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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 稻草灰溶液呈鹼性。 

二、 稻草灰中只有溶於水的部分能幫助燃燒，不溶於水的殘渣不能幫助燃燒。 

三、 稻草灰中的主要成分為鈉、鉀的碳酸鹽、氯化物、硫酸鹽、硝酸鹽、磷酸鹽。 

四、 稻草灰中鉀含量約 8.6％，氯化磷含量約佔 1.1％。 

五、 植物生長中如缺乏某些元素，則會造成營養不良。 

六、 稻草灰成分中含磷、鉀、氮碳酸鹽、氯化物、磷酸鹽，可說是很好的植物肥料， 

如果再配合土壤則更能發揮其功能。 

七、 稻草灰具有抑制真菌生長的功能。 

八、 稻草灰對向日葵的生長速率較尿素、硫酸銨穩定，隨著時間增加，其增減幅度變化 

不大。 

九、 用稻草灰為養份培育綠豆芽株，其維生素 C 的含量比用清水培育者幾乎高出兩倍。 

十、 用稻草灰代替碳當還原劑，可使煉鋼廠成本大幅下降，保持在世界的競爭力。 

十一、 稻草灰乾餾所得焦炭，可當吸附劑。 

壹、研究動機 

        假日回鄉下的祖父家玩，剛好碰到祖父在田裡燒稻草。聽祖父說，稻草燒完的灰很 

有營養、對植物的生長很有幫助。覺得好奇，稻草灰的成分是什麼？性質是什麼？對植 

物有什麼幫助？找老師研究去！ 

貳、研究目的 

一、 瞭解稻草灰之成分及性質。 

二、 找出植物健康生長所需之養分。 

三、 稻草灰對綠豆芽株內維生素 C 含量的影響。 

四、 稻草灰可當煉鐵的焦碳研究。 

五、 稻草灰與人造肥料對於向日葵的生長速率、葉子長度之比較研究。 

六、 稻草灰可當吸附劑的探討。 

參、研究設備及藥品 

   本生燈、三腳架、錫盤、鎳鉻絲、鈷玻璃、過濾漏斗、濾紙、培養皿、棉花、玻璃片、石 

蓮花葉、綠豆、AgNO3、BaCl2、Ca（OH）2、HCl（ag）、Ca（NO3）2、CaSO4、KH2PO4、MgSO4、 

KNO3、FeC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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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實驗過程與方法 

