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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據日常觀察，本澳學生普偏會於冬季穿着白色裇衫，夏季女生則需要穿白色 

校服裙上學。眾所周知，這種白色的校服布料極容易弄髒，根據我們的在學經驗， 

我校小學生最容易沾上的污漬分別是學習寫書法用的墨汁以及 0.38 藍色水筆的墨 

汁。 

 

每次當我們在學校沾上這些墨汁漬後回家給媽媽發現時，媽媽都會感到非常頭 

痛，原因是主要有兩個：一、這些墨汁積極難清潔，二、使用化學清潔物品對皮膚 

的傷害性很大，對於那些皮膚容易對清潔用品過敏的人來說更加苦不堪言。 

 

化學清潔劑的最大好處，在於他們能夠快速達到效果，省時省力，對於忙碌的 

現代人與家庭主婦而言，不失為一個好幫手。現在市面上所販售的清潔劑，除了肥 

皂以外，幾乎全部都是以化學合成物質為清潔劑的主要成分。這些清潔劑既然是焦 

油及苯的產品，它的毒性當然是非常高，它會浸透皮膚，造成手指的溼症，即俗稱 

的富貴手，嚴重甚至產生皮膚癌；另外，化學清潔劑也會浸透到血管內，若不慎吃 

下去，會破壞味蕾，麻痺某些器官，並且殘毒還會儲存在肝臟中。大部分清潔劑都 

有揮發性，其毒性會使呼吸器官受傷，尤其家裡的嬰幼兒更是最大的受害者。 

 

因此，有機和天然成為現今都市人最熱門的一門課題，上至商家，下至普通家 

庭主婦，亦不斷嘗試用不用的天然物料，以獨立、混合、組合等形式，希望從中得 

到一個既天然又達至最佳的清潔效果。有見及此，我組成員也決定就這門課題作出 

探究，就這個題目分別於網上、書籍、長輩、朋友間尋找資料，再跟據這些坊間傳 

聞及網上資料進行實驗、觀察，尋找最佳物料，再把這些物料進行分析，尋找原因、 

成分和數據，希望能找出一種最佳方法，以達至不傷手之餘，更減低對環境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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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 

 

我們經常在家中看見媽媽為了我們清理衣物上的污漬前，首先弄到自已整副武 

裝，又是口罩，又是手套，原因一般家庭主婦都會使用化學清潔劑，而坊間所有的 

去污產品中或多或少都會含不同的化學物質，這些化學物質都會對我們的呼吸道或 

皮膚做成傷害。全世界約有七十多億人口，假如都使用這些化學物品進行清潔，不 

但會破壞環境，更會對我們的身體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所以我們決定研究天然去 

污法，好讓我們清潔時不用再整副武裝，也不會破壞我們可愛的地球。 

 

 

二、研究目的 
 

1.找出各種天然物料去污的方法 
 

2.比較各種天然物料去污的功效 

 

 
 

三、研究問題 
 

1. 哪些天然清潔物料具去污成分？ 
 

2. 天然去污產品的潔污程度如何？ 
 

3. 非化學成分產品是否等於天然？等於零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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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詞解釋 
 

天然清潔劑─天然清潔法是指採用自然，不含化學物質的物品來清潔去污，它 

不但對人體的健康有益，同時對地球環境的保護更具有積少成多 

的巨大影響。 

五、文獻探討 
 

1. 天然清潔的重要性：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許多物品原本就有清潔的效果，人 

們早已使用這些去污方法很多年，現在我們重拾現任的智慧，效果依舊不打折。況 

且，在各種“文明病”紛紛出現的今天，宣導的是回歸自然的生活方式，包括居家 

清潔去污，自然有機清潔法值得我們大力推薦。 

 
 

2.清潔劑的由來：早在西元前二千五百年，人類的祖先就以草木灰和動植物脂肪共 

煮製造肥皂，開始了清潔劑的歷史。合成清潔劑的出現，是德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 

戰時，因將製造肥皂的原料--脂肪移做其他用途，取而代之用了石油副產品而發明 

的非皂性清潔劑。它於 1930 年問世後，由於價錢較便宜且洗淨力較強，到了 1940 

年，已被廣泛使用，進而取代了肥皂的地位。 

 
 

