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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自然課觀察鐵的生鏽時，原本要實驗證明鐵生鏽會「消耗空氣」。但實驗結果卻是

「產生氣體」。在確認過這個結果並不是有人惡作劇之後，我們開始了一系列的研究。 

一開始嘗試要檢驗：「到底多出來的氣體是什麼氣體？」。失敗後，我們只好進一步檢

查「為什麼有時候鐵生鏽消耗空氣、有時候卻是吐出氣體？」。成功的發現關鍵因素之後，

我們利用這個特點，製造出較純的（沒有混合空氣的）鐵生鏽吐氣（此時我們才發現其實這

已不算是鐵生鏽了）。較純的氣體較易被檢驗，這個氣體很輕、遇到火會爆掉，所以我們推

測這個氣體是「氫氣」。 

最後我們也提出一些建議，想觀察「鐵生鏽會消耗空氣」的現象時，應該注意哪些事

項。 

 

壹、研究動機 

在上自然課的時候，我們做「生鏽會耗氧」的實驗（參考資料1）。發現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廣口瓶內「水位正常上升」（參考資料2），但有些廣口瓶「水位反而下降！（參考資料

3）」。實驗前推測，水位下降表示生鏽會產生氣體（參考文件2）。我們問老師怎麼會這樣？

老師一直都不講話！過好久老師才說：「可能有學生亂動器材，有幾瓶被拿起來過，才會這

樣！……其實你們可以研究看看！」。 

於是我們就展開了”尋找兇手（原因）”的歷程！想看看「生鏽真的會產生氣體

嗎？」、「為什麼有時候生鏽會吸氣，有時候卻是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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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 究 目 的 

一、 確認生鏽到底是消耗空氣或是吐出氣體？ 

二、 檢驗吐出的氣體是什麼氣體？ 

三、 找出為何有時鐵生鏽吸氣？有時卻是吐氣？ 

四、 製造較純的「生鏽吐出的氣體」，並且進一步確認這是什麼氣體。 

五、 提出：未來上自然課時，這個實驗應注意事項與建議。 

 

參、研 究 過 程 

階段一    先確認：真的有「鐵生鏽會吐氣」的現象嗎？ 

1.確認生鏽到底會吐氣還是吸氣？ 

2.是〝醋不同〞造成的嗎？ 

 

階段二    確認所產生的氣體為何？ 

1.是氧氣嗎？ 

2.是二氧化碳嗎？ 

3.是氫氣嗎？  

階段三    找出「造成鐵生鏽消耗空氣或產生氣體反應」的關鍵： 

1.「鋼絲絨球鬆緊的程度」是關鍵嗎？  

2.「管內空氣量」是關鍵嗎？ 

3.「溶液的不同」是關鍵嗎？ 

4.「醋種類不同」是關鍵嗎？ 

5.「醋的量」是關鍵嗎？ 

6.「醋的濃度」是關鍵嗎？  

階段四    製造純的「鐵生鏽所吐出之氣」，並進行分析 

1.確認「是否醋的濃度越濃、產生的氣體越多」 

2.確認「生鏽吐氣現象」需要空氣當原料嗎？ 

3.製造純的「不明氣體」，檢驗有無爆炸性。 

4.大量的蒐集「不明氣體」到袋中，確定會像氫氣球一樣飄起來。 

 

階段五    對需要觀察「生鏽會吐氣」現象的人提出建議。 

1.可以用 pH 值預測結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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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一    先確認：真的有「鐵生鏽會吐氣」的現象嗎？ 

一、研究一：確認「鐵生鏽會吐氣」？ 

(一)、實驗目的： 

1. 確認生鏽到底是會消耗空氣，還是會產生氣

體？ 

2. 醋的種類是否會有影響？ 

(二)、實驗方法： 

1. 先把鋼絲絨塞進量筒中 

2. 把醋倒進量筒（5ml 純醋酸（冰醋酸）加水

至 100ml.） 

3. 用鐵棒戳鋼絲絨，讓鋼絲絨充分和醋接觸 

4. 將量筒倒放水中固定 

5. 抽去量筒中的氣，留下 200ml 的氣體 

6. 觀察、記錄空氣柱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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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結果： 

鐵泡 5﹪醋酸、黃色的醋空氣柱變化：                                                               (量筒內空氣量 / ml. ) 