一、 稻草灰酸鹼度的測定 

（一） 實驗步驟： 

1. 在錫盤中將稻草加熱直到燒完為止，有灰黑色之灰燼殘留。 

2. 將灰燼放入燒杯中，加入適量的蒸餾水充分攪拌，用 PH 計測定溶液的 PH 值。 

（二） 實驗結果： 

PH 值＝13.2 

二、 稻草灰幫助燃燒的試驗 

（一） 實驗步驟： 

1. 用稻草灰加入墨汁中，以毛筆吸取此墨汁，在紙上寫字。用點燃的線香引燃紙 

上寫字的部分。 

2. 以毛筆吸取普通的墨汁在紙上寫字，用點燃的線香引燃紙上沒有混合稻草灰的 

墨汁字。 

（二） 實驗結果： 

1. 只有混合稻草灰的墨才能燃燒，沒有混合灰的墨不能燃燒。 

2. 易吸墨汁的紙較好，普通的紙因表面光滑不吸墨水，不能用來燃燒。 

3. 所混合的灰量太少也不能燃燒。 

三、比較稻草灰晶體和稻草灰殘渣的性質 

（一） 實驗步驟： 

1. 取約 300ml 的水並放入很多稻草灰攪拌之。 

2. 稻草灰不能全部溶解，必有殘渣，過濾之。 

3. 將溶解的灰液用小火烘乾，可得白色粉末，如不完全乾燥時，經靜置後，則得 

無色、透明晶體，如變白粉時，加少量水再把粉末溶解經靜置濃縮可得晶體。 

4. 濾紙上的殘渣中還有含少量灰汁殘留，將其倒到燒杯內加水，攪拌後靜置，使 

殘渣沉澱，以傾斜法倒掉上層溶液。如此反覆做二、三回，即可得不含灰汁的 

純殘渣。 

5. 取少量晶體溶於水，並用棉花棒沾少許塗擦在紙上風乾，用點燃線香試試能不 

能燃燒。 

6. 用灰汁殘渣塗擦在紙上用點燃線香試試看能不能燃燒。 

（二） 實驗結果： 

1. 以灰汁殘渣塗擦者不能燃燒。 

2. 以溶於水的灰晶體塗擦者能燃燒。 

3. 灰汁所結成的晶體才是燃燒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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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稻草灰為燃燒的催化劑試驗 

（一） 實驗步驟： 

1. 收集第一次塗稻草灰晶體的紙灰，把收集到的紙灰再次塗擦在紙上再點火看看。 

2. 收集第二次燃燒後的紙灰做第三次燃燒實驗。 

（二） 實驗結果： 

1. 做幾次後稻草灰還是能使紙燃燒。因此知道由稻草灰所得的晶體經過多次的燃 

燒也不改變它的組成。 

2. 少量的稻草灰確實能使燃燒易然。且本身組成不變，其作用叫催化作用，能表 

現這種能力的物質稱為催化劑。 

五、稻草灰成分的探討 

（一） 實驗步驟： 

1. 在錫盤中將稻草加熱到燃燒完為止，有灰黑色之灰燼殘留。 

2. 熱的鎳鉻絲沾些鹽酸後，放在盤上沾些灰，將鎳鉻絲加熱並於有鉻玻璃及沒有 

鉻玻璃的情況下觀察火焰之顏色。 

3. 試管內裝四分之一的灰，加入等量稀鹽酸試管口以塞子塞住，塞上接一玻璃管， 

氣體通過裝有石灰水的試管內。 

4. 在含灰的試管內加些水並搖盪之，過濾後並收集濾液。 

5. 放一半的濾液於試管內，加少量稀硝酸及數滴硝酸銀溶液。 

6. 另一半的濾液放入試管內，加入少量稀鹽酸及數滴氯化鋇溶液。 

7. 取 1 滴試液於滴盤上，加入 2 滴濃 H2SO4 和 1 滴α萘胺，靜置 3 分鐘。若有紫色 

於試液周圍出現表示有 NO3
－存在。 

8. 取 1ml 試液加稀 HCl 使酸化，再加入鉬酸銨若有黃色沉澱表示有 PO4
3－存在。 

（二） 實驗結果： 

（表一） 

離子或氣體 試驗 結果 

鉀 火焰試驗 紫色火焰 

鈉 火焰試驗 黃色火燄 

氯化物 硝酸銀溶液 白色氯化銀沉澱 

硫酸鹽 氯化鋇溶液 白色硫酸鋇沉澱 

碳酸鹽 稀鹽酸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石灰水 白色碳酸鈣沉澱 

硝酸鹽 濃硫酸和α奈胺 試液周圍出現紫色環

磷酸鹽 鉬酸銨 黃色沉澱 

（三） 實驗討論： 

上述實驗顯示灰中含鈉、鉀、碳酸鹽、氯化物、硫酸鹽，硝酸鹽及磷酸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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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探討稻草灰晶體中能幫助燃燒的物質 

