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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這個實驗利用生石灰加水會放出大量熱能的特性，設計了一個自動加熱便當盒。我們發

現生石灰雖然加水會產生高熱，在沒有密封的情況下，最高溫只會維持在 95℃，可以讓食物

加熱又不怕會燒焦。 

我們使用身邊的一些現成免洗餐具的材料當做外盒，再利用烤肉用的鋁箔盒當做娤食物

的容器，讓加熱變得更有效率，並且找出生石灰加水較安全又有效率的方法。設計出了一個

加熱效率好又能自己動手製作的自動加熱便當盒。 

 

 

 

 

 

 

 

 

 

 

 

 



貳、研究動機 

    寒假的時候和家人去爬山，我們在事先在山下買了便當，準備在山上享用。用餐時，原

本熱騰騰、香噴噴的便當早就已經冷掉。這時我想如果能將這個已經冷掉的便當，再變得熱

騰騰，那真是一件令人十分期待的事情。 

＊ 牛頓第 5 冊第三單元水溶液的性質 

＊ 牛頓第六冊第三單元熱對物質的影響 

 

 

 

叁、研究目的 

一、尋找出日常生活中適合作加熱便當的熱源材料 

（一）找出日常生活中能混合後能發熱的材質 

（二）找出發熱材質的最佳混合比例 

（三）測量發熱材質的發熱效率 

二、設計一個利用身邊的材料可以做出來的自動加熱便當 

（一）找出合適做加熱便當盒的材料 

（二）設計出適合的加熱裝置 

（三）設計出方便使用的自動加熱便當盒構造 

三、測試自動加熱便當盒的加熱效率 

 

 

 

 

肆、研究設備及器材 

溫度計、小鋼杯、碼錶、量筒、生石灰、小蘇打粉、糖、鹽、熟石灰、石膏、檸檬酸、塑膠

盒、簡易電子秤、塑膠盒、鋁盒、夾鏈袋、除塵紙、面紙、紗布、餐巾紙、保麗龍板、鐵鎚 

 

 

 

 

 



伍、研究過程與結果 

一、 尋找日常生活中適合作加熱便當的熱源材料 

（一）找出日常生活中能混合後能發熱的材質 

【實驗步驟】： 

1.在小鋼杯中先加入 50 立方公分的粉末或溶液，並將溫度計放在鋼杯中記錄溫度計的溫

度。 

2.將 25 毫升的水或溶液加入量杯中，2 分鐘後記錄反應後的溫度。  

【實驗結果】： 

  酒精 小蘇打粉 糖 鹽 生石灰 熟石灰 石膏 檸檬酸 檸檬酸 

加入溶液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氨水 小蘇打水

初溫 27 26 27 26 27 27 27 27 26 

末 

溫 

第 1 次 31 22 23 24 42 28 28 16 43 

第 2 次 30 23 23 24 43 27.5 28 17 43 

第 3 次 31 22 22 24.5 42 28 27.5 17 44 

平均 30.6 22.3 22.6 24.1 42.3 27.8 27.8 16.6 43.3 

溫度變化 3.6 -3.7 -4.4 -1.9 15.3 0.8 0.8 -10.4 17.3 

 

 
 

 

【討論】 

1. 我們把找來的幾種物質溶在水中，或者是加在一起，有的溫度降低，有的溫度升高。 

2. 檸檬酸加小蘇打水，混合後溫度會降低，我們推測是因為檸檬酸加小蘇打水，還會產

生二氧化碳，在不斷冒氣泡的過程中，讓溫度降低，所以汽水會讓人有清涼的感覺。 



3. 生石灰和熟石灰名稱雖然很相近，外觀也有一些不同，生石灰是結塊，使用前生石灰

必須先敲碎，熟石灰則是很綿密的粉末。加水後生石灰溫度上升明顯，熟石灰卻幾乎

沒什麼上升。可見兩種石灰的性質差異明顯，使用的時候不能混淆。 

 
生石灰外觀看起來是一塊一

塊的，加水會放出高熱 
生石灰使用的時候要用鐵鎚

稍微敲碎 
熟石灰是很細的粉末，加水不

會放出高熱 
 

4. 酒精加水和檸檬酸加氨水都是在一相加後溫度馬上明顯上升，兩分鐘後記錄溫度會略

微下降。 

5. 生石灰加水則是一開始沒什麼動靜，在一分鐘後開始逐漸上升，實驗結束的時候記錄

溫度雖然是 42℃，在實驗結束的時候溫度還是持續上升，我們決定針對生石灰加水放

熱反應再作進一步的觀察。 

 