時間 5 分鐘 45 分鐘 100 分鐘 158 分鐘 200 分鐘 430 分鐘 1 天 2 天 4 天 36 天 

5﹪醋酸 195 190 210 226 235 250 250 253 251 287 

黃色的醋 200 180 195 213 224 254 260 267 262 346 

討論： 

1. 由這個實驗可以確認：「鐵沾醋生鏽時、真的會吐出氣體」。之前在教室發現的

「生鏽會吐出氣體的現象」居然是真的，而不是有人惡作劇！ 

2. 實驗進行的這段時間，氣溫變化不大。所以水位變化不是熱漲冷縮造成的。 

3. 不論是買來的醋（似米醋）或是 5﹪醋酸泡過的鋼絲絨球，最後都會吐氣。 

4. 由實驗開始的 45 分鐘內，會進行與課本相符合的消耗氣體反應 

5. 從 45 分鐘之後，空氣柱都一直持續的隨著時間而增多！ 36 天後空氣柱的量都明

顯變得更多！ 

6. 接下來我們最好奇的是：「鐵生鏽所吐出的氣體，到底是什麼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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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二   確認鐵生鏽所吐出的氣體到底是什麼氣體 

雖然我們想不通這是什麼氣體，不過我們可以利用氣體的特性測測看這是什麼氣體（其

實我們也只能測看看它是不是：氧氣、二氧化碳或是氫氣） 

一、研究二之１：「量筒內產生的氣體是否為氧氣？」 

(一)、實驗目的： 

檢查「階段 1」量筒內產生的氣體是否為氧氣？ 

(二)、實驗方法： 

1. .將「階段 1」的量筒內氣體用針筒抽出，注入塑膠袋內 

2. 把燃燒中的線香放入袋口，因氧氣具有助燃性，若線香火焰變大，即表示內部

空氣為氧氣。（參考資料 4） 

 

 

 

 

 

 

 

(三)、實驗結果： 

線香並不會產生火焰（沒有任何變化）。 

(四)、討論： 

應該不是氧氣，因為線香沒有變化。若袋子內的氣體是氧氣，則應該會像我們在五

年級所做的實驗一樣，線香一遇到氧氣馬上就開始產生火焰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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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二之 2：量筒內吐出的氣體是否為二氧化碳？ 

(一)、實驗目的： 

檢查「階段 1」量筒內吐出的氣體是否為二氧化碳？ 

(二)、實驗方法： 

1. 用針筒把量筒內產生的空氣抽出。 

2. 把澄清石灰水倒入塑膠袋內。 

3. 將針筒內的空氣，注入塑膠袋，激烈搖晃，看裡面的澄清石灰水是否會變渾

濁。（參考資料 5） 

(三)、實驗結果： 

澄清石灰水並沒有變渾濁。 

 

 

(四)、討論： 

1. 如果生鏽吐的氣是二氧化碳，這個濃度會比我們吐的氣還濃。之前用石灰水可

測我們吐氣中的二氧化碳，效果很好，這個檢測法應該沒問題！ 

2. 鐵生鏽排出氣體不是二氧化碳，所以澄清石灰水保持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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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二之 3Ａ：量筒內吐出的氣體是否為氫氣？ 

(一)、實驗目的： 

檢查「階段 1」量筒內的吐氣是否為氫氣？ 

(二)、實驗方法： 

1. 將「階段 1」量筒內吐出的氣體用針筒抽出 

2. 將針筒內的氣體注入肥皂水中製造氣泡，觀察會不會飄起來。 

 

 

 

 

 

 

 

3. 拿線香把燒杯內出現的泡泡戳破，觀察是否有爆鳴聲 

(三)、實驗結果： 

不能飄起。用線香戳，氣泡破、線香熄，沒有爆掉。 

(四)、討論： 

聽不到啵的聲音，可能是因為： 

1. 生鏽吐的氣不是氫氣！ 

2. 氫氣較一般氣體輕，通常出現在量筒上層；我們沒有抽到上層的空氣，所

以無法檢查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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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二之 3Ｂ：確認量筒最高處內的氣體是否為氫氣？ 

