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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 用頭髮清微塑膠，真的有效嗎？——從廢棄物找出淨水新解方 

一、摘要 

近年來，微塑膠污染問題越來越嚴重，這些肉眼看不見的塑膠碎片不只存在於河川、海

洋，甚至已經被發現在人體內。過去有研究使用鐵磁流體來清除水中的微塑膠，雖然效果不

錯，但這種方法成本高、取得不易，也可能造成新的污染。我們開始思考，有沒有一種更簡

單又環保的方式來處理微塑膠？ 

我們想到頭髮具有吸油的特性，而且是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取得的廢棄物，所以設計實

驗，嘗試用「頭髮＋食用油」來吸附水中的微塑膠。初步研究結果顯示此方法可行後，再以

PVC 與 ABS 為例，探索微塑膠清除的最佳條件。接著，我們使用 0.8 mL 食用油與 0.7 克頭

髮，評估該方法在不同種類的微塑膠與不同成分水體中的清除效果。結果顯示，微塑膠的殘

留量均很低，其中 PVC 的清除率最高（97%），PET 最低（69%），而在酸性條件（pH＝

3）時，效果比純水更好，但改變溶液中的氯化鈉濃度（0% ~ 5%），則對清除效果影響不

大。此外，我們還設計了一個簡單的過濾裝置，能把水的濁度從 650 NTU 降到 21 NTU，清

除效果明顯。 

這項研究讓我們發現，生活中看似沒用的東西，其實也能成為解決環境問題的好幫手。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我們的生活中到處都有塑膠，例如飲料瓶和塑膠袋。用完後的塑膠常會流入下水道，

最後進入河川和海洋，分解成看不見的微塑膠。這些微塑膠太小，水處理系統無法過濾，

會進入水中、生物體內，甚至人體。研究發現，微塑膠會妨礙海洋生物消化和繁殖，還會

吸附有害物質，透過食物鏈影響人類健康。 

我們在查資料時發現，2019 年 Google科學展覽冠軍，提出一種用「鐵磁流體＋油」

來吸附微塑膠的方法，雖然清除效果不錯，但鐵磁流體不易回收，可能造成二次污染。而

我們剛好看到一則新聞報導，提到在委內瑞拉的湖泊中，居民曾用動物與人類的頭髮來吸

附湖面上的油污。我們開始思考：既然頭髮也能吸油，能不能也拿來取代鐵磁流體來吸附

水中的微塑膠呢？頭髮是取得容易，不需要額外加工。如果它能像鐵磁流體一樣吸附油

脂，並間接帶走附著其上的微塑膠，那不但能達到清潔水體的目的，還可以避免二次污

染，並將廢棄資源再利用。 

這個想法讓我們十分好奇可行性，因此我們展開了這次的探究，想看看用頭髮來清除

微塑膠是否真的可行，並找出最有效的條件與方法，希望能找到一種簡單、低成本又環保

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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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根據上述我們推測：若頭髮與食用油結合後投入含微塑膠的水中，有可能產生「頭髮吸

油」和「油吸微塑膠」，最後形成互相吸附混合物而移除水中微塑膠的效果，實驗假設如下： 

假設一： 頭髮具有吸油性，再藉由油脂吸附微塑膠，進而清除水體中的微塑膠。 

假設二： 不同種類的微塑膠因為結構和密度上的差異，會導致清除效率不同。 

假設三： 水的酸鹼值會影響微塑膠、頭髮和油脂的結構，進而影響吸附情況和清除效果。 

假設四： 鹽度變化可能會改變微塑膠在水中的懸浮狀態，進而影響吸附效率。 

根據上述假設，我們訂定以下探究目的： 

1. 驗證頭髮是否具有吸附微塑膠的能力，並找出適當定量方法。 

2. 找出不同頭髮與油脂比例下，清除微塑膠的最佳條件。 

3. 測試頭髮對不同種類微塑膠（如 PVC、PET、ABS 等）的清除效果是否一致。 

4. 探討水體酸鹼值與鹽度變化，對清除效率是否有顯著影響。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為了驗證我們的假設，我們設計了一系列的實驗，從基本的頭髮是否能吸附微塑膠開

始，到尋找最佳條件，再測試不同水質與塑膠種類，最後實作簡單的清除裝置。實驗結果

如下： 

實驗一、 頭髮吸附微塑膠的驗證 

1. 加入不同組合：單獨油、單獨頭髮、頭髮＋油等，觀察微塑膠的清除狀況。 

  

圖 1：左圖：含微塑膠水體； 
     右圖：加入頭髮的微塑膠溶液 

圖 2：加入頭髮和油的微塑膠溶液 

實驗結果：以頭髮和油確實可以吸附微塑膠，達到清除水中微塑膠的效果 

實驗二、 定量方法測試 

測試一：以顯微鏡拍照定量，實驗結果如下圖： 

   

圖 3：左圖：微塑膠溶液；中圖：微塑膠溶液加入頭髮；右圖：微塑膠溶液加入頭髮和油 

實驗結果顯示用顯微鏡拍照，確實可看到清除前、後微塑膠數量差異，但只能測量局

部溶液，且照片對比並不明顯，也無法確定是微塑膠還是雜質，所以暫不用此方法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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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二：以濁度計定量 

因為微塑膠溶液成混濁狀，和濁度計校正標準液的呈現狀況相同，所以測試使否可以

濁度計進行定量實驗，結果確實可行，故以下的實驗會以濁度計進行定量。 

 

