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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酵』果大？ ─ 探討環保酵素的製作與應用 

摘要 

本研究理念主要以環保觀念為出發點，過程包含資料蒐集、環保酵素製作與效能驗證。

以環保酵素在生活上的應用，挑選出四項功效，來進行實驗，驗證網路資料可信度，包括液

態肥料、除蟲防蟲、除污除霉、去除油污等。期待環保酵素能取代化學肥料與農藥，也可作

為天然清潔劑，減少對環境的污染，為環境盡一份心力。本研究實驗結果如下： 

一、環保酵素具有液態肥料的功效，可用來作為有機肥料。 

二、環保酵素有防止小菜蛾產卵在小白菜上，但沒有除小菜蛾幼蟲的功效。 

三、環保酵素沒有防蚊液的功效。 

四、稀釋後的環保酵素沒有除孑孓、蚊子的功效。 

五、環保酵素具有除污除霉的功效。 

六、環保酵素具有去除油污的功效。 

 

壹、研究動機 

記得五年級上學期的社會課，有一個單元「行動愛臺灣」講到「全球暖化」議題時，老師

曾經向我們提到我們學校有個職員，她是個有愛心的慈濟義工，常常致力於環保工作。最近

在收集果皮製作環保酵素，據說在製作環保酵素的過程，除了可以減少垃圾量外，還會釋放

臭氧，能減少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引起我們的好奇，這是我們第一次聽到環保酵素。 

她曾經將環保酵素加入少許的清潔劑用來洗碗、沖洗馬桶，甚至用它來澆花、施肥……

等，為什麼我們不要的果皮，她卻視為珍寶，什麼是環保酵素？要如何製作？它有什麼功效？

我們決定去訪問她，並上網蒐集環保酵素相關資料進行製作，驗證其功效，並對其功效進一

步的推廣。 

 

貳、研究目的 

一、學習如何應用網路資源蒐集、整理、歸納資料。 

二、學習如何以實驗佐證網路資料。 

三、學會製作環保酵素。 

四、探討環保酵素液態肥料的效果。 

五、探討環保酵素除蟲防蟲的效果。 

六、探討環保酵素除污除霉的效果。 

七、探討環保酵素去除油污的效果。 

 

叁、研究設備及器材 

新鮮的蔬果皮（3 公斤）、黑糖（1 公斤）、水（10 公升）、塑膠筒（15 公升）、36 公斤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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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小白菜種子、塑膠盤、培養盤、毛巾、量筒（100 毫升）、量杯（1000 毫升）、滴管、牛

奶瓶(3 公升)、花盆（直徑 15cm）、美工刀或剪刀、噴霧器、一般土、培養土、觀察箱

（65*40*29cm）、飼養箱（29*16*17cm）、透明實驗杯、抹布、清潔劑、污垢霉垢物品、水垢

杯、電子磅稱、透明平方公分方格板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利用網路蒐集有關環保酵素的製作方法，製作環保酵素。 

二、利用網路蒐集有關環保酵素的功效，並整理歸納。 

三、針對整理歸納後環保酵素的功效，依據可執行性，經由本小組的討論及老師的意見，本

研究擬定下列研究方針：液態肥料、除蟲防蟲、除污除霉、去除油污等四項進行實驗測

試。 

四、本研究四項實驗測試，皆以實驗組和對照組進行比較。 

五、液態肥料與除蟲防蟲之「驅除植物病蟲害」兩項實驗，為了避免種下的種子沒有發芽或

被昆蟲搬走，本實驗先把種子撒在培養盤上，等待種子發芽後，再移植至盆栽中，每組

各種植三盆，每盆種植 5 棵小白菜。 

  

在塑膠盤中發芽的小白菜種子 將發芽的小白菜移植到盆栽 

六、液態肥料實驗平時紀錄小白菜生長情形，收成時以每組總收成量作為比較。 

七、除蟲防蟲測試一「驅除植物病蟲害」，以每組小白菜葉子面積的完整性百分比作為比較。 

八、除蟲防蟲測試二「驅蚊效果」，以環保酵素放置於觀察箱中，紀錄蚊子在四個區域分佈情

形，統計其數量並以百分比顯示作比較。 

九、除蟲防蟲測試三「除蚊效果」，以噴灑環保酵素紀錄蚊子活動情形。 

十、除蟲防蟲測試四「除孑孓效果」，把孑孓放入環保酵素實驗杯中，紀錄孑孓生長情形。 

十一、除污除霉與去除油垢兩項實驗，是在污垢與油垢上噴灑市售清潔劑與環保酵素，擦拭

後進行比較。 

伍、研究結果 

實驗一：環保酵素製作流程 

（一）目的：製作環保酵素作為往後實驗的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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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步驟： 

