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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家鄉的河 

摘要 

    我們的家附近都有一條美麗河川，為了讓河川永遠美麗，水源源源不斷，後代子孫能以

美麗的河川為傲，我們長期利用的水質檢測活動，為家鄉的河川定期做健康檢查及研究，希

望做為保護它的重要依據！ 

尖石鄉有七個村莊及 28 個原住民部落，水質代表著家鄉的環境品質，環境保護工作做得

好，河川水質自然變好。長期的水質檢測可以讓我們瞭解家鄉的河川及其環境變化，並隨時

做好防治污染的因應措施。 

    研究發現，水質長期偏弱酸性，主要與天氣有關，尤其冬天下雨過後酸性變強；山上的

溪水水質清澈，濁度低，有時連機器都測不出濁度來（數字呈現 0.0，機器靈敏度不足），但

大雨後濁度上升很多，可見水土保持要多加強；尖石山上地勢落差大、水流急，流水所測到

的溶氧飽和度高，有時甚至可測到超過 100﹪的情況；夏天氣溫比水溫高，到了冬天寒流來，

水溫反而比氣溫高，使溪中魚蝦得以存活。 

 

 

關鍵詞： 溶氧、 濁度、 pH 值 

 

壹、研究動機 

近年來環境教育議題日漸受到重視，在自然領域的課程裡，老師希望我們能從關心周遭

環境做起，進而愛自己的家鄉、愛自己的土地。 

我們的家住在尖石的山上，同學來自於原住民鄉的各部落且分布很廣，但我們的家有個

共同點，就是家附近都有條大河，大河陪著我們一起長大。 

國二那一年，經由飛鼠部落的活動讓我們熟悉許多儀器的操作，進而讓我們想好好研究

這條陪我們一起嬉戲、一起成長的河川，為了避免污染情形發生、週邊的開發不會干擾河川

的生態，以及為了河川的永續發展，所以河川水質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及長期觀察，進而保障

鄉民們親水、用水安全。 

 自然課時我們學到關於「水循環」、「地球上的水」、「環境污染」及「永續發展」等章節，

知道水資源的重要性，加上我們算是看著河長大的，所以想藉由科學活動深入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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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一、探討河川長期水溫、氣溫的變化。 

二、探討河川長期酸鹼度的變化。 

三、探討河川長期溶氧的情況。 

四、探討河川長期濁度的變化。 

五、了解我們所居住的環境水質，保障我們的用水安全。 

六、熟悉儀器及檢測包的運用，藉由親自實驗檢測，了解生態環境，長期監測河川水質終身

保護水源。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使用儀器 

簡易檢測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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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數位相機數臺 

拍攝取水樣地點及其四周環境、生態。 

二、電子溫度計、酒精溫度計 

測試取水當時氣溫、水溫 

四、寶特瓶若干 

（一）將每次定點採集的水樣用寶特瓶收集起來。 

（二）在瓶蓋及瓶身貼上標籤紙，並用油性筆寫上當場測試的數據資料 

五、大燒杯（500mL）若干 

（一）水樣倒入大燒杯（500mL）盛裝，待以濁度計檢測。  

（二）剩下的水樣倒入大燒杯（500mL）盛裝，待以 pH 值檢測器其酸鹼度。 

（三）剩下的水樣倒入大燒杯（500mL）盛裝，待以溶氧檢測器其溶氧量。 

六、濁度計一只 

（一）先用標準溶液校正。 

（二）100 ㏄水樣倒入大燒杯（500mL）盛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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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4、pH＝7）校正。 

（二）檢測大燒杯（500mL）內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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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溶氧檢測器一只 

