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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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名稱：以自然對抗污染-魚鱗吸附柴油 

一、摘要 

海上油污對海洋生態系統造成嚴重影響。目前主要的處理方式為使用油分散劑，但此方法

可能對環境與生態造成重大危害。為了尋找更有效的解決方案，我們決定以找尋最好的吸

附效果為目標來進行這次探究，並且找到能讓它實際發為作用，為環境盡一份力。虱目魚

魚鱗的吸附最好，次之驢魚魚鱗，最後是龍膽石斑。礙於表面積關係魚鱗粉的吸附效果都

會比魚鱗片來的佳。對於吸附效果最好的虱目魚魚鱗，我們做了更深入的研究。多做了魚

鱗絮的實驗，從實驗結果可知，魚鱗絮的效果比魚鱗粉優。酸鹼改質的部分，酸鹼並沒有

太大的差別，不過還是沒有比未改質的好。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我們投入科展的契機就是想幫助社會，讓我們的環境獲得改善，而在去年某個契機下看到

了上一屆有關於魚鱗吸油的科展題目，我們覺得這個很有發展性，所以我們決定延續他們

的研究，進一步探討不同魚鱗在不同環境下吸油的能力，用訊息的方式詢問他們是否能讓

我們借鑒他們的想法，完成研究，獲得同意之後。我們決定針對不同種類的魚鱗進行吸油

能力比較，針對魚鱗的表面積、酸鹼改質及不同於品種進行研究，並且把他做成一個真正

能利用的產品，使其成為一種低成本、環保且可行的油污處理方案，為海洋生態保護盡一

份心力。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 探討虱目魚魚鱗在表面積條件下吸附柴油的能力  

(二) 探討虱目魚魚鱗在酸鹼條件下吸附柴油的能力 

(三) 探討鱸魚魚鱗在表面積條件下吸附柴油的能力 

(四) 探討龍膽石斑魚鱗在表面積條件下吸附柴油的能力 

(五) 探討不同魚鱗吸附柴油的能力 

(六) 做出能實際應用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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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實驗架構 

 

（二）實驗架設 

1. 魚鱗片粉絮吸油 

2. 魚鱗絮包吸油 

（三）實驗步驟 

1. 魚鱗片、粉、絮吸油實驗 

(1) 將柴油倒進量筒測量 10 ml 

(2) 測量魚鱗ㄧ到五克 

(3) 將量筒內的柴油與測量好的魚鱗加入 50ml 的燒杯並靜置 15 分鐘 

(4) 15 分鐘後將魚鱗取出將剩餘的柴油倒進量筒測量剩餘的柴油毫升數 

(5) 重複步驟一到四 

(6) 將魚鱗換成粉、片、絮的狀態，每個狀態做五次實驗 

2. 魚鱗包吸油實驗 

(1) 將紗布將紗布分成兩塊 

(2) 測量 3g 的魚鱗絮 

(3) 將 3g 的魚鱗放進紗布內並用釘書機將紗布釘合 

(4) 用海水素調製符合海水的水 300ml 並加入 30ml 的柴油 

(5) 將製作好的魚鱗包放入加柴油的海水素水並靜置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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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原理 

1. 親油性表面： 

魚鱗表面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親油性，這使其能夠有效吸附柴油等油性物質。柴油屬於親油性

燃料，主要由碳氫化合物組成，其分子可與魚鱗表面的親油性官能基產生相互作用，進而附著在

魚鱗表面。這種作用機制或許是魚鱗能夠吸附柴油的關鍵因素之一，有助於提升其在油污處理

方面的應用潛力。 

2. 化學吸附： 

魚鱗表面可能含有多種官能基，例如羥基、羧基和胺基等，這些官能基能夠與柴油分子產生化學

作用，進而實現化學吸附。特別是柴油分子的碳氫鍵可能與魚鱗表面的官能基形成穩定的化學

鍵，使柴油分子牢固地固定在魚鱗表面上。這種化學吸附機制可能進一步增強魚鱗對柴油的吸

附能力，為其在油污處理方面的應用提供有力支持。 

3. 微觀結構： 

魚鱗的微觀結構可能在柴油吸附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其表面可能具有細小的凹凸或孔洞結構，

這些微觀特徵能顯著增加總表面積，從而提升柴油分子與魚鱗之間的接觸機會。此外，這些孔洞

可能進一步促進柴油分子的滲透與滯留，使魚鱗的吸附能力更為有效。因此，魚鱗的微觀結構不

僅影響其物理吸附性能，也可能與其化學吸附機制相互配合，共同增強整體吸附效果。 

（五）實驗數據與討論 

不同克數虱目魚魚鱗吸附效果(平均吸附量) 

 

 

 

 

 

 

 

 

 一公克 兩公克 三公克 四公克 五公克 

魚粉 5.62ml 4.52ml 6.28ml 7.84ml 8.2ml 

魚鱗絮 4.08ml 8.96ml 7.52ml 8.48ml 9.9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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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克不同種魚鱗吸附效果(平均吸附量) 

虱目魚 

魚鱗片 

虱目魚 

魚鱗粉 

龍膽石斑 

魚鱗片 

龍膽石斑 

魚鱗粉 

鱸魚 

魚鱗片 

鱸魚 

魚鱗粉 

3.4ml 5.62ml 1.8ml 3.72 2.4ml 3.36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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虱目魚魚鱗粉酸鹼改質吸附效果 

pH值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平均吸附量(ml) 
4.36 3.12 2.6 

 

2.64 3.84 2.84 3.12 4.2 

 

4.12 2.52ml 2.84 3.66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結論 

(一) 每一公克虱目魚魚鱗片、虱目魚魚鱗粉、虱目魚魚鱗絮中，魚鱗絮吸附效果最佳。 

(二) 每一克虱目魚魚鱗粉的酸鹼改質吸附效果沒有比為改質的佳。 

(三) 每一公克鱸魚魚鱗粉的吸附效果比每一公克的驢魚魚鱗片佳。 

(四) 每一公克龍膽石斑魚鱗粉的吸附效果比每一公克的龍膽石斑魚鱗片佳。 

(五) 每一公克虱目魚魚鱗片的吸附效果最好，次之驢魚石斑魚鱗片，最後龍膽石斑。 

(六) 滅菌不織布紗布墊包虱目魚魚鱗的吸附效果最好。 

二、未來展望 

 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做出可以重複使用，吸油能力更好的魚鱗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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