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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植物纖維是從植物中提取的纖維，主要成分是纖維素，纖維素是組成細胞壁主要成分，

其優點包括：容易取得、低密度、質量輕、屬再生資源、生物可降解等，我們利用這些優點

將纖維製作成育苗盤，並設計實驗步驟，達到減少環境汙染的目的。 

壹、研究動機 

種菜前都會使用到育苗盤，不論是自家種菜或到賣菜苗的地方都會看到育苗盤的蹤跡，

使用育苗盤不僅可以提高菜苗的生長率，也可以讓菜苗具有單一規格化以便管理。 

市面上販賣的的育苗盤材質大多為 PE，雖然 PE 製的育苗盤價格相當便宜，丟棄後不易

被微生物分解，帶給環境很大的負擔，因此我們利用植物纖維設計可在自然環境中降解的育

苗盤，利用此育苗盤不僅能夠減少環境汙染，也能夠提供菜苗養分。 

貳、研究目的 

一、比較不同纖維的性質 

(一) 纖維在不同酸鹼值溶液中降解情形 

(二) 纖維對土壤酸鹼值影響 

(三) 纖維對土壤肥沃度影響 

(四) 纖維張力 

二、比較不同纖維複合材料性質 

(一) 纖維複合材料在不同酸鹼值溶液中降解情形 

(二) 纖維複合材料對土壤酸鹼值影響 

(三) 纖維複合材料對土壤肥沃度影響 

(四) 纖維複合材料張力 

三、比較種植後複合纖維及塑膠製植物生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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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實驗儀器 

名稱 規格 數量 

烘箱  1 台 

加熱板  1 台 

抽氣裝置  1 組 

電子天平  1 台 

pH 計  1 台 

土壤 pH 計  1 台 

溼度計  1 台 

恆溫箱  1 台 

 

 

二、實驗器材及藥品 

名稱 規格 數量 

燒杯 1 L 4 個 

燒杯 500 mL 7 個 

燒杯 250 mL 14 個 

燒杯 150 mL 2 個 

布氏漏斗  1 個 

濾紙  一盒 

抽氣瓶 1 L 1 個 

安全吸球  1 個 

藥勺  4 支 

表玻璃  5 個 

培養皿  4 個 

聚乙烯醇  10 克 

洋菜粉  5 克 

冰醋酸 15 % 500 mL 

氫氧化鈉 2 % 400 mL 

氫氧化鈉 0.1 M 50 mL 

雙氧水 5 % 400 mL 

鹽酸 0.1 M 5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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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流程圖 

 

 

 

 

 

 

 

 

 

 

 

 

 

 

 

 

 

 

 

 

 

 

 

 

 

 

二、實驗步驟 

(一) 製備纖維 

1. 在稻稈(約 20 克)和甘蔗渣(約 20 克)中加入 2 %氫氧化鈉溶液(400 毫升)，加熱 100

分鐘 (維持在攝氏 100 度)。 

2. 在稻稈(約 20 克)和甘蔗渣(約 20 克)中加入 5 %雙氧水(400 毫升)，加熱 5 小時(維

持在攝氏 80 度) 。 

3. 加入約 15 %醋酸(45~50 毫升)。 

4. 過濾，即可得到植物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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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利用不同方式製備纖維 

1. 在稻稈(約 20 克)和甘蔗渣(約 20 克)中加入 2 %氫氧化鈉溶液(400 毫升)，加熱 6

小時 40 分鐘 (維持在攝氏 100 度)。 

2. 加入約 15 %醋酸(45~50 毫升)。 

3. 過濾，即可得到纖維。 

 

 

 

 

 

 

 

 

 

 

 

 

 

 

圖 1: 稻稈中僅加入 2 %氫氧化鈉          圖 2: 稻稈中加入 2 %氫氧化鈉與 5 %雙氧水 

 

 

 

 

 

 

 

 

 

 

 

 

 

 

 

圖 3: 甘蔗渣中僅加入 2 %氫氧化鈉       圖 4: 甘蔗渣加入 2 %氫氧化鈉與 5 %雙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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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纖維在不同酸鹼值溶液中降解 

1. 配製 pH=3~4、pH=7~8、pH10~11 的水溶液。 

2. 將稻稈纖維及甘蔗渣纖維放入水溶液中一天，觀察並計算其降解率。 

 

 

 

 

 

 

 

 

 

 

 

 

 

 

圖 5:纖維在不同酸鹼值溶液中降解 

 

(四) 纖維對土壤酸鹼值影響 

1. 將盆栽中填約一半的土壤後，放入稻稈纖維及甘蔗渣纖維，將盆栽填滿土壤。 

2. 每天澆 250 mL 水。 

3. 一個星期測定其 pH 值和肥沃度，並觀察其 pH 值及肥沃度變化。 

 

