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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 50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作品說明書 

 

 

 

「零漬靈」－大家一起來玩黏巴達 

 

 

摘要 

    自製的「零漬靈」與市售 Cyberclean 商品，用不同的實驗來做一系列的比較，發現自製

的「零漬靈」吸附塵土的效果較佳，呈現中性，且具有能夠耐清洗之特性，不含一些額外添

加之螢光劑、防腐劑及殺菌劑。自製的「零漬靈」除了能夠吸附灰塵，在生活上可應用於：

替代板擦，並有良好的操作特性，不會造成筆灰飛揚的問題，這是老師們的最愛，且可以重

覆利用，其整體效果不遜市售之商品。 

 

 

關鍵詞：Cyberclean、硼酸、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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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暑假和媽媽去百貨公司購買東西時，看到一樣怪怪的商品 -- Cyberclean(魔力去塵靈)，經

過仔細詳讀瓶身上說明書後，才了解它可以用來清潔鍵盤及手機按鍵縫隙裡的塵埃或小區塊

的除塵工作，使用方法是把它擠壓在鍵盤縫隙裡及在上面滾動，就可以很容易地將灰塵粘著

而去除。於是就想到以前參加科學營做過的「史萊姆」(也有人稱為「鼻涕蟲」)實驗，是利用

膠水和硼砂結合成一網狀結構的透明、果凍狀物體，看起來和 Cyberclean 很相似，因此就興

起可以自己做「清潔泥」的想法，也可以來比較自製的清潔泥與市售商品的吸附污物的效果。

於是在與老師討論及指導下，就開始了我們的試驗。 

 

 

 

 

 

 

 

 

 

 

 

貳、研究目的 

一、以物理及化學試驗進行成分分析。 

二、添加不同比例硼酸水溶液，配合不同種類的聚合物，用以製造出除塵效果好的「零漬靈」。 

三、利用不同的試驗來比較不同比例「零漬靈」與 Cyberclean 的清潔效果。 

四、生活上的各種應用。 

 

 

 

參、研究設備器材 

一、材料類：玉米粉、蕃薯粉、太白粉、樹脂、痱子粉、鹼粉(碳酸鈉，化學式 Na2CO3)、醋

酸(CH3COOH)、硼酸(H3BO3)、無水硫酸銅、澄清石灰水、粉筆、綠豆、海砂、氣球。 

二、用具類：免洗杯、燃燒匙、攪拌棒、藥匙、量筒、燒杯、精密天秤、培養皿、滴管、橡

皮筋、酒精燈、試管、開孔橡皮塞、膠管、防偽鈔螢光筆、直尺、切割墊板、酒精燈、氣球、

溫度計、點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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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首先我們參考市售 Cyberclean 包裝上的成份說明，它含有消毒劑、防腐劑、硼酸、甲基

對苯甲酸、香料……等等，再上 google 網站查詢上述成分，查詢結果發現除了香料外，其他

均為具消毒或防腐功能的成分。但可惜的是在 Cyberclean 的商品包裝上，並無註明主要成分

是什麼，但是再從 Cyberclean 的外部觀察，它是如此的鮮綠，推測它添加有螢光的成分，而

螢光物質、消毒劑及防腐劑經過皮膚接觸，可能對部份人造成皮膚敏感，甚至有致癌風險。 

    而以前科學營玩過的「史萊姆」實驗，可以用太白粉、蕃薯粉、玉米粉、膠水及樹脂等

其中一樣來做主要材料，添加適當量的硼砂飽和水溶液，經過攪拌後可以做出鼻涕蟲或是彈

跳球。因此就決定用「史萊姆」的材料作為主要成分材料，而不添加螢光物質、消毒劑及防

腐劑來製造「清潔泥」。 

 

一、以物理及化學試驗進行 Cyberclean 成份分析。 

(一) 產品酸鹼度及螢光檢驗 

1. 取少許待測物加入少量水中攪拌後，以廣用試紙測試其酸鹼度，主要探討待測物

於水中是否會溶出其它物質? 

2. 取少許待測物於其上加入醋酸與鹼粉後，觀察待測物會有什麼樣的變化? 

3. 螢光檢驗：以防偽鈔螢光筆的紫外線燈光檢驗是否含有螢光物質? 

