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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實驗主要探討海藻酸鈉及乳酸鈣製成的薄膜之性質與應用。由實驗結果可發現 1:150

的海藻酸鈉溶液做出來的薄膜風乾後最平整，但遇熱水後容易吸水膨脹。相反的，1:200 的

薄膜做出來較不平滑，但遇熱水時能維持原本的樣貌。將製作好且風乾的薄膜放置在泥土

中，在自然的情況下，約一個月就會有逐漸分解的現象。此外，在酸性及中性環境中，薄膜

不易分解或產生變化，但若浸泡在鹼性溶液中，則容易分解，成為液體。 

在應用方面，薄膜不適合作為需承受水份重量的容器之內層，易有滲水的情形發生。經

過反覆實驗及探究，我們發現將多層薄膜完全包覆紙張作為防水層，具有相當良好的效果。 

 

壹、動機 

 近年來環保意識高漲，地球的暖化情況也越來越不佳，而罪魁禍首之一的就是 - 塑

膠。剛好我們看到了由英國大學生所發明的 Ooho，不僅可以有效減少塑膠的使用，更能在

短時間內被環境所分解。我們也想到，平常在外出用餐時常常有紙製的餐盒，但餐盒內有一

層塑膠膜，不易被分解。於是，我們想到，為何不用 Ooho 的薄膜代替呢? 

 

貳、研究目的 

一、探討不同比例的海藻酸鈉溶液是否對薄膜效能有任何影響 

二、探討不同比例薄膜的耐熱程度 

三、探討薄膜和塑膠在土壤裡的分解狀況 

四、探討不同酸鹼值對薄膜的影響 

五、海藻酸鈉薄膜作為塑膠淋膜之應用 

六、探討海藻酸鈉吸管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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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與器材 

一、設備與器材 

(一)耗材 

海藻酸鈉 乳酸鈣 氯化氫(鹽酸) 氫氧化鈉 

白紙 食用色素 保鮮膜(PE) 塑膠盒(PVC) 

(二)器材 

量筒(25、100mL) 燒杯 玻棒 托盤 

培養皿 碼表 塑膠滴管 鑷子 

電子加熱爐 電子天平 電子溫度計 pH 計 

 

二、溶液的配置 

(一)調配 1:150 海藻酸鈉溶液 

1. 取 2 克海藻酸鈉和 300 克水倒入燒杯中 

2. 放置在電子加熱爐上加熱直到溶質完全溶解 

3. 放入冷水中靜置降溫以利製作薄膜 

(二)調配 1:200 海藻酸鈉溶液 

1. 取 1.5 克海藻酸鈉和 300 克水倒入燒杯中 

2. 放置在電子加熱爐上加熱直到溶質完全溶解 

3. 放入冷水中靜置降溫以利製作薄膜 

(三)調配 1:100 氯化鈣溶液 

1. 取 3 克氯化鈣和 300 克溫水倒入燒杯中 

2. 攪拌直到溶質完全溶解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文獻探討 

(一)海藻酸鈉 

 海藻酸鈉為一種線性不分支的高分子聚合物，單體包含有 D-甘露糖醛酸 (D-

mannuronic acid，M) 以 β-(1→4) 鍵結，和 L-古羅糖醛酸 (L- guluronic acid，G) 以 

α-(1→4) 鍵結。M 和 G 單元會以 M-M，G-G 或 M-G 的組合方式通過糖苷鍵相

連成為嵌段共聚體。M/G 比例會隨著原料種類、季節和產區有所不同，這些不同

會導致褐藻膠的產率和黏度有所差異，使用高 G 型海藻酸鈉製備的凝膠，較硬

脆、熱穩定性好；高 M 型的海藻酸鈉凝膠，硬度差但是較有彈性。 

 海藻酸鈉分子鏈上，含有大量的羧基 (-COO-) ，溶於水後具有一定的黏附

性，因此有較高的黏度海藻酸鈉水溶液，常作為食品中的增稠劑、穩定劑、乳化劑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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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乳酸鈣 

