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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溶馬桶，不容垃圾桶 
--還給廁所一片淨地 

 
摘要 

當今環保意識高漲，「節能省碳」普遍受到各國政府重視與提倡，

廁所環境維護也是其中一環，到底衛生紙可不可以丟進馬桶內沖掉？

要如何避免「滿廁盡是黃金紙」的窘況出現？這是本研究主要課題。

市面上衛生紙種類繁多，哪些才是最適合的廁紙選擇呢？透過資料蒐

集、問卷調查以及實驗觀察，對此議題進行三角交互分析，提供給每

天都需要使用衛生紙的普羅大眾一個參考。 

 

壹、研究動機 

本校負責清掃學生廁所的年級固定為五年級，身為五年級學生的

我正巧負責廁所清掃工作，每天這段時間是我覺得最煩的時刻，因為

同學用過的衛生紙丟進廁間垃圾桶內，隔天集中傾倒都會發出異味。

想到每天都要清掃滿間盡是發出異味的「黃金紙」的廁所，還真想逃

避，同時也種下研究廁紙議題的遠因。 

正巧我在聯合新聞網(2008/04/21 記者施靜茹、洪家愉、鄭朝陽)

看到一篇「台灣特例--如廁衛生紙 直接丟垃圾桶」的報導，文中點出：

游先生全家人跟團遊日本，團員剛過海關在機場大廳集合，台灣導遊

就迫不及待提醒：「大家注意喔，上完廁所的衛生紙直接丟進馬桶，

不要丟旁邊的垃圾桶。」導遊還不忘補一句：「因為日本人看到用過

的衛生紙，會覺得惡心！」這則真實故事後。挑起我天真想法，如果

學校也能像日本一樣如廁後將衛生紙丟入馬桶內，那不是既省事又環

保嗎？這是讓我決定研究的近因。因此便向老師提議召集同好針對此

議題進行研究，希望能實現我天真的想法。 

 

貳、研究目的 

一、 了解不同類別衛生紙的組織結構。 

二、 了解不同類別衛生紙的彈性拉力。 

三、 了解不同類別衛生紙的吸水與分解性。 

四、分析實驗結果並提出正確如廁使用觀念，供作參考改進。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6 種不同種類衛生紙、數位相機、自來水、攪拌棒、過濾網、燒杯、

剪刀、時鐘、磅秤、夾子、砝碼、架子、紅墨水、米達尺、數種清潔

劑。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研究問題 

（一） 探討不同類別衛生紙纖維結構如何？ 

（二） 探討不同類別衛生紙拉力如何？ 

（三） 探討不同類別衛生紙吸水程度為何？ 

（四） 探討不同類別衛生紙，浸泡在自來水中的分解程度如何？ 

（五） 探討不同類別衛生紙，浸泡在通樂加水中的分解程度如何？ 

（六） 探討不同類別衛生紙，浸泡在鹽酸加水中的分解程度如何？ 

（七） 探討不同類別衛生紙，浸泡在藍藍香加水中的分解程度如何？ 

 

二、研究假設 

(一)不同類別衛生紙，其纖維結構與分解無顯著相關。 

(二)不同類別衛生紙的拉力與分解無顯著相關。 

(三)不同類別衛生紙，其吸水能力無顯著相關。 

(四)不同類別衛生紙，浸泡在各種水中的分解程度無顯著相關。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文獻探討、問卷調查法與實驗觀察法，先閱讀文獻資料

