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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 生物炭 

一、摘要 

        生物炭是一種炭質產物，通常藉由高溫碳化植物或生物的殼骨產生具有高

度含碳量的生物炭。生物炭與一般炭相比，具更多的微孔與介孔，使它的表面

積較為巨大，因此具有較強的吸附能力，適合用來吸附物質（例如：懸浮微

粒）。主要的功用可以用來土壤改良、水質淨化、氣體吸附等⋯⋯，其特性可

用來永續熱源、節能減碳，因此一直以來都是學術界盡力研究的項目。此實驗

主要希望可以回收再利用平常食用過的蟹殼與玉米梗，經過鍛造爐碳化後，形

成生物炭來製作具有環保效益的產品。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在完成一篇有關於黑水虻的報告後，我與我的組員們深入討論了生態保育

這一議題，我們從中意識到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並且開始思考我們作為個人

以及作為社會成員對於生態保育可以採取的行動。這次探討啟發了我們對於如

何更積極地參與生態保育的想法，並激發了我們尋找更具創新性和可持續性的

解決方案的動力。因此，我們決定將焦點放在生物碳製作，這是一個能夠促進

環境保護、減少塑料污染並且具有潛力改善生態環境的項目。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1) 生物炭應用可有效去除水中有機污染物 

基於生物碳有優異的吸附性能 我們猜測生物碳的高孔隙結構和大表面積應該

能夠有效吸附水中的有機污染物 如藻類、砂石等。 

(2) 生物炭應用可以改善污水的氣味 

由於市面上許多炭都具有除臭的功效，例如市面上的除臭襪很多都標榜用竹炭

消除氣味，因此我們設想或許生物炭在濾水過程中也可以利用其多孔結構去吸



附水沖雜質，以達到扮演除臭劑的功能。 

(3) 玉米梗所製成的生物炭過濾效果優於螃蟹殼所構成的 

經過網路資料發現玉米梗轉為生物炭後表面具有比螃蟹殼更多的細小孔洞，也

就是擁有更大的表面積，理應來說其過濾效果應優於螃蟹殼。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首先，我們從熱炒店以及家中收集了螃蟹殼、米糠和玉米梗，並且將它們

清洗乾淨、除臭再經過曬乾，然後我們將其分成小塊狀放入小坩堝中，先將其

以黏土將周圍密封後，再放入充滿米糠的大坩鍋中，同樣的使用黏土把閉合處

密封起來，最後將其放入鍛造爐中加熱至 700 度三小時四十分進行碳化。(在

實驗過程中需注意剛碳化完的生物碳需要放置四到五小時使它自然降溫!) 

        接著，我們以生活中簡單可收集到的棉花、米糠、樹葉、枯葉由從下到上

的順序做成對照組的濾水器，在經過分光光度計的檢測中得知在波長為 360 奈

米的情況下，經過三次測試並取其平均數後的透光度為 0.592，之後我們再依

序將由米糠、玉米梗、螃蟹殼所構成的生物炭裝入中藥袋中再塞入濾水器的最

底層並且加以測試。 

        最後，我們測得透光度為 0.228、0.157 和 0.346，並且得知過濾效果為玉

米梗>米糠>螃蟹殼。對於除臭效果而言，在經過過濾前和由生物炭過濾後的人

工測量中，我們發現雖然一般濾水器可以有效過濾水中雜質，但是對於氣味方

面卻無計可施，而在加入生物炭後不僅可以將水質更進一步，也在除臭方面有

奇效。另外，我們還從過濾結果中意外發現是否有樹葉對水質也會有影響，在

濾水器僅由棉花、米糠所構成的情況下透光度為 0.491，相較之下我們將樹葉

加入棉花及米糠中間後透光度僅剩 0.349。 

 

 

 

 

#碳化 



                            

(圖一)除臭中的蟹殼                                 (圖二)將敲碎的蟹殼玉米桿放入小坩堝 

           

     (圖四)放入大坩堝並加入米糠   

                                                                              

                                                                             (圖三)以黏土將封口處密封 

                              

(圖五)700 度 3 小時碳化                                             (圖六)蟹殼生物炭 



#數據 

 

      

   

@探討不同生物炭種類對試驗品透光度影響 柱狀圖 

            

 

 

@葉子有無對水質透光度影響 

 

 

 

 

 



 

#過濾 

        

              (圖七)生物炭濾水器                    (圖八)過濾中的生物炭(米糠)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在探討過程中我們發現由生物或是植物所構成的生物炭在保護生態、生

物廢棄物的領域似乎有著不容小覷的潛力。首先，生物炭的製備過程可以有效

處理生物廢棄物的問題，將其轉化為具有經濟價值和環境友好性的產品，從而

減少對自然資源的需求以及對環境的負擔。再來，生物炭作為土壤改良劑可以

有效改善土壤的結構、增強土壤肥沃力進而有助於提升農作物的品質及減少化

學肥料和農藥對環境的破壞。更重要的是生物炭具有吸附重金屬及有機污染物

的功能，有助於土壤及水域的修復和保護。在得出以上這些結論後，我們發現

生物炭可以有效落實「生態環境保護」和「資源循環利用」兩項大指標，並可

廣泛的應用於污水處理、土壤改良、農業與園藝領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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