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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網路上查詢到廢棄暖暖包有吸水的功能，所以利用廢棄的暖暖包加入水泥、石膏粉、碳酸鈣、

石灰粉等等物質攪拌，進而製作環保杯墊，同時比較自製杯墊和市售杯墊的多元效果，我們設計了

多種實驗例如:吸水實驗、防滑實驗、飽和吸水度實驗、耐敲實驗等等，自製杯墊不僅有吸水功能、

保冰功能、清潔功能，最重要的我們是使用環保材料製作是無毒的，可作為日常生活所需的吸水杯

墊，經過精密的實驗操作後，建議大家可以使用自製杯墊三。 

 

 

 

 

研究動機 
新竹的冬天，遇到寒流時格外刺骨，很多人都會開始用暖暖包來取暖，暖暖包雖然具有發熱保暖

的效果，但是使用完的暖暖包變成一般垃圾，沒辦法回收再利用，實在很不環保！這會造成大自然

的沉重負擔啊！為了愛護環境，解決這個嚴重的問題，我們與自然老師討論，並在網路上搜尋到廢

棄暖暖包裡有鐵粉與吸水樹酯，發現金屬鐵粉直接丟棄實在很可惜，而老師指導我們裏頭的吸水樹

酯正好是暖暖包使用後容易結塊的原因。所以我們決定運用廢棄暖暖包中的粉末特性來製作環保杯

墊。希望可以讓廢棄不用的暖暖包再次被利用，減少地球的負擔。降低垃圾焚燒的負擔，更希望能

幫助南北極的小動物繼續生活下去，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實驗目的 
一、暖暖包回收再利用，將物質充分運用的良性循環，當我們隨手丟棄暖暖包時不僅不環保也將失 

去暖暖包回收再利用的商機。 

二、利用廢棄暖暖包製作吸水杯墊，再與市售杯墊比較環保性、功能性、商業性。 

三、 充分利用我們的實驗結果，可自行在家製作取代市售杯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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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看完一些科展資料後，我們發現很多關於使用不同材料製作杯墊的報告，使用火龍果、美食淡菜

廚餘吸水杯墊等等。但是目前沒有看到有人使用廢棄暖暖包製作吸水杯墊，再將自製杯墊和市售的

珪藻土杯墊比較實用性。 

一、杯墊應用 

來源 作品名稱 相關概念及研究 

全國科展第58屆 火龍吸水、柚造奇蹟-探

討果皮製成可生物降解

的吸水材 

利用火龍果有黃酮苷的特性，進而製

作吸水材料。 

全國科展第61屆 「殼」以再生-垃圾變黃

金 

利用水煮及烘乾的淡菜殼加入不同比

例的石膏粉，製作吸水杯墊。 

全國科展第61屆 吸奇杯墊 利用粉筆灰、蛋殼等環保材料製作吸

水性極佳的吸水杯墊。 

二、暖暖包應用 

   本研究是利用廢棄暖暖包製作吸水杯墊，與市售杯墊做功能比較。我們查到不少報告書是利用暖

暖包製作日常生活中的小物，像是用不同的豆類、種子製成的暖暖包等等之研究。 

來源 作品名稱 相關概念及研究 

全國科展第51屆 愛不「釋」手 —自製環

保暖暖包保暖效果的研

究 

透過觀察不同豆類、不同植物種子，

加熱後溫度維持狀況，分析不同豆

類、不同植物種子研磨後溫度維持狀

況。 

全國科展第57屆 環保〝豆〞寒冬 本實驗透過觀察不同豆類，加熱後溫

度變化及維持狀況，篩選出保暖效果

較佳的豆子來製作暖暖包。 

三、水泥的應用 

本研究是利用廢棄暖暖包製作吸水杯墊，我們的自製杯墊都有用到水泥。所以我們想要查詢關於

水泥地應用。像是將保麗龍球放進輕隔間內，再灌入水泥，使房屋耐熱、耐震。 

來源 作品名稱 相關概念及研究 

全國科展第59屆 有球必應的泥菩薩 將保麗龍球放在輕隔間內，灌入水

泥，讓房屋的耐熱、耐震性能較好。 

全國科展第62屆 「泥」給我「電電」！-

製作及改善二次水泥電池 

「水泥電池」為一個以水泥為底的電

池，想法是將水泥轉化為巨大的儲能

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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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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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用品 

模型 石膏粉 盆栽 快乾水泥 石灰粉 

     

自製杯墊一 自製杯墊二 自製杯墊三 竹製杯墊 珪藻土杯墊 

     

計時器 水玻璃矽膠 陶瓷纖維網 三腳架 顯微鏡 

     

量杯 量角器 桌子 食用白醋 培養土 

  

 

  

電子秤 木板 石頭 彈簧秤 馬克杯 

    

 

燒杯 酒精燈 碳酸鈣 暖暖包粉末 磁鐵 

 
  

  

迴紋針 烤箱 湯匙 托盤 捲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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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自製杯墊 
1.將暖暖包粉末取出。 

2.暖暖包粉末、水、石灰粉、水泥的比例。 

3.加粉末到攪拌容器裡，並混合。 

4.均勻攪拌。 

5.等待並加入水到攪拌容器裡，攪拌均勻。 

6.倒入模型中。 

7.將自製吸水墊取出。 

8.跟市售杯墊比較。 
自製杯墊一: 

    暖暖包粉末：80g 

    水：43g 

    水泥:80g 

自製杯墊二: 

    石灰:30 

    暖暖包粉末:50 

    水泥:60 

    水:45 

自製杯墊三: 

    水:43g 

    水泥:40g 

    碳酸鈣:20g 

    石膏:40g 

    暖暖包粉末:60g 

 

    

加入製作杯墊粉

末到容器裡，並

混合。 

加水均勻攪拌。 放到隔天。 將自製吸水墊取

出。 

 

 

 

 

 

 



 

   

 

 

7 

 

實驗一、吸水實驗 

（一）實驗說明：將5cc的水分別到入杯點表面，越快時間吸附完5cc的水量，吸水效果最佳。 

（二）實驗目的：比較自製杯墊及市售杯墊的吸水效果。 

（三）三、實驗器材：自製杯墊、珪藻土杯墊、量杯、竹製杯墊。 

（四）四、實驗步驟： 

1.將澆水器裝5c.c.的水。  

2.均勻灑在杯墊上。 

3.均勻抹平在杯墊上。                                           

4.計時杯墊的吸水時間。                                         圖1-1實驗操作圖 

5.比較杯墊的吸水效果。 

    

