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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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耀你 C 歡 O-探討植物的光合作用 

一、摘要 

此研究探討植物對二氧化碳的移除效率與其在不同瓦數光源、光色和葉子數量的影響。植

物是移除大氣中二氧化碳的重要功臣，我們將植物放置於密閉空間中，並測量二氧化碳濃

度在十分鐘內的變化。我們從校園採集珊瑚木，並分別使用 10W、18W、20W的普光、紅

光及藍光做測量；另外採集蛋黃果，並分別放入 5、10、15 片葉子做測量。 

我們的實驗結果為紅光在三個色光中擁有最佳的效果；而光照瓦數則是越高所能帶來的效

率最好；葉子數量越多，二氧化碳下降量相較數量少的有更好的效果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全球暖化日漸加劇，各地的氣候有極大的改變，冰山逐漸消融，雨林的生態也在改變，甚

至也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暖化已成為世界上最矚目的焦點，身為地球村的一份子，我們想

為這個議題付出一份心力，植物的光合作用是一個耳熟能詳把二氧化碳從大氣圈移除的方

法，但是所有植物的光合作用轉換效率都這麼好嗎?受到不同波段照射，轉換效率有不同嗎?

還有什麼因素會影響植物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的效率是我們想探討的。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我們希望能找出能擁較最高二氧化碳轉換效率的植物，以及同樣的植物在不同瓦數下同色

光，同瓦數下不同色光對植物的轉換效率的影響。 

1.我們假設同一種植物，同瓦數同色光的情況下，葉子數量較多的會有更好的二氧化碳轉換

效率。 

2.我們推測同瓦數下，白光、藍光、紅光對於植物的光合作用效率，以紅光對光合作用有最

顯著的效果。 

3. 同樣葉片數、同樣色光，不同瓦數下，瓦數越高的會有越好的轉換效率。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探究方法：我們用二氧化碳濃度計，測量在密閉空間中，植物在十分鐘內可以使二氧化碳

濃度下降的多寡，來比較其移除二氧化碳的效率。並且設定三種不同的光線及瓦數測量。 

實驗步驟： 

1.採集植物，我們主要以校園常出現的植物作為測量對象，本次實驗以珊瑚木和蛋黃果為主。 

2.擦乾表面雨水、露水，將不同葉子數量（5、10、15 片）植株放入裝水的寶特瓶中 

3.將裝有植株的寶特瓶及二氧化碳檢測計放入密封箱中 

4.在每個密封箱旁放置不同瓦數（10、18、20瓦）、不同顏色燈光（紅光、藍光、普通光） 

5.確認箱子密封並開始紀錄每分鐘的二氧化碳數值、當下溫度和濕度（紀錄十分鐘）。 

6.將數據整理做成圖表進行分析，並探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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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1.不同波段的光線對光合作用的影響: 

我們使用一般日光燈之光源(簡稱為普光)，植物選用珊瑚木來進行驗；為測量光線的強弱對

於植物行光合作用的影響，以不同瓦數的光線，分別為 10W、18W、20W，並測量相同一

株植物在密閉空間內十分鐘的二氧化碳濃度變化量。 

實驗結果如下圖一，在 10W 和 18W的實驗中，二氧化碳隨時間呈現上升趨勢，10W的 10

分鐘上升量約為 3ppm，18W的十分鐘上升量約為 3ppm(而第一分鐘的數據我們推測是因為

剛放進去而誤差過大，故分析變化量時不採計該數據)；20W的二氧化碳變化量則呈下降趨

勢，10 分鐘總共下降 7ppm。 

而在溫度變化方面(圖二及三)，10W上升 0.2 度，18W下降 0.4 度，20W不變三者的溫度上

升量和下降量並不高，大部分時間三者的溫度都維持不變的狀況。 

濕度變化的部分，10W、18W和 20W 的濕度趨勢皆為隨時間增加而濕度增加。測量十分鐘

後，濕度皆上升 10%左右(濕度變化量約為 10%)。 

 