（一）校正：先將標準液放入檢驗小試管中，將感應器置入試管中（標準液不可碰觸感

應器），搖晃 10 秒靜置 30 秒。 

（二）100 ㏄水樣倒入大燒杯（500mL），將感應器放入帶測的水樣中，注意手不可晃動，

以免影響實驗結果。 

（三） 實驗時間兩分鐘。 

九、簡易水質檢測包 

（一）以溫度計貼紙放置於在水面下 10cm 處，維持約 1 分鐘後；才自水中取出溫度計讀

取溫度。 

（二）水樣放入小試管（試管中不可有氣泡殘留）並置入 2 個溶氧試錠（有 DO 式樣），確

定試管中無氣泡殘留，搖晃至試錠溶解並靜置 5 分鐘後以溶氧色卡比對。 

（三）以 10ml 試管取水樣放入 1 個 pH 試錠（有 pH 式樣）搖晃至溶解，以 PH 色卡比對。 

（四）燒杯裝水樣，比較杯底沙奇盤比對色卡。 

十、標籤紙一包 

    將測試結果統一寫在標籤紙上，並黏貼於寶特瓶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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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同一地點長期檢測 

（一）定期（約 2 週一次）到同一地點取水，當場檢測溫度（氣溫、水溫），將取水日期、

時間及結果寫在標籤紙上，並黏貼於寶特瓶外面，以方便檢測 PH 值、濁度、溶氧

度時取水樣。 

（二）不同一地區的水可同時測量 PH 值、濁度、溶氧度，嘉樂地區的水 PH 值、濁度、

溶氧度為當天測試，其他由同學家取的水因交通不便 PH 值、濁度、溶氧度為隔日

測試值。 

（三）存檔所有實驗圖表及結果，並記錄當時天氣及現場狀況。 

（四）測試地點 

1. 學校附近嘉樂地區（頭前溪上游—油羅溪） 

2. A 同學家附近梅花地區（頭前溪上游—油羅溪，比嘉樂地區更上游的支流） 

3. B 同學家附近鎮西堡地區（淡水河上游—大漢溪） 

4. 學校長期使用的水（自來水、山水）（由洗手台的水龍頭取水） 

 

二、不同地點同一時間檢測 

（一）約定同一取水時間，由四位同學（住八五山、梅花、那羅、嘉樂）同時在家附近

取水樣，當場檢測溫度（氣溫、水溫），將取水日期、時間及結果寫在標籤紙上，

並黏貼於寶特瓶外面，以方便檢測 PH 值、濁度、溶氧度時取水樣。 

（二）隔日到校測量 PH 值、濁度、溶氧度。 

（三）存檔所有實驗圖表及結果，並記錄當時天氣及現場狀況。 

 

三、同一地點、同一天不同時間取水檢測 

（一）學校附近嘉樂地區分成早、中、晚（約隔 4~5 小時）取水，檢測當場檢測溫度（氣

溫、水溫），將取水日期、時間及結果寫在標籤紙上，並黏貼於寶特瓶外面。 

（二）取水回校後即進行 PH 值、濁度、溶氧度檢測。 

（三）存檔所有實驗圖表及結果，並記錄當時天氣及現場狀況。 

 

四、使用簡易的檢測包(WWMD)檢測 

（一）使用簡易的檢測包在不同地點當場進行檢測。 

（二）將所有實驗結果寫在標籤紙上，回校後完成紀錄填寫。 

 

 

 

五、將每次所測得的溫度、pH 值、濁度數、溶氧量值紀錄下來。並根據其數值，對照其水體

以及天氣狀況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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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採樣定點環境及實驗過程說明 

 

嘉樂地區 

1. 學校附近 

2. 少許從岩縫中的雜草生長 

3. 水流流速快 

4. 清澈見底 

5.河流兩旁 10 公尺處有住家， 

 

 

 

 

 

 

梅花地區 

1. 夏天水比較多 

2. 四周少許雜草生長 

3. 附近有農地 

4. 許多中型石頭 

 

 

 

 

 

 

 

鎮西堡地區 

1. 大塊岩石林立 

2. 地勢落差大、水流急 

3. 取水路況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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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用水 

1. 中間橘色的水龍頭為自來水 

2. 兩旁為山泉水 

3. 自來水常缺水 

4. 山泉水情況變化大 

 

