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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實驗透過咖啡渣與染材的染色過程，了解冷熱染對染色的效果，並透過浸泡助染劑及

媒染劑，觀察發色、固色及色相的變化。本研究希望透過實驗過程，了解其染色的變因及控

制色彩的層次性，以便應用在染色的成品中。 

本研究發現：就常溫(染液 23℃)及高溫(煮染控溫在 100℃)而言，高溫熱染吸色的效果較

佳。在使用動、植物性蛋白質的助染劑實驗裡，發現膠原蛋白有隔絕吃色的效果，而奶粉發

色最佳。改變媒染劑濃度能染出漸層色系；加入醋酸鐵會變鐵灰色；加入澄清木灰水及澄清

石灰水會固色。 

咖啡渣所染出的色彩很淡雅，從過程中可以得到許多細膩的中間調性，利用它彩繪及製

作編染、織染之成品，具木質色調，可使生活更有樸實的美感。 

 

壹、 研究動機 
 

很多大人都覺得喝咖啡是一種享受。一早便利商店除了買早餐的人潮，總是會點上一杯

濃濃的咖啡來醒腦，平時常看到媽媽和老師們都會喝它，而當小孩的我卻都不能喝。有次，

在媽媽的咖啡杯旁，看到一圈咖啡流下來的汁液，我沾取一些塗在紙上玩，同時不小心便沾

到了袖口，等衣服拿去洗時，卻仍然留下了汙漬般的褐色，這使我對咖啡汁會染色印象深

刻。 

有次，看到老師將泡完的咖啡渣倒入盆栽中，於是和老師聊起有關咖啡染色的經驗，老

師提到生活中的植物染是很自然且環保的，自古就有許多人利用自然界的花、草、樹木、種

子、果實、根、莖、葉…等，並依植物的特性，使用熱染及冷染進行植物染。現在有許多人

也開始重視環境並推崇這種天然染劑，還有些學校會利用校園植物來製作植物染…。或許，

可以思考這咖啡渣的用途，雖然不能再重製泡成咖啡，卻可以利用它來染布。這時，讓我有

了利用「咖啡渣」來染布的發想，與老師討論後，我們想動手做做看，並且搜尋相關的植物

染文獻，得知加入助染劑和媒染劑有很多的變化和效果，與同學討論出生活中容易取得的方

式進行染布實驗，並期望透過咖啡渣的剩餘價值，成為染布的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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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一、探討咖啡染在高溫(煮染控溫在 100℃)及常溫(染液 23℃)中，時間長短對染色效果的影 

    響。 

二、探討使用不同的天然助染劑及助染劑的飽和度對於染色效果的差異。 

三、探討使用不同的媒染劑固色及變色效果及媒染劑的飽和度對於染色效果的差異。 

四、咖啡渣染色在生活中的應用及咖啡渣後續的處理。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實驗工具：電晶爐、鐵夾、生棉布、鍋子、瀝網、塑膠盆、棉線、豆漿布、熨斗、計時

器、油性筆、抹布、分光測色儀、電腦。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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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 歷屆科展中，相關染布的研究，整理如下表。 

屆別/組科別 主題名稱 染材 助染劑及媒

染劑 

研究目的 

第 54 屆 

高職組 

農業及生物

科技 

快速植物染

－微波植物

染套組件之

開發 

槭葉牽牛花的

葉、樟樹的葉及

萬壽菊的花 

醋酸鋁 

醋酸銅 

醋酸鐵 

1.利用微波爐方式進行植物

染。 

2.水洗的固色度。 

3.日曬的固色度。 

第 52 屆 

國小組 

化學科 

再現菱色 菱角殼 明礬 

醋酸鐵 

1.利用微波加熱進行菱角殼

色素萃取。 

2.微波加熱汁液對染布的影 

響。 

3.色素還原在染布的應用。 

第 52 屆 

國小組 

化學科 

薯榔之美 薯榔 碳酸鈣 

氯化鐵 

醋酸鋁 

醋酸銅 

1.媒染劑對薯榔染布的防霉

效果。 

2.媒染劑對色彩的變化。 

3.染劑作為酸鹼指示劑的可

能。 

第 51 屆 

國小組 

化學科 

在地ㄟ色水

—染出

「蕨」色 

鱗蓋鳳尾蕨、密

毛小毛蕨、野小

毛蕨、山蘇、腎

蕨 

檸檬汁 

小蘇打粉 

1.染液濃度與對染布的效    

果。 

2.蛋白質高低對染布的效 

果。 

3.時間對染布的效果。 

4.溫度對染布的效果。 

5.媒染劑對染布的效果。 

6.紫外線對布的褪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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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 屆 

