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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體與營養 

3-1 食物中的養分與能量 

 活動 3-1 食物中澱粉與糖的測定 

3-2 酵素 

 活動 3-2 酵素的作用 

3-3 植物如何製造養分 

 活動 3-3 探討日光對光合作用的影響 

3-4 動物如何獲得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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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暗夜中，花貓縱身而起，老鼠倉皇逃

命，這是一場生與死的決鬥。透過攝食

的行為，貓兒可獲得維持生存的養分，

而地上的小草又該如何獲取養分呢？本

章將帶領你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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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的養分與能量 
 

  魯夫的海賊船在海上航行，由於已經很久無法靠岸補充食物，大夥只能用

罐頭食品充饑。某天早上，索隆的牙齦開始流血不止、關節僵硬，而且全身疼

痛，經過船醫喬巴的診斷，確認索隆罹患了壞血症。喬巴要求索隆吃橘子，一

段時間後，索隆就恢復了健康。你知道為什麼水手容易罹患壞血症嗎？為什麼

吃柑橘類的水果可以幫助水手恢復健康呢？ 

 

 

  食物中含有多種養分，各有不同的功能，其中可

以供給生物體能量的有醣類、蛋白質和脂質。這些養

分在細胞內經過分解作用會產生可利用的能量
■1
，提

供生物體生長、運動等，甚至在睡眠也需要能量來維

持生命現象。1公克的醣類或蛋白質可產生4大卡的能

量，1公克的脂質則可產生9大卡的能量。 

  醣類又稱為碳水化合物，包括糖、澱粉和纖維素

等，我們平日所吃的米、麵和甘藷等食物都含有豐富

的澱粉，蔬菜水果中含有豐富的纖維素，可以促進腸

胃的蠕動；魚、肉、蛋、奶、豆類是富含蛋白質的食

物；沙拉油和豬油則是常見的脂質（圖3-1）。 

  除了醣類、蛋白質和脂質外，食物中的水、礦物

質和維生素雖然不能提供熱量，但對正常生命機能的

維持相當重要。水是維持生命所必需的物質，約占人

體重量的70％。水同時也是最佳的溶劑，使生物體內

的物質溶解而容易被運輸，此外，生物體的代謝作用

也必須在水溶液狀態下進行。 

 

■1  食物的熱量 

為了了解食物中含有多

少能量，科學家常測量

食物燃燒時所放出的熱

量，來判斷食物所含能

量的多寡。卡是能量的

單位，1卡是使1克水在

1大氣壓下，度升高攝

氏1度所需的熱量。1大

卡等於1000卡，也就是

1仟卡。 

 

←圖3-1 各種營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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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礦物質中的鈣質是構成骨骼和牙齒的重要成分，

而鐵質若攝取不足，則可能會造成貧血症。維生素A

可以預防夜盲症；維生素D和鈣質的吸收有關，有助

於預防骨質疏鬆症；飲食若長期缺乏維生素C，容易 

引起壞血症
■2
。由於人體無法自行合成多數的維生素

和礦物質，必須由食物中獲取，所以日常的飲食應該

均衡攝取各類養分，以維護身體的健康 P76。 

 

 

 食物中能量的測定 

  利用燃燒法測量一粒花生米所含的能量。如以下步驟，待花生米完全燃燒後，

測量並記錄水溫，以計算花生米燃燒釋放出來的能量。假如50 g的水，溫度升高攝

氏40度，那麼這一粒花生米釋放出來的能量大約是50×40＝2000 (卡)，也就是2大卡

的能量。 

 

 

 

 

 

 

 

 

 

 問題與討論 
 

1.本活動所測得的花生米能量，會較花生米真正的能量高還是低呢？ 

2.採取哪些措施，可以減少實驗的誤差？ 

3.如果改測蠶豆所含的能量，發現一顆蠶豆燃燒時釋放的能量，可以使100 g 

 的清水從21 ℃升高至60 ℃，試估計這一顆蠶豆含有多少能量？ 

 

■2  壞血症與維生素Ｃ 

維生素C存在於新鮮蔬

菜和水果中，若缺乏會

導致壞血症，出現貧血

，牙齦及皮下組織、甚

至肌肉嚴重出血的現象

。由於壞血症是後天營

養不良所造成的，只要

適當補充維生素C，即

可迅速治癒。 

 