3.化學清潔劑對人體的傷害：人們生活中慣用的清潔劑，洗衣液和殺蟲劑等，幾乎 

都含有毒性很高的石油化學物質，揮發出的濃烈氣味，也會對人體有害。像廚房清 

潔劑大多含有乙二醇醚類，對肝臟有害，還會降低生殖力；馬桶清潔劑通常含有磷 

酸和鹽酸這些具有強烈腐蝕性的物質，會對皮膚造成傷害；消毒水則含有毒性很高 

的氯以及甲醛，乙醇等化合物；至於傢俱亮光劑中所含的酚以及硝基苯，也都和甲 

醛一樣被懷疑是致癌物之一。這些有毒的化學物質，不僅會在使用過程中對人體雜 

訊直接或間接的傷害，還會隨著空氣四處散佈，或是順著排水管流入河川湖海，破 

壞自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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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方法和步驟 
 

1.上網、到圖書館搜集資料 
 

2.詢問父母、老師及長輩意見 
 

2.實驗、觀察、記錄及分析各種數據和資料 
 

3.撰寫研究報告 

 

 
 

七、研究進程 
 

2014 年 11 月─研究題目 
 

2014 年 12 月─研究撰寫方案 
 

2015 年 1 月─通過上網和圖書尋找有關去漬資料 
 

2015 年 2 月─整理和篩選資料 
 

2015 年 3 月─實驗、觀察、記錄 
 

2015 年 4 月─實驗、觀察、記錄 
 

2015 年 4 月─撰寫研究報告 
 

2015 年 4 月─修改報告、完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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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實驗過程 

 
一、  尋找與去污有關的材料 

 

以牛奶(全脂、高鈣低脂、脫脂)、麵粉(高筋、中筋、低筋)、糯米粉、粘米粉、 

粟米粉、黃豆粉、梳打粉、盬、飯、米酒、醋、柚子皮、檸檬等天然有關的相關材 

料。 

 

 

二、  準備各種工具和材料 
 

書法用墨汁、0.38 藍色筆芯、電池爐、煮食器皿、盆、器皿、清潔布、膠杯、 

白色校服布料、筷子、計時器。 

 

 

三、  組合材料及製作方法 
 

根據網上及家庭朋友的意見及資料，我們嘗試將各種材料混合或獨立使用。 
 

編號 清潔材料 製作過程 

1 發酵全脂奶  

把奶放在紙杯內密封好，放置天台 10 天 2 發酵高鈣低脂奶 

3 發酵脫脂奶 

4 凍全脂奶  

直接使用 5 凍高鈣低脂奶 

6 凍脫脂奶 

7 熱全脂奶  

煮熱後使用 8 熱高鈣低脂奶 

9 熱脫脂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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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凍全脂奶+飯  

把凍奶和飯混合 11 凍高鈣低脂奶+飯 

12 凍脫脂奶+飯 

13 熱全脂奶+飯  

把煮熱的奶和飯混合 14 熱高鈣低脂奶+飯 

15 熱脫脂奶+飯 

16 高筋麵粉+水  

把麵粉與水混合 17 中筋麵粉+水 

18 低筋麵粉+水 

19 高筋麵粉+黃豆粉+水  

把麵粉、黃豆粉與水混合 20 中筋麵粉+黃豆粉+水 

21 低筋麵粉+黃豆粉+水 

22 粘米粉+水 把粘米粉與水混合 

23 粘米粉+黃豆粉+水 把粘米粉、黃豆粉與水混合 

24 糯米粉+水 把糯米粉與水混合 

25 糯米粉+栗粉+水 把糯米粉、栗粉與水混合 

26 飯+水 把飯與水混合 

27 梳打粉+水 把梳打粉與水混合 

28 梳打粉+鹽+水 把梳打粉、鹽與水混合 

29 粟米粉+水 把栗米粉與水混合 

30 粟米粉+黃豆粉+水 把栗米粉、黃豆粉與水混合 

31 粟米粉+醋 把栗米粉與醋混合 

32 米酒 直接使用 

33 柚子皮+水 把柚子皮煮水，再放涼使用 

34 醋 直接使用 

35 檸檬+水 把檸檬切片煮水，再放涼使用 

 

