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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情境

小劇場

我今天有帶蛋糕，妳要不要吃？

我想減肥戒甜食啦！
你吃就好！

怎麼突然想減肥？
妳沒有過重啊。

最近吃了太多油炸跟甜
食了，這些食物會讓我
變胖，也不健康。

那妳就多吃少油少糖的食物啊！
難怪家人要幫我
準備燙青菜跟水
果，還有糙米飯跟
一些清淡的肉片。

但我聽說油脂攝取不足
好像也不行耶！

那我們每天該怎麼吃
才算健康呢？

上網
查查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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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藉由「吃」獲得養分，但你的飲食習慣健康嗎？不均衡的飲食，會使身體疲憊，甚至讓

疾病找上門！挑選對的食物種類與比例，就能獲得充足並均衡的營養！

該怎麼吃得營養又健康？

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設計了「我

的餐盤」，讓大家更容易理解如何達

到健康的飲食。快來檢查看看你

今天中午的便當是不是符合

每日飲食吧！

這些食物裡含了什麼養分呢？

下一頁開始，帶你一窺食物的祕密。

每餐水果拳頭大

在地當季多樣化

菜比水果多一點

當季且 1/3選深色
飯跟青菜一樣多

至少 1/3為未精緻全榖雜糧之主食

豆魚蛋肉一掌心

豆＞魚＞蛋＞肉類

每天早晚一杯奶

每天 1.5∼ 2杯（1杯
240毫升）

堅果種子一茶匙

每餐一茶匙，相當於大

拇指第一節大小，約杏仁果

2粒、腰果 2粒或核桃仁 1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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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質醣類

食物中的養分3-1

養分是生物體維持生命現象的必需條件之一，有些種類的養分可產生

能量，有些可組成生物體內的構造，而有些則與代謝作用的調節有關。

1  人體需要的養分

人們透過攝食而獲得的養分中，包括可以產生能量的醣類（碳水化合

物）、蛋白質和脂質，以及無法產生能量的礦物質、維生素和水（圖3-1）。

不同食物的養分組成種類與比例通常不同，僅具單一養分的食物相當少

見。一般而言，米飯、麵粉類食品含有較高比例的澱粉（醣類的一種）；

海鮮、肉類和蛋類等食物富含蛋白質；食用油中的脂質含量高；礦物質和

維生素則存在於各式各樣的食物中，例如：蔬菜與水果等。

各類食物所含的養分

圖 3-1

蛋白質

可以產生能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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醣類、蛋白質與脂質也是組成生物體構造的主要原料，如

纖維素 1（醣類的一種）可組成植物細胞的細胞壁；蛋白質是

構成人體肌肉與頭髮的主要成分；分布於皮膚下層的脂肪，具

有防止熱量散失、達到身體保溫的功能。

礦物質、維生素與水對維持正常生命機能相當重要。其中

礦物質與維生素可分成很多種類，如鈣質是組成人體骨骼和牙

齒的重要成分；鐵質參與紅血球的製造；維生素 A 和眼睛保

健有關；維生素 C 則可增加身體的復原力和抵抗力。水在生

物體內的含量很多，能協助代謝或其他反應的進行。

2  食物中的熱量

測試食物所含熱量的方法，可透過燃燒食物加熱容器中的

水，觀察水溫的變化，來進行食物所含熱量的推估（圖 3-2）。

常用的熱量單位是「卡」或「大卡」， 1000 卡熱量等於 1 大

卡熱量。1 公克的醣類或蛋白質可產生 4 大卡熱量，1 公克的

脂質則可產生 9 大卡熱量。

纖維素 1

人體可透過攝取蔬菜

水果來獲得纖維素，

纖維素雖屬醣類，但

在人體幾乎無法被分

解而產生能量。不過

適當攝取纖維素，可

促進腸胃蠕動並維持

腸道健康。

知識便利貼

測量食物所含熱量的方法

圖 3-2

礦物質、維生素 水

無法產生能量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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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活動 3-1 食物中澱粉與糖的測定

