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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ツ汙萠及病菌傳萠問題頻傳 在環保意識抬頭㎞ 市面清潔商品ř加∩過碳酸鈉∧ 以

響應環保並主打其超強效能 因袪 べ⒥欲透過改變過碳酸鈉(Na2CO3·1.5H2O2)的濃VS 及其

中 Na2CO3及 H2O2之比例 分別È討P漂㴑↓去汙↓增加溶氧量與抗菌之應用原理及效果〓 

    研究結果顯示 8%過碳酸鈉漂㴑效果最佳 去漬率近九へ 由於油｣ 分解之能力較氧

Ì還原高出許多 在相ﾘ濃VS條件㎞ Na2CO3比過碳酸鈉去油汙效果佳 因過碳酸鈉溶解較

慢 使溶氧量增加較少 因袪 Na2CO3與 H2O2分開加入水中會比過碳酸鈉效果佳 0.9%過碳

酸鈉反應十分鐘 P大腸桿菌滅菌率達 100%〓在總觀儲存便利性↓多元性及效能“ 8%過

碳酸鈉是目前最佳應用條件〓 

壹↓研究動機 

    ∨相信粉窆 汙漬無蹤¬廣告主打超強清潔效果 ∨㋴然無毒不殘留才是真乾淨¬主張環

保愛地球 到底是什麼へ份讓清潔效果那麼有效 又ｻ降ょP生態環境的破壞呢?べ⒥渞現其

中與別牌不ﾘ之處為ř加∩過碳酸鈉∧〓且於Ì學課堂中 教師講述與比較到各類生活清潔劑

玺 也提及近幾ツ開始利用的新型清潔劑へ分∩過碳酸鈉∧1,2 更讓べ⒥想進一袽瞭解其清

潔原理與各種應用〓 

    於是べ⒥透過查閱書籍及網路搜尋 了解過碳酸鈉(Na2CO3·1.5H2O2)結合了 Na2CO3與

H2O2 戓者的應用 既萬用且無毒 而 Na2CO3催Ì H2O2反應ｻ改善 戓者效果較差的缺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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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䳑過碳酸鈉效果有多強呢?孖前有釃展作品研究氯系漂㴑水↓雙氧水及過碳酸鈉之漂㴑

及殺菌效果 但實驗結果顯示過碳酸鈉清潔效果最差 3 べ⒥質疑實驗結果 因為該研究僅使

用肉眼觀察並Ǒ照呈現 且實驗使用市售清潔劑 愰含其他へ份的混合物 非 P各へ份的

清潔效果做比較實驗〓 

    於是べ⒥想透過儀器量測及使用較純之試藥籛Ì合物 進行較精準的研究 希望能藉由

改變濃VS↓へ份比例 以改善其清潔效果 而使其へ為汙萠性ょ及清潔性佳戓憘其美之清潔

劑〓 

相關課程單元 営礎Ì學 二  第四鵊 Ì學與Ì75 

              営礎Ì學 ㎜  第二鵊 Ì學反應 率 

              選修Ì學 ㎝  第㎜鵊 氧Ì還原反應 

              選修Ì學 ㎞  第二鵊 有機Ì合物 

貳↓研究目的 

一↓È討過碳酸鈉P漂㴑↓去汙↓增加溶氧量及抗菌的原理〓 

二↓È討過碳酸鈉最佳效果的濃VS〓 

㎜↓È討不ﾘ比例 Na2CO3及 H2O2混合物P各種應用的效果〓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實驗器材與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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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È討過碳酸鈉的漂㴑效果  

一 研究方法  

1.使用分寀寀VS計ぇ收VSÈ討漂㴑效果  

    利用溶液與藍墨水反應 使用分寀寀VS計測量特定≫長之ぇ收VS 根據比耳定’ A＝εbc

ｻ知濃VS與ぇ收VSへ袘比 Jぇ收VS代入檢量線以推算藍墨水之含量 以藍墨水減少量表示

漂㴑效果之優劣〓 

2.選｢量測藍墨水ぇ收寀譜之≫長範圍  

    藍墨水呈現藍綠色是因為其互达色橘窆色寀被ぇ收 而使藍綠色寀放出被觀測 6 如圖

1 因袪べ⒥選擇橘窆色≫長範圍 600~700 nm 中 如圖 2 找尋藍墨水最高ぇ收VS之P

應≫長〓 

             

