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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技高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作品)名稱：用口罩來防護烹調時產生的懸浮微粒 

一、摘要： 

中華料理講究色香味，許多研究都發現台灣婦女的肺癌比例居高不下，探究原因除了基因以外，

就是我們的烹調方式，尤其炸物時 PM2.5 濃度爆表，除了善用抽油煙機外，還有沒有其他預防

方法？ 

我們在生技醫療展中，看到廠商販賣的防油煙口罩，想要印證是不是可以用平時市面上容易購買

的口罩，就可以達到防 PM2.5 的效果，我們使用自組的懸浮微粒偵測器，來偵測 PM2.5 的變

化。在開著抽油煙機炸薯條時，防油煙口罩與醫療口罩幾乎都沒有造成 PM2.5 的變化(起始值

19μg/m3，平均值分別為 18μg/m3 與 18.6μg/m3)，活性碳口罩為 20.87μg/m3，而不使用口罩則為

25μg/m3。由我們的實驗發現，在炒菜時使用口罩可以幫助防止 PM2.5 對肺部的傷害，且使用醫

療口罩是目前相對便宜易購買的方式。 

希望我們的研究，幫助每日都要為家人烹調美食的家長，或是餐廳的掌廚者，關火之後仍需使用

抽油煙機 10 分鐘外，也可以使用醫療口罩來幫助防止 PM2.5 造成對肺部的傷害，期待可以減少

因為廚房油煙造成肺癌的發生。 

二、探究題目(創意作品)與動機 

(一) 探究題目 

我第一次深感 PM2.5 的危害是在科教館的【島嶼浮塵：PM2.5 視界】(1)，從新聞與生活中，常

聽到華人的烹調方式是造成肺癌居高不下的原因，報導上說做飯 1 小時等同吸煙 2 包 (2)。2019

年研究指出傳統爐火式炸魚時生成之 PM2.5 平均濃度高達 1265 μg/m3，PM10 平均濃度高達 1269 

μg/m3；超過法規標準 5 至 15 倍(3)。另有研究顯示在餐廳廚房工作的男廚師得肺癌的機會，竟是

非廚師的 5 倍，這也是油煙與肺癌相關的證據。肺癌雖然聽起來令人害怕，但其實有許多積極的

預防方法，除了個人注意生活型態外，媽媽們在廚房內的環境及烹調時應多加留意，必要時可以

帶口罩(4)。胸腔科醫師建議民眾烹調時多開抽油煙機 5-10 分鐘，並且建議戴上口罩(5)。 

參觀醫療生技展時，看到廠商販賣的防油煙口罩，我們很想要購買給家人使用，但又卻步於這種

口罩的價格與購買方便性。胸腔內科醫師何建輝表示，油煙或是化學物質揮發後的粒子，其粒徑

大小比細菌、病毒都要大，因此活性碳口罩或是一般醫療口罩都具有物理阻隔性，具有一定防護

效果(6)。我們想要以自組的懸浮微粒偵測器，探究廚房炸薯條時，除了開抽油煙機外，使用口

罩是否能夠減少 PM2.5 侵入，是不是使用醫療口罩或是活性碳口罩就能有防護能力。 

(二)動機 

1.使用自組的懸浮微粒偵測器確認開抽油煙機時，懸浮微粒危害。 

2.確認各種口罩的抗懸浮微粒能力。 

3.希望能找出便宜方便取地的口罩種類，減少廚房油煙對烹調者的危害。 



2 

 

三、探究(創作)目的與假設 

(一) 細懸浮微粒與婦女健康的關係： 

PM (particulate matter)，指的是漂浮在空氣中類似灰塵的粒狀物，文稱作「懸浮微粒」，PM 粒徑

大小有別，粒徑等於或小於 2.5μm，就稱為 PM2.5（細懸浮微粒）。由於 2.5 微米直徑極小，不到

人類頭髮直徑 28 分之 1，因此它能輕易跟著空氣進入人體，累積在肺部，或進入肺泡微血管之後，

隨著血液循環全身(7)。 

75%的台灣女性肺癌患者不抽菸，但女人罹患肺癌比例仍然持續增加，台灣每年有一千多位女人

死於肺腺癌，許多公衛和環工學者的研究都相當程度的證實肺癌病人上升的原因和生活環境裡不

斷上升的致癌 PM 2.5(細微懸浮粒子)有關(8)。 

懸浮微粒(PM2.5)指數對照表與活動建議： 

圖片來自：科教館島嶼浮塵特展 

(二) 在醫療生技展中，買到廠商介紹防止懸浮微粒的口罩，讓我們懷疑一定要購買廠商推薦的高

價產品才能做到防護，不只價高，購買上也必須透過網購，不是很容易購買，是不是可能有更合

適的方法(9)。 

 

因為醫療口罩容易取得，有三層過濾層，應該可以減少油煙與 PM2.5 的危害，我們想要證實，用

醫療口罩也可以幫助防護廚房懸浮微粒的傷害(10)。 

 

(三)簡易的電子式感測衡量方法 PLANTOWER-PMS3003 G3 PM2.5 偵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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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在空氣中細懸浮微粒（PM2.5）的檢測方法，需要精密的儀器與操