目的

醣類包含很多種類，

本活動在學習測定澱

粉與糖的簡易方法，

進一步測定食物中是

否具有澱粉與糖。

器材  （以組為單位）

□澱粉液（5％） □葡萄糖液（5％） □碘液適量 
□本氏液適量 □ 500mL燒杯×1  □試管×4 
□ 10mL量筒×1   □滴管×3  □試管架×1 
□酒精燈×1 □研缽及杵×1 □陶瓷纖維網×1  
□三腳架×1 □梅花盤×1 □米飯適量 
□水果適量  
※ 因酒精燈可能有使用上的疑慮，建議使用安全熱源。

原理

一、黃褐色的碘液遇澱粉會變成藍黑色或紫紅色。

二、 淺藍色的本氏液加入葡萄糖溶液（或麥芽糖溶液）後加熱，
會依據糖分含量和作用時間，出現綠、黃、橙、紅等顏色

變化。

葡萄糖含量
高無

步驟

一、食物中澱粉的測定

1  在梅花盤中間凹槽滴一滴水，並任選外圍
一個凹槽中滴一滴澱粉液。

水

澱粉液

2  在滴有水和澱粉液的凹槽中滴一滴碘液，
觀察並記錄顏色的變化。

碘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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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500mL燒杯中裝入約 300mL的溫水，
放在陶瓷纖維網上加熱備用。

2  取兩支試管 A、B，分別放入 2mL水及葡
萄糖液。

A B

2mL水 2mL葡萄糖液

3  接著在兩試管中各加入 2mL 本氏液。

A B

2mL水
2mL本氏液

+
2mL本氏液
2mL葡萄糖液

+

4  輕輕搖動試管使溶液混合均勻。

3  在梅花盤外圍空的凹槽放入米飯與果
肉（蘋果、橘子、香蕉、奇異果或葡

萄等），並在裝有米飯與果肉的凹槽

滴一滴碘液，觀察並記錄米飯與果肉

的顏色變化。

米飯

香蕉

蘋果

二、食物中糖分的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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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

1. 碘液滴入澱粉液變成藍黑色或紫紅色，代表碘液是與澱粉還是水作用？

2. 在糖分的測定實驗中，A試管的實驗意義為何？

3. 你檢測的食物中，哪些食物中含有「糖」呢？如何判斷？

5  把試管放入步驟 1  的燒杯中，觀察並記錄
加熱前、後的顏色變化。

A B

6  取少許米飯與果肉，利用研缽磨成泥狀後，
分別放入試管 C、D中。

亦可以紗布和水過濾食物殘渣取得濾液。！

7  在試管 C、D中各加入 2mL本氏液，使溶
液混合均勻。

C D

米飯

2mL本氏液
+

2mL本氏液
果肉

+

8  將試管 C、D放入燒杯中隔水加熱，觀察
並記錄加熱前後的顏色變化。

C D

70



酵素3-2

養分在生物體內經過不同的化學反應，可產生能量或其他

物質，這些反應統稱為代謝作用。其中，能將大分子轉變成小

分子的作用稱為分解作用，而將小分子結合成大分子的作用稱

為合成作用（圖 3-3）。

1  酵素的功能與特性

酵素，又稱為酶，能促進代謝反應的進行，在代謝反應過

程中，和酵素結合而作用的物質，稱為受質。酵素和受質的結

合具專一性，例如：人體唾液中的澱粉酶能夠和澱粉結合，促

進澱粉的分解，但因不能和纖維素結合，無法分解纖維素（圖

3-4）。一般而言，酵素反應的環境若未有溫度、酸鹼性或其

他特殊條件的改變，酵素在反應結束後，仍可與新的受質作

用。

代謝作用的類型圖 3-3 酵素具有專一性（以澱粉酶為例）圖 3-4

大分子轉變產生小分子分解作用

小分子結合成為大分子合成作用
纖維素

受質 產物

小分子

醣類

酵素（澱粉酶）

澱粉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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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酵素活性與代謝反應