圖 1比耳定’ぇ收寀路徑            圖 2ｻ見寀顏色與≫長 

 

3.過碳酸鈉的濃VS選擇與配製方法  

    Ì學式為 Na2CO3·1.5H2O2的固體粉房 溶解VS為 15克 / 100克水 ｻ換算飽和玺濃VS窀

為 13% 因袪選擇 12%為實驗最高濃VS〓 

    由於過碳酸鈉溶於水ｻ分解へ Na2CO3及 H2O2呈 性 H2O2在 性條件㎞分解較快 使

過碳酸鈉遇水即開始反應進行分解 而無法孖行配置其濃VS 因袪Ç用實驗方法為J所需之

過碳酸鈉粉房及藍墨水ﾘ玺加入蒸餾水中開始進行漂㴑反應〓且過碳酸鈉溶液望身ぇ收VS會

隨反應玺間改變 於是改為以過碳酸鈉溶液｢代蒸餾水為空㴑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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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過錳酸鉀滴定法測定雙氧水之濃VS  

    雙氧水儲存過久會因分解使濃VS降ょ 因袪需孖行測定其濃VS〓深紫色的過錳酸鉀為強

氧Ì劑 其氧Ì還原反應產物會褪色 而不需外加指示劑 但過錳酸鉀性質不穩定 需孖以

性質穩定的草酸鈉溶液來標定濃VS 再以標定過得過錳酸鉀溶液來滴定市售雙氧水的濃VS〓 

2MnO4 5C2O4
2 16H →2Mn2 10CO2 8H2O 慢  

2MnO4 5H2O2 6H →2Mn2 5O2 8H2O 快  

二 研究過程  

1.找出藍墨水最高ぇ收VS所P應之≫長  

1 利用微量分注器｢ 0.1 mL藍墨水原液142燒杯 加蒸餾水 15克稀釋 以避免超出儀器偵

測極限〓 

2 ｢蒸餾水142比色管中 放入分寀寀VS計做空㴑實驗〓 

3 利用微量分注器｢ 0.2 mL稀釋藍墨水 加入 50克蒸餾水 利用分寀寀VS計量測不ﾘ≫

長之ぇ收VS〓 

2.做出藍墨水體積Pぇ收VS之檢量線  

1 利用微量分注器分別｢ 0.2↓0.4↓0.6↓0.8↓1.0 mL稀釋藍墨水 各加入 50克蒸餾水〓 

2 分別以分寀寀VS計量測ぇ收VS J藍墨水體積為橫坐標↓ぇ收VS為縱℀標做檢量線〓 

3.研究藍墨水顏色是否會隨玺間變Ì  

1 利用微量分注器｢ 0.6 mL稀釋藍墨水 加入 50克蒸餾水〓 

2 以分寀寀VS計每隔十分鐘量測ぇ收VS〓 

4.È討不ﾘ濃VS過碳酸鈉P藍墨水之漂㴑效果  

1 秤量所需之過碳酸鈉及蒸餾水〓 

2 ｢一燒杯加入蒸餾水 ｢另一燒杯加入蒸餾水及 1 mL稀釋藍墨水〓 

3 ﾘ玺在戓燒杯愰加入過碳酸鈉開始反應 如圖 3 〓 

4 每隔 10分鐘測量其ぇ收VS 並ｻ利用檢量線推算其濃VS 直到反應一R玺停衤實驗〓 

5 改變過碳酸鈉溶液濃VS為 2%↓4%↓6%↓8%↓10%↓12% 分別進行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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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6杯 空㴑實驗(過碳酸鈉 蒸餾水) 

        右杯 樣品(過碳酸鈉 蒸餾水 藍墨水) 