 

 

 

 

 

 

 

水溫、氣溫當場測 

1. 使用電子溫度計 

2. 陰涼處先測氣溫 

3. 測水溫 

4. 標籤紙上做紀錄 

 

 

 

 

 

 

 

 

 

下雨天取水難度高 

1. 水流速率變快 

2. 等雨勢變小再下河床去取水 

3. 溪底能見度變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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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地區 2 

1. 冬天的梅花地區水流小 

2. 水質清澈 

3. 水量少、兩岸無作物 

4. 有少許垃圾 

 

 

 

 

 

 

 

 

梅花地區河邊的生態環境 

1.附近有住家 

2.有雜草 

3.旁邊都是泥土 

 

 

 

 

 

 

 

 

 

 

大雨過後的嘉樂地區 

1.河水暴漲，水流速度快 

2.河水呈現渾濁狀況 

3.河面擴張 

4.水中挾帶小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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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過後的鎮西堡 

1.水中挾帶土石 

2.水流很急 

 

 

 

 

 

 

 

 

 

鎮西堡河川週邊生態環境 

1.土石流留下來的枯木 

2.一些些雜草 

3.一些道路崩塌的碎石 

4. 附近無住家 

5. 附近有農地  

6.很多大型的石頭 

 

 

 

 

 

 

實驗＆討論結果 

1. 校正的正確與否會影響實驗的準

確性 

2. 測出來的數字若有懷疑請用標準

液檢驗 

3.大家一起討論樂趣多 

 

 

 

 

 

 

 

 

 

 



 9 

 
＊鎮西堡 

＊1 

嘉樂、梅花河川所在地地圖 

 1.嘉樂、梅花村的河川—油羅溪 

 2. 為台灣主要河川頭前溪的上

游 

  

  

 

 

 

 

 

註：圖來自網路 

 

 

 

鎮西堡河川所在地地圖 

1.鎮西堡的河川—大漢溪 

2.為台灣主要河川淡水河的上游 

 

  

 

 

註：圖來自網路 

 

 

 

 

 

我們檢驗過的水 

1.檢驗過的水…鏡頭快擺不下了 

2.保留每一瓶檢驗過的水，以方便

資料查詢 

 

 

 

 

 

 

 

 

 

梅花 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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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同一地點長期檢測 

（一）學校附近嘉樂地區（頭前溪上游—油羅溪） 

1.實驗結果一欄表（每月取較完整的一次） 

編

號 
取水日期 時間 

氣溫

（℃） 

水溫

（℃） 
PH 值 

濁度

（NTU） 

溶氧

（﹪） 
天氣說明 

1 95.04.26 12:40 23 19.9 7.6 8.6 86 

整天下大雨 溪水暴漲 我們想看

看溪水的濁度是多少 所以我們

冒險下河床 

2 95.05.18 12:47 31.8 21.5 7.5 0 84 
昨天珍珠颱風剛過境 今天

卻出大太陽 

3 95.06.10 12:20 25.6 23.6 6.0 0.9 100 天氣晴朗 

4 95.09.12 12:25 32.3 24.9 6.9 2.1 101 很久沒有下雨了 

5 95.10.20 12:25 28.9 23.8 6.2 0 103 出太陽 

6 95.11.16 12:50 17.1 23.6 5.9 3.5 86 早上有雨 下午出太陽 

7 95.12.15 12:20 18.4 20.8 5.4 1.5 96 今天有太陽，前幾天有下雨 

8 96.01.08 12:20 8.1 17.3 5.5 3.0 106 天氣冷，但有陽光 

9 96.02.26 08:00 15.2 17.4 5.8 1.6 85 陰天 

10 96.03.20 14:53 22.1 18.9 6.0 0 86 出太陽,前幾天陰天有雨 

平均 22.25 21.17 6.28 2.12 93.3  

 