圖一: 一般日光燈(普光)，採用不同瓦數照射植物所測量之十分鐘內二氧化碳濃度變化 

 

             圖二:濕度變化                                 圖三:溫度變化 

1-2 紅光: 

我們使用波長為 620~750 nm的紅光來照射，二氧化碳濃度變化如圖四；10W、18W 和 20W

皆呈現下降趨勢，10W、18W 和 20W在十分鐘內分別下降 0ppm、1ppm、7ppm(18w、20w

因誤差過大皆扣除第一分鐘的數據)20w 的下降量最多，我們推測可能是因為瓦數越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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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能量越大，導致光合作用較為旺盛，所以二氧化碳濃度下降量大。溫度變化(圖五)：

10W、18W 和 20W溫度皆持續上升，變化量分別為 0.1、0.7、0.2；10W、20W溫度幾乎不

變。濕度變化如圖六；10W、18W 和 20W 的濕度皆呈現上升趨勢，有隨時間漸緩的現象，

10W上升 6%，18W上升 5.4%，20W上升 2.3%。濕度變化量 10W>18W>20W。 

 
圖四:採用不同瓦數之紅光照射植物所測量之十分鐘內二氧化碳濃度變化 

 
              圖五:濕度變化                            圖六:溫度變化 

1-3 藍光: 

我們使用波長為 400 ～500nm的藍光來照射，二氧化碳濃度變化如圖七：三組皆呈現下降

趨勢，且變化量皆在 6ppm左右，且在經過前兩分鐘後，18w 及 20w 的的二氧化碳濃度不

再劇烈下降，大部分時間都維持相同濃度，而 10w 則是在末兩分鐘才發生劇烈下降。 

溫度變化：10W溫度幾乎不變，18W 和 20W 皆上升 5 度左右，三者皆有持續上升現象。 

濕度變化：18W濕度幾乎不變，10W 和 20W 只有 5%以內的提升。 

 

圖七: 採用不同瓦數之藍光照射植物所測量之十分鐘內二氧化碳濃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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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八:濕度變化                               圖九:溫度變化 

由以上結果可以得出用 10W 和 18W 和 20W的燈源照射的珊瑚木彼此之間的二氧化碳下降

量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幾乎皆在正負 5 的區間，但我們可以從都呈現下降趨勢的紅光和藍

光兩組觀察到二氧化碳下降量是 10W<18W<20W，因此我們可以 20W 的燈源對於珊瑚木的

光合作用速率效果最佳。其中普光 10W的二氧化碳變化呈上升趨勢，且和紅光 10W的二氧

化碳趨勢並非持續下降的結果可以得出 10W燈源對於光合作用的穩定性較不佳，18W的普

光也呈現上升趨勢，只有 20W的光源在各種顏色的光照射下皆呈現下降趨勢，光源對於光

合作用速率穩定性：10W<18W<20W，因此我們可以推論 18W 和 20W的光源會是植物進行

光合作用時較好的選擇,10W燈源較不適合植物進行光合作用。 

2.不同波段的光對光合作用的影響: 

接下來比較瓦數相同但是波長不同的光對植物光合作用的影響，我們使用珊瑚木做十分鐘

的測量。首先，在 10W 的燈光，紅和藍光的效果皆不明顯，二氧化碳的下降量大約都在 5ppm

左右，而普光卻呈現上升的趨勢，溫度變化量也不太大，但都是呈現逐步上升，而濕度的

部份我們推測是隨著時間葉子進行的蒸散作用而提高，變化量大約落在 4~7%之間。 

 

圖十: 利用 10W，不同波長的光照射植物十分鐘的二氧化碳變化趨勢 

把燈光換為 18W； 隨著瓦數的提高，紅和藍光的效果有略為提升，不過依然在大概 5~10ppm

之間，但同樣的普光仍呈現上升的趨勢，總共上升了約 4ppm左右，溫度及濕度的變化量則

是與 10W時相差不大，但普光的溫度變化量卻是下降了大約 0.4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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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利用 18W，不同波長的光照射植物十分鐘的二氧化碳變化趨勢 

