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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消基會曾公布一般免洗筷六成五有問題，長期使用下將可能造成身體不適。本實驗是利

用實驗室常見的器材及試劑，針對學校附近的小吃店及一般便利商店所提供的免洗筷，做一

次簡單的總體檢，主要項目包括：外觀知覺檢視、油墨檢測、螢光增白劑檢測、防腐劑檢測、

過氧化氫檢測及免洗筷水溶液 pH值檢測等六項。實驗後發現，樣本幾乎都有過氧化氫的反

應；利用市售驗鈔筆做簡單檢測，發現一款免洗筷外包裝有添加螢光劑的嫌疑；防腐劑測試，

更讓人訝異，有些樣本放在容易孳生黴菌的環境達半個多月，竟沒有發霉現象，連黴菌都無

法順利生長，可見對生物的殺傷力真的很強。建議商家下次在附贈免洗筷時，謹慎選用；希

望同學們還是自備「環保筷」最安全。 

 

壹、  研究動機 

消基會每次公布的免洗筷抽檢結果都令人訝異，幾乎不合格率都在六成左右，即在外使

用兩雙免洗筷，就有一雙是有問題的，這樣的結果，怎不讓人緊張。但會自備環保筷的人卻

少之又少。 

上學期初學校贈送給全校師生每人一副環保鐵筷，並嚴格禁止我們在校園內使用免洗

筷。現代人工作忙碌，無暇準備三餐，外食便成最佳選擇。從高級飯店到路邊攤，均使用免

洗筷，但方便快速就真的就好嗎？使用免洗筷減低肝炎傳染的風險，但免洗筷就真的有那麼

衛生嗎？ 

相信大家都曾耳聞過免洗筷含對人體有害的物質，網路曾轉載過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

理系趙可式教授在「2004年安寧療護傳愛種子培訓班」的演講內容：「如果你以前到現在每天

用免洗筷，未來還是會持續如此，當有一天被診斷為癌症時，請不要問----為什麼是我？」這

樣聳動的內容令我印象深刻，也很想知道平時看到或使用的衛生免洗筷哪些算是不安全的

呢？ 

新聞報導提到過免洗筷的紙包裝上有些會有可遷移性螢光劑，螢光劑增白劑是染料的一

種，藉由光線折射，會造成潔白的假象，常用在紙張的印刷上，提高紙的亮白度，如果可遷

移性螢光增白劑或其它類螢光劑不慎污染筷子而進入人體，長時間累積下來，會對我們肝腎

造成很大的傷害，所以很好奇學校周圍店家附贈的筷子，有多少是含有可遷移性螢光劑呢？ 

我們查閱過網站及歷屆科展後，分析幾個關於衛生筷的科展文獻，發現下列幾點： 

1、針對實驗樣本而言，採樣數不夠多，因為市售衛生筷有 60多種。 

2、針對實驗項目而言，有些不夠貼近我們生活周遭，不容易執行，有些還必須使用貴重儀器。 

3、針對實驗結果而言，有些我們想知道的結果，並未被提到過。 

所以我們想透過作科展的機會，利用簡單工具就可以為學校附近的小吃店及一般便利商

店所提供的免洗筷，做一次簡單的總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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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目的 

一、 市面上有些免洗筷包裝上清楚標示出不含任何防腐劑、漂白劑或螢光劑殘留，其筷子是

否就真的無殘留呢？如果標示是安全的，那其他沒標示的呢？ 

二、 在用餐時偶爾會無聊亂咬筷子，發現到有些會讓嘴裡有酸酸的感覺，這酸酸的味道是否

就是會導致過敏或氣喘病的漂白劑或防腐劑呢？ 

三、 通常我們食用涼麵及熱湯麵的免洗筷是無特別區分，但溫度不同，筷子上有害的殘留物

隨著飲食進入我們體內的量是否相同呢？如果讓筷子泡在水中的時間久一點，那筷子

上殘留的有害物質會變少嗎？ 

四、 小吃店所附贈的筷子包裝上多印有紅漆（註冊商標），有時買湯麵時所附贈的筷子會因

溫度過高而使紅漆轉印至筷子，這是為什麼呢？學校周圍店家所附贈的筷子，有多少會

這樣呢？ 

五、 每一種食物或物品都有其保存期限或使用期限，發霉的東西對我們而言當然不好，但筷

子發霉不該用，那一直都不發霉的筷子，我們就能用的安心嗎？ 

六、 到底學校周圍店家所附贈的筷子，有多少是含有可遷移性螢光劑呢？ 

七、 希望藉由我們能理解且簡便的測試結果，提供給同學做為日後參考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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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  免洗筷樣本 