作程序，且操作人員需要受過相當時數的訓練與相關領域的技術能力，無法適用於一般民眾。我

們使用 PMS3003 G3 PM2.5 粉塵感測器為空氣粒子感測裝置的核心元件。  

PMS3003-1 PM2.5 粉塵感測器使用雷射散射原理，使用風扇將空氣吸入通道之中，在使用雷射光

射擊該通道內的空氣，透過雷射接收器感測雷射光，由於空氣中的粒子會導致雷射光散射，而減

弱訊號，所以只要透過雷射接收器感測雷射光的訊號，透過放大電路來偵測更細微的粒子，就能

夠得到空氣中 0.3 ～ 10μm 懸浮顆粒物濃度，並內置微處理機處理該訊號，所以收集到的數據穩

定可靠；並透過內置微處理機將收集到的資料使用數位化輸出，收集的資料採用串列埠輸出，不

需要依靠其他元件，只需要獨立電源即可獨立運作，是一個相當穩定、方便與好用的粉塵感測器。

而且目前這台還加裝了濕度、溫度感測(11)。 

 

我們希望以自組的懸浮微粒偵測器，偵測各種口罩幫助減少 PM2.5 的能力，假設使用便宜方便取

得的口罩，就可以減少因為廚房 PM2.5 得到肺癌的發生機率。 

四、探究方法(製作原理)與驗證步驟 

中國料理千變萬化，為找出最少的變因，我們這次選用市售「雅芳進口冷凍薯條」，並利用發煙

點 210℃適合煎煮炒炸的「得意的一天五珍寶」來做實驗。因為之前的許多文獻探討已經說明抽

油煙機對於油煙的防護有一定的幫助，但是還是有許多婦女染上肺癌，所以我們想再試試看是不

是使用口罩可以協助防護？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 懸浮微粒偵測器組裝過程 

   
 

 

組裝 G3 偵測器 

與 Ardiuno 
連結偵測器 完成組裝 

修改 Ardiuno 

IDE 

程式軟體 

接上 LCD 

測試偵測器 

 

(二) 實驗流程： 

1.準備用品：克微粒口罩、醫療口罩、活性碳口罩、磅秤、溫度計、懸浮微粒偵測器、手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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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兩台、抽油煙機、瓦斯爐、油炸鍋、夾子、盤子用品。 

2.備妥食材：五珍寶調和油 400g，薯條 100g。 

3.懸浮微粒偵測器置放瓦斯爐旁 

4.架設手機攝影實驗過程並記錄 PM2.5 數值。 

5.打開抽油煙機，並將 400ｇ沙拉油於瓦斯爐上加熱 2 分鐘，達到 180℃ 

6.加入 100g 薯條於油鍋中炸 3 分鐘，並全程確認油溫再 160℃。 

7.撈出薯條，關火，並繼續記錄 PM2.5 數值 5 分鐘，關上抽油煙機。 

8.在懸浮微粒偵測器上分別戴上克微粒口罩、醫療口罩與活性碳口罩，重複 1~7 步驟。 

 

實驗流程 

    

秤五珍寶調和油 400g 設定好懸浮微粒偵測

器 

將油加溫到 180℃ 
放入 100g 薯條 

 

 

 

如下圖 

薯條 160℃油炸 3 分鐘 持續觀察 10 分鐘 將結果以手機錄影下

來 

以 Excel 製作圖表 

   

將懸浮微粒偵測器裝

上克微粒口罩，重複

前述步驟 

將懸浮微粒偵測器裝

上醫療口罩，重複前

述步驟 

將懸浮微粒偵測器活

性碳口罩，重複前述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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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驗結果： 

 

以不同口罩戴在懸浮微粒偵測器上，炸薯條時 PM2.5 的數值 

 

全程使用抽油煙機共 10 分鐘，炸薯條時，油溫控制在發煙點(180℃)以下，仍使 PM2.5 最高上升

到 32μg/m3 (上升了 13μg/m3)，對烹調者造成一定的肺部傷害，若是使用克微粒口罩可以防護懸

浮微粒最高只上升 1μg/m3，但需要花費的價格高昂，每片口罩約 100 元，且銷售點不多，需要

網路購物。我們發現使用醫療口罩最高也僅讓 PM2.5 上升 2μg/m3，使用活性碳口罩使 PM2.5 最

高上升 4μg/m3。 

PM2.5 的平均值分別如下： 
 

無口罩 醫療口罩 克微粒口罩 活性碳口罩 

PM2.5 平均值

(μg/m3) 

25.00  18.61  18.00  20.87  

 

由我們的實驗可以發現，使用克微粒口罩的效果最佳，醫療口罩效果類似但最便宜方便，是可以

防護廚房油煙的好幫手。使用活性碳口罩也可減少 PM2.5 的吸入。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我們自組的這台懸浮微粒偵測器，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廚房 P2.5 的危害，並且幫助我們證實戴口罩

是防護廚房 PM2.5 的有效方法，而且現在非常容易取得的醫療口罩就有很好的效果，未來我們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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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這台機器做多方的探索，發現生活中那些地方的 PM2.5 超標，或是哪些方法可以減少暴露

的機會。 

因為廚房烹調是家戶每天都需要面臨的事情，而且烹調習慣也不是能夠立即改變，現在大家都知

道要使用抽油煙機，但是可以簡單加上戴上口罩的好習慣，就可以明顯降低罹患肺癌的風險，希

望藉由我們的實驗，將這樣的觀念傳達給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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