●A 在空鐵罐的底部

鑿一個圓孔，上

部剪一個開口，

用試管夾固定錐

形瓶。 

●B 倒入50 g清水於錐

形瓶內，並以度

計測量燃燒前的

水溫。（50 mL的

水質量即為50 g） 

 

 

●C 倒入50 g清水於錐

形瓶內，並以度

計測量燃燒前的

水溫。（50 mL的

水質量即為50 g） 

 

 

●D 待花生米完全燃

燒完畢，測量燃

燒後的水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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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醣類包含很

多種類，本

活動學習測

定澱粉與葡

萄糖的簡易

方法，並進 

     一步測定食物中是否含有澱粉與糖。  

 原理說明 
1.碘液是黃褐色試劑，遇澱粉會呈現藍黑色的反應。 

2.本氏液是淺藍色試劑，加入葡萄糖並加熱，會依葡 

 萄糖濃度和作用時間長短出現綠黃橙紅等顏色變化。 

 

 步驟 
 

一、澱粉的測定 

●1  

 

 

將載玻片放在白紙上，左邊滴上一滴水，右

邊則滴澱粉液。 

●2  

再各滴入一滴碘液，觀察並記錄顏色變化。 

二、葡萄糖的測定 

●1  
 

 

 

 

取兩支試管標示A、B，在A試管中加入3 mL 

葡萄糖液，B試管中加入3 mL水。 

●2     

1. 將兩試管再各加入2 mL本氏液，輕搖試

管，使試管中的液體混合均勻。 

2. 記錄試管內的溶液顏色。 

3-1 食物中澱粉與糖的測定 

□刮勺 2 支 □三腳架 1 個 □滴管 3 支 

□酒精燈 1 盞 □試管 4 支 □陶瓷纖維網 1 個 

□載玻片 2 片 □香蕉和蘋果適量 □培養皿 2 個 

□澱粉液（1 ％）適量 □研缽及杵 1 組 □葡萄糖液（1 ％）適量 

□量筒（10 mL）1 個 □本氏液和碘液適量 □燒杯（250 mL）1 個 

器材（以組為單位） 

    葡萄糖含量 

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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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將兩試管放入裝有半杯溫水（或熱水）的燒

杯中，進行隔水加熱。 

2. 觀察試管內溶液的顏色變化（直到顏色不再

變化為止），並加以記錄。 

 

三、食物中澱粉和糖的測定 

●1  
 

 

 

將香蕉和蘋果切片，放在培養皿內，分別滴

入少許碘液，觀察並記錄顏色變化。 

●2  

 

取適量的香蕉泥放入C試管中，適量的蘋果泥

放入D試管中，各加入2  mL本氏液後，混合

均勻。放入燒杯中隔水加熱，觀察並記錄顏

色變化。 

 

 

 問題與討論 
 

1. 食物中若含有澱粉，滴入碘液後，顏色有何變化？ 

2. 測定澱粉時，在澱粉液的左側滴一滴清水並滴入碘液，此設計在本活動中有什麼 

功能？ 

3. 食物中若含有葡萄糖，加入本氏液並隔水加熱後，顏色會如何改變？ 

4. 根據本活動的結果判斷，你所檢測的食物中含有哪些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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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素 
 

  魯夫的海賊船在無風帶滯留了許多天，眾人已經飢腸轆轆又愁眉苦臉，而

船上的食物卻只剩下兩顆青木瓜和很硬又帶筋的牛肉。香吉士說：「包在我身

上。」很快的，牛排上桌了，大夥嚐了第一口之後驚呼：「怎麼可能？好嫩的

牛排!」香吉士說：「沒什麼，我只是用青木瓜醃牛肉而已啊！」你知道香吉

士利用青木瓜使牛肉變軟的祕密嗎？ 

 

 

  如果將白米飯放在口中咀嚼一段時間會變甜，變

甜的原因是唾液中的某種成分促進澱粉轉變為糖，科

學家將這一類能協助特定物質轉變成其他物質的成分

，稱為酵素（又稱為酶），而能被酵素作用的物質稱

為受質
■3
。 

  酵素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質，可以改變生物體內的

化學反應速率，具有催化劑的功能，可重複使用。酵

素促進的反應中，有些將較大的分子轉變成較小的分

子，稱為分解作用（圖3-2  A）；有些將小分子結合

成較大的分子，稱為合成作用（圖3-2  B）。生物體

內物質的分解和合成，合稱為代謝作用，而代謝作用

的進行都需要酵素的參與。 

     

