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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掉落地面的食物 

一、摘要 

探討「食物掉地三秒、五秒內撿起仍能食用」此說法的可靠性，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

食物檢測細菌的數量。選擇校園中能進食的地方（化學室走廊、木走廊、彩虹石階、垃圾

桶旁），此實驗完成後可供學生參考。 

實驗結果表明，接觸時間越長，沾染的細菌越多，而且不同接觸面積的細菌量都不同，

因此在考慮食物掉落後是否能進食，應遵守「零秒原則」——掉地食物盡量不要進食。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日常生活中常聽到「食物掉地五秒內撿起仍能食用」的說法，本研究團隊決定以科學

實驗驗證此說法的可靠性，探討不同地面材質與食物類型對細菌附著的影響。因此，我們

模擬食物掉落不同環境的地面上，觀察 3 秒、5 秒後食物表面是否會滋生細菌，以探討環

境對細菌滋生的影響。我們用了奧利奧餅乾、糖和芒果乾來測試，分別在課室外的走廊、

垃圾桶旁、操場的木走廊和彩虹石階進行測試，共使用了 12 個培養皿。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探究目的： 

1. 不同食物表面在掉落 3、5 秒後是否會沾染細菌 

2. 不同環境下掉落後 3、5 秒後食物細菌的數量差異 

3. 食物掉落地面 3、5 秒後是否還能撿起食用 

 

實驗假設： 

2003 年在伊利諾大學的香檳分校的一名高三實習生吉利安·克拉克，想要驗證在髒地

板上五秒規則是否正確。研究發現，所有的食品都粘上了相當數量的細菌，即便它們與地

面接觸的時間少於五秒。克拉克的結果是對五秒規則的有效反證。並且，克拉克的研究，

獲得了 2004 年度的搞笑諾貝爾獎公共衛生獎。 

我們認為食物掉落地面 3、5 秒都不能進食，但接觸時間越短，細菌轉移量越少，而

且木走廊比彩虹石階保留更多細菌。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探究方法： 

利用不同的食物測試當食物掉在不同地面時，在 3 秒及 5 秒時細菌的沾染量。通過不斷的

重覆測試得出實驗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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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材料： 

奧利奧餅乾、糖、芒果乾、培養皿、封口蠟膜、棉花棒、無菌手套。 

實驗步驟： 

我們會在課室外的走廊、垃圾桶旁、操場的木走廊和彩虹石階的

不同環境下進行測試。 

① 先用計時器計時（3 秒、5 秒），再用不同食材模擬食物掉落 

② 用棉花棒在食物落地的表面上擦拭幾下 

③ 將棉花棒在培養皿擦拭， 

④ 觀察一星期後的結果。 

 

實驗結果及數據： 

    經統計以下是不同地方掉下時細菌落數。 

表 1 掉落 3 秒的細菌群落數 

                   

            
彩虹石階 木走廊 化學室走廊 垃圾桶旁 

芒果乾 130 2 1 0 

奧利奧餅乾 0 2 0 4 

糖 1 0 0 4 

由表 1 得出彩虹石階的細菌含量較多，由於石階較粗糙能保留較多的細菌，其次是垃

圾桶旁，可能是因垃圾旁滋生的細菌較多。而其他數據顯示掉落 3 秒的細菌較少，甚至沒

有。 

結論：雖然某些地方在掉落 3 秒後沾上的細菌為零，由細菌群落為 0 的數據得出，一般都

是較乾燥食物，而且在光滑的平面上。 

 

表 2 掉落 5 秒的細菌群落數 

 
彩虹石階 木走廊 化學室走廊 垃圾桶旁 

芒果乾 68 28 3 1 

奧利奧餅乾 2 3 2 17 

糖 1 3 3 4 

芒果乾的掉下後細菌量較多，是因它的水份含量比餅乾及糖高。由表 2 得出三款食物

在掉落 5 秒後都有細菌量增加的情況，因此不要進食掉下的食物。 

結論：掉落 5 秒後沾上的細菌有明顯的增加，說明接觸時間越長，細菌越多。 

由 3、5 秒的數據對比，芒果乾 3 秒與 5 秒的細菌數量對比由下降的現象，這可能是

由於不同位置時恰好細菌量有輕微差異。綜觀其他數據可見當物體接觸地面時就會有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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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移，而且水份越多的物體細菌亦會較多。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透過實驗結果，發現掉落 5 秒的食物比掉落 3 秒的食物多細菌，以及知道彩虹石階的

細菌比較多，所以掉落地面的食物都不要食用，應遵守「零秒原則」。在本實驗我們可以

更了解食物掉落地面後細菌滋生的情況，進而提高對食物安全的意識，避免食用可能受細

菌污染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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