（一） 實驗步驟： 

1. 由第五實驗可知稻草灰晶體中的成分可能為：KCl、NaCl、Na2SO4、K2CO3、NaNO3、 

KNO3、K3PO4、Na3PO4 

2. 將上述物質溶於水，用棉花棒塗擦於紙上，用點燃線香點看看能不能燃燒。 

（二） 實驗結果： 

1. 能幫助燃燒的物質：KNO3、K2CO3、K2SO4 

2. 不能幫助燃燒的物質：NaNO3、Na2CO3、Na2SO4、K3PO4、Na3PO4 

七、稻草灰中鉀、氧化磷的定量試驗 

（一） 實驗步驟： 

1. 磷的定量： 

（1）取 50 克灰→加 300ml 之鹽酸和 100ml 之硝酸→煮沸 30 分鐘→冷卻→取溶 

液 25ml→加甲基橙 2 滴→以氨水鹼化→加硝酸中和→並再多加使之略呈酸 

性→稀釋成 100ml→再加熱至 65℃→加鉬酸銨繼續加熱→直至生成黃色沉 

澱。 

（2）將沉澱冷卻→用硝酸銨洗滌沉澱→加 30ml，25﹪的氨水將沉澱溶解→加 2~3 

滴之溴瑞香草藍→以 6N 的鹽酸中和→加 10ml 鎂的混合物→加 2~3 滴的酚 

酞溶液→加氨水至溶液呈淡紅色→靜置 2 小時→使其沉澱完全→乾燥後→ 

再強熱→生成焦磷的鎂（Mg2P2O7）→秤重。 

（3）計算：磷化物百分率（P2O5﹪） 

  %1000.6377OPMg 722
×

×
=

樣品重

重  

2. 鉀的定量： 

（1）取灰 50g 加入 200ml 的水→過濾→以鹽酸溶液使其酸化→取 50ml 溶液加 

10﹪的 BaCl2 使生沉澱→趁熱過濾→再濾液中加入 1ml 之濃氨水→再加入 

（NH4）2CO3 飽和溶液→在加入 0.5g 草酸→過濾→將濾液蒸乾。 

（2）將殘留物以熱水溶解→過濾→蒸發至少量→加 5ml 之過氯酸→至白煙發生 

→冷卻→再加 20ml 之過氯酸的酒精溶液→攪拌使生沉澱→靜置→蒸乾→ 

將沉澱物（KClO4）秤重。 

（3）計算：鉀百分率 

           %1000.33994 ×
×

=
樣品重

重KClO  

（二） 實驗結果： 

（表二） 

次數 稻草灰中含鉀（﹪） 稻草灰中含氧化磷（﹪） 

第一次 8.6 1.2 

第二次 8.4 1.0 

平均值 8.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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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植物健康生長所須之養分探討 

（一） 實驗步驟： 

1. 每一實驗需要大小一樣的綠豆，在 8 個十公分大的培養皿上放些棉花後再將綠 

豆分別放置於其上並標示之。 

2. 依據下表調配各種不同的營養液 

（表三） 

溶液之種類 溶液成分 

a.蒸餾水 1 公升之蒸餾水 

b.具備所有養分的營養液 

溶解下列化合物於 1 公升之蒸餾水中： 

1g 硝酸鈣、0.25g 磷酸二氫鉀、0.25g 硫酸鎂、 

1g 氯化鐵溶液。 

c.缺氮營養液 

溶解下列化合物於 1 公升之蒸餾水中： 

1g 硫酸鈣、0.25g 磷酸二氫鉀、1g 氯化鐵、 

0.25g 硫酸鎂 

d.缺磷營養液 
溶解下列化合物於 1 公升之蒸餾水中： 

1g 硝酸鉀、0.5g 硫酸鈣、1g 氯化鐵、0.25g 硫酸鎂

e.缺鐵營養液 
溶解下列化合物於 1 公升之蒸餾水中： 

1g 硝酸鈣、0.25g 磷酸二氫鉀、0.25g 硫酸鎂 

f.缺鉀營養液 
溶解下列化合物於 1 公升之蒸餾水中： 

1g 硝酸鈣、0.25g 硫酸鎂、0.5g 硫酸鐵。 

g.稻草灰 溶解 10g 稻草灰於 1 公升之蒸餾水中 

i 稻草灰＋ 

具備所有養分的營養液 

溶解 10g 稻草灰及下列化合物於 1 公升之蒸餾水

中：1g 硫酸鈣、0.25g 磷酸二氫鉀、0.25g 硫酸鎂、

1g 氯化鐵溶液、 

3.根據下列實驗組別於每一個培養皿中各加入 10 毫升不同的營養份溶液，之後每 

3 天加一次 10 毫升營養液培養並紀錄植物生長狀況，連續培養六週。 

 

