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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細菌王 

 
 

 

 

 

 

 

  

 

 

 

 

 

 

 

 

 

 

細菌是生物的主要類群之一，屬於細

菌域。細菌是所有生物中數量最多的

一類。細菌的個體非常小大多只能在

顯微鏡下看到。細菌一般是單細胞，

細胞結構簡單。 

 

 

任何你在日常生活中觸摸和接觸到的一切都有細菌，你吃的食物，

你的唾液，土壤，海洋，溫泉，游泳池等等。人體身上也帶有相當

多的細菌。據估計，人體內及表皮上的細菌細胞總數約是人體細胞

總數的十倍。不同種類的動物帶有不同種類的細菌，不同的細菌有

拓殖不同環境的能力。然而，細菌的種類是如此之多，科學家研究

過並命名的種類只佔其中的小部份，只有約一半能在實驗室培養的

種類。  

 

細菌的營養方式有自養及異

養，其中異養的腐生細菌是生態

系統中重要的分解者。細菌也對

人類活動有很大的影響。一方

面，細菌是許多疾病的病原體，

包括肺結核、炭疽病、鼠疫、霍

亂、砂眼等疾病都是由細菌所引

發。 

然而，人類也時常利用細菌，例如及酸奶

和酒釀的製作、部分抗生素的製造、廢水

的處理等，都與細菌有關。在生物科技領

域中，細菌有也著廣泛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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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盤比臭鞋還髒 細菌多到無以計數 

中廣新聞網 – 2013 年 8 月 27 日 上午 10:05 

 

大陸媒體最近針對電腦鍵盤上面的細菌跟臭鞋子裡的細菌做出檢驗比較，結果發現電

腦鍵盤上的細菌比臭鞋子腳掌處還要更多。檢測中雖然都沒有發現致病性較高的金黃

色葡萄球菌，但在鍵盤上發現鞋子裡沒有的真菌蹤影。 

「北京晚報」取樣一個使用了半年多的電腦鍵盤，和一雙穿了半年左右從未清洗過的

運動鞋，送到實驗室個做兩次取樣化驗。 

 

 

 

 

 

他們依照一般的實驗流程，先做 48 小時的細菌培養，結果發現稀釋十倍後的樣品平

皿上已經佈滿了大大小小的菌斑，數量多到無法計數。為了了解細菌數量，實驗員不

得不再次稀釋後再來統計，最終樣品被稀釋到一萬倍，才統計出鍵盤上細菌菌落數量。 

檢驗結果顯示，運動鞋前腳掌處的細菌數量遠不如鍵盤上的細菌數量多。而電腦鍵盤

因為數字鍵不常使用，菌落數也遠遠低於字母鍵盤。 

專家建議，無論鍵盤和運動鞋都需要經常清理，電腦鍵盤最好每兩週清理一次，清理

時用酒精擦拭；至於運動鞋的清洗，一定要注意鞋子內部的清潔，清洗之後，可放在

陽光下進行暴晒消毒。 

 

網址: 

http://tw.news.yahoo.com/%E9%8D%B5%E7%9B%A4%E6%AF%94%E8%87%AD%E9%9E%8B%E9%82%84%E

9%AB%92-%E7%B4%B0%E8%8F%8C%E5%A4%9A%E5%88%B0%E7%84%A1%E4%BB%A5%E8%A8%88%E

6%95%B8-020521332.htmll 

 

 

http://tw.news.yahoo.com/%E9%8D%B5%E7%9B%A4%E6%AF%94%E8%87%AD%E9%9E%8B%E9%82%84%E9%AB%92-%E7%B4%B0%E8%8F%8C%E5%A4%9A%E5%88%B0%E7%84%A1%E4%BB%A5%E8%A8%88%E6%95%B8-020521332.htmll
http://tw.news.yahoo.com/%E9%8D%B5%E7%9B%A4%E6%AF%94%E8%87%AD%E9%9E%8B%E9%82%84%E9%AB%92-%E7%B4%B0%E8%8F%8C%E5%A4%9A%E5%88%B0%E7%84%A1%E4%BB%A5%E8%A8%88%E6%95%B8-020521332.htmll
http://tw.news.yahoo.com/%E9%8D%B5%E7%9B%A4%E6%AF%94%E8%87%AD%E9%9E%8B%E9%82%84%E9%AB%92-%E7%B4%B0%E8%8F%8C%E5%A4%9A%E5%88%B0%E7%84%A1%E4%BB%A5%E8%A8%88%E6%95%B8-020521332.htm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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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低溫洗衣愈洗愈髒 「細菌濃湯」大鍋攪！ 