 

■3  受質 

每一種酵素皆有特定的

結構，唯有能夠和該酵

素特定結構結合的物質

才能被作用，因此酵素

和受質之間有高度的專

一性。 

酵素的名稱通常以受質

來命名，例如：以纖維

素為受質的酵素稱為纖

維素酶。 

 

↑圖3-2 酵素的作用 

 

●A 分解作用 

 

 

●B 合成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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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酵素的作用具有專一性，每一種酵素只能和特定

的受質結合，例如：人體唾液中的澱粉酉每能加速澱粉

的分解反應，但不能加速纖維素的分解（圖3-3）。 

  酵素的活性會受到許多因素影響，例如：溫度及

酸鹼值等。在適當的溫度範圍內，酵素的活性隨溫度

升高而增加，但是若溫度過高，酵素的活性隨即降低

，甚至永久失去活性（圖3-4 A）；相反地，若將酵

素置於冷凍環境中，酵素活性會降低，但若回溫，酵

素的活性也可以回復。此外，酵素的活性也受到酸鹼

值的影響，例如：胃液中的消化酵素在酸性環境中活

性較佳，而小腸內的消化酵素則適合在鹼性的環境中

作用；當環境的酸鹼值超過酵素能忍受的範圍時，便

會改變酵素的結構和功能，導致活性降低或消失（圖

3-4 B）。 

 

 

 

 

   

 

1. 牛羊吃纖維素可以獲得生存所需的養分，為何人類無法

直接消化纖維素來獲得養分呢？ 

2. 我們常利用冰箱的冷藏室或是冷凍庫來保存食物，為什

麼食物放在冰箱中比較不容易腐敗呢？ 

↑圖3-3 酵素的作用

具有專一性 

↑圖3-4 影響酵素活性的因素 

 

●B 圖中的三條曲線分別代表三種不同

酵素活性受酸鹼值影響的情況 

 

 

●A 溫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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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藉由本氏液的顏色變化，

了解唾液中澱粉酶的作用

，並探討溫度對澱粉酶活

性的影響。 

  

 

 

 建議 
 老師可以指導同學選擇一個操作變因（度、酵素的有無、煮沸與否），從 A、B、

C、D 試管中挑選出合適的試管，作為實驗組和對照組進行實驗。若實驗時間很充

裕，則可考慮四組一起操作。 

試管 唾液 澱粉液 清水 作用環境 

A 2 mL 2 mL 0 0～4 ℃冰塊水 

B 2 mL 2 mL 0 37 ℃溫水 

C 2 mL 2 mL 0 
先100 ℃煮沸唾液之後，加入澱粉液，在37 ℃ 

溫水中作用 

D 0 2 mL 2 mL 37 ℃溫水 

 

 步驟 
 

●1  

 

取四支試管標示A、B、C、D。 

●2  

在A、B、C三試管中分別加入2 mL唾液，D

試管中加入2 mL清水，C試管放入熱水中煮

沸10分鐘。四試管中分別加入2 mL澱粉液

後，混合均勻。 

3-2 酵素的作用 

□試管 4 支 □陶瓷纖維網 1 個 

□試管夾 1 支 □保麗龍盒 2 個 

□溫度計 2 支 □燒杯（500 mL）1 個 

□有刻度的滴管 2 支 □澱粉液（1 ％）適量 

□酒精燈 1 盞 □本氏液適量 

□三腳架 1 個 □冰塊適量 

器材（以組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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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A試管放在裝有0～4 ℃冰塊水的保麗龍盒

中，B、C、D試管放在裝有37 ℃溫水的保麗

龍盒中，作用25分鐘。 

●註  需注意水的變化，水過低時須添加 

  熱水。 

●4  

將A、B、C、D四試管各加入2 mL本氏液，

輕搖試管，使液體混合均勻。 

●5  

●註活動結束後，將各試管中的液體和未使用完的本氏液置入回收容器中，不可任意傾倒。 

 

 

 問題與討論 
 

1. 本活動將B、C、D三試管放入溫水中作用的目的為何？  

2. 依據B、D兩試管的顏色變化，可知唾液對澱粉產生什麼影響？ 

3. 比較A、B兩試管的顏色變化，可以得到何種推論？ 

4. 比較B、C兩試管的顏色變化，可以得到何種推論？ 

5. 本活動設置D試管的目的為何？ 

1. 放入裝有半杯溫水（或熱水）的燒杯中，

進行隔水加熱。 

2. 觀察並記錄試管內溶液的顏色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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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如何製造養分 
 