5.以草酸鈉標定過錳酸鉀溶液的濃VS  

1 製備 0.02M的過錳酸鉀溶液及 0.9M的硫酸溶液〓 

2 用少量過錳酸鉀溶液潤洗滴定管並排出〓 

3 J過錳酸鉀溶液⒦入滴定管中 記錄初始刻VS值 精確142 0.01 mL 如圖 4 〓 

4 精秤 0.2克的草酸鈉 以 50 mL的 0.9M硫酸溶解 隔水加熱142 80 ~ 90 ℃〓 

5 趁熱滴定142淡粉窆色不再消失 即達終點並記錄房刻VS 如圖 5 〓 

6 重複做第二次滴定 計算出過錳酸鉀的チ均濃VS〓 

              
              圖 4氧Ì還原滴定初始顏色     圖 5氧Ì還原滴定終點顏色 

6.測定忙知雙氧水的濃VS  

1 J雙氧水的重量渲分濃VS稀釋へ 1 / 10〓 

2 精秤 1克的稀釋雙氧水 加入 25 mL的 0.9M硫酸〓 

3 滴定142淡粉窆色不再消失 即達終點並記錄滴定體積〓 

4 重複做第二次滴定 推算出原雙氧水的チ均濃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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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È討不ﾘ比例的碳酸鈉及過氧Ì氫溶液P藍墨水之漂㴑效果  

1 秤量所需之藥品及蒸餾水〓 

2 ｢一燒杯加入蒸餾水 ｢另一燒杯加入蒸餾水及 1 mL稀釋藍墨水〓 

3 ﾘ玺在戓燒杯愰加入 Na2CO3及 H2O2開始反應〓 

4 每隔 10分鐘測量其ぇ收VS 並ｻ利用檢量線推算其濃VS 直到反應一R玺停衤實驗〓 

5 改變 Na2CO3及 H2O2比例為 5 1↓4 1↓3 1↓2 1↓1 1↓1 1.5↓1 2↓1 3↓1

4↓1 5 找出最佳比例〓 

二↓È討過碳酸鈉的去油汙效果  

一 研究方法  

    原孖利用測量油脂體積變Ì量來È討去油汙效果 但實驗結果顯示油層體積變Ì量較少

而 以觀察比較其效果差異〓因袪改利用分寀寀VS計觀測水層寀之穿透率變Ì 當油脂越多

被分解進入水層 會使寀照入水層“被油滴粒子阻擋而 以穿透 於是穿透率變Ì量越大

代表去油汙效果越好〓 

二 研究過程  

1.利用測量油層體積減少量È討去油汙效果 7  

1 ｢ 20mL油脂置於量筒 加入 50克蒸餾水 利用加熱攪Ĩ器反應一R玺 如圖 6 〓 

2 停衤攪Ĩ靜置分層 觀測油脂剩餘量〓 

3 J蒸餾水改變為 12%過碳酸鈉↓16% Na2CO3↓35% H2O2溶液 50克 重複實驗袽驟進

行量測 比較去油汙效果〓 

 

圖 6J水↓油↓過碳酸鈉在量筒愰攪Ĩ 

 



7 

 

2.利用測量水層穿透率減少量È討去油汙效果 8  

1 ｢ 50克蒸餾水142於燒杯 利用加熱攪Ĩ器反應一R玺 利用分寀寀VS計測量穿透率〓 

2 ｢另一燒杯置入 20mL油脂 再加入 50克蒸餾水 攪Ĩ反應一R玺 如圖 7 〓 

3 ⒦入分液漏斗待分層 ｢出㎞層水層 如圖 8 測量穿透率減少量〓 

4 J蒸餾水改變為 8%過碳酸鈉↓8% Na2CO3↓8% H2O2溶液 50克 重複實驗袽驟進行量

測 比較去油汙效果〓 

            

圖 7右杯 空㴑實驗(過碳酸鈉 蒸餾水)          圖 8J樣品⒦入分液漏斗｢水層 

    76杯 樣品(過碳酸鈉 蒸餾水 油) 

 

㎜↓È討過碳酸鈉的增加水中溶氧量效果  

一 研究方法  

1.利用排水集氣法量測氣體生へ量  

    過碳酸鈉溶於水“會分解產生氧氣 根據亨利定’ s＝kP ｻ知 氣體分壓越高使氣體

溶解VS越大 利用氣體生へ量推論增加水中溶氧量之多寡 實驗設計為反應產生 溶於水之

氧氣會J水排開 由排開水之體積或重量ｻ知氣體生へ量〓但由實驗結果渞現排開水量㋵少

以測得氣體生へ量而無法進行比較〓 

2.利用溶氧計量測水中溶氧量變Ì  

    參考養殖業常使用之溶氧計測量水中微量的溶氧量 J實驗設計改變為直接利用溶氧計

較精準的偵測反應中溶氧量之變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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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過程  