在量杯中裝5cc。 均勻灑杯墊上。 均勻將水抹平在杯

墊上。 

計時杯墊的吸水時

間。 

圖1-2實驗步驟圖 

(五)實驗表格： 

 自製杯墊1 自製杯墊2 自製杯墊3 市售A 市售B 

第一次(分) 01:19.7 02:17.8 01:00.8 02:38.55 20:02.74 

第二次(分) 00:24.6 04:58.98 00:58.39 03:08.72 28:38.96 

第三次(分) 00:34.3 02:58.6 00:59.5 05:21.3 >20:00 

第四次(分) 01:25.2 03:47.42 00:42.16 03:35.65 >20:00 

第五次(分) 00:28.03 01:45.88 00:28.16 02:03.72 >20:00 

平均時(秒) 00:50.36 189.7 49.8 158.4 1304.22 

吸附裝況  先 從 邊 緣 處 吸

附，再將中間的

水擴散至四周吸

附。 

 沒有特定從哪處

先吸附，四周同

時 吸 附 5 c c 的

水。 

吸附速度相當慢，

用肉眼觀察無法觀

察任何吸附狀態。 

(六）實驗結果： 

吸水性：自製杯墊3>自製杯墊1>自製杯墊2>市售A>市售B經過實驗後，我們發現自製杯墊1的吸水功效最佳，

我們推論自製杯墊3的吸水性最好原因是，杯墊的比例含比較多的吸水物質（碳酸鈣、鐵粉、石膏）經過詳細

的資料查詢後，也驗證了我們的推論們也更加確定暖暖包粉末的確有吸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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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防滑實驗 

（一）實驗說明：將不同杯墊放在木板上，製造出不同角度（從10度開始 ）即可比較出杯墊的防滑效          

果。 

（二）實驗目的：測試自製杯墊和市售杯墊的防滑效果 

（三）實驗用品：自製杯墊、市售杯墊、量角器、膠帶 

（四）實驗步驟： 

1.將市售杯墊墊在木板下(製造角度)。 

2.將杯墊放在木板上。 

3.將木板傾斜。 

4.一次木板傾斜十度。                                       

5.若全部滑下，則一次減五度。                                                    2-1實驗操作圖 

    

把杯墊放在木板

上。 

把木板傾斜。 

 

一次木板傾斜十

度。 

記錄部同角度杯墊

會不會滑下來。 

                                       2-2實驗步驟圖 

（五)實驗表格： 

單位（度） 自製杯墊1 自製杯墊2 自製杯墊3 市售A 市售B 

10 杯墊停留在木

板最上方 

杯墊停止移

動 

杯墊停在木

板最上方 

杯墊停在木

板最頂部 

杯墊在木板最

頂邊 

20 杯墊沒有下滑

情形 

杯墊停頓在

木板上 

杯墊停住在

木板最上方 

杯墊停在木

板上方 

杯墊停在木板

最頂部 

30 先停留在木板

上方，再慢慢

滑下 

杯墊靜止在

木板上 

杯墊終止在

木板最上方 

 

杯墊停在木

板最上面 

 

停留在木板最

上方 

40 迅速滑下 杯墊停滯在

木板上 

杯墊停在木

板最頂端 

杯墊休止在

木板上面 

停留在木板最

上方） 

45 杯墊在木板上

快速滑下 

杯墊火速從

木板滑下 

杯墊飛快從

木板滑下 

杯墊極速從

木板滑下 

慢慢滑下 

50 杯墊在木板上

迅速滑下 

杯墊神速從

木板滑下 

杯墊極快從

木板滑下 

杯墊飛快從

木板滑下 

緩慢滑下 

（六）實驗結果： 

防滑效果：自製杯墊2、自製杯墊3＝市售A＝市售B>自製杯墊1 

自製杯墊1的防滑效能較差，推測加越多鐵粉防滑效果越不好，這也說明了自製杯墊2、3防滑效果比

杯墊1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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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飽和吸水度實驗 

（一）實驗說明：從7cc開始不斷增加5cc的水，測試杯墊的飽和吸水度，若在27cc滲出了水此杯墊的              

飽和吸水量就是27cc。 

（二）實驗目的：比較杯墊的飽和吸水度。 

（三）實驗器材：自製杯墊、珪藻土杯墊、量杯、竹製杯墊、托盤、水玻璃矽膠。 

（四）實驗步驟： 

1.將杯墊杯墊滴上7cc的水。          

2.等待水吸乾後，繼續增加水（以5cc為單位）。 

3.直到杯墊底部滲出水為止。 

                                                              3-1實驗操作圖                                                

   

將自製杯墊及

珪藻土杯墊滴

上7cc的水。 

等待水吸乾後，

繼續增加水（以

5cc為單位）。 

直到其中一個杯

墊底部漏水。 

 

                                                        3-2實驗步驟圖 

 

 

（五）實驗表格：  

單位(cc) 自製杯墊1 自製杯墊2 自製杯墊3 市售A 市售B 
7cc 杯墊完整吸附7c

c的水後，沒有

滲出水。(水玻

璃矽膠是藍色) 

杯墊完整吸附7c

c的水後，沒有

滲出水。(水玻

璃矽膠是淺藍

色) 

杯墊吸附完7cc

的水後，沒有滲

出水。(水玻璃

矽膠是藍色) 

杯墊吸附所有7c

c的水後，尚未

滲出水。 

杯墊吸附7cc的

水後，尚未滲出

水。 

12cc 杯墊杯墊完全吸

附12cc的水後，

沒有滲出水。

(水玻璃矽膠是

藍色) 

杯墊完整吸附12

cc的水後，沒有

看到滲出水。

(水玻璃矽膠是

藍色) 

杯墊吸附所有12

cc的水後，沒有

滲出水。(水玻

璃矽膠是藍色) 

杯墊吸附所有12

cc的水後，無滲

出水。 

杯墊吸附所有12

cc的水後，尚未

滲出水。 

17cc 杯墊全部吸附17

cc的水後，沒有

滲出水。(水玻

璃矽膠是藍色) 

杯墊底下滲出

水。(水玻璃矽

膠變深紫色) 

杯墊全部17cc的

水吸附後，沒有

滲出水。(水玻

璃矽膠是藍色) 