2.嘉樂地區溫度統計表 

溫度

0

10

20

30

40

95
/0
4

95
/0
5

95
/0
6

95
/0
9

95
/1
0

95
/1
1

95
/1
2

96
/0
1

96
/0
2

96
/0
3

日期

溫
度

(℃
)

氣溫（℃）

水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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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氧

0

20

40

60

80

100

120

95
/0
4

95
/0
5

95
/0
6

95
/0
9

95
/1
0

95
/1
1

95
/1
2

96
/0
1

96
/0
2

96
/0
3

日期

氧
氣

飽
和

度
（

﹪
）

 

3. 嘉樂地區水質酸鹼度值統計表 

PH值

0

2

4

6

8

95/06 95/09 95/10 95/11 95/12 96/01 96/02 96/03 96/11 96/12

日期

 

 

4. 嘉樂地區水質濁度統計表 

 

 

 

 

 

 

 

 

 

 

 

 

5. 嘉樂地區水質溶氧量統計表 

 

 

 

 

 

 

 

 

 

 

 

 

 

濁度

0

2

4

6

8

10

95/04 95/05 95/06 95/09 95/10 95/11 95/12 96/01 96/02 96/03

日期

濁
度

(N
T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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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 同學家附近梅花地區（頭前溪上游—油羅溪，比嘉樂地區更上游的支流） 

      

1. 梅花地區實驗結果一欄表 

編

號 
取水日期 時間 

氣溫

（℃） 

水溫

（℃） 
pH 值 

濁度

（NTU） 

溶氧

（﹪） 
天氣說明 

1 95.04.19 16:30 23.2 18.3 6.7 5.6 99 前幾天下大雨 

2 95.05.17 17:30 25.2 19.8 7.5 2.8 86 颱風的雨總算停了 

3 95.10.31 17:20 19.3 20.5 5.9 1.4 102 天氣晴朗 

4 95.12.24 13:00 14.1 16.2 5.4 3.6 98 變冷了,有點毛毛雨 

5 96.01.24 17:03 8.2 13.4 5.4 4.7 67 有寒流來襲,還下點毛毛雨 

6 96.03.18 15:54 13.9 15.1 5.7 2.2 72 下大雨 

平均 17.32 17.22 6.10 3.38 87.33  

 

 

2. 梅花地區溫度統計表 

溫度

0
5

10
15
20
25
30

95
.04

.19

95
.05

.17

95
.10

.31

95
.12

.24

96
.01

.24

96
.03

.18

日期

(℃
) 氣溫（℃）

水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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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梅花地區水質酸鹼度統計表 

PH值

0

2

4

6

8

95.04.19 95.05.17 95.10.31 95.12.24 96.01.24 96.03.18

日期

 

 

4.梅花地區水質濁度統計表 

濁度

0

1

2

3

4

5

6

95.04.19 95.05.17 95.10.31 95.12.24 96.01.24 96.03.18

日期

(N
T

U
)

 

 

5. 梅花地區水質溶氧統計表 

溶氧量

0

20

40

60

80

100

120

95.04.19 95.05.17 95.10.31 95.12.24 96.01.24 96.03.18

日期

氧
氣

飽
和

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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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B 同學家附近鎮西堡地區（淡水河上游—大漢溪） 

 

1. 鎮西堡地區實驗結果一欄表 

編

號 
取水日期 時間 

氣溫

（℃） 

水溫

（℃） 
PH 值 

濁度

（NTU） 

溶氧

（﹪） 
天氣說明 

1 95.05.19 18:52 16.2 15.6 6.9 0.9 98 前幾天有颱風今天有太陽 

2 95.06.17 13:42 24.4 21.5 7.9 1.3 92 陰天 沒雨 

3 95.09.24 16:50 23.6 19.8 6.9 3.0 96 晴天 

4 95.10.28 12:20 20.6 21.8 6.0 1.0 87 天氣晴朗 

5 95.12.17 15:25 3.0 13.2 5.7 1.4 95 沒有雨水量小寒流來好冷 

6 96.01.21 13:00 12.6 12.1 5.2 0.3 93 下大雨 

7 96.03.11 12:30 9.8 10.3 5.9 2.3 73 雨天 

平均 15.74 16.33 6.36 1.46 90.57  

 