表 1-1：三十五種獨立材料及混合材料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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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事前準備 
 

當決定除污日子後，我們於除污日前一天黃昏，把兩種墨汁分別滴在大小約 

10X13(CM)的白布上約 230 小塊，平均每塊布 1-2 滴，盡量控制墨汁面積在一個直徑 

5CM 的圓圈內，但由於全採用人手操作，在數據上會存在着一定誤差。 

 

 
 

五、  實驗過程及結果 
 

第一次實驗：就以上 34 種材料，兩種墨水同一時間做，每種墨水就每種材料分 
 

別進行 3 次公平測試。步驟如下： 

A) 準備六個大小相約的器皿 

B) 把三塊有黑色墨汁白布和三塊藍色墨汁白布分別放在六個器皿上 
 

C) 把材料或混合好的材料放置在污漬上約浸 5 分鐘，清潔材料需蓋過污漬位置 

D) 老師及學生共同於 5 分鐘後分別再對布料進行搓柔 

E) 搓柔 3 分鐘後再用清水沖洗 

F) 對比及觀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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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發酵全脂奶 

 

 

 

 

 

 
 

 

2.發酵高鈣低脂奶 

 

 

3.發酵脫脂奶 

 

 

4.凍全脂奶 

 

 

5.凍高鈣低脂奶 

 

 

6.凍脫脂奶 

 

 

7.熱全脂奶 

 

 

8.熱高鈣低脂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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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熱脫脂奶 

 

 

10.凍全脂奶+飯 

 

 

11.凍高鈣低脂奶+飯 

 

 

12.凍脫脂奶+飯 

 

 

13.熱全脂奶+飯 

 

 

14.熱高鈣低脂奶+飯 

 

 

15.熱脫脂奶+飯 

 

 

 

 

 

 

 

 

 
16.高筋麵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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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筋麵粉+水 

 

 

18.低筋麵粉+水 

 

 

 

 

 

 

 

 

 
19.高筋麵粉+黃豆粉+水 

 

 

20.中筋麵粉+黃豆粉+水 
 

 

21.低筋麵粉+黃豆粉+水 

 

 

 

22.粘米粉+水 

 

 

 
 

 

23.粘米粉+黃豆粉+水 

 

24. 糯米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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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糯米粉+栗粉+水 

 

 

26. 飯+水 

 

 

27. 梳打粉+水 

 

28.梳打粉+鹽+水 

 

 

29. 粟米粉+水 

 

 

30.粟米粉+黃豆粉+水 

 

 

31.粟米粉+醋 

 

 

 

32.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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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柚子皮+水 

 

 

34.醋 

 

 
 

35.檸檬+水 

 

表 2-1：第一次實驗結果圖片 
 

 
 

實驗結果： 
 

� 污漬布料浸在牛奶類物料的過程中，已經開始微微泛出墨漬及浮於水面，擦洗 

後能減退大量污漬，但亦未見完全乾淨，最明顯效果分別有全脂奶、全脂奶+ 飯、

發酵高鈣低脂奶、發酵脫脂奶。 

� 污漬布料若使用粉類(各類粉狀物料)時，在搓柔的過程中形成很多類似擦膠碎， 並

附在布料上很難清除。 

� 米酒、醋這兩種物料在搓柔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對皮膚亦有輕微的刺激，令個 

別老師手部感到不適，原因老師手部有倒刺。 

� 發酵牛奶雖然效果最好，但因氣味難聞，令個別同學及老師感到身體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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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材料 
清潔成效 