 

 

 

 

 

 

 

 

 

 

 

 

實驗組別 

1. 只加水                   

2. 加缺鐵營養液             

3. 加缺磷營養液             

4. 加缺鉀營養液             

5. 加缺氮營養液             

6. 加所有養分營養液         

7. 加稻草灰營養液           

8. 加所有養分及稻草灰營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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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驗結果： 

（表四） 

實驗組別 植物生長狀況 

1. 只加水   初期生長狀況正常，後期莖枝細弱、乾癟 

2. 缺鐵     發芽慢，有菌類感染，生長狀況遲緩，最後葉枯萎 

3. 缺磷     發芽慢，有菌類感染，生長狀況遲緩，最後葉枯萎 

4. 缺鉀     發芽慢，有菌類感染，生長狀況遲緩，最後葉枯萎 

5. 缺氮     發芽慢，有菌類感染，生長狀況遲緩，最後葉枯萎 

6. 所有養分 發芽慢，有菌類感染，生長狀況遲緩 

7. 稻草灰   生長狀況良好 

8. 全+草    生長狀況最好，葉大莖粗壯 

（三） 實驗討論： 

1. 只加水的組別於一開始生長正常，但後期卻生長不良，應該是種子內的養分已 

用完，而後又無後續的營養供給所導致。 

2. 由實驗的結果來看，稻草灰確實能增進植物的生長 

3. 除了加水及加了稻草灰的組別之外，其他的組別都有真菌感染，因此推斷稻草 

灰具有抑制真菌生長的功能 

九、稻草灰對抑制真菌生長之探討 

（一） 實驗步驟： 

1. 取 8 個十公分大的培養皿上放些棉花後再個別加入 10 毫升實驗八的營養液。 

2. 之後每 3 天加一次 10 毫升營養液培養並觀察培養皿長菌情形，連觀察一週。 

（二） 實驗結果： 

（表五） 

實驗組別 培養皿長菌情形 

1. 只加水   無 

2. 缺鐵     有 

3. 缺磷     有 

4. 缺鉀     有 

5. 缺氮     有 

6. 所有養分 有 

7. 稻草灰   無 

8. 全+草    無 

（三） 實驗討論 

1. 培養皿中加入營養液會導致真菌的生長 

2. 稻草灰確實能抑制真菌的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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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稻草灰與人造肥料對於向日葵的植株高度、葉子長度之比較研究 

（一） 實驗步驟： 

1. 取四個大小均ㄧ的向日葵盆栽（植株高約 16 公分），分成四組，第一組為對照 

組、不予以施肥，其他三組為實驗組，分別以稻草灰、尿素、硫酸銨為肥料， 

每天施肥一次。 

2. 各組每天早晚澆水一次。 

3. 每三天測定各組的植株高度及葉子長度。 

（二） 實驗結果：（單位：cm） 

1.向日葵於不同肥料中的植株高度 

（表六） 

 

 
0 天 3 天 6 天 9 天 12 天 15 天 18 天 21 天

X 16 19.2 23.4 27.1 30.8 32.3 35.7 38.5 

稻草灰 16 22.8 30.7 39.4 47.8 56.9 64.2 77.8 

尿素 16 20.3 26.2 33.4 39.5 43.2 50.3 53.5 

硫酸銨 16 20.1 27.6 35.9 42.8 46.5 53.3 57.2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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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日葵於不同肥料中的葉子長度 

（表七） 

 

 
0 天 3 天 6 天 9 天 12 天 15 天 18 天 21 天

X 0.51 1.68 2.33 2.96 3.88 4.93 6.77 8.92 

稻草灰 0.49 1.82 2.36 3.01 3.98 5.45 7.05 9.36 

尿素 0.52 1.73 2.41 3.03 3.93 5.32 6.95 9.22 

硫酸銨 0.50 1.85 2.35 2.86 3.85 5.39 6.99 9.18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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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驗討論： 