1.準備 10 公升水、3 公斤新鮮蔬果皮、1 公斤黑糖，以 10：3：1 的比例進行製作，

裝入 15 公升的塑膠筒中，並觀察紀錄發酵情形。如圖一： 

2.整理歸納網路資料，環保酵素從製作到完成具有哪些特性，並與我們的紀錄進行

比對。 

 

步驟四： 

蓋上瓶口發酵 3 個月，前一

個月每日稍微將瓶口打開放

氣，並將浮在上層的果皮壓

入液體中，置放於空氣流

通、陰涼的地方，避免陽光

照射。 

步驟三： 

將新鮮的蔬果皮剪碎，放入

塑膠筒中並攪拌。 

步驟二： 

在塑膠筒內裝 10 公升的水， 

並加入 1 公斤的黑糖攪拌。 

步驟一： 

準備 10 公升的水、3 公斤的

新鮮蔬果皮、1 公斤的黑糖 

圖一：環保酵素製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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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 

網路資料歸納項目 製作過程觀察紀錄 觀察照片 

製作過程會產生氣

體 

8 日後，塑膠筒表面有

水蒸氣，有膨脹現

象，鬆開瓶口有氣體

洩出 

 

液 體 表 面 產 生 白

色、黑色或棕色的微

生物 

17 日後，液體表面出

現白色漂浮物，右圖

是經過 82 日所拍攝照

片。  

 

果皮會下沉至底部 
21 日後大部份果皮下

沉 

 

顏色呈棕黃色 
完成後的環保酵素呈

現棕黃色 

 

有柑橘般的氣味 

35 日後漸漸有有柑橘

般的氣味出現，完成

後柑橘氣味更明顯 

見現場實物 

為酸性液體 PH 值<4 
利用酸鹼電子儀器檢

測 PH 值為 3.12 

 

由上面表格比對得知，本實驗的環保酵素從製作到完成符合其我們所蒐集資料的特

性，本實驗環保酵素製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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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環保酵素網路資料蒐集 

（一）目的：歸納整理環保酵素的功效 

（二）步驟： 

1.利用 IE 軟體上 Google 網站，輸入環保酵素關鍵字蒐集環保酵素資料。 

2.將蒐集的資料利用文書軟體進行編輯，並歸納整理環保酵素的功效。 

（三）結果： 

1.製作過程產生的功效 

（1）使用新鮮蔬果皮為材料，可以減少垃圾量，減少垃圾污染。 

（2）酵素在發酵時的催化過程會釋放臭氧，能減少空氣中二氧化碳，繼而將熱氣排

出地球，改變氣候。 

（3）酵素在釀製過程，可抑制有害微生物，尤其是病原菌和腐敗細菌的活動，促進

植物生長。 

2.一般用途 

功效 對象 稀釋率 使用方法 

液態肥料 種植、栽培花草、水果 100～500 倍 每日適量澆灑 1 次 

除臭殺菌 
地毯、鞋子、汽車、香

港腳 
10～50 倍 偶爾適量噴灑 

淨化用水 廁所水箱、戶外水塔 酵素原液 
每次 20~50cc，每星期倒入 2~3

次 

去除油污 廚房去污槽 10～50 倍 偶爾適量浸泡及擦拭 

除污除霉 
浴室磁磚、皮製品、廁

所、洗臉盆 
10～50 倍 偶爾適量浸泡或擦拭 

防止阻塞 馬桶 酵素原液 每次加入 250cc 浸泡後沖水 

淨化空氣 室內、衣櫥 500~1000 倍 偶爾適量噴灑 

除蟲防蟲 
蚊子、蒼蠅、蟑螂、昆

蟲 
1000 倍 每天適量噴灑 

清除農藥 水果、蔬菜 100~200 倍 適量浸泡 

由以上歸納的資料發現環保酵素有許多功效，在「製作過程產生的效能」有些概念

已超出我們國小理解程度，不予探究。本研究著重在「一般用途」的效能上，決定選取

液態肥料、除蟲防蟲、除污除霉、去除油污等四方面進行實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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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液態肥料功效測試 