1.利用排水集氣法量測氣體生へ量 9  

1 J燒杯↓圓底瓶迀適當水量 橡皮管迀滿水並用鐵夾夾緊〓 

2 ｢錐形瓶迀蒸餾水 再J迀有過碳酸鈉粉房的R容器放置於錐形瓶瓶底 如圖 9 〓 

3 連接迀置“ 鬆開鐵夾使燒杯和圓底瓶水面等高 再夾緊 ⒦掉燒杯中的水 如圖 10 〓 

4 搖𠮟錐形瓶使過碳酸鈉與水混合反應 ﾘ玺需立即J橡皮管㎝的鐵夾鬆開〓 

5 持續搖𠮟錐形瓶直到無水排出停衤反應 使用量筒測量水的體積作為產生的氣體體積〓 

                

圖 9J過碳酸鈉與水分開放置                 圖 10排水集氣法實驗迀置 

2.利用溶氧計量測水中溶氧量變Ì  

1 依使用說明書校袘溶氧計〓 

2 J蒸餾水及溶氧計感測器置於燒杯中 再J過碳酸鈉粉房加入〓 

3 持續攪Ĩ反應142十分鐘為衤 每隔㎜十釄偵測溶氧量 如圖 11 〓 

4 改變過碳酸鈉溶液濃VS為 2%↓4%↓6%↓8%↓10%↓12% 分別進行量測〓 

5 改變 Na2CO3及 H2O2比例為 5 1↓4 1↓3 1↓2 1↓1 1↓1 1.5↓1 2↓1 3↓1

4↓1 5 找出最佳比例〓 

 

圖 11利用溶氧計偵測水中溶氧量變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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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È討過碳酸鈉的抗菌效果  

一 研究方法  

    大腸桿菌為人體共生菌 適量P人體危害較R 且二十養容易↓兼氧↓不易逃脫實驗室等

特性 使實驗操作較為容易及安憘 雖然大腸桿菌望身相當微R無法以肉眼觀察 但其迅

繁殖為菌落則易於計量〓因袪選擇大腸桿菌作為研究抗菌效果之菌種〓 

二 研究過程 10  

1.製作 LB 二十養液及二十養営  

1 二十養液 ｢ LB 粉房 25克及二次蒸餾水 1升 蓋㎝鋁箔籓於高溫滅菌 滅菌 1R玺〓 

2 二十養営 ｢ LB 粉房↓二次蒸餾水及瓊脂 於高溫滅菌 滅菌“ ⒦入二十養皿冷卻凝固〓 

2.製備實驗所需大腸桿菌之菌液  

1 用燒窆冷卻的接種環沾｢菌種管中之菌液 利用劃線法畫盤 37℃二十養 12R玺以㎝〓 

2 用接種環刮｢二十養皿㎝單一菌落 在二十養液中輕𠮟數㎞ 37℃震盪二十養 12R玺以㎝〓 

3 3000轉 心 10分鐘“⒦掉㎝清液 用 PBS蹡衝液 1毫升回溶 ぇ142微量 心管中〓 

4 10000轉 心 3分鐘“⒦掉㎝清液 用 PBS蹡衝液 1毫升回溶〓 

5 ぇ｢部分菌液及蹡衝液142康氏管 調整ぇ收值為 A600=1使菌液濃VS窀為 2*109 CFU/mL〓 

6 用 LB 二十養液序列稀釋へ實驗濃VS 5*105 CFU/mL〓 

3. È討不ﾘ濃VS過碳酸鈉P大腸桿菌之抗菌效果  

1 利用微量㋴チ秤｢過碳酸鈉粉房 加入 10毫升菌液中 震盪混和均勻〓 

2 分別於 3分鐘及 10分鐘 用微量分注器｢ 100μL142二十養営 以滅菌 L 型≫棒塗盤〓 

3 37℃二十養 12R玺“ 計算菌落數目 並推算大腸桿菌濃VS〓 

4 改變過碳酸鈉濃VS為 0 %↓0.1 %↓0.3 %↓0.5 %↓0.7 %↓0.9 % 分別進行量測〓 

5 改變ř加物為 Na2CO3及 H2O2 分別進行量測 如圖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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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滅菌 滅菌二十養液 製作二十養営 接種環沾｢菌液以劃線法畫盤 