杯墊吸附所有17

cc的水後，未滲

出水。 

杯墊底下底部滲

出水。 

22cc 自製杯墊完整吸

22cc的水後，沒

有滲出水。(水

玻璃矽膠是藍

色) 

自製杯墊下面滲

出水。(水玻璃

矽膠變淺紫色) 

杯墊將全數22cc

的水吸附後，沒

有滲出水。(水

玻璃矽膠是藍

色) 

杯墊底下底部滲

出水。 

 

市售杯墊下面滲

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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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cc） 自製杯墊1 自製杯墊2 自製杯墊3 市售A 市售B 

27cc 杯墊底下滲出

水。(水玻璃矽

膠變粉紫色) 

自製杯墊下面滲

出水。(水玻璃

矽膠變藍紫色) 

杯墊將全部27cc

的水吸附後，無

滲出水。(水玻

璃矽膠是藍色) 

市售杯墊下面滲

出水。 

市售杯墊B下面

滲出水。 

 

32cc 自製杯墊底下滲

出水。(水玻璃

矽膠變粉紫色) 

自製杯墊下面滲

出水。(水玻璃

矽膠變粉紫色) 

杯墊將32cc的水

吸附後，沒有滲

出水。(水玻璃

矽膠是藍色) 

市售杯墊A下面

滲出水。 

 

市售杯墊將32cc

的水滲出。 

 

37cc 自製杯墊下面滲

出水。(水玻璃

矽膠變粉紫色) 

自製杯墊下面滲

出水。(水玻璃

矽膠變粉紫色)

粉色 

杯墊將全部37cc

的水吸附後，沒

有滲出水。(水

玻璃矽膠是藍

色) 

市售杯墊將37cc

的水滲出。 

市售杯墊將綜合

37cc的水滲出。 

 

42cc 自製杯墊下方滲

出水。(水玻璃

矽膠變粉紫色) 

自製杯墊下面滲

出水。(水玻璃

矽膠變淺粉色) 

自製杯墊將全部

42cc的水吸附

後，沒有滲出

水。(水玻璃矽

膠是藍色) 

市售杯墊將綜合

42cc的水滲出。 

市售杯墊將綜合

42cc的水滲出。 

 

47cc 自製杯墊下端滲

出水。(水玻璃

矽膠變粉紫色) 

自製杯墊下面滲

出水。(水玻璃

矽膠變鮮紫色) 

杯墊底下滲出

水。(水玻璃矽

膠變粉紫色) 

市售杯墊將綜合

47cc的水滲出。 

市售杯墊將綜合

47cc的水滲出。 

 

滲水狀況 水從自製杯墊1

的底部滲出，下

方的水玻璃矽膠

呈現粉紫色。 

水從自製杯墊2

的邊緣滲出。 

水從自製杯3的

底部出，下方的

水玻璃膠呈現粉

色。 

 

 

      

                                                3-3實驗長條圖 

（六）實驗結果： 

飽和吸水度：自製杯墊3>自製杯墊1>市售A>自製杯墊2、市售B 

實驗結果顯示飽和吸水度最佳的杯墊是自製杯墊3，其次是自製杯墊2，我們發現吸水性和飽和吸水

度有很大的關聯，吸水物質越多飽和吸水越好吸更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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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四、乾燥實驗 

（一）實驗說明:將不同比例的自製杯墊及市售杯墊浸泡在水中，取出後將水玻璃矽膠鋪在自製杯墊              

及市售杯墊上。即可比較不同比例的自製杯墊和市售杯墊的乾燥功效。 

（二）實驗目的:比較自製杯墊和珪藻土的乾燥效果。 
（三）實驗材料:澆水器、計時器、自製吸水墊、珪藻土杯墊、水桶、水玻璃矽膠、竹製杯墊。 

（四）實驗步驟:  

1.在水桶裡面裝1000ml水。 

2.將杯墊浸泡在水桶裡。 

3.計時浸泡時間5分鐘。 

4.將杯墊從水桶中拿出。 

5.放上2g的水玻璃矽膠。 

 

                                                           4-1實驗操作圖 

  
 

  

在水桶裡面裝10

00ml水。 

 

將杯墊浸泡在水

桶裡。 

 

計時浸泡時間5

分鐘。 

 

將杯墊從水桶中

拿出。 

 

放上2g的水玻璃

矽膠。 

 

4-2實驗操作圖 

 

 

(五)實驗表格： 

等待單位

（時間） 

自製杯墊1 

 

自製杯墊2 

 

自製杯墊3 

 

市售A 

 

第一次 水玻璃矽膠大

部分都是從藍

色變深紫色。 

水玻璃矽膠大

部分都是從藍

色變鮮紫色。 

水玻璃矽膠大部分

從藍色變淺粉色。 

水玻璃矽膠機乎

是從藍色變成粉

紫色。 

第二次 水玻璃矽膠大

部分從藍色變

成淺紫色。 

水玻璃矽膠大

部分從藍色變

成暗紫色。 

水玻璃矽膠大多數

從藍色變紫色。 

水玻璃矽膠過半

數都是從藍色變

成粉紫色。 

第三次 水玻璃矽膠大

部分從藍色變

成粉紫色。 

水玻璃矽膠大

部分從藍色變

成紫色。 

水玻璃矽膠絕大多

數都是從藍色變成

粉紫色。 

水玻璃矽膠絕大

部分從藍色變成

粉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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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單位

（時間） 

自製杯墊1 自製杯墊2 市售A 市售B 

第四次 水玻璃矽膠大

部分從藍色變

成粉色。 

水玻璃矽膠大

部分從藍色變

成藍紫色。 

水玻璃矽膠絕大多

數從藍色變粉紫

色。 

水玻璃矽膠普遍

是從藍色變成粉

紫色。 

第五次 水玻璃矽膠大

部分從深藍色

變成粉紫色。 

水玻璃矽膠大

部分從藍色變

成淡紫色。 

水玻璃矽膠大多數

藍色變成粉紫色。 

水玻璃矽膠機乎

全部都是從藍色

變成粉紫色。 

 

（六）實驗結果： 

乾燥功能：自製杯墊3>自製杯墊1=自製杯墊2>市售B=市售A。 

上述表格顯示自製杯墊3的乾燥功效最佳，而市售的兩個杯墊乾燥功效最差。我們發現乾燥性和飽和

吸水有很大的關係，我們推測因為，自製杯墊吸水性好，會將在表面大部分的水吸乾，因此乾燥的

時間也比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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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五、耐敲實驗 