1. 向日葵以稻草灰為肥料之生長素率穩定，隨時間增加其增減幅度不大，尿素及 

硫酸銨則於第 3、6、9、12 天生長速率逐日增加。第 15 天呈下滑，第 18 天又 

增加，第 21 天又呈下滑，生長速率較不穩定。 

2. 葉子的長度，以稻草灰和尿素、硫酸銨為肥料的組別相差不大。 

 

 

 

 

 

 

 

 

天數 
肥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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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稻草灰對綠豆芽株維生素 C 含量的影響 

（一） 實驗步驟： 

1. 精選無害蟲、大小均勻、乾燥新鮮的綠豆 

2. 洗淨後置入乾淨並鋪有脫脂棉之培養皿中，再蓋一薄層脫脂棉 

3. 培養皿分成 A1A2B1B2 

A1A2：純清水，每天澆以蒸餾水一次 

B1B2：草木灰為養分，每天澆以蒸餾水一次 

4. 精秤樣品 5g 加 6﹪偏磷酸 15ml，以研缽研碎後置於定量瓶中，以 3﹪偏磷酸液稀

釋至 50ml，再以離心機分離後過濾取濾液 

5. 精量 5ml 濾液於 25ml 燒杯中，以經標準維生素 C 液定量過之 0.025﹪2、6 二氯酚

靛酚鈉滴定置呈紅色 15 秒內不消失為止 

6. 計算： 

V：所費 2、6 二氯酚靛酚鈉液之 C.C 數 

T：2、6 二氯酚靛酚鈉液/ml，相當於維生素 C 之毫克數 

W：取出濾液中所含樣品重（g） 

100g) / (mgC100
W

TV
之毫克數樣品每百克所含維生素=×

+
 

 

（二） 實驗結果： 

（表八） 

次數 
純清水 

維生素 C 含量（mg） 

草木灰為養分 

維生素 C 含量（mg） 

1 4.8 6.6 

2 5.0 7.0 

平均值 4.9 6.8 

 

（三） 實驗討論 

用稻草灰培育出的綠豆芽菜所含的維生素 C 比純清水高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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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稻草灰可當煉鐵的焦炭探討 

（一） 實驗步驟： 

1. 試管中放入 4 克 CuO 及 1 克木炭，試管口以塞子蓋住，並連一玻璃管，通入石 

灰水中。 

2. 停止加熱，移走連接管，混合物冷卻後倒入一燒杯中加些水並攪拌之，有紅色 

的銅屑沉於杯底，烘乾稱重。 

3. 用 Fe2O3 代替 CuO 重做此實驗。 

4. 用稻草灰中不溶於水的殘渣代替木炭，重做此實驗。 

（圖三） 

 

 
  

（二） 實驗結果： 

（表九） 

物質 物質 加熱時間 固體產物 固體產熱重量 通入石灰水情形

CuO 4.002g 木炭粉 1.003g 80 分鐘 Cu 1.3325g 白色混濁 

CuO 4.006g 稻草灰 1.005g 80 分鐘 Cu 1.1028g 白色混濁 

Fe2O3 4.005g 木炭粉 1.003g 80 分鐘 Fe 1.1252g 白色混濁 

Fe2O34.006g 稻草灰 1.004g 80 分鐘 Fe 1.0116g 白色混濁 

（三） 實驗討論： 

1. 2CuO+C→2Cu+CO2 

2. 2Fe2O3+3C→4Fe+3CO2 

3. 由表可知 

以稻草灰為還原劑較木炭粉為還原劑，毫不遜色。 

4. 最近煤炭價格暴漲，如以草木灰代替煤礦成功的煉鐵則可大大節省成本，且具 

有競爭力。 

 

 

 

氧化銅及木炭 

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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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稻草灰可當吸附劑的探討 