(一)、實驗目的： 

氫氣應該會飄到量筒的上方。可能我們上次做在抽氣時沒有注意到這點。所以這次

要抽出量筒上方的氣體，再檢測一次。 

(二)、實驗方法： 

同上(研究二之２Ａ)的作法，但針筒抽取的氣是位於量筒上層的氣體 

(三)、實驗結果： 

氣泡不會飄起來。氣泡破掉時，一樣沒有爆鳴聲。 

(四)、討論： 

之所以會聽不到爆鳴聲，可能是因為： 

1. 「鐵生鏽吐的氣」真的不是氫氣。 

2. 也可能氫氣的含量太少，我們使用的檢驗方法無法檢測出來。 

3. 實驗到這裡，遇到大困難。我們用所有我們能用的檢查方法檢查「鐵生鏽

吐出的氣體」，但實在檢查不出這個「生鏽吐出的氣」。因此我們決定接

下來先看看：「到底為什麼有時生鏽會消耗空氣，有時卻會吐出氣體」的

關鍵因素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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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三    找出「造成鐵生鏽消耗空氣或產生氣體反應」的關鍵：  

一、 研究三之 1    鋼絲絨球鬆緊的程度 

(一)、實驗目的： 

確認「鋼絲絨球填塞鬆緊程度不同」是否是「鐵生鏽吸氣或吐氣」的關鍵因素？ 

(二)、實驗方法：  

1. 取 200 克的鋼絲絨球，保持大小一致 

2. 將 0.5 ml.醋倒於小杯子裡 

3. 把鋼絲絨球放到小杯子裡沾醋（5%醋酸） 

4. 將鋼絲絨球塞到 20ml.試管底部（一管緊塞，一管弄鬆，另一管鬆緊適中） 

5. 試管倒放於水中，並抽取管內空氣，保持各管水位一致（在放入水中前，先灌

入新鮮空氣到管內，確保各試管開始的實驗條件相同） 

 

 

 

 

 

 

 

6. 觀察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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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結果： 

生鏽時，鋼絲絨球鬆緊的程度 對試管內空氣柱長短的影響： 
 

 

 

 
 

空氣柱長度 / cm 

 

 

 

 

 

 

 

 

 

 

 

 

 

(四)、討論： 

1. 鋼絲絨捏的鬆似乎較有「吐氣」的現象，但不明顯！ 

2. 所以我們推論「鋼絲絨球鬆緊程度」並不是「造成鐵生鏽耗氣或吐

氣」的主要關鍵！ 

 

 

 

 鬆 正常 緊 

剛開始 10 10 10 

一小時後 7.9 7.7 8.1 

一天後 8.2 8 8 

兩天後 8.1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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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三之 2    管內空氣量 

(一)、實驗目的： 

確認「管內空氣量」是否是「鐵生鏽吸氣或吐氣」的關鍵因素？ 

(二)、實驗方法： 

1. 方法同研究三之１ 

2. 為了保持實驗條件相同，每管用的溶液都是 5%醋酸 

3. 準備三支試管，分別抽水，一管水位高、一管適中、一管低 

(三)、實驗結果： 

生鏽時，管內空氣量多寡的程度 對試管內空氣柱長短的影響： 

 空氣少 空氣適中 空氣多 

剛開始 7 10 14 

一小時後 5.9 8.1 11.8 

一天後 6.6 8.5 11.4 

兩天後 6.6 8.5 11.2 

三天後 6.7 8.6 11.6 

空氣柱長度 / cm 

 

 

 

 

 

 

 

 

 

 

 

(四)、討論： 

 

1. 空氣若放得較少，較易有「吐氣」的現象，但不明顯。 

2. 空氣若放得較多，較似典型的「吸氣」現象。 

3. 我們推論「管內空氣量」並不是造成「生鏽吸氣或吐氣」的主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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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三之 3    不同溶液 

(一)、實驗目的： 

確認「浸泡鋼絲絨球溶液的不同」是否是「鐵生鏽吸氣或吐氣」的關鍵因素？ 

(二)、實驗方法： 

1. 方法同研究三之１ 

2. 只是我們使用七種不同的水溶液浸泡鋼絲絨球。 

(三)、實驗結果： 

生鏽時，鋼絲絨球浸泡不同溶液，對試管內空氣柱長短的影響：    (空氣柱長度/cm) 

