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元名稱 教學活動 教學時間 教學資源 評量 

掬一泓清

泉-水質檢

測 

一、教學準備 

教師： 

1.報名參加世界水質檢測研習。 

2.探勘檢測路線。 

學生： 

1. 上網搜尋世界水質監測網站。 

二、引起動機 

1. 向學生介紹世界水質監測活動的意義：

「世界水質監測日」（World Water Monitoring 

Day）是一個全球性關懷水環境品質的活動！

由國際水協會、美國清水基金會及美國環保

署共同在2003年發起，並選定每年的9月18日

為世界水質監測日，藉由邀請各國民眾全球

同步檢測環境水質之方式，來關心地球水環

境的品質，並共同為保護地球水資源而努力。

三、發展活動 

講解現場採取水樣的方式，在社區河川採取

水樣。 

1.採樣容器︰ 

現場採取水樣時，使用檢測包所提供之白色

廣口瓶(如圖一) 

圖一 

或亦可自備水桶(如圖二) 
圖二 

每個水樣在採集後應儘速分析，最好在一小

時之內完成分析。 

 

2.採樣步驟 

(1)請戴上保護手套、護目鏡(如圖三)。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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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開樣品採集容器上蓋，先用要採集的水

清洗採樣容器2 至3 次（如圖四）。 

圖四 

 (3)手持採樣容器底部，容器開口朝下，將採

樣容器倒置於水面下。 

 (4)讓水流持續進入採樣容器約30 秒，並且

在容器仍在水面下時，蓋上已裝滿水的採樣

容器蓋，迅速將採樣容器移出水面。 

 

3.測量溫度： 

溫度測量操作步驟：將溫度計放置於在水面

下10cm 處維持約1 分鐘後；由水中取出溫度

計讀取溫度，並且以攝氏為單位記錄測得數

值。（如圖五） 

圖五 

4.溶氧（DO） 

(a)接續前項水溫測量；將本檢測包所附圓形

玻璃小試管完全浸入已採取水樣容器中，再

小心地將試管從水樣中取出，並保持水樣滿

至試管的頂端。 

(b)在小試管中放入2 顆溶氧測試錠TesTabs

（標示有DO字樣）。當藥片加入後，水樣將

會溢出試管；隨即旋緊試管蓋，此時會有更

多的水溢出，請確定試管中無氣泡殘留。（如

圖六） 

圖六 

(c)反覆上下搖晃直到藥片完全溶解為止，此

步驟約需4分鐘時間。（如圖七）

 

 

 

 

 

 

 

 

 

 

 

 

 

 

 

 

 

 

 

 

 

 

 

 

 

 

 

 

 

 

 

 

 

 

 

 

 

 

 

 

 

 

 

 

 

 

 

 

 

 

 

 

 

 

 

 

 

 

 

 

 

 

 

 

 

 

 

 

 

 

 

 

 

 

 

 

 

 

 

 

 

 

 

 

 

 

 

 

 

 

 

 

 

 

 

 

 

 

 

 

 

 

 

 

 

 

 

 

 

 

 

 

 

 



圖七 

(d) 利用溶氧色卡比對水樣的顏色，並以ppm 

為單位記錄所得之溶氧值。（如圖八） 

圖八 

5.酸鹼值（pH 值） 

(a)將本檢測包隨附10ml 的試管裝滿水樣；放

入一顆pH檢測試錠Wide Range TesTab（包裝

紙上標示有pH字樣。（如圖九）（如圖十）

圖九 

圖十 

(b)扭緊試管上的蓋子，反覆地上下搖晃直到

藥片溶解為止。 

 (c)比對水樣與pH 色卡上的顏色，讀取水樣

pH值並記錄。（如圖十一） 

圖十一 

 

 

 

 

 

 

 

 

 

 

 

 

 

 

 

 

 

 

 

 

 

 

 

 

 

 

 

 

 

 

 

 

 

 

 

 

 

 

 