酵素的活性，會影響代謝反應速率的快慢。由於大部分種

類的酵素主要成分是蛋白質，凡能影響蛋白質特性的因素，都

可能改變酵素的活性，進而影響代謝反應的速率，例如：溫度

與酸鹼值等。

酵素在不同溫度下會有不同的活性。在一定溫度範圍內，

酵素的活性會隨溫度升高而增加，促進代謝反應的速率，但若

溫度過高，酵素活性會降低，甚至失去活性，進而影響代謝反

應的速率（圖 3-5）。

酵素的活性也受到所在環境的酸鹼值影響，例如：胃內的

酵素在酸性環境中的活性較佳，小腸內的酵素適合在弱鹼性的

環境中作用。一旦酸鹼值超過酵素能忍受的範圍，酵素可能會

降低或失去活性，代謝反應的速率也會受到影響（圖 3-6）。

溫度（℃）

酵
素
活
性

0

酵
素
活
性 酸鹼值

胃中

的酵素

唾液中

的酵素

小腸中

的酵素

0 7
酸性 鹼性中性

1. 若同一食物分別在室溫下和冰箱中低溫存放，何處存放的食物應較不易腐敗？
而將食物持續冷藏在冰箱，食物是否就不會腐敗？為什麼？

2. 人體唾液中的澱粉酶隨食物吞入食道後，直至胃中的酸性環境之後，澱粉酶是
否還能在胃中有效分解澱粉？你的推測依據是什麼？

探索小Ｑ

37

人體內不同溫度與酵素活性的關係

圖 3-5

人體內不同酸鹼性環境與不同酵素活性的關係

圖 3-6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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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察

假
說

活
動

提
問

參
考
資
料

探究
活動 3-2 酵素的作用

咀嚼米飯一段時間後，感覺到甜味出現。

為什麼原本沒有味道的米飯咀嚼久了，會有甜味出現呢？是因為有唾液的緣故嗎？

1. 米飯主要成分為澱粉，而澱粉是由小分子醣類（如葡萄糖）組成。
2. 澱粉沒有明顯甜味，但多數的小分子醣類則具有甜味。
3. 本氏液混合葡萄糖液後加熱，會因葡萄糖液的濃度不同而產生顏色變化。

人體的唾液能讓澱粉產生出具有甜味的小分子醣類。

器材  （以組為單位）

□ 50mL燒杯×1 □ 250mL燒杯×2 □酒精燈×1 □滴管×2
□保麗龍盒×1 □陶瓷纖維網×1 □試管×4  □試管架×1
□三腳架×1 □本氏液適量          □ 10mL量筒×2    
□ 1％澱粉液適量（熟澱粉液佳）　　　　　 □玻璃棒×1 

變因

組別
操作變因 控制變因

A組 添加清水
澱粉液體積、溫度、反應時間等

B組 添加唾液

依照假說，我們可以設計此活動的變因分別為：變因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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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分
析
與
討
論

活
動

1  將 250mL燒杯裝入約半杯溫水，放在
陶瓷纖維網上加熱備用，另以 50mL燒
杯收集適量的唾液（可混合適量的水）。

2  取試管甲、乙分別加入 1mL澱粉液，
再取試管 A，加入 1mL水 ;試管 B加
入 1mL唾液，將試管甲、乙；A、B置
於 37℃溫水中。

盛 37℃溫水
的水盆

3  10分鐘後，將試管甲、乙中的澱粉液分
別倒入 A、B試管，用玻棒將試管內的
液體攪拌均勻，放回 37℃溫水中等待
10分鐘。

4  將A、B試管取出後加入 1mL本氏液，
放入 250mL燒杯中隔水加熱，觀察並
記錄試管內液體加熱前、後的顏色變

化。

1.  活動步驟 3  中，溶液混合後未直接進行本氏液測試，卻放回 37℃溫水靜置的原因可能
為何？

2.  A、B兩組中的哪組為實驗組？其試管中的本氏液在反應結束後呈什麼顏色？

3. 本活動中對照組的設計，應該是想對照出人類唾液可能具有什麼特性？

4.  若在執行步驟 4  之前，先吸取 A、B試管中少量的溶液，滴於乾淨的試管中，再分別
滴加碘液，發現 A、B試管的溶液皆出現藍黑色或紫紅色的反應結果，應如何解釋較適
當？