 氨水 無煙鹽酸 鹼性水 酸性水 鹽水 5%檸檬酸 糖水 

剛開始 10 10 10 10 10 10 10 

一小時後 9.3 10.4 9.3 9 8.8 8.3 9.2 

一天後 9.3 17.5  (全排水) 7.9 7.5 7.4 7.6 8.1 

兩天後 9.1 17.5  (全排水) 7.6 7.3 7.3 7.6 7.5 

三天後 9.4 17.5  (全排水) 7.6 7.5 7.5 7.7 7.6 

 
 

 

 

 

 

 

 

 

 

(四)、討論： 

1. 氨水「吸氣」與「吐氣」的現象不明顯。 

2. 鹼性水在三天內，只看得到典型「吸氣」現象。 

3. 加鹽酸的試管一小時後就有明顯「吐氣」的現象。 

4. 似乎各種水中偏酸性易出現「生鏽吐氣」的現象。鹼性較不會看到「生鏽吐

氣」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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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三之 4    醋的種類 

(一)、實驗目的： 

確認「醋的種類」是否是「鐵生鏽吸氣或吐氣」的關鍵因素？ 

(二)、實驗方法：. 

1. 方法同研究三之１（鋼絲絨球中等鬆緊） 

2. 但使用不同種類的醋 

(三)、實驗結果： 

鋼絲絨球沾不同的醋 對空氣柱長度的影響：                                  (空氣柱長度/cm) 

 工研烏醋 工研糯米醋 白醋 米醋 蘋果醋 梅子醋 5 ﹪醋酸 

剛開始 10 10 10 10 10 10 10 

一小時後 8.8 8.1 8.1 8.1 8.1 8.7 8.1 

一天後 7.7 8 8.3 8.8 8.8 7.7 8.6 

討論： 

1. 醋可分為兩類，一類如工研烏醋、梅子醋（與工研糯米醋），剛開始反應慢，

過了一天後空氣柱的體積還在縮減。另一類（其他 4 種）一開始反應就比較

快，這類的醋在一天後都觀察到開始吐氣。 

2. 工研烏醋、梅子醋與工研糯米醋感覺都是比較不酸的醋。似乎可以讓我們推

測：不酸的醋讓「鐵生鏽吸氣」。較酸的醋一開始讓「鐵生鏽吸氣較快」。但

接下來，會讓「鐵生鏽吐氣」。 

0

2

4

6

8

10

工研烏醋 梅子醋 工研糯米醋 白醋 5%醋酸 米醋 蘋果醋

剛開始

一小時後

一天後

( 各種醋 )  

 ( 

空
氣
柱
長
度 / cm

)   



15 

0

2

4

6

8

10

12

0.1 0.5 1.5

剛開始

一小時後

一天後

兩天後

五、 研究三之 5    醋使用的量 

(一)、實驗目的： 

確認「醋使用的量」是否是「鐵生鏽吸氣或吐氣」的關鍵因素？ 

(二)、實驗方法： 

1. 方法同研究三之１（鋼絲絨球中等鬆緊） 

2. 按上步驟做三支試管，分別用 0.1 ml.、0.5 ml. 、1.5 ml.的醋 

(三)、實驗結果： 

生鏽時，醋的多寡 對試管內空氣柱長短的影響：     (空氣柱長度/cm) 

 0.1 ml. 0.5  ml. 1.5 ml. 

剛開始 10 10 10 

一小時後 8.6 7.9 8.7 

一天後 7.6 7.8 10.5 

兩天後 7.7 7.9 10.8 

 

 

 

 

 

 

 

 

 

 

 

 

 

 

 

(四)、討論： 

1. 加醋較多，明顯有「吐氣」現象。加醋較少，出現典型「生鏽吸氣」的現象。 

2. 「醋的多寡」是影響「生鏽吸氣或吐氣」的關鍵之一！ 

( 

空
氣
柱
長
度 / cm

 ) 

( 

空
氣
柱
長
度 / cm

 ) 

( 醋的量 /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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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研究三之６    醋的濃度 