國小組 

自然科 

鳳毛「菱」

角 

菱角 明礬、檸檬

汁、小蘇

打、鹽、糖 

1.菱角水濃度對染布的效

果。 

2.媒染對染布的效果。 

3.菱角灰在不同染法的染布

效果。 

第 47 屆 

高職組 

農業及生物

科技 

「布」同凡

響~與植物有

染 

福木、榕樹、樟

樹、毛柿、乾荷

葉、乾蓮蓬  

木醋酸鐵、

醋酸銅、醋

酸錫、 

醋酸鋁、明

礬及水 

1.不同 ph 值萃取染液。 

2.不同媒染劑的效果。 

第 47 屆 

國小組 

生活與應用

科學科 

駐顏有術--

我抓得住色

彩 

紫膠蟲精粉、福

木、咸豐草、榕

樹、茜草 

全脂奶粉、

脫脂奶粉、

三多奶蛋

白、地瓜

粉、在來米

粉、高筋麵

粉、黃豆

粉、生豆漿 

1.蛋白質高低對染布的影

響。 

2.脂肪是否干擾色素。 

3.助染劑的時間對色素的吸

附。 

4.纖維浸泡對色素的吸附。 

第 44 屆 

國中組 

化學科 

告訴你有多

「色」--探

討植物染色

的效果 

檳榔、洋蔥、薑

黃、紅花 

草木灰、

醋、明礬 

1.布料處理對染布的影響。 

2.布材對染布的影響。 

3.光照的效果。 

4.洗滌對布的效果。 

第 43 屆 

國小組 

化學科 

給點顏色就

開起染坊來

了─植物染

色劑的相關

問題研究 

洋蔥皮膜、檳榔

子、福木枝葉、

九重葛、龍眼樹

皮、相思樹、蕃

薯葉、咸豐草 

醋酸銅、醋

酸鋁、鐵繡、

石灰、明礬 

1.時間對染布的效果。 

2.濃度對染度的效果。 

3.溫度對染布的效果。 

4.植物染的褪色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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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 屆 

國小組 

生物科 

非常好色 紫色高麗菜、波

菜、紅菜、洛神

花、玫瑰花〈紅

色〉、菊花〈黃

色〉、雛菊〈紅

紫色〉、胡蘿

蔔、茄子、大蕃

茄 

氯化鈉HCl 

氫 氧 化 鈉

NaOH 

1.鮮豔與色素的關連。 

2.酸鹼對色素的改變。 

3.改變酸鹼對染布的影響。 

小結： 

從歷屆科展的文獻中，我們發現能使顏色產生變化所加入的物質，其材料有些是助染

劑，有些是媒染劑，並沒有區分的很清楚，因此我們針對這部分做出區分來，使其纖維發色

的為助染劑，而使染布固色及變色的介質稱為媒染劑。另外以環保自然為考量，不使用強酸

強鹼及汙染環境的物質，再去構思生活中可取得的助染劑和媒染劑。 

    由於植物染是老祖先的經驗傳承，並沒有清楚的科學數據，從文獻中的研究目的中發

現，大家都以染布所需操作的溫度、時間、洗滌布料、光照、酸鹼對染布的效果，做一些定

量實驗。因此，我們吸取前人的共同經驗，針對咖啡渣可以萃取色素的特性，透過實驗找到

最適合的染布溫度、時間長度、助染劑的發色效果、媒染劑的固色變色效果來進行研究及實

驗，另外，也加入別人沒做過的助染劑及媒染劑的濃度變化，觀察對染布變化的影響，以便

找到咖啡渣染色的色彩變化及最佳效果。 

 

二、研究方法 

(一)、使用材料 

主要材料 咖啡渣、去漿胚布、棉線 

助染劑材料 奶粉.豆漿.膠原蛋白 

媒染劑材料 澄清木灰水、 澄清石灰水、醋酸鐵 

其他 石蕊試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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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質特性及取材: 

