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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為設計一款輕巧又方便、環保又有效的「隨行濾水杯」，將水經

由我們設計的濾水杯過濾後，便能獲得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的水。 

為檢驗「隨行濾水杯」的效能，我們選擇六種水源：校外溪水、山泉水、雨

水、校內自來水、校內飲用水、X 山純水進行實驗。並且觀測六種過濾後的累

積水量：0mL(未過濾)、100mL、500 mL、1000 mL、1500 mL、2000 mL，其細菌

濃度（大腸桿菌(群)、總生菌數）、化學性質（酸鹼度、導電度、總固體溶解量、

鹽度、甜度、餘氯值）、物理性質（顏色、氣味）的變化。 

本研究設計的「隨行濾水杯」品質不錯，過濾後的水質穩定，且檢測項目

皆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與市面上販售的濾水器比較，不但體積小、價格也便

宜，是可普及使用的創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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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隨著時代的進步、科技的發達，大家開始對飲食講究衛生和品質。在教材「水

的變化」單元中，我們了解〝水〞是人類和其他生物生存絕對需要的資源。在

教材「溶解」與「水溶液」單元中，我們也了解水溶液中含有多種的溶解物質；

不同的水溶液具有不同的酸鹼性與導電性。而在教材「防鏽與食品保存」單元

中，我們也知道生活環境中存在有許多無法用肉眼直接看清楚的微小生物。同

時我們在生活經驗中，知道有些透過簡易型濾水器過濾後的水，仍然會有些許

雜質及一股奇怪的氣味；而透過精密型濾水器過濾後的水，雖然可直接飲用，

但是濾水器本身卻所費不貲且體積龐大。 

為了更方便取得可直接飲用的水，且減少因為喝到不乾淨的水而造成生病或

死亡的不幸事件，達到教材「生物、環境與自然資源」單元中所教導的愛惜自

然資源的概念，我們小組討論想要製作一個輕巧又方便、環保又有效的「隨行

濾水杯」，只要在任何有水源的情境下(教材「天氣變化」單元中說明的「大氣

中的水」)，將取得的水透過我們設計的濾水杯過濾，便能直接獲得符合飲用水

水質標準的水。 

 

貳、研究目的 

 

一、設計一款輕巧又方便、環保又有效的「隨行濾水杯」。 

二、了解不同水源透過「隨行濾水杯」過濾後，不同過濾累積水量之細菌（大

腸桿菌．大腸桿菌群、總生菌數）濃度。 

三、了解不同水源透過「隨行濾水杯」過濾後，不同過濾累積水量之化學性質

（酸鹼度、導電度、總固體溶解量、鹽度、甜度、餘氯值）變化情形。 

四、觀察不同水源透過「隨行濾水杯」過濾後，不同過濾累積水量之物理性質

（顏色、氣味）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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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研究設備 

 

酸鹼度感測器 

 

導電度感測器 

 

總固體溶解量測試筆 

 

烘箱＆定溫箱 
 

鹽度計 

 

糖度屈折計 

 

電磁爐 

研究試劑 

 

大腸桿菌． 

大腸桿菌群

測試片 

 

總生菌用 

測試片 

 

餘氯檢測液 

研究器材 

 

四層奶粉瓶 

 

錐形瓶、量筒、燒杯 

 

試管架＆10mL塑膠瓶 

 

不銹鋼湯鍋＆湯匙 

 

PE 廣口瓶(100 mL) 

 

溫度計 

 

無菌紗布 

 

無菌 PE 滴管 

 活性碳  麥飯石  過濾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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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實驗規畫： 

 

 

二、實驗步驟： 

 

流程 圖片 文字說明 

(一) 

   

收集校外溪水(新北市大漢溪)、山泉水

(新北市土城-南天母山)、雨水，以紗布

初步過濾後，在實驗進行之前置於冰箱

冷藏室(4℃)內保存。 

(二) 

   

先用奇異筆在奶粉瓶的上面三層底部標

示洞孔位置，再將其進行鑽洞處理後，

以酒精清除標示洞孔的記號。 

(三) 

   

將所有實驗器材以「煮沸殺菌法」處理

後，置於烘箱烘乾後備用。 

＊煮沸殺菌法：100℃之沸水，煮沸時間超過 1 分鐘。 

【水源的種類】 

校外溪水、山泉水、雨水、校內自來水、校內飲用水、X 山純水 

【透過濾水杯過濾獲得的累積水量】 

0mL(未過濾)、100mL、500 mL、1000 mL、1500 mL、2000 mL 

【測量水樣的化學性質】 

酸鹼度 

導電度 

總固體溶解量 

鹽度 

甜度 

餘氯值 

【觀測水樣的物理性質】 

顏色 

氣味 

【觀測水樣的細菌濃度】 

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 

總生菌數 

＊操作 0mL（未過濾）、100mL、1000 

mL、2000 mL 四種水量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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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濾水杯第一層放麥飯石，第二層放活性

