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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內容綱要

食的化學
澱粉、醣類、蛋白質、胺基酸、脂肪
、酵素、維生素、食品添加物、酒精

衣的化學 天然纖維、人造纖維、染料、清潔劑



單元名稱 內容綱要

住的化學 建材、金屬、塑膠

行的化學與污染 石油介紹、汽油介紹



人造纖維
天然纖維



天然纖維
•一、基本概念：

天然纖維是在動物、植物和地質過程中形成的。根據來源，天然

纖維分為如下幾類。

植物纖維：由纖維素和木質素排列組成。出自棉、麻、亞麻、黃

麻、苧麻、劍麻等作物。用於造紙及織布。

木纖維：出自樹木，用於造紙。主要的使用形式有磨木紙漿、預

熱磨木漿、（未）漂白（亞）硫酸鹽紙漿等。



天然纖維

動物纖維：主要由蛋白質組成。如蛛絲、蠶絲、毛、

髮、肌腱、羊腸線等。

天然的礦物纖維，例如石棉，由非有機物質組成。

石棉是自然存在的礦物中唯一能形成長纖維結構的。

另有些礦物呈短的束狀結構，如矽灰石、綠坡縷石

和多水高嶺石。



人造纖維

•一、基本概念：

人造纖維，又稱化學纖維，是指經

加工過而製成的纖維，包括玻璃纖

維、尼龍等。可以由天然原料加工

而得，也可以通過化學方法合成。



•二、進階概念：

以物理力量把化學物質迫過小孔，

形成極幼的纖維條。

人造纖維是經過化學方法所製成的

纖維，通常可分為再生纖維、半合

成纖維和合成纖維。

人造纖維



再生纖維常見的有嫘縈，是將纖維素經過化學藥品處理成

液體後，再經過紡嘴壓抽成絲；醋酸纖維是將纖維素以乙

酸處理，生成再生纖維，其具有蠶絲一般光澤，及很好的

吸水性，在稀酸稀鹼溶液中安定，易於染色、洗濯、漂白，

但較不易傳熱，耐張力較低，因此市售之衣類，以再生纖

維與棉或合成纖維混合紡織，以彌補其缺點。

人造纖維



•三、用途：

現今織物等物品大多以人造纖

維為主，如衣服、絲襪、胸罩

等。

另外可供日常生活用品使用，

如塑膠袋、降落傘等。

人造纖維



染料



染料

•一、基本概念：

1.染料是有顏色的物質。但有顏色的物質並不一定是染料。

2.作為染料，必須能夠使一定顏色附著在纖維上。且不易脫落、

變色。

3.染料通常溶於水中，一部份的染料需要媒染劑使染料能黏著

於纖維上。



•二、染料種類：

1.礦物型染料-五顏六色的礦石很容易從大自然中取得，故

為人類最早應用的色料。利用各種礦物染色的方法稱石染

或礦物染。

2.植物型染料-從花朵、塊莖及果皮等採取汁液進行染色。

3.動物型染料-從蟲膠、胭脂蟲等提取色素作為染料。

染料



4.合成染料-主要從煤焦油分餾出來（或石油加工）經化學加工而

成，習稱“煤焦油染料”。又因合成染料在發展初期主要以苯胺

為原料，故有時稱“苯胺染料”。

右圖 :植物染料左圖 :胭脂蟲

染料



清潔劑



清潔劑

•一、基本概念：

清潔劑是具有清潔功能的化學品，可以是純物質，也可是混合物。



•二、基本組成：

清潔劑基本上都為水溶液。除此之外，組分還有：

1.表面活性劑

-能使目標溶液表面張力顯著下降的物質，可降低兩種液體

或液體-固體間的表面張力。表面活性劑一般為具有親水與

疏水基團的有機兩性分子，可溶於有機溶液和水溶液。

清潔劑



2.調節PH的物質

-加入酸除鏽或腐蝕有機分子，或加入鹼增加洗滌效果

3.硬水軟化劑

-由於肥皂或清潔劑分子帶有一個鈉離子，遇到硬水中的鈣、鎂離子時，

會拋棄本身的鈉離子而與鈣、鎂離子結合，造成新的分子沒有清潔作

用，轉而累積變成水垢，因此需要更多的肥皂或清潔劑才能達到清

潔效果。

清潔劑



4.氧化劑

-用於漂白、消毒和分解有機物質

5.酶

-分解污漬中的蛋白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或改變纖維手感。

6.發泡劑

-產生泡沫或去除泡沫

清潔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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