編號 外觀 來源 編號 外觀 來源 

1 
連鎖 

火鍋店 
16 

x-11 

(附贈) 

2 小吃店 17 
泡麵 

附贈 

3 
泡麵 

附贈 
18 便當店 

4 小吃店 19 小吃店 

5 
連鎖 

小吃店 
20 小吃店 

6 小吃店 21 
泡麵 

附贈 

7 魯味店 22 
泡麵 

附贈 

8 小吃店 23 
x北 

百貨 

9 麵攤 24 
x-11 

(購買) 

10 便當店 25 
x家 

(購買) 

11 小吃店 26 
Ox 

(購買) 

12 快炒店 27 
連鎖 

壽司店 

13 
連鎖 

火鍋店 
28 小吃店 

14 
連鎖 

火鍋店 
29 炭烤店 

15 便當店 30 
商店 

(購買) 

對照 學校 

表一 未切削前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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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切削前、後樣本比較 

 

圖二 切削後樣本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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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驗項目及設備 

表二 實驗項目及設備器材 

實驗項目 器材及設備 試劑﹨試紙 

製作實驗樣本 
1、免洗筷樣本【未切削前】 

2、削鉛筆機 

 

外觀知覺檢視 
1、免洗筷樣本【未切削前】 

2、實驗紀錄本 

 

油墨檢測 

1、大燒杯 

2、適量熱水 

3、免洗筷樣本【未拆封】 

4、放大鏡 

5、實驗紀錄本 

 

螢光增白劑檢測 

1、免洗筷樣本【未切削前】 

2、自製暗箱 

3、驗鈔筆 (波長：370nm紫光 LED) 

4、實驗紀錄本 

 

防腐劑檢測 

1、免洗筷樣本【切削後】 

2、適量純水 

3、量筒 

4、滴管 

5、培養皿 

6、觀察箱 

7、放大鏡 

8、實驗紀錄本 

 

過氧化氫檢測 

1、免洗筷樣本【切削後】 

2、適量純水 

3、量筒 

4、滴管 

5、培養皿 

6、放大鏡 

7、實驗紀錄本 

1、過氧化氫檢試劑 

＜桃園縣衛生局提供＞ 

 

免洗筷水溶液之 

酸鹼值檢測 

1、免洗筷樣本【切削後】 

2、適量純水 

3、量筒 

4、滴管 

5、試管 

6、pH計 

7、溫度計 

8、實驗紀錄本 

1、藍色石蕊試紙 

2、廣用試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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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  前置作業 

(一) 資料搜尋 

1.利用網路或官方網站搜集免洗筷及其添加物的資料。 

2.由電視新聞及報章雜誌搜集免洗筷的資訊。 

(二) 樣本蒐集 

      1.學校周邊的餐飲相關店面： 

(1)路邊攤 

(2)火鍋店 

        (3)麵店 

(4)餐飲連鎖店 

(5)餐廳 

        (6)自助餐店 

        (7)夜市小吃攤 

2.購買商店所販賣之衛生免洗筷 

        例：x家超商、x-11超商、x北百貨、Ox超商、x客多超商、一般商店等。 

3.從收集到的 40多種衛生免洗筷中，取數量較多的 30種作為測試對象，並以學校所提

供之環保鐵筷，作為對照組。 

(三) 製作實驗樣本 

1.將蒐集到的 30種免洗筷加以編號。 

2.利用削鉛筆機將所有的免洗衛生筷削成碎屑狀。 

3.將其分類裝入個別密封袋中保存。 

二、  實驗過程 

(一) 實驗項目 

1.外觀知覺檢視 

(1)以目視方式，依序觀察 1到 30號樣本就其外觀色澤、氣味、觸感、材質加以檢視。 

(2)紀錄結果。 

2.油墨檢測 

(1)將裝適量熱水的燒杯，依序壓在未拆封竹筷上。 

(2)靜壓計時三分鐘。 

(3)用放大鏡觀察樣本，檢視筷子是否印有包裝上的油墨圖案。 

(4)紀錄結果。 

3.螢光增白劑檢測 

       (1)依序用驗鈔筆在暗室中觀察免洗筷之外包裝表面，是否有反光現象。 

(2)再依序將筷子插入自製暗箱中，邊旋轉邊用驗鈔筆照射表面。 

(3)觀察筷子表面，是否出現點狀或條狀的光點。 

(4)紀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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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防腐劑測試 