  娜美種了許多橘子樹苗，一段時間後， 
橘子樹成長茁壯並結實纍纍。這段時間，魯 

夫很仔細地觀察橘子樹的變化，發現娜美只 

是給小樹苗澆水，樹苗就逐漸長大，而盆栽中的土壤並沒有減少，魯夫好奇的

問：「橘子樹為什麼可以自己長大啊？」請你試著為魯夫解答吧！ 

 

 

  就像我們小學曾觀察過的小豆苗，橘子小樹苗雖

然不能表現出攝食行為，仍可合成生長所需的養分。

在植物體內，具有葉綠體的細胞都可以進行光合作用

，其中，葉是植物進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現在讓

我們來認識葉的構造吧！ 

 

↓圖3-5 山茶花葉片的橫切面示意圖 

 

●A 複式顯微鏡下

的葉片橫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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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葉的構造 

  葉的上、下表皮是由扁平、透明且排列整齊的表

皮細胞組成。由於排列緊密，表皮細胞能保護植物體

免於外界病原體的感染；而表皮細胞外覆蓋的角質層，則

可以防止水分散失。表皮細胞間散布著許多成對的保

衛細胞，每一對保衛細胞間形成的空隙，稱為氣孔，是氣

體進出葉的門戶。 

  葉內部的輸導組織稱為葉脈，能運輸水分和養分。在上

、下表皮之間的葉肉組織，具有葉綠體，是葉進行光合

作用的主要場所（圖3-5）。 

●B 複式顯微鏡下

的葉肉組織 
 

●C 葉內部構造的立體示意圖 

 

 

●D 保衛細胞與氣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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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光合作用 

  綠色植物吸收太陽能，將來自根部吸收的水分和

由氣孔進入的二氧化碳，經過一連串的反應，轉換成

氧氣、葡萄糖和水，此過程稱為光合作用。 

  當陽光照射綠色植物，葉綠體中的葉綠素吸收太

陽能，將水分解，產生氧氣並釋放到大氣中。這是光

合作用的第一階段，稱為光反應。 

  在第二階段，葉綠體中的多種酵素，利用光反應

產生的能量，將二氧化碳轉換成葡萄糖和水，此階段

被稱為暗反應（又稱為碳反應
■3
）。 

 

  透過光合作用，植物可將太陽能轉換存於葡萄糖

。葡萄糖除了供植物生長所需，也可以轉變成澱粉、

蛋白質或脂質等養分儲存。動物透過攝食的行為，也

獲得了光合作用產生的養分，等於是間接利用了太陽

能。此外，光合作用可釋出氧氣並利用二氧化碳，所以

兼具有調節空氣成分的功能（圖3-6）。P77 

 

■4  碳反應 

光合作用的第二階段可

以將二氧化碳固定合成

醣類，所以又稱為「碳

反應」。 

 

光合作用的總反應式 

水＋二氧化碳 ———→ 氧氣＋葡萄糖＋水 

 

光 

葉綠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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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夫在學習光合作用單元之後，參考光合 

作用的反應式，用圖像整理重要概念，你認為 

圖中A、B、C、D、E分別代表什麼物質呢？ 

你的判斷依據是什麼？ 

（提示：D、E是進行光合作用的原料；A、B、 

D皆可由氣孔進出；A、E是相同的物質。） 

↑圖3-6 葉綠體中光合作用進行的主要過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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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證明植物進行光合作用產

生的養分能以澱粉的形式

儲存，而光照是光合作用

的必要條件。 

  

 

 

 

 建議 1. 植物的葉片可選擇日日春、鬼針草、天竺葵、甘藷葉或繁星花。 

    2. 請勿選擇：○1 太軟或太薄的葉片，以免撕下貼紙時，造成葉片的破損； 

          ○2 過大的葉片不易操作； 

          ○3 太厚的葉片，因為角質層太厚，不易軟化。 

 步驟 
 

●1  
 

 

 

 

 

 

進行活動前一週左右，在植株上選擇

一片葉片，用不透光數字貼紙貼在上

表皮。 

●註或用長條鋁箔包住葉片的中間一段

，並以迴紋針固定。 

●2  
 

 

 

 

 

