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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普高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阿斯「批」靈不被批！探討阿斯匹靈被物質吸附的效益 

一、摘要 

自 2010 年起，台灣河川不時傳出藥物污染河川問題，我們也經常看到相關新聞，因此我們

分別利用沸石、活性碳、咖啡渣對阿斯匹靈的前驅物水楊酸進行物理吸附，以阿斯匹靈溶

液內的水楊酸及過濾時間為控制變因，沸石及活性碳的克數為操縱變因，並使用氫氧化鈉

滴定法進行過濾率的檢測。 

實驗過程中我們發現活性碳的吸附效益較佳，其次為咖啡渣、最後為沸石，但咖啡渣及沸

石能夠多次過濾後回收再利用，因此基於綠色化學的再生性能較建議使用咖啡渣及沸石進

行吸附，若是普通民眾想於家中進行簡單吸附，則建議使用咖啡渣達成初步淨化水源。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藥物濫用是河川藥物污染的主要成因之一，汙水處理廠無法有效的一次處理大量被藥品汙

染水源，且在高一化學課有學到「綠色化學」的觀念，在製作學習成果時針對環境問題加

以探討，延伸出想要透過「過濾法」淨化受汙染水資源的想法。其中藥品使用汙染河川最

常見的為止痛藥中的阿斯匹靈，而阿斯匹靈又易水解成水楊酸，因此我們想要透過「水楊

酸被過濾材料吸附的效益」來檢測過濾材料淨化受汙染河川的效能，並且將這些材料進行

比較，找出何種對淨化受汙染水源有最高效能。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探究目的:經由實驗找出哪種過濾材料對過濾河川止痛藥物效用最佳。 

探究假設: 

一、活性碳的吸附能力較沸石及咖啡渣好 

二、不論哪一種材料，吸附率會隨材料用量增加而提升 

三、每一種吸附材料之吸附率會隨著實驗次數增加不斷下降，但不會一次大幅度下降，達

成可重複利用多次的目標。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研究藥品與器材 

阿斯匹靈、氫氧化鈉、酞酸氫鉀、酚酞、蒸餾水、沸石、活性碳、燒杯、試管（20mL)、 容

量瓶（100mL、250mL)、滴定裝置、抽濾裝置、磁石、加熱攪拌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圖一）研究架構圖 

      



2 
 

 

 

 

 

 

 

 

 

前置作業：因為氫氧化鈉具有潮解性，濃度易改變，所以必須在每次實驗之前確認好氫氧

化鈉之莫爾濃度。 

（二）實驗流程 

         1.於滴定裝置進行前置作業   

         2.確認氫氧化鈉濃度後依次進行實驗一、三、四  

         3.回收吸附材料後分別將其煮沸並曬乾  

         4.重複步驟 1、2 進行實驗二、五 

 

（三）實驗步驟-沸石、活性碳、咖啡渣  

         1.架設滴定裝置（三組）、抽濾裝置  

         2. 調配溶液：阿斯匹靈、氫氧化鈉  

         3. 量取沸石、活性碳、咖啡渣、阿斯匹靈溶液  

         4.於滴定管內倒入氫氧化鈉溶液並架設於滴定裝置 

         5.將阿斯匹靈溶液和沸石/活性碳/咖啡渣一同倒入燒杯反應，並放置於 

            加熱攪拌器攪拌，5 分鐘後倒入抽濾裝置去除溶液中的雜質  

         6.將水溶液倒至燒杯中滴入 1 滴酚酞後將燒杯移至滴定裝置進行滴定並於 

            滴定終點時（透明無色水溶液轉為粉色），結束實驗  

         7.重複上述步驟 3~6 接續沸石/活性碳/咖啡渣實驗   

  

（四）實驗結果 

   (1)實驗一：沸石重量與阿斯匹靈吸附率之關係 

     實驗二：使用過後的沸石以煮沸法再生後與阿斯匹靈吸附率之關係 

 (表一）實驗一＆二、沸石 

沸石克數(公克) 與阿斯匹靈反應時間(分鐘) 吸附率(％) 再利用的吸附率(%) 