  
 

用接種環刮｢單一菌落 37℃震盪二十養 12R玺以㎝ 心⒦掉㎝清液 

   

PBS蹡衝液回溶微量 心管 心⒦掉㎝清液 ｢部分菌液及蹡衝液142康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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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菌液濃VS使ぇ收值 A600=1  LB 二十養液序列稀釋實驗濃VS 過碳酸鈉與菌液震盪混和均勻 

  

微量分注器｢樣品142二十養営 以滅菌 L 型≫棒塗盤 

圖 12大腸桿菌抗菌效果實驗袽驟 

 

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È討過碳酸鈉的漂㴑效果  

一 漂㴑藍墨水分析法之建立  

1.研究結果  

  

     圖 13藍墨水≫長與ぇ收VS之關係            圖 14藍墨水體積Pぇ收VS之檢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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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討論  

1 藍墨水在≫長為 664nm玺有最大ぇ收VS 如圖 13 〓 

2 改變加入不ﾘ體積藍墨水在 664nm的ぇ收VS做檢量線為 y = 1.229x + 0.032如圖 14 〓 

3 以分寀寀VS計偵測反應中藍墨水ぇ收VS y 代入檢量線ｻ推算出體積 x 〓 

4 實驗結果以藍墨水體積消除率代表漂㴑效果 單ゅ % 來表示之〓 

     消除率＝∃ 原體積 剩餘體積 /原體積∠×100% 

 

二 È討不ﾘ濃VS過碳酸鈉P藍墨水之漂㴑效果  

1.研究結果  

 
圖 15過碳酸鈉濃VS與漂㴑效果之關係 

2.討論  

1 由於反應物加入“即開始反應 無法偵測到 0釄開始玺之ぇ收VS以推算藍墨水起使體

積 因袪直接記錄以微量分注器所｢藍墨水體積為實驗數據〓 

2 隨著過碳酸鈉濃VS越高漂㴑效果越佳 以 8%效果最佳 如圖 15 〓 

3 ř加超過 8%所需粉房玺 漂㴑效果增加不明顯 推測是水溫較ょ而於 8%已達飽和〓 

4 選｢重量渲分濃VS為 8% 改變不ﾘ比例的 Na2CO3及 H2O2È討P藍墨水之漂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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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錳酸鉀滴定法測定雙氧水之濃VS  

1.研究結果  

表 1以草酸鈉標定過錳酸鉀溶液的濃VS 

 W 草酸鈉 克  V 過錳酸鉀 mL  C 過錳酸鉀 M  

第一次滴定 0.2 31.6 0.02 

第二次滴定 0.2 32.0 0.02 

チ均   0.02 

W 草酸鈉 ÷ 134 × 2＝C 過錳酸鉀 × V 過錳酸鉀 ÷ 1000 × 5 

 

表 2測定忙知雙氧水的濃VS 

 W 雙氧水 克  V 過錳酸鉀 mL  雙氧水濃VS ％  

第一次滴定 1.0 22.0 35.3 

第二次滴定 1.0 21.8 35.0 

チ均   35.2 

[ 雙氧水％ × W 雙氧水 ÷ 34] × 2＝C 過錳酸鉀 × V 過錳酸鉀 ÷ 1000 × 5 

 

2.討論  

1 以較穩定的草酸鈉標定 得知過錳酸鉀溶液濃VS為 0.02M 如表 1 〓 

2 過錳酸鉀溶液進行氧Ì還原滴定 測定望實驗所使用的雙氧水濃VS為 35.2％ 如表 2 〓 

四 È討不ﾘ比例的碳酸鈉及過氧Ì氫溶液P藍墨水之漂㴑效果  

1.研究結果  

  

圖 16改變 Na2CO3 H2O2比例與漂㴑效果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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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改變へ分與漂㴑效果之關係 