   1.咖啡渣取自於各大連鎖咖啡店，帶回後放在通風處陰乾。 

   2.由於不同的布料對於染布會呈現不同的效果，因此，我們以植物染最常使用棉質生布 

    (未漿過的胚布)和棉線作為染布的材料，也以此作為後續應用。 

   3.所選擇的材料均為生活中容易取得的物質，助染劑主要以植物性蛋白質及動物性蛋白 

    質；媒染劑則取之鏽鐵、工研醋和水煮出的醋酸鐵溶液、澄清石灰水及木灰水來實驗。 

 

(三)、染布方法： 

在「天然媒染劑應用於植物染可行性之研究」論文中提到，現今常用的染色流程有以

下五種方法。本實驗採用「染前媒染法」。 

染布方法 染布流程 

染前媒染法 媒染→染色→水洗、晾乾、完成。 

染後處理法 染色→後媒染→水洗、晾乾、完成。 

染間媒染法 染色→媒染→染色→水洗、晾乾、完成。 

多媒多染法 媒染→染色→改變媒染→染色→水洗、晾乾、完成。 

一次共浴法 染色+媒染→水洗、晾乾、完成。 

                                                        資料整理(2003黃喜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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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染布的實驗流程及操作步驟： 

   1-1 高溫(煮染控溫在 100℃)及常溫(染液 23℃)的實驗。 

      同時進行冷熱染中，時間 20 分鐘、40 分鐘、60 分鐘染布的操作。 

 

→ 

 

→ 

 

（1）準備好曬乾的咖啡

渣。 
 

（2）用豆漿布裝入咖啡

渣，加入水，以 1：

1.5 的比例煮染液(沸

騰後再煮 30 分鐘)。 

 

（3）過濾取出染汁。 

 

→ 

 

→ 

 

（4）用電晶爐加熱控

溫。 

 （5）利用定時器定時，進

行冷熱染實驗。 

 （6）水洗後，觀察常

溫及高溫中，不

同時間染後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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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助染劑的操作實驗。 

 

→ 

 

→ 

 

（1）準備牛奶、膠原蛋

白、豆漿，裝入塑

膠盆備用。 

 （2）把去漿生布(棉

布)，分別泡入盆

中，搓揉使其纖維

充分布滿溶液。 

 （3）晾乾已漿過助染液的

棉布。 

 

→ 

 

→ 

 

（4）將已漿過助染劑的

棉布進行染布實

驗。 

 （5）水洗。  （6）觀察不同助染劑的染

色情形，並與無助染

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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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助染劑飽和度實驗。 

 

→ 

 

→ 

 

（1）將助染劑，調出飽和的

溶液。 

 （2）把去漿生布(棉

布)，分別泡入飽

和溶液及不飽和溶

液中。 

 （3）把漿過不同濃度

之助染劑的生布

晾乾。 

 

→ 

 

→ 

 

（4）將已漿過不同濃度助染

劑的棉布進行染布實

驗。 

 （5）水洗及用熨斗燙

乾。 

 （6）利用分光測色儀

做色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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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將不同助染劑的棉布加入媒染劑的操作實驗。 

 

→ 

 

→ 

 

（1）準備澄清木灰水並過

濾。 

 （2）利用鏽鐵、醋和水，

以 1:1:1 之比例製作

醋酸鐵。 

 （3）將加入助染劑的棉布 

    進行媒染。 

 

→ 

 

→ 

 

（4）將漿過助染劑的棉布

分別煮染，以免相互

影響。 

 （5）水洗。  （6）熨斗燙乾。 

 

（7）觀察不同媒染及加入助染劑的染色情形。 

奶粉 膠原蛋白 豆漿 

無媒染 

澄清木灰水媒染 

澄清石灰水媒染 

醋酸鐵媒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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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媒染劑飽和度實驗。 

 

→ 

 

→ 

 

（1）將媒染劑，調出不

同劑量的溶液。 

 （2）將去漿生布(棉

布)，分別泡入飽和

溶液及不飽和溶液

中。 

 （3）把漿過不同濃度之媒

染劑的生布晾乾。 

 

→ 

 

→ 

 

（4）將漿過不同濃度媒

染劑的棉布進行染

布實驗。 

 （5）水洗及用熨斗燙

乾。 

 （6）利用分光測色儀做色

層分析。 

(五)、利用分光測色儀之電腦分析染布色層效果之步驟： 

    1.利用分光測色儀進行色層分析。 

  

使用掃描感應器感應布料 讀出 L*a*b*色層所顯示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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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使用掃描感應器感應布料，讀出 L*a*b*所顯示的數據(顏色對立空間座標)。 

