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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 

 近年很流行登革熱，究竟我們應該怎樣才可成功捕蚊?市面上有很多能夠捕蚊的用

具，但是這些更對人體有害。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研究，能夠製造出一個既環保又便宜的

滅蚊器。 

 

二、研究目的 

 我們想透過這次研究，知道: 

  1. 坊間流傳的環保滅蚊器可行嗎？ 

2. 蚊是否喜歡較甜的東西？ 

  3. 其他東西的味道能否吸引蚊子？ 

        4. 一些關於「蚊」的知識。 

 

三、研究方法 

這次研究我們首先進行資料搜集，蒐集與環保滅蚊器有關的資料，從而得知原

來二氧化碳也是吸引蚊子的一項要素，所以我們便蒐集一些關於製造二氧化碳的資料，

然後以實驗來進行測試，再透過觀察將每次實驗的結果記下，最後進行比較和分析。 

 

四、研究進程 

 2007 年 2、3 月：蒐集資料。 

 2007 年 4、5 月：設計實驗、準備用具和進行第一次實驗。 

 2007 年 6 月：進行實驗、並作觀察和分析。 

 2007 年 7 月：完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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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圖一 

貳、文獻探討及研究設計 

一、文獻探討 

     我們在網上找到以下的名詞解釋,作為我們的文獻探討: 

1. 發酵 

發酵是指運用生物體，包括微生物、植物細胞、酵母菌，使有機物分解的生物化學

反應過程。常見的發酵技術用於製酒、豆類發酵食品。發酵同時放出"二氧化碳"。 

 

2. 捕蚊器 

我們知道二氧化碳容易吸引蚊子，但是我們不能用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吸引蚊子,所

以我們想到用發酵來產生二氧化碳來捕捉蚊子。 

 

3. 蚊 

蚊子可以在罐、午餐飯盒、棄置的輪胎、淤塞的排水明渠、容器等人造盛器，也可

以在然存在的樹洞、竹樹的殘段和葉腋滋生。 

我們常見蚊傳播的疾病有:  

1. 瘧疾 (Malaria) 

2. 登革熱 (Dengue Fever) 

3. 日本腦炎 (Japanese encephalitis) 

4. 黃熱病 (Yellow f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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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流程圖 

                            訂立研究主題 

            

                             確立研究目的 

 

                               文獻探討 

 

                               設計實驗 

 

                                                         

                     

                      

 

 

  

                              拍攝及記錄實驗過程 

                                  

撰寫報告 

                    

                            修訂報告 

 

                            報告定稿 

 

 

 

實驗一：糖+泡打

粉是否可以吸引

蚊子? 

實驗二：醋+鬆肉

粉或糖水+鬆肉

粉是否可以吸引

蚊子? 

實驗三：不同份量

的糖＋天然酵母

粉所吸引的蚊子

數量是否相同? 

實驗四：瓶身附有

黏性液體的滅蚊

器是否能吸引較

多的蚊子？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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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實驗過程 

一、 工具準備 

1.用具： 剪刀、膠樽、膠紙、間尺、黑色卡紙、温度計、量杯、玻璃棒、磅、昆蟲盒

和鑷子。 

2.材料：糖、泡打粉、鬆肉粉、醋、天然酵母粉、蜜糖。 

 

 

 

 

二、 工具製作 

1.膠樽：我們先沿着膠樽最突出處，然後用剪刀將膠樽剪開兩半，再將膠樽的上半部倒

轉，放回膠樽的下半部份。 

 

 

 

 

 

 

三、 實驗過程 

實驗一: 糖+泡打粉是否可以吸引蚊子? 

1. 將 200ml 熱水倒入量杯中，然後再加入 50 克砂糖攪拌溶化，直到温度降到 45℃。 

2. 温度達 45℃後，將步驟一的糖水倒進膠樽，再撒下 1克泡打粉，泡打粉不用攪拌。 

3. 把剛才切下的瓶口以相反方向塞入瓶座，邊緣處用膠紙封好。 

4. 瓶子外圍包黑色紙。 

圖四 

圖五 圖六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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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上述步驟製作了兩個相同的滅蚊器 A和 B，滅蚊器 A放在教職員廁所內(圖十三)，