5. 對照活動結果與假說內容，檢驗活動結果是否支持假說？

1.  請你對本活動所探討的內容，寫下你的結論。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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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探討

老師

老師

老師

同學 B

同學 A

以上活動是以「是否添加唾液」來當作操作變因，若想改成驗證：

「_______________對唾液酵素作用是否有影響？」，請問各位該如何

設計新活動的變因呢？

接著，若我們要設計實驗，你們覺得步驟該如何設計呢？

很棒喔！那你們一起討論看看，預測會呈現什麼樣的結果呢？

跟原活動步驟一樣就可以了吧 >w<！

那新活動的變因有：澱粉液的體積、環境溫度、

_______________（填其他變因），他們分別屬於何種變因呢?

我想「添加唾液」這條件，會從操作變因歸類到控制變因裡吧？

應該是這樣分吧：（請協助歸類變因）

操作變因 控制變因 應變變因

添加唾液、

不對啦！操作變因都跟原本不一樣了，步驟一定需要調整！

我們可以參考原本的課本步驟來做微調，若以操作變因是反應時間為例，

步驟可做以下調整：

1. 在步驟 2  中：「A、B試管中皆加入 1mL的唾液。」→ 統一加唾液。
2. 在步驟 3  中：「甲乙試管分別倒入 A、B試管後，皆放回溫水中，A試
管靜置 10分鐘，B試管靜置 1分鐘。」→ 符合操作變因（反應時間）。

所以依據我們新的操作變因_______，步驟可以調整為：（填入哪些步驟要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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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如何製造養分3-3

1  葉的構造和功能

葉是大多數植物製造養分的主要器官，其中葉肉是製造養

分的主要部位，其他構造也和養分的製造或葉子的生長息息相

關（圖 3-7）。

葉的構造與功能圖 3-7

葉肉組織

主要行光合
作用的場所

保衛細胞

調整氣孔開關

上表皮

保護葉片

葉脈

運輸水分
和養分

角質層

避免水分
散失

下表皮

保護葉片

氣體進出
氣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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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的上、下表皮主要由透明無色、排列緊密，具保護功能

的表皮細胞組成，其外側多具有角質層，可避免水分過度散

失。表皮上散布著半月形的保衛細胞，內含葉綠體，且保衛細

胞兩兩成對，中間會形成氣孔，是氣體進出植物的主要通道。

上、下表皮間的葉肉組織是由葉肉細胞組成，葉肉細胞具

有大量的葉綠體，是進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場所。葉脈是葉內的

輸導組織，能運輸水分和養分，以利各種代謝

作用的進行。

葉脈

 A 複式顯微鏡下的葉片剖面

60µm

保衛細胞

氣孔
葉綠體

B 複式顯微鏡下的氣孔 60µ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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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綠體

根部吸收 儲存利用

光合作用示意圖圖 3-8

水

水

二氧
化碳

氧氣

葡萄糖

2  光合作用

葉綠體中的葉綠素能吸收光能，配合酵素的作用使得水

和二氧化碳發生一連串的反應，最後產生氧氣、葡萄糖和

水，此一過程稱為光合作用（圖 3-8）。

透過光合作用，植物將光能儲存在葡萄糖，而葡萄糖可

供細胞直接利用、形成纖維素，或是轉換成澱粉及其他形式

的養分，是植物維持生命現象的主要養分來源。

光合作用的過程

水＋二氧化碳 
光

葉綠體  氧氣＋葡萄糖＋水

隨課重點

請完成下表中光合作用的原

料與產物

產物

原料

葉綠體

日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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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說

活
動

提
問

參
考
資
料

植物照光能夠產生維持生命現象的養分？

1. 植物行光合作用應該會產生葡萄糖。
2. 碘液可與澱粉反應，呈現藍黑色或紫紅色。
3. 植物光合作用產生的葡萄糖可能形成澱粉儲存。

照光是植物進行光合作用的必要條件之一。

器材  （以組為單位）

□鑷子×1 □三腳架×1 □碘液適量 □培養皿×1
□滴管×1 □迴紋針 □長條鋁箔×1 □酒精燈×1
□陶瓷纖維網×1 □酒精（95％）適量 □ 100mL及250mL燒杯各×1
□植物葉子（如日日春、鬼針草）　※因酒精燈可能有使用上的疑慮，建議使用安全熱源。