(1)將量筒裝純水 20ml。 

(2)電子天平秤取 2克樣本。 

(3)將量筒內的純水與樣本，均勻置入培養皿中。 

(4)重覆步驟 30次。 

(5)將培養皿依序置入觀察箱內。 

(6)用保鮮膜將觀察箱封好，使其箱內保持合適的溫度及溼度。 

(7)以放大鏡按時觀察樣本發霉情形，觀察時間：第一天、第三天、第五天、第七天、 

第九天、第十一天、第十五天。 

(8)紀錄結果。 

5.過氧化氫測試 

(1)用電子天平秤取 0.5克樣本。 

(2)將所測樣本置入培養皿中。 

(3)將樣本均分為兩部分。 

(4)一邊滴入五滴過氧化氫檢試劑，另一邊對照組，則滴入五滴清水。 

(5)靜待五分鐘，以放大鏡觀察是否有顏色的變化。 

(6)紀錄結果。 

6.免洗筷水溶液之酸鹼值檢驗 

(1)用電子天平秤取 0.5克樣本。 

(2)量筒量取 20℃純水 10ml。 

(3)將樣本及純水倒入試管。 

(4)靜待 5分鐘後，分別以 pH計，藍色石蕊試紙及廣用試紙檢測。 

(5)靜待一天後，分別以 pH計，藍色石蕊試紙及廣用試紙檢測。 

(6)依上述步驟，將純水溫度改為 50℃及 70℃。 

(7)重覆進行測試。 

(8)紀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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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結果 

ㄧ、  外觀知覺檢視 

    由小組中三位成員各自獨立觀察紀錄，再以投票討論方式決定各樣本的檢視結果，檢視

項目依序細分如下： 

外觀色澤，區分四大類：褐色、米黃、米白、白。 

氣味，依刺鼻程度區分 0~3級  (0：無特殊氣味  3：具刺鼻味)。 

觸感，區分三大類：平滑、微粗糙、粗糙。 

材質，區分兩類：木材、竹子。 

     表三 外觀知覺檢視結果表 

 

結果：觀察樣本的外觀顏色，幾乎是白色或偏白色；就觸感來說，有幾款樣本摸起來很平滑，

另有少數幾種，就很粗糙，仔細觀察還可發現未修整而分叉的竹筷細絲；氣味方面，

除 9、20、25、27號聞起來無特殊氣味外，其餘各款幾乎都有些許酸味，其中 3、7、

10、14、15及 17號氣味聞起來讓人較不舒服。 

 

項目 

編號 

外觀 

色澤 
氣味 觸感 材質 

   項目 

編號 

外觀 

色澤 
氣味 觸感 材質 

1 褐 1 平滑 竹 16 白 1 微粗糙 木 

2 米白 1 粗糙 竹 17 褐 3 粗糙 竹 

3 米黃 3 微粗糙 木 18 米白 1 粗糙 竹 

4 褐 2 粗糙 竹 19 米白 1 微粗糙 竹 

5 米白 1 微粗糙 竹 20 褐 0 平滑 竹 

6 褐 1 平滑 竹 21 白 1 粗糙 木 

7 褐 3 平滑 竹 22 白 2 粗糙 木 

8 褐 1 粗糙 竹 23 褐 1 平滑 竹 

9 白 0 粗糙 竹 24 白 1 粗糙 木 

10 褐 3 平滑 竹 25 米白 0 平滑 竹 

11 米白 1 平滑 竹 26 米黃 1 微粗糙 竹 

12 米白 1 粗糙 竹 27 米白 0 微粗糙 竹 

13 褐 1 平滑 竹 28 米白 1 微粗糙 竹 

14 米白 3 微粗糙 竹 29 米白 1 平滑 竹 

15 白 3 粗糙 竹 30 米白 1 平滑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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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有紅色油墨殘留在樣本上 

