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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蜆」然不是蓋的――台灣蜆淨化水質功效之研究 

 

壹、摘要 

  台灣蜆，學名Corbicula fluminea本實驗針對台灣蜆淨化機制和環境因子對淨化能力分析。

我們由探討台灣蜆因數量多寡、時間長短的影響，到更深入研究，從明暗、溫度、酸鹼探討

台灣蜆淨水功效，更把它導入生態應用。 

  針對台灣蜆與濁度的淨化關係，以定量水和沙調配。淨化後濁度測量以自製太陽能光電

箱來檢測，依據水中雜質多寡影響太陽能板吸電量，來分析淨水前後濁度的改變，具有原創

性及一般簡易測法難以達到的精準度。實驗顯示，數量與時間皆使淨化效率成長；明暗度對

台灣蜆淨化能力影響幅度較低；溫度、酸鹼實驗是在 15℃到 25℃、pH7的環境下效果最好，

皆應證台灣蜆在符合其生存環境淨化能力最佳。生態應用以工業、家庭廢水來導入，而結果

也指出對其皆有淨化作用，尤其在工業廢水方面更是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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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研究動機 

  日前家中有年紀較小的小朋友來訪，在頑皮本性及好奇心的驅使下，將台灣蜆放入混濁

魚缸中，意外發現台灣蜆具有神奇的淨水功效，生物課時老師也曾提到自然界許多生物和環

境都存在著微妙的關係，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們便展開了以下的實驗。 

 

                                參、研究目的 

 一、分析台灣蜆於水中的淨化能力 

 二、環境因子對台灣蜆淨化能力的分析 

 三、研究台灣蜆的生態應用 

四、研究器材與設備 

一、研究器材： 

    台灣蜆、3L罐子 5個、電磁爐、計時器、泥沙、電子磅秤、冰塊、100w燈泡 4個、工

作燈架、光線遮罩箱、氫氧化鈉、2M鹽酸、pH meter 

二、研究設備：自製太陽能光電測量箱 

 ( 一)利用太陽能 

  1. 思考緣起 

         之前學校舉辦太陽能車研習營，讓我們初步認識太陽能及其簡單的發電原理。因

此，我們轉念一想，既然光亮的多寡能影響太陽能板的吸電量，而理化老師也曾提及

濁度的大小(水中雜質的多寡)會影響其透光程度，結合這兩項線索，觸發了我們製作太

陽能光電箱的設計雛形。 

  2. 簡述流程圖 

      光量的多寡è太陽能車的電量 

      ( 聯想)水中雜質的多寡è通過光量的多寡è太陽能板的發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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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於測量濁度 

  1. 思考緣起 

本自製測量箱主要是利用太陽能板吸收黃光藉以發電的原理，由於不同濁度的水質

中所含不可透光的物質（常見的雜質）數量多寡及讓光線透過的量不同，使太陽能板

發電的數值亦不同。 

  2. 能量傳遞流程圖 

    j箱內未放任何物品時能量傳遞情形： 

      燈泡發出黃光è太陽能板è三用電錶 

    k箱內置入杯裝水溶液的能量傳遞情形： 

      燈泡發出黃光è水溶液中可透光的粒子è太陽能板è三用電錶 

(三)D值的介紹 

   1. 以差距值設為 D 

     由於能量會隨時間拉長有所耗損，每次太陽能光電箱起跳的電流量（伏特數）不

一定相同，亦即以同一杯水而言，每次測量「箱內未放任何物品」和「箱內置入杯裝

水溶液」經太陽能光電箱測得之電流量有可能不同，但水中雜質量不因時間長短而有

所增減，所以將「箱內未放任何物品時」和「箱內置入杯裝水溶液」經太陽能光電箱

測得之電流量相減，算出被雜質擋掉的光量為表現其濁度的數值，以代號 D做為敘述

之代碼。 

 註： 

    在此報告中我們以 S表示「箱內未放任何物品」經太陽能光電箱測得之電流量，F表示

「箱內置入杯裝水溶液」經太陽能光電箱測得之電流量，D表示兩者相減之電流量，為方

便數據的表示，我們將 S、F、D的單位訂為「微伏特」。 

 