（一）  實驗圖形： 

（圖四） 

 

（二） 實驗設計原理 

      上圖設計原理是根據波以耳定律即注射筒壓縮後的 PV 值應保持常數，但因一 

部份氨氣被吸附劑吸附了，壓力減少即 PV 值發生改變了，為了保持壓力不變， 

須壓縮氨氣，注射筒減少的體積即為氨氣被吸附劑吸附的體積。 

（三） 操作方法 

1. 用向下排氣法，收集氨氣。 

2. 用大注射筒從廣口瓶收集 100ml 的氨氣。 

3. 放入 5 克吸附劑於玻璃管內。 

4. 壓縮注射筒到 50ml，紀錄開管壓力劑的壓力。 

5. 壓縮氨氣的體積使壓力保持不變。 

6. 紀錄氨氣減少的體積，即為被吸附劑吸附的廢氣體積。 

7. 比較其他吸附劑吸附情形。 

（四） 計算氨氣被吸附劑吸收的體積範例 

壓縮前氨氣體積：50cm3 

壓縮前壓力計壓力：95cmHg 

壓縮後氨氣體積：40 cm3 

壓縮後壓力計壓力：95cmHg 

則被吸附的氨氣體積為 50－40＝10 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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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實驗結果： 

(表十) 

實驗次數 
被吸附的體積 

（㎝ 3） 

吸附劑種類 1 2 3 4 

平 

均 

值 

活性碳 1.6 1.8 1.6 1.4 1.6 

竹筷（焦炭） 2.8 2.6 2.4 2.2 2.5 

稻草灰（焦炭） 2.6 2.3 2.1 2.2 2.3 

（六） 實驗討論： 

1.本實驗是探討吸附劑吸附氨的能力並不知道吸附劑吸附其他氣體的能力。 

2.如果只針對吸附氨的效果，其吸附能力的大小順序為： 

竹筷（焦炭）＞稻草灰（焦炭）＞活性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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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驗討論 

一、種稻米時要施肥，而肥料中重要元素是氮、磷、鉀三元素，因此可以這麼想，草木灰

中必含鉀元素，如把含鉀的稻草燃燒後，鉀可能變磷酸鉀而留在灰中，因為鉀被燃燒

後不會變氣體蒸發掉，如果地中的鈉元素如同鉀當肥料被稻米吸收的話，也許灰中也

含碳酸納。如此存在灰汁中表示鹼性者可能是碳酸鈉或磷酸鉀。 

二、稻草灰晶體中能幫助燃燒的物質可能為 KNO3、K2CO3、K2SO4。不能幫助燃燒的物質

可能為 NaNO3、Na2CO3、Na2SO4、K3PO4、Na3PO4。 

硝酸鹽、碳酸鹽、硫酸鹽的鉀鹽可幫助燃燒。鈉鹽則不能幫助燃燒，氮磷酸的鉀鹽、 

鈉鹽都不能幫助燃燒。 

三、塗抹稻草灰晶體的濾紙所收集的紙灰還可以幫助燃燒，是因為碳酸鉀在 1000。C 時也

不會分解，燃燒也不會改變它的組成，所以可以連續幫助燃燒。 

四、稻草灰可當植物的重要肥料是因為稻草灰中含有能溶於水的鉀化合物或磷化合物，由

植物根部吸收，這些肥料對植物成長有不可缺的重要作用。 

五、植物所需的營養素，大致有 15 種之多，其中碳、氫、氧元素可自行從空氣和水中獲

得，剩下的部分須由土壤吸收獲得，約可分為三類： 

1.主要元素：以 N、P、K 為主，為植物發育生長過程主要需求，也是土壤中相對較缺

乏的。 

2.次要元素：Ca、Mg、S。 

3.微量元素：土壤含量多可滿足。 

六、植物如缺乏主要元素如氮、磷、鉀、鐵時，將導致生長不良 

七、稻草灰中有抑制真菌的成分，對於植物生長有助益 

八、植物如果有任何養分缺乏，植物都不會正常生長，多量的一種養分，並不能補償所缺

失的另外一種養分。 

九、稻草不完全燃燒時，灰中留有少量碳粒而顯出黑色。完全燃燒時，才得所謂灰色的灰。 

十、鐵礦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鐵，需要還原後才能得到鐵這個步驟需加入還原劑，它對氧的