（一）目的：比較不同濃度的環保酵素對小白菜生長的影響 

（二）步驟： 

1.準備 12 個直徑為 15cm 的花盆，將一般土與培養土混合的泥土裝入花盆八分滿，

分成 4 組，每組 3 個花盆，每盆等距離種植 5 棵發芽的小白菜。 

2.製作 1：100、1：300、1：500 等三種不同濃度的環保酵素，每日澆 100ml，觀察紀

錄小白菜生長情形，並與對照組澆水作比較。 

3. 35 天後收成，以電子磅稱稱重，紀錄各組收成總重量，製作長條圖做比較。 

  

稀釋環保酵素 製作三種不同濃度的環保酵素 

  

每天進行澆水 100 毫升 測量小白菜生長情形 

  

採收時的小白菜 每盆的小白菜稱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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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 

1.各組每盆重量與總重量 

     盆栽 

組別 
第一盆(g) 第二盆(g) 第三盆(g) 總重量(g) 

水 26.6 29.6 39.7 95.9 

1:100 環保酵素 38.2 44.4 49.7 132.3 

1:300 環保酵素 63.8 44.4 68.5 176.7 

1:500 環保酵素 36.4 42.7 44.9 124 

2.各組總重量長條圖 

總重量

0

50

100

150

200

水

1:
10
0環

保
酵
素

1:
30
0環

保
酵
素

1:
50
0環

保
酵
素

 
由上面實驗紀錄發現，收成總重量 1:300＞1:100＞1:500＞水。1:300 的環保酵素收成

總重量最重，而且每盆的收成重量都比對照組水任何一盆還要重。對照組水的收成總重

量是最輕，但是其最重的第三盆收成量也有超越 1:100 與 1:500 這兩組第一盆的收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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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四：除蟲防蟲測試一－驅除植物病蟲害 

（一）目的：比較不同濃度的環保酵素驅除植物病蟲害的效果 

（二）步驟： 

1.本實驗分成實驗組與對照組，實驗組為三種不同濃度的環保酵素，對照組為水。 

2.準備 12 個直徑為 15cm 的花盆，裝入八分滿的混合土，分成 4 組，每組 3 個花盆，

每盆等距離種植 5 棵發芽的小白菜。 

2.製作 1：100、1：300、1：500 等三種不同濃度的環保酵素液體，各組每日早上、

中午、傍晚各噴灑小白菜一次，並觀察小白菜生長情形。 

3.35 天後，以各組葉片數紀錄各組小白菜葉子的完整性，並以面積尚有 80%為購買

可接受度，葉片面積 80%以上具完整性可買來食用，面積 80%以下為不完整性常

被嫌棄，以此為標準，用透明平方公分方格板，先計算各片葉子的完整性，再統

計各組葉子的完整性。 

  

製作三種不同比例的環保酵素 19 日後各組小白菜生長情形 

  

各組每日分三階段噴灑 以平方公分方格板紀錄葉片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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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 

1.以照片顯示小白菜葉片的完整性 

 第一盆 第二盆 第三盆 

水 

   

1:100

環保

酵素 

   

1:300

環保

酵素 

   

1:500

環保

酵素 

   

由上面照片結果顯示，對照組第二盆和第三盆的葉片被蟲啃蝕的很嚴重，其他三組

雖然也有葉片被蟲啃蝕，但都只是零星的幾個小孔。我們進一步的以葉片面積完整性進

行統計，分成 100%、100%以下～80%、80%以下～50%、5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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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葉片數統計小白菜的完整性（單位：片） 

組別 盆數 
完整葉片

100% 

100%以下

~80% 

80%以下

~50% 
50%以下 

水 

第一盆 3 9 3 2 

第二盆 2 5 5 10 

第三盆 1 7 8 7 

1:100

環保

酵素 

第一盆 10 13 1 0 

第二盆 11 4 0 0 

第三盆 4 5 1 2 

1:300

環保

酵素 

第一盆 13 8 1 0 

第二盆 10 5 3 2 

第三盆 15 5 0 0 

1:500

環保

酵素 

第一盆 13 8 0 0 

第二盆 17 4 1 0 

第三盆 13 5 1 0 

 