1.  活動時，將處理過的葉片摘下，除去上面的貼紙

（或鋁箔紙），放入裝有約半杯熱水的燒杯內 

加熱。 

2.  數分鐘後，用鑷子取出已軟化的葉片，改放入裝

有適量酒精的100 mL燒杯中。 

3-3 探討日光對光合作用的影響 

□燒杯（100 mL）1 個 □燒杯（250 mL）1 個 

□培養皿 1 個 □鑷子 1 支 

□滴管 1 支 □酒精（95 ％）約 40 mL 

□碘液適量 □酒精燈 1 盞 

□陶瓷纖維網 1 個 □三腳架 1 個 

□植物葉子（在植株上）1 片 

□迴紋針（使用鋁箔時才用）2 支 

□不透光數字貼紙（或長條鋁箔）1 張 

器材（以組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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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把100 mL燒杯放入250 mL燒杯內，隔水

加熱。加熱過程中，觀察並記錄酒精及葉片

的顏色變化。 

●4  

 

待葉片顏色褪去變淡，熄滅酒精燈，把小燒

杯由大燒杯取出，再以鑷子將葉片夾出，改

放到大燒杯內的熱水漂洗。 

△! 要記得先熄滅酒精燈，以免發生危險。取

出小燒杯時要多加小心，避免燙傷。 

●5        

用鑷子從大燒杯內取出葉片，平放在培養皿

中，以滴管吸取碘液，滴在葉片上，檢驗是

否有澱粉反應。 

●6  
 

 
 

 

觀察並記錄葉片的顏色變化情形。 

●註此圖以鬼針草為例。 

 

 問題與討論 
 

1. 用不透光貼紙（或鋁箔）貼在葉片上的目的為何？ 

2. 將葉片放在酒精中隔水加熱，此步驟中酒精有何功能？為什麼要隔水加熱呢？ 

3. 根據碘液檢驗的結果，葉片何處變色？請解釋活動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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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如何獲得養分 
 

  魯夫等人造訪著名的海上餐廳，名廚香吉士端出許多拿手料理，但魯夫只

是拚命地吃豬腳、啃雞腿，無視其他蔬菜料理的存在。連續吃了幾天之後，魯

夫的肚子脹痛難耐，有便祕的現象，你認為可能是什麼原因造成的？你會如何

幫助魯夫解決肚子痛的問題呢？ 

 

 

■1  攝食構造與消化構造的多樣性 

  綠色植物可以利用光合作用自行製造葡萄糖， 

動物則透過攝食的方式獲得生存所需的大部分養分。 

自然界中的食物種類很多，不同動物取得食物的攝食 

構造也具有多樣性：變色龍用舌頭捕食（圖3-7）； 

蝴蝶利用管狀的口器吸食花蜜（圖3-8）；水螅用觸

手捕食。 

 

↑圖3-7 變色龍用

舌頭捕食 

↑圖3-8 蝴蝶利用 

管狀的口器吸食花蜜 

 

↓圖3-9 動物的牙齒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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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獅和豹等肉食性動物有發達的犬齒，以利攻擊獵

物與撕裂食物；牛和斑馬等草食性動物有發達的臼齒

，可以磨碎食物；雜食性的動物如人類，則是門齒、

犬齒和臼齒均衡發展（圖3-9）。 

  除了攝食構造有多樣性，動物的消化構造隨著種

類的不同也有多樣性
■5
。水螅和海葵具有比較簡單的

囊狀消化腔，牠們利用觸手捕食，將食物由口送入囊

狀的消化腔中消化吸收，最後食物的殘渣仍由此開口

排出（圖3-10  A）。大多數的動物和人類一樣具有管

狀消化系統，食物由口進入消化管，經過消化吸收後

，殘渣由肛門排出（圖3-10 B）。 

 

■5  單細胞生物的消化

構造 

單細胞的小生物，例如

：草履蟲、變形蟲等，

並無特殊的消化構造，

牠們將食物吞入細胞內

，形成食泡，利用酵素

將食泡內的食物分解後

再吸收。 

 

↑ 變形蟲吞噬食物 

 

●A 水螅利用觸手捕食小動物

後，放入囊狀消化腔 

 

 

●B 貓攝食後食物會進入其管狀消

化系統，進行消化與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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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化作用 