 

 

 

 

 

 

 

 

 

 

         圖 6:利用 pH 計檢測溶液酸鹼值 

 

                                                圖 7:利用土壤檢測計檢測土壤酸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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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纖維張力 

1. 將稻稈纖維及甘蔗渣纖維製成適中大小(長：10 cm、寬：5 cm、厚：2 cm)。 

2. 將其放入張力計中，觀察其斷裂位置及張力最大值。 

 

 

 

 

 

 

 

 

圖 8:張力測試前纖維 

 

 

 

 

 

 

 

 

圖 9:張力測試後纖維 

 

(六) 比較不同比例複合材料效果 

1. 5 %聚乙烯醇+ 2 %洋菜。 

2. 5 %聚乙烯醇+ 5 %洋菜 

3. 10 %聚乙烯醇+ 5 %洋菜 

4. 15 %聚乙烯醇+ 5 %洋菜 

5. 配製好後將其分別塗在纖維表面 4 層觀察其外觀及防水效果 

 

 

 

 

 

 

 

 

 

 

         圖 10:不同複合材料比例 

斷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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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纖維複合材料在不同酸鹼值溶液中降解 

1. 配製 pH=3~4、pH=7~8、pH10~11 的水溶液。 

2. 將稻稈纖維及甘蔗渣纖維放入水溶液中一天，觀察並計算其降解率。 

 

 

 

 

 

 

 

 

 

 

 

 

 

 

圖 11: 纖維複合材料在不同酸鹼值溶液中降解 

 

    (八) 纖維複合材料對土壤酸鹼值影響 

1. 將盆栽中填約一半的土壤後，放入稻稈纖維複合材料及甘蔗渣纖維複合材料，將

盆栽填滿土壤。 

2. 每天澆 250 mL 水。 

3. 一個星期測定其 pH 值和肥沃度，並觀察其 pH 值及肥沃度變化。 

 

 

 

 

 

 

 

 

 

 

 

 

 

                                        圖 12:利用土壤檢測計檢測土壤肥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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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纖維複合材料張力 

1. 將稻稈纖維複合材料及甘蔗渣纖維複合材料製成適中大小。 

2. 將其放入張力計中，觀察其斷裂位置及張力最大值。 

 

 

 

 

 

 

  

 

 

 

      圖 13:張力測試前纖維複合材料              圖 14:張力測試前纖維複合材料 

 

(十) 比較種植後複合纖維及塑膠製植物生長狀況 

 

 

 

 

 

 

 

 

 

 

 

 

 

 

 

 

 

 

 

圖 15:實際種植比較 

  

斷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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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利用不同方式製備纖維 

 

 

 

 

 

 

 

 

 

 

 

 

 

 

   圖 16: 稻稈中僅加入 2 %氫氧化鈉     圖 17: 稻稈中加入 2 %氫氧化鈉與 5 %雙氧水 

 

 

 

 

 

 

 

 

 

 

 

 

 

 

 

   圖 18: 甘蔗渣中僅加入 2 %氫氧化鈉     圖 19: 甘蔗渣加入 2 %氫氧化鈉與 5 %雙氧水 

 

討論: 

在實驗過程中發現稻桿（約 20 克）和甘蔗渣纖維（約 20 克）分別只加氫氧化鈉（2 %）

並加熱 6 小時 40 分鐘與稻桿（約 20 克）和甘蔗渣纖維（約 20 克）加氫氧化鈉（2 %）和雙

氧水（5 %）加熱 6 小時 40 分鐘，後者纖維分離的效果比起前者的效果來的好。 



第10頁/共 21 頁 

二、纖維在不同酸鹼值溶液中降解情形 

表 1:稻稈纖維在不同酸鹼值溶液中降解 
 

pH=3~4 pH=7~8 pH=10~11 

第一組 5.7 % 5.0 % 5.6 % 

第二組 5.0 % 5.4 % 5.2 % 

第三組 5.2 % 5.6 % 5.3 % 

表 2:甘蔗渣纖維在不同酸鹼值溶液中降解 

 

表 3:稻稈纖維複合材料在不同酸鹼值溶液中降解 
 

pH=3~4 pH=7~8 pH=10~11 

第一組 5.7 % 5.0 % 5.6 % 

第二組 5.0 % 5.4 % 5.2 % 

第三組 5.2 % 5.6 % 5.3 % 

表 4:甘蔗渣纖維複合材料在不同酸鹼值溶液中降解 

 

討論: 