3.各組葉片完整性棵數與百分比 

組別 100%~80% 80%以下 葉片完整性 葉片不完整性 

水 25 片 35 片 42% 58% 

1:100 環

保酵素 
47 片 4 片 92% 8% 

1:300 環

保酵素 
56 片 6 片 90% 10% 

1:500 環

保酵素 
60 片 2 片 97% 3% 

由上面統計數字顯示，葉片的完整性 1:500＞1:100＞1:300＞水。有噴灑環保酵素的

三組，葉片完整性的比例都有 90%以上的水準，而對照組葉片的完整性不到 50%。雖然

如此，我們也發現這三組仍然有些葉子被害蟲啃蝕，表示噴環保酵素雖然有驅蟲效果，

但並沒辦法完全確保小白菜不會被害蟲啃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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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五：除蟲防蟲測試二－驅蚊效果 

（一）目的：驗證環保酵素柑橘的氣味是否有驅蚊的功效 

（二）步驟： 

1.準備一個長 65cm、寬 40cm、高 29cm 透明的觀察箱，在外圍用膠帶將其區分為 A、

B、C、D 四個區域。 

2.放入 36 隻蚊子在觀察箱中，等待蚊子靜止後，紀錄分佈情形作為對照組。 

3.將 10 毫升的環保酵素原液滴入培養盤中，依次放置於 A、B、C、D 四區各 10 分

鐘，每區觀察完成後則將培養盤移至下一區以此類推，共做 4 次觀察，待蚊子靜

止後，紀錄分布情形，統計各區蚊子的數量，並以百分比圓形圖呈現結果。 

  

環保酵素放置 A 區情形 環保酵素放置 D 區情形 

 

右圖「」表示蚊子停留處 

藍色表示蚊子停留 A 區 

紫色表示蚊子停留 B 區 

紅色表示蚊子停留 C 區 

綠色表示蚊子停留 D 區 

簡化觀察箱方便紀錄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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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 

1.蚊子在觀察箱分佈位置 

  
對照組 

未放入環保酵素時，蚊子分佈情形 

第一次觀察 

環保酵素放置 A 區，蚊子分佈情形 

  
第二次觀察 

環保酵素放置 B 區，蚊子分佈情形 

第三次觀察 

環保酵素放置 C 區，蚊子分佈情形 

 

第四次觀察 

環保酵素放置 D 區，蚊子分佈情形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13 

2.蚊子在各區數目統計表（單位：隻。灰色網底為該次實驗環保酵素放置區域） 

      區域 

組別 
A 區 B 區 C 區 D 區 

對照組 7 23 3 3 

第一次觀察 11 16 4 5 

第二次觀察 11 16 4 5 

第三次觀察 12 14 5 5 

第四次觀察 11 15 5 5 

 

3.蚊子在各區分佈的百分比 

 

由上面實驗觀察結果得知，四次的實驗觀察紀錄，蚊子分佈在四區域的百分比，都

以 B 區最高，其次 A 區，D 和 C 區差不多，對照組也是如此。顯示不管有沒有放置環保

圖二：無環保酵素與有環保酵素在觀察箱四區內數量分佈百分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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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素，蚊子大多分佈在左下角 A 區與右下角 B 區。第一次觀察實驗，將環保酵素放置 A

區，蚊子分佈在四區的百分比與對照組有很大的差異，顯示蚊子在第一次實驗時有顯著

的移動，從 B 區移向其他三區，尤其以 A 區最多，至此往後三次實驗 A、B、C、D 四區

蚊子分佈的百分比很少有明顯的變動。有趣的是，我們還發現有一兩隻蚊子還會停留在

培養盤下緣。 

 

 

實驗六：除蟲防蟲測試三－除蚊效果 

（一）目的：驗證環保酵素是否有防蚊液的效果 

（二）步驟： 

1.準備透明的飼養箱放入 10 隻蚊子，在噴霧器中裝入 1：1000 濃度的環保酵素，朝

著飼養箱中的蚊子噴灑，5 分鐘、15 分鐘、30 分鐘各觀察一次，了解蚊子活動情

形。 

 