(一)、實驗目的： 

確認「醋的濃度」是否是「鐵生鏽吸氣或吐氣」的關鍵因素？ 

(二)、實驗方法： 

1. 方法同研究三之１ 

2. 四管中的鋼絲絨球，分別沾 0%、1%、5%、10%濃度 0.5ml.的醋後，實驗比較。 

(三)、實驗結果： 

生鏽時，醋的濃度 對試管內空氣柱長短的影響： 

 0% 1% 5% 10% 

剛開始 10 10 10 10 

一小時後 9.3 8.6 8 7.9 

一天後 7.7 7.6 8.1 9.3 

兩天後 7.5 7.7 8.3 9.3 

 

 

 

 

 

 

 

 

 

(四)、討論： 

1.  用冰醋酸泡出  0 ～10％ 的醋做實驗，的確發現研究三之 4 所觀察到「越酸

（濃）的醋、越易看到『生鏽吐氣』」的現象。 

2.  醋的濃度很明顯就是：鐵生鏽「吸氣」或是「吐氣」的關鍵！ 

3. 接下來我們最有興趣的是： 

（1） 確認醋濃度的確是「生鏽會產生氣體反應」的關鍵。 

（2） 會不會只要醋越濃，生鏽吐氣現象就會越明顯？ 

(空氣柱長度/cm) 

( 醋的濃度 ) 

( 
空
氣
柱
長
度 / 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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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四   製造純的「鐵生鏽所吐出之氣」，並進行分析 

一、 研究四之１    確認「醋的濃度」在「鐵生鏽吸氣或吐氣」時，扮演之角色 

(一)、實驗目的： 

1. 進一步確認：醋的濃度是否就是「鐵生鏽吐氣」的關鍵。 

2. 醋酸的濃度越高，是否吐的氣越多？ 

(二)、實驗方法： 

方法同研究三之 1。但鋼絲絨球分別沾上七種濃度各 0.5ml.的醋後，實驗比較。 

(三)、實驗結果： 

不同濃度的實驗紀錄：                                                                               (空氣柱長度/cm) 

 

 

 

 

 

 

 

 

 

 

 

 

 

 

 

 

 

 

(四)、討論： 1. 短時間內（15 分），只要醋越濃，「生鏽耗空氣」的現象就越明顯。想

在短時間內就看到「生鏽耗空氣」。加醋是有必要的。 

2. 但只要時間夠久，醋越濃（由 0﹪到 100﹪）吐氣的現象越明顯。 

3. 「醋的濃度」就是「鐵生鏽吸氣或吐氣」的關鍵 

 0 ﹪ 1 ﹪ 5 ﹪ 25 ﹪ 50 ﹪ 75 ﹪ 100 ﹪ 

0 分 10 10 10 10 10 10 10 

15 分 9.4 9.4 9.1 8.9 8.8 8.7 8.4 

25 分 9.8 9.2 8.8 8.6 8.5 8.5 8.1 

30 分 9.8 9.1 8.7 8.5 8.4 8.3 8.1 

45 分 9.8 8.7 8.3 8.3 8.2 8.3 8.2 

一小時 9.8 8.7 8.3 8.4 8.3 8.5 8.4 

1 時 15 分 9.6 8.5 8.2 8.4 8.4 8.7 8.5 

2 天 7.9 7.6 8.4 16 17.5 17.5 17.5 

2.5 天 7.9 7.5 8.5 17.5 17.5 17.5 17.5 

(
空
氣
柱
長
度 / cm

 ) 

( 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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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煙鹽酸

無煙鹽酸-無空氣

二、 研究四之２    確認「生鏽吐氣現象」需要空氣當原料嗎？ 

(一)、實驗目的： 

假如沒空氣，生鏽是否會產生氣體？ 

(二)、實驗方法： 

1. 依研究三之 1，準備 4 根試管。其中兩管鋼絲絨浸 0.5 ml.無煙鹽酸，另兩管

浸 0.5 ml.冰醋酸。 

2. 各將其中一管的空氣抽光，觀察紀錄 。 

(三)、實驗結果： 

「抽光空氣」對生鏽時「空氣柱長度」之影響：                          (空氣柱長度/cm) 

 冰醋酸 無煙鹽酸 冰醋酸（抽光空氣） 無煙鹽酸（抽光空氣） 

20 分後 8.6 9.8 1.9 3 

2 天後 17.5 17.5 17.5 8.4 

2.5 天後 17.5 17.5 17.5 8.5 

 

 

 

 

 