因為蚊子常在那裏出沒;而滅蚊器 B則放在學校天台處(圖十四)，因那裏有較多植

物及積水，也可算是蚊子活動的一個熱門地點。 

 

 

 

 

 

6. 放置滅蚊器 A和 B，一星期後再觀看結果。 

 

實驗一結果： 

觀察結果當天，我們發現滅蚊器 A只能捕到一隻蚊，至於滅蚊器 B卻失蹤了， 

雖然我們已將滅蚊器放置於天台的隱蔽角落，但始終天台有較多學生往來，所以

滅蚊器擺放不到一星期，就已不知所蹤了。 

圖八 
圖九 圖十 

圖十一圖十二

圖十三 圖十四

滅蚊器 B的放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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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  醋+鬆肉粉或糖水+鬆肉粉是否可以吸引蚊子? 

滅蚊器 A： 

1. 將 200ml 醋倒入量杯中。 

2. 撒下 5克鬆肉粉，鬆肉粉不用攪拌。 

 3. 把剛才剪下的瓶口以相反方向塞入瓶座，邊緣處用 

膠紙封好。 

 4. 瓶子外圍包黑色紙。 

5. 如上述步驟製作了滅蚊器 A，滅蚊器 A放在教職員廁

所內。 

6. 放置滅蚊器 A，一星期後再觀看結果。 

 

滅蚊器 B：  

1. 將 200ml 熱水倒入量杯中，然後再加入 50 克砂糖攪拌溶化，直到温度降至 45℃。 

2. 温度達 45℃後，將步驟一的糖水倒進膠樽，再撒下 5克鬆肉粉，鬆肉粉不用攪拌。 

 3. 把剛才切下的瓶口以相反方向塞入瓶座，邊緣處用膠紙封好。 

 4. 瓶子外圍包黑色紙。 

5. 如上述步驟製作了滅蚊器 B，滅蚊器 B放在教職員廁所內。 

6. 放置滅蚊器 B，一星期後再觀看結果。 

 

實驗二結果：                

滅蚊器 A 滅蚊器 B 

醋+鬆肉粉 糖水＋鬆肉粉 

3 隻蚊 5 隻蚊＋1條蟲 

我們發現醋＋鬆肉粉所捕捉到的蚊比糖水＋鬆肉粉所捕捉到的蚊較少，可能是

因為蚊較喜愛甜的東西，所以糖水＋鬆肉粉的功用較大。 

圖十五

圖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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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 不同份量的糖+天然酵母粉所吸引的蚊子數量是否相同？ 

滅蚊器 A： 

1. 將 200ml 熱水倒入量杯中，然後再加入 50 克砂糖攪拌溶化，直到温度降到 45

℃。 

2. 温度達 45℃後，將步驟一的糖水倒進膠樽，再撒下 5克天然酵母粉，天然酵

母粉不用攪拌。 

3. 把剛才切下的瓶口以相反方向塞入瓶座，邊緣處用膠紙封好。 

4. 瓶子外圍包黑色紙。 

5. 如上述步驟製作了滅蚊器 A，滅蚊器 A放在教職員廁所的光亮處。 

6. 放置滅蚊器 A，一星期後再觀看結果。 

 

 

 

 

 

 

滅蚊器 B： 

1. 將 200ml 熱水倒入量杯中，然後再加入 100 克砂糖攪拌溶化，直到温度降到 45℃。 

2. 温度達 45℃後，將步驟一的糖水倒進膠樽，再撒下 5克天然酵母粉，天然酵母粉 

不用攪拌。 

 3. 把剛才切下的瓶口以相反方向塞入瓶座，邊緣處用膠紙封好。 

 4. 瓶子外圍包黑色紙。 

5. 如上述步驟製作了滅蚊器 B，滅蚊器 B放在教職員廁 

所的黑暗處(圖十九)。 

6. 放置滅蚊器 B，一星期後再觀看結果。 
圖十九

圖十七
圖十八 



2006/2007 學年小學生動手做研究計劃---新華學校 

 11

實驗三結果： 

        

 

 

 

今次的結果非常成功，我們發現砂糖放得較多的滅蚊器 B(放在暗處)所吸 

引的蚊子數量不同滅蚊器 A(放在光處)多。  

 

滅蚊器 A(圖二十) 滅蚊器 B(圖二十一) 