二、  油墨檢測 

由小組中三位成員各自獨立觀察竹筷上是否有殘留油墨圖案，若有殘留則以●表示之，

再以投票討論方式決定各樣本的檢視結果。 

        

 

 

 

 

 

 

 

 

 

 

 

 

 

 

 

 

 

 

 

 

       

 

結果：實驗後觀察到 1、6、13、20、26號樣本，會有些許包裝的顏料殘留現象，其餘則無。 

 

項目 

編號 
是否殘留 

項目 

編號 
是否殘留 

1 ● 16  

2  17  

3  18  

4  19  

5  20 ● 

6 ● 21  

7  22  

8  23  

9  24  

10  25  

11  26 ● 

12  27  

13 ● 28  

14  29  

15  30  

表四 油墨檢測結果表 

圖三 計時，細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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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樣本簡易測試方式 

三、  螢光增白劑檢測 

由小組中三位成員，各自在暗室中以驗鈔筆觀察檢視後紀錄，再以討論投票方式決定各

樣本的檢視結果，經由檢視後若有異常，則以●表示。 

    
  

   

 

 

 

 

 

 

 

 

 

 

 

 

 

 

 

 

 

 

 

 

 

 

 

結果：觀察後發現，原本在亮室中為橘色字的 14及 23號，置於暗室中，以驗鈔筆照射後，

23號紙製外包裝上的字體呈黑色，但 14號紙製外包裝的字體則呈非常明顯的亮橘色。

另逐一利用驗鈔筆檢視筷子樣本，30種樣本都未出現螢光反應。 

 

項目 

編號 
外包裝 樣本 

項目 

編號 
外包裝 樣本 

1   16   

2   17   

3   18   

4   19   

5   20   

6   21   

7   22   

8   23   

9   24   

10   25   

11   26   

12   27   

13   28   

14 ●(亮橘光)   29   

15   30   

 亮室 

圖七 外包裝正常無特別反光現象 (暗室) 圖八 外包裝字面顯現亮橘色反光現象 (暗室) 

圖六 外包裝簡易測試方式 (亮室)  

 暗室 

表五 螢光增白劑檢測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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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實驗前 

四、  防腐劑測試 

 由小組中三位成員各自獨立觀察紀錄，再以討論投票方式決定各樣本的檢視結果，檢視

樣本發霉程度，區分 0~5等級  (0：無變化  5：嚴重發霉) 。 

                   

  

 

 
 

 

 

 

第 1天：無變化 

第 3天：無變化 

圖九 白色的透明菌絲 圖十 液面有懸浮物 

圖十二 實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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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天： 

1 2 3 4 5 6 

0 0 0 0 0 0 

7 8 9 10 11 12 

0 0 0 0 0 0 

13 14 15 16 17 18 

0 0 0 0 0 1 

19 20 21 22 23 24 

1 1 0 0 0 0 

25 26 27 28 29 30 

0 0 0 1 0 0 

 

 

第 7天： 

1 2 3 4 5 6 

1 0 0 0 0 0 

7 8 9 10 11 12 

0 0 0 0 0 0 

13 14 15 16 17 18 

0 0 1 0 0 2 

19 20 21 22 23 24 

2 2 0 0 0 0 

25 26 27 28 29 30 

0 0 0 2 1 2 

 

 

第 9天： 

1 2 3 4 5 6 

2 0 0 0 0 0 

7 8 9 10 11 12 

0 1 1 0 1 0 

13 14 15 16 17 18 

0 0 2 0 0 3 

19 20 21 22 23 24 

3 3 0 0 0 0 

25 26 27 28 29 30 

0 1 0 2 1 2 

 

表六 第 5天防腐劑測試結果表 

表七 第 7天防腐劑測試結果表 

表八 第 9天防腐劑測試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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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第 15天防腐劑測試結果

第 11天： 

1 2 3 4 5 6 

2 0 0 0 0 0 

7 8 9 10 11 12 

0 2 1 0 2 0 

13 14 15 16 17 18 

0 0 3 0 0 4 

19 20 21 22 23 24 

4 4 0 0 0 0 

25 26 27 28 29 30 

0 2 0 2 1 2 

 

 