依照假說，我們可以設計此活動的變因分別為：

變因

組別
操作變因 控制變因

對照組 無光照 植物的種類、氣溫、土

壤含水量等實驗組 有光照

變因設計

一、 葉片外的角質層，會阻隔
碘液進入葉片中，因此需

先加熱軟化角質層。

二、 葉片中葉綠體所含的葉綠
素，可以利用酒精溶出。

活動說明

1  進行活動前 3
至 5天左右，
在植株上選

擇一片葉片，

用鋁箔包住

葉片後以迴

紋針固定。

2  活動開始前，
摘下有鋁箔

紙的葉片並

除 去 鋁 箔

紙， 放 入 裝

約半杯水的

250mL 燒杯
中 加 熱， 以

軟化葉片。

步驟

探究
活動 3-3 光合作用變因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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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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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mL燒杯中。

4  將裝酒精的小燒杯，放入裝水的大燒杯
中隔水加熱，觀察酒精及葉片的顏色變

化。

小燒杯

大燒杯
水

隔水加熱可避免溫度劇烈變化，降低酒精燃燒

的機率。
！

5  待葉片顏色
變淡，熄滅

酒精燈。用

鑷子把葉片

夾出，放入

大燒杯中的

熱水漂洗，

以洗去葉綠

素與酒精。

6  將葉片取出，攤平於培養皿中，並將碘
液滴在葉片上，觀察葉片顏色的變化。 

碘液

1.  步驟 1  中選擇在本活動進行前 3 至 5 天，而非 3 至 5 小時用鋁箔包住葉片的原因可
能是什麼？

2.  步驟 4  中，將葉片放在酒精中隔水加熱，透明的酒精逐漸變成綠色，是什麼原因造
成的？

3.  步驟 6  時，若滴加碘液於葉片包覆鋁箔的部位，呈現黃褐色，表示該部位不具有何
種物質？

4.  光合作用的產物包括葡萄糖、氧氣和水，則應如何解釋「滴加碘液於葉片未包覆鋁箔
的部位，呈現藍黑色或紫紅色」的結果？

5.  對照活動結果與假說內容，檢驗活動結果是否支持假說？

1.  請你對本活動所探討的內容，寫下你的結論。

水
漂洗
葉片

取出小燒杯要小心，避免燙傷。！

結
論

分
析
與
討
論

活
動

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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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探討

老師

老師

同學 B

同學 B

以上活動可推測出「光」是植物進行光合作用的必要條

件之一，你們覺得還有哪些因素會影響光合作用呢？

大家不錯喔！那假設新活動要探討：「___________對光合作用

是否有影響？」你們覺得操作、控制、應變變因為何？

光的顏色！

可惡被搶先了 ! ﾟヽ (ﾟ ´Д`)ﾉﾟ。

可能環境溫度也會影響吧！

我想到了！還有 CO2 !!!!

根據光合作用的反應過程，_____________等因素應該也會影響吧！

這次「光照」這條件是被歸在 _____________變因裡。

操作變因 控制變因 應變變因

光照、

老師

同學 A

說的很好喔！那你們推測，最終葉片會呈現什麼樣的結果呢？

且為什麼會這樣呢？大家一起討論看看吧！

那實驗步驟設計該如何調整呢？

原本的活動設計，好像後面的步驟為軟化葉片的角質層，及溶出葉片的

葉綠素而已，這些操作不會因為變因調整而改變。只有最前面的步驟 1

是與操作變因改變最有關的，所以可調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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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如何獲得養分3-4