 

 

圖 4：左圖：微塑膠溶液；右圖：濁度計校正標準液 圖 5：高中水質檢測的濁度計 

實驗三、 找出最適當的吸附條件 

1. 微塑膠懸浮液製備： 將 0.1 克微塑膠（PVC 和 ABS）分別與約 15 克純水置入燒

杯中，使用超音波震盪 20 分鐘，使其均勻懸浮於水中。 

2. 固定微塑膠質量、水量，改變頭髮重量（0.1g、0.3 g、0.5 g、0.7 g 和 0.9 g）與食

用油體積（0.3 mL、0.5 mL 和 0.8 mL）組合，進行微塑膠清除實驗。 

3. 加入油和頭髮並均勻攪拌後，使用濁度計測量，重複 5 次取平均值。 

4. 找出最適當的組合（清除率最高、濁度最低）。 

 

  

 

 

 

 

 

 

 

 

 

 

 

 

 

實驗結果顯示： 

1. 油量過多，會有油滴殘留；油量過少，效果略差。 

2. 頭髮量越多，可以減少油滴殘留，但頭髮量大於 0.7 克後，改變效果不明顯。 

以下使用 0.8 毫升油及 0.7 克頭髮進行清除微塑膠實驗。 

圖 7：PVC(左圖)和 ABS(右圖)加入不同頭髮量和油量前後，水體的濁度值變化圖 

圖 6：實驗操作方式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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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四、 測試不同塑膠種類的清除效率 

1. 使用相同的最佳比例（0.7g 頭髮＋0.8 mL 油），測試不同塑膠種類（PVC、

ABS、PET、PE、PP、PS、PA6、PA66）的微塑膠清除效果。 

2. 分別觀察在相同條件下的濁度變化，分析不同種類微塑膠的清除效果差異。 

3. 清除比例計算公式：清除比例＝
原始水體濁度－清除後水體濁度

原始水體濁
× 100% 

 

 

 

 

 

 

 

 

 

 

 

 

 

 

 

 

實驗結果顯示： 

1. 微塑膠殘留量最低的是 ABS，最高的是 PA66；但不論塑膠種類，微塑膠的殘留量

都很低，清除後的水體都很清澈。 

2. 清除比例最高的是 PVC，達到了 97％；最低的是 PET，清除比例為 69％。 

3. 表示使用油和頭髮確實可以有消清除水中的微塑膠。 

實驗五、 測試鹽度對清除效果的影響：製備不同濃度的 NaCl 鹽水（模擬海水 0 ~ 5%），

測試加入 0.7g 頭髮和 0.8mL 油的微塑膠清除效果。 

實驗結果顯示：鹽類濃度在 5.07 %以下時，對 PVC和 ABS 的清除效果影響不大。 

圖 8：不同微塑膠加入 0.7g 頭髮和 0.8mL 油後水體外觀 

圖 9：不同微塑膠加入 0.7g 頭髮和 0.8mL 油後的微塑膠清除比例和清除前、後的濁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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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六、 測試酸鹼值對清除效果的影響：製備不同 pH 值（3、7、11）的水體，測試加入

0.7g 頭髮和 0.8mL 油的微塑膠清除效果。 

 

 

 

 

 

 

 

 

 

 

 

 

 

實驗結果顯示： 

1. pH＝11 時，微塑膠清除效果比 pH＝7 時小。 

2. pH＝3 時，微塑膠清除效果變好，皆可到達 98%以上。 

3. pH＝3 時 PE 和 PET的清除效果，比溶劑為純水時明顯上升。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結論 

經過多次實驗驗證，我們發現「使用頭髮搭配食用油清除微塑膠」是一種既有效又簡單

的處理方式，結論如下： 

1. 以頭髮清除不同種類微塑膠後在水中殘留量，以 ABS 最低，濁度值 9.48 NTU；PA66

圖 10：PVC 和 ABS 在不同鹽類濃度下的微塑膠清除比例 

圖 11：不同微塑膠在不同 pH 值下的微塑膠清除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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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濁度值 35.16 NTU，清除微塑膠後的水體，外觀都相當清澈。 

2. 頭髮對不同種類微塑膠的清除比例，除 PET 外，清除比例皆介於 87% ~ 97%。PVC

清除比例最高為 97%；PET 因為原始濁度較低，所以計算後清除比例僅 69%。 

3. 溶液鹽度在 5.07%以下清除效果變化不大，對 ABS 和 PVC 清除比例皆大於 90％。 

4. 在溶液 pH＝ 3 時清除效果比純水好，清除效果皆可到達 98%以上。 

生活應用 

在確認這個方法的可行性之後，我們進一步將這個構想轉化成實作裝置。我們設計了一

款簡易的濾水器原型裝置，使用頭髮作為濾材，讓含微塑膠的水體通過濾層。結果顯示，這

樣的裝置能有效降低水中濁度，讓水質明顯變清澈，可以將含微塑膠的水體濁度從 650 NTU

大幅降低至 21 NTU，操作方式也相當直覺，不需要電力或昂貴設備，裝置如下： 

這項研究不只是科學實驗的成果，更具備實際應用的潛力，未來可望推廣於：家庭或校

園的環境科學教育活動、含微塑膠的廢水出口處理廢水和小型淨水教具開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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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微塑膠清除裝置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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