2. 鎮西堡地區溫度統計表 

溫度

0
5

10
15
20
25
30

95
.05

.19

95
.06

.17

95
.09

.24

95
.10

.28

95
.12

.17

96
.01

.21

96
.03

.11

日期

溫
度

（
℃

）

氣溫（℃）

水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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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鎮西堡地區水質酸鹼度統計表 

PH值

0

2

4

6

8

10

95.05.19 95.06.17 95.09.24 95.10.28 95.12.17 96.01.21 96.03.11

日期

 

 

4.鎮西堡水質濁度統計表 

濁度

0

1

2

3

4

95.05.19 95.06.17 95.09.24 95.10.28 95.12.17 96.01.21 96.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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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鎮西堡水質溶氧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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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用水 

1.山水（由洗手台的水龍頭取水） 

編

號 
取水日期 時間 

氣溫

（℃） 

水溫

（℃） 
PH 值 濁度 

溶氧

（﹪） 
天氣說明 

1 95.10.26 13:08 26.0  22.4 6.4 1.0  91 
出太陽 

2 95.12.15 01:35 16.5 18.2 5.4 2.8 68 最近有下雨 

3 96.01.08 13:40 13.3 10.2 5.3 1.3 99 陰天 

4 96.01.25 12:05 18.0 14.9 5.7 12 84 有寒流 出太陽 

5 96.03.19 08:04 14.9 16.1 5.5 1.6 73 下大雨 

 

2.自來水（由洗手台的水龍頭取水） 

編

號 
取水日期 時間 

氣溫

（℃） 

水溫

（℃） 
PH 值 濁度 

溶氧

（﹪） 
天氣說明 

6 95.10.26 13:08 26.8 23.0 6.0 0 92 
出太陽 

7 95.11.09 01:33 27.6 29.3 6.0 0.3 93 最近沒下雨 

 

 

二、不同地點、同一時間檢測 

1. 實驗結果一欄表 

編

號 

取水日期 

時間 
地點 

氣溫

（℃） 

水溫

（℃） 
PH 值 

濁度

（NTU） 

溶氧

（％） 
地理位置 

1 96 年 

01 月 21 日 

13:00~13:10 

天氣：雨天 

鎮西堡 12.6 12.1 5.2 0.3 93 離學校約 4 小時車程 

2 八五山 13.8 15.5 5.4 0.4 94 離學校約 1.5 小時車程 

3 梅花 12.1 15.1 5.4 3.6 98 離學校約 0.5 小時車程 

4 嘉樂 15.0 19.0 5.8 0.9 84 離學校約 5 分鐘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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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一時間山上、山下溫度比較圖 

溫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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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一時間山上、山下水質酸鹼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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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一時間山上、山下水質濁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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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一時間山上、山下水質溶氧量比較 

溶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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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一地點、同一天不同時間取水檢測 

1. 實驗結果一欄表 

編

號 

取水日期 

地點 
時間 

氣溫

（℃） 

水溫

（℃） 
pH 值 

濁度

（NTU） 

溶氧量

（％） 
天氣說明 

1 
96 年 

01 月 21 日 

嘉樂地區 

早 07:10 6.8 17.8 5.6 1.3 65 有寒流前幾天有雨. 