（二）找出發熱材質的最佳混合比例 

【實驗一】生石灰的重量和溫度升升的關係 

【實驗步驟】： 

1. 在小鋼杯裡分別放入 10、20、30、40、50 公克的生石灰。 

2. 分別加入與生石灰相同重量的水。 

3. 用溫度計測量溫度，並記錄下來。 

 【實驗結果】：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5 5.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10.5

10 克 

1st 30 31 33 36 37 40 42 45 49 53 58 59 62 62 62 62 58 58 59 59 57 55

2ed 30 31 33 35.5 37 41 42 45.5 50 53 58 60 61.5 62 62 62 60 59 58 58 58 56

3rd 31 31 32.5 35.5 37 40 42.5 44.5 50 53.5 59 60 62 62 62 62 60 59 59 58 58 56

平均 30 31 33 35.7 37 40 42 45 49.7 53.2 58.3 60 61.8 62 62 62 59.3 58.7 58.7 58.3 57.7 55.7

20 克 

1st 30 31 32 35 37 41 44 50 55 70 81 89 91 90 89.5 86.5 85 81 78 76 73 71

2ed 31 31 32 35 36 42 44 49 54 68 80 90 90 90 89 87 86 80 80 75 72 70

3rd 31 31 32 34 37 41 45 50 55 70 81 90 91 91 90 87 85 80 80 76 76 70

平均 31 31 32 34.7 36.7 41 44 50 54.7 69.3 80.7 90 90.7 90.3 89.5 87 85.3 80.3 79.3 75.7 73.7 70.3



30 克 

1st 30 31 33 35 38.5 42 47 56 70 86 91 92 92 91.5 91 89.5 88 86 84 82 80 78

2ed 30 31 33 34 38 42 48 55 69 88 90 91 92 92 92 90 89 88 85 81 81 80

3rd 30 31 32 35 37 41 47 55 70 87 90 92 92 92 91 91 90 89 85 82 80 79

平均 30 31 33 34.7 37.8 42 47 55 69.7 87 90.3 92 92 91.8 91.3 90 89 87.7 84.7 81.7 80.3 79

40 克 

1st 30 31 33 35 37.5 41 47.5 61 78.5 92 93 93 93 92 91.5 90.5 89 87.5 85.5 83.5 82 81

2ed 30 31 33 36 38 42 48 60 80 91 92 93 93 93 92 91 90 88 86 84 83 80

3rd 30 31.5 33 35 37 42 48 61 80 92 93 93 93 93 92 90 90 88 86 84.5 83 82

平均 30 31.2 33 35.3 37.5 42 48 61 79.5 91.7 92.7 93 93 92.7 91.8 91 89.7 87.8 85.8 84 82.7 81

50 克 

1st 30 31 33.5 36 38.5 43 55 72 87 93.5 94 94 94 93 93 92 91 90.5 89 88 87 85.5

2ed 31 32 34 36 39 42 56 73 88 93 94 94 94 94 93 92 91 91 90 89 88 86

3rd 31 32 34 35.5 40 43 56 72 87 92 94 94 94 93 93 92 91 91 90 89 88 86

平均 31 31.7 34 35.8 39.2 43 56 72 87.3 92.8 94 94 94 93.3 93 92 91 90.8 89.7 88.7 87.7 85.8

 

 
 

【討論】： 

1. 根據上面的實驗結果發現，生石灰的量越多，加水以後溫度上升的幅度越大，冒出水蒸氣

的時間也越早。 

2. 由實驗結果也發現，加入 10 克的生石灰時，最高溫明顯和其他四組有很明顯的差異，我

們推測是因為生石灰的量太少，產生的熱容易散失到空氣中，所以溫度上升的幅度比較小。 

 

【我們的想法】 

溫度上升的幅度除了與生石灰的量有關係外，可能與生石灰的高度有關係，同樣重量的生

石灰，高度越高，保溫效果好，溫度可能上升越快。為了證明這一個推測，我們做了設計

了下面這一個實驗，來證明生石灰高度和溫度上升之間的關係。 



【實驗二】生石灰高度和溫度上升的關係 

【實驗步驟】： 

1. 在不同直徑的小鋼杯中都加入 50 公克的生石灰

2. 把 50 公克的水加入小鋼杯中 

3. 用溫度計測量並紀錄溫度 

  
 

【實驗結果】： 

直徑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5 5.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10.5 11

