紫外線消毒法對口罩的防水性的影響最小。 

2. 酒精消毒可能會破壞口罩的物理性，也有可能滲入口罩中內層的過濾層而失效。 

3. 經過電鍋蒸煮法消毒之後的口罩防水性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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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測試口罩使用前後以及經過起死回生法的防塵性 

＊數值越高代表防塵性越佳 

表二：防塵性之結果比較圖 

 0 分鐘 1 分鐘 3 分鐘 5 分鐘 

沒戴過 0.0 0.12 0.62 1.12 

有戴過 0.0 0.01 0.02 0.09 

酒精消毒法 0.0 0.01 0.05 0.11 

紫外線消毒法 0.0 0.03 0.11 0.21 

電鍋蒸煮法 0.0 0.01 0.05 0.12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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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紫外線消毒法的防塵性最好 

2. 經過酒精消毒過的口罩可能因為中間過濾層有碰到些許酒精，所以過濾的功能會失效 

實驗三：測試口罩使用前後以及經過起死回生法的透氣性 

表三：透氣性之結果比較圖 

 有無起霧 1 分鐘 3 分鐘 5 分鐘 

沒帶過 有 4 22 26 

有帶過 有 6 22 27 

紫外線消毒法 有 8 23 28 

酒精消毒法 有 7 25 28 

電鍋蒸煮法 有 13 22 23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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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酒精消毒法的效果跟紫外線消毒法接近，我們覺得是因為最內層布料沒有被酒精破壞，且

最內層的布料可吸水所以影響不大。 

2. 電鍋蒸煮法後的口罩會萎縮變形，影響到口罩的透氣孔洞，所以透氣性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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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關於防水性 

1. 電鍋蒸煮法的效果最不佳，我們推測是因為電鍋的溫度太高（60-65℃），導致口罩的表面

結構被破壞，也會使口罩萎縮變形，所以防水性也接連被影響，就不能有效的防範飛沫傳

染，還有可能讓病毒停留在口罩表面，如果要使用此方法，就不能蒸太多次，至多 5 次就

已經是極限了。 

2. 利用酒精消毒後的口罩有可能因為表面被酒精破壞，降低防水的功能，如果酒精過多，也

有可能會滲入中間的過濾層，使其無法完整發揮過濾的功能。 

3. 紫外線消毒法是目前最好的方法，因為此方法不會直接性的碰到口罩，就不會像酒精消毒

一樣破壞到口罩結構，也不會像電鍋蒸煮法一樣因為高溫而導致口罩變形。 

二‧關於防塵性 

1. 高溫也會導致中間的過濾層出現融化的跡象，所以經過電鍋蒸煮法的口罩無法正常發揮它

的保護功能。 

2. 有可能是因為我們的酒精噴灑得太多，讓過濾層的布料碰到液體而失效，所以如果要使用

酒精消毒口罩的話，要注意酒精噴灑的量。 

3. 紫外線消毒法在防塵這方面也是最佳的。 

 

三‧關於透氣性 

1. 紫外線與酒精的因為消滅了一些物質所以透氣性較好。 

2. 而有戴過和沒戴過的因為沒經過其他處理所以透氣性差不多。 

3. 電鍋蒸煮法的因為蒸過後會萎縮，透氣孔洞也變得比較小所以透氣性就會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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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1.紫外線消毒法對防水、消毒、透氣性的影響最小，但是如果在消毒的當下沒有最好防護的準

備，有可能會引發皮膚病變，若照射到眼睛也會使眼睛受傷。 

2.酒精消毒法的效果次佳，我們覺得它在防水、防塵以及透氣的實驗中效果會比紫外線消毒法來

的差的原因是因為酒精在噴灑的時候過多，以致於破壞到口罩表面的防水效果，接著進入了內層

的過濾層，造成它防水防塵效果較差的原因，所以使用酒精消毒法時要注意噴灑的量，過多的

話，酒精會破壞口罩的防水效果，飛沫就會停留在口罩上。 

3.電鍋蒸煮法的效果最差，我們覺得口罩在乾蒸的當下外側的防水層、中間的過濾層以及內側的

親水層都有被溶化的現象，而且口罩本身也有萎縮變形的情況透氣孔洞也就會變小，所以口罩基

本的功能都已經消失，而造成防水防塵以及透氣最差的情形，如果要使用電鍋蒸煮法就必須注意

溫度、時間以及次數，至多 5 次就已經是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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