較淡的糖水＋天然酵母粉 較濃的糖水＋天然酵母粉 

61 隻蚊（有酸臭味） 25 隻蚊＋１隻蜘蛛 

 

 

 

 

 

實驗四: 瓶身附有黏性液體的滅蚊器是否能吸引較多的蚊子？ 

滅蚊器 A： 

1. 將 200ml 熱水倒入量杯中，然後再加入 50 克砂糖攪拌溶化，直到温度降到 45℃。 

2. 温度達 45℃後，將步驟一的糖水倒進膠樽，再撒下 5克天然酵母粉，天然酵母粉 

不用攪拌。 

 3. 把剛才切下的瓶口以相反方向塞入瓶座，邊緣處用膠紙封好。 

 4. 瓶子外圍包黑色紙。 

5. 如上述步驟製作了滅蚊器 A，滅蚊器 A放在教職員廁所的黑暗處。 

6. 放置滅蚊器 A，一星期後再觀看結果。 

圖二十 圖二十一 

圖二十二 圖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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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滅蚊器 B： 

1. 將 200ml 熱水倒入量杯中，然後再加入 50 克砂糖攪拌溶化，直到温度降到 

45℃。 

2. 温度達 45℃後，將步驟一的糖水倒進膠樽，再撒下 5克天然酵母粉，天然酵 

母粉不用攪拌。 

 3. 把剛才切下的瓶口以相反方向塞入瓶座，邊緣處用膠紙封好，並用蜜糖圍邊。 

 4. 瓶子外圍包黑色紙。 

 5. 如上述步驟製作了滅蚊器 B，滅蚊器 B放在教職員廁所的光亮處，因為蚊子 

常在那裏出沒。 

6. 放置滅蚊器 B，一星期後再觀看結果。 

 

實驗四結果： 

我們發現將加了糖水和天然酵母粉的滅蚊器和用蜜糖圍邊的滅蚊器都吸引來一

些昆蟲，滅蚊器 A則吸引了一隻巨型蟑螂(圖二十四)，滅蚊器 B則滋生了很多小蟲(圖

二十五)，至收集滅蚊器當天，研究員見狀，實在無一敢開瓶察看，故我們當這一次研

究作廢。 

 

 

 

 

 

 

 

圖二十四 圖二十五 

巨型蟑螂 白色小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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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總結 

 1. 實驗一之總結： 

實驗一：糖+泡打粉是否可以吸引蚊子? 

滅蚊器 糖的份量 泡打粉 水 放置地方 捕蚊數量

A 50 克 1 克 200 毫升 教職員廁所旁的雜物房 1 隻 

B 50 克 1 克 200 毫升 天台花叢底 遺失滅蚊器

 

滅蚊器 A只能捕到一隻蚊，至於滅蚊器 B卻失蹤了。因此，在滅蚊器 A的

結果得知糖水＋泡打粉的功用不大，吸引的蚊子並不多。 

   通過實驗一，我們證明加入泡打粉的糖水是不能吸引蚊子的。 

 

2. 實驗二之總結： 

             實驗二：醋+鬆肉粉或糖水+鬆肉粉是否可以吸引蚊子? 

滅蚊器 糖的份量 鬆肉粉 液體 放置地方 捕蚊數量

A ／ 5 克 200 毫升醋 教職員廁所內 3 隻 

B 50 克 5 克 200 毫升水 教職員廁所內 5隻+1 條蟲

 

我們發現滅蚊器中加入鬆肉粉的作用不大，所捕捉的蚊子並不多。 

另外，可能是因為蚊較喜愛甜的東西，所以糖水＋鬆肉粉的功用較醋＋鬆肉粉

的功效大，所捕的蚊子數量較多。 

 通過實驗二，我們證明了滅蚊器中加入鬆肉粉作用不大，另外，糖水較醋能吸引更

多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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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驗三之總結： 

             實驗三：不同份量的糖+天然酵母粉所吸引的蚊子數量是否相同？ 

滅蚊器 糖的份量 天然酵母粉 水 放置地方 捕蚊數量 

A 50 克 5 克 200 毫升 教職員廁所內(較光處) 61 隻 

B 100 克 5 克 200 毫升 教職員廁所內(較暗處) 25 隻+1 蜘蛛

 

