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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技高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作品)名稱：「皂」出甜點、千變萬「化」 

一、摘要： 

    根據農委會廢棄物統計資料顯示，臺灣每年平均產生 20 萬公噸的廢棄牡蠣殼，其中未

妥處量達 2.6 萬公噸，廢棄的牡蠣殼不僅佔空間，且殼上的殘肉容易孳生蒼蠅，並因高溫

日照而產生惡臭，造成污染環境。 

    廢棄牡蠣殼的加工處理主要分鍛燒及未鍛燒兩種方式，牡蠣殼經高溫鍛燒後，碳酸鈣

(CaCO3)會轉變成氧化鈣 (CaO)，氧化鈣其主要抑菌機制為活性氧，當氧化鈣與水融合會形

成氫氧化鈣 Ca(OH)2，就會有活性氧的產生進而達到抑菌效果。 

經由色差儀分析所得甜點皂之色澤結果。在 L 值(亮度值)部分，氧化鈣皂基＞市售皂

基。在 a 值(紅綠值)氧化鈣皂基＞市售皂基。則 b 值(黃藍值)市售皂基＞氧化鈣皂基。具有

商品差異性特色。 

經膚質測定試驗洗手前和洗手後得知，白晰度為甜點皂>市售肥皂，洗手後水分、油脂

及彈性相似，無特別大差異，洗了也不會太乾燥。 

經抑菌試驗得知抑菌環直徑市售皂基達 2.9cm，氧化鈣皂基可達 4.2cm，水活性試驗

市售皂基 0.92，氧化鈣則降低至 0.77，由此實驗得知，添加氧化鈣可降低肥皂水活性。 

甜點皂官能品評，在外觀部分以手工甜點皂最受歡迎，在香氣部分為市售肥皂>手工甜

點皂>白色皂基，在顏色部份則無太大差異性，清潔力部分以手工甜點造接受度最高，但在

購買意願部分則以市售肥皂與手工甜點皂最具市場接受性。 

二、探究題目(創意作品)與動機： 

(一)探究題目 

2020 年 COVID-19 病毒在爆發，洗手已成為必備的防疫措施，再者肥皂放於洗手台遇

到水容易軟化滋生細菌，因此想利用「添加氧化鈣來增加肥皂的抑菌效果」。另外，手工皂

的造型目前多為方塊狀，進而「希望改變手工皂的外型而產生開發出甜點皂的構想」，結合

烘焙課程的擠花技術，讓肥皂變成甜點皂的外觀，讓洗手時有療癒的效果。 

(二)動機 

   1.利用牡蠣殼廢棄物進行甜點皂製作。 

   2.熟悉檢驗分析技能領域，皂化過程與皂基製作。 

   3.熟悉烘焙技能領域，擠花和打發技術、杯子蛋糕皂與瑞士捲皂製作 

   4.瞭解甜點皂洗後膚質狀況和儲藏效果。 

   5.廢棄物再利用，改變手工皂外型並提高商品價值。 

三、探究(創作)目的與假設 

(一)皂化反應 



2 
 

利用油脂在氫氧化鈉等鹼性溶液中加熱，產生酯類水 解反應，生成脂肪酸鈉及甘油，即所

謂的皂化反應。 

 

 

 

 

 

 

(二)去污原理 

    肥皂分子有一端由許多碳和氫所組成的長鏈，稱為親油端；另一端則為親水性的原子

團，稱為親水端。使用肥皂時，油污被親油端吸附著，再由親水端牽入水中，達到洗淨效

果，肥皂大多含有天然甘油而具有保濕效果。 

 

 

三、氧化鈣抑菌原理 

氧化鈣與水融合會形成氫氧化鈣 Ca(OH)2，就會有活性氧的產生進而破壞細菌細胞

壁、細胞膜之電性平衡，並使蛋白質變性及細胞內鉀離子、遺傳物質流失造成細菌

死。 

 

 

 

 

四、探究方法(製作原理)與驗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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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牡蠣殼前處理 

    

   1.牡蠣殼廢棄物、清洗與粉碎、高溫灰化。 

   2.產物-氧化鈣。 

(二) 氧化鈣皂基製作 

表 1 氧化鈣皂基配方表 表 2 蛋糕皂配方表 表 3 擠花配方表 

名稱 克數 名稱 克數 名稱 克數 

蒸餾水 33 克 含有氧化鈣

之皂基 

200 克 含有氧化鈣之

皂基 

70 克 

氫氧化鈉 17 克 蒸餾水 40 克 液體皂 70 克 

椰子油 70 克 天然色素 0.3 克 玉米澱粉 120 克 

甘油 35 克  天然色素 0.3 克 

氧化鈣 0.03 克  

    1.利用表 1 參考配方分別進行溶解。 

    2.混合鹼水與油脂。 

    3.加入溫熱之甘油及氧化鈣，攪拌均勻，靜置五分鐘。 

    4.加熱至清澈並持續攪打，加入溫熱之冰糖液，靜置五分鐘。 

    5.倒入模具，噴酒精消泡，放置 3~4 小時即可脫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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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杯子蛋糕皂底座製作 