碳，第三層放過濾棉。組裝後先以校內

飲用水過濾 1 分鐘後，進行不同水源、

不同累積水量之收集。 

(五) 

   

以無菌滴管吸取水樣 1mL 滴於微生物測

試片，置於定溫箱內進行培養。 
＊培養溫度 35℃，大腸桿菌群測試片培養 24 小時，總生菌

用測試片培養 48 小時。 

(六) 

   

1、以鹽度計測量水樣之鹽度。 

2、以糖度屈折計測量水樣之甜度。 

3、以餘氯檢測液檢測水樣之餘氯濃度。 

(七) 

   

1、讓過濾後之水樣靜置達室溫 23℃。 

2、測量水溶液的酸鹼度、導電度。 

3、測量水溶液的總固體溶解量。 

(八) 

   

1、將過濾後之水樣進行小容量之分裝。 

2、以相機記錄水樣之顏色。 

3、以調查方式統計水樣之氣味。 

 

伍、研究結果 

 

一、「隨行濾水杯」之設計。 

 

利用寶特瓶改造 

 

增加蓋子與杯子的設計 

 

利用奶粉瓶分層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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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種水樣之細菌濃度： 

(一)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僅實驗 0mL(未過濾)、100mL、1000 mL、2000 mL） 

 過濾獲得的累積水量 
測試片之酵素

顯色反應結果 
水

源 
0mL(未過濾) 100mL 1000mL 2000mL 

校

外

溪

水 
 

無顯色反應。 

山

泉

水 

 

未經過濾前之

山泉水有一個

大腸桿菌群之

顯色反應（細菌

濃度<100CFU）。 

雨

水 

 

無顯色反應。 

校

內

自

來

水  

無顯色反應。 

校

內

飲

用

水  

無顯色反應。 

X

山

純

水 
 

無顯色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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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生菌數：（僅實驗 0mL(未過濾)、100mL、1000 mL、2000 mL） 

 過濾獲得的累積水量 
測試片之酵素

顯色反應結果 
水

源 
0mL(未過濾) 100mL 1000mL 2000mL 

校

外

溪

水  

未經過濾前及

過濾獲得 100mL

的溪水有顯色

反應（細菌濃度

<100CFU）。 

山

泉

水 

 

未經過濾前之

山泉水有三個

顯色反應（細菌

濃度<100CFU）。 

雨

水 

 

未經過濾前之

雨水有一個顯

色反應（細菌濃

度<100CFU）。 

校

內

自

來

水  

無顯色反應。 

校

內

飲

用

水  

無顯色反應。 

X

山

純

水 
 

無顯色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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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種水樣之化學性質變化情形：環境溫度 23℃。 

(一) 酸鹼度 ： 

 

(二) 導電度 ： 

 

(三) 
總固體

溶解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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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鹽度： 

  【表四、不同水源經過濾後於不同過濾累積水量之鹽度】 

水源 
過濾獲得的累積水量 

0mL(未過濾) 100mL 500mL 1000mL 1500mL 2000mL 

校外溪水 0% 0% 0% 0% 0% 0% 

山泉水 0% 0% 0% 0% 0% 0% 

雨水 0% 0% 0% 0% 0% 0% 

校內自來水 0% 0% 0% 0% 0% 0% 

校內飲用水 0% 0% 0% 0% 0% 0% 

X 山純水 0% 0% 0% 0% 0% 0% 

 

(五)甜度： 

 

 

(六)餘氯值： 

  【表六、不同水源經過濾後於不同過濾累積水量之餘氯值】 

水源 
過濾獲得的累積水量 

0mL(未過濾) 100mL 500mL 1000mL 1500mL 2000mL 

校外溪水 0ppm 0ppm 0ppm 0ppm 0ppm 0ppm 

山泉水 0ppm 0ppm 0ppm 0ppm 0ppm 0ppm 

雨水 0ppm 0ppm 0ppm 0ppm 0ppm 0ppm 

校內自來水 0ppm 0ppm 0ppm 0ppm 0ppm 0ppm 

校內飲用水 0ppm 0ppm 0ppm 0ppm 0ppm 0ppm 

X 山純水 0ppm 0ppm 0ppm 0ppm 0ppm 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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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種水樣之物理性質狀態： 