乳酸鈣是由乳酸菌和鈣質結合而成的化合物，元素鈣含量為 13%，為無味的白色

顆粒或粉末，通常會添加到各種食品中，以增強食物的風味或延長其保存期限。乳酸

鈣有時也會被加入一些藥物或營養品中，用來補充人們體內不足的鈣質。 

 

(三)Ooho 可食用水球 

    可食用水球是指由藻類植物的凝膠製成的類似球體的水容器。這種可再生包裝是

由 Skipping Rocks Lab 創建的，目的是為代替一次性塑料瓶而提供更加「環境友善」

的替代品。 

  

圖 4-1 環保水球與一次性塑膠瓶之比較表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屬

性 
一次性塑料瓶 可食用水球 

材

料 

聚氯乙烯或聚對苯二甲酸

乙二酯 

由棕藻提取出的海藻酸鈉和氯化鈣/乳酸鈣

混合合成 

分

解 
自然環境中需要上百年 4-6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7%BB%E7%B1%BB%E6%A4%8D%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F%E5%86%8D%E7%94%9F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Skipping_Rocks_La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F%B6%E7%89%B9%E7%93%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AF%E5%A2%83%E5%8F%8B%E5%9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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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過程 

 

 

 

 

 

 

 

 

 

 

 

 

 

 

 

 

 

 

 

 

  

提出問題:

海藻酸鈉溶液的比例是否
會影響薄膜厚度及保水性?

假說:

當海藻酸鈉溶液比例較
濃時，薄膜會較厚且保
水性較好

實驗一:

探討不同比例的海藻
酸鈉溶液是否對薄膜
效能有任何影響

提出問題:

做出來的薄膜能夠像塑膠
淋膜一樣耐高溫嗎?

假說:

自製的薄膜可能無法像
塑膠淋膜一樣耐90-110℃
的高溫

實驗二:

探討不同比例薄膜的耐
熱程度

提出問題:

薄膜是否能在短時間內被
土壤所分解?

假說:

海藻屬於天然的東西，應
可以比塑膠更快分解

實驗三:

探討薄膜和塑膠在土壤
裡的分解狀況

提出問題:

薄膜是否能取代塑膠淋膜，
成為更環保的選擇?

假說:

若薄膜能像塑膠一樣防水
且使用後分解比塑膠快速，
那麼就可以取代淋膜，成
為更環保的選擇

實驗五:

海藻酸鈉薄膜作為塑膠
淋膜之應用

實驗五效果不彰 

提出問題:

市售的紙吸管長時間放置
在水中容易軟化，是否能
用製作的薄膜取代?

假說:

紙盒需承受水的重量，吸
管不用，利用薄膜取代淋
膜的效果應該會較紙盒好

實驗六:

探討海藻酸鈉吸管之效
能

提出問題:

薄膜是否能像塑膠淋膜一
樣，能耐不同pH值?

假說:

薄膜應該能耐酸鹼，但效
果會比塑膠淋膜差一些

實驗四:

探討不同酸鹼值對薄膜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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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實驗一: 探討不同比例的海藻酸鈉溶液是否對薄膜效能有任何影響 

(第一組:1:150 海藻酸鈉溶液) 

1. 取 300 克水及 2 克海藻酸鈉調配成 1:150 海藻酸鈉溶液。 

2. 溶液冷卻後倒入托盤內並加入食用色素，以利觀察。 

3. 另取 3 克氯化鈣和 300 克溫水調配成 1:100 氯化鈣溶液。 

4. 倒入托盤內使薄膜成形，五分鐘過後將氯化鈣溶液倒除避免薄膜增厚。 

5. 將成形的薄膜裁切成 2×2 的大小放置在培養皿內，觀察其情況並記錄。 

6. 放置在通風櫥內乾燥，一星期後觀察並紀錄。 

 

(第二組:1:200 海藻酸鈉溶液) 