（用“＋”代表有效，“＋”愈多效果愈理想） 

1 發酵全脂奶 沒有效果 

2 發酵高鈣低脂奶 沒有效果 

3 發酵脫脂奶 沒有效果 

4 凍全脂奶 ＋ 

5 凍高鈣低脂奶 ＋ 

6 凍脫脂奶 ＋ 

7 熱全脂奶 沒有效果 

8 熱高鈣低脂奶 沒有效果 

9 熱脫脂奶 沒有效果 

10 凍全脂奶+飯 +++ 

11 凍高鈣低脂奶+飯 ++ 

12 凍脫脂奶+飯 ++ 

13 熱全脂奶+飯 + 

14 熱高鈣低脂奶+飯 沒有效果 

15 熱脫脂奶+飯 沒有效果 

16 高筋麵粉+水 沒有效果 

17 中筋麵粉+水 沒有效果 

18 低筋麵粉+水 沒有效果 

19 高筋麵粉+黃豆粉+水 沒有效果 

20 中筋麵粉+黃豆粉+水 沒有效果 

21 低筋麵粉+黃豆粉+水 沒有效果 

22 粘米粉+水 沒有效果 

23 粘米粉+黃豆粉+水 + 

24 糯米粉+水 沒有效果 



2014-2015 年度小學生動手做研究計劃---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13 

 

 

 

25 糯米粉+栗粉+水 沒有效果 

26 飯+水 + 

27 梳打粉+水 沒有效果 

28 梳打粉+鹽+水 沒有效果 

29 粟米粉+水 沒有效果 

30 粟米粉+黃豆粉+水 沒有效果 

31 粟米粉+醋 沒有效果 

32 米酒 沒有效果 

33 柚子皮+水 沒有效果 

34 醋 沒有效果 

35 檸檬+水 沒有效果 

表 3-1：35 種材料之清潔效果 

 

 
第二次實驗：我們就第一次實驗清潔效果較好的材料進行第二次測試，這次只 

針對奶類產品，時間上亦會作出調整。同樣地，前一天晚上分別把兩種墨汁分別滴 

在大小約 10X13(CM)的白布上約 230 小塊，平均每塊布 1-2 滴。第二天，分別把全 

脂奶、全脂奶+飯、高鈣低脂奶、高鈣低脂奶+飯、脫脂奶、脫脂奶+飯、發酵全脂奶、 

發酵高鈣低脂及發酵脫脂奶，這 9 種材料，兩種墨水同一時間做，每種墨水就每種 

材料分別進行 3 次公平測試。步驟如下： 

A) 準備六個大小相約的器皿 

B) 把三塊有黑色墨汁白布和三塊藍色墨汁白布分別放在六個器皿上 
 

C) 把材料或混合好的材料放置在污漬上約浸 10 分鐘，清潔材料需蓋過污漬位置 

D) 老師及學生共同於 10 分鐘後分別再對布料進行搓柔 

E) 搓柔 5 分鐘後再用清水沖洗 

F) 對比及觀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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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脂奶 

 

 

全脂奶+飯 

 

 

高鈣低脂奶 

 

 

高鈣低脂奶+飯 



2014-2015 年度小學生動手做研究計劃---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15 

 

 

 
 

 

脫脂奶 

 

 

脫脂奶+飯 

 

 

發酵全脂奶 

 
 

 

發酵高鈣低脂奶 

 

 

發酵脫脂奶 

 

表 4-1：第二次實驗結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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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 
 

 牛奶(全脂、高鈣低脂、脫脂)雖然把污漬變淡，但是反而把污漬的范圍變大化 

開，三種奶當中以全脂奶效果最佳。 

 發酵牛奶(全脂、高鈣低脂、脫脂)只能減退少許墨漬，第二次實驗中效果最差， 

而且氣味難聞。 

 牛奶(全脂、高鈣低脂、脫脂)+飯的效果是三種當中最好的，當中以全脂奶效果 

最佳，大部分的墨漬已被清除，不過仍有餘墨殘留。 

 

 

 

編號 

 

材料 
清潔成效 

（用“＋”代表有效，“＋”愈多效果愈理想） 

1 全脂奶 + 

2 高鈣低脂奶 沒有效果 

3 脫脂奶 + 

4 全脂奶+飯 +++ 

5 高鈣低脂奶+飯 ++ 

6 脫脂奶+飯 ++ 

7 發酵全脂奶 沒有效果 

8 發酵高鈣低脂奶 沒有效果 

9 發酵脫脂奶 沒有效果 

表 5-1：九種材料之清潔效果 
 
 