（一）實驗說明：將捲尺量測好10cm（再10公分持續增加）將不同比例的自製杯墊及市售杯墊丟，     

測試自製杯墊及市售杯墊的耐敲功能。 

（二）實驗目的：比較自製杯墊和珪藻土的耐敲功能。 
（三）實驗材料：卷尺、石頭、自製杯墊、珪藻土杯墊、竹製杯墊。      

（四）實驗步驟： 

1.準備好材料。 

2.將石頭(85g)從10公分往下丟(慢慢增加從10公分增加) 。 

 
 

 

將石頭(85g)從1

0公分往下丟，

杯墊放在地上。 

看看是否破裂。 

 

石灰樣本。 

5-2實驗步驟圖 

（五）實驗表格： 

單位（cm） 自製杯墊1 自製杯墊2 自製杯墊3 市售A 市售B 

10cm 從1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製

杯墊無碎。 

從1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製

杯墊無碎裂。 

從1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製

的杯墊無碎裂。 

從1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市

售杯墊無碎

裂。 

從1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市

售杯墊無碎。 

20cm 從20公分丟下石

頭，製杯墊無

碎。 

從2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製

杯墊無異狀。 

從20公分丟石頭

下去自製杯墊無

變化。 

從2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

製杯墊無碎。 

從2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

製杯墊無碎。 

30cm 從3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製

杯墊無碎。 

從3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製

杯墊無碎。 

從3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製

杯墊無碎。 

從3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

製杯墊無碎。 

從3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

製杯墊無碎。 

40cm 從4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製

杯墊無碎。 

從4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製

杯墊無碎。 

從4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製

杯墊無碎。  

從4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

製杯墊無碎。 

從40公分丟下8

5g的石頭自製

杯墊無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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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cm) 自製杯墊1 自製杯墊2 自製杯墊3 市售A 市售B 

50cm 從5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製

杯墊無碎。 

  

從5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製

杯墊無碎。 

  

從5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製

杯墊無碎。 

  

從5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

製杯墊無碎。 

從5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

製杯墊無碎。 

60cm 60公分放石頭會

碎。 

從6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製

杯墊無碎。 

60公分放石頭會

碎。 

從6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

製杯墊無碎。 

從6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

製杯墊無碎。 

70cm 70公分放石頭會

碎。 

從7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製

杯墊無碎。 

70公分放石頭會

碎。 

  

從7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

製杯墊無碎。 

從7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

製杯墊無碎。 

  

80cm 80公分放石頭會

碎。 

  

從8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製

杯墊無碎。 

80公分放石頭會

碎。 

  

從8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

製杯墊無碎。 

從8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

製杯墊無碎。 

  

90cm 90公分放石頭會

碎。 

  

90公分放石頭會

碎。 

  

90公分放石頭會

碎。 

  

從9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

製杯墊無碎。 

從90公分丟85g

的石頭下去自

製杯墊無碎。 

  

碎裂狀況 兩條線將杯墊分

成3半。 

  

一條深深的線將

杯墊分為兩半。  

兩條線將杯墊分

成3半，還有分

成一小碎片。 

雖然表面無碎

裂，但從70cm

開始就慢慢有

凹痕。 

雖然表面無碎

裂，但從60cm

開始就慢慢有

凹痕。 

 

（六）實驗結果： 

耐敲功效：市售A=市售B>自製杯墊2>自製杯墊3=自製杯墊1。 

從實驗中可以發現市售的杯墊耐敲效果較好，我們推論自製杯墊耐敲功能不佳是因為，自製杯墊添加了太多

的物質，所以影響水泥固化導致非常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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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六、表面觀察實驗 

（一）實驗說明: 杯墊比較表面平整度，若沒有洞孔，雖然平滑但吸水性可能較差，若有洞，屬正常現象。 
（二）實驗目的：觀察杯墊表面的空隙。 
（三）實驗材料：顯微鏡、自製杯墊、竹製杯墊、珪藻土杯墊、手機。 

（四）實驗步驟: 

1.把自製杯墊、竹製杯墊和珪藻土杯墊放在顯微鏡下觀察。 

2.用手機把孔隙拍下來。 

 

                                                                                                                                                  

6-1實驗操作圖 

      

 

                             

 

 

 

 

 

6-2實驗步驟圖 

 

（五）實驗表格:                                                            

自製杯墊1 自製杯墊2 自製杯墊3 市售A 市售B 

     

6-3實驗結果圖 

（六）實驗結果： 

根據我們的實驗觀察發現，自製杯墊的表面有許多孔洞，而孔洞越多、越大的杯墊吸水性越好，但

孔洞太大對美觀有很大的衝擊。同時我們也發現自製杯墊表面的黑點（鐵粉) 、紋路、白點（碳酸

鈣、石膏粉）都有均勻分散，代表我們有攪拌均勻。 
 

 

 

 

 

  

把杯墊放在顯微鏡下

觀察。 

用手機把孔隙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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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七、掩埋實驗 

（一）實驗說明: 以杯墊比較所需要分解時間及分解狀況，若在短時分解表示可以環保不製造垃圾，若

無法分解，表示會為地球上造成許多垃圾 

（二）實驗目的：比較杯墊是否能分解。 

（三）實驗材料：盆栽、培養土、自製杯墊、珪藻土杯墊、竹製杯墊。 

（四）實驗步驟: 

1.培養土倒入盆栽中杯墊。                              

2.將自製杯墊及珪藻土杯墊放入盆栽中。 

3.等待20天(會澆水) 。 

4.將自製杯墊及珪藻土杯墊取出。 

 

 

                                                                       

7-1實驗操作圖 

 

     

準備好材料。 將培養土倒入盆栽

中。 

將杯墊放入盆栽

中。 

將杯墊取出。 觀察分解程度。 

7-2實驗步驟圖 

（五）實驗表格： 

 自製杯墊1 自製杯墊2 自製杯墊3 市售A 市售B 

有沒有分解 沒有分解，無

異狀。 

沒有分解，無

異常。 

沒有分解，無

異常。 

沒有分解，無異

常。 

沒有分解 

但有發霉（一

大片灰點）。 

分解狀況  

    

（六）實驗結果： 

從上述圖片可以發現市售B的表面出現一大片灰點，我們推測可能是發霉，經過查詢網路資料後，我

們驗證竹子是容易發霉的。除了市售B的表面發霉情形，其他杯墊沒有任何特殊狀況。我們推論如果

掩埋時間拉長的話，自製杯墊會先分解因為我們是採用環保材料製作的，但市售杯墊不是使用環保

材料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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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八、清潔實驗 