2.5 

1st 30 31 32 33 35 41 46 52 59 70 87 92 92.5 93 92.5 93 92.5 92 92 92 91 90 89

2ed 30 31 32 33 34 40 45 53 60 71 88 91 92 93 93 93 92 92 92 91 91 90 90

3rd 30 31 32 33 35 41 46 52 60 70 87 91 92 92 93 93 92 92 92 92 91 90 89

平均 30 31 32 33 34.7 40.7 45.7 52 59.7 70.3 87.3 91.3 92.2 92.7 92.8 93 92.2 92 92 91.7 91 90 89.3

3 

1st 30 30 30.5 32 35.5 40 45 49 60 75 86 91 92 92 92 92 92.5 91.5 90 90 89 86.5 85

2ed 30 30 31 33 36 41 44 50 59 74 85 90 92 92 92 92 93 92 91 90 89 87 86

3rd 30 30 31 32 35 39 45 50 61 76 86 91 92 92 92 92 92 92 90 90 89 87 85

平均 30 30 30.8 32.3 35.5 40 44.7 50 60 75 85.7 90.7 92 92 92 92 92.5 91.8 90.3 90 89 86.8 85.3

3.5 

1st 30 30 30 33 34 38 42 47 55 68 82 88 92 92 92 92 92 91.5 91 91 89 86 84

2ed 30 30 30 32 34 37 41 46 55 67 81 88 91 92 92 92 91.5 91 91 90 89 86 85

3rd 30 30 30 33 35 38 42 47 54 68 82 87 91 92 92 92 92 91 91 90 90 87 85

平均 30 30 30 32.7 34.3 37.7 41.7 46.7 54.7 67.7 81.7 87.7 91.3 92 92 92 91.8 91.2 91 90.3 89.3 86.3 84.7

4 

1st 30 30 30 30.5 31 32.5 33.5 35 37 40 66 78 83 83 83 83 83 81.5 80 80 78 74 71.5

2ed 30 30 30 31 31 33 34 35 37 41 65 79 82 83 83 83 82 81 80 80 79 75 72

3rd 30 30 30 31 31 33 34 36 37 40 66 77 82 83 83 83 83 82 80 80 79 76 72

平均 30 30 30 30.8 31 32.8 33.8 35.3 37 40.3 65.7 78 82.3 83 83 83 82.7 81.5 80 80 78.7 75 71.8

 

 



【討論】： 

1.生石灰加水後的溫度變化和生石灰的高度有關，生石灰的高度越高，熱不容易散失，溫度

上升的速度越快。 

 

【實驗三】生石灰加水的最佳比例 

【實驗步驟】： 

1. 將 50 公克的生石灰粉加入小鋼杯中，將溫度計放入生石灰粉中。 

2. 分別在小鋼杯中加入不同比例的水，每半分鐘測記錄溫度計的溫度。 

【實驗結果】： 
時間/分 

石灰、水 

比例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5 5.5 6 6.5 7 7.5 8 8.5 9 15 20