  動物所攝取的養分大多是較大的分子，不能直接

通過細胞膜，必須先轉變成較小的分子，才能被細胞

吸收。其中，澱粉被分解成葡萄糖，蛋白質被分解成

胺基酸，脂質被分解成脂肪酸和甘油等較小的分子，

才能被細胞吸收和利用。這種將大分子養分轉變成較

小分子養分而加以吸收的過程，稱為消化作用，多數

由消化系統負責。人體的消化系統包括消化管和消化

腺兩部分（圖3-14）。 

  人體的消化管包括口腔、咽、食道、胃、小腸、

大腸和肛門。消化管具有肌肉，可蠕動以協助食物消

化
■6
。消化腺包括唾腺、胃腺、腸腺、胰臟和肝臟。

消化腺會分泌消化液，消化液中大多含有酵素，注入

消化管後可以加速食物的分解。 

  口腔內的牙齒可以咀嚼食物，唾腺會分泌唾液，

舌頭攪拌可以幫助食物和唾液混合，溼潤以利吞嚥。

唾液中的酵素則能促進澱粉的初步分解。 

  咽可以控制食物進入食道，再藉由食道壁的蠕動

將食物推送進入胃中。 

 

■6  食道的蠕動 

當食團進入食道後，食

道上端受到食團進入的

刺激，食道壁自食團後

方開始收縮，呈現一張

一縮的連續波動，將食

團逐步推擠到胃（如下

圖）。 

 

 

 

 

 

↑ 經由食道的蠕動將

食團推擠到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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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呈囊狀，可以暫時儲存食物。胃壁中的胃腺可

以分泌胃液。胃液中含有鹽酸及酵素，其中鹽酸呈強

酸性，具有殺菌功能，並可促進胃液中的酵素初步分

解蛋白質。P77 

  食物通過胃之後，藉由消化管壁的蠕動被推送進

入小腸。小腸很長，盤曲在腹腔中，不但是分解食物

的主要部位，更是吸收養分和水分的主要場所。當小

腸內有食物時，肝臟分泌的膽汁和胰臟分泌的胰液都 

會經由導管注入小腸中，協助食物的消化（圖 

3-11）。膽汁
■7
雖然不含酵素，但可以乳化脂質，提

高脂肪被分解的效率。胰液中含有多種酵素，有助於 

醣類、蛋白質和脂質的分解。小腸壁中的腸腺會分泌

腸液，腸液中的酵素主要和消化醣類、蛋白質有關。 

  小腸的內壁具有很多皺褶，皺褶上還有許多指狀

小突起，稱為絨毛，可增加吸收的表面積。小分子養

分和大部分水分由小腸絨毛細胞吸收，再由適當的途

徑將養分帶至全身，供給細胞利用（圖3-12、3-13）。 

↑圖3-11 膽汁和胰液

都經由導管注入小腸 

 

 

■7  膽汁的功能 

膽汁由肝臟分泌，被儲

存在膽囊中。膽汁雖然

不含消化酵素，但卻能

將油脂變成顆粒狀懸浮

的小油滴（乳化），可

增進脂質被脂肪酶分解

的效率。 

 

↑圖3-13 小腸組織(已染色) 

 

 

↑圖3-12 小腸內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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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在小腸中未被 

消化吸收的食物殘渣和剩 

餘的水分，進入大腸
■8
。 

大腸比小腸粗短，可繼續 

吸收水分，而食物殘渣、 

大腸壁細胞、腸內細菌和 

剩餘的水分混合形成糞 

便，由肛門排出體外，稱 

為排遺（圖3-14）。 

 

 

 

 

 

 

 

 

 

 

 

 

 

 

 

 

 

  當飲食不潔引起腹瀉時，為什

麼排出的糞便不是平日的條狀，而

是水狀或粥狀？ 

→圖3-14 人類的消化系統示意圖 

 

 

■8  闌尾炎 

盲腸位於右下腹部大腸

的起始端，是一個封閉

的囊袋，其下的指狀突

起即稱為闌尾。當闌尾

發炎時，會造成腹部疼

痛，俗稱盲腸炎。此種

發炎在闌尾破損時，細

菌可由破損區進入腹腔

，引起有致命危險的感

染，故通常以外科手術

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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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一) 

) 

 