 (一)顏色： 

表
七
、 
以
PE
廣
口
瓶
盛
裝
水
量

80
mL
之
水
樣
顏
色 

空瓶   未過濾    100mL      500mL    1000mL   1500mL    2000mL  

 

校外溪水 

山泉水 

雨水 

校內自來水 

校內飲用水 

X 山純水 

  

表
八

、 
以
透
明
塑
膠
瓶
盛
裝
水
量
10

mL
之
水
樣
顏
色 

空瓶    未過濾     100mL      500mL     1000mL    1500mL   2000mL  

 校外溪水 

 山泉水 

 雨水 

 校內自來水 

 校內飲用水 

 X 山純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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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味： 

  【表九、受訪者認為水樣有氣味之人數百分比】 

水源 
過濾獲得的累積水量 

0mL(未過濾) 100mL 500mL 1000mL 1500mL 2000mL 

校外溪水 51% 60% 33% 29% 29% 67% 

山泉水 38% 27% 31% 27% 22% 24% 

雨水 78% 22% 51% 69% 60% 64% 

校內自來水 44% 22% 24% 18% 27% 29% 

校內飲用水 56% 27% 27% 40% 49% 24% 

X 山純水 58% 73% 18% 38% 22% 49% 

＊「氣味受訪問卷紀錄」請參閱附件一。 

 

陸、分析與討論 

一、細菌濃度部分： 

(一)山泉水在未經過濾前有一個大腸桿菌群之顯色反應，其菌群濃度經比對判斷後低於

100CFU。而山泉水經由濾水杯過濾後，皆無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之顯色反應，表

示「隨行濾水杯」具有除菌之功能，能使水樣之大腸桿菌(群)濃度符合飲用水水質標

準最大限值 6 MPN/100 毫升之規定。 

(二)校外溪水、雨水、校內自來水、校內飲用水及 X 山純水等五種水源，經由濾水杯過

濾前後皆無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之顯色反應。 

(三)校外溪水在未經過濾前有較明顯之總生菌數顯色反應，而經由濾水杯過濾獲得 100mL

的水樣也有總生菌數之顯色反應，但其細菌濃度經比對判斷後皆低於 100CFU，表示

「隨行濾水杯」具有除菌之功能，能使水樣之總生菌數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最大限

值 100 CFU/毫升之規定。 

(四)山泉水和雨水在未經過濾前皆有總生菌數之顯色反應，其細菌濃度經比對判斷後低

於 100CFU。而此兩種水源經由濾水杯過濾後，皆無總生菌數之顯色反應，表示「隨

行濾水杯」具有除菌之功能。 

(五)校內自來水、校內飲用水及 X 山純水等三種水源，經由濾水杯過濾前後皆無總生菌

數之顯色反應。 

二、化學性質部分：環境溫度 23℃。 

(一)酸鹼度：根據表一數值顯示，雨水在未經過濾前，酸鹼度為 6.25，是酸度最高的水

樣；X 山純水在未經過濾前，酸鹼度為 6.60，是酸度最低的水樣。其他水樣的酸鹼度

皆介於 6.4～6.6 之間，並無明顯之差異。雖然過濾前後之酸鹼度有些微之差異，但

皆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氫離子濃度的限值範圍 6.0～8.5，且經濾水杯過濾後之酸鹼度

皆趨近於相近之數值，代表透過「隨行濾水杯」過濾的水質具有穩定的酸鹼度。 

(二)導電度：導電度表示水傳導電流能力，通常導電度愈高，表示水中電解質含量較多。

由表二數值可看出本次研究測得之導電度數值偏低(-0.06ms～0.06ms)，甚至測得負值。

推測可能是因為感測器未妥善設定，或是感測器電極棒老舊。但整體看來，導電度

並無明顯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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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固體溶解量：總固體溶解量的濃度會影響飲用水之可口度，飲用水水質標準的總

固體溶解量規定不可超過 500 毫克/公升(500ppm)。由表三數值可看出本次研究測得之總

固體溶解量皆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由於本次研究採集水樣之原始總固體溶解量數

值並不高，故較難判斷「隨行濾水杯」對於溶解固體之過濾效果是否良好。 

(四)鹽度：由表四數值可看出本次研究測得之鹽度值皆為 0%。 

(五)甜度：由表五數值可看出本次研究測得之甜度並無明顯之差異，甜度值皆介於 0.15%

～0.20%之間。 

(六)餘氯值：由表六數值可看出本次研究測得之餘氯值皆為 0ppm，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