(四)、討論： 

1. 由實驗可確認：「鐵沾醋吐氣不需空氣當原料」。 

2. 已知「生鏽反應就是會消耗氧氣」。現在才恍然大悟，「吐氣」的確存在，但

不見得是「生鏽造成的吐氣」。（因為當初先寫習作（見參考資料 2），所以一見

到水位下降，就開始想找出「生鏽會吐出什麼氣體？」） 

3. 接下來我們將「生鏽吐氣」改稱為「不明氣體」！ 

4. 本階段時已確認 1.「越濃的醋產生這種氣體越多」。2.實驗時不預留空氣，也

會產生「不明氣體」。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兩點，製造出既大量又純的「不明

氣體」，這樣較可能測出這是什麼氣體！ 

(

空
氣
柱
長
度 / cm

 ) 

(

空
氣
柱
長
度 / cm

 ) 

( 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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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四之３    檢驗這個「純的不明氣體」有無爆炸性 

(一)、實驗目的： 

利用研究四之 2 製造出「純的不明氣體」，進行檢測是否有氫氣之爆炸性 

(二)、實驗方法： 

使用研究二之 3 確認氫氣的方法來檢驗，但這次用瓦斯槍來戳肥皂泡。 

 

 

 

 

 

 

 

 

 

 

 

 

 

 

 

 

 

 

拿火焰槍去戳收集到的泡泡                                    瞬間爆掉，出現紅色火焰 

(三)、實驗結果： 

氣泡確實破掉，有爆鳴聲，有紅色火焰。 

(四)、討論： 

1. 這個「不明氣體」應該就是氫氣。 

2. 研究二之 3  時測不出「不明氣體」的爆炸性。或許是因為當時收集到的氣體不夠

純，也可能是因為線香火力不夠強造成。 

3. 很多氣體有爆炸性（像瓦斯）。應該再確認這個氣體會像氫氣球一樣飄起，才能

更確認它是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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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四之 4A    確認「不明氣體」會不會像氫氣球一樣可飄起？ 

(一)、實驗目的： 

具有爆炸性的氣體有很多種， 我們想看看「不明氣體」是否會像氫氣球一樣飄起。 

(二)、實驗方法：  

1. 我們決定利用冰醋酸加鋼絲絨，製造大量的「不明氣體」 

2. 把氣體灌入塑膠袋中，並看看塑膠袋是否會往上飄。 

 

 

 

 

 

 

 

 

 

將反應管吐出的氣體收集到塑膠桶中                                  反應管的構造 

 

 

 

 

 

 

 

 

上面壓重物，防止塑膠桶浮起                          收集一桶的氣體裝入塑膠袋中， 

有點飄浮感，但沒有像氫氣球一樣的飄起來 

(三)、實驗結果： 

收集到一整桶「不明氣體」，只能裝滿塑膠袋的一角。塑膠袋有點飄浮感，但不似氫氣

球般飄起來。待進一步分析時，不小心讓整袋氣體漏掉了。 

(四)、討論： －－不能浮起的可能原因： 

1. 這個氣體不是氫氣。 

2. 氣體太少，塑膠袋太重。所以整個袋子飄不起來。 

3. 時間不夠了，無法收集更多的氣體，只好想辦法找到更輕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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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四之 4B    確認「不明氣體」是否可飄起？ 

(一) 實驗目的： 

確認「不明氣體」能否像氫氣球一樣飄起。 

(二) 實驗方法： 

 

 

 

 

 

 

 

 

利用反應管，少量製造「不明氣體」           利用針筒抽出，沾皂液，擠成肥皂泡 

(三) 實驗結果： 

1. 氣泡急速飄起，火焰槍一點即變成紅色火焰爆掉 

2. 若用線香點泡泡，氣泡破、沒爆炸。 

(四) 討論： 

1. 「不明氣體」比空氣輕、遇火會爆。應該是氫氣。 

2. 要檢驗氫氣的爆炸性時，要用火焰，不能用線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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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五    對「需要觀察生鏽會耗氣」現象的人－提出建議。 

－怎麼避免在示範「鐵生鏽會消耗空氣」的實驗時，發生反效果（反而觀察到生鏽吐氣）！ 

研究五      確認：是不是只要水溶液的酸度超過某個的範圍，就會使鋼絲絨球吐氣 

(一)、實驗目的： 

在實驗前檢查一下（酸鹼度 pH 值），就可以判斷未來生鏽會「吐氣」或「吸氣」嗎？ 

(二)、實驗方法： 

使用 pH 測定儀，量出各液體的酸鹼度。再觀察這個液體浸泡鐵後，是「吐氣」或「吸氣」 

(三)、實驗結果： 

液體酸鹼值比較圖表： 

 

 

 

. 