■ 別當「紙片人」一 認識厭食症  課本P57  

    2006年11月15日，年方22歲的巴西知名模特兒安娜‧卡羅琳娜‧雷斯

頓（Ana Carolina Reston, 1984-2006）因為長期過度節食罹患厭食症，併發腎

衰竭，最後因多重器官感染而死亡，臨死前，身高174公分的安娜，體重僅40

公斤，BMI值為13.2。2007年1月英國又有一名過瘦的模特兒查莉‧湯姆金森

（Charlie Tomkinson），15歲就罹患厭食症，為了控制體重，每天只吃半個蘋

果，20歲時，180公分高的查莉，瘦到只剩下38公斤，嚴重骨質疏鬆，骨骼空

洞仿如90歲老婦人，注定一輩子都得依賴輪椅才能行動。為了反制這股歪風，

許多國家相繼禁止BMI過低的紙片人走秀。究竟是什麼原因，會使人抗拒食物

，甚至活活把自己餓死呢？ 

  厭食症（anorexia nervosa）常被認為是西方社會強調「瘦才是美」的文化

症候群，患者的特徵是對身體形象和體重的過度關切，用許多方法來控制體重

，隨著體重減輕，會造成身體機能改變或不良合併症出現，例如電解質不平衡

、貧血、無月經、蒼白虛弱、便祕、低血壓、心跳過慢，甚至骨質疏 

             鬆等等，嚴重可能致死。所以，同學們，正常 

              的飲食和規律的運動才是維護健康、塑造美 

               麗的正確方法，千萬不要過度節食喔！ 

 

                BMI公式＝
 體重（公斤） 

 身高2（公尺）2  

                （BMI＝Body Mass Index） 

 

↓成人的體重分級與標準表 

分  級 身體質量指數 分  級 身體質量指數 

體重過輕 BMI＜18.5 輕度肥胖 27 ≦ BMI＜30 

正常範圍 18.5 ≦ BMI＜24 中度肥胖 30 ≦ BMI＜35 

過  重 24 ≦ BMI＜27 重度肥胖 BMI ≧ 35 

資料來源：衛生署食品資訊網／肥胖及體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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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需要二氧化碳才能活？  課本P66  

  植物學家索爾緒（Nicolas-Theodore de Saus-

sure, 1767~1845）想知道：「植物沒有二氧化碳

就不能活嗎?」於是他準備兩個大玻璃球，分別包

覆在樹枝上，其中一個玻璃球內放入石灰以吸收

二氧化碳，另一個玻璃球沒有石灰。實驗三個星

期後，裝有石灰之玻璃球中的樹枝，葉子掉光了

，而沒有石灰之玻璃球中的樹枝，葉片沒有掉落

，即使經過兩個月，葉子還是沒有掉落。為求 

慎重，索爾緒的實驗總共用了四種樹木進行，都得到相同的結果。經 

由此系列實驗結果，索爾緒證明了「植物的確需要二氧化碳才能活」。 

■ 聖馬丁的故事  課本P73  

  1825年，有一個年輕的船伕聖馬丁（ A. St. Martin），意外被獵槍在胸腔

下方打了一個洞，穿透了肋骨、胃和部分腸子。當時博蒙特（William 

Beaumont, 1785~1853）醫師為他治療傷口，預期病人受了這麼大的傷恐怕會

不久於人世，沒想到聖馬丁奇蹟似地活了下來，但是因為傷口無法完全癒合，

於是肚皮上留下一個直徑2.5公分的洞。 

  過去的經驗給博蒙特醫師一個靈感，這也許是一個解開人體消化之謎的 

寶貴機會，於是他設計了一些有趣的實驗，利用胃的這個孔洞抽胃液，觀察 

                  胃裡的消化過程。透過與聖馬丁的 

                  巧妙合作，博蒙特醫師長時間觀察 

                  與記錄胃部的活動情形，並出版著 

                  作：胃液和消化生理的實驗和觀察 

                  （1833 年出版），讓人們對胃的消 

                  化過程有更深入的了解，因而被尊 

                  稱為胃部生理學之父。 

對照組 

石 

灰 

實驗組 

↑ 聖馬丁和博蒙特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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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食物中的養分與能量 

1. 食物中的醣類、蛋白質和脂質等養分被

分解後，可產生能量以維持生命現象。 

2. 礦物質、維生素和水雖然不能提供能量，

卻是生物維持正常生理機能不可或缺的養分。 

 

 3-2  酵素 

1. 酵素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質，是生物體內

的催化劑，可以加快反應的速率。生物

體內的代謝作用需要酵素的參與。 

2. 酵素的作用具有專一性，只和特定的受

質作用，催化特定的化學反應。 

3. 酵素促進的反應中，有些將較大的分子

轉變成較小的分子，稱為分解作用；有

些將小分子結合成較大的分子，稱為合成

作用。生物體內物質的分解和合成合稱

為代謝作用。 

4. 酵素的活性受到溫度和酸鹼值的影響，

在不適當的環境下，酵素的活性會降低

，甚至永久失去活性。 

 