     1.將皂基切塊後以微波爐加熱融化。 

     2.加入水、香精、色素打發至濕性發泡，倒入模具，冷卻至凝固。 

(四) 杯子蛋糕擠花製作 

    1.將皂基切塊後以微波爐加熱融化。 

    2.加入色素、液體皂、玉米粉攪拌至乾性發泡，倒入擠花帶袋、選擇花嘴。 

    3.擠花、裝飾，即為成品。 

(五) 皂基色澤分析 

    1.先將色差儀進行校正，以色差儀測量皂基表面。 

    2.記錄色澤之 L 值、a 值、b 值。附註:L 值為明亮度(L 值接近 100 表示偏白色，接近 0

表示偏暗色)；a 值表示紅綠(+表示偏紅，-表示偏綠)；b 值表示黄綠(+表示偏黃，-

表示偏藍) 

(六) 洗手後膚質測定 

   1.利用膚質測定儀進行檢測手部。 

    2.利用儀器探頭檢測得到白皙度、彈性、保濕度等數據。 

市售肥皂洗手 
檢測膚況 自製甜點皂洗手 檢測膚況 

(七) 抑菌試驗 

    1.將大腸桿菌的菌落勾取至無菌水中，震盪均勻。 

    2.菌液取 0.1 毫升，均勻的塗抹於固態培養基表面，靜置 3-5 分鐘。 

    3.取泡過皂基的紙錠附著於固態培養基中。 

    4.以最適溫度進行培養約 24~72 小時，觀察並紀錄抑菌環直徑大小。 

秤取皂基 溶解調製 菌液調製 注入 0.1mL 

塗抹法 貼紙錠 培養箱培養 觀察抑菌環 

(八) 儲藏試驗 

    1.利用水活性測定皂基儲存變化。 

準備樣品 校正色差儀 測定樣品色澤 記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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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將皂基放於樣品槽中，接上感應器即可測得水活性數值。 

樣品放試樣槽 接上感應器 測定水活性 讀取數據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結論 

 

       經由色差儀分析所得甜點皂之色澤結果如表四，L 值代表亮度，其正值表示為綠

色，負值為黑色；a 正值為紅，負值為黑色；b 正值為黃色，負值為藍色。由表四可得

表四 色澤分析 

測定項目 市售皂基 氧化鈣皂基 

L 值 

（亮度） 
65.483 70.098 

A 值 

（紅綠值） 
-2.066 -1.266 

B 值 

（黃藍值） 
-2.582 -3.185 

表五 洗手後膚質測定 

測定項

目 

洗手前洗手後 

市售肥皂 甜點皂 

白皙度 29%30% 40%40% 

水分 31%50% 32%50% 

油脂 52%45% 52%45% 

彈性 48%60% 4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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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抑菌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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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水活性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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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喜好性分析

白色皂基 市售皂基 手工甜點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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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在 L 值(亮度值)部分，氧化鈣皂基＞市售皂基。在 a 值(紅綠值)氧化鈣皂基＞市售皂

基。則 b 值(黃藍值)市售皂基＞氧化鈣皂基。具有商品差異性特色。 

     經膚質測定試驗洗手前和洗手後得知，白晰度為甜點皂>市售肥皂，洗手後水分、油

脂及彈性相似，無特別大差異，洗了也不會太乾燥。 

     經抑菌試驗得知抑菌環直徑市售皂基達 2.9cm，氧化鈣皂基可達 4.2cm，水活性試驗

市售皂基 0.92，氧化鈣則降低至 0.77，由此實驗得知，添加氧化鈣可降低肥皂水活性。 

     圖 3 為甜點皂官能品評，在外觀部分以手工甜點皂最受歡迎，在香氣部分為市售肥皂

>手工甜點皂>白色皂基，在顏色部份則無太大差異性，清潔力部分以手工甜點造接受度最

高，但在購買意願部分則以市售肥皂與手工甜點皂最具市場接受性。 

(二)生活應用 

   1.廢棄物再利用，環保再生。 

    牡蠣殼經鍛燒後碳酸鈣會轉變成氧化鈣，氧化鈣溶於水會形成氫氧化鈣，其溶解度低 

    pH 值偏鹼性，且會有活性氧的產生，並造成細胞膜破裂以達抑菌效果。 

   2.結合防疫洗手概念。 

    肥皂遇水軟化後，容易有微生物生長，藉由添加氧化鈣來增加保存性。 

   3.作品結合烘焙產品-擠花技術。 

    透過甜點皂的製作可以反覆練習擠花及捲壓技術，有跨領域應用技能。 

   4.作品產品結合檢驗分析-皂化概念。 

    皂基是製作肥皂的基礎原料，成分是由油脂、氫氧化鈉、水混和反應而成。 

   5.改變手工皂外型，具有商業價值。 

    皂基已經事先經過完整的皂化過程，後續不需花費 4-6 周等待肥皂固化，有了氧化 

    鈣皂基可專注放在氣味、顏色和外型設計等有趣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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