 

「不同 pH 值的液體」對「試管內空氣量」的影響（試管內空氣量原始高度為 10cm） 

 

 

 

 

 

 

 

 

 

 

 

 

 

 

 

 工研烏醋 工研糯米醋 白醋 米醋 蘋果醋 梅子醋 ５％醋酸 氨水 

pH 值 3.17 2.63 2.71 2.31 3.05 2.61 2.27 12.38 

一天後 7.7 8 8.3 8.8 8.8 7.7 8.6 9.3 

 酸性水 蘋果醋 工研烏醋 糖水 鹽水 鹼性水 氨水  

pH 值 2.95 3.05 3.17 7.19 7.52 10.51 12.38  

一天後 7.5 8.8 7.7 8.1 7.4 7.9 9.3  

(空氣柱長度/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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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 

1. 由上圖可知：「不見得 pH 越小，吐氣現象就會越強」 

2. 這次實驗在一天後，雖然大多已開始吐氣。但整體來說，空氣量都是比反應剛

開始時來得少（鹽酸除外），所以會看不出有「生鏽吐氣的現象」。 

3. 同樣是 5﹪醋酸泡鐵、一天後觀察。在這裡用試管實驗的結果看起來是「生鏽

吸氣」。但在研究一用量筒實驗時，結果卻是「生鏽吐氣」。似乎鋼絲絨球與

醋的量也是決定「生鏽吸氣或是吐氣」的關鍵。由此更可以看出不能靠「溶液

的 pH 值」來預測「生鏽吸氣或吐氣」。 

4. 因此若既要加速生鏽，又要避免出現反效果（生鏽吐氣），不能依靠水溶液

pH 值來推測結果，而應該利用研究三所得到的結論：  

 

 （1） 空氣量要夠（相對而言，鐵與醋的量要少） 

（2） 醋別沾太多 

（3） 用冰醋酸泡鐵時可用 1%醋即可 

（4） 可用較不酸的醋(烏醋、梅醋)  

（5） 避免使用醋，可改用其他水溶液（如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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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一、 「鐵沾醋進行生鏽的實驗時」確實可能會產生氣體。 

二、 「鐵沾醋進行生鏽的實驗時」產生的氣體，不易由我們小學生直接檢驗出那是

什麼。 

三、 「醋的濃度」是影響「鐵沾醋」吸氣或吐氣的關鍵。另外「空氣的量」、「水

溶液的種類」、「鋼絲絨的大小」、「醋的量」或「醋的種類」也都會影響

「鐵加水溶液」是吸氣或吐氣。 

四、 利用最濃的醋沾鐵，並抽去所有的空氣，可製造出最純的「生鏽吐氣」！這時

候才讓我們得以檢驗出：「這個氣體是氫氣」。 

五、 未來自然老師上自然課時，可利用結論三來避免「示範鐵生鏽會耗空氣時看到

反效果」。不能利用 pH 值來預測鐵沾液體後，會「吸氣」或者是「吐氣」。 

六、 我們沒錯！並不是當我們觀察到實驗結果與課本不同，就一定是我們錯；課本

也沒錯！－鐵生鏽是會消耗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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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參考資料及其他 

參考資料 1    康軒版六上自然與生活科技  課本，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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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2  康軒版六上自然與生活科技  習作，p32。 

 

 

 

 

 

 

 

因為這個提示， 

所以我們開始尋找 

「生鏽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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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3  康軒版六上自然與生活科技  習作，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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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4   康軒版五上自然與生活科技  課本，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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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5 康軒版五上自然與生活科技  課本，p46。 

 

 

 



【評  語】 081530 

課本錯？還是我錯？—鐵生鏽會用掉空氣 vs. 

鐵生鏽會產生氣體 

1. 能詳細觀察實驗，找出問題並進一步加以研究，值得肯定。 

2. 對問題的區分及解決之道有點混淆，以致未能將真正結果，清楚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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