由實驗得知，稻稈纖維在不同酸鹼值的溶液中降解率在 5 %~6 %，甘蔗渣纖維在 7 %~8 

%，即使將兩種纖維製成育苗盤，纖維育苗盤並不會在種植初期崩壞。 

 

 

 
pH=3~4 pH=7~8 pH=10~11 

第一組 7.0% 7.9% 8.7% 

第二組 8.1% 8.4% 7.7% 

第三組 7.3% 8.1% 7.3% 

 
pH=3~4 pH=7~8 pH=10~11 

第一組 7.0% 7.9% 8.7% 

第二組 8.1% 8.4% 7.7% 

第三組 7.3% 8.1%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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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纖維及纖維複合材料對土壤酸鹼值影響 

 

 

 

 

 

 

 

 

  

 

 

 

 

 

  

 

 

圖 20:不同纖維對土壤 pH 值影響(利用 pH 計檢測) 

 

圖 21:不同纖維對土壤 pH 值影響(利用土壤 pH 計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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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不同纖維複合材料對土壤 pH 值影響(利用 pH 計檢測) 

 

 

 

 

 

 

 

 

 

 

 

 

 

 

 

 

 

 

 

 

圖 23:不同纖維複合材料對土壤 pH 值影響(利用土壤 pH 計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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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由圖 20 可知纖維在第一個禮拜 pH 值變化較劇烈，但在第二個禮拜後 pH 值變化相對來

說較趨緩，由圖 22 和圖 23 可知纖維複合材料 pH 值並無劇烈變化。 

四、纖維對土壤肥沃度影響 

 

 

 

 

 

 

 

 

 

 

 

 

 

 

 

 

圖 24:原土壤肥沃度                   圖 25:放入稻稈纖維後第 7 天土壤肥沃度 

 

 

 

 

 

 

 

 

 

 

 

 

 

 

 

 

圖 26:原土壤肥沃度                   圖 27:放入甘蔗渣纖維後第 7 天土壤肥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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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8:原土壤肥沃度            圖 29:放入稻稈纖維複合材料後第 7 天土壤肥沃度 

 

 

 

 

 

 

 

 

 

 

 

 

 

 

 

 

      圖 30:原土壤肥沃度            圖 31:放入甘蔗渣纖維複合材料後第 7 天土壤肥沃度 

討論: 

不論是一般纖維或纖維複合材料降解後對土壤的肥沃度皆有些許的增加，但相較於一般

纖維，纖維複合材料增加的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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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纖維及纖維複合材料張力 

 

 

 

 

 

 

 

 

 

 

 

圖 32:稻稈纖維張力折線圖 

 

表 5: 稻稈纖維張力荷重 

 

 

 

 

 

 

 

 

 

 

 

 

 

 

 

 

 

 

圖 33:稻稈複合纖維張力折線圖 

 

 

 
荷重(kgf) 伸長(mm) 應力(kgf/mm^2) 應變(%) 

最大 4.2 1.84 0.213 7.36 

斷裂 3.7 6.09 0.189 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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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稻稈複合纖維張力荷重 

 

 

 

 

 

 

 

 

 

 

 

 

 

 

 

 

圖 34:甘蔗渣纖維張力折線圖 

表 7: 甘蔗渣纖維張力荷重 

 

 

 

 

 

 

 

 

 

 

 

 

 

 

 

 

 
荷重(kgf) 伸長(mm) 應力(kgf/mm^2) 應變(%) 

最大 7.7 1.08 0.391 4.32 

斷裂 6 1.62 0.306 6.48 

 
荷重(kgf) 伸長(mm) 應力(kgf/mm^2) 應變(%) 

最大 3.2 5.61 0.164 22.44 

斷裂 0.1 42.18 0.007 1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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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甘蔗渣複合纖維張力折線圖 

 

表 8: 甘蔗渣複合纖維張力荷重 

 

討論: 

由實驗結果得知，稻稈纖維複合材料是實驗樣品中最為堅固的材料，由外觀推論稻稈纖

維與甘蔗渣纖維相比，前者較後者緻密，所以不容易斷裂。 

 

 

 

 

 

 

 

 

 

 

 
荷重(kgf) 伸長(mm) 應力(kgf/mm^2) 應變(%) 

最大 2.7 0.64 0.135 2.54 

斷裂 0.6 13.99 0.028 5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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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比較不同比例複合材料效果 

 

 

 

 

 

 

 

 

 

 

 

 

圖 36:5 %聚乙烯醇+2 %洋菜及 5 %聚乙烯醇+5 %洋菜 

 

 

 

 

 

 

 

 

 

 

圖 37:10 %聚乙烯醇+5 %洋菜及 15 %聚乙烯醇+5 %洋菜 

 

 

編號 聚乙烯醇與洋菜濃度 結果 

1. 5 %聚乙烯醇+ 2 %洋菜 因洋菜濃度過低所以塗在纖維上後無法凝固。 

2. 5 %聚乙烯醇+ 5 %洋菜 
聚乙烯醇溶液與洋菜溶液混和溶液後會呈現削狀，無法

均勻塗在纖維表面上。 

3. 
 

