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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選擇好東西的方式是，在沒有適合的東西出現之前，雖不方便，但我會帶著不

便的生活，直到好東西出現為止(註一)，在好東西一直沒有出現，我們選擇創造

好東西來解決生活的不便，我們是創造適合的東西來解決不便而不是等待好東西

出來而解決不便。 

 

一、改造動機 

 

1.刷完牙之後會使牙刷整個濕濕的，一般我們都是直接放在漱口杯裡面讓牙刷自

然地乾掉，但是如果出外旅行會不方便攜帶，也容易把其他東西給弄濕，所以在

這方面我們做了個稍微的改善。 

2.旅遊時進入飯店所使用的牙刷都是一次性，這樣會造成環境垃圾如果是使用堆

埋法可能會讓動物翻出來當作食物吃進肚子裡，如果是使用焚化法會產生二氧化

碳造成空氣汙染。 

3.這個創作是要讓牙刷更快變乾也更方便攜帶而不造成困擾，所以我們使用海綿

的吸水原理來將牙刷快速地吸乾，加上海綿本身乾的速度比較快只要把水全部扭

乾淨它自然就是一個乾得狀態了。 

 

二、改造目的 

 

1.方便攜帶 

2.牙刷乾的速度比一般快 

3.保護環境 

 

貳●正文 

 

創造具有「無中生有」與「首創」的意涵(註二)，個體的創造力成往往要能超越

既定框架，不受環境制式規範與限制，靈活運用經驗來解決問題，科學家愛因斯

坦說：「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個體反映後的思考結果，顯得獨特，能想到別人

想不到的新概念，就是「創造力」，而我們就是使用我們的創造力，將一塊普通

的海綿把它的功能發揮到最大，創造力產出的成果，也就是個體實際的創意產

出，可謂是最具體的創意呈現(註三)。 

我們把三年來所學的知識轉換為我們的風格，把即有的風格形象，確立地更清

楚，因有一些新的年輕人也紛紛出道，所以自己要更加努力讓自己的定位更清

楚。(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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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綿原理 

 

海綿本身有許多細小的孔吸水時受到擠壓排出本身空氣，彈性恢復的關係讓水流

占據那些原來被空氣佔據的空隙，稱「毛細現象」。靜止時只靠外表毛細現象吸

附，但到了一定的量後反而受到內部孔洞留存空氣之氣封現象而停止在吸附，此

時海綿甚至可以漂浮在水面上，強大的吸附力要經由壓捏和釋放時引起的壓力差

而得到，壓縮的孔洞空間突然放大得到一個真空負壓吸力外面的液體和新氣體得

以進入海棉中心，許多孔洞結合成一塊海綿，故吸附量更大。 

 

二、毛細現象 

 

毛細現象又稱毛細管作用，是指液體在細管狀物體內側，由於內聚力與附著力的

差異克服地心引力而上升的現象植物根部吸收的水分能夠經由莖內維管束上

升，即是毛細現象最常見的例子。當液體和固體(管壁)之間的附著力大於液體本

身內聚力時就會產生毛細現象。液體在垂直的細管中時液面呈凹或凸狀以及多孔

材質物體能吸收液體且為此現象所造成的影響。 

 

三、環境議題─塑膠污染 

 

塑膠污染是指環境中塑膠製品的累積，造成對野生動物棲息地破壞，甚至對人類

的負面影響，塑膠污染的重點何便宜及耐用的塑膠有關，也使人們傾向使用高水

準的塑膠，塑膠污染中許多聚苯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等製品產生的汙染物為

白色。在書籍《海洋生物導論》，將塑膠污染視為對大型海洋動物的高度危險：「最

大的單一危險」(註五)許多海洋生物就是因為誤

食漂浮在海洋上的塑膠無法消化而因此死亡。 

早在 1968 年就有在海龜胃部發現塑膠的紀錄，

直到 1981 年才有首份量化海龜誤食塑膠的報

告。該研究發現以水母為主食的革龜，其胃內容

物含有塑膠製品（或是玻璃紙）的比例高達

44%，品項包括三明治包裝紙、塑膠袋、厚塑膠

布和塑膠湯匙等。 

1984 年，一份由夏威夷海龜學者 GeorgeBalaze 所

提出的研究報告，則宣告了海洋廢棄物與海龜之

間的戰爭已經正式開始。 

 