   2. 判別結果 

      為了比較台灣蜆淨化前後的差別，我們以 D 原溶液及 D 對照組兩種數據來和實驗組的

D值作比較。D 原溶液代表水溶液最乾淨的狀態，在此份報告中，數量、時間、溫度、明

亮度的實驗 D 原溶液代表清水的 D值，而在酸鹼實驗中代表五種 pH水溶液(不加沙子及

台灣蜆)的 D值；D 對照組則是與實驗組相同濁度的泥沙混合溶液但不放入台灣蜆淨化，

待其自然沉澱。若實驗組的 D值越接近 D 對照組，表示台灣蜆在該環境中淨化效果越差，

與原本混濁的環境越無差異；若實驗組的 D值越接近 D 原溶液，表示台灣蜆在該環境中

淨化效果越好，與乾淨無泥沙的環境越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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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功能說明 

  利用上述之原理測溶液濁度，且不同於一般測量濁度的方法(如用利用濾紙測其雜質

含量、沙克其法)，太陽能光電箱較能提高表示濁度的精準度，而不需龐大成本。 

表 1：濾紙、沙克其法、太陽能光電箱之優劣比較表           

方法 使用濾紙 採用沙克其法 利用太陽能光電箱 

優點 1. 取材方便 

2. 便宜 

1.取材方便 

2.便宜 

 

1.數值較精確 

2.具有原創性 

3.成本適中 

缺點 1.難以測量 

2.精準度不夠 

精準度不夠  

結果 不採用 不採用 採用 

(五)細部構造說明 

      長方形箱子，箱內頂部裝上黃光燈泡及燈座(連接電線、插頭)，箱底挖去一個與太陽

能板差不多大小的長方形，正面附門(恰好可裝入一個 250毫升的燒杯)，最底層之木片(箱

底)背面裝上恰好可插入太陽能板的可抽拉式凹槽，裝上可支撐全箱的厚木板，最後於下

方凹槽插入太陽能板並在正負極上接上電線，連接三用電錶。 

    1. 繪圖剖面圖 

 

 

 

                             表 2：完成圖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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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手稿 實品全圖 

  

圖 1：太陽光電箱設計手稿與實品圖 

 

 

名

稱 

圖  片 圖 片 說 明 

箱

頂 

 

經實驗證明，瓦數對太陽能光電箱測

出的 D 值不會有影響，因此我們在

實驗過程中一律 60w 燈泡作為實驗

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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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

底

正

面 

 

 

箱底挖一個與太陽能板差不多大小

的長方形，圖中黑色區域為下層凹槽

露出的太陽能板。 

 

箱

底

背

面 

 

 

凹槽上裝有太陽能板並接上電線，用

膠帶固定避免太陽能板滑動，影響實

驗結果。 

 

圖 2：重點構造的實體說明 

 

表 2：清水與空箱時測得數值差值二十次測量結果 

 

說明：重複測量二十次同一杯水的 D值，測得總平均值為 32.3，此後研究結果中的 D原溶液

皆是以此數值表示。 運用標準差公式及上表數值，求得標準差為 1.12，此後研究結果

中皆以此數值當誤差值。 

 

 

D 
(單位 1mv) 

32 32 33 30 31 31 32 33 33 32 

D 
(單位 1mv) 

32 34 34 32 33 32 30 33 34 33 

       總平均＝32.3（ +
- 1.12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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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步驟 

一、分析台灣蜆於水中的淨化能力 

    ( 一).研究台灣蜆數量多寡對淨化能力的影響 

1.準備 5組裝有 500毫升清水及 12.5公克泥沙混合溶液 

2.分成 A、B、C、D、對照組五組，各放置不同數量的台灣蜆 

         A 組：5隻 

         B 組：10隻 

         C 組：15隻 

         D 組：20隻 

         對照組：不放置台灣蜆 

    3.  2 小時後，在水位 250毫升處各抽取 200毫升的濾液 

    4. 用自製的太陽能光電箱測其混濁程度 

    5. 記錄並重複實驗六次 

 