六、分析 
 

根據以上實驗結果發現，牛奶混合飯之所以可以清潔墨水的原因，主要是因為 

墨水是用一種有機染料製成，而牛奶中含有大量的脂肪、蛋白質之類的有機物，根 

據相似相溶的原理，牛奶首先將污漬溶解，再隨着米飯的黏性，把污漬吸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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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當中有 87%是水, 13%是奶固體， 而奶固體當中，有 3.9%是脂肪，其餘的 

稱之為脫脂固體，當中包括: 蛋白質、乳糖、同礦物質，所以，奶固體 = 脂肪 + 蛋

白質  + 乳糖+礦物質。換然之，影響着牛奶可以清潔墨汁漬有以下因素： 

 
 

牛奶：牛乳，俗稱牛奶，是最古老的天然飲料之一。顧名思義，牛乳是從雌性乳牛 

身上所擠出來的。在牛乳成分中包括乳清蛋白與酪蛋白，酪蛋白（casein）： 主

要蛋白質，佔了牛奶蛋白 80%。在不同國家，牛乳也分有不同的等級，目 前

最普遍的是全脂、高鈣低脂及脫脂牛乳。美國將牛乳按照脂肪含量分為五 類，

分別是接近無脂（skim）、半低脂（1/2 percent low fat）、低脂（1 percent low fat）、

減脂（2 percent reduced fat）與全脂（whole），比例各有不同。 

 
 

脂肪：公元 1 世紀時，最優質的肥皂是以山羊脂肪和焚燒山火櫸木材得來的灰未混

合 製成的。18 世紀未以前，肥皂都用動物脂肪和木灰製造。實驗原理中油

脂在 有鹼存在的條件中，水解生成高級脂肪酸鹽和甘油。換然之，脂肪是

製作肥 皂的其中一種重要的成分。 

 
 

肥皂：肥皂的主要成分是高級脂肪酸鈉鹽。它在水溶液中能電離出 Na+ 和 COO-， 

在 RCOO-原字團中，極性的─COO-部分易溶於水，叫做親水基，而非極性

的 烴基─R 都分易溶於油，叫做憎水基，具有親油性。當肥皂與油污相遇時， 

親水基的一端溶於水中，而憎水基的一端則溶入油污中。使附着在織物表面 

的油污被潤濕，進而與織物逐步松開。同時，由於搓洗作用，油污就更容易 

脫離織物而分散成細小的油滴進入肥皂液中，形成乳濁液。這時，肥皂液中 

的憎水烴基就插入到搓洗下來的油滴顆粒裡，而親水的─COO-部分則伸向

水 中，由於油滴顆被一層親水基團包圍而不能彼此結合，因此，經水漂洗

後就 可達到去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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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飯：米飯又稱白飯，簡稱飯，是一種用稻米與水煮成的食物。煮熟的米具有很大 

的黏性因此也曾被用作漿糊。因此米飯吸走許多墨汁，讓棉布增白不少。 

 

第三章 研究總結及建議 

 
一、研究總結 

 

1. 本組於這次研究中過程發現，坊間天然除污清潔方法雖然五花百門，但原來不同 

的物料只可針對某種特定的污漬。所以，我們透過不同的物料和方法，組合或單 

獨進行實驗，發現要清除難處理的墨汁，不能單靠一種天然清潔劑來處理，若能 

使用不同的物料組成的天然清潔劑，效果更理想。 

2. 當以單獨或組合成式使用米酒及醋等物料後，手部會能到不適，假如手部有傷口、 

倒刺和乾燥爆拆時更加不宜使用，而且米酒及醋都會釋放出氣味，這些氣味不一 

定所有人都喜歡和接受。 

3. 麵粉(高筋、中筋、低筋)、粘米粉、糯米粉、粟粉，這類混合或單獨使用的清潔 

物料都會令沖洗完的布料上產生一種像膠擦碎的物質，這些物料我們很難完全把 

它們清除出來。 

4. 梳打粉、檸檬、抽子皮這三種物料，我組所用的方法當中未見有突破性的成效， 

甚至有把污漬化開的情況。 

5. 網上亦有流傳使用發酵牛奶進行清潔，當中原因是因為發酵牛奶中含有酵素，酵 

素是市面上清潔劑的重要成分，具有分解作用，我組希望盡量使用天然材料，自 

制天然酵素，雖有少許去污成效，但效果未見理想，只能除去部分污漬，但是氣 

味相當難聞，甚至令人反胃的感覺。 

6. 純牛奶(全脂、高鈣低脂、脫脂)當中，以全脂奶的效果為最佳，相信是跟牛奶中 

的脂肪有關，脂肪含量越高，效果越好，這點相信跟肥皂的原料是脂肪的原理一 

樣，牛奶雖然可以減退部分污漬，但墨汁漬亦有擴散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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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假如要我向朋友推薦的話，我一定會選擇這個，牛奶+飯這種組合的天然清潔劑， 