(二) 燃燒與加熱的檢驗 

1. 燃燒實驗：取少許的待測物放到燃燒匙上，並移至酒精燈之火焰上進行燃燒(如圖

4.1)，並觀察燃燒的現象及其所產生之味道。 

2. 加熱實驗：取少量待測物置於試管中，以開孔橡皮塞連接膠管，膠管另一端通入

澄清石灰水中(如圖 4.2)；檢測加熱後生成的氣體及管壁中所生成的物質。 

 

 

 

 

 

 

 

 

 

 

 

圖 4.1 燃燒實驗之裝置圖 圖 4.2 加熱實驗之組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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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添加不同比例硼酸水溶液，配合不同種類的聚合物，用以製造出除塵效果好的「零漬靈」。 

(一) 配製硼酸飽和水溶液：以量筒量取 200 ㏄的水，再加入硼酸，攪拌溶解，一直到無

法溶解，少許顆粒出現，取用上層的溶液(如圖 4.3)。 

(二) 攪拌混合：將三種粉類加入少量水調成糊狀，成為聚合物，另外再取少許之膠水、

樹脂，分別加入適量的硼酸飽和水溶液，攪拌取出後，初步以手感比較其延展程度(如圖

4.4)。 

(三) 選取上面實驗手感較好之試驗組合，加入不同量(5ml、10ml、15ml)的飽和硼酸水溶

液進行攪拌，最後再加入痱子粉 1.5g 用以增加滑膩手感，並進行各種清潔效果的比較。 

 

     

 圖 4.3 配製硼酸飽和水溶液   圖 4.4 加入硼酸水溶液後攪拌混合之情形 

 

三、利用不同的試驗來比較不同比例「零漬靈」與 Cyberclean 的清潔效果。 

(一) 清潔效果的比較 

1. 黏著度比較：用海砂及綠豆分別來代表塵土及小石子，利用滾動方式來比較吸附

程度，如圖 4.5、圖 4.6。 

 

  

圖 4.5 海砂吸附實驗 圖 4.6 小石子吸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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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延展性的比較： 

取 10g 的不同比例混合的「零漬靈」與 Cyberclean，利用點滴瓶製成約 1 公分厚度，

放在具有方格的切割墊板上(如圖 4.7)。 

將裝有 100cc 水的燒杯(約 264g 重)，壓在待測物上 1 分鐘(如圖 4.8)。 

1 分鐘後，數一數有幾格格子被蓋到，即可以得知其延展性之好壞(如圖 4.9)。 

 

 
圖 4.7 圖 4.8 圖 4.9 

 

3. 柔軟程度比較：先在透明膠杯底部，以美工刀挖出一元硬幣大小的洞，再取 15g

的待測物，平放置於杯底，觀察它們流動下洞口的情形，如圖 4.10、圖 4.11。 

 

  

圖 4.10 小圓洞製作 圖 4.11 柔軟試驗 

 

4. 含水量測試：將待測物放到烤箱裡，觀察以 100℃進行烘烤，並於不同時間點量

測其重量，用以計算其水份散失之情形，如圖 4.12。 

 

 

圖 4.12 烘乾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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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以物理及化學試驗進行成分分析 

(一) 市售產品酸鹼度及螢光檢驗： 

1. 以廣用試紙測試市售 Cyberclean 於水中攪拌後的酸鹼程度，可以觀察到試紙呈現

藍綠色，由此可推知 Cyberclean 為弱鹼性，pH 值約介於 8-9 之間，如圖 4.13。 

 

 

圖 4.13 

 

2. Cyberclean 加入醋酸與鹼粉後的反應： 

 

反應前 反應後 

 

圖 4.14 

 

圖 4.15 

加入醋酸後 
加入 5 分鐘後，沒有觀察到 cyberclean 有任何的變

化，用廣用試紙測試溶液仍為酸性，如圖 4.14。 

加入鹼粉後 
加入鹼粉 5 分鐘後，能夠很清楚觀察到 cyberclean 分

解成糊狀，產生螢光綠的水溶液，如圖 4.15。 

 

3、以防偽鈔螢光筆上的紫外線燈光檢驗後，可以觀察到 Cyberclean 有螢光的反應，

因此可以間接證明 Cyberclean 有螢光成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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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用燃燒試驗，檢驗市售 Cyberclean 之組成成份： 

1. 觀察燃燒之情形： 

 