1. 取 300 克水及 1.5 克海藻酸鈉調配成 1:200 海藻酸鈉溶液。 

2. 溶液冷卻後倒入托盤內並加入食用色素，以利觀察。 

3. 另取 3 克氯化鈣和 300 克溫水調配成 1:100 氯化鈣溶液。 

4. 倒入托盤內使薄膜成形，五分鐘過後將氯化鈣溶液倒除避免薄膜增厚。 

5. 將成形的薄膜裁切成 2×2 的大小放置在培養皿內，觀察其情況並記錄。 

6. 放置在通風櫥內乾燥，一星期後觀察並紀錄。 

 

實驗二: 探討不同比例薄膜的耐熱程度 

1. 重複實驗一製作薄膜的步驟，做出兩片 1:150 和 1:200 的海藻酸鈉薄膜。 

2. 放置在通風櫥內乾燥，一星期後將薄膜切成 2×2 的正方形。 

3. 兩片薄膜分別放入 30、50、70、90°C 的水中五分鐘，觀察其情況並記錄。 

 

實驗三:探討薄膜和塑膠在土壤裡的分解狀況 

1. 重複實驗一製作薄膜的步驟，做出 1:150 海藻酸鈉薄膜。 

2. 放置在通風櫥內乾燥，一星期後將薄膜切成 2×2 的正方形。 

3. 撕下保鮮膜(材質為聚乙烯，PE)，切成 2×2 的正方形。 

4. 將塑膠盒(材質為聚氯乙烯，PVC)同樣裁切成 2×2 的正方形。 

5. 薄膜、塑膠盒、保鮮膜分別放入三個容器內，用泥土覆蓋。 

6. 將容器放置在戶外，每七天澆一次水，模擬自然環境。觀察並記錄一個月。 

 

實驗四: 探討不同酸鹼值對薄膜的影響 

1. 重複實驗一製作薄膜的步驟，做出 1:150 的海藻酸鈉薄膜。 

2. 放置在通風櫥內乾燥，一星期後將薄膜切成 2×2 的正方形。 

3. 調製氯化氫溶液及氫氧化鈉溶液，pH 值分別為 1~9。 

4. 將不同 pH 值的氯化氫溶液及氫氧化鈉溶液分別滴到裁切好的薄膜上，觀察其反

應情況並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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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五: 

1. 重複實驗一製作薄膜的步驟，做出 1:150 的海藻酸鈉薄膜(圖 4-2、4-3)。 

2. 將白紙裁切成適當的大小。 

3. 將白紙蓋在薄膜上，並將多餘的薄膜向後包(圖 4-4、4-5)。 

4. 將紙與薄膜翻面後靜置在通風櫥內一星期(圖 4-6、4-7)。 

5. 乾燥後折成紙盒並裝水，測試能放置多久。 

 

   

調配溶液(圖 4-2) 製作薄膜(圖 4-3) 放上紙張(圖 4-4) 

   

將薄膜向後包(圖 4-5) 將紙與薄膜翻面(圖 4-6) 乾燥後的紙張(圖 4-7) 

 

實驗六: 探討海藻酸鈉吸管之效能 

(第一組:海藻酸鈉薄膜製作成的吸管) 

1. 重複實驗一製作薄膜的步驟，做出 1:150 的海藻酸鈉薄膜。 

2. 將海藻酸鈉薄膜包覆在玻棒上，放置在通風櫥內風乾兩週。 

3. 風乾確定成形後，取下製作好的吸管，放到水中觀察其情形。 

 

(第二組: 包覆海藻酸鈉薄膜的紙吸管) 

1. 重複實驗一製作薄膜的步驟，做出 1:150 的海藻酸鈉薄膜。 

2. 重複實驗五的步驟，製作出已包覆薄膜的紙張。 

3. 重複此實驗的步驟一、二，作出第二層薄膜。 

4. 將紙張風乾靜置兩個星期。 

5. 將紙張纏繞在玻棒上，以確保每隻吸管口徑相同。 

6. 固定後黏著，放到水中觀察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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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 改良後包覆海藻酸鈉薄膜的紙吸管) 