與做問卷分析後，再與實驗結果進行三種方法交互檢定，從中得到實

徵結果與日常生活的印証。 

（一）文獻探討 

衛生紙指的是一種極薄的紙張，提供人們入廁後清理使用。它們

通常由木漿製造，跟一般紙的製造過程差不多，但是製造成極薄極脆

弱。脆弱的目的是可以遇到水就爛掉，以免在廁所內造成堵塞。 

依衛生紙的生產：原生紙漿所製的衛生紙生產過程沒有添加化學

藥品，可在化糞池中自行分解，所以可以投入馬桶中。 

文獻探討包括衛生紙的吸水性、組織纖維結構、衛生紙的拉力與

分解關係。 



吸水性：根據資料顯示衛生紙類的吸水性是廁用衛生紙最大、濕

紙巾的吸水性最小。決定吸水性的因素是單位面密度、纖維長度等。

行政院環保署也針對國內衛生紙的合格標準規定為第一分鐘的吸水

高度為 15mm 以上。平板衛生紙:紙質最軟、吸水好、分解能力強，是

符合一般所謂可溶於水的衛生紙。 

纖維組織：環保局表示，衛生紙分為短纖維與長纖維兩類，長纖

維較不易分解，短纖維較易分解。一般衛生紙是用短纖維製造，而面

紙則大都用長纖維製造。長纖維類的衛生紙或面紙，不容易分解，會

造成馬桶堵塞。易使衛生下水道堵塞。而短纖衛生紙，容易分解，可

以直接丟入馬桶。 

一般廁用衛紙紙基本上是完全以天然纖維為原料，經抄製加工而

成，由於纖維本身化學結構屬於親水特性，沾水後加上馬桶水流的衝

擊，即可自然解離分散，不至於造成下水道或化糞池阻塞。 

拉力：抽取式衛生紙通常一抽是 2 張,紙質較硬、韌性較強，如

此才可以讓你拉出下一抽面不會斷裂。 

捲筒式的衛生紙，紙質應該更強韌,因為它的紙質要強韌到可以

讓你拉動整捲衛生紙(尤其新的捲筒衛生紙整桶還蠻重的,如果紙質太

軟的話,一拉應該會斷掉) 

衛生紙纖維組織結構可依排列方式分為直向與橫向二種，依長短

可分為長纖維與短纖維二種，在測詴拉力時會因為纖維長短及排列方

向而有影響，即直向排列與長纖維的拉力較強。 

綜合上述文獻分析，品質優良的廁用衛生紙應具備有：吸水性

好、組織纖維短及拉力較弱且易分解的條件才是優質衛生紙。 

（二）問卷調查分析 

問卷調查法因受取樣的限制，只以本校教職員工生為取樣對象，

其樣本數 133 人，回收樣本數 82 份，有效樣本  80 份，回收率  

62% 。 

問卷內容分為基本資料、物理環境及廁所使用習慣三個面向，物

理環境分為坐式馬桶、蹲式馬桶、有無設置垃圾桶。廁所使用習慣分為

購買品牌習慣、使用張數、衛生紙處理情形、不同種類衛生紙使用順

位、放置垃圾桶習慣等內容。此問卷只用於與文獻及實驗的檢定參

考，礙於能力的限制，並沒有做到精準的信、效度分析。結果如表一。 

 



表一  廁所使用狀況問卷調查統計表 

性別 男 38 人 46% 女 44 人 54% 

年齡 

12 歲以下 13-18 歲 19-30 歲 31-40 歲 
41 歲以

上 
 

41 人 9 人 4 人 19 人 9 人  

50% 11% 5% 23% 11%  

教育程
度 

小學 國、高中 大專、研究以上 

53 人 65% 15 人 18% 14 人 17% 

身份 

學生 上班 老闆 家管 軍公教 其他 

50 人 5 人 2 人 9 人 10 人 5 人 

61% 6% 2% 11% 12% 6% 

物理環
境 

坐式馬桶 蹲式馬桶 
設有垃圾

桶 
未置垃圾

桶 
馬桶曾經堵塞過 

77 人 17 人 75 人 1 人 14 人 

94% 21% 91% 1% 17% 

使用習性 

固定品牌 

不固定品牌 吸水性
強 

分解力高 彈性佳 其他 

15 人 7 人 5 人 3 62 人 

15% 7% 6% 4% 76% 

衛生紙使用類型順位(每項以最高%列出) 

抽取式 平版式 滾筒式 濕紙巾 隨身包 擦手紙 

58 人
(第一順

位) 

46 人(第二
順位) 

21 人(第
五順位) 