第 15天： 

1 2 3 4 5 6 

3 1 1 1 1 1 

7 8 9 10 11 12 

1 3 2 1 3 1 

13 14 15 16 17 18 

0 0 5 1 1 5 

19 20 21 22 23 24 

5 5 1 0 1 0 

25 26 27 28 29 30 

1 3 1 3 2 3 

 

 

結果： 

剛開始的 1~3天：所有樣本無變化。 

第 5天：培養皿中的樣本開始產生變化，觀察發現 18、19、20及 28號的液面有懸浮 

物出現。 

第 7天：觀察發現 1、15、29號有很微小的黑點出現，而 18、19、20、28及 30號裡

面出現了些許的白色透明菌絲。 

第 9天：8、9、11、26號有很微小的黑點出現，1、15、28及 30號黑點變大，而 18、

19及 20號裡面出現的白色透明菌絲量變多。 

第 11天：9及 29號微小的黑點增多，而 1、8、28、11及 30號黑點持續變大，另外 18、

19及 20號裡面所出現的白色透明菌絲幾乎佈滿樣本的上部。 

第 15天：觀察樣本幾乎都有變化，但值得注意的是 13、14、22及 24號，我們一致認

為無太大變化的。 

 

表九 第 11天防腐劑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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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整體比較變化

五、  過氧化氫測試 

由小組中三位成員各自獨立觀察紀錄，再以討論投票方式決定各樣本的檢視結果，檢視

樣本顏色的反差等級，共分為 0 ~ 5級。 

      

  

       

 

 

 

圖十五 滴試劑後顏色反差明顯 圖十六 滴試劑後顏色反差不明顯 

圖十三 未加工竹子滴試劑後顏色反差明顯 圖十四 未加工木塊滴試劑後顏色反差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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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觀察得知，對照組鋼筷，理所當然無任何變化；木製免洗筷（3、16、21、22、24）號

的顏色反差都不明顯；但少數幾款竹製免洗筷（4、7、8、11、15、28、20、28）號的

顏色反差就非常明顯。 

 

 

 

 

 

 

 

 

 

 

 

 

 

 

 

 

 

 

 

 

 

顏色反差等級 分為 0 ~ 5級  

   (0：兩邊無明顯差異   5：兩邊差異非常明顯) 

1 2 3 4 5 6 

2 1 0 3 2 2 

7 8 9 10 11 12 

3 3 2 2 3 2 

13 14 15 16 17 18 

2 2 3 0 2 3 

19 20 21 22 23 24 

1 3 0 0 1 0 

25 26 27 28 29 30 

2 1 2 3 2 2 

表十一 過氧化氫測試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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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免洗筷水溶液之酸鹼值檢驗 

由小組中三位成員各自獨立實驗並觀察紀錄，最後以討論投票方式決定各樣本的試紙檢

視結果，及 pH計讀數。 

 

(1) 藍色石蕊試紙檢測 

利用藍色石蕊試紙遇酸性物質會發生顏色變化的特性，來檢測三種溫度下樣本水溶液之酸

鹼值，若有變化，即以●表示之；反之，無太大變化，即以○表示之。 

 

 

 

 

 
 

 

 

 

 

 

 

1 2 3 4 5 6 

● ○ ● ● ○ ● 

7 8 9 10 11 12 

● ● ● ● ● ○ 

13 14 15 16 17 18 

● ● ● ● ● ○ 

19 20 21 22 23 24 

● ● ● ● ○ ● 

25 26 27 28 29 30 

● ● ● ● ● ● 

1 2 3 4 5 6 

● ● ● ● ○ ● 

7 8 9 10 11 12 

● ● ● ● ● ○ 

13 14 15 16 17 18 

● ● ● ● ● ● 

19 20 21 22 23 24 

● ● ● ● ○ ● 

25 26 27 28 29 30 

● ● ● ● ● ● 

表十二 溫度 20℃時藍色石蕊試紙檢測結果 

表十三 溫度 50℃時藍色石蕊試紙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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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幾乎所有的樣本之水溶液都會使藍色石蕊試紙變色，這表示出水溶液呈現酸性的反應， 

其中 2、5、12及 18號的變化較不明顯。 

 

 

 

(2)廣用試紙檢測 

  利用廣用試紙遇酸鹼性物質都會發生顏色深淺變化的特性，來檢測三種溫度下的樣本水

溶液之酸鹼值，若有變化，即以其所附之酸鹼值標準樣本來定義 1.0 ~ 7.0。 

 