0.2～1.0 毫克/公升(0.2ppm～1.0ppm)。 

 

三、物理性質部分： 

(一)顏色： 

1、根據表七的圖片可發現，校外溪水水樣的顏色較為明顯，即使透過設計的濾水杯

過濾後，仍有肉眼可觀察到的偏黃水色。而其餘各種狀態之水樣顏色並無明顯之

差異。 

2、由於 PE 廣口瓶(100mL)瓶身並非透明，為避免實驗觀測之誤差，故再以透明的塑

膠瓶(10mL)進行水樣顏色之觀察。根據表八的圖片可發現，各種狀態之水樣顏色

並無明顯之差異，推測是取樣水量太少，而使肉眼無法觀察出水樣顏色之差異。 

(二)氣味： 

1、由表九的數值可發現，雨水經由濾水杯過濾後，多數的狀態皆有半數以上的受訪

者認為有氣味。但在總固體溶解量的數值中，我們可發現雨水水樣的數值並不高。

若能更深入研究，了解雨水中的溶解物質為何，並針對其溶解物質之特性改善濾

水杯之過濾成效，相信濾水杯之去味效果會更為有效。 

2、由表九的數值可發現，六種水源在未過濾前及當過濾累積水量達 500mL 時，認為

有氣味的受訪者比例皆大幅降低。由此結果可判斷濾水杯針對此六種水源，在總

過濾水量不超過 500mL 的條件下具有極佳之去味效果。 

3、由表九的數值可發現，六種水源在未過濾前及當過濾累積水量達 1500mL 時，認

為有氣味的受訪者比例皆降低。由此結果可判斷濾水杯針對此六種水源，在總過

濾水量不超過 1500mL 的條件下具有良好之去味效果。 

4、由表九的數值可發現，校外溪水、山泉水、雨水、校內自來水與 X 山純水在過濾

累積水量達 1500mL 及過濾累積水量達 2000mL 時，認為有氣味的受訪者比例皆

提高。由此結果可判斷濾水杯針對此五種水源，在總過濾水量不超過 1500mL 的

去味效果最佳。 

 

四、透過濾水杯過濾後獲得 100mL 的酸鹼度、導電度、總固體溶解量可發現測量數值皆趨近

於相近數值，且校外溪水在透過濾水杯過濾後獲得 100mL 的顏色也較為清澈，推測是受

實驗設計「濾水杯組裝後先以校內飲用水過濾 1 分鐘後再進行實驗」之影響，故其測得

之數值及現象可能屬於校內飲用水之特性，因此本研究數值之解釋應著重於高累積水量

部分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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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本研究設計的濾水杯品質不錯，過濾後的水質穩定，且檢測項目皆有符合飲用水水質標

準。而製作濾水杯的材料：奶粉瓶、活性碳、麥飯石、過濾棉及紗布，皆容易在市面上購買。

「隨行濾水杯」與市面上販售的濾水器比較，不但體積較小、價格也便宜，是一個可普及使

用的創新設計。 

飲用水水質標準需檢測及符合的項目非常多，若能著手改善「隨行濾水杯」的「去色成

效」與「去味成效」，並了解過濾後水質內其他可能影響適飲性物質、影響健康物質之濃度是

否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皆是未來可深入研究的方向。 

大自然中，水有許多種存在的形式，此研究偏重於淡水部分的水源，針對高鹽度之海水

並無探討，故了解「隨行濾水杯」對於高鹽度水質之過濾成效亦是可發展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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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件 
附件一、氣味受訪問卷紀錄(＋代表有嗅覺反應，－代表無嗅覺反應)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校外溪水_0(未過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外溪水_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外溪水_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外溪水_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外溪水_1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外溪水_2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山泉水_0(未過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泉水_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泉水_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泉水_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泉水_1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泉水_2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雨水_0(未過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雨水_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雨水_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雨水_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雨水_1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雨水_2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校內自來水_0(未過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內自來水_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內自來水_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內自來水_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內自來水_1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內自來水_2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校內飲用水_0(未過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內飲用水_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內飲用水_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內飲用水_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內飲用水_1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內飲用水_2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X山純水_0(未過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山純水_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山純水_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山純水_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山純水_1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山純水_2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語】080817 

本作品主要為設計一款攜帶方便的「隨行濾水杯」。以鵝卵石、

麥飯石、活性碳、過濾棉等濾水，檢測各種水源之水質等，完成其

研究作品。本作品與過去作品及產品接近，若能再改善維護更換之

方便性，可提高其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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