26 人(第四
順位) 

28 人(第
三順位) 

21 人(第五順位) 

71% 56% 26% 32% 34% 26% 

衛生紙
處理情

形 

投入馬桶 投入垃圾桶 

3 人 74 人 

4% 90% 

使用張
數 

小於 5 張 5-10 張 大於 10 張 

29 人 10 人 3 人 

35% 12% 4% 

馬桶水箱是否有添加其他液體 

是 

洗衣粉水 清潔劑 除臭劑 

5 人 22 人 19 人 

6% 19% 23% 

否 35 人   44  % 

 

本問卷對象年齡層以 12 歲比率最高占 50%、31-40 歲次之問



23%。教育程度身份均是國小程度的學生比率最高占 65%、61%，為

方便在學校調查，因此取樣集中落在學生層次，並未作取樣規，也不

適用於本區外對象。 

在物理環境面向：馬桶類別以坐式馬桶的使用率最高占 94%，蹲

式馬桶僅占 21%，可見較習慣使用坐式馬桶。家中的衛浴設備也以坐

式馬桶列為優先考慮。廁間設有垃圾桶的比率也占絕對多數，占

91%，這充分反應在國人在使用習性上，這種習慣始自何時，起於何

地也無法得知。馬桶曾經堵塞的比率尚少，僅占 17%，不知是與衛生

紙丟進垃圾桶內有關，還是與製作馬桶科技有關，有待研究探討。 

在使用習性上：不固定選用同一品牌的比率占 76%，固定使用同

一品牌的比率雖然不高，僅占 24%，但考慮用同一品牌一個很重的因

素是衛生紙吸水性，足見吸水性佳的衛生紙是一般人選用優先考慮因

素。使用不同類型廁紙的順位依序為：抽取式第一順位(71%)、平版

式第二順位(56%)、隨身包第三順位(34%)、濕紙巾第四順位(34%)、擦

手巾與滾筒式第五順位(26%)。資料中顯示抽取式第一順位，原因可

能是近來家中源自加油站換取的抽取式衛生紙較多，影響到廁間使用

頻率。滾筒式廁紙則因為一般家庭尚未習慣於這種衛生紙的緣故，比

例相對而言較少。其中較為特殊的現象是排第四順位的濕紙巾，原因

不詳，有待深入探究。衛生紙處理情形方面，投入垃圾桶的比率高達

90%，顯然與設垃圾桶習慣有絕對關係。張數使用上則以 5 張內占較

高比率(35)，但不是具絕對高比率，介於 5-10 張的也占有 12%，由此

推知張數使用應較隨性。馬桶水箱是否有添加其他液體項目中以不添

加比率較高(44%)，有添加比率中又以放置除臭劑（23%）較多。 

（三）實驗觀察法 

實驗觀察法包括： 

(1)各種不同類別衛生紙，觀察其纖維結構與分解的關係。 

(2)各種不同類別衛生紙，測詴其拉力強度與分解的關係。 

(3)各種不同類別衛生紙浸入水中 20 秒，觀察其吸水高度。 

(4)各種不同類別衛生紙浸泡在各種水中一定時間後，觀察其分解程

度。 

 

 

 



發現問題 形成問題 研究小組 資料蒐集 

清掃廁所 

廁紙丟馬桶 文獻探討 

設計問卷 

設計實驗 分析討論 結論與建議 

四、研究過程 

（一）本研究過程如圖一表示其發展階段：         

圖一研究過程流程圖 

 

 

 

 

 

 

 

 

 

 

（二）實驗過程 

實驗器材 

6 種不同種類衛生紙、數位相機、自來水、攪拌棒、過濾網、燒杯、

剪刀、時鐘、磅秤、夾子、砝碼、架子、紅墨水、米達尺、數種清潔

劑。 

 

 

 

 

 

 

 

 

 

實驗一 

實驗目的：探討不同類別衛生紙，其纖維結構與分解的關係。 

實驗步驟： 

(一)將衛生紙撕一小塊置於顯微鏡下觀察。 

(二)觀察不同衛生紙組織纖維結構。(因儀器不足，只觀察不拍攝) 