1 5 34.0 43.3 

1.5 5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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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39.6 47.8 

2.5 5 46.6  

3 5 53.6 45.9 

說明：吸附率隨著沸石克數的增加緩慢上升，而 1 克及 2 克的再利用吸附率比吸附率更高，

推測是因為在進行脫附的過程中排除了原先就存在的雜質，使再吸附率變高。 

 

  (2)實驗三：活性碳重量與阿斯匹靈吸附率之關係 

（表二）實驗三、活性碳 

活性碳克數(公克) 與阿斯匹靈反應時間(分鐘) 吸附率(％) 再利用的吸附率(%) 

0.1 5 82.2  

0.2 5 98.6  

0.3 5 97.9  

0.4 5 98.2  

0.5 5 97.5  

說明：因為活性碳難以回收，所以不討論再利用的吸附率，由數據表格可得知在相同時間

下，活性碳在 0.1 至 0.2 克時已達可吸附之最大值約為 98%，後續 0.3 至 0.5 克的吸附數據

將視為實驗滴定誤差值。 

 

  (3)實驗四：咖啡渣重量與阿斯匹靈吸附率之關係 

    實驗五：使用過後的咖啡渣以煮沸法再生後與阿斯匹靈吸附率之關係 

 

（表三）實驗四＆五、咖啡渣 

咖啡渣克數(公克) 與阿斯匹靈反應時間(分鐘) 吸附率(％) 再利用的吸附率(%) 

0.2 5 26.7 29.3 

0.5 5 31.9 33.4 

1.0 5 39.4 35.4 

1.5 5 43.1 36.1 

2.0 5 44.6 43.0 

說明：相較於沸石及活性碳而言咖啡渣的吸附率較低，不過吸附率也有隨著咖啡渣的克數

增加而上升；0.2 克及 0.5 克的再利用吸附率比吸附率更高，其理由與沸石 0.1 克及 0.2 克

的理由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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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相同時間不同沸石克數的吸附與再吸附率 

 

             （圖三）相同時間不同活性碳克數的吸附與再吸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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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相同時間不同咖啡渣克數的吸附與再吸附率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由前面圖表可知，當沸石、活性碳、咖啡渣克數增加時，氫氧化鈉溶液滴定量越少，再經

計算結果得出阿斯匹靈溶液內剩餘的水楊酸含量就越少，吸附率也隨之提高，但再吸附率

有些比吸附率更高，我們推測是因為模擬水流動時打通了一些在前置處理時沒打通的孔

洞，所以再吸附率才會上升。由活性碳的圖表發現，0.2g 到 0.3g 之間的數據變化不大，推

測其已達到最大過濾效能，無法再繼續吸附；0.2g 到 0.5g 之間也是同理。雖然活性碳的吸

附過濾效果比另外兩者佳，但沸石及咖啡渣更好回收再利用，較活性碳更符合環境保護的

理念，因此相較而言沸石為較好的河川藥品過濾材料，適用於工廠與醫院；對普通民眾而

言，咖啡渣更容易取得，吸附過濾效果亦不亞於沸石，因此建議使用咖啡渣。  

環境的永續是科技進步與人類發展的癥結點，家家戶戶若能在日常生活中利用簡易的物理

過濾法將污水處理完善，生態的永續性也將大幅提升，例如在每戶人家排放家庭汙水的出

水口安裝過濾裝置，讓汙水經過過濾後再排放到集水區，還有在汙水處理廠中多增加幾道

過濾裝置，盡可能先以物理方式清除水資源內的藥品成分再使用化學或生物方法，亦不必

擔心成本過高或資源浪費的問題。使用綠色材料可以不斷清洗、消毒後再次利用。河川藥

物含量過高一直都是台灣環境保護的一大課題，歸根結底，有效防治藥物濫用才是最根本

的防範之道，我們期許能夠有效推廣其理念，達成環境保護的作用，只為能透過綠色化學

為家園盡一份心力，同時盡力達到 2023 永續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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