 

1 2 3 4 5 6 

5.0 6.0 6.0 6.0 6.0 5.0 

7 8 9 10 11 12 

5.0 6.0 6.0 6.0 5.0 6.0 

13 14 15 16 17 18 

5.0 6.0 5.0 5.0 5.0 6.0 

19 20 21 22 23 24 

5.0 5.0 5.0 5.0 6.0 5.0 

25 26 27 28 29 30 

5.0 5.0 6.0 5.0 5.0 5.0 

  

 

 

 

1 2 3 4 5 6 

● ● ● ● ○ ● 

7 8 9 10 11 12 

● ● ● ● ● ○ 

13 14 15 16 17 18 

● ● ● ● ● ● 

19 20 21 22 23 24 

● ● ● ● ○ ● 

25 26 27 28 29 30 

● ● ● ● ● ● 

表十四 溫度 70℃時藍色石蕊試紙檢測結果 

表十五 溫度 20℃時廣用試紙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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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 待測樣本 

 

   

 

 

1 2 3 4 5 6 

5.0 5.0 5.0 5.0 5.0 5.0 

7 8 9 10 11 12 

5.0 5.0 5.0 5.0 5.0 5.0 

13 14 15 16 17 18 

5.0 5.0 5.0 5.0 5.0 5.0 

19 20 21 22 23 24 

5.0 5.0 5.0 5.0 6.0 5.0 

25 26 27 28 29 30 

5.0 5.0 5.0 5.0 5.0 5.0 

 

 

結果：觀察後發現，所有的水溶液都能使廣用試紙變色，這表示出水溶液均呈現出酸性反應，

比對酸鹼值標準樣本後，發現到 pH值都小於 7.0，依此判斷水溶液幾乎都介於弱酸性

至酸性之間。 

  

(3)pH計檢測 

由小組中三位組員各自獨立實驗並觀察紀錄，每人測 5次，先各自取平均值後，再匯整

數據，做最後之確認，其結果如下表：  

          

1 2 3 4 5 6 

5.0 6.0 5.0 5.0 6.0 5.0 

7 8 9 10 11 12 

5.0 6.0 6.0 6.0 5.0 6.0 

13 14 15 16 17 18 

5.0 5.0 5.0 5.0 5.0 6.0 

19 20 21 22 23 24 

5.0 5.0 6.0 5.0 6.0 5.0 

25 26 27 28 29 30 

5.0 5.0 6.0 5.0 5.0 5.0 

圖十九 測量樣本 pH值 

表十六 溫度 50℃時廣用試紙檢測結果 

表十七 溫度 70℃時廣用試紙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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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度 50度 70度 
      項 目 

編 號 五分鐘 一天 五分鐘 一天 五分鐘 一天 

1 5.7 5.3 5.6 5.1 5.0 4.3 

2 6.2 5.9 5.9 5.5 5.4 5.0 

3 5.8 5.5 5.5 5.1 5.2 4.9 

4 5.7 5.5 5.3 5.0 5.2 4.9 

5 6.4 5.8 6.3 5.7 5.5 5.0 

6 5.2 4.7 5.2 4.4 4.6 4.3 

7 4.5 4.3 4.4 4.2 4.3 4.0 

8 5.8 5.3 5.6 4.2 4.2 4.0 

9 5.8 5.6 5.7 4.8 4.1 4.1 

10 5.9 5.5 5.8 5.4 5.2 5.0 

11 5.3 5.1 5.3 4.6 4.1 3.9 

12 6.4 5.9 6.4 5.5 6.1 5.1 

13 5.4 5.2 5.3 4.9 4.8 4.2 

14 5.5 5.2 5.4 5.1 5.4 4.5 

15 4.9 4.7 4.6 4.3 4.9 4.1 

16 5.9 5.5 5.7 5.2 4.9 4.6 

17 5.3 5.2 4.9 4.5 4.9 4.3 

18 6.1 5.6 5.9 5.3 5.6 4.9 

19 5.3 5.1 5.2 4.8 4.2 4.0 

20 5.2 5.0 5.1 4.7 4.4 4.0 

21 6.1 6.0 6.0 5.6 5.9 5.2 

22 5.5 5.3 5.2 5.0 5.1 4.6 

23 6.1 5.9 6.0 5.6 5.6 5.2 

24 5.3 5.0 5.2 5.0 5.1 4.8 

25 5.1 4.9 5.1 4.8 5.4 4.7 

26 5.1 4.9 5.1 4.6 4.7 4.3 

27 5.7 5.2 5.5 4.7 4.5 4.2 

28 5.3 5.0 5.2 4.9 5.2 4.8 

29 5.2 5.1 5.1 4.8 4.8 4.2 

30 4.9 4.3 4.8 4.2 4.8 4.1 

表十八 pH計檢測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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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5