燃燒前 燃燒後 

 

圖 4.16 

  

圖 4.17 

Cyberclean 經過燃燒後，可觀察到經過幾分鐘後，它本身也會開始

著火，能夠看到有綠色火焰，而且整個過程產生砂糖燒焦的味道。 

 

2. 燃燒後通氣檢測： 

 

 

圖 4.18 燃燒通氣檢驗裝置圖 
   

圖 4.19 燃燒後之變化情形 

利用燃燒通氣能夠用來檢驗燃燒所產生的氣體，因此我們將燃燒後產生的氣體通

入裝有澄清石灰水的試管中，可以很清楚的觀察到澄清石灰水溶液變混濁，因此

能夠推論 Cyberclean 經燃燒後，會產生二氧化碳氣體。其反應方程式如下： 

CaO (石灰)+H2O→Ca(OH)2（這個就是澄清石灰水） 

然後通入 CO2 變混濁是因爲 Ca(OH)2 (氫氧化鈣)+CO2→CaCO3↓ (碳酸鈣)+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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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壁上生成物之檢測： 

 

 
圖 4.20 無水硫酸銅之外觀 

 
圖 4.21 管壁生成物滴入無水硫酸銅後情形 

由圖 4.21，可以很清楚地觀察到經過燃燒後，試管壁上的生成物能夠使乾燥白

色硫酸銅顯出藍色，因此判斷主要物質為水。其方應方程式為： 

CuSO4(無水硫酸銅)＋H2O→CuSO4∙5H2O (硫酸銅晶體) 

 

4. 燃燒過程觀察： 

 

 

圖 4.22 燃燒過程 

 

圖 4.23 燃燒完畢之情形 

在整個燃燒過程，可以觀察到 Cyberclean 經燃燒後會逐漸縮小(如圖 4.22)，

至燃燒完畢後，可以很輕易將它壓碎(如圖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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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添加不同比例硼酸水溶液，配合不同種類的聚合物，用以製造出除塵效果好的「零漬靈」。 

(一) 不同種類聚合物其聚合效果比較： 

 

表 4-1 

材料 太白粉 蕃薯粉 玉米粉 膠 水 樹 脂 

加水調和 有 有 有 無 無 

加硼酸水溶液 5 ml 5 ml 5 ml 5 ml 5 ml 

加入痱子粉 無明顯效果 無明顯效果 無明顯效果 明顯效果 效果好 

外觀情形 

呈現漿狀，

無聚合之情

形 

呈現漿狀，

無聚合之情

形 

呈現漿狀，

無聚合之情

形 

有聚合之情

形，呈透明

稠狀，且有

黏性但延伸

效果不佳 

產生聚合情

形，有黏性且

可延伸 

照片 

  

 

    經表 4-1 之初步試驗，發現植物類的高分子聚合物，調和於水後，再加入飽和硼酸水溶

液後，無法產生聚合之情形，仍然維持其漿狀。經過幾次實驗後仍得到相同的結果，但是如

果將植物類高分子聚合物(例如: 太白粉)和水加熱後，則能夠聚合，具有黏性(如圖 4.24)，但

再加入 5 ml 飽和硼酸水溶液後，仍維持其原來的狀況，只有被稀釋的情形，因此可以推論硼

酸並不會對植物類高分子聚合物產生聚合反應。 

    而膠水及樹脂加入 5 ml 飽和硼酸水溶液後，則產生了聚合的效果，以樹脂的效果最好，

具有黏性及延伸性，且與 Cyberclean 的特性相類似，因此以樹脂作為後續實驗的主要材料。 

 

 

圖 4.24 太白粉和水加熱後之情形 

 

圖 4.25 具黏性的植物高分子聚合物

加入飽和硼酸水溶液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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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製備含不同比例硼酸飽和水溶液的「零漬靈」 

由上述實驗發現以樹脂與硼酸飽和水溶液調和效果為最好，因此秤取樹脂 30g，加入 5 

ml、10 ml 及 15 ml 的硼酸飽和水溶液調和，其濃度分別為 16.8%、33.3%及 66.7%，最後

再加入痱子粉 1.5g 增加滑膩感及手感，然後比較他們的各種效果。 

 

       表 4-2 

樹脂 30g 30g 30g 

硼酸飽和水溶液 5 ml 10 ml 20 ml 

痱子粉 1.5 g 1.5 g 1.5 g 

樣品編號 S 1 S 2 S 3 

照片 

 