10 %聚乙烯醇+ 5 %洋菜 

聚乙烯醇溶液與洋菜溶液混和溶液呈液相可均勻塗在

纖維表面上並順利凝固，將纖維複合材料放置水裡能夠

維持原型超過 3 個禮拜。 

4. 15 %聚乙烯醇+ 5 %洋菜 
聚乙烯醇無法完全溶於水裡，未溶於水裡的聚乙烯醇會

結成塊狀。 

1. 2. 

3. 4. 

未溶解聚乙烯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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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比較種植後複合纖維及塑膠製植物生長狀況 

 

 

 

 

 

 

 

 

 

          圖 38:播種後第一天                        圖 39:播種後第三天 

 

 

 

 

 

 

 

 

 

          圖 40:播種後第五天                          圖 41:播種後第八天 

 

討論: 

利用塑膠製育苗盤、稻稈複合纖維製育苗盤、甘蔗渣複合纖維製育苗盤，種子發芽率皆

為 100 %，到了第八天後塑膠製育苗盤已有些幼苗垂下，但複合纖維製育苗盤仍未有菜苗垂

下。 

菜苗移植過程中，使用塑膠製育苗盤可能會損害到菜苗根部等等，使用纖維製育苗盤，

不需將菜苗取出，可直接連同菜苗放入土壤中，可減少時間也不會因為操作不當造成傷到菜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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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利用不同方式製備纖維 

在實驗過程中發現稻桿（約 20 克）和甘蔗渣纖維（約 20 克）分別只加氫氧化鈉（2 %）

並加熱 6 小時 40 分鐘與稻桿（約 20 克）和甘蔗渣纖維（約 20 克）加氫氧化鈉（2 %）和雙

氧水（5 %）加熱 6 小時 40 分鐘，後者纖維分離的效果比起前者的效果來的好。 

二、纖維在不同酸鹼值溶液中降解 

由實驗得知，稻稈纖維在不同酸鹼值的溶液中降解率在 5 %~6 %，甘蔗渣纖維在 7 %~8 

%，即使將兩種纖維製成育苗盤，纖維育苗盤並不會在種植初期崩壞。 

三、纖維及纖維複合材料對土壤酸鹼值影響 

由圖 20 可知纖維在第一個禮拜 pH 值變化較劇烈，但在第二個禮拜後 pH 值變化相對來

說較趨緩，由圖 22 和圖 23 可知纖維複合材料 pH 值並無劇烈變化。 

四、纖維對土壤肥沃度影響 

不論是一般纖維或纖維複合材料降解後對土壤的肥沃度皆有些許的增加，但相較於一般

纖維，纖維複合材料增加的較少。 

五、纖維及纖維複合材料張力 

由實驗結果得知，稻稈纖維複合材料是實驗樣品中最為堅固的材料，由外觀推論稻稈纖

維與甘蔗渣纖維相比，前者較後者緻密，所以不容易斷裂。 

六、比較不同比例複合材料效果 

由實驗得知，利用 10 %聚乙烯醇+2 %洋菜的效果比其他三者還要好，既能夠防水且去

一定的堅固性，能使育苗盤不易損壞。 

七、比較種植後複合纖維及塑膠製植物生長狀況 

利用塑膠製育苗盤、稻稈複合纖維製育苗盤、甘蔗渣複合纖維製育苗盤，種子發芽率皆

為 100 %，到了第八天塑膠製育苗盤已有些幼苗垂下，但複合纖維製育苗盤仍未有菜苗垂下。 

菜苗移植過程中，使用塑膠製育苗盤可能會損害到菜苗根部等等，使用纖維製育苗盤，

不需將菜苗取出，可直接連同菜苗放入土壤中，可減少時間也不會因為操作不當造成傷到菜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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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一、由實驗可知，利用稻稈纖維和甘蔗渣纖維製作育苗盤都能夠使菜苗發芽，但稻桿製

育苗盤相對甘蔗渣製育苗盤的防水性及堅固性都要來的好，所以利用稻稈製育苗盤效果較

佳。 

二、不論是稻桿製育苗盤或甘蔗渣製育苗盤在土壤中都能夠降解，所以對環境傷害不

大。 

三、利用纖維製育苗盤不需將菜苗取出，可直接連同菜苗放入土壤，提高菜苗生長率及

減少時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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