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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25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普高組 □技高組  成果報告格式 

題目名稱：「黴」有關「洗」—探討不同洗手方式和環境溫度對手部抗菌效果之影響 

一、摘要 

本實驗想要探討不同的洗手方式對於黴菌生長的影響，透過改變洗手時使用洗手乳的

量、洗手時間的長短、洗手後的處理方式以及洗手後的環境溫度，最後以 ImageJ 作為

影像分析軟體，進而比較黴菌的生長情況。實驗結果我們發現洗手時使用洗手乳的多寡

以及洗手時間的長短對於黴菌生長的影響 無顯著差異；洗手後的環境溫度維持 25 度會

使黴菌生長較多，洗手後擦衣服生長得黴菌甚至會比洗手前的黴菌多。透過實驗我們發

現使用 2 下的洗手乳、25 度的環境、20 秒、擦手巾或甩手為最佳。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疫情爆發後，大家越來越重視洗手，但是，洗手真的有效嗎？要怎麼洗手才可以讓黴菌

不殘留在手上呢？我們認為是洗手的各種不同方式而造成抗菌效果不同。根據七年級下

學期的課程內容，我們知道了黴菌和細菌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物。一般外面洗手乳所說

「抗菌效果」是指抗細菌的效果，我們便開始思考，那黴菌呢？我們生活中物品只要在

潮濕的地方就常常發霉，於是我們想要做這個實驗，來找出哪一組洗手的組合可以減少

最多黴菌。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之前有看到網路上的研究指出，之前新冠疫情期間，許多人都會洗手，但他們真的洗對了

嗎？所以我們決定探討不同洗手方式與放置環境對於手部黴菌生長效果的影響。 

(一)目的 

1.探討不同洗手乳量的多寡對手部黴菌生長效果之影響  

2.探討不同溫度的放置環境對手部黴菌生長效果之影響 

3.探討不同洗手時間的長短對手部黴菌生長效果之影響 

4.探討洗手後的處理方式對手部黴菌生長效果之影響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研究大綱與步驟 

          

 

 

 

 

 

 

圖(一)研究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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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實驗步驟 

(二)工具-- 計算吐司發霉面積的方式：  

1.用麥克筆將發霉面積塗黑，以變顏色較淺的黴菌計算面積 

2.進入 ImageJ 這個網站。點選(Run ImageJ in Browser!)。 

3.將圖片的區域 

7.按「Analyze」，再按「Analyze Particles」 

8.跳出「Analyz 拉到網站上面。出現「Open  Text URL」點 OK 並等待圖片顯示。 

4.按「Image」，接著按「Adiust」，最後按「Color Threshold」 

5.調整到需要計算面積顏色，會用紅色表示。 

6.圈選需要計算 e Particles」，並選擇「Summarize」接著按「OK」 

9.看「%Area」這欄的數值，即是我們要求的百分比 

10.計算洗手前後改變的公式：(已-未)/未 

(三)操作變因的選擇 

1. 洗手乳的多寡 

(1)嘗試：實驗前，我們有考慮以毫升作為單位，但若 倒在量筒裡，洗手乳就會吸附在量

筒底部，增加實驗誤差。為了找出解決辦法，發現不管是按壓洗手乳的速度的快慢，只

要按壓到底，洗手乳是 1.5ml，因此決定以一次按壓的量作為單位。 

(2)收集資料：而根據調查結果統計(圖三)，大家按壓洗手乳量的次數前三名分別是 0

下、1 下和 2 下，所以我們選則以這三個做為變因。 

2. 放置環境 

(1)嘗試：原先我們以洗手的水溫作為實驗，但考慮到在公共場合中，大部分洗手的水溫

都是一致的，所以最後決定以洗手時的溫度作為實驗變因。 

(2)收集資料：參考中央氣象署歷年資料，15 度/30 度/25 度分別約為冬季月均溫/夏季月

均溫/全年年均溫。 

3. 搓手的時間 

(1)嘗試：我們考慮將沖手的時間也列入計算，但發現洗手乳量不同時有些會時間到了但

還未沖洗乾淨，加上每人沖掉泡沫所需的時間也不同。因此僅以搓手的時間列入考量範

圍。 

https://ij.imjoy.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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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集資料：根據調查統計結果(圖四)，搓手的時間前兩名分別是 小於 10 秒和 10~15

秒。研究報告指出 20 秒為最佳時間，我們決定以 5/10/20 秒做為變因。 

4. 洗手後的處理方式  

(1)嘗試：我們發現甩完手手上仍有水珠，若濕氣不同會增加實驗誤差，因此我們決定甩

完手之後不碰觸任何物品直到雙手完全乾燥。 

(2)收集資料：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圖五)，大部分的人都以擦手、甩乾以及擦衣服為主，

所以我們用這三個做為這個實驗的變因。 

      

 

 

 

 

   

 

 

 

 

圖(三)洗手乳量調查表單 圖(四)搓手時間調查表單 

 

 

 

 

 

 

 

圖(五)洗手後處理方式調查表單  

(四)實驗結果 

3 位同學(1 號、2 號和 3 號)分別用左右手在每個變因各做三組，固定洗手程序(如圖二)