 

（三）結果： 

       時間 

情況 
未噴灑時 5 分鐘 15 分鐘 30 分鐘 

蚊子活動力 

活動力佳，蚊

子在飼養箱內

四處飛行 

大部分蚊子停

留在蓋子下

緣，拍打飼養

箱後，仍四處

飛行 

3 隻蚊子在飛

行，其餘停留

在蓋子下緣，

拍打飼養箱

後，仍可飛行 

蚊子停留在蓋

子下緣，拍打

飼養箱後，仍

可飛行 

死亡數 0 0 0 0 

由以上實驗得知，1：1000 比例的環保酵素沒有殺死蚊子的功效，本小組懷疑是否環

保酵素濃度太稀，因此又做了 1：50 和酵素原液兩項實驗。結果發現與前面實驗一樣，

蚊子仍然具有活動力，沒有蚊子死亡。因此，除孑孓的實驗，本小組決定從 1:50 濃度的

環保酵素進行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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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七：除蟲防蟲測試四－除孑孓效果 

（一）目的：驗證稀釋後的環保酵素是否有除孑孓效果 

（二）步驟： 

1.將實驗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實驗組為 1：50 濃度的環保酵素，對照組為一般水。 

2.準備 2 個透明杯子，分別加入 100ml 清水與 100ml 的環保酵素，以及各 10 隻蚊子

幼蟲，包括蛹與孑孓。 

3.將兩組杯子各放入飼養箱中，觀察蚊子幼蟲生長情形，並作紀錄。 

  

在兩組中各加入 10 隻蚊子幼蟲 將兩組放入飼養箱中觀察生長情形 

 

（三）結果： 

觀察結果 

溶液 
實驗前 2 天後 4 天後 6 天後 

水 

蛹：5 隻 

孑孓：5 隻 

蚊子：5 隻 

蛹：2 隻 

孑孓：3 隻 

蚊子：7 隻，有

2 隻死亡 

蛹：3 隻 

蚊子：10 隻，

有 3 隻死亡 

1：50 環保酵

素 

蛹：4 隻 

孑孓：6 隻 

蚊子：4 隻，有

2 隻死亡 

蛹：4 隻 

孑孓：2 隻 

蚊子：8 隻，有

3 隻死亡。 

蛹：2 隻 

蚊子：10 隻，

有 4 隻死亡 

由實驗結果得知，兩組的蚊子幼蟲皆成長為蚊子，顯示 1：50 濃度的環保酵素，無

法消滅蚊子幼蟲，也無法抑制蚊子幼蟲的生長。因此，本小組決定提高濃度以 1：20 環

保酵素與 100%酵素原液進行測試，結果發現 1：20 環保酵素中的孑孓仍然成長為成蚊，

而 100%酵素原液裡的孑孓隔天就全部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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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八：除污除霉功效測試 

（一）目的：驗證環保酵素是否有除污除霉的功效 

（二）步驟： 

1.準備市售液態清潔劑與 1:10 濃度的環保酵素，環保酵素為實驗組，清潔劑為對照

組。 

2.將清潔劑與環保酵素噴灑在浴室有污垢和霉垢的天花板上，由同一人用乾抹布全

部擦拭 1 遍，觀看其效果。 

3.針對磁磚表面積陳已久的污垢噴灑液態清潔劑與環保酵素，靜置 5 分鐘後，由同

一人用溼抹布來回擦拭 5 遍，觀看其效果。 

4.將佈滿水垢的漱口杯分成兩半，分別浸泡於清潔劑與環保酵素中，靜置 30 分鐘後，

由同一人用抹布來回擦拭 5 遍，觀看其效果。 

  

市售液態清潔劑、環保酵素與抹布 將浴室天花板用白板筆從中間畫條線，將

其區分實驗組和對照組。 

  

在積陳已久的磁磚污垢上噴灑溶液，進

行測試 

將漱口杯浸泡於溶液中，測試除水垢的效

果 

 



 

 17 

（三）結果： 

1.浴室天花板除污除霉測試 

時間 

液體 
實驗前 實驗後 

市 售 液

態 清 潔

劑 

  

1：10 環

保酵素 

  