1. 重複實驗一製作薄膜的步驟，做出 1:150 的海藻酸鈉薄膜。 

2. 重複實驗五的步驟，製作出已包覆薄膜的紙張。 

3. 重複此實驗的步驟一、二，作出第二層薄膜。 

4. 將紙張風乾靜置兩個星期。 

5. 將紙張翻面，重複此實驗的步驟一至四，使紙張完全被薄膜包覆。 

6. 將乾燥好的紙張纏繞在玻棒上，以確保每隻吸管口徑相同。 

7. 固定後黏著，放到水中觀察其情形。 

 

伍、研究結果 

一、探討不同比例的海藻酸鈉溶液是否對薄膜效能有任何影響 

 由圖 5-1 及 5-2 可以明顯看到，兩種比例的海藻酸鈉做出來的薄膜沒有太大的差異。但

經過一個星期的風乾後，由色素分佈的情形可以看到 1:150 的海藻酸鈉薄膜明顯的比 1:200

的海藻酸鈉薄膜更加平滑，也較沒有萎縮的情形。 

 

  

(圖 5-1)1:150 海藻酸鈉薄膜 (圖 5-2)1:200 海藻酸鈉薄膜 

  

(圖 5-3)1:150 海藻酸鈉薄膜(風乾後) (圖 5-4)1:200 海藻酸鈉薄膜(風乾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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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 探討不同比例薄膜的耐熱程度 

 由以下的實驗圖片可以看到，當放入 30°C 的水中五分鐘後，薄膜呈現透明狀，然而水

為淡藍色的。經過觀察，我們推測是因為我們在製作過程中加入的水性食用色素已溶於水。 

放入 50°C 的水中沒有明顯變化，但可以觀察到 1:150 的海藻酸鈉薄膜吸附了較多的水分

後變厚，而 1:200 的海藻酸鈉薄膜呈現較薄、內部較乾燥的狀態。 

到了 70°C 後，兩片薄膜都呈現了些微白色混濁的狀況，但整體薄膜的情況沒有太大的

改變。 

放置在 90°C 的水取出後，可以發現薄膜變得比放入 70°C 的水中更混濁，且 1:150 的薄

膜明顯比 1:200 的薄膜混濁許多；1:150 的薄膜整片呈現半透明白色的狀況，但 1:200 的薄膜

只有邊緣呈現半透明白色。 

 

  

1:150 5 分鐘 30°C 1:200 5 分鐘 30°C 

  

1:150 5 分鐘 50°C 1:200 5 分鐘 5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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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 5 分鐘 70°C 1:200 5 分鐘 70°C 

  

1:150 5 分鐘 90°C 1:200 5 分鐘 90°C 

 

三、探討薄膜和塑膠在土壤裡的分解狀況 

 將三種材質(薄膜、保鮮膜和塑膠片)的 2×2 正方形薄片放入泥土中一星期可以發現，色

素已被溶出，薄膜的角落及邊有凹陷、腐蝕的狀況，代表正在逐漸分解，而保鮮膜和塑膠片

則沒有任何反應或轉變。 

兩個星期後，薄膜已有一個地方碎裂，且可觀察到有些微萎縮。保鮮膜和塑膠片依舊沒

有任何分解的情形或轉變。 

放置三星期後，可以觀察到薄膜已經萎縮的非常嚴重，用鑷子夾起時，可以發現是乾

燥、酥脆的。然而，保鮮膜及塑膠片沒有任何變化。 

到了四星期，薄膜碎裂成了兩半，代表隨著時間過去，已慢慢分解。保鮮膜和塑膠片則

沒有任何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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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切好的薄膜 裁切好的保鮮膜(PE) 裁切好的塑膠片(PVC) 