最後是 20W的實驗，此時的變化量大致與 18W 時相近，二氧化碳的下降量大約是 4~8ppm

之間，同時紅和藍光溫度都出現了幅度相當小的增加，平均約略為 0.2 度左右，而普光則同

樣出現了下降的趨勢，最低下降了 0.3 度，濕度的部分三組都出現了上升的趨勢。 

 
圖十二: 利用 20W，不同波長的光照射植物十分鐘的二氧化碳變化趨勢 

由以上結果可以得知各色光成效與一開始查詢到的資料有符合，該資料中有提及在人肉眼

可見的七色光中，紅光及藍光能帶來最好的光合作用效率，實驗結果顯示紅光和藍光照射

時的光合作用效率都優於使用普光照射時的效率，而從前一個實驗得出的結論可知 18W及

20W的光源更適合植物行光合作用，經過細微的比較後，紅光在這兩個瓦數下的轉換效率

又較藍光更好一些。 

3.比較葉子數量不同對光合作用的影響 

我們使用蛋黃果葉片做實驗，葉子數量分別為 5、10、15 片，並以 20w 的普光進行照射 

普光 20w。 

在葉子數量五片，以普光 20 瓦進行照射，可看出每分鐘二氧化碳濃度的平均下降量約為

0.4ppm。溫度的變化量，僅上升約 0.2 度，而濕度則是上升約 0.375%。在葉子數量十片，

以普光 20 瓦進行照射，可看出每分鐘二氧化碳濃度的平均下降量約為 1.1ppm(而第一分鐘

的數據我們推測是因為剛放進去而誤差過大，故分析變化量時不採計該數據)。溫度的變化

量，僅上升約 0.2 度，而濕度則是上升約 8% 在葉子數量十五片，以普光 20 瓦進行照射，

可看出每分鐘二氧化碳濃度的平均降量約為 1.6ppm(因誤差過大扣除第一分鐘)。溫度的變

化量，僅上升約 0.4 度，而濕度則是上升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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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採用同瓦數(20W)、同色光(普光、藍光)照射不同葉片數量(5、10、15 片)，並測量記錄十分鐘內二氧

化碳濃度變化 

 

另外以藍光 20w 實驗(如上圖十四)在葉子數量五片，可看出每分鐘二氧化碳濃度的平均下降

量 約為 0.3ppm。溫度的變化量，為 0 度，而濕度則是上升約 3%；葉子數量十片，每分鐘

二氧化碳濃度的平均下降量約為 0.5ppm。溫度的變化量，僅上升約 0.3 度，而濕度則是上

升約 5%；在葉子數量十五片，以藍光 20 瓦進行照射，可看出每分鐘二氧化碳濃度的平均

下降量約為 0.9ppm。溫度的變化量，僅上升約 0.4 度，而濕度則是上升約 7.5%。 

由以上結果我們可以看出不管是普光和藍光的照射下二氧化碳的下降量皆是 5 片<10 片<15

片，由此結果我們可以推論當葉片的數量越多植物光合作用所消耗的二氧化碳量越大的結

果。由以上各組的二氧化碳下降量，我們可以大略推論蛋黃果在 15 片以下時二氧化碳下降

量皆在 0～2ppm左右。 

 

生活應用: 

植物能夠移除大氣圈約 50%的二氧化碳，即使幾片葉子，在短時間內都可以使二氧化碳的

濃度下降，可以鼓勵大家在生活環境周邊種植小盆栽或植物造景，都對移除二氧化碳有非

常好的效果。 

若能延伸調查台灣常種植的行道樹，可以種植轉換效率較佳的物種。 

魚缸中的水草容易死亡，所以我們認為加設一個紅光的燈，促進光合作用的效率，能延長

水草的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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