2

2.5

3

3.5

4

4.5

5

5.5

6

6.5

7

7.5

8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樣本編號

pH值

20℃ 5 mins

20℃  24hr

50℃ 5 mins

50℃  24hr

70℃ 5 mins

70℃  24hr

 

結果：經由實驗觀察發現，所有樣本之水溶液經 pH計檢測後，水溶液幾乎都介於弱酸性至酸

性間，有些水溶液的 pH值甚至與圖二十一中酸雨之酸鹼值相近。 

 

 

 

  

 

 

 

圖二十一  pH值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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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 外觀知覺檢視 

    木頭的木心，原本大多為褐色或暗紅色，竹子本身也非全然都是純白的，但就樣本的外 

觀顏色檢測來說，幾乎都是白色或偏白色的，不能說全部都是有經過漂白，但某些白的有點 

誇張，可見一定是經過特別漂白處理過，漂白過的筷子不是不能用，但必須要無殘留有害物 

質才適宜；再就觸感來說，少數幾款似乎有再加工過，摸起來就很平滑，相較之下有幾種， 

就很粗糙平凡，仔細觀察還可發現未修整的竹筷分叉細絲，使用時容易讓使用者受傷；氣 

味方面，除 9、20、25、27號聞起來無特殊氣味外，其餘各款幾乎或多或少都有些許酸味， 

尤以 3、7、10、14、15及 17號的氣味聞起來較讓人不舒服，由木材乾餾實驗得知，木材在 

乾餾後會有醋酸殘留，因此，木筷或竹筷有酸味的感覺，是可以理解的，但酸味太重，就可 

能有問題了。 

 

二、 油墨檢測 

     經實驗後發現除 1、6、13、20、26號樣本上會有些許包裝上的顏料油墨殘留外，其餘 

都不會這樣的現象，原因在於有些廠商怕免洗筷在搬運的過程中，會因運送時的不慎磨損， 

而使商標被破壞，因此，刻意將商標印在免洗筷的包裝內面，所以在拆免洗筷使用時，應避 

免從筷頭或筷尾拆開，建議從旁拆開使用，以減少與包裝的摩擦。 

 

三、螢光增白劑檢測 

    簡易的螢光劑檢測方法，可利用市面上常見的驗鈔筆做檢測，經過檢查比較後發現，原

本在亮室中有橘色印刷字的 14及 23號樣本，在暗室中，23號字呈黑色，但另外 14號的紙製

外包裝在驗鈔筆的照射下，紙製外包裝的字體則呈非常明顯的亮橘色，可見其外包裝上的紙

面有經過螢光增白劑的處理。隨後逐一檢視所有樣本，都未發現筷面有受到螢光劑的污染。

螢光劑為化合物，若不甚食入，將會造成身體不適，若長期大量誤食，嚴重會有致癌危險。 

 

四、防腐劑測試 

經實驗後發現，樣本幾乎都會產生變化，但值得注意的是 13、14、22及 24號，是所有 

30個樣本中，我們一致認為都沒變化的。 

免洗筷在製作過程中，本身已長滿了各類型五顏六色的黴菌，所以在製作過程中一定要 

使用防腐劑和漂白劑，而黑心的廠商為了加快除菌效果及增長防腐時間，會以高於標準值劑

量好幾倍的方式來加快生產速度，這樣的效果當然可以抑制住黴菌的生長，但在免洗筷出廠

前若未做最後一步的反覆泡水清除工作，那殘留在筷上的防腐劑和漂白劑將很容易的隨著我

們飲食習慣，而進入我們體內，因防腐劑會導致癌症的發生。 

每種產品都有其使用及保存期限，當然免洗筷這類用品也是如此，當它放置在容易發霉 

的環境中，仍毫無任何發霉跡象時，那我們在使用前就要謹慎考慮，是否該使用這款免洗筷。 

 