由上面實驗發現浴室天花板，經全部噴溼後，擦拭一遍，兩組表面變乾淨了，可

知 1：10 濃度的環保酵素與清潔劑一樣具有除污除霉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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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浴室磁磚地板除污測試 

時間 

液體 
實驗前 實驗後 

市 售 液

態 清 潔

劑 

  

1：10 環

保酵素 

  

經噴灑靜置 5 分鐘後，來回擦拭五遍，兩組磁磚表面變乾淨了，觀察發現實驗組

也比對照組乾淨，但兩組邊緣積陳已久的污垢卻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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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漱口杯表面水垢測試 

時間 

液體 
實驗前 實驗後 

市 售 液

態 清 潔

劑 

  

1：10 環

保酵素 

  

浸泡 30 分鐘後，來回擦拭五遍，兩組漱口杯表面的水垢變乾淨了，觀察發現實驗

組比對照組還乾淨，但兩組杯底積陳已久的水垢仍然存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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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九：去除油污功效測試 

（一）目的：驗證環保酵素是否有去除油污的功效 

（二）步驟： 

1.準備市售液態清潔劑與 1:10 濃度的環保酵素，環保酵素為實驗組，清潔劑為對照

組。 

2.將清潔劑與環保酵素噴灑在有油污的瓦斯爐表面上，10 分鐘後，用溼抹布擦拭，

觀看其效果。 

 

（三）結果： 

時間 

液體 
實驗前 實驗後 

市 售 液

態 清 潔

劑 

  

1：10 環

保酵素 

  

經實驗後，發現原本有油垢黯淡，摸起來黏黏的表面，用抹布擦拭，變乾淨了，

表面也變亮了，但仍有些積深已久的油垢沒有清除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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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在國小階段「酵素」這個名詞，對我們而言是個陌生的名詞，我們知道「製作環保酵素」