（一）實驗說明: 飲料有很多種，其中你可能飲用的是酸性飲料，若飲料殘留在杯墊上就需要清

潔，實驗是用杯墊比較清潔的效果，若用水清洗就乾淨，表示杯墊的清潔效果好，若不能用清水清

洗乾淨，表示杯墊的清潔效果不佳。 

（二）實驗目的:測試杯墊哪一個較容易清潔。 

(三)實驗材料:顏料、酸性試紙、自製杯墊、珪藻土杯墊、食用白醋、竹製杯墊、水。 

(四)實驗步驟: 

1.裝入8ml的食用白醋。 

2.將食用白醋倒在自製杯墊和市售杯墊上。 

3.均勻抹平在自製杯墊和市售杯墊上。 

4.計時5分鐘。 

5.到洗手台清洗。 

6.計時30秒清洗。 

7.取回後，用酸鹼試紙測試酸鹼性。 

 

                                                        

                                                        

                                                                           8-1實驗操作圖 

 

   

裝入8g的食用白醋。 將食用白醋、顏料水道在

杯墊上。 

均勻抹平在杯墊上。 

 
  

計時5分鐘。 到洗手台清洗。 放酸鹼試紙測杯墊上面

是否會有殘留物。 

8-2實驗步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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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驗表格 

 自製杯墊1 自製杯墊2 自製杯墊3 市售A 市售B 

白醋(第一次) 酸性試紙尚未

變成紅色(可

成功清洗) 

酸性試紙未變

成暗紅色(可成

功清洗) 

酸性試紙完全

沒有變成紅色

(可成功清洗) 

酸性試紙無變

化(可成功清

洗) 

酸性試紙轉換

成紅色(不可

成功清洗) 

白醋(第二次) 酸性試紙未變

成紅色(可成

功清洗) 

酸性試紙並未

變成紅色(可成

功清洗) 

酸性試紙未變

成紅色(可成功

清洗) 

酸性試紙變成

暗紅色(不可成

功清洗) 

酸性試紙整個

變成紅色(不

可成功清洗) 

白醋(第三次) 酸性試紙沒變

成紅色(可成

功清洗) 

酸性試紙沒變

成淺紅色(可成

功清洗) 

酸性試紙未變

成深紅色(可成

功清洗) 

酸性試紙轉變

成紅色(不可成

功清洗) 

酸性試紙變成

紅色(不可成

功清洗) 

白醋(第四次) 酸性試紙沒有

變成紅色(可

成功清洗) 

酸性試紙尚未

變成紅色(可成

功清洗) 

酸性試紙 

並未變為成紅

色(可成功清

洗) 

酸性試紙上未

更改成變成紅

色(可成功清

洗) 

酸性試紙變成

淡紅色(不可

成功清洗) 

白醋(第五次) 酸性試紙無變

成紅色(可成

功清洗) 

酸性試紙完全

無變成紅色(可

成功清洗) 

酸性試紙沒變

紅色(可成功清

洗) 

酸性試紙不變

成深紅色(可成

功清洗) 

酸性試紙轉變

紅色(不可成

功清洗) 

 

                 
                                

                                                                    8-3實驗長條圖 

 

（六）實驗結果 

清潔功能：自製杯墊1＝自製杯墊2＝自製杯墊3>市售A=市售B 

從實驗中可以發現，自製杯墊清潔功能較佳，市售杯墊的清潔功能都較差，我們上網查資料時發現

竹製的製品都比較難清洗，都需要搭配清潔工具或是用熱水煮沸消毒，無法用清水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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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九、耐壓實驗 

(一) 實驗說明：將杯墊分別壓在桌子底下，等待一週取出觀察。即可測試出杯墊的耐壓功效。 

(二)實驗目的：比較杯墊的耐壓功能。 

(三)實驗材料：自製杯墊、市售杯墊、桌子。 

(四)實驗步驟：  

1.將不同比例的杯墊壓在桌腳下。 

2.等待一週。 

3.將杯墊拿出。                                                   

4.將杯墊拿出。      

                                                                    

 

9-1實驗操作圖                                                

 
  

將杯墊壓在桌腳下 等一週 將杯墊拿出 

9-2實驗步驟圖                                                   

（五）實驗表格 

單位（時間） 自製杯墊1 自製杯墊2 自製杯墊3 市售A 市售B 

一週 取出時有好幾

條裂痕，將杯

墊分成好幾

塊。 

幾乎都是邊緣

碎裂，碎裂也

都是小碎片，

沒有大面積。 

取出時有大約3

條將杯墊分成

好幾塊。 

杯墊並無碎

裂狀況，但

出現凹痕狀

況。 

杯墊並無碎裂

狀況，但出現

凹陷狀況。 

 

自製杯墊一 自製杯墊二 自製杯墊三 市售A 市售B 

     
9-3實驗結果圖 

（六）實驗結果 

耐壓功能：市售A、市售B>自製杯墊1、自製杯墊2、自製杯墊3。 

從上述表格可以發現，市售杯墊的耐摔功效比自製杯墊的耐摔功效還好，我們猜測市售杯墊

是採用不易碎的材料製作，而我們的自製杯墊雖然有添加水泥，但因加入太多物質才影響水

你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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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十、耐摔實驗 

（一)實驗說明: 以杯墊的耐摔性做比較，若在低處碎裂表示耐摔性差，若在高處破裂或沒碎，表示

耐摔性強。 

（二）實驗目的:比較杯墊從高處墜落會不會破裂。   

（三）實驗材料:自製杯墊、珪藻土杯墊、竹製杯墊。  

（四）實驗步驟:  

1.把自製杯墊和珪藻土杯墊放在高處(從一公尺開始)。                      

2.讓自製吸水墊和珪藻土杯墊掉落。  

3.把高度慢慢增加(一次增加五公分) 。      

 

 

 

                                                                   10-1實驗操作圖 

耐摔實驗離地高度計算公式:                                                                                 