口腔

小腸

食道

大腸

咽

胃

分解三大類養分並吸收

大部分水分和養分

推進食物

肛門 排出糞便

吸收剩餘的水分

控制食物進入食道

初步分解蛋白質

初步分解澱粉
消化道是食物通過的管道，依序為口腔、

咽、食道、胃、小腸、大腸和肛門；消化道

管壁的肌肉常能使消化道產生蠕動，幫助食

物的推送與消化（圖 3-9）。

消化道 消化道

小腸壁

乳糜

食道

食團

胃

胃
胃壁

消化道管壁肌肉造成的蠕動圖 3-9

綠色植物可經由光合作用產生生長所需的養分，但動物須

透過攝食，才能獲得生存所需的大部分養分。人類為多細胞動

物，在攝食之後會藉由消化作用以獲得許多必需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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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臟

腸腺

唾腺

胃腺分泌胃液

分泌胰液

分泌腸液

膽囊

儲存膽汁

肝臟分泌膽汁

分泌唾液
消化腺包括口腔

周圍的唾腺、胃

壁中的胃腺、肝

臟、胰臟和小腸

腸壁的腸腺等，

能分泌消化液。

多數消化液含有

酵素，可協助養

分的分解。

消化腺消化腺

1

2

3

4

5

闌尾

6

7

1  消化作用與消化系統

食物中的大分子養分在人體內分解為小分子養分的過程，

稱為消化作用。例如：澱粉分解為葡萄糖，蛋白質分解為胺基

酸，脂質分解為甘油與脂肪酸等。人體的消化作用主要由消化

系統完成，包括消化道與消化腺（圖 3-10）。

人體的消化系統（消化道與消化腺）圖 3-10

隨課重點

大分子養分與分解後產生

的小分子養分

大分子養分 小分子養分

澱粉

蛋白質

脂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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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汁和胰液經由特定

管道注入小腸

圖 3-11

肝臟

膽囊

小腸

胰臟

胰液
膽汁

2  養分的消化與吸收

食物進入口腔後，牙齒能切斷與磨碎食

物，舌頭能攪拌食物，讓食物和唾腺分泌的唾

液混合，唾液中的澱粉酶，能促進食物中澱粉

的初步分解。

食物會經由咽進入食道，食道雖然無法分

泌消化液，但藉由管壁肌肉的收縮，能將食物

推送至胃。胃呈囊袋狀，可暫時貯存食物，胃

腺分泌的胃液包括酵素和鹽酸，酵素能初步分

解蛋白質，鹽酸則能殺死部分細菌，並可促進

胃中酵素的分解作用。

食物進入小腸之後，小腸管壁肌肉的收

縮，能讓食物和肝臟分泌的膽汁、胰臟分泌的

胰液與腸腺分泌的腸液混合（圖 3-11）。三種

消化液為鹼性，能中和胃酸，其中，膽汁可儲

存於膽囊，雖然不含酵素，但能乳化脂質，促

進脂質分解的速率，胰液能分解醣類、蛋白質

和脂質，腸液則和醣類與蛋白質的分解有關。

隨課重點

人體內各種消化腺及其分泌之消化液功能比較

消化腺 消化液 主要功能

唾液

胃腺

胰臟

乳化脂質

腸腺 分解醣類和蛋白質

5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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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腸內壁皺褶

小腸絨毛與養分的吸收圖 3-12

剩餘物質往大腸推送

絨毛

微血管網

小腸是人體最長的器官，除了能夠消化養分，也是吸收水

分和養分的主要部位。小腸內壁皺褶上有許多指狀小突起，稱

為絨毛，可增加吸收的表面積，在此吸收的小分子養分，能藉

由血液運送至全身細胞利用或儲存（圖 3-12）。

未被消化的食物殘渣，由小腸進入大腸 2  。大腸較小腸粗

短，能繼續吸收水分與礦物質，而剩餘的食物殘渣與水分、部

分剝落的大腸壁細胞、腸內細菌等，則混合形成糞便，經由肛

門排出體外，稱為排遺。

盲腸炎還是闌尾炎 2

大腸的起始端為盲

腸，其下的指狀突起

稱為闌尾。人類的闌

尾沒有消化的功能，

若有食物掉入，可能

引發細菌感染而發炎

導致腹部疼痛，稱為

闌尾炎，因位置靠近

盲腸，俗稱盲腸炎。

知識便利貼

1. 人體能消化的醣類、脂質與蛋白質，在消化道中「開始」分解的順序為何？
2. 胃液中的酵素可以分解蛋白質，為什麼我們的胃壁（含肌肉）不會被胃液分解呢？
3.人體無法分解蔬菜所蘊含豐富的纖維素，為什麼醫療保健人員仍會鼓勵人們多食用蔬菜
呢？