(三)利用可超距離近拍數位相機拍攝各類衛生紙之纖維組織。 

醞釀階段 發展階段 

發展階段 成果階段 



實驗結果：如下圖一 

圖一  各類衛生纖維組織圖 

編號 1 2 

類別 平版式 抽取式 

纖維組織 

 

 

 

 

 

 

  

編號 3 4 

類別 溼紙巾 滾筒式 

纖維組織   

編號 5 6 

類別 隨身包 擦手紙 

纖維組織   

 

 

 



實驗二 

實驗目的：探討不同類別衛生紙，拉力(張力)與分解的關係。 

實驗步驟： 

(一)將不同種類的衛生紙依相同的直向纖維排列裁成相同面積大小。 

(二)將一張衛生紙的一端固定。 

(三)另一端掛上砝碼，累加個數直到紙張撕裂。 

(四)紀錄砝碼個數，計算重量（一個砝碼 200g）。 

圖二  拉力測量 

  

  

 

實驗結果：如(表二)、(圖三) 

表二  衛生紙拉力測量記錄 

編號 1 2 3 4 5 6 

類別 平版式 抽取式 溼紙巾 滾筒式 隨身包 擦手紙 

懸掛砝碼

個數 
3 5 32↑ 3 3 29 

耐重(g) 600 1000 6400↑ 600 600 5800 

 

 



(圖三)衛生紙拉力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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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實驗三 

實驗目的：探討不同類別衛生紙，其吸水程度為何。 

實驗步驟： 

(1) 將不同種類衛生紙裁成等長度長條狀。 

(2) 將衛生紙尾端進入加了紅墨水的燒杯中 20 秒。 

(3) 記錄吸水高度。 

圖四  吸水高度測量 

  

  

 

 



(圖五)衛生紙吸水高度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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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如(表三)、(圖五) 

表三 

編號 1 2 3 4 5 6 

類別 平版式 抽取式 溼紙巾 滾筒式 隨身包 擦手紙 

吸水高度

（cm） 
2.5 1.9 1.8 2.0 1.5 1.4 

圖五 

 

 

 

 

 

 

 

 

 

 

 

實驗四 

實驗目的：探討不同類別衛生紙，浸泡在自來水中的分解程度。 

實驗步驟： 

(1) 將不同種類的衛生紙裁成相同面積大小。 

圖六  裁成同面積衛生紙 

編號 1 2 3 4 5 6 

類別 平版式 抽取式 溼紙巾 滾筒式 隨身包 擦手紙 

外包裝       

 

 

 



編號 1 2 

類別 平版式 抽取式 

單張近

拍 

  

 

 

編號 3 4 

類別 溼紙巾 滾筒式 

單張近

拍 

 

 

 

 

  

編號 5 6 

類別 隨身包 擦手紙 

單張近

拍 

  

集體遠

拍 

 

 

 

 

 



(2) 浸泡在等量（400cc）的自來水中 1 小時。 

圖七  衛生紙浸泡實驗 

  

  

(3) 過濾後稱其殘留物重量。 

(4) 紀錄重量愈輕表示分解愈多。 

圖八  殘餘衛生紙重量測量 

  

  

 



實驗五、六、七 

實驗目的：探討不同類別衛生紙，浸泡在通樂加水中的分解程度。 

探討不同類別衛生紙，浸泡在鹽酸加水中的分解程度。 

探討不同類別衛生紙，浸泡在藍藍香加水中的分解程度 

實驗步驟同實驗四： 

圖九  不同混合液衛生紙浸泡 

  

通樂加水 鹽酸加水 

  

藍藍香加水            測量 

 

 

 

 

 

 



(圖一)衛生紙浸泡後殘餘量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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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如表四)、(圖十) 