2:1 

1st 28 32 35 38 42 50 71 93 95 95 95 94 94 93 93 92 92 91 91 85 71

2ed 28 31 35 39 43 51 72 92 94 95 95 95 94 93 93 92 92 92 91 87 72

3rd 27 32 36 38 43 51 72 92 93 95 95 95 94 93 93 92 92 91 91 87 72

平均 28 32 35 38 43 51 72 92 94 95 95 95 94 93 93 92 92 91 91 86 72 

1:1 

1st 28 31 34 36 39 44 48 80 94 94 95 94 94 92 92 92 93 91 90 88 78

2ed 28 30 33 36 40 45 49 79 92 93 94 95 94 93 93 92 92 91 91 88 80

3rd 28 31 33 35 40 44 49 80 93 93 95 95 94 93 93 92 92 91 91 89 80

平均 28 31 33 36 40 44 49 80 93 93 95 95 94 93 93 92 92 91 91 88 79 

1:1.5 

1st 28 31 32 34 36 38 40 46 54 68 90 93 94 95 93 93 93 93 93 90 80

2ed 28 30 31 33 35 39 41 46 55 70 89 92 94 95 95 94 93 93 92 91 81

3rd 28 30 32 35 37 40 41 46 55 70 90 91 93 94 95 95 94 93 92 91 80

平均 28 30 32 34 36 39 41 46 55 69 90 92 94 95 94 94 93 93 92 91 80 

1:2 

1st 28 30 32 33 36 38 41 44 49 58 75 91 93 95 94 94 94 94 93 93 83

2ed 28 29 31 33 35 37 40 43 48 57 72 90 91 94 95 95 94 94 93 92 84

3rd 28 29 32 34 36 38 41 44 50 59 76 91 92 94 94 95 95 94 93 91 85

平均 28 29 32 33 36 38 41 44 49 58 74 91 92 94 94 95 94 94 93 92 84 

1:10 

1st 28 28 28 28 28 29 29 30 30 31 31 33 36 36 36 36 37 37 37 36 35

2ed 28 28 28 28 28 28 29 30 30 31 31 32 35 36 36 36 36 37 37 37 36

3rd 28 28 28 28 28 28 29 29 30 31 31 33 36 36 36 36 37 37 37 37 36

平均 28 28 28 28 28 28 29 30 30 31 31 33 36 36 36 36 37 37 37 37 36 



生石灰加不同比例的水反應溫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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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 

1. 生石灰加水後幾乎不溶解，溫度上升幅度不大，在加水兩分多鐘後溫度才開始迅速上

升，最高溫約在 95℃左右。 

2. 水加的量越多，溫度上升得越慢，推測應該因為比需加熱較多的水所以溫度才會較慢

上升。 

3. 水量小於生石灰重量一倍的兩組，在加入水後石灰會迅速變硬，兩三分鐘後溫度迅速

上升，在接近 95℃會開始冒煙但是溫度不再上升，加入水 7、8 分鐘後，生石灰變成

熟石灰，粉末很細，像是麵粉一樣。 

4. 加入生石灰裡的水量如果很多，如我們加入 10 倍的水，溫度上升的情況就不明顯。 

5. 根據實驗的結果，生石灰和水的比例在 1：1 時，溫度上升的時間較短，維持溫度的時

間也和加一倍半水量的石灰相差不多，是比較適合用來做加熱便當的比例。 

6. 生石灰加水冒出的煙是什麼？我們在鋼杯上方的壁上發現一些透明的液體，用氯化亞

鈷試紙測試變成粉紅色證明是水，用廣用是指測試發現是中性，另外我們在石灰和水

比例是 1：10 的那一組實驗中，水溫只上升到 37℃，並沒有冒出氣泡，所以冒出的煙

應該是被蒸發的水蒸汽凝結的小水滴。 

7. 生石灰碰到水後至少要過兩分鐘以上溫度才會突然上升，而且當水量很多的時候，水

溫上升的情形就變得不明顯。所以沾到生石灰最佳的處理方法應該是用清水沖洗，不

需特別用油類來擦拭。 

8. 從口鼻吸入石灰粉因為沒辦法沖洗，比較危險，我們建議在接觸生石灰石最好帶上口

罩避免吸入生石灰的粉末。 

 



（三）測量發熱材質的發熱效率 

【實驗一】測量出 1 克的生石灰能釋放出多少熱量 

實驗步驟： 

1. 在椎形瓶中加入 100 的水，以溫度計先測量水溫。 

2. 在錐形瓶中加入 10 公克的生石灰後，放入保麗龍杯中，

並且在四周塞入棉花保溫並將杯口封住。 

3. 觀察紀錄溫度計的最高溫。 

【實驗結果】： 

 初溫 最高溫 上升溫度 

溫

度 

第一次 27℃ 42℃ 15℃ 
第二次 27℃ 41.5℃ 14.5℃ 
第三次 27℃ 42.5℃ 15.5℃ 
平均 27℃ 42℃ 15℃ 

 

【討論】 

1. 讓 1 公克的水上升 1℃需要 1 卡的熱量，讓 100 公克的水上升 15℃則需要 100×15=1500 卡

的熱量。因為總共加入 10 公克的石灰，所以平均 1 公克的生石灰加水後最少釋放出 150

卡的熱量。 

2. 在實驗二裡面我們發現石灰加入的水量太少的時候，水會不斷沸騰，讓釋放出來的熱能，

變成水蒸氣跑掉，所以不適合用來測量放熱效率。所以我們決定減少石灰並增加水的重

量。第一次的實驗，我們把 5 公克的石灰加入重量 1000 公克的水裡面，而且沒有做保溫

的工作，結果上升的溫度幾乎看不出來。由上面的熱量來算 5×150=750 卡 750÷1000=0.75

水溫只上升了 0.75 度我們所使用的酒精溫度計最小刻度是 1℃，所以觀察不出變化。 

 

