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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來水水質澄清，但池塘和水溝的水則通常較混濁，且
不能直接拿來飲用。池水中除了魚蝦、水生植物，應還
有肉眼看不到的物質和其他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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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生活周遭的池水中有許多肉眼看不見的微小生物，藉由
複式顯微鏡來認識並觀察這些微小生物的形態。 

課本P.36 



器材（每組） 

實驗 

□ 複式顯微鏡1臺  
□ 載玻片1片  
□ 蓋玻片1片  
□ 滴管1支 
□ 鑷子1支  
□ 水樣適量 
□ 吸水紙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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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池塘（或水溝、水族箱等）舀取上層較澄清與接近底
部（包含底泥及少許水生植物）的水樣。 

取池塘或水溝水樣時，請注意自身的安全；取底部水樣
可使用長柄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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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滴管吸取少許水樣，滴一滴在載玻片中央，並蓋上蓋
玻片。 

底部水樣可吸取含底泥的水。 

用吸水紙吸去蓋玻片外多餘水分，製成玻片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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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水樣玻片標本 2 

水樣 
輕輕放上蓋玻片 

以吸水紙 
吸去多餘水分 



將玻片標本放在顯微鏡載物臺上，先以低倍率物鏡進行
觀察，尋找水中小生物。 

若觀察到不規則且不會活動的 
物體，則可能是雜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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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雜質 



一般而言，生物的形狀較完整，輪廓較規律。如果目標
物為動物，應可見其在鏡頭下活動；若是植物，常能看
到分布於細胞質中的葉綠體。 
非生物（例如纖維、雜質等）的構造較不規則，也不會
活動。如果是氣泡，則具有較黑的輪廓，且內部缺少生
物體所具有的特殊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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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斷顯微鏡下觀察到的物體是生物還是非生物？ 



找到水中的小生物後，可切換至高倍率物鏡，詳細觀察
其特徵。 

若小生物會移動，亦可觀察他們的運動行為。 

如果目標物離開視野，可移動載玻片，使目標物重回視
野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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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物偏右 



對照實驗紀錄表，記錄所觀察到的小生物，並比較不同
水樣所觀察到的生物是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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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紀錄 

單細胞生物 

種類 

水樣1 

水樣2 

1. 下表所列的水中生物，你觀察到幾種？請勾選出所觀
察到的水中生物，並與同學的觀察結果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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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細胞生物 

種類 

水樣1 

水樣2 



實驗紀錄 

1. 下表所列的水中生物，你觀察到幾種？請勾選出所觀
察到的水中生物，並與同學的觀察結果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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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細胞生物 

種類 

水樣1 

水樣2 



結果與討論 

1.如附圖，視野中的小生物向右上方離開時，應將載玻片
往哪個方向移動，才能讓小生物再回到視野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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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野中小生
物移動方向 

載玻片實際
移動方向 

視野中的小生物向右上方離開，表示實際上小生物正
在往左下角移動，因此應將載玻片往右上方移動。 



結果與討論 

2.哪些水中小生物有運動行為？請簡單描述你的觀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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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小生物會行變形蟲運動，有些小生物會用纖毛或
鞭毛擺動，產生運動行為。 
（種類依學生的觀察結果作答） 



結果與討論 

3.不同水樣中的小生物種類或數量是否相同？請推論可能
的原因為何？ 

不同，例如同一池塘的底泥具有較充足的養分，因此
會比上層水樣聚集更多水中小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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