 成年男性 成年女性 10歲兒童 

臺灣人平均身高 173.5cm 160.8cm 142cm 

成年男性平均身高與成年女性平均身高相差12.8cm；我們實測一名142cm的10歲女童拿著杯墊的離地

高度是85cm;12.8÷2=6.4、160.7+6.4=167.1cm167.1是我們是我們算出成年人平均身高；167.1-142

=25.1、25.1÷12.55、85+12.55=97.55所我們算出的耐摔實驗的最大值為95cm(97.55cm四捨五入後

為98cm，但是我我們是以5cm為單位所已改成95cm我們實測一名142cm的10歲女童拿著杯墊的離地高

度是85cm，所以我們算出的耐摔實驗最小值為85cm。 

 

 最大值 最小值 

公分 95cm 85cm 

   
把杯墊放在高處

(從85cm開始) 。 

把杯墊到掉落。 把高度慢慢增加

(一次增加五公

分) 。 

                                            10-2實驗步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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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驗表格 

高度(單位:公

分) 

自製杯墊1 自製杯墊2 自製杯墊3 市售A 市售B 

85 從85公分丟下

去無碎裂。 

從85公分丟下

去沒有碎裂。 

從85公分丟下

去沒有看到碎

裂。 

從85公分丟下

去完全沒有碎

裂。 

從85公分丟下

去表面沒有碎

裂。 

90 從90公分丟下

去有碎裂。 

從90公分丟下

去無碎裂。 

從90公分丟下

去有看到碎

裂。 

從90公分丟下

去表面沒有碎

裂。 

從90公分丟下

去沒有看到碎

裂。 

95 從95公分丟下

去表面碎裂。 

從95公分丟下

去表面出現裂

痕。 

從95公分丟下

去有碎裂。 

從95公分丟下

去無碎裂。 

從95公分丟下

去沒有碎裂。 

耐摔效果：市售A＝市售B>自製杯墊2>自製杯墊3=自製杯墊1。                     

經過緊密的實驗操作後，我們發現添加石灰粉的自製杯墊的耐摔效果最好，所以推測石灰粉有較好

的耐摔功能，才使自製杯墊2的耐摔效果較佳，但市售功能比自製杯墊好，因為市售杯墊是採用不易

碎的材質製。 

                                      

  

 

 

 

 

 

 

 

10-3實驗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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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十一、磁性實驗 

(一)實驗說明:因為我們的自製杯墊有添加鐵粉，吸在任何可吸物說明:因為我們的自製杯墊有添加

鐵粉，吸在任何可吸物在喝飲料時，杯墊下面的桌子是鐵製的，杯墊就可以固定在桌子上防止飲料

打翻的意外。 

(二)、實驗目的: 

(三)、實驗材料:自製杯墊、珪藻土杯墊、竹製杯墊、迴紋針、磁鐵。 

(四)、實驗步驟: 

1.把磁鐵吸到杯墊上。                                                      

2.並在磁鐵下方放置迴紋針。 

3.直到磁鐵掉下來為止。                                             11-1實驗操作圖  

 
  

把磁鐵吸到杯墊上。 並在磁鐵下方放置迴紋

針。 

到磁鐵吸不到迴紋針為

止。 

                                                       11-2實驗步驟圖 

(五)實驗表格: 

 自製杯墊1 自製杯墊2 自製杯墊3 市售A 市售B 

第一次 10個迴紋針 8個迴紋針  10個迴紋針 無(無可吸物) 無(無可吸物) 

第二次 7個迴紋針 9個迴紋針 8個迴紋針 無(無可吸物) 無(無可吸物) 

第三次 7個迴紋針 8個迴紋針 8個迴紋針 無(無可吸物) 無(無可吸物) 

第四次 8個迴紋針 10個迴紋針 7個迴紋針 無(無可吸物) 無(無可吸物) 

第五次 7個迴紋針 10個迴紋針   7個迴紋針   無(無可吸物) 無(無可吸物) 

平均 (四捨五入) 8個迴紋針 9個迴紋針 8個迴紋針 0個迴紋針 0個迴紋針 

(六)實驗結論                                                  11-3實驗長條圖 

磁性效果:自製杯墊2>自製杯墊三>自製杯墊>市售A、市售B                 

上述表格可以發現，自製杯墊可以吸住較多的迴紋針，是

因為我們的自製杯墊含有許多鐵（暖暖包中的粉末）粉所

以吸得起磁鐵，但是市售杯墊成分沒有添加鐵粉因此才吸

不起迴紋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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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十二、耐熱實驗 

(一)實驗說明: 以杯墊比較承受高溫的程度，若杯墊在暴露在熱氣中的時間長表面毫無變化，表示耐熱度高，

若杯墊在暴露在熱氣中的時間時有裂痕等破損，表示耐熱度低。 

(二)實驗目的：比較杯墊的耐熱效果，可不可以放進烤箱加熱。 

(三)實驗材料：自製杯墊、珪藻土杯墊、低溫烤箱、計時器、竹製杯墊。 

(四)實驗步驟 

1.將杯墊放入烤箱(上下加熱)。 

2.計時5分鐘。 

3.取出杯墊(若無任何表面反應增加5分種)。 

4.持續增加時間。 

   

將杯墊放入烤箱。 

 

計時5分鐘。 取出杯墊(若無反應

增加5分種）。 

                     12-2實驗步驟圖 

(五)實驗表格: 

單位(分鐘) 自製杯墊1 自製杯墊2 自製杯墊3 市售A 市售B 

5分鐘 表面沒有燒焦

或是裂痕 

表面沒有出現

燒焦的痕跡 

表面沒有燒焦

與裂痕現象 

表面沒有燒焦 表面沒有燒焦 

10分鐘 表面無明顯燒

焦，出現明顯

的裂痕 

表面沒有燒

焦，也沒有出

現任何的裂痕 

表面沒有燒

焦，完全沒有

出現裂痕 

表面沒有燒

焦，沒有出現

燒焦的痕跡 

表面沒有燒焦 

15分鐘 表面無燒焦，

的任何痕跡 

表面出現小部

分燒焦 

表面沒有發現

燒焦現象 

表面出現局部

的燒焦 

杯墊出現一大

片黑色燒焦 

20分鐘 表面沒有燒焦  表面沒有看到

燒焦情形 

  

25分鐘 表面沒有燒焦  表面沒有燒焦   

30分鐘 表面沒有燒焦  表面沒有燒焦   

35分鐘 表面沒有燒焦     

40分鐘 表面沒有燒焦     

(備註:空白＝因為杯墊已經出現表面反應了，所以下面不會繼續做) 