 

 

 

 

 

 

 

 

 

 

 

 

 

 

 

 

 

 

 

 

 

 

 

 

 

 

 

 

 

 

 

 

 

 

 

 

 

 

 

 

 

 

 

 

 

 

 

 

 

 

 

 

 

 

 

 

 

 

 

 

 

 

 

 

 

 

 

 

 

 

 

 

 

 

 



6.濁度（turbitity） 

(a)將本檢測包的廣口包裝容器當作濁度檢測

專用的盛水容器。在使用前在廣口瓶內之底

部貼上有沙奇盤（Secchi disk）圖示的標籤。

撕開沙奇盤（Secchi disk）標籤貼紙，將標籤

黏貼白色大廣口瓶內的底部，注意黏貼位置

需稍微偏離中心點。（如圖十二）

圖十二 

(b)將水樣注入廣口容器中，直至注入水量之

高度與外側標示的水位線等高。 

(c)將濁度色卡置於瓶口邊緣，朝廣口瓶底部

觀察。比較瓶底沙奇盤（Secchidisk）標籤與

色卡後，將水樣濁度以JTU 為單位記錄。 

 

四、綜合活動 

1. 透過實際檢測了解社區河川污染指標。 

(a) 溫度的變化將影響水中溶氧值，水生植物

的光合作用或者是微生物對於毒性廢棄物、

寄生蟲、病害等的敏感性。熱污染，一般是

指工廠排放的高溫廢水造成，不但造成水體

溫度的改變並將對水生系統的平衡造成威

脅。 

(b)溶氧（DO）對於判斷水體生態系統的健康

狀況是一個相當重要的參數，因為所有的水

生動物都需氧氣才能生存。一般在自然水體

中，若溶氧值高，則水質較為良好並有助於

維持水中微生物的多樣性。自然或人為所造

成的改變，將會對溶氧值有相當大的變動；

當下水道污水中含有數量龐大的細菌或大量

腐爛植物的污水，都將降低水體的溶氧值，

因而也會對動植物的繁殖造成影響。 

（c）pH 值試驗即為量測水質呈酸性或鹼性

的程度。pH 值的範圍從0（非常酸）~14（非

常鹼），7 則為中性，而一般自然水體的pH 
值通常介於6.5～8.2 之間。。pH 會受到工

業廢水、農業用水及礦業不當排放的廢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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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與分享

 

 

 

 

 

 

 

 

 

 

 

 



響而改變。 

（d）濁度試驗則是測量水質的相對清澈程

度。水質混濁的主要原因與懸浮物和膠體物

質如泥土、泥沙、有機及無機物質等有關。

（e）依照水生昆蟲及魚類種類出現情況，判

別水質污染程度如下：  

水生昆蟲 

未受污染 澤蟹、扁蜉蝣、長鬚石蠶、石蠅 

輕度污染 蜻蛉、扁泥蟲、蛇蜻蛉、縞石蠶、雙

尾小蜉蝣 

普通污染 水蛭、翻轉螺、水蟲 

嚴重污染 紅蟲、蟺蚓類、管尾蟲 

魚類指標 

未受污染 鯝魚 

輕度污染 石魚賓、台灣纓口鰍 

普通污染 平頜鱲、粗首鱲（溪哥魚種） 

中度污染 烏魚、花身雞魚、環球海魚祭、鯉魚、

鯽魚 

嚴重污染 大眼海鰱、吳郭魚、泰國鱧魚、大鱗

鯔、琵琶鼠 

註：需注意的是，看到吳郭魚並不代表該水域屬

嚴重污染的水域，因為吳部魚也可能出 

現在乾淨或輕度污染水域。 

        2. 分享此次活動心得。 

 

 

 

 

 

 

 

 

 

 

 

 

 

台灣河川水

質生物指標

圖卡 

 

 

 

 

 

教學省思 

1. 學生參與度高。 

2. 檢測後數據所呈現的意義是另一個教學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