根據前後兩次實驗結果顯示，效果是大部分的墨漬已被清除，不過仍有餘墨殘留， 

當中亦以全脂奶放果最佳，相信跟脂肪含量及飯具有黏性有關。 

8. 我組這次採用不使用任何擦子工具方法，亦不使用任何手套，主要原因是想證明 

我們所需要的天然產品除了環保外，還要不傷手、不傷皮膚。但亦希望增加結果 

真確性、公平性，所以我們盡量使用不同人手搓洗和觀察，但由於全採用人手操 

作，在數據上亦會存在着一定誤差。 

二、研究建議 
 

1. 本次研究我組所使用的材料很多，因此在時間上每種物料浸泡時間都很短，令結 

果可能存在着差異，如果可以，每種物料浸泡時間再長些，相信之後可以節省手 

搓或擦的時間和力度，更加減輕清潔負擔。 

2. 建議混合天然清潔材料使用，我們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化學清潔劑都是由不同的 

化學物品組成，同樣地，單獨使用一種天然物料進行清潔效果亦會變得單一，我 

們實驗結果中都以牛奶+飯這種混合材料組合效果最為理想。 

3. 隨着社會的發展，人類的進步，我們對環境的造成的傷害亦越來越深，有見及此， 

越來越多環保組織和商家不段研究和開發一些天然零污染的方法和材料，我們不 

訪順應這個健康的潮流，在家中尋找一些天然物料，自製及研發其他不同的去污 

法，可以愛護地球之餘，亦可節省金錢，何樂而不為呢？ 

三、研究後感想 
 

1. 孫穎─經過這次研究報告，我了解到原來牛奶中有很多成分可以幫助我們清潔衣 

服上的墨汁漬，例如：脂肪、乳酸等等，而發酵牛奶中的酵素同樣可以清除污漬， 

加上米飯後的清潔效果更是一絕。通過這次研究報告，我獲得了更多的知識，然 

而，這些知識是課堂上學習不到的。過程雖然有點辛苦，但最後獲得的成果是非 

常好的，這令我們感到我們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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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梁穎芝─在這次研究的過程，我知道了許多天然清潔衣服的方法，令我可以學會 

致用，並不會污染地球，也不會使地球負荷量增加。我也會和同學分工合作，明 

白了分工合作和團結的重要性，還會適當分配工作和時間，在這次研究報告真的 

令我學會了許多事情。 

 
 

3. 霍加倩─經過這次研究過程，我明白了不使用任何化學物料去清潔衣服上的墨漬， 雖

然，部份天然物料清洗的效果未如理想，有些物料甚至會越洗越髒。但有些天 然物

料去污法，我覺得是值得向身邊皮膚容易敏感的朋友推薦的。 

 
 

4. 佘雯茜─在這次的研究中、我們所試的天然去污物料多數都不是太理想，有些物 料

就算花雙倍時間，也未必清理得乾淨，發現坊間原來很多的傳聞都未必是真的， 

但是我亦學了很多新的知識，知道了影響潔淨度的因素是甚麼，所以還是希望可 

以少用些化學用品，減低地球的負荷量，愛護我們的環境，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5. 李珮榆─我覺得這個實驗會改善我們的環境，我明白不是只有化學物料才可以清 

洗衣服上的污漬，雖然，用天然物料清洗衣服上的污漬效果不太理想, 但天然物 

料始終不會傷害我們的皮膚，我們亦可以嘗試把這次實驗結果應用在其他家居清 

潔之上，繼續發揮我們的探究精神；同時，我學會了與同學分工合作，互相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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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次實驗結果圖片一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