是一種環保的行為，對於環保酵素的認知，從網路上得知「它是一種植物蛋白質、礦物

質和保幼激素天然合成的有機化合物。釀製過程將所有不同的酵素原料加在同一個環境

中，互相促進，共同構成一個複雜而穩定的具有多元功能的酵素生態系統，可抑制有害

微生物，尤其是病原菌和腐敗細菌的活動，促進植物生長。」然而這些概念對我們而言，

太難理解，因此決定不再深入探究環保酵素這個名詞，而是著重於環保酵素在生活上的

應用。 

二、「製作環保酵素」的過程有些條件與限制，本小組決定將這些提出來討論，並蒐集相關資

料推測其原因。 

1.使用未煮過的新鮮蔬果：推測新鮮蔬果含有活菌，使其容易發酵或是製作出來的環保

酵素氣味比較好聞。 

2.使用寬口容器，避免選用玻璃或金屬等容器：推測環保酵素製作過程產生的氣體，會

使窄口容器或無延展性的玻璃金屬容器的氣體無法排出而有破裂的危險性。因此，製

作過程必須常將瓶口鬆開洩氣。 

3.不可以直射陽光：推測陽光照射溫度過高會破壞發酵過程。 

4.不可以放置冰箱：低溫發酵的活性會降低。 

5.製作初期需將浮在上層的蔬果皮壓入溶液中：讓蔬果皮浸泡於液體中，可與液體充分

混合，增加蔬果皮發酵。 

6.將蔬果皮切成細絲浸泡於液體中：增加蔬果皮與液體接觸面積，可增加發酵。 

三、以環保酵素做為液態肥料，從實驗結果得知，小白菜收成總重量實驗組都比對照組水還

要高，顯示有其功效。然而在實驗過程的這段期間，常有許多變因無法掌控，干擾研究

結果，包括 1.種子的品質：初期發現有些長得快，有些長得慢。2.蟲蟲入侵：有小菜蛾

產卵在葉片上，本小組已經盡力去除害蟲，但仍然還是有葉片被啃蝕，影響植物的生長。 

四、除蟲、防蟲實驗包括驅除植物病蟲害、驅蚊、除蚊、除孑孓等四項，依據結果進行討論： 

1.驅除植物病蟲害：實驗發現有噴灑環保酵素的三組，葉片的完整性比對照組水高出很

多，可見環保酵素有驅蟲的效果，推測環保酵素的氣味可防止小菜蛾在葉片上產卵。

35 天的觀察，本小組發現小白菜的害蟲大都是小菜蛾的幼蟲，仍然有少數出現在實驗

組裡啃蝕葉片，究竟在何時產卵，是在失去環保酵素時的空檔、放學後或是假日，不

得而知。此外，在收成末期，我們也發現有尖頭蚱蜢也來啃蝕，似乎不受環保酵素的

影響。 

2.驅蚊實驗：從實驗發現，蚊子分佈在四區域的百分比，都以 B 區最高，其次 A 區，D

和 C 區差不多，對照組也是如此。顯示不管環保酵素擺放在哪一區，蚊子大部分都停

留在右下角 B 區與左下角 A 區，是否因蚊子有其停留的習性，或是實驗觀察箱太小，

所導致如此，有待進一步研究。本實驗結果是環保酵素柑橘的氣味不會影響蚊子的分

佈。 

3.除蚊實驗：對著蚊子噴灑環保酵素，不管是稀釋或原液，隨著噴灑後時間的延長，蚊

子在飼養箱的活動力仍然沒有改變，也沒有死亡，顯示環保酵素酸性液體沒有殺蟲劑

除蚊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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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除孑孓實驗：孑孓在 1：20 濃度的環保酵素中，仍具有活動力，也化成蛹，變成蚊子，

但是在 100%環保酵素原液中，卻全部死亡。顯示稀釋後的環保酵素酸性減弱，即使將

原液倒入有孑孓的積水處，也無法具有滅孑的功效。 

五、除污除霉實驗發現，浴室裡磁磚與天花板上的污垢霉垢經噴灑 1：50 濃度的環保酵素擦

拭後變乾淨了，但對於積陳已久的黑污垢磁磚，只有部份清除的功效，與對照組清潔劑

相同。在水垢的實驗上，發現 1：10 環保酵素清除水垢比清潔劑效果還要好。因此，本

小組推測環保酵素有清除污垢、霉垢與水垢的功效，這可能與環保酵素為酸性液體有關，

較容易清除浴室裡的污垢與水垢，而且以浸泡的方式更有功效。 

六、去除油污的實驗，環保酵素與清潔劑都有去除瓦斯爐上的油污的功效，讓原本黯淡摸起

來有點黏黏的表面，變得光亮不黏。其原理經我們查閱相關資料發現，環保酵素可以將

油污直接分解，經沖洗或擦拭後達到清潔的效果，不會再污染其他的地方。與傳統清潔

劑利用界面活性劑，將油污從表面移走的方式不同，因此環保酵素具有環保清潔劑的功

效。 

 

 

柒、結論 

一、環保酵素是由水、新鮮蔬果皮、黑糖以 10：3：1 的比例進行製作，製作過程中液體表面

會產生白色微生物、果皮會下沉、會產生氣體，成品顏色為棕黃色、有柑橘氣味、為酸

性液體等特徵。 

二、環保酵素具有液態肥料的功效，可用來作為有機肥料，減少化學肥料的使用。 

三、環保酵素有防止小菜蛾產卵在葉片的效果，但卻無法保證小白菜不會被其幼蟲啃蝕。 

四、環保酵素沒有防蚊液那樣防蚊功效。 

五、稀釋後的環保酵素沒有滅孑的功效，也無抑制孑孓的生長，對於蚊子與小菜蛾幼蟲也沒

有除蟲的功效。 

六、環保酵素具有清潔劑除污除霉的功效，能將淺層的污垢與霉垢清潔乾淨，但對於積陳已

久的黑污垢較難清除。 

七、環保酵素具有將油污分解，去除油污的功效。 

八、經由我們小組的驗證，發現環保酵素在生活上的應用，有些並沒有如網路上所說得那樣

有其功效。因此，當我們在引用網路資料時，應確認其正確性，抱持著合理懷疑，小心

求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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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0817 

本作品探討最近熱門的環境酵素的製作和應用，驗證其

在日常生活使用上所宣稱的功效，具實事求是的精神，作者

親手製作環保酵素，之後設計實驗組和對照組以進行觀察紀

錄，過程嚴謹紀錄詳實，惟酵素製作過程產生的氣體為何，

對國小學生的安全注意事項，需請老師加以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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