     L*a*b*最能描述人類視覺的顏色模型。 該模型包括三個變量：亮度的 L *，一個顏色 

    軸的 a *，另一個顏色軸的 b *。說明如下: 

值 代表意思 說明 

L* 亮度-圖像明暗值的分布(0~100) 

觀察者將白色物體與灰色物體和淺色物體從深

色物體區分開來的屬性。 

0：黑(最暗)  100：白(最亮)  

a* 顏色軸(+a～-a¯) 顏色空間中的紅綠坐標  (+a：紅  -a：綠) 

b* 顏色軸(+b～-b) 顏色空間中的黃藍坐標  (+b：黃  -b：藍) 

    3.將數據及色相記錄於表格中進行比對研究。取其亮度的 L *值進行研究，若 L*值越 

     高，表示吃色較少，影響發色越低，L*值越低，表示吃色越多，影響發色越多。 

(六)、染色的應用與煮染後咖啡渣的酸鹼度測試： 

 1.染色應用：將實驗過程中所知影響色層變化的原理，利用棉布及棉線材進行煮染晾

乾後，利用不同濃度之助染劑與媒染劑進行繪染，達到繪畫效果；將染後布料和線材

運用裁剪、縫製、勾編等技巧，製作出實用小物。 

 2.咖啡渣的酸鹼度測試：以環保為前提，測試煮染後咖啡渣之酸鹼度，了解其酸鹼

值，做為後續拌入土壤，成為堆肥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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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研究 1-1：熱染及冷染的比較 

 

1.將咖啡渣和水以 1：1.5 製成的染液，在等同的時間，操作熱染及冷染的變因，分別浸泡同

一質地的去漿胚布(棉布)，依時間浸泡完後，再以清水清洗，所呈現的結果差異如下： 

 

              

    方法 

時間 

熱染(煮染控溫在 100℃) 冷染(浸染於染液常溫 23℃) 

 

 

 

20 分鐘 

  

 

 

 

40 分鐘 

  

 

 

 

60 分鐘 

  

小結： 

      1-1 研究結果發現：熱染效果比較好，時間越久顏色越深，時間 60 分鐘染色效果最

佳。延續實驗效果，決定使用熱染(煮染)方式進行染色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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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2-1：助染劑的比較 

1.使用助染劑漿去漿胚布，把胚布分別放入奶粉、膠原蛋白、豆漿三種助染劑中，搓揉 30 分

鐘後晾乾.進行熱染(煮染控溫在 100℃)60 分鐘後進行效果之比較。 

 熱染 60 分鐘的結果 

 

 

 

無助染劑 

 

 

 

 

 

 

 

 

 

 

助

染

劑 

 

 

 

奶粉 

 

 

 

 

膠原蛋白 

 

 

 

 

豆漿 

 

小結： 

      2-1 研究結果發現：加入助染劑後的發色效果--奶粉>豆漿>無媒染 >膠原蛋白。從顏

色的深淺發現，加入膠原蛋白發色的狀況不佳，從色澤比較中，發現會比無助染劑的生布

所染出的效果還要淺，而奶粉的效果最佳，其次是豆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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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2-2：助染劑的飽和實驗 

1.將不同濃度的助染劑的染色結果，進行色層分析結果如下: 

布料種類 棉質生布(未漿過的胚布) 

色層 染布顏色 
L* 

(亮度) 

a* 

(+紅~ -綠) 

b* 

(+黃~ -藍) 

助

染

劑

種

類

及

濃

度 

奶粉飽和溶液 

(奶粉:水=100g:200ml) 
 

42.5 9.3 16.9 

奶粉不飽和溶液 

(奶粉:水=100g:300ml) 
 

44.0 9.1 17.2 

奶粉不飽和溶液 

(奶粉:水=100g:400ml) 
 

49.3 8.0 16.5 

奶粉不飽和溶液 

(奶粉:水=100g:500ml) 
 

52.8 7.4 17.5 

奶粉不飽和溶液 

(奶粉:水=100g:600ml) 
 

70.4 8.2 25.6 

膠原蛋白飽和溶液 

(膠原:水=100g:200ml) 
 

80.3 3.8 14.3 

膠原蛋白不飽和溶液 

(膠原:水=100g:300ml) 
 