表四  不同混合液衛生紙浸泡記錄 

編號 1 2 3 4 5 6 

類別 平版式 抽取式 溼紙巾 滾筒式 隨身包 擦手紙 

溶解情形描

述 

分解最細 部分分解 完全沒有

分解， 

保持原樣 

部分分解 沒有碎

裂，保持

原樣 

完全沒有

分解， 

保持原樣 

瀝

乾

水

分

後

殘

餘

重

量

(g) 

自來

水 50 90 150 80 40 100 

加通

樂(g) 40 80 150 80 40 100 

加鹽

酸(g) 50 90 150 80 40 100 

加藍

藍香

(g) 

50 80 150 70 40 100 

備註   紙張最

厚 

 紙張最

薄 

 

 

圖十 

 

 

 

 

 

 

 

 

 



伍、討論 

一、文獻分析核心概念 

(一)決定衛生紙吸水性的因素是單位面密度、纖維長度等。 

(二)合格標準規定為第一分鐘的吸水高度為 15mm 以上 

(三)長纖維較不易分解，短纖維較易分解 

(四)抽取式衛生紙:通常一抽是 2 張,紙質較硬、韌性較強 

(五)品質優良的廁用衛生紙應具備有：吸水性好、組織纖維短、張力

較弱且易分解的條件。 

二、問卷調查現況描述 

(一)取樣集中落在學生層次，並未作取樣規畫，也不適用於本區

外對象。 

(二)馬桶類別以坐式馬桶的使用率最高占 94% 

(三)廁間設有垃圾桶的比率也占絕對多數，占 91% 

(四)考慮用同一品牌一個很重的因素是衛生紙吸水性 

(五)投入垃圾桶的比率高達 90%，顯然與設垃圾桶習慣有絕對關

係。 

(六)吸水性是受訪者選擇衛生紙的一大重要因素。 

三、實驗結果分析 

實驗一 

(一)根據顯微鏡觀察後再以數位相機拍攝，發現紙張纖維較長的

種類為：依序為溼紙巾、擦手紙、隨身包。 

(二)抽取式、滾筒式、平版式纖維長度相差不大。 

(三)平版式衛生紙的纖維組織短而綿密，抽取式的纖維組織短較

鬆散，空隙較寬，隨身包則介於二者之間。滾筒式纖維較平

整且組織較平版式緊密。 

實驗二 

(一)平版式、抽取式、隨身包拉力為 3 個砝碼 600g，滾筒式的拉

力為 5 個砝碼 1000g，程度相差不大。 

(二)擦手紙與溼紙巾韌性非常強，溼紙巾甚至掛上所有準備的砝

碼 30 個仍不會斷裂。擦手紙也掛上 29 個砝碼。 

實驗三 

(一)放入水中 20 秒鐘的吸水高度排名依序為：平版式(2.5cm)、滾

筒式(2.0cm)、抽取式(1.9cm)、溼紙巾(1.8cm)、隨身包(1.5cm)、



擦手紙(1.4cm)。 

(二)實驗中發現溼紙巾吸水高度比較特殊，原因不知，或許是由

於本身已然潮溼，壓縮組織間的空隙，或許是纖維較長，較

不會阻斷水分子移動。 

實驗四、五、六、七 

(一)衛生紙剛投入水中尚看不出差異。 

(二)攪拌過後可明顯看出各種類衛生紙分解情形。 

(三)溼紙巾與擦手紙均呈現完全沒有分解狀態。 

(四)實驗結果發現加入清潔劑後，對於衛生紙分解情形幾乎沒有

顯著影響，都是以平版衛生紙和隨身包衛生紙的分解最多

(40g-50g)，擦手紙和濕紙巾最不容易分解(100g-150g)。 

 