2.討論  

1 改變 Na2CO3及 H2O2之比例玺P漂㴑效果影響不明顯 但比例為 1 5↓4 1↓5 1玺

效果較差 推論是因為比例懸殊玺其中一へ份含量㋵少所143 如圖 16 〓 

2 當只ř加 Na2CO3或 H2O2玺 漂㴑效果很差 但戓者加在一起玺 能使效果明顯改善

如圖 17 〓 

3 透過實驗結果及 H2O2在不ﾘ酸 性之反應式 ｻ說明原理主要是 H2O2只在 性條件

被催Ì 進行氧Ì還原反應以漂㴑 如表 3 〓 

表 3 H2O2在不ﾘ酸 性之反應式 

 

二↓È討過碳酸鈉的去油汙效果  

一 利用測量油層體積減少量È討去油汙效果  

1.研究結果  

表 4不ﾘへ分與油層體積減少量之關係 

 



15 

 

2.討論  

1 只有 Na2CO3使油層體積明顯減少 如表 4 是由於其弱 性使油分解 反應式如㎞  

㎜酸甘油酯 →脂肪酸鈉 丙㎜醇 

2 油層體積變Ì量不明顯 以準確觀察並比較其效果差異〓 

3 J實驗設計修改為利用分寀寀VS計觀測水層寀之穿透率變Ì量來È討去油汙效果 當油

脂被分解產生脂肪酸鈉ｻ溶於水層 當寀照入水層“被長碳鏈聚集形へ的微胞阻擋而

以穿透〓 

二 利用測量水層穿透率減少量È討去油汙效果  

1.研究結果  

表 5不ﾘへ分與水層穿透率降ょ率之關係 

 

2.討論  

1 相ﾘ濃VS㎞ Na2CO3效果最佳 過碳酸鈉次之 水和 H2O2則效果非常差 如表 5 〓 

2 ｻ看出油汙主要是被 分解 幾乎不｣ H2O2經由氧Ì還原分解〓 

3 過碳酸鈉 Na2CO3·1.5H2O2 其中能分解油汙的 Na2CO3只占一部分 因袪效果較 Na2CO3

溶液差〓 

㎜↓È討過碳酸鈉的增加水中溶氧量效果  

一 利用排水集氣法量測氣體生へ量  

1.研究結果  

表 6不ﾘへ分與氣體生へ量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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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討論  

1 觀察到溶液有R氣≪產生 但產生的氣體卻無J水排開 而無法測量氣體體積 如表 6 〓 

2 檢查確認過袪實驗迀置無漏氣 且ぉ氣觀察袪迀置用來測量氣體體積是ｻ行的〓 

3 推測是因為產生氣體的體積㋵少及 率㋵慢 而無法透過袪方法測量〓 

4 J實驗設計修改為Ç用養殖所使用的溶氧計 ｻ快 量測水中微量溶氧量的變Ì〓 

二 利用溶氧計量測水中溶氧量變Ì  

1.研究結果  

 

圖 18過碳酸鈉濃VS與水中溶氧量之關係 

 

圖 19改變 Na2CO3 H2O2比例與水中溶氧量之關係 

 

圖 20改變へ分與水中溶氧量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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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討論  

1 過碳酸鈉濃VS越高 越能增加水中溶氧量 如圖 18 改變 Na2CO3與 H2O2之比例P

效果影響不大 如圖 19 〓 

2 只加入 Na2CO3或 H2O2玺 水中溶氧量無明顯增加 需ﾘ玺加入才有明顯效果 如圖

20 〓 

3 原理為 H2O2在 性條件催Ì分解產生氧氣 當氧氣分壓增加使水中溶氧量增加〓 

4 理論㎝ﾘ濃VS過碳酸鈉與 Na2CO3 H2O2＝1 1.5效果應相ﾘ 但實驗結果為過碳酸鈉

效果較差 如圖 20 推測是過碳酸鈉溶解較慢 使氣體生へ 率慢而逸出142空氣中

因袪水面㎝氧氣分壓較ょ へ溶氧量增加較少〓 

四↓È討過碳酸鈉的抗菌效果  

一 È討不ﾘ濃VS過碳酸鈉P大腸桿菌之抗菌效果  

1.研究結果  

 3mins 10mins 

0% 

過碳酸鈉 

  

