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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我是螢火蟲嗎？】
~ 慎選清潔劑   呵護水資源 ~

林淑英女士

前言 – 一邊淋浴  一邊洗衣褲

上了一點年紀的人，腦海中，對於早年洗衣服的情景

大概還有這麼一幅景象：小溪旁擺著洗衣盆（或籃子）、

肥皂和一根木棒。看來簡簡單單的場景，卻充分傳遞出

洗淨的三個要素：水、洗劑和磨擦力。

大約20多年前，我在主婦聯盟擔任義工的時候，和

幾位媽媽討論節約用水的課題，有人舉出她一邊淋浴、一

邊腳踩牛仔褲的「摸蛤仔兼洗褲」經驗，引發大家起而傚

之，發覺效果很好。

洗劑洗劑知多少？肥皂 VS 非肥皂    

為什麼會討論到清潔劑的問題呢？主要因隨著社會

變遷，雙生涯家庭日增，從工作崗位回到家，ㄧ堆家事等

待處理，特別是許多衣物需要清洗；後來洗衣機逐漸普

及，讓家事負擔得以減輕，但是，洗衣粉卻帶來了問題。

一、洗劑（包括洗衣粉）

之所以能夠洗淨各式物品，靠的是它具有的“親水

基”和“親油基”，才可以去除碗盤、衣物上的油垢；而達

到這種化學作用的物質，統稱為「界面活性劑」。其中有

純自然的，如無患子的皂素；有油脂經過氫氧化鈉或氫氧

化鉀皂化的肥皂或皂液；還有以石化原料製成的界面活

性劑。

前兩者在自然界中很容易分解，二次大戰前是清潔

的主力。二次大戰後，美國取得德國的化學界面活性劑配

方，在物資缺乏的當時，天然油脂所做的肥皂很難普及，

石化原料調一調就可以達到清潔功能，真是如獲至寶，這

個寶貝通稱「合成清潔劑」，國內廠商名之為「非肥皂」，

因為它的原料迥異於傳統肥皂。

沒有想到，此類界面活性劑不易被自然界的微生物

所分解，所以會危害地球的生態環境。在上個世紀 60 年

代的日本，曾經發生誤將洗衣粉當成奶粉沖泡飲用，導致

死亡的案例，「合成清潔劑」遂引起諸多論爭！

「非肥皂」的製作技術隨著美軍的駐防轉移到台

灣，行銷非常成功。由於許多人先入為主的概念是：泡沫

要又多又細才能洗得乾淨。因此，為了迎合消費者，台灣

的非肥皂配方多了起泡劑。美國規格標準的洗衣劑，在

他們國家以兩個行程就可以洗好衣服，台灣製的則要四

個行程才沖得乾淨；換句話說，非肥皂的使用，浪費很多

水，也製造很多河川及近海的污染。這對水資源有限的

台灣，是很不友善也很不利的。

二、「含磷」「無磷」，哪個好？

洗衣粉中添加磷酸鹽（最普遍使用的是“三聚磷酸

鈉”），為的是避免洗衣粉中的陰離子型界面活性劑與水

中的陽離子如鈣、鎂結合，因而降低洗淨效果。這種添加

劑也被稱為「硬水軟化劑」，它同時還可以防止溶在水中

的污垢重新附著在衣物上；又可以維持洗衣粉溶液的鹼

性，加強洗淨效果；甚至可以減少洗衣粉的受潮結塊，功

用好多。

然而，洗過衣物的廢水流入水體之後，磷的成分讓

水草大量增生，佔據了水體空間；腐爛的水草又耗掉了

水中的氧氣，讓其它生物無法生存。所以有「無磷洗衣

粉」的問世，一般採用來替代磷酸鹽的添加物是沸石

(Zeolite)。

「含磷」「無磷」，哪個好？國際綠色和平組織曾經

將兩者做整個生命週期的比對，發現三聚磷酸鹽及沸石

無論自採礦、提煉、使用等，所消耗的能源和產生的汙

染量，相差不多。但在使用後，沸石會增加廢水處理的困

難，而當前的污水處理技術已經可以將磷酸鹽回收再利

用。換句話說，如果已經有設備完善的廢水處理設施，而

且願意花成本回收磷酸鹽，則含磷洗衣粉較好；否則，兩

害相權取其輕，無磷是較佳的選擇。

我們台灣的人口密度很高，衛生下水道普及率不高，

廢水處理條件不完善，所以更需要謹慎選擇清潔用品。

環保署曾積極推動「環保標章」制度，引領國人在選用

各式生活用品時，可以選擇對環境比較友善的製品。以

下以圖示介紹一種檢測清潔劑的方法，希望能讓讀者可

以對清潔劑有進ㄧ步的理解：

結語

日本滋賀縣琵琶湖週邊婦女在30多年前即發動【反

合成清潔劑運動】，積極推動使用肥皂，目的在改善琵

琶湖的水質，提升環境及民眾的健康。此舉讓地方政府

訂定《琵琶湖條例》，寫下地方政府針對合成清潔劑的

管理立法的先河；琵琶湖的治理經驗是聞名全球的水資

源維護案例。

 肥皂是最簡單的清潔劑，它是用動物脂防、植物

油及木屑在沸水中煮沸而成的，被人類使用已經有幾千

年的歷史了。某些微生物可以消化或分解肥皂分子，因

此，使用肥皂對水源維護貢獻較佳。

國內有一家歷史屆滿一甲子的公司生產的水晶肥

皂，自民國四十一年問世至今，一直為消費者所愛用，

除了平價、洗淨、省水功能極受肯定，才能歷久不衰。

「肥皂絲」產品，則是為了提供洗衣機的使用之便，希

望達到「髒衣服用肥皂打一打，好搓、好洗又省水」的

目標。

清潔劑是日常生活中的親密朋友，希望透過消費者

的學習認知，用行動支持生產者，生產對環境相對友善

的優質產品，以呵護珍貴的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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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兩組電動攪拌器、兩杯等量的水、等長

的紗布繃帶、優碘、洗衣粉、螢光燈

《測試1：螢光反應》
有環保標章的洗衣粉，沒有螢光反應；

沒有環保標章的洗衣粉，則閃閃發光。

《測試2：溶解狀況》
玻璃杯中放入等量的洗衣粉。

(a)有環保標章-洗衣粉充分溶解  
(b)沒有環保標章-洗衣粉成懸浮狀態

〈一〉螢光增白劑是合成染料之一，它可以

吸收波長360nm區域的紫外光，然後放出

430nm的藍色可見光。這個螢光可被成品上

的黃色雜質吸收，而掩蓋互補此黃色雜質，

以達到增白效果。然而，螢光增白劑是一種

很不容易分解的化學物質，它和皮膚上的蛋

白質結合力很強，不易洗掉，一但結合，就

容易導致過敏或發炎；同時，螢光物質本身

屬於鹼性物質，會破壞皮膚的酸鹼值。

〈二〉從溶解狀況、生物分解狀況測試，

可以觀察得到環保標章產品與非標章產

品的差別。〈更多選用清潔劑的訊息請

參閱下列網頁h t t p : / / b l o g . u d n . c o m /

selin7777/6092653 《友善掃除迎新年》

《測試3：生物分解狀況》
在等長的紗布繃帶上，各滴等量（十滴）

的優碘，然後放入玻璃杯中洗滌。

(a)有環保標章-洗滌之後水仍清澈，可見
優碘已經被充分分解。  

(b)沒有環保標章-洗滌之後水很渾濁，可
見溶解和生物分解狀況都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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