  ( 二)研究時間長短對台灣蜆淨化能力的影響 

    1. 準備 8組裝有 500毫升清水及 12.5公克泥沙混合溶液的塑膠罐 

2.分成 A、B、C、D、E、F、G、H八組，A~D組放入 20隻台灣蜆 

         A 、E組：靜置 30分鐘 

         B 、F組：靜置 60分鐘 

         C 、G組：靜置 90分鐘 

         D 、H組：靜置 120分鐘 

       3. 時間到，在水位 250毫升處抽取 200毫升的濾液 

       4. 用自製的太陽能光電箱測其混濁程度 

       5. 記錄並重複實驗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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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環境因子對台灣蜆淨化能力的分析 

    (一)探討明暗度對台灣蜆淨化能力之影響  

        1. 準備 5組紙箱，箱頂挖一個 6×6（平方公分）的正方形小洞，將 100W的燈泡置

於其中，並使遮罩箱不透光，箱內放入裝有 500毫升清水、12.5公克泥沙及 20隻

台灣蜆的塑膠罐。 

        2. 分成 A、B、C、D、黑暗組及對照組 6組，於箱內等高處架上不等層數的紗網 

         A 組：不放置紗網 

         B 組：3層紗網 

         C 組：6層紗網  

         D 組：9層紗網  

         黑暗組：箱頂不挖洞 

         對照組：置於日光燈下，不放置台灣蜆 

        3. 靜置 2小時 

        4. 時間到，各從水位 250毫升處抽取 200毫升的濾液 

        5. 用自製的太陽能光電箱測其混濁程度 

        6. 記錄並重複實驗六次 

     ( 二)探討溫度對台灣蜆淨化能力之影響 

      1. 準備 5組裝有 500毫升清水、12.5公克泥沙及 20隻台灣蜆的塑膠罐。 

      2. 分成 A、B、C、D、對照組五組，隔水調節來維持溫度。 

        A 組： 5℃ 

        B 組： 15℃ 

        C 組： 25℃ 

        D 組： 35℃ 

        對照組：置於室溫下，不放置台灣蜆 

      3. 靜置 2小時 

         4. 時間到，各從水位 250毫升處抽取 200毫升的濾液 

         5. 用自製的太陽能光電箱測其混濁程度 

         6. 記錄並重複實驗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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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酸鹼值對台灣蜆淨化能力之影響 

   1. 分成 A、B、C、D、E五組，在塑膠罐內放入以鹽酸、氫氧化鈉配置不同 pH值之混合

液（以 pH meter 校正） 

        A 組： pH3 

        B 組： pH5 

        C 組： pH7 

        D 組： pH9  

        E 組： pH11 

    2. 各組再分實驗組、對照組、原溶液三小組 

      為避免台灣蜆外殼(碳酸鈣成分)與酸性溶液起反應，造成實驗數據的誤差及維持控制

變因相同，因此在每隻台灣蜆外殼和彈珠塗上白凡士林 

       ü實驗組：加入 20隻台灣蜆、12.5公克泥沙，於台灣蜆的外殼塗抹白凡士林 

       ü對照組：加入 20顆彈珠、12.5公克泥沙，於彈珠的外層塗抹白凡士林 

       ü原溶液：加入 20顆彈珠，於彈珠的外層塗抹白凡士林。 

    3. 靜置 2小時。 

    4. 時間到，各從水位 250毫升處抽取 200毫升的濾液。 

    5. 用自製的太陽能光電箱測其混濁程度。 

    6. 記錄並重複實驗六次。 

 

三、研究台灣蜆的生態應用       

   （一）台灣蜆對工業廢水的淨化功效之影響 

       1. 分成實驗組、對照組二組，都放入由工業廢水（樣本由彰化縣彰化市彰和路二段縣

道 138路旁排水道取樣）和清水以 1:1的比例充分混合成 500毫升的混合溶液      

ü實驗組：放入 20隻台灣蜆。 

         ü對照組：不放台灣蜆，使其自然沉澱。          

        2. 靜置 2小時 

        3. 時間到，各從水位 250毫升處抽取 200毫升的濾液 

        4. 用自製的太陽能光電箱測其混濁程度 

        5. 記錄並重複實驗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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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台灣蜆對家庭廢水的淨化功效之影響 

      1. 分成實驗組、對照組二組，都放入由家庭廢水（樣本由實驗小組家庭一天用水平均   

取樣）和清水以 1:1的比例充分混合成 500毫升的混合溶液 

         ü實驗組：放入 20隻台灣蜆。 

       ü對照組：不放台灣蜆，使其自然沉澱。 

       2. 靜置 2小時 

       3. 時間到，各從水位 250毫升處抽取 200毫升的濾液 

       4. 用自製的太陽能光電箱測其混濁程度 

       5. 記錄並重複實驗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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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究結果 