2013 年 08 月 23 日 09:17 

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洗衣服讓你生病了嗎？英國有專家指出，30℃的低溫洗衣不但無法殺死病菌，研究還發現

內褲殘留約 0.1 公克的糞便讓其他衣物「雨露均霑」，洗衣機內的環境有如一鍋「細菌濃

湯」！ 

英國《每日郵報》報導，在老祖母時代，會用高溫洗滌和強效洗衣劑，而現代人為了環保

和避免肌膚過敏，常用 30℃低溫配合較溫和的洗衣劑洗滌衣物，但這種方式可能付出健

康的代價。 

 

 

 

 

衛生專家阿克萊博士(Dr Lisa Ackerley) 領導的研究團隊發現，30℃溫水洗衣不但不能

殺菌，溫水更有如沙門氏菌、大腸桿菌和諾羅病毒等病菌的溫床！洗衣機內的環境有如「細

菌濃湯」，如果把貼身內衣褲和其他衣物混合洗，而已洗的內褲平均仍有 0.1 公克的糞便

殘留，病菌更是大鍋攪拌，讓衣物之間的病菌「交叉傳染」。 

而從洗衣機內取出衣物時，病菌再從人手帶到屋內其他地方，使病菌傳播得更遠；洗衣機

內也累積了細菌，洗衣時傳到洗衣水裡，研究指出每 2 茶匙（約 30 毫升）的洗衣水含菌

量高達 100 萬。 

阿克萊表示，「民眾認為普通的洗衣程序可清潔衣物，但不表示是『衛生』乾淨。」她建

議可以每個月用 90℃熱水空轉洗衣機一次來殺菌，貼身衣物、襪子、床單、毛巾及其他

衣物應該分開洗，洗衣後也要打開機門通通風，而且晾衣服後要洗手。 

網址: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823/260625.htm#ixzz2dIJgHyie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823/260625.htm#ixzz2dIJgHy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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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 攝氏 30 度的溫水可以殺菌嗎？ 為甚麼可以或不可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為甚麼鍵盤上的細菌比鞋子裏的細菌還要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甚麼環境比較容易滋生細菌？ 

                                                             

 

4. 有甚麼方法可以殺菌？ 

                                                             

 

5. 所有細菌都是有害的嗎？如否，請舉例。 

                                                              

 

實驗步驟: 

材料：LB 培養基 9 個，已滅菌棉花棒(八支) 

 

  

 

 

 

 

1. 由一位組員(未洗手)，將手印在一個

培養基上，且做上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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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已洗手)---以濕紙巾洗手，將手印在

一個培養基上，且做上記號。 

2. (已洗手)---以清水洗手，將手印在

一個培養基上，且做上記號。 

 

4.(已洗手)---以消毒酒精洗手，將手印

在一個培養基上，且做上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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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培養基 

5.(口水)---擬似咳嗽方式，將口水咳到已用消毒酒精手套上，將

手印在一個培養基上，且做上記號。。(請不要直接咳到培養基

上) 

 

圖 2  身體各部分 

6.(身體)---以身體不同的部分，以已滅菌棉花棒取身上的細菌，自選

兩個部分，如: 面、頭髮、腳等。然後塗抹在培養基上，且做上記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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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相關之實驗完結後，必須洗手後方可離開。 

 

1. 看結果之前，你認為身體的細菌多還是環境的細菌多？為什麼？觀察結果後

你的想法是對的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驗結果： 

請將你在培養基上看到細菌的數量排序 (1 是最少，7 是最多) 

 

未洗手 清水洗手 濕紙巾洗手 消毒酒精洗手 口水 

     

身體 1 身體 2 環境 1 環境 2  

     

 

 

 7.(環境)---取環境中不同的地方，以已滅菌棉花棒取環境中的細

菌，自選兩個地方，然後塗抹在培養基上，且做上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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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據以上實驗，你認為那一種消毒方法最有效？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你知道培養基有甚麼作用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考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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