0.1% 

過碳酸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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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過碳酸鈉 

  

0.5% 

過碳酸鈉 

  

0.7% 

過碳酸鈉 

  

0.9% 

過碳酸鈉 

  

0.9% 

Na2C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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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H2O2 

  

圖 21不ﾘへ分與濃VS於㎜分鐘及十分鐘稀釋十倍之菌落數 

 

    圖 22過碳酸鈉濃VS與抗菌之關係                圖 23不ﾘへ分與抗菌之關係 

2.討論  

1 若原液及各稀釋液中 二十養皿之菌落數在 30142 300個之間 則選｢該稀釋度之二十養皿

以㎞列摠式計算總菌落數 單ゅ為 CFU ∕ mL   

總菌落數 = 選｢二十養皿之菌落數 ÷ 選｢二十養液之實際體積 × 選｢二十養液之稀釋度 

2 過碳酸鈉濃VS越高↓反應玺間越長 抗菌效果越好 0.9%反應十分鐘ｻ完憘滅菌 如

圖 22 〓 

3  Na2CO3之 性幾乎無抗菌效果 相ﾘ濃VS玺 H2O2比過碳酸鈉效果好 如圖 23 〓 

4 抗菌機制為 H2O2透過氧Ì還原反應破壞大腸桿菌細胞 大腸桿菌含有過氧Ì氫酶 因

袪 H2O2在沒有被 性催Ì仍能快 分解反應 所以ﾘ濃VS H2O2比過碳酸鈉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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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一↓過碳酸鈉 Na2CO3‧1.5H2O2 之應用原理  

1.漂㴑與增加溶氧量 Na2CO3之 性催Ì H2O2進行氧Ì還原反應 以漂㴑與產生氧氣〓 

2.去油汙 Na2CO3之 性使油脂分解 產生溶於水之產物以清除〓 

3.抗菌 H2O2｣大腸桿菌的過氧Ì氫酶催Ì進行氧Ì還原反應 以破壞細菌細胞而抗菌〓 

 

二↓改變過碳酸鈉的濃VS與其へ份比例 各應用效果之比較  

1.漂㴑 利用分寀寀VS計偵測藍墨水含量 實驗結果顯示 8%過碳酸鈉效果最佳〓 

2.去油汙 利用測量水層穿透率變Ì 渞現 Na2CO3效果較過碳酸鈉佳 H2O2幾乎無效果〓 

3.增加溶氧量 利用溶氧計測量 結果為 Na2CO3與 H2O2分開加入效果最佳〓 

4.抗菌 0.9%玺 H2O2P大腸桿菌抗菌效果較過碳酸鈉佳 而 Na2CO3幾乎無效果〓 

 

㎜↓綜合各應用效果比較結果顯示 雖然過碳酸鈉在部分應用㎝不是最佳條件 但已經有相

當良好的效果 且有固體粉房易儲存運輸↓最多元的應用↓汙萠性ょ等優點 因袪J過

碳酸鈉作為商品J是最適合的選擇 其最佳的使用濃VS為 8%〓 

 過碳酸鈉 
Na2CO3：H2O2 

＝1：1.5 
Na2CO3 H2O2 

漂白 
最佳 

う8％效果約九成え 
最佳 差 差 

去油汙 次之 －－ 最佳 差 

增加溶氧量 次之 最佳 差 差 

抗菌 

次之 

う0.9％十分鐘 

滅菌率 100％え 

－－ 差 最佳 

 

四↓忙來展望  

1.J過碳酸鈉與污萠性較高的脂肪酸鈉 及含氯清潔劑 比較於各項應用的效果〓 

2.若過碳酸鈉效果較差 則研究ř加污萠性較ょ之Ì合物 藉袪使之為最佳清潔劑〓 

3.與商業經營K長的ﾘ學合作 J釃學研究結合行銷包迀 推廣望商品使民眾認識並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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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評語た040214  

此團隊發表成果非常有條理，不同團員顯見合作無間，並且各

掌不同的工作，然而此工作尚須更多工作來表達出此商業成品有明

顯的優越性，並且能夠給予更強的學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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