一、分析臺灣蜆於水中的淨化能力 

  在實際實驗前，我們做了一些測試實驗：濁度(沙與水的比例)選定方面，我們選擇 2公升

的清水、50克的沙，因為實驗時較可明顯看出淨化前後的差距。 

  數量的實驗中，顯示數量增加對台灣蜆淨水功效有幫助，但基於經濟考量，我們試做了

等比例縮小是否結果相似的實驗，結果說明按比例縮小其水體量、沙子質量及蜆隻數量不影

響實驗結果。因此以下實驗中均以 500毫升的清水、12.5克的沙來調配混濁溶液 (等同於 2

公升的清水、50克的沙)。 

  ( 一)台灣蜆數量多寡對淨化能力的影響 

                  表 3：台灣蜆數量多寡對淨化能力的影響 

時間 20隻 40隻 60隻 80隻 
S 1138 1130 1135 1135 
F 1066 1057 1065 1072 
D 72 73 70 63 
D原溶液 32 32 32 32 

              註：S代表箱內未放入任何物品時所測得之數值 

                  F 代表經台灣蜆濾食的水溶液所測得之數值 

                  D 代表兩數據的差值（單位：mv） 

                  此後直表格代號均為相同涵義，將不贅述。（詳見頁碼 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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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0

20隻 40隻 60隻 80隻

3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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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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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7
60
63
66
69
72
75

S

F

D

D原溶液

            
圖 1：台灣蜆數量多寡對淨化能力之分析圖 

 

說明：由實驗可知，在相同的時間內，台灣蜆在 80隻時淨化效果最佳，20、40、60隻所測的

數值相近，結果相似。D值的折線圖雖變化趨勢較緩，但整體而言，仍可看出數量增加

時，D值有下降的趨勢，顯示數量對台灣蜆淨化效果確實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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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等比例縮小對實驗結果的影響 

比例 A組 B組 C組 

S平均值 1105 1103 1101 

F平均值 1070.5 1069 1066 

D 35 34 35 

D原溶液 32 32 32 

               

註：A組表示 2公升的清水、50克的泥沙、80隻台灣蜆 

                  B 組表示 1公升的清水、25克的泥沙、40隻台灣蜆 

                  C 組表示 500毫升的清水、12.5克的泥沙、20隻台灣蜆 

 

 

     

30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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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組 B組 C組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D最高值

D最低值

D平均值

D原溶液

 
                圖 3：等比例縮小對實驗結果之分析圖 

 

  說明：水量、沙的質量、蜆隻數量等比例縮小後其 D值均在標準差之內(詳見頁碼 6)，顯示

等比例縮小後不影響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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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台灣蜆數量多寡對淨化能力的影響(等比例縮小後) 

數量 對照組 5 隻 10隻 15隻 20隻 

S平均值 1092 1094.25 1087.5 1083.25 1083 

F平均值 1051 1054 1050 1048.25 1048.5 

D 41 40.3 37.5 35.0 34.5 

D水 32 32 32 32 32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對照組 5隻 10隻 15隻 20隻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D最高值

D最低值

D平均值

D水

 

                圖 4：台灣蜆數量多寡對淨化能力之分析圖 

 

說明：實驗結果與等比例放大、實驗時間為 30分鐘的結果相似，均有下降趨勢 

 

以 5隻台灣蜆淨化水質 以 10隻台灣蜆淨化水質 以 15隻台灣蜆淨化水質 
   

以 20隻台灣蜆淨化水質 對照組(0隻台灣蜆) 數量整組 

   

圖 5：數量實驗相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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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時間長短對台灣蜆淨化能力之影響 

 

 表 6：時間長短對台灣蜆淨化能力的影響（每隔 30分鐘） 

時間 30分 60分 90分 120分 

S平均值 1095.5 1095.5 1096 1091 

F平均值 1052.5 1051 1057 1056 

D 43 44.5 39 35 

對照組 41.3 38.7 38.3 39 

D原溶液 32 32 32 32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30分 60分 90分 120分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D最高值