80.2 3.8 14.6 

膠原蛋白不飽和溶液 

(膠原:水=100g:400ml) 
 

80.3 4.1 16.1 

膠原蛋白不飽和溶液 

(膠原:水=100g:500ml) 
 

80.3 4.0 15.7 

膠原蛋白不飽和溶液 

(膠原:水=100g:600ml) 
 

80.2 4.2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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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一 

 

圖表二 

 

小結： 

      2-2 研究結果發現：圖表一漿過不同濃度的奶粉之布料經晾乾，進行咖啡染後發現，

L*值出現顯著的明度變化：奶粉的濃度愈高，L*值較低，代表亮度較低、顏色較深，吃色

效果越好；奶粉的濃度愈低，L*值較高，代表亮度較高，吃色較少。實驗結果得知助染劑

越濃吃色的效果愈佳；圖表二漿過不同濃度的膠原蛋白之布料經晾乾，進行咖啡染後，觀

察其 Lab 值幾乎相同，且與原布所測出 L*a*b*(80.3，4.1，15.7)並無顯著改變，表示布幾

乎不吃色，而且膠原蛋白濃度愈高，摸起來布料會變硬，表示具有封閉纖維吃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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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3-1：媒染劑的比較 

1.加入媒染劑染色效果變化之比較。 

助染劑 

媒染劑 
牛奶(milk) 膠原蛋白(collagen) 豆漿(soy milk) 

 

無媒染 

(熱染

60 分

鐘) 

 

 

 

醋酸鐵 

   

澄清石

灰水 

   

 

澄清木

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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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3-1 研究結果發現：呈現了明度上的深淺變化，醋酸鐵可以染出鐵灰色的效果，同時

也發現，漿入膠原蛋白的棉布，加入不同的媒染劑，色澤都較為淺白。而利用澄清石灰水

及澄清木灰水媒染之後，與無媒染比較，色澤有加深之外，無變色，因此在 3-2 再做實

驗，繼續來探討醋酸鐵濃度是否影響變色後的深淺變化，及探討澄清木灰水及澄清石灰水

是否有固色效果。 

 

研究 3-2：媒染劑的飽和實驗 

1.將不同濃度的媒染劑的染色結果，進行 Lab 色層分析結果如下: 

布料種類 棉質生布(未漿過的胚布) 

色層 顏色 
L* 

(亮度) 

a* 

(+紅~ -綠) 

b* 

(+黃~ -藍) 

媒

染

劑

種

類

及

濃

度 

醋酸鐵飽和溶液(200ml) 

 

42.3 3.9 15.0 

醋酸鐵不飽和溶液 

(飽和溶液 200ml +水 100ml) 

 

52.5 3.5 15.4 

醋酸鐵不飽和溶液 

(飽和溶液 200ml +水 200ml) 

 

55.5 3.4 15.3 

醋酸鐵不飽和溶液 

(飽和溶液 200ml +水 300ml) 

 

57.5 3.9 16.2 

醋酸鐵不飽和溶液 

(飽和溶液 200ml +水 400ml) 
 

63.8 3.2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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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如下: 

 

小結： 

      上述研究結果發現：從色層分析柱狀圖顯示，濃度愈高的醋酸鐵，L*數據就愈低，表

示明度就愈低，a*與 b*色相表現一致。因此從研究結果可以發現，調整醋酸鐵的濃度會影

響明度的變化。其 Lab 值與無媒染 L* a* b* (52.8，8.0，17.0)相較，具變色的效果，且濃度

愈高，鐵灰的色相則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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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探討固色效果，將加入媒染劑(澄清木灰水及澄清石灰水)之染布，與無媒染之染布水洗後

比較。 

    媒染劑 

水洗次數 
澄清木灰水媒染 澄清石灰水媒染 無媒染 

未戳洗前 

   

搓洗 50 次 

   

搓洗 100 次 

   

搓洗 150 次 

   

搓洗 200 次 

   

小結： 

      從實驗中，透過水洗搓揉布料，比較無媒染及澄清木灰水媒染及澄清石灰水媒染中發

現，經過搓洗次數增加，都有變淡。但是澄清木灰水媒染及澄清石灰水媒染的布料，搓洗

後布料色澤仍均勻，而無媒染則有明顯的區域偏白，由此可知，澄清木灰水及澄清石灰水

媒染具固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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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4-1：染色的應用 

  
利用助染劑漿布 曬布 

  