   
薄膜 放入一星期 保鮮膜 放入一星期 塑膠片 放入一星期 

   
薄膜 放入兩星期 保鮮膜 放入兩星期 塑膠片 放入兩星期 

   
薄膜 放入三星期 保鮮膜 放入三星期 塑膠片 放入三星期 

   
薄膜 放入四星期 保鮮膜 放入四星期 塑膠片 放入四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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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討不同酸鹼值對薄膜的影響 

(第一組:鹽酸溶液) 

將海藻酸鈉薄膜放入 pH=1 的氯化氫溶液中後，一開始沒有任何反應，但隨著時間過

去，薄膜中的色素逐漸溶出。放置一小時後，薄膜完好，沒有萎縮或溶解的現象。12 小時

後，薄膜在鹽酸溶液中依舊完好，但薄膜吸收些微水分變得較軟，且溶出的色素轉變為黃

色。 

將薄膜放置在 pH=5 的鹽酸溶液中，剛放置時沒有反應，放置一小時後也沒有任何的變

化，但有色素溶出。十二小時後，薄膜有些微萎縮的情形，且氯化氫溶液已乾涸。 

 

(第二組:氫氧化鈉溶液) 

 將薄膜放入 pH=13 的氫氧化鈉溶液之中，剛放入無任何反應，但隨著時間過去，薄膜被

慢慢腐蝕。僅僅經過十分鐘，海藻酸鈉薄膜已被完全分解，並成為液態的黏稠膠狀，無法用

鑷子夾起觀察。 

 當薄膜在 pH=12 的氫氧化鈉溶液中，五分鐘後，薄膜的表面變得混濁。經過十五分鐘，

薄膜吸水變大且軟化。經過 2 小時後，有逐漸分解、變為液體的情形。而到了三小時時，薄

膜已成為黏稠的膠狀。十二小時後，薄膜已完全分解，並和氫氧化鈉溶液融為一體。 

 薄膜在 pH=11 的環境中，一小時後會有逐漸軟化膨脹的現象。放置三小時後，薄膜有逐

漸分解的情形。到了十二小時後，薄膜已分解，但沒有完全成為液體，依舊可以用鑷子夾

起。 

 在 pH=10 和 pH=9 的弱鹼環境中，我們觀察到薄膜在剛放入、一小時後、三小時後及十

二小時後都沒有分解的情形，也沒有軟化或膨脹的現象。 

 結合實驗二的研究結果，可以統整出 1:150 薄膜具有耐酸性及吸水後會膨脹的特性。當

薄膜進入胃中時，不會被胃酸所分解及被人體吸收，且膨脹會令人有飽足感，具有製作成減

肥食品之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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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鹽酸溶液) 

  

pH=1 剛放入 pH=5 剛放入 

  

pH=1 放置一小時 pH=5 放置一小時 

  

pH=1 放置十二小時 pH=5 放置十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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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氫氧化鈉溶液) 

  

pH=13 剛放入 pH=13 放置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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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12 剛放入 pH=11 剛放入 

 

 

pH=12 放置一小時 pH=11 放置一小時 

 

 

pH=12 放置十二小時 pH=11 放置十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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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10 剛放入 pH=9 剛放入 

  

pH=10 放置一小時 pH=9 放置一小時 

  

pH=10 放置十二小時 pH=9 放置十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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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藻酸鈉薄膜作為塑膠淋膜之應用 

    分別在實驗組(有包覆薄膜)紙盒及對照組(普通影印白紙)紙盒內倒入水後: 

    一分鐘過後，對照組及實驗組都沒有任何水分滲透的現象。 

經過兩分鐘，對照組（無包膜）的紙盒角落出現顏色變深的狀況，代表水分已逐漸滲透。相

反的，實驗組（有包膜）則沒有任何的變化。 

    放置三分鐘後，對照組的盒子已經有水滲出，無法再承裝水。而有包覆薄膜的盒子也有

水分逐漸滲透的現象，但水分還沒溢出，依舊可以使用。 

    到了四分鐘，無包覆薄膜的紙盒已完全濕透；實驗組的盒子角落也濕透，有水分流出，

無法再使用。 

 