 3-3  植物如何製造養分 

1. 植物進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是葉。葉

片中的葉肉組織具有很多葉綠體，是細

胞進行光合作用的場所。 

2. 植物利用葉綠體吸收太陽能，將水和二

氧化碳轉換成葡萄糖、氧氣和水的過程

稱為光合作用，可以分為光反應和暗反

應兩個階段。 

3. 植物進行光合作用，可將太陽能轉換成

儲存在養分中的能量。動物藉由攝食的

過程，能量也能轉移到體內。 

4. 光合作用可消耗二氧化碳，並釋放氧氣。 

 3-4  動物如何獲得養分 

1. 動物藉由攝食的方式獲取生存所需的養分。 

2. 動物的消化構造簡單區分為：囊狀消化

腔和管狀消化系統。 

  種類 

特色 
囊狀消化腔 管狀消化系統 

構 造 

消化管只有一

個開口（有口

無肛門） 

消化管有兩個

開口（有口有

肛門） 

舉 例 水螅、海葵 
蚯蚓、雞、人

類 

3. 人體的消化系統包含消化管和消化腺。 

4. 人體的消化管包含口腔、咽、食道、胃

、小腸、大腸和肛門等，負責消化、分

解、推動食物，以及吸收養分與水分。 

5. 人體的消化腺及其功能： 

消化腺 消化液 
作用的 

部 位 

主要作用 

的 對 象 

唾 腺 唾液 口腔 澱粉 

胃 腺 胃液 胃 蛋白質 

腸 腺 腸液 小腸 
醣類、蛋白

質 

肝 臟 膽汁 小腸 脂質 

胰 臟 胰液 小腸 
醣類、蛋白

質、脂質 

6. 養分的分解： 

大分子養分 分解後的小分子養分 

澱 粉 葡萄糖 

蛋白質 胺基酸 

脂 質 脂肪酸和甘油 

7. 小腸兼具有消化和吸收的功能，可吸收

養分和大部分的水分。小腸內壁的絨毛

可以擴大吸收的表面積，提高吸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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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來找碴（找出錯在哪裡） 

1. 食物中所有的養分都能提供生物生存所

需的能量。(P.56) 

 

2. 蛋白酉每可以分解和合成蛋白質。(P.61) 

 

3. 綠色植物進行光合作用所需的水和氧氣

都是經由氣孔進入植物體。(P.66) 

 

4. 光合作用的光反應在白天進行，暗反應

則在晚上進行。(P.66) 

 

5. 唾腺分泌的唾液進入胃後，仍可以繼續

分解澱粉。(P.72) 

 

6. 膽囊是消化腺，可以分泌膽汁。(P.73) 

 

腦內大革命（寫出正確答案） 

● 酵素的特性 

1. 有關酵素的性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P.60) 

(A)細菌中也含有酵素 (B)酵素參與生

物體內的代謝作用 (C)酵素的種類不同

，其功能也不同 (D)酵素在活的生物體內才

有作用 

 

● 光合作用的功能 

2. 下圖是某植物葉片橫切的構造示意圖，

哪個構造可以進行光合作用？(P.65) 

(A)甲 (B)乙 (C)丙 (D)丁 

 

3. 下圖中的甲、乙、丙、丁各為何種物質

？(P.67) 

 

 

● 人體的消化作用 

4. 魯夫吃了一個排骨便當，此便當含有：

醣類100公克、脂質10公克、蛋白質40

公克，鈉、鈣各10毫克，維生素C 200毫

克。請問：這個餐盒所含的熱量共有多

少大卡？(P.56) 

(A) 450 (B) 550 (C) 650 (D) 750 

5. 在魯夫吃了一個排骨便當，又喝了一杯

果汁後，有關食物被消化吸收的過程，

請參考下面消化系統的示意圖，以代號

回答下列問題：(P.72~75) 

 

 (1) 協助排骨消化的酵素由______分泌。 

 (2) ______是主要吸收養分的部位。 

 (3) ______能吸收果汁中所含水分。 

 (4) ______可以分泌膽汁。 

 (5) 最後食物的殘渣由______排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