(六)實驗結果 

耐熱效果：自製杯墊1>自製杯墊3>自製杯墊2、市售A、市售。 

操作完實驗後，我們覺得因為鐵粉是放在暖暖包裡的粉末，本身就是要協助暖暖包發熱，所以耐熱

效果好，加越多鐵粉的自製杯墊，耐熱效果越好，另外市售杯墊的耐熱性都不好，推測是杯墊材質

遇熱後會產生燒焦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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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十三、熱傳導實驗 

(一)實驗說明：以杯墊比較熱傳導的效果的好壞比較，若溫度高，表示熱傳導的效果好，若溫度低，表示熱

傳導效果不佳(有的會有燒焦)。 

(二)實驗目的：比較杯墊熱傳導的效果。 

(三)實驗材料：自製杯墊、珪藻土杯墊、酒精燈、計時器、竹製杯墊。 

(四)實驗步驟： 

1.測量測杯墊的原始溫度。 

2.將杯墊放上酒精燈。 

3.計時3分鐘。                                                

 

 

  

 

 13-1實驗操作圖 

4.測量加熱後的杯墊的溫度。                                                                                                                    

   
 

量測杯墊的原始溫

度。 

將杯墊放上酒精

燈。 

計時3分鐘。 測量加熱後的杯墊的

溫度。 

                            13-1實驗步驟圖 

 

(五)實驗表格： 

單位 (℃) 自製杯墊1 自製杯墊2 自製杯墊3 市售A 市售B 

第一次

(℃) 

22.4變114.3(無

焦) 

23.4變176.9(無

焦) 

27.9變90.0(無焦) 22.7變155.1(燒

焦) 

24.4變193.3(燒

焦) 

第二次

(℃) 

22.7變106.3(無

焦) 

27.6變172.3(無

焦) 

21.5變120.8(無

焦) 

25.6變208.6(燒

焦) 

25.2變186.4(燒

焦) 

第三次

(℃) 

23.4變122.9(無

焦) 

26.0變151.4(無

焦) 

23.5變97.0(無焦) 21.8變213.3(燒

焦) 

24.0變172.5(燒

焦) 

第四次

(℃) 

22.7變140.8(無

焦) 

24.5變154.6(無

焦) 

22.7變108.6(無

焦) 

23.8變196.6(燒

焦) 

24.0變187.6(燒

焦) 

第五次

(℃) 

23.4變151.3(無

焦) 

25.9變163.4(無

焦) 

24.5變150.1(無

焦) 

22.6變149.3(無

焦) 

22.8變207.2(燒

焦) 

平均(℃) 127.2 163.7 113.3 184.5 189.4 

(六)實驗結論： 

熱傳導效果:市售B >市售A>自製杯墊2>自製杯墊1>自製杯墊3(溫度由高到低排列) 

經過操作實驗後，我們發現雖然市售杯墊的熱傳導功能較好，但是市售杯墊3分鐘到後，都會產生燒焦反應。

我們推測自製杯墊不會燒焦的原因是，自製杯墊的可燃物比較少，無法導致燒焦狀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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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十四、拉力實驗 

(一)實驗說明:以杯墊比較可承受馬克杯在杯墊式的摩擦力，承受拉的數值愈大，表示防止杯墊滑下的機率高，

而承受拉的數值愈小，防止杯墊滑下的機率小。 

(二)實驗目的:比較杯墊的拉力功能。 

(三)實驗用品:自製杯墊、珪藻土杯墊、竹製杯墊、彈簧秤、馬克杯。 

(四)實驗步驟: 

   1.計算馬克杯的圓面積。 

   2.將馬克杯放在杯墊正中央。 

   3.用彈簧秤拉馬克杯。                                    

   4.觀察馬克杯是否移動。                                        

 

14-1實驗操作圖 

  

 
   

計算馬克杯的圓面

積。 

將馬克杯放在杯墊正

中央。 

用彈簧秤拉馬克杯。 觀察馬克杯是否移

動。 

14-2實驗步驟圖 

（五）實驗表格： 

單位（g) 自製杯墊1 自製杯墊2 自製杯墊3 市售A 市售B 

第一次 240 250 300 190 170 

第二次 230 250 260 180 180 

第三次 260 240 300 200 190 

第四次 250 210 300 200 190 

第五次 250 240 270 180 180 

平均 246 238 287 190 182 

(六)實驗結果 ：                                                           

拉力效果:自製杯墊3>自製杯墊2>自製杯墊1>市售A>市售B。 

經過實驗操作後，我們發現自製杯墊3的拉力效果最好，這也代表自製杯墊3的固定效果最佳，可以

承受的重量也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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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十五、保冰實驗 

(一)實驗說明:以杯墊來比較保冰效果，時間較短表示保冰效果不好，時間較長表示保冰效果愈好。 

(二)實驗目的:比較自製杯墊和市售杯墊的保冰效果。 

(三)實驗用品:量杯、冰箱、自製杯墊、珪藻土杯墊、竹製杯墊、計時器。 

(四)實驗步驟: 

1.準備好材料。 

2.將量杯裝50ml的水。 

3.冰進冰箱。 

4.取出冰塊。 

5.將冰塊放上自製杯墊和市售杯墊。                             

6.碼表計時。                                                  15-1實驗操作圖 

7.觀察哪一個杯墊上面的冰塊最先融化 

   

 

 

將量杯裝50ml

的水。 

 

冰進冰箱。 

 

取出冰塊。 將冰塊放上自

製杯墊和市售

杯墊。 

 

   

碼表計時。    

   15-2實驗步驟圖 

  (五)實驗結果 

單位（分

秒） 

自製杯墊1 自製杯墊2 自製杯墊3 市售A 市售B 

第1次 57:22.72全融

化 

99:00.0未融

化 

99:00.0未

融化 

60:12:5全融化 60:18:07全融

化 

第2次 76:03.3全融

化 

99:00.0未融

化 

79:42.0全

融化 

87:25.1全融化 98.76.4全融化 

第3次 99:00.0未融

化 

99:00.0未融

化 

95:22.1全

融化 

91:2.0全融化 91:19.6全融化 

平均時間 77:6.63 99:00.0未融

化 

89:02.2全

融化 

98:34.8全融化 68:37.4全融化 

備註： 因手錶最多只能只能記時到99:00，若超過時間一率計為「超過99:00」 

(六)實驗結論 

融冰效果:自製杯墊2>市售A>自製杯墊3>自製杯墊1>市售B。 

經過實驗操作後，我們發現自製杯墊２的融冰效果最好，其次是市售，這也代表當冰飲放在杯墊上時，市售A

和自製杯墊2的保冰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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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十六、散熱實驗 