 

 

 

 

 

 

 

 

   

實驗組 1min 實驗組 2min 實驗組 3min 實驗組 4min 

    

對照組  1min 對照組  2min 對照組  3min 對照組  4min 

 

  

折成紙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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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探討海藻酸鈉吸管之效能 

(第一組:海藻酸鈉薄膜製作成的吸管) 

    經過實驗後，我們發現單用薄膜製成的吸管成型狀況不佳。薄膜完全乾燥後，會附著在

玻棒上；若強制取下，薄膜會破裂，無法作為環保吸管。 

  

  

  

  

  

  

  

  

  

 

 

(第二組: 包覆海藻酸鈉薄膜的紙吸管) 

    經過我們多次嘗試，我們發現將第一層薄膜完全風乾後，再製作、疊上第二層薄膜擁有

最好的效果。從圖中可以看到，有包覆薄膜的紙吸管在外觀上與一般的紙吸管無異。 

然而，當我們放入水中時，卻發現紙張依舊會接觸到水分。放置約 15 分鐘時，吸管已

經軟化，但有包覆薄膜的面卻完全沒有潮濕的現象。 

 

  
第二組:自製紙吸管(對照

組，無膜) 

第二組:自製紙吸管(實驗

組，有膜) 

 

  

圖 6-5 包覆在玻棒上之尚未風乾

的海藻酸鈉薄膜吸管 

圖 5-6 可看到第二組的

實驗組泡水後已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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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 改良後包覆海藻酸鈉薄膜的紙吸管) 

  經過改良後，我們決定結合前面兩組遇到的困難，將紙張整個用薄膜完全包覆，只將紙

張作為支撐的支架，確保紙張完全和水分阻隔。經過測試之後，我們發現放置在水中的效果

好了許多，能夠靜置到 30 分鐘才有逐漸軟化的情形。實驗證明，將薄膜作為紙吸管的內層

防水膜是可行的。 

 

 

 

 

 

 

 

 

 

 

  

圖 6-6 第三組薄膜吸管之成品局部 

圖 6-7 自製薄膜紙

吸管之示意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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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探討不同比例的海藻酸鈉溶液是否對薄膜效能有任何影響 

 1:150 和 1:200 的海藻酸鈉溶液做成的薄膜在一開始剛完成時沒有明顯的差別，但放置一

星期後，1:200 海藻酸鈉溶液製成的薄膜有明顯萎縮的狀況，且表面出現坑洞不平整。相反

地，1:150 的海藻酸鈉薄膜萎縮的情形較不嚴重，且觀察薄膜表面的色素分布可以發現此薄

膜較平滑(圖 3-1)。 

 考慮到我們接下來的實驗須將薄膜黏著在紙上以製作環保容器，我們決定使用 1:150 的

薄膜來取代免洗餐具中的塑膠淋膜，以確保能夠完全服貼，有效地取代塑膠淋膜。 

 

                             

 

實驗二: 探討不同比例薄膜的耐熱程度 

經過實驗後可以看見，1:150 和 1:200 都能夠承受到高達 90°C 的溫度，但達到 70°C 時薄

膜會呈現混濁、半透明，但對於薄膜本身的韌性沒有任何影響。單以此實驗來說，1:200 的

薄膜的效果較好。原因是在 50°C 時，1:150 的薄膜已有吸水膨脹的情形，而 1:200 的薄膜則

依舊呈現原本的狀態；到達 70°C 及 90°C 時，1:150 的薄膜整片都呈現混濁，但 1:200 的薄膜

只有邊緣產生這樣的情況。 

整體來說，1:150 和 1:200 的海藻酸鈉薄膜都可以耐到 90°C 以上的高溫，因此取代免洗

餐具內的塑膠淋膜在耐熱方面上是沒有問題的。 

 