 

                                        水母還是塑膠袋? (圖一) (註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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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作說明及表現圖 

 

圖二到圖五是我們的概念模，我們用概念模來發想我們的創意作品該如何呈現最

完美的作品。 

 

 海棉與牙刷的模型前視圖(圖二) (註七) 海棉與牙刷的模型府試圖(圖三) (註八) 

 
    海綿模型的側視圖(圖四) (註九)  海綿模型的前視圖(圖五) (註十) 

 

我們使用海綿的吸水原理來將牙刷快速地吸乾，加上海綿本身乾的速度比較快只

要把水全部扭乾淨它自然就是一個乾得狀態的慨念來製作出我們的慨念模型，然

後加以修改在使用 Rhinoceros 來繪製草模、三視圖、準確模、尺寸、彩現模。 

 
海棉三視圖─草圖 (圖六) (註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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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六可以看到一個海綿體與一個放置海綿體的盒子的三視圖草圖與立面圖，盒

子所使用的材料，是在回收的塑膠，讓塑膠有第二春能一直重複使用，而圖七是

標準的海棉三視圖加尺寸。

 

海棉三視圖與尺寸 (圖七) (註十二) 

 

 

圖八、九是海棉與置放盒的彩現 A、B 款式表現圖。 

 

海棉與置放盒的彩現 A 款(圖八) (註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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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棉與置放盒的彩現 B 款(圖九) (註十四) 

 

我們的慨念是想讓設計的永續發展建立在環境與自然的保護上，所以我們必須重

新建立新的思考模式，縮小它的體積、簡化包裝的方式、使用可回收再利用的材

料、及低度油墨印刷等思維與素養。(註十五) 

環境保護的概念有許多種可能性可以是生物分解、可以是回收再利用的材料，避

免使用珍稀材料，這些關乎綠色設計的方向都是設計者必須肩負起的義務與責

任，讓設計從生活中做起始愛護自然、保護環境真正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與態度，

而不再只是運動口號，透過這種正確的設計觀念會使未來的地球生活環境更加美

好。 

 

叁●結論 

經過這次創意小論文產品設計的過程我們希望能結合課程中：圖學、創意、基本

設計、電腦繪圖、3D 列印，創造一個讓牙刷快速乾的產品，讓旅遊者可以方便

攜帶，並且也能讓生態環境維持現狀，不再讓動物把塑膠當成食物，而吃進肚子

裡造成死亡的環保產品。 

會想創造一個讓牙刷快速乾的產品，是因為如果牙刷溼溼的會生長黴菌，再放到

嘴裡會使口腔病變，這會造成很多的不便，而講求環保是因為塑膠汙染的緣故，

因為污染已經讓很多生物誤食而因此死亡，我們想著如果有辦法能讓塑膠重複使

用就能減少污染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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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專利檢索 

 

檢索(圖十) (註十六) 

 

伍●引註資料 

 

一、書籍類 

 

註一：林怡芳(2008)。十二味生活設計。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P.39。 

註二：陳隆安(2006) 

註三：鐘金發(2015)。創意淺能開發。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P.80。 

註四：同註一。P.43 

註五：George Karleskint，Richard Turner，James Small（2009），海洋生物導論

(Introduction to Marine Biology)。Cengage Learning。P.536 

註七：概念模 (圖二~圖五) 筆者自做 

註八：同註七 

註九：同註七 

註十：同註七 

註十一：海棉三視圖─草圖 (圖六) 筆者自繪 

註十二：海棉三視圖與尺寸 (圖七) 筆者自繪 

註十三：海棉與置放盒的彩現 A、B 款式表現圖(圖八~圖九) 筆者自繪 

註十四：同註十三                                                      

註十五：馮冠超、王麗卿(2014)。設計與生活。瀧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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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六：水母還是塑膠袋? (圖一) 2016 年 11 月 9 日，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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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十六：檢索(圖十) 2016 年 11 月 9 日，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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