D最低值

D平均值

對照組

D原溶液

 

         圖 6：時間長短對台灣蜆淨化能力之分析圖（每隔 30分鐘） 

 

        說明：從圖 2可知，台灣蜆在 120分鐘時測得的 D值最接近 D原溶液值，其淨化效

果最好；30分鐘時測得的 D值與 D原溶液值相差最多，代表淨化效果最差。

60分鐘和 90分鐘測得的 D值差距在標準差內，淨化效果相近。延長淨化時

間確實有助於淨化效果。 

台灣蜆淨化 30分鐘 30分鐘(對照組) 台灣蜆淨化 60分鐘 60分鐘(對照組) 
    

台灣蜆淨化 90分鐘 90分鐘(對照組) 台灣蜆淨化 120分鐘 120分鐘(對照組) 
    

圖 7：時間實驗相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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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環境因子對台灣蜆淨化能力的分析 

依據實驗(一)結果顯示，台灣蜆數量 20隻與淨化二小時後，淨化效果最好。雖然延

長淨化時間和增加蜆隻數量有助於淨化效果，但隨時間拉長，D值下降的幅度也隨之減

緩。總合以上二點考量，我們小組決定在本類環境因子實驗中，皆以台灣蜆 20隻為樣本

數目、2小時作為其淨化時間。  

  (一)探討明暗度對台灣蜆淨化能力之影響 

                    表 7：明暗度對台灣蜆淨化能力之影響 

明暗度 黑暗組 
   A 組 
(不放置沙網) 

    B 組 
(放置 3層沙網) 

    C 組 
(放置 6層沙網) 

    D 組 
(放置 9層沙網) 

S平均值 1089.2 1088.7 1087.2 1091.8 1092.2 

F平均值 1052 1051 1050.5 1053.2 1054.7 

D 37.2 37.7 36.7 38.7 37.5 

對照組 41 41 41 41 41 

D原溶液 32 32 32 32 32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黑暗組 A組 B組 C組 D組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D最高值

D最低值

D平均值

對照組

D原溶液

 

        圖 8：明暗度對台灣蜆淨化能力之分析圖 

 

說明：本實驗結果顯示，台灣蜆在 3層沙網時淨化效果叫好，最接近圖 3中的 D原溶

液，在 6層沙網時反之。各組之間 D值差距不明顯，在標準差之內，顯示明暗

度對台灣蜆淨化功效的影響幅度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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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配備架設 實驗配備架設 

 

 

 

 

 

 

 

0層紗網 3層紗網 6層紗網 
   

9層紗網 黑暗組 明暗度整組 

   

圖 9：明暗度實驗相關圖片 

  

 

 (二)探討溫度對台灣蜆淨化能力之影響 

 

表 8：溫度對台灣蜆淨化能力之影響 

時間 

A組 

(5℃) 

B組 

(15℃) 

C組 

(25℃) 

D組 

(35℃) 

S平均值 1091 1090.5 1086.5 1088.5 

F平均值 1052.5 1054 1052.5 1049.5 

D 38.5 36.5 34.0 39 

D對照組 41 41 41 41 

D原溶液 32 32 3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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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5℃ 15℃ 25℃ 35℃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D最高值

D最低值

D平均值

對照組

D原溶液

 

              圖 10：溫度對台灣蜆淨化能力影響之分析圖 

 

     說明：從實驗中可得知台灣蜆在 25℃時淨化效果最佳，所測得的 D值與 D原溶液值

差距最小； 35℃時則反之。符合台灣蜆在水中的攝食溫度範圍 22℃〜25℃和潛

沙溫度範圍 15℃〜25℃。5℃、35℃則超出適合生長的溫度範圍。顯示溫度對台

灣蜆淨化功效有影響。 
以冰塊維持在 0℃ 以電磁爐維持在 35℃ 溫度實驗整組實驗架設 

   

台灣蜆在 5℃環境中淨化水質 台灣蜆在 15℃環境中淨化水質 台灣蜆在 25℃環境中淨化水質 
   

台灣蜆在 35℃環境中淨化水質 溫度實驗對照組  

   

圖 11：溫度實驗相關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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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酸鹼值對台灣蜆淨化能力之影響 