進行實驗，摸完實驗桌後立即壓吐司，記為未，以固定洗手程序進行實驗後將雙手擦

乾，洗手完後壓的吐司記為已，放於夾鏈袋內，並等待 7 日後進行觀察並紀錄。 

1.探討不同洗手乳量的多寡對手部抗菌效果之影響  

    

 

 

 

 

 

 

 

   

 

 

 

 

 

 

圖(六)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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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司發霉面積比例 vs. 洗手乳量關係圖 黴菌發霉面積改變率 vs. 洗手乳量關係圖 

(1)由圖(六)可知，二下的殺菌比例減少的最多，零下的次之，一下的最少。二下的殺菌

比例改變的最多，零下的次之，一下的最少。 

(2)由圖(七)可知，洗手乳量並不太影響發霉面積的改變率。 

2.探討不同溫度的放置環境對手部抗菌效果之影響 

   

 

 

 

 

 

 

 

 

 

 

 

 

 

圖(八) 

吐司發霉面積比例 vs. 環境溫度關係圖 

圖(九) 

黴菌發霉面積改變率  vs. 環境溫度關係圖 

(1)由圖(八)可知，25 度的殺菌比例減少的最多，30 度的次之，15 度的最少。25 度的殺

菌比例改變的最多，30 度的次之，15 度的最少。 

(2)由圖(九)可知，在 15 度不太會發霉、25 度發霉面積改變率最高、30 度次之。 

3.探討不同洗手時間的長短對手部抗菌效果之影響 

  

 

 

 

 

 

 

 

 

 

 

 

 

 

圖(十) 

吐司發霉面積比例 vs. 洗手時間關係圖 

圖(十一) 

黴菌發霉面積改變率 vs. 洗手時間關係圖 

(1)由圖(十)可知，20 秒的殺菌比例減少的最多，10 秒的次之，5 秒的最少。10 秒的殺菌

比例改變的最多，20 秒的次之，5 秒的最少。 

(2)由圖(十一)可知，20 秒的發霉面積改變率最好，10 秒次之，5 秒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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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探討洗手後的處理方式對手部抗菌效果之影響 

  

 

 

 

 

 

 

  

 

 

 

 

 

 

圖(十二) 

吐司發霉面積比例 vs. 處理方式關係圖 

圖(十三) 

黴菌發霉面積改變率  vs. 處理方式關係圖 

(1)由圖(十二)可知，甩手的殺菌比例減少的最多，擦手巾的次之，擦衣服的最少。擦手

巾的殺菌比例改變的最多，甩手的次之，擦衣服的最少。 

(2)由圖(十三)可知，黴菌發霉面積改變率擦手巾和甩手差異並不大，擦衣服的效果較

差。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討論 

實驗一： 0 下(0ml) / 1 下(1.5ml) / 兩下(3ml) 

實驗結果黴菌發霉面積改變率：2 下 > 0 下 > 1 下，與我們預期結果 2 下 > 1 下 > 0 

下並未完全符合。因為實驗結果黴菌發霉面積改變率的差距都不大 (±5%內) 。在 2 下 > 

1 下的部分是符合的，而 0 下 > 1 下的部份我們認為會造成這樣結果的原因是洗手乳量

跟黴菌的黴菌發霉面積改變率並無太大的關係。 

實驗二： 15°C / 25°C / 30°C 的放置環境 

實驗結果黴菌發霉面積改變率：25°C > 30°C > 15°C，與我們預期的結果 30°C > 25°C > 

15°C 並未完全相符。我們認為會造成這樣的原因是黴菌適合生長的溫度是 20~30°C，而 

15°C 是冬季均溫，溫度過低，不利黴菌生長故黴菌發霉面積改變率為 0%；25°C 為黴菌

最適合生長的溫度，故發霉較多，但黴菌發霉面積改變率也相對較好；而 30°C 也是黴菌

適合生長的溫度，但可能因為在恆溫箱中，仍然無法控制濕度，故可能當時空氣較為乾燥，

不宜黴菌生長，有許多已洗手未洗手皆沒有發霉的情況產生。 

實驗三：5s / 10s / 20s 的洗手時間 

在這次實驗當中，實驗結果是：20s > 10s > 5s，我們預期與他人相符合，他人的實驗數

據是 20s 實驗效果最好，而我們的實驗結果也是如此。但 10s 和 20s 差距不大，我們推測

可能的原因是 10 秒的極端值較多，所以留下來的都是未洗手大於已洗手的數據，而 20 秒

這樣的數據較少，故兩者數據看起來很接近。但如果查看原始數據，20s 與 10s 的差異便

會很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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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四：擦手巾 / 擦衣服 / 自然風乾的處理方式 

在這次實驗當中，實驗結果是：擦手巾 > 自然風乾 > 擦衣服，與我們預期的結果相符

合。擦衣服之所以效果較差，我們認為是因為衣服上含有較多黴菌，洗完手之後反而在擦

衣服反而讓黴菌再次返回手上，故效果較差。 

(二)結論 

 

 

 

 

 

 

在我們做的實驗當中，我們發現洗手不只是沖水，若要真的達到殺死黴菌的效果，必須要

有充足的洗手時間。我們透過改變洗手乳量、洗手時間、洗手後的處理方式(模擬不同人的

洗手習慣)、放置溫度(模擬不同季節)，我們發現洗手乳量不是影響黴菌生長率的主因，而

是放置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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