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普⾼組 成果報告格式



題⽬名稱： 聽，酸⾬的聲⾳，⼀滴滴侵晰

⼀、摘要

酸⾬會直接損害植物葉⽚表⾯，減少光合作⽤效率，影響作物的產量與品質。⻑期暴露在酸⾬環境

的農作物也可能出現病況增加和⽣⻑遲緩等問題，這對於農業的⽣產造成了相當嚴重的威脅。因

此，我們要做出控制污染源與改善⼟壤條件讓酸⾬減輕對農作物的影響的重要對策。

這次的實驗在討論酸⾬的影響，並透過設計實驗，觀察在不同pH值的模擬酸⾬下，酸⾬對農作物

的影響。

實驗結果顯⽰綠⾖適合⽣⻑的環境在pH5、pH6、pH7狀況下，⽟⽶苗則在pH6、pH7的狀況下⻑

的最好，在這個狀況下植物能吸收最完整的養分。

⼆、探究題⽬與動機

我們在寒假上了中央⼤學森林系教授的講座，這讓我們對酸⾬產⽣了濃厚的好奇。

酸⾬⽇趨嚴重，因此想要了解酸⾬對環境的危害，我們選擇研究酸⾬對植物的影響。在查找資料時

發現中國貴州、湖南等地曾測得pH值約 3.0〜4.0 的酸⾬，⼀般⾬⽔的 pH 值約 5.6，依照各地污染

物排放量、地形、氣候有所區別。為了更直觀地了解酸⾬的危害，以及不同pH值下的酸⾬有什麼

影響差別，我們設計了兩個有關模擬酸⾬對植物影響的實驗，我們利⽤這次實驗的主要是要討論檸

檬的酸度調製成不同pH值得容易對植物⽣⻑的影響。

實驗⼀：模擬酸⾬在不同pH值對植物發芽的影響，總共觀察8天。

實驗⼆：模擬酸⾬在不同pH值對植物幼苗⽣⻑的影響，觀察兩週後的結果。

透過這次實驗，希望能夠更深⼊了解的酸⾬，增進我們對酸⾬的認識，也讓我們思考⾃然災害對⼈

類社會的影響。

三、探究⽬的與假設

1. 了解⼟壤酸化、營養流失、植物⽣⻑受損



酸性⼟壤的環境不利於⼤多農作物的⽣⻑，可能影響農作物的根吸收養分與⽔分的能⼒，從⽽影響

成⻑。

酸⾬可能會讓⼟壤中的⼀些重要營養元素，例如鈣、鎂、鉀等消失，這些元素對植物⽣⻑⾮常重

要。所以了解酸⾬對⼟壤養分結構的影響，能更好的了解作物⽣⻑受限的原因。

酸⾬直接或間接地損害作物的葉⼦、根甚⾄整體健康。酸性⽔分會使植物的葉⽚變⿈變枯萎，也會

影響光合作⽤和營養吸收。

2. 評估酸⾬對農作物⽣產的影響

酸⾬對農作物⽣⻑的損害會導致產量下降，直接影響農業經濟，尤其是在依賴農業⽣產的地區。了

解酸⾬對各類作物的具體影響，有助於預測未來農業產量的變化。

酸⾬可能影響農作物的質量，如⽔果的酸度增加，蔬菜的營養成分減少等，進⽽影響農產品的市場

價值。

3. 改善農業管理措施

了解酸⾬對農作物的影響後，可以提出適合的管理對策，例如中和⼟壤酸性、選擇耐酸的作物品種

等，來減少酸⾬對農業⽣產的負⾯影響。

4. 政策建議與環境保護

通過研究酸⾬對農作物的影響，提供科學依據來制定更嚴格的環境政策，尤其是在控制⼤氣中有害

污染物排放（如⼆氧化硫和氮氧化物）⽅⾯。

5. 增強環境意識

研究酸⾬的影響可以幫助提⾼農⺠和公眾對酸⾬問題的認識，促使他們採取防範措施，如選擇適合

的作物、改進農業技術等，從⽽減少酸⾬對農作物的危害。

6. 開發新技術與解決⽅案

了解酸⾬對作物的具體影響，有助於研發新的農業技術，如使⽤中和劑調節⼟壤酸度、改善灌溉技

術等，從⽽減輕酸⾬帶來的困難。研究⼟壤和⽔源的修復技術，幫助恢復酸⾬影響的⼟地，這對農

業可持續發展很重要。



四、探究⽅法與驗證步驟

使⽤材料：檸檬、⽔、綠⾖、⽟⽶苗、盆栽、量筒、尺、衛⽣紙、⼟、pH試紙

圖⼀、綠⾖

調製pH7、pH6、pH5、pH4、pH3的溶液

圖⼆、各種的液體

實驗⼀：在相同容器中，放置2張衛⽣紙，標⽰pH值，每個盆栽種20個綠⾖種⼦，每天澆相同pH

的等量液體，觀察發芽數量和⻑度並記錄。



實驗⼆：在相同盆栽中，放置等量的⼟，植⼊⼤⼩差不多的⽟⽶苗，標⽰pH值，每天澆相同pH的

等量液體，觀察兩週後植物的⽣⻑狀況並記錄。

五、結論與⽣活應⽤

實驗⼀的結果如下表，根據觀察得出以下結論，在前幾天pH6、pH5、pH4、pH3 ⽐pH7的狀況下

容易發芽，但六天後發芽率都達到了80%以上，在pH3、pH4的狀況下綠⾖在第四天就已經⼤部分

死亡，呈現焦⿊狀，所以綠⾖適合⽣⻑的環境在pH5、pH6、pH7狀況下。

圖三、綠⾖在不同pH的⽣⻑狀況

實驗⼆的結果如下表，⽟⽶苗在pH6、pH7的狀況下⻑的最好。

圖四、⽟⽶苗在不同pH的⽣⻑狀況

我們好奇為什麼綠⾖在微酸性⾄中性⼟壤中⻑得最好，上網查詢發現在這個狀況下能讓綠⾖吸收最

完整的養分，例如氮、磷、鉀、鎂等，也有利於根瘤菌⽣⻑，幫助固氮。雖然⼤多數植物喜歡微酸

性到中性（pH 6.0〜7.0）的⼟壤，但也有⼀些植物不同，喜歡極酸性的環境，像是藍莓在pH4.5〜

pH5.5的酸性環境中有利於吸收鐵與鋅、杜鵑花在pH4.5〜pH6.0的酸性環境下有利於開花。

對於解決酸⾬對農作物影響的措施可以從以下幾個⽅⾯⼊⼿

1.減少酸⾬源頭的污染排放：



實施更嚴格的排放標準，限制SO₂和NO的排放、使⽤可再⽣能源的使⽤，替代傳統的⾼污染能源

2.改良⼟壤和⽔質管理：

使⽤⽯灰或其他中和劑，恢復⼟壤的正常 pH 值、使⽤有機肥料、增強⽔⼟保持措施。

3.選擇抗酸⾬的作物品種：

更換⽐較可以耐酸的作物、基因改良出可以適應酸性的植物

4.植被恢復與保護：種植耐酸性的植物，減少⼟壤⽔分蒸發，幫助改善⼟壤結構，減少酸⾬對農⽥

的直接影響。

了解酸⾬對植物的影響能夠幫助我們在眾多⽅⾯作出有效的應對措施，從⽽保護農業⽣產、提⾼城

市綠化品質、促進⽣態保護，並推動城市環境管理跟教育和公眾意識。這有助於改善當前的環境質

量，也為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提供科學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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