探索小Ｑ

胺基酸

礦物質
維生素

脂肪酸

葡萄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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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3-1  食物中的養分

1. 人體所需的養分
可以

產生能量
1公克醣類、蛋白質產生 4大卡；
1公克脂質產生 9大卡

無法

產生能量
礦物質、維生素、水

3-2  酵素

1. 代謝作用

類型 功能

分解作用
將大分子轉變為小分子，例如：

澱粉分解而產生葡萄糖。

合成作用
將小分子結合為大分子，例如：

葡萄糖結合而產生纖維素。

2.酵素的成分、功能與特性
成分 蛋白質

功能 促進代謝作用的反應速率

特性
1.具有專一性
2.活性受溫度、酸鹼性的影響
3.可重複利用

3-3  植物如何製造養分

1.葉的構造與功能

類型 功能特色

表皮

1.具保護內部的表皮細胞，能分
泌避免水分散失的角質層。

2.具能控制氣孔大小的保衛細
胞。

葉肉
具有含葉綠體的葉肉細胞，是葉

進行光合作用的主要部位。

葉脈 運輸水分、礦物質、醣類等物質。

2. 光合作用：在葉綠體中進行

原料 產物

　　水＋二氧化碳　　　　　氧氣＋葡萄糖＋水

類型 功能

機制
葉綠素能夠吸收光能，酵素則進行物質

的分解與合成

功用
葡萄糖可直接利用，形成澱粉或纖維

素等；氧氣可提供生物呼吸

3-4  人體如何獲得養分

1. 動物需透過攝食獲得生存所需養分
2.消化作用： 大分子養分在人體內分解變為小

分子養分的過程

3.養分的分解
大分子 澱粉 蛋白質 脂質

分解後

小分子
葡萄糖 胺基酸 甘油、脂肪酸

4.人體的消化系統：消化道與消化腺
优消化道： 口 → 咽 → 食道 → 胃 → 小腸 

→ 大腸 → 肛門
悠消化腺

消化腺 消化液 作用部位 作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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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質、

蛋白質

5. 小腸是吸收水分和養分的主要器官，其內壁
的絨毛可增加吸收的表面積。

光能

86



筆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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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除了會分泌胃液外，還會分泌黏液

與鹼性物質，組成胃黏膜層，來保護胃的

表面。黏液與鼻水相似，有 95％由水組成，
可發揮緩衝作用，來保護胃壁；鹼性物質則

可以中和鹽酸。所以當胃中環境因鹽酸呈強酸

性時，胃黏膜卻可呈中性，使胃不會被自己所

分泌的鹽酸腐蝕，保持胃的健康。

胃所分泌的胃液

中，含有鹽酸。

鹽酸呈強酸性，

具有殺菌功能，

所以可以消滅食

物中的細菌，避

免細菌進入小腸

中。

那你有沒有想

過，為什麼正常

人的胃，不會被

自己所分泌的鹽

酸腐蝕掉呢？

胃液＋食物

胃黏膜

胃壁

胃液＋食物

黏膜細胞

胃
為
什
麼
不
會
被
自
己
腐
蝕
？

正常人的胃

Roaming in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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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造成胃潰瘍的因素

①長期使用不當藥物

②飲食不正常、壓力過大

胃潰瘍為常見的消化道疾病之一，是

由於胃黏膜細胞遭破壞而發炎，嚴重

會導致胃潰瘍。造成胃潰瘍的原因

有很多種，其中最主要是由胃幽門

螺旋桿菌所引起。此細菌會分泌特

殊物質，可中和鹽酸使自己不被

消滅，並且破壞胃黏膜細胞，導

致胃壁缺乏保護，而遭受鹽酸侵

蝕，造成胃潰瘍。

胃黏膜受損

胃潰瘍處

幽門螺旋桿菌

胃潰瘍被破壞的胃

幽門螺旋桿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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