實驗三: 探討薄膜和塑膠在土壤裡的分解狀況 

    從實驗中可以發現，]薄膜經過約莫四週後就有分解的情形，而兩種塑膠(PVC、PE)都沒

有任何分解的情形。 

    由此可推測，若海藻酸鈉薄膜能順利取代容器內的塑膠淋膜，則具有能被環境分解之特

性，在便利生活的同時，兼具環保之效能。 

 

 

  

圖 6-1 薄膜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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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四:探討不同酸鹼值對薄膜的影響 

觀察實驗結果後可以發現，海藻酸鈉薄膜在酸性溶液內不易分解、變質，但在鹼性，pH

值約 11-13 的環境中極易分解。 

根據我們國二理化課學到的內容，我們推測是因為本來鈣離子(Ca２＋)取代海藻酸鈉羧基

上的鈉離子(Na＋)，形成海藻酸鈉薄膜(圖 4-1)；加入鹼性溶液時，鈣離子(Ca２＋)易轉而和氫氧

根離子(OH－)結合，因此薄膜就分解了(圖 4-2)。 這樣也意謂著若使用海藻酸鈉薄膜取代容器

中的塑膠淋膜，則此容器能承裝偏酸性(如：碳酸飲料、檸檬汁、果汁等)及中性(如：飲用

水)的飲品，但無法承裝鹼性(如：咖啡)的飲料。 

 

 

 

實驗五:海藻酸鈉薄膜作為塑膠淋膜之應用 

經過實驗後可以發現，有包覆薄膜的紙盒較無包覆薄膜的紙盒更有耐水性，但只比對照

組增長了一分鐘。我們推測是因為容器需承受水份重量且薄膜過薄，加上海藻酸鈉薄膜乾燥

後依舊會些微地吸水，因此導致被包覆的紙張濕透，而這也反映了實驗二的探究結果。 

這次失敗的經驗讓我們想到了另一個應用，也就是為響應環保，現在的店家都不主動提

供塑膠吸管，而供應的紙吸管在長時間泡水後容易軟化。剛好吸管的應用解決了兩個我們遇

到的問題，分別是水份重量及薄膜太薄。吸管不需承受水份重量且較紙盒小，且我們決定包

覆兩層薄膜以增強耐水性。 

 

圖 6-2 海藻酸鈉薄膜形成原理 

資料來源: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科學遊戲實驗室 

http://scigame.ntcu.edu.tw/chemistry/chemistry-019.htm 

圖 6-3 薄膜分解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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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六: 探討海藻酸鈉吸管之效能 

經過多次的反覆實驗及改良，我們發現自製薄膜吸管經改良後，可以耐水的時間逐漸增

加，效果最好的為第三組的改良吸管。 

現在我們做的吸管能夠放置至 30 分鐘，若以後能繼續研發改良，延長至約兩小時，即

能達到環保且不影響生活的目標，具有成為紙吸管及塑膠吸管替代品的潛力。 

 

柒、結論 

一、單以海藻酸鈉溶液的比例來說，1:150 的水溶液較 1:200 的水溶液更好，做出的薄膜比較

平整、光滑，且曬乾後較沒有萎縮的情形。 

二、1:150 和 1:200 的海藻酸鈉薄膜都可耐到 90℃的高溫，但 1:150 的薄膜會些微的吸水膨

脹，且兩種薄膜到 70℃時都會變的混濁、呈現半透明白色。 

三、海藻酸鈉製成的薄膜在一個月內就有逐漸分解的情形，相較塑膠淋膜更有環保效能。 

四、海藻酸鈉薄膜在酸性及中性的環境中保存良好，在強鹼溶液中短時間內就可以被分解，

因此作為淋膜替代品時不適合承裝鹼性的食品或飲料。 

五、因薄膜乾燥後依舊會些微的吸收水分後膨脹，且在酸性溶液中不容易被分解，代表進入

人體後不易被吸收，具製成減肥食品之潛力。 

六、因紙盒需承受水份重量且薄膜薄，海藻酸鈉薄膜製成塑膠淋膜替代品時易有滲水的情況

發生。但若製作多層並完全包覆紙張，具有良好的防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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