四、文獻、問卷與實驗三者之間的相關描述 

(一)紙張纖維較長的衛生紙，拉力越強，不易斷裂。 

(二)紙張纖維較長的衛生紙，不易分解，且吸水性也較弱。 

(三)經過吸水實驗發現平版式衛生紙與滾算式衛生紙的吸水高度最

高，與目前國人最常使用廁紙類別和文獻內容相符合。 

(四)受訪者選用的紙張種類取向符合實驗結果以及文獻分析：吸水

力強，而吸水性強弱又與拉力強度成反比，即拉力愈強吸水性

愈小，也與組織纖維長短成反比，纖維長度愈長吸水性愈弱，

因此分解性愈弱。 

陸、結論與建議 
一、大部分衛生紙分子間構造鬆軟、纖維短，並不含「溼強劑」與長

纖維，遇水即離散，所以分解很快，不會造成馬桶阻塞。 

二、本次實驗結果符合文獻所指出優良廁紙的條件，是選購衛生紙最

佳思考要素，其要素包含： 

（一）吸水性好。 

（二）組織纖維短。 

（三）張力較弱。 

（四）易分解。 

三、在水中添加腐蝕性溶液並不能幫助衛生紙溶解，所以應減少使

用，以避免造成環境污染。 

四、適合投入馬桶中的衛生紙為平版式、抽取式、滾筒式衛生紙，其

共同特色為：纖維短、吸水性強、張力弱，易分解。於此強烈建



議使用前述三種廁紙。 

五、隨身包面紙是設計來清潔臉部的汙垢與油脂，所以含溼強劑與長

纖維，分子間構造強韌，遇水不易離散，不宜投入馬桶中，恐會

造成堵塞。 

六、溼紙巾及擦手紙纖維較長，加上其設計取向本就不適宜在廁所中

使用，故也不可投入馬桶中。 

七、如果政府能加強宣導，養成國人將正確廁所用紙投入垃圾桶的習

慣，不僅可以改善公共衛生，也能減少許多處理垃圾的麻煩及處

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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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問卷 

您好！ 

這是一份關於廁所理環境與使用習性的問卷，作為科學研究用，絕無

其他用途，希望能藉由您的問卷以了解國人廁所使用現況調查，提出

改進之議。謝謝您的合作。請您依實際情況在正確的方格內打「」： 
 

一、基本資料 

1.性別：□男□女 

2.年齡：□12 歲以下□13~18 歲□19~30 歲□31~40 歲□41 歲以上 

3.教育程度：□小學或以下□國（初）高中（職） □專科/大學研究所

以上 

4.身分別：□學生□上班族□老闆/負責人□家管□軍公教□其他 

 

二、問卷內容 

物理環境 

坐式馬桶 是(     ) 否(    ) 

蹲式馬桶 是(     ) 否(    ) 

設有垃圾桶 是(     ) 否(    ) 

未設置垃圾桶 是(     ) 否(    ) 

馬桶是否曾經堵塞過 是(     )原

因是                       

             

否(    ) 

廁所使用

習性 

使用衛生紙品牌 固定(  ) 哪一種(          ) 不固定(  ) 

延續上一題，如果是

勾固定，則繼續做此

題 

考慮因素是： 

吸水性佳(    )、容易分解(  )、彈性佳

(   )、其他(    ) 

使用衛生紙種類頻

率，請將使用次數由

最多到最少依序排

列寫入右欄代號。 

1.抽取式、2.平版式、3.滾筒式、4.濕紙巾、

5.隨身包、6.擦手紙 

最多                        最少 

(     、    、    、    、    、    ) 

使用後處理方式 投入馬桶內(    )、丟入圾桶內(    ) 

如廁一次使用張數 固定(  )通常是    張、 

不固定(  )通常介於     至     之間。 

馬桶內是否有添加

其他液體 

是(    )接著勾選洗衣粉水(   )、清潔劑

(   )、除臭劑(    )、其他(             ) 

 



【評語】080828 

1. 研究主題能與生活配合。 

2. 研究方法可再改進，例如：”文獻探討”之根據為何？(出

處)”三角交互分析”也未能落實。 

3. 研究目的四”正確如廁使用觀念”，並未回答。 

4. “浸泡實驗”，應測量減少了多少重量較合理。 

5. 問卷設計只准許單選似有不當，未必所有家庭只有一項設

施或可能性。 

6. 問卷中，多人選(百分比高)是該現象多(頻率差異)，和”被

優先考慮”(程度差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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