結果 

樹脂與硼酸飽和水

溶液會反應，產生聚

合的情形，有黏性且

可延伸，於手上有黏

手之感覺。 

經反應後產生聚合

情形，有黏性且可延

伸，較不黏手。 

有明顯聚合情形

且，有黏性不黏手，

用手容易將它剝成

一塊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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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利用不同的試驗來比較不同比例「零漬靈」與 Cyberclean 的清潔效果。 

(一) 以海砂代替塵土，測試其不同比例「零漬靈」與 Cyberclean 的粘附效果： 

 

表 4-3 測試黏附海砂的粘附結果。 

樣品編號 S 1 S 2 S 3 Cyberclean 

樣品原重(g) 10.22 10.01 10.03 10.08 

粘附後總重(g) 11.02 10.96 10.58 10.58 

粘附土重(g) 0.8 0.95 0.53 0.5 

粘附率(％) 7.8 9.5 5.5 5.0 

粘附前 

 照片 

粘附後 

  

 

由表 4-3 之粘附效果，可以很清楚地由粘附率中比較出 S2 > S1 > S3 > Cyberclean，以 Cyberclean

的粘附效果最差。 

 

(二) 將經粘附後之「零漬靈」與 Cyberclean，進行清洗，然後再進行粘附塵土之結果： 

 

    

圖 4.26 照片 S1, S2, S3 及 Cyberclean 分別為經粘附海砂後，第一次清洗後之結果。 

 

    由圖 4.26，可以清楚地觀察到，經粘附海砂後之「零漬靈」皆能夠輕易地被水洗淨，而

Cyberclean 則無法被洗淨，仍然黏有很多的海砂。 

 

 

S1 S2 S3 Cyber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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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將洗淨後之「零漬靈」與 Cyberclean，再行測試黏附海砂的粘附結果。 

樣品編號 S 1 S 2 S 3 Cyberclean 

樣品原重(g) 10.22 10.01 10.03 10.08 

洗淨後重量(g) 10.9 9.80 9.63 15.01 

放置 1 小時後之重量(g) 9.91 9.55 9.33 14.78 

再粘附後總重(g) 10.42 10.96 10.26 15.86 

粘附土重(g) 0.51 1.41 0.93 1.08 

粘附率(％) 5.15 14.76 9.97 7.31 

粘附後 

  

再次洗淨後的結果 

   

 

    由表 4-4 之結果得知，經洗淨且靜置 1 小時後之「零漬靈」與 Cyberclean 皆仍具有粘附的

效果，但它們的粘附效果與表 4-3 比較後，卻有所改變，成為 S2 > S3 > Cyberclean > S1，以

S2 的粘附效果最好。但是經洗淨後的 Cyberclean 其粘附效果卻似乎變好，其主要原因並不是

因為水洗淨後增加其粘附效果，而是因為 Cyberclean 經水洗後，就一直維持濕潤狀態，因此

就提高了粘附效果，但它卻失去了商品價值，因外觀已不再美觀。 

    經水洗淨之「零漬靈」可以發現其重量減輕，推測可能是其內所含的物質被洗掉；而

Cyberclean 經過水洗後重量卻增加了，推測其原因可能是在水洗過程中，它把水分吸收進去，

因而導致這樣的結果。 

    而本實驗所添加不同比例飽和硼酸水溶液的「零漬靈」，經過兩次的清洗，皆可以被清洗

地很乾淨(由表 4-4 中的再次洗淨結果，可觀察到)，重覆使用的次數也因此就隨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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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綠豆代替小石子，測試不同比例「零漬靈」與 Cyberclean 的粘附效果：  

 

   表 4-5 測試綠豆的粘附結果 

樣品編號 S 1 S 2 S 3 Cyberclean 

樣品原重 10.0 10.1 10.0 10.0 

吸附後總重 12.91 15.53 10.19 14.58 

吸附綠豆重量 2.91 5.43 0.19 4.58 

吸附率％ 29.1 53.76 1.9 45.8 

照片 

   
 

    由表 4-5 之綠豆的粘附效果，可以很清楚地由粘附率中比較出 S2 > Cyberclean > S1 > S3， 

    以 S3 的粘附效果最差；而 S2 的粘附效果最好。 

 