今次的結果非常成功，我們發現用天然酵母粉的效果較前兩次實驗明顯。 

我們發現砂糖放得多並放在教職員廁所的暗處的滅蚊器的蚊子數量較少，所

以證明不少含糖量愈高的糖水就能吸引較多蚊子。 

另外，滅蚊器 A放的位置較近門口，所以蚊飛進來時就會被 A瓶內的二氧化

碳吸引著了；而放在教職員廁所的黑暗處的那個滅蚊器 B可能因離門口較遠，所以

捕捉的蚊數量也較少。 

  通過實驗三，我們證明含糖量較高的滅蚊器不一定吸引更多蚊子。 

 

4. 實驗四之總結： 

             實驗四：瓶身附有黏性液體的滅蚊器是否能吸引較多的蚊子？ 

滅蚊器 糖的份量 天然酵母粉 水 放置地方 捕蚊數量 

A 50 克 5 克 200 毫升 教職員廁所內(較光處) 大蟑螂…… 

B(以蜜糖

塗邊) 
50 克 5 克 200 毫升 教職員廁所內(較暗處) 

很多白色小

蟲…… 

 

因研究結果實為噁心，故研究員未能察看瓶了的結果，所以這一次實驗作廢。 

 通過實驗四，我們發現蜜糖塗邊不能吸引更多蚊子，反而會在那裏滋生很多白色小

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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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總結及建議 

 

一. 總結 

1. 加入糖水和天然酵母粉的滅蚊器較能吸引蚊子； 

2. 滅蚊器的含糖量不是愈多愈能吸引蚊子； 

3. 加入糖水和泡打粉的滅蚊器作用並不大； 

4. 加入糖水和鬆肉粉的滅蚊器雖然比加入糖水和泡打粉的效果理想，但捕捉蚊的隻數

並不多； 

5. 加入糖水和天然酵母粉的滅蚊器，如再以蜜糖圍邊時，會吸引很多不明的白色小蟲

子及一些昆蟲。 

 

 

二.建議 

1. 因為蚊喜歡較陰暗的地方，所以用黑色卡紙圍著滅蚊器的效果會更佳。 

2. 放糖時，水溫必須能溶解糖；糖溶解後，水溫約 45 度時，才放下酵母粉，若水溫太 

高，酵母粉內的酵母菌便會死亡，便不能發酵。 

3. 捕捉到的昆蟲，要用「昆蟲盒」去仔細觀察，藉以判斷所捕捉的昆蟲是否真是蚊子。 

4. 以糖水加天然酵母粉製成的滅蚊器效果較佳。 

5. 用膠紙封蓋滅蚊器的邊緣處時，要將滅蚊器完全封閉好，以防止滅蚊器內的氣體流 

失。 

6. 每次放置滅蚊器的時間需一致，以方便比較各實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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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局限 

   我們從網上資料得知，蚊子較喜愛陰暗的地方(如：地窖、草叢處)，但由於我們學 

校沒有那些特別陰暗的地方，所以我們只能選擇一些較少人使用的洗手間來擺放滅蚊 

器。  

  ｣由於網上的資料是用「醱粉 作滅蚊器的原料，但我們搜遍各大超級市場均沒有發 

｣現這種「醱粉 ，所以我們只好用各種類似的粉代替。最後我們嘗試用製作麵包的酵母 

粉來作實驗原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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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感想 

許賢威        

雖然今次的研究有失敗和成功，但我就是在失敗和成功之間學會了

團結和不怕困難的精神。而且今次用的材料都是一些環保的東西，在日常

生活中，我們都可以找到。同時我也想在這裡多謝各位指導老師！ 

 

葉家濠       

在今次的研究中，讓我覺得很開心，雖然我們經過很多次失

敗，但是我們也沒有放棄，堅持到最後。我們團結的力量，使這 

次的研究成功。 

 

施海茵 

  很高興透過這次研究，讓我學會了怎樣製造一個既便宜又環保的滅蚊

器，雖然效果不大，但是也算成功了，真希望下次可以繼續參加。 

 

 

     

                              楊嘉慧 

    通過這次研究，讓我學會了許多有關滅蚊器的知識和製造的 

方法。這次研究有成功也有失敗，但我也十分享受這次研究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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