(一)實驗說明:以杯墊上放量杯(裡裝熱水)，過十分鐘後若紅外線測溫槍顯示溫度有下降表示有散熱效果，

看短時間內哪一種杯墊下降溫度最多。 

(二)實驗目的:比較杯墊的散熱效果。 

(三)實驗材料:紅外線測溫槍、自製杯墊、珪藻土杯墊、竹製杯墊、熱水、燒杯、紅外線測量槍。       

(四)實驗步驟: 

1.將燒杯各個裝入50ml的熱水放置在杯墊上。 

2.放上杯墊。 

3.計時10分鐘。 

4.測量杯墊的溫度。 

             

                                               

 

16-1實驗操作圖 

 

 

 

 
 

  

將燒杯各個裝入5

0ml的熱水。 

放上杯墊。 計時10分鐘。 測量杯墊的溫

度。 

                           16-2實驗步驟圖 

(五)實驗結果 

單位（°C) 自製杯墊一 自製杯墊二 自製杯墊三 市售A 市售B 

10分鐘（原始溫度） 34.5↓ 33.3↓ 31.9↓ 35.1↓ 37.8↓ 

20分鐘 30.3↓ 30.4↓ 28.4↓ 28.9↓ 30↓ 

30分鐘 26.2↓ 29.6↓ 28.6↓ 30↓ 28.6↓ 

40分鐘 26.2↓ 26.3↓ 26.4↓ 26.2↓ 29↓ 

50分鐘 26.4↓ 26.3↓ 24↓ 26.1↓ 25.2↓ 

(六)實驗結果                                                       

散熱效果：自製杯墊3>自製杯墊1>自製杯墊2>市售A>市售B。         16-3實驗長條圖 

經過實驗操作後，我們發現自製杯墊3的散熱效

果最佳，代表當杯墊上是熱飲時，杯墊不會非常

燙手，因為我們的自製杯墊3的散熱效果在短時

間內可以將溫度散熱，剛開始接觸到的溫度也較

低。 

 

 

 

0

10

20

30

40

自製杯墊一 自製杯墊二 自製杯墊三 市售A 市售B

散熱實驗長條圖

10分鐘 20分鐘 30分鐘 40分鐘 50分鐘

溫
度
(o
C)
 



 

   

 

 

28 

 

結論 
以上的實驗結果分成三大類來整理 

一 、吸水性： 

        就此特性來看，暖暖包裡粉末具有良好的吸水性，從吸水速度、乾燥速度、飽和吸水量實驗來

看，我們的自製杯墊的吸水效能都比市售杯墊來耐用。自製杯墊3可以在短時間內吸取5cc的量，也

可以在短時間內蒸發杯墊上的水，飽和吸水方面，他傭有最大的吸水量是42cc。若使用市售杯墊的

話，打翻水時，他只能吸取少許水量，剩下的水即使有很多的時間一樣無法吸取。 

二、 環保性： 

        從掩埋實驗來看，雖然在短時間內無法自然分解，但我們的自製杯墊在超濕的泥土中不會發霉   

，也不會附著太多泥土，如果掩埋時間再拉長，有機會自然分解。利用廢棄的暖暖包回收再利用製

作杯墊，環保性極佳！製轉換為日常生活所需的吸水杯墊，所以我們的杯墊環保性比市售杯墊好。 

三、 功能性： 

        從防滑實驗、拉力實驗來看我們的自製杯墊若飲品移動時，我們的杯墊的固定功能較好，可以

承受較大的拉力。從耐敲實驗、耐摔實驗、耐壓實驗來看，我們的自製杯墊的卻在敲打類項目確實

較為欠佳，我們推測是因為杯墊加入太多物質反而影響水泥固化，造成這樣的結果。從清潔實驗看

的話，我們的自製杯墊相較於市售杯墊比較方便清洗，在30秒內就可以清洗掉8cc的白醋（例如：檸

檬汁、汽水)從耐熱實驗、散熱實驗、保冰實驗、熱傳導實驗可以發現我們的自製杯墊在都有不錯的

效能。相較之下市售杯墊在熱傳導實驗、耐熱實驗中短時間內就會產生燒焦情形，在散熱實驗中市

售杯墊無法在短時間內大幅度的降溫。 

實驗項目 自製杯墊一 自製杯墊二 自製杯墊三 市售A 市售B 

吸水實驗 其次 佳 最佳 劣 極劣 

防滑實驗 最佳 最佳 最佳 劣 極劣 

飽和吸水度實驗 其次 劣 最佳 佳 劣 

乾燥實驗 其次 其次 最佳 佳 佳 

耐敲實驗 極劣 其次 極劣 最佳 最佳 

表面空隙實驗 其次 佳 最佳 其次 極劣 

掩埋實驗 最佳 最佳 最佳 最佳 極劣 

清潔實驗 最佳 最佳 最佳 極劣 極劣 

耐壓實驗 極劣 極劣 極劣 最佳 最佳 

耐摔實驗 極劣 其次 極劣 最佳 最佳 

磁性實驗 佳 最佳 其次 劣 極劣 

耐熱實驗 佳 劣 極劣 其次 最佳 

熱傳導實驗 劣 佳 極劣 其次 最佳 

拉力實驗 佳 其次 最佳 劣 極劣 

保冰實驗 劣 最佳 佳 其次 極劣 

散熱實驗 劣 佳 極劣 其次 最佳 

總計: 3(最佳) 

3(極劣) 

5(最佳) 

1(極劣) 
8(最佳) 
5(極劣) 

4(最佳) 

1(極劣) 

5(最佳) 

8(極劣) 

(一:最佳、二:其次、三:佳、四:劣、五:極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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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結果，可以發現自製杯墊不論吸水性、環保、功能三大方面都比市售杯墊還好，從這

個表格來看，我們建議使用自製杯墊三作為吸水杯墊（比例:水:43g、 水泥:40g、碳酸鈣:20g、石膏:

40、 暖暖包粉末:60g)，其次可以使用自製杯墊2。最後我們也整理幾項自製杯墊的缺點，例：自製杯

墊非常不耐摔，再來自製杯墊的表面並不是很平滑，表面上也會看見許多孔洞，是美觀上的缺點。

以後會繼續在這部份做改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