(四) 延展性的比較：取 10g 的待測物，以裝有 100cc 水的燒杯(約 264g 重)，壓在待測物

上 1 分鐘後，計算所壓出的面積大小，用來比較它們的縫隙深入能力。 

 

   表 4-6 利用待測物之承載力，來比較其延展性。 

樣品編號 S 1 S 2 S 3 Cyberclean 

樣品原樣 

  

估算面積 

(平方公分) 

21+16×0.5 

＝29 

13+0.5×15 

＝20.5 

8+0.5×12 

＝14 

15+0.5×17 

＝23.5 

 

    由表 4-6 之結果，可以清楚計算出 S1、S2、S3 及 Cyberclean 之延展面積分別為 29、20.5、

14 及 23.5 平方公分，因此得知 S1 的延展效果最好，S3 的最差。由上述結果可以推知，加入

硼酸飽和水溶液所佔的比例越高，樹脂的聚合效果越好，會導致所製作的「零漬靈」越來越

脆，很容易就能用手剝開成一塊一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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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柔軟懸垂程度比較 

 

樣品編號 

描述 
S 1 S 2 S 3 Cyberclean 

經 過 懸

垂 1 分

鐘 後 之

情形 
  

經 過 懸

垂 3 分

鐘 後 之

情形  

經 過 懸

垂 5 分

鐘 後 之

情形   

側

視

圖 

經 過 懸

垂 10 分

鐘 後 之

情形 
  

經過懸垂 10

分 鐘 後 之 俯

視圖 
 

圖 4.27 在不同的時間下，觀察「零漬靈」與 Cyberclean 的懸垂程度之情形。 
 

由圖 4.27 之不同時間的側視圖及懸垂 10 分鐘後之俯視圖，可以觀察到：在不同的時間點

來進行觀察，各時間點的懸垂程度比較均為 S1 > S2 > Cyberclean > S3，因此可以推斷懸垂程度

會因加入硼酸飽和水溶液的比例越高，而讓其流體性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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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利用烤箱烘乾，來測量其內之含水量 

將每一待測物秤量重量，再將之放到烤箱裡，以 100℃烤 30 及 60 分鐘後，紀錄其重量如

表 4-7： 

 

         表 4-7 

樣品編號 S 1 S 2 S 3 Cyberclean 

樣品原重 5.00 5.50 5.00 5.72 

30 分鐘後 3.96 3.27 3.0 3.69 

30 分鐘後的含水率(%) 20.8% 40.5% 40% 35.5% 

60 分鐘後 2.60 2.58 2.33 2.44 

60 分鐘後的含水率(%) 48.0% 53.1% 53.4% 57.3% 

 

    由表 4-7 可以清楚地觀察到，待測物經 100℃烘烤 30 及 60 分鐘後，其重量皆有明顯地下

降，在 30 分鐘時，以 S2 及 S3 的下降最明顯，Cyberclean 次之；而在 60 分鐘後，則以 Cyberclean

散失最多水份，S2 及 S3 次之。兩種時間的比較結果會有不同，其主要原因是在烘烤過程中，

我們發現經由樹脂製成的「零漬靈」其表面會有越來越硬，中間軟軟的，變硬的表面讓其內

部的水份不易散出，因此其散失的速率就會越來越慢。而 Cyberclean 在整個烘烤過程中，整

體都維持軟軟的，也因此其水份較容易散出。 

 

 

四、生活上各種用途。 

(一)以「零漬靈」及 Cyberclean 代替板擦，測試它們擦拭經粉筆塗切割板的清潔效果： 

 

表 4-8 

樣品 

編號 
衛生紙沾水 S 1 S 2 S 3 Cyberclean

擦拭前 

 

擦拭後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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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8 擦拭前後之圖示比較之結果，可以得知本實驗所製作之不同硼酸比例的「零漬

靈」其去除粉筆灰之效果，皆比市售的 Cyberclean 商品及衛生沾水來進行擦拭來得好，其中

以 S2 的清潔效果最佳。 

     

在整個擦拭過程中，我們也發現本實驗所製作的「零漬靈」其操作性較佳，能夠輕易地在切

割板上來回擦拭，而 Cyberclean 的操作就顯得較不易，很容易與切割板黏在一起，必須上下

來回地粘才能達到清潔之效果(如圖 4.28)。 

 