2 中 12:05 19.5 18.9 6.1 3.8 77 中午太陽出來了 

3 晚 16:35 17.9 18.1 6.3 2.1 71 天氣放晴 

平均 14.7 18.3 6.0 2.4 71  

2.同一天、同一地點氣溫、水溫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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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一天、同一地點水質酸鹼值變化情形 

pH值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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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一天、同一地點濁度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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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一天、同一地點溶氧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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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簡易的檢測包作水質檢測 

編

號 
取水日期 時間 地點 

氣溫

（℃） 

水溫

（℃） 
PH 值 

濁度

（JTU） 
溶氧 天氣說明 

1 95.04.26 17:30 梅花 22 18 7.5 0.1 4ppm 正在下雨 

2 95.04.25 16:03 那羅 23 19 7.5 0.5 8ppm 陰天，綿綿細雨 

3 96.01.25 12:22 嘉樂 20 18 6.9 0.1 8ppm 天氣晴朗，太陽很大 

 

陸、討論 

一、以溫度來看： 

（一） 長時間觀測氣溫變化範圍： 

1.嘉樂 6.8℃~32.3℃     2.梅花 8.2℃~ 25.2℃     3.鎮西堡 3.0℃~ 24.4℃      

（二） 長時間觀測水溫變化範圍： 

1.嘉樂 17.3℃~24.9℃     2.梅花 13.4℃~20.5℃     3.鎮西堡 9.8℃ ~ 21.8℃ 

（三） 夏天氣溫比水溫高，冬天氣溫比水溫低。寒流來襲，氣溫降到 5℃以下但水溫依然

維持在 10℃左右；夏天很熱，水溫維持在 20℃左右。 

（四） 同一地點、同一天，不同時間溫度比較：氣溫比水溫變化大且升降快速。 

（五） 由氣溫與水溫的比較可知，水的比熱較大，使得水溫不易上升也不易下降。而地球

表面上有 70﹪是水體，使地球溫度不易大幅升降，具有調節氣溫的功能。 

（六） 檢測包內的測溫貼紙可測量到的溫度有限（14℃ ~ 40℃），寒流來時不方便使用。 

（七） 水溫會影響到河川生態環境的改變，溫度增高會造成溶氧量降低，水溫太低會造成

魚類大量死亡。我們所測量到的水溫變化量小，尖石鄉河川附近沒有大型工廠，沒有

熱污染的情況產生。 

二、以 pH 值來看： 

（一） 尖石鄉的河川水質長期偏弱酸性，pH 值主要與季節及天氣狀況有關。 

（二） 夏天 pH 值較高，水質有機會呈現鹼性。 

（三） 冬天 pH 值較低，水質較偏酸性，尤其冬雨下完後 pH 值更低，甚至低至 5.0 左右，

應該與冬天下的雨酸性較強有關。 

（四） 中國大陸北方燃燒煤炭所產生的二氧化硫和雨水結合，會變成硫酸或亞硫酸，隨著

東北季風飄到台灣，造成台灣冬季的「酸雨」，所以冬天每逢下雨過後河川水質的 pH

值就會下降。 

（五） 水質的酸鹼度直接影響到水中動植物的生長，pH 值大於 9.6 或小於 4.5 就會危害水

中生物的生存。而自然界的水 pH 值約在 6.5~8.5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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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濁度來看： 

（一）嘉樂、鎮西堡地區河川下雨後水質變得渾濁，濁度上升；天氣晴朗時，河川水質清

澈見底，水樣的濁度讓多次讓儀器測出現 0.0NTU 的現象（儀器靈敏度太低）。 

（二）梅花地區的河水水量較小，比起嘉樂、鎮西堡地區河川水質而言濁度較高。 

（三）學校的山水來自地表，濁度較高，尤其下雨過後甚至比同一時間油羅溪的水濁度高；

學校的飲水機若長期使用山水加熱食用，一段時間後會產生一層厚厚的泥垢，增加

飲水機故障機率；學校同學常用山水漱口不健康也不衛生，但這卻是尖石鄉大部分

國中、小普遍存在的現象。 

（四）自來水品質不錯，濁度極低、酸鹼值正常、溶氧飽和度 90％以上，但學校地勢較高

應水壓不足導致缺水現象。 

 