吸引力要比鐵對氧的吸引力強，同時價廉且能充分供應。在鼓風爐中碳是以焦炭加

入，在鼓風爐中，焦炭產生一氧化碳，他是強還源劑，因此如以稻草灰代替焦炭可能

性很高，鼓風爐中 1200℃的熱空氣由風嘴吹入，在膠結區溫度高達 1535℃，此溫度

足以始稻草灰迅速產生一氧化碳。 

十一、稻草輝燃燒所得的稻草灰期吸附氨氣的效果不好，但如將稻草乾餾所得焦炭，則吸

附氨的效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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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結論 

一、稻草灰溶液呈鹼性。 

二、稻草灰成分中有可以溶於水的晶體及不能溶於水的殘渣。 

三、稻草灰中只有可溶於水的晶體，可以幫助燃燒：不能溶於水的殘渣不能幫助燃燒。 

四、稻草灰中能溶於水的晶體中有可幫助燃燒的物質，此物質可多次幫助燃燒，可知此物

質的組成不變，有催化劑性質。 

五、稻草灰晶體中，能幫助燃燒的物質 

六、稻草灰中鉀的含量約佔 8.6%氧化磷含量約佔 1.1%。 

七、缺乏某些元素則植物不生長，造成營養不良。 

八、如有一種養份量不對，植物都不會正常生長，多量的一種養分，並不能補償所缺失的

另一種。 

九、稻草灰可抑制真菌的生長，對植物生長極有助益。 

十、稻草灰對向日葵的生長速率較尿素、硫酸銨穩定，隨著時間增加，其增減幅度不大 

十一、 稻草灰中含 P、K、N 碳酸鹽氧化物，硫酸鹽，可說是很好的植物肥料，如果再配 

合土壤則更能發揮其功效。 

十一、經此次研習，我們希望能喚起人們對稻草的重視，能多加利用周圍的能源。 

十二、用稻草灰為養分培育綠豆芽株，其維生素 C 的含量比用清水培育者高。 

十三、稻草灰乾餾所得焦炭吸附氨的效果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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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圖表 

    

                 
    A.                                       B. 

 

              

C. D. 

 

圖 1-1 

實驗八的實驗結果 

A.只加水  B.加缺鐵的營養液  C. 加缺磷的營養液  D. 加缺鉀的營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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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F. 

 

              

G. H. 

 

圖 1-2 

實驗八的實驗結果 

E.加缺氮的營養液  F.加全部的營養液  G.加稻草灰的營養液  H.加全部及稻草灰的營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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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2-1 

實驗九的實驗結果 

A.只加水  B.加缺鐵的營養液  C. 加缺磷的營養液  D. 加缺鉀的營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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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G.                                         H. 

 

圖 2-2 

實驗九的實驗結果 

E.加缺氮的營養液  F.加全部的營養液  G.加稻草灰的營養液  H.加全部及稻草灰的營養液 

 

 

 

 

 

 

 

 

 

 



中華民國第四十五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評    語 

 
 

高中組 生活與應用科學科  

 

第二名  

 
040814 

稻草灰成分,性質及應用 

 

國立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評語： 

本作品以台灣隨處可取得的稻草灰做連續十

多個實驗，以找出其可再加以利用之處，除了

有助植物之生長外，有兩項主要的發現：(1)

稻草灰有抑制真菌生長的成份(2)可做為鐵礦

(氧化鐵)還原的還原劑，而且效果比木炭好，

未來可能可以取代焦碳。不過，在實際應用

上，因為稻草灰含有其它金屬，在還原反應

上，是否對鐵產生不良影響並未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