 
圖 4.28 

 

(二)電腦鍵盤護手墊：柔軟舒適、冰冰涼。 

 

 

 

 

(三)握手器：手掌復健醫療、避免老年癡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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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黏土玩具：容易造型、上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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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討論 

一、Cyberclean 經廣用試紙測試後，得知為弱鹼性，遇鹼性不會發生反應；一旦遇酸性溶液，

其聚合效果就會被破壞，而分解出具有螢光綠之溶液。 

 

二、Cyberclean 為增加商品價值、視覺及色彩之效果，在製作過程中可能添加有螢光劑及色素，

因此建議使用過後，須注意手部之清潔。 

 

三、硼砂與硼酸兩者燃燒後，其焰色分別為黃色及綠色，而 Cyberclean 經燃燒後產生些許之

綠色火焰，因此可以證明 Cyberclean 內有硼酸成分。 

 

四、Cyberclean 在加熱過程中，產生的氣體通入澄清石灰水，會使澄清石灰水變混濁，推論

Cyberclean 經燃繞後會產生二氧化碳的氣體。而留在管壁中的液體，經以乾燥白色硫酸銅晶體

測試後，顏色為藍色，表示此液體為水。由上述之結果間接可以推論 Cyberclean 是一種碳氫

化合物。 

 

五、Cyberclean 燃燒後成球狀，一捏即碎成粉末；而本實驗所製作的「零漬靈」經燃燒後也會

有碳化之情形，但不易碎成粉末，因此可以推論市售的 Cyberclean 與製作的「零漬靈」為不

同分子化合物。 

 

六、加入痱子粉的目的，為改善其黏性及增加手感。痱子粉裡的成份大多為滑石粉，滑石粉

非常柔軟細膩，是很好的填充材料，可用於減小摩擦。 

 

七、玉米粉、蕃薯粉、太白粉都是可食用的植物性高分子化合物，使用硼酸飽和水溶液後仍

然呈現漿狀，無聚合之效果。 

 

八、本實驗所製作之「零漬靈」在海砂及綠豆的粘附實驗中，以 S2 效果最佳，經過清洗後再

粘附海砂所得到之結果也是相同。最特別的是「零漬靈」在二次粘附海砂及二次洗淨後，皆

能夠被清洗乾淨且仍具有粘附效果，但是 Cyberclean 則不容易被清洗，且粘附其上的海砂不

易掉落，使外觀看起來髒髒的，因而失去商品價值。 

 

九、延展性與柔軟懸垂程度的比較：Cyberclean 有很好的延展性可以深入鍵盤或汽車冷氣風口

來清潔灰塵，而 S2 雖較 Cyberclean 懸垂下流的特性較不明顯，但其在清潔粉筆灰之效果較

Cyberclean 好，並有良好的操作特性。 

 

十、Cyberclean 含水量高，且其內含有防腐劑，因此可保存較久。在不密封且於室溫的情況下

存放，結果發現：自製的「零漬靈」約 3 天表面即會變乾硬；Cyberclean 則可維持 4-5 天。 

 

十一、本實驗所製作之「零漬靈」200g 成本約 10 元；而市售 Cyberclean 200g 之售價約為 200

元，且經一連串實驗後，Cyberclean 的清潔效果，並不會比「零漬靈」來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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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論 

    實驗的整個過程中發現市售的 Cyberclean 主要成分是一種高分子的聚合物，具有較強吸

水的功能，含有螢光劑、硼酸、防腐劑及殺菌劑。雖然是一個不錯且時髦的商品，但經過所

設計的一連串實驗發現，本實驗所製作的「零漬靈」在清潔的功能上，以樣品編號 S2 的配方

較 Cyberclean 略勝一籌，而且是可以重覆清洗，這個特點是 Cyberclean 所不及的。 

    因此，展望未來，從 Cyberclean 給我們一個啟示：常常我們拿來當做玩具，看起來沒有

價值的東西，經過深入的思考後，就可以有很好的創意來造福社會，這是我們要學習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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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0820 

本作品有大量商業開發潛力，值得嘉許，建議可再努力與注

意： 

1.隊員親自製作成品效果良好。 

2.清潔效果與實務應用面的考量宜再加強。 

3.建議推導化學方程式之關係，以便推廣本技術到其他商業

應用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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