                      表 9：酸鹼值對台灣蜆淨化能力影響 

酸鹼值 A組(pH3) B組(pH5) C組(pH7) D組(pH9) E組(pH11) 

S平均值 1086 1091.5 1091.5 1090 1090.5 

F平均值 1043 1054 1055.5 1052 1044 

D 43 37.5 36.0 38.0 46.5 

D對照組1(無蜆有彈珠) 44.6 41 42 41.25 45 

D對照組2(無沙有彈珠) 34.3 36.8 35.8 37.3 38.8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pH3 pH5 pH7 pH9 pH11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D最高值

D最低值

D平均值

對照組1(彈珠)

對照組2(無沙)

 

                     圖 12：酸鹼值對台灣蜆淨化能力影響 

 

   說明：台灣蜆在 pH7的環境中淨化效果最好，pH5、pH9的環境中也不錯，三者的清澈度

都很接近原溶液，pH11、pH3的環境中幾乎沒有淨化效果，清澈度接近 D 對照組，

印證台灣蜆在水中適合生長範圍 pH7.5~pH8.5，pH3、pH11超出適合生長範圍。顯

示酸鹼值對台灣蜆淨化能力確實有影響。 

 

盛裝酸、鹼溶液的玻璃罐 使用 pH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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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低管 調配酸性溶液 

  

台灣蜆在 pH3的環境中淨化水質 pH3對照組(無蜆，有彈珠) pH3對照組(無沙，有彈珠) 
   

台灣蜆在 pH5的環境中淨化水質 pH5對照組(無蜆，有彈珠) pH5對照組(無沙，有彈珠) 

   

台灣蜆在 pH7的環境中淨化水質 pH7對照組(無蜆，有彈珠) pH7對照組(無沙，有彈珠) 

   

台灣蜆在 pH9的環境中淨化水質 pH9對照組(無蜆，有彈珠) pH9對照組(無沙，有彈珠) 

   

台灣蜆在 pH11的環境中淨化水質 pH11對照組(無蜆，有彈珠) pH11對照組(無沙，有彈珠) 

   

圖 13：酸鹼值實驗相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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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台灣蜆的生態應用 

  近年來科技發展帶來生態破壞，水污染即是一例。有鑑於水污染問題日趨嚴重，我

們小組探討台灣蜆的淨化能力是否能於此產生作用，決定取「工業廢水」與「家庭廢水」

作為污染水質的代表樣本。 

（一）台灣蜆對工業廢水的淨化功效之影響 

           表 10：台灣蜆對工業廢水的淨化功效實驗結果數據 

 

       

 

 

 

 

 

       

980

1000

1020

1040

1060

1080

1100

1120

1140

1160

實驗組 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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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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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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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原溶液

   
                圖 14：工業廢水實驗結果分析圖 

  說明：本實驗結果顯示有放置台灣蜆與未放置台灣蜆之工業廢水清澈度有明顯差異，相

差值為 11(單位：1mv)，可見台灣蜆在工業廢水中能產生淨化能力。 

  

（二）台灣蜆對家庭廢水的淨化功效之影響 

               表 11：台灣蜆對家庭廢水的淨化功效實驗結果數據 

 

 

 

 

 

 

工業廢水 實驗組 對照組 

S平均值 1134.5 1134.8 

F平均值 1052 1041.3 

D 82.5 93.5 

D原溶液 32 32 

家庭廢水 實驗組 對照組 

S平均值 1127.2 1131.1 

F平均值 1053.6 1054.9 

D 73.6 76.2 

D原溶液 3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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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5：家庭廢水實驗結果分析圖 

   說明：本實驗結果顯示有無放置台灣蜆之家庭廢水清澈度有差異，D相差值為 3，可見

台灣蜆在家庭廢水中能產生淨化能力。  

 

陸、討論 

一、使用太陽能測量的理由 

     最初我們想到以濾紙過濾濾液，待乾後測量其質量的變化，得到濁度。但因差值過小，

且實驗時天氣、濾紙烘乾後與原質量有不客觀的出入都有影響實驗結果的疑慮。亦想過以

沙克其法測量濁度，但我們認為這項措施存在諸多無法精準控制的變因，可能影響實驗結

果，將此列為備用方案。最後想出以太陽能光電箱測量的方法，既有穩定的精確性，又可

測出各組間明顯的差值，故採用此方案。 

 