四、以溶氧來看：    

（一） 一般而言，溶氧飽和度不會於大於 100％，除非有過度曝氣或水中藻類生長旺盛及光

合作用強。我們多次測得水質的溶氧飽和度略大於 100％的情況。 

（二） 鎮西堡、嘉樂地區河川：水源充足、地勢落差大、水流湍急，自然曝氣增加河水的

溶氧量，鎮西堡、嘉樂的溶氧平均值都在 90％以上。 

（三） 梅花地區：河川水流量小、地勢平溶氧度平均值略低於鎮西堡、嘉樂地區。 

（四） 溶氧量常被視為水質或 優或劣一個重要之參考指標。 

（五） 一般在自然水體中，若溶氧值高則水質較為良好，有助於維持水中生物的多樣性。

我們長期以來測得的溶氧飽和度佳，有助於家鄉的護溪運動，河中生物生生不息。 

 

五、簡易檢測包(WWMD) 

（一）可以增加水質檢測之普及性，提供監測水質一個簡便、安全的方法。 

（二）量化方面較差，以比色方式測量酸鹼值、濁度、溶氧量等，無法如機器測提供準確

數據。 

（三）溫度貼紙範圍有限水溫、氣溫 14℃以下無法測量。 

（四）雖然檢測包有一些無法避免的缺點，但鄉民若希望監測水質，可使用檢測包長期觀

測水樣色澤是否發生改變，若有異狀再進一步送相關機構檢驗，以保障山上居民缺

乏自來水長期使用山泉水的用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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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一、 水溫的變化速度慢且溫差小，讓水具有調節氣溫的功能。地球上約有 70%的面積為海水

所覆蓋，如果沒有這些水調節氣溫，地球上的日夜溫差變化將會非常劇烈。 

二、 通常冬季的鋒面雨與春雨是台灣地區最酸的降雨，而最不酸的是颱風雨，所以在冬天降

雨後常可以測到河水酸度變強。 

三、 水的酸鹼度對身體的影響是間接的，山上大部份的人都使用山泉水，山泉水的地下水面

與河水面是相連接的，酸度太強會導致水管腐蝕，使水中的重金屬含量升高，造成淺在

的健康威脅。 

四、 濁度高會影響水體的外觀並阻礙光的穿透，進而影響水生植物的光合作用；濁度高也會

使魚類呼吸作用受阻，影響魚類的生長與繁殖，甚至使其窒息死亡。尖石鄉許多村落都

在實施護溪運動，希望魚兒水中游，但在開發的過程中也應該兼顧水土保持，以免每當

下雨濁度上升影響魚蝦生存。 

五、 飲用山泉水好不好呢？但每當下雨學校的山水（由洗手台的水龍頭取水，可來自地表）

濁度上升，雖然煮沸過，但肉眼依然可辨識其濁度過高，甚至使得飲水機故障機率升高。

有些同學以山泉水漱口，不但不衛生，當山水的濁度升高可能於顆粒中藏匿微生物進而

影響健康。學校洗手檯的水龍頭應全面使用自來水，已保障童學的使用安全。山水應使

用在脫地等不危害健康的用途上。 

六、 水中的溶氧可能來自大氣的溶解、自然或人為的曝氣及水生植物的光合作用等，若水質

受到有機物質污染，容易造成溶氧降低。我們長期檢測到尖石鄉河川的溶氧量很高，代

表我們的環境良好，加上地勢落差大自然曝氣情況佳，讓溶氧飽和度平均維持在９０％

左右。 

七、 我們檢測的河川水質代表著尖石鄉環境品質，環境保護工作做得好，河川水質自然好。

如果一般的居民也能監測河川水質，可以隨時瞭解地區河川環境變化，保障用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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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語】 031727 家鄉的河 

1.本作品採樣的區域很廣，值得嘉許。 

2.不同地點同時檢測與同一地點不同時間檢測的樣本數過少（只有一

組），可信度會降低。 

3.長時間氣溫和水溫的變化範圍應在同時測量，以排除溫度受日夜變

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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