五、過氧化氫測試 

雙氧水〈過氧化氫〉主要用途為消毒殺菌，適量對人體無害，反之過量則會危害人體健

康，由實驗後觀察得知：對照組鋼筷，無任何變化，這是必然的結果；而木材由於本身對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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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反應後的顏色並無明顯變化，因此，幾乎木製免洗筷（3、16、21、22、24）號的顏色反差

都不明顯；但少數幾款竹製免洗筷（4、7、8、11、15、28、20、28）號的顏色反差就非常明

顯，可見過氧化氫在免洗筷上的殘留量真的很令人擔憂。 

 

六、免洗筷水溶液之酸鹼值檢驗 

經實驗可發現，藍色石蕊試紙的測試僅可用在粗略檢查水溶液是否為酸性，而廣用試紙 

雖比較精準，但也是使用目視方式和標準樣本進行對照，因此，和使用 pH計檢測後的數據難

免會有些許差異，這是人為視覺誤差所致。 

樣本之水溶液經 pH計精準檢測後，水溶液幾乎都介於弱酸性至酸性之間，與理論相符，

因二氧化硫常做為防腐劑之用，因此和酸雨有相同成份（SO2），故其溶於水後的酸鹼值亦應

相近。但有些樣本的 pH值(7、8、11、19、20)號達 4.0可見其殘留量應該是滿高的，所以要

多加注意。 

此外，隨著水溶液之溫度升高，pH值下降；隨著浸泡時間的增長，pH值下降，這樣的

實驗結果與理論相符，因為漂白劑與二氧化硫極易溶於水，而這樣的結果剛好也與桃園縣衛

生局所發行的「健康桃花源專刊」96年 3月(第五期)，提到「減少乾製品中二氧化硫殘留的

方式」不謀而合。報導如下： 

(1)25℃冷水浸泡 30分鐘，可去除 75﹪殘留之二氧化硫。 

(2) 25℃冷水浸泡 60分鐘，可去除 85﹪殘留之二氧化硫。 

(3)如果要縮短浸泡時間，可使用 100℃沸水加熱 5分鐘，即可去除 90﹪殘留之二氧化硫。 

 

經由上列各項檢測若都有問題的樣本，建議應不再使用，像 20號，在油墨和過氧化氫檢

測都有很明顯的變化，且 pH值檢測也達 4.0；此外不容易發霉的樣本 13、14、22、24號，也

請不要使用，因為，連在那麼容易黴菌滋生的環境下，黴菌都還無法順利生長，可見對生物

的殺傷力真的很強。 

 

柒、結論 

眼見為憑，以前就聽過衛生筷要盡量少用，但一直都只是聽沒想過要真的身體力行，但

做完這些實驗後，真的發現是該停止使用免洗筷了，因為，雖然它真的很方便省時，但老師

曾說過毒素的累積是日積月累的，現在沒事，並不代表以後就會沒事。 

本次實驗讓我們得到幾項重要結論： 

1.衛生筷開封時，若發現免洗筷太白或有股濃厚的酸味，就不該使用。 

2.選擇無圖案包裝的免洗筷，可免去誤食油墨（印刷顏料）及可遷移性螢光增白劑的威脅，

如果我們將油墨吃下去，就好像在吃工業油漆，雖然微量，但長期下來也會危害身體健康。 

3.使用前一定要先用水沖洗過，能用熱水最好，但若不行，用冷水稍微泡幾秒鐘，多少都可

以使殘留在衛生筷表面的防腐劑或漂白劑量減少。 

最後，希望這樣的結果可以讓學校同學做為日後參考依據，建議同學或商家，盡量不要

使用或選購具有上列缺失的免洗筷，以免造成日後的遺憾。在此仍忠心希望同學們能減少使

用免洗筷的機會，若是連出門用餐都能自備「環保筷」當然是更好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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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語】 030807 快餐！筷摻！-學校周邊衛生筷安全性探討 

本作品是試驗免洗筷子的安全性，檢試項目包括免洗筷子的外觀、油

墨殘留、螢光反應、防腐劑等。這一作品偏重檢驗，在創新、學理及

應用上的強度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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