二、太陽能光電測量箱數值的計算 

     原本理想的狀態是直接讀出三用電表的電流量，但每次三用電表的起跳值都不一樣，

因此我們先測量空箱狀態的電流量，再測量箱內裝有溶液的電流量，兩者減得的差值(D)

為主，差值越大，即渾濁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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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以鹽酸配置酸性溶液的緣由 

      我們發現以硫酸配置出的酸性溶液其 pH值較不穩定，經討論及多方請教後，得知硫

酸溶於水中第二個氫離子不一定會解離，造成水溶液的 pH值不穩定，且硫酸溶於水會產

生硫化物，對生物體造成傷害，後續實驗就改用鹽酸來配置。 

 

 四、在台灣蜆外殼塗抹凡士林的緣由 

      以前的測試實驗中，發現經過蜆淨化後水溶液其 pH值會偏中性。我們小組討論，有

可能是蜆外殼含碳酸鈣成分，與酸互相反應才會使水溶液的 pH值偏向中性，之後，決定

以白凡士林塗抹台灣蜆的外殼，以求實驗數據的準確度。 

 

 五、飼養期間所觀察到的特殊現象 

      我們在飼養台灣蜆期間發現一個特殊現象：少數的蜆於水中會先立起後浮到水面，

就算放平還是會立刻恢復原狀，小組討論及多方請教後，得知可能因蜆隻彼此碰撞，以

致正在呼吸的台灣蜆來不及把氣體排出外套膜，造成上浮現象。 

 

 

柒、結論 

一、分析台灣蜆於水中的淨水能力 

   （一）以數量作為操縱變因，我們發現實驗中 20隻台灣蜆淨化效果最佳，數量增加時，

濁度也隨之減少，顯示數量對台灣蜆淨化效果確實有影響。 

   （二）以時間作為操縱變因，我們發現實驗中台灣蜆在 120分鐘的實驗時間中淨化效果最

好，但淨化時間越久，濁度下降趨勢越緩，顯示時間對台灣蜆淨化效果確實有影

響。 

 

二、環境因子對台灣蜆淨化能力的分析 

  （一）以明暗度作為操縱變因，我們發現實驗中台灣蜆在 3層沙網時淨化效果最佳，在

6層沙網時反之，各組之間所測得的 D值差距不大，顯示明暗度對台灣蜆淨化能力

影響幅度較小。 

（二）以溫度作為操縱變因，我們發現實驗中台灣蜆在 15℃、25℃時淨化效果最佳，此

範圍剛好是台灣蜆在水中適合的攝食溫度範圍 22℃〜25℃和潛沙溫度範圍 15℃〜

25℃，顯示溫度對台灣蜆淨化效果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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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以酸鹼值作為操縱變因，台灣蜆於中性的水質中，淨化效果最佳，弱鹼性及弱酸

性水質次之，剛好在其適合成長的 pH值範圍 7.5〜8.5及適合潛沙的 pH值範圍 7.0

〜8.5內，最差的是強鹼和強酸，有可能是因為太過於極端的環境不適合台灣蜆生

存，更遑論淨化水質，顯示酸鹼值對台灣蜆淨化效果有影響。 

 

三、臺灣蜆淨化機制之生態應用 

 (一)在工業廢水中本實驗結果顯示有放置台灣蜆對工業廢水清澈度有影響，實驗前後的D

值有十分明顯的下降－11（單位：1mv），能有效改善其清徹程度，證明台灣蜆於工

業汙染的廢水中，確實有生態應用之價值。 

    ( 二)在家庭廢水中本實驗結果顯示有放置台灣蜆對家庭廢水清澈度有影響，實驗前後的D

值有下降－3（單位：1mv），略能改善其清徹程度，證明台灣蜆於家庭廢水中，有

著些微生態應用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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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圖 

設計草圖(全圖) 設計草圖(分解) 

  
設計草圖(分解) 設計草圖(分解) 

  
設計草圖(分解) 設計草圖(分解) 

  

 



【評語】031712 

自製濁度測量器有創意。 

建議水中濁度造成的問題除泥沙外，蜆的排泄物也會造成混

濁，且蜆有吐沙行為，會造成水中混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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