利用媒染劑畫染 煮染(熱染) 

 

 

綁染拆線 染布後製成筆捲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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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製縫布 後製燙布 

  

趴睡枕作品 1 趴睡枕作品 2 

  

棉線織物染色成品 1 棉線織物染色成品 2 

  

煮染棉線 捆作棉球可作編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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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4-1 研究發現：把布漿過助染劑後，利用綁染技巧，再以媒染劑改變其色彩，可以做出

令人驚喜的圖案變化；此外，利用助染劑及媒染劑進行畫染再煮染，能做出彩繪漸層的效

果；另外，調整助染劑及媒染劑濃度，在固定時間煮染棉線，可作出其深淺的變化，多層次

的漸層效果，待乾後綑成棉球，可以織成貼身小物。 

 

研究 4-2：咖啡渣的酸鹼度’ 

 

材料 煮染後的咖啡渣 

石蕊試紙 

測試結果 

   

小結： 

    4-2 研究發現：煮染後的咖啡渣利用石蕊試紙測出為中性，可拌入土中作堆肥，不影響 

土壤的酸鹼度，非常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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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實驗設計誤差的來源 

（一）利用電晶爐加熱來染布，水分會因煮染時間而有水分蒸發的問題，染汁的濃度也會改

變。 

（二）染煮時，未充分攪動布料，使布料浮於水面，會有色斑的產生。 

（三）加入助染劑後，使用晾衣夾將其晾乾，被夾住的角落在染布時，呈現明顯的脫色現

象，尤其牛奶的布料最為明顯，。 

（四）咖啡渣的粉末較細，利用绢網過濾，仍然有較細的細渣，因此在染汁的處理上，要靜

置使其沉澱，減少咖啡渣的殘留。 

 

二、實驗結果之討論 

（一）利用電晶爐煮染，水分會蒸發，須讓染汁充分淹過布料，並且攪拌，以避免色斑的產

生。 

（二）助染劑中的膠原蛋白，可使呈色變淡，將濃度提高時，當作染布時作為留白效果之

用。調整奶粉的飽和度，會影響咖啡染發色的狀態，濃度愈高，發色效果愈佳。 

（三）醋酸鐵媒染劑可使咖啡染布變色，調整濃度高低會有深淺的變化，作為染布著色的參

考。 

（四）搭配助染劑及媒染劑劑量的變化，用於手繪染布上，會出現深淺色澤及趣味。 

（五）以棉線織好的作品進行煮染，雖吃色效果仍好，但染色過程會有織品變形和色澤不均

的問題。 

（六）利用石蕊試紙測試煮染後的咖啡渣，結果發現咖啡渣 ph 值偏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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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本研究的實驗與討論，我們發現咖啡渣的利用在染布上的價值，做出以下的結論： 

（一）生活中有許多奧妙的元素，植物中含有色素成分，將咖啡渣再利用，不僅可染色，更

符合環保再生的概念。 

（二）咖啡渣運用加熱萃取出的染液，應用在染布上，以熱染的方式有較佳的吃色效果。 

（三）布在染布前，浸泡助染劑，有助於發色效果。其中以奶粉效果最佳，若調整奶粉濃度，

可以在同樣的煮染時間，運用在染布上，可控制漸層效果。另外，利用膠原蛋白會使

布不吃色的特性，可以當染布的留白劑來使用。 

（四）媒染劑的用途在於固色和變色。使用醋酸鐵則會變色，澄清木灰水與澄清石灰水媒染

的布，經水洗具固色效果。 

（五）咖啡渣植物染若應用在棉線材時，宜先以線材進行染色，再織成或做成品，可以解決

織物變形以及使作品的質感更佳。 

（六）煮染後的咖啡渣 ph 值為中性，不影響土壤的酸鹼度，可拌入土壤中做堆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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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海報 

【評語】080205  

以咖啡渣為原料，探討助染劑與媒染劑對染色的影響，已有相

似的研究，改用咖啡渣為原料，具有環保與廢物利用的優點。此作

品以小學生所學的科學知識探討咖啡渣的染色變因，還開發出染色

後的布料的創新價值。唯在科學研究探討上，略有不足，實驗架構

及變因探討，若能再思量其廣度及深度較佳，報告中對實驗名詞，

略有誤用，但瑕不掩瑜，整個作品的設計同時與教材契合，值得鼓

勵。 

F:\中小科展_57屆\排版\080205-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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