二、設計一個利用身邊的材料可以做出來的自動加熱便當 

（一）找出合適做加熱便當盒的材料 

我們到免洗餐具店尋找適合當加熱便當盒盛裝食物的容器，我們發現市面上的便當盒分

成兩種形狀一種是方形—長方或是正方，另一種是圓筒型。所用的材質則有紙類、塑膠和保

麗龍三種，因為便當盒的目的是為了保溫，所以所選的材質導熱的功能都不好，但是加熱便

當盒 卻需要一個傳熱性佳容器來裝食物。很幸運的我們在免洗餐具店發現用來當烤肉用的鋁

箔盒，有各種大小形狀和便當盒相同也是有長方形和圓形兩種的。於是我們就選定鋁箔盒來

做加熱便當盒盛裝食物的容器。 



 
 

 

（二）設計出適合的加熱裝置 

生石灰有些粉末很細，會到處亂跑可能會污染食物，我們希望透過下面的實驗找到

適合固定生石灰的材料。 

【實驗一】找出能固定生石灰及透氣性好的材質 

【實驗步驟】： 

1. 在小鋼杯中加入 50 公克的生石灰粉， 

2. 把不同材質的紙或布用雙面交膠固定在生石灰粉上方。 

3. 把 50 毫升的水加進小鋼杯裡面。 

4. 觀察變化的情形。 

 【實驗結果】： 

紗布 面紙 餐巾紙 除塵紙 

不會膨脹來透氣效

果好，但是石灰粉末

會跑出來。 

不會膨脹透氣效果

好，但是石灰體積變

大的時候會被撐破。

會被蒸氣撐起來透

氣效果不好。 

透氣效果好，石灰體

積變大的時候不會

被撐破。 

 

 

 

 



【討論】 

1. 生石灰加水變成熟石灰後，體積會變大，裝在小鋼杯的高度會變成原來的 3-4 倍高，

所以固定石灰的材料要夠強韌才不會被撐破。 

2. 生石灰加水溫度上升以後會冒出大量的水蒸汽，所以固定的材料要能透氣。 

3. 根據上面的實驗結果，除塵紙最符合我們的條件，所以我們用除塵紙來固定生石灰。 

 

【實驗二】石灰舖上除塵紙對加熱效率的影響 

【實驗步驟】： 

1. 在兩個鋁箔盒中加入各加入 100 公克的石灰粉，在其中一邊舖除塵紙後，都倒入 100

毫升的水。 

2. 在另一個鋁箔盒中加入 200 毫升的水，後疊在加石灰的鋁箔盒上，5 分鐘後，紀錄上

方鋁箔盒的水溫。 

    
【實驗結果】： 

 水初溫 水末溫 

加除塵紙 

第一次 27℃ 60.5℃ 
第二次 27℃ 61℃ 
第三次 27℃ 60.5℃ 
平均 27℃ 60.3℃ 

不加除塵紙 

第一次 27℃ 61℃ 
第二次 27℃ 61℃ 
第三次 27℃ 61.5℃ 
平均 27℃ 61.3℃ 

【討論】： 

在石灰上加除塵紙對加熱的影饗不明顯，還有固定石灰，幫助導水的功能，所以我

們決定在石灰的上方放上除塵紙。 

 

 

 



（三）設計出方便使用的自動加熱便當盒構造 

我們根據市面上所找到的材料加上加熱裝置的實驗所設計出的加熱便當模型如下： 

模型一 

在外盒裡加入上下兩個鋁盒，下

方的鋁盒上放入生石灰，上方的

鋁盒食物。水從外盒開個洞加

入，定且開口的地方加一片讓水

流進去的塑膠片。 

 

 

 

 

模型二 

內部構造和模形一相同但是加水

的方法，是在鋁盒底部黏一個裝

水的夾鏈袋，使用的時候用線把

夾鏈袋拉開，讓水流到下方的石

灰裡。 

 

我們原本認為模型二的設計，使用上比較方便，但實際試做後發現，要把裝水的袋子塞

在加熱便當盒中是有困難的。 

1. 放在底部，會拉大上方裝飯菜的鋁盒和下方加熱來源--石灰的距離。 

2. 順利用線拉開夾鏈袋的成功率很低，如果線斷了，還要把裝飯的鋁盒拿起來加水反而更

不方便。 

3. 夾鏈袋萬一滲水，石灰就會受潮，慢慢變成熟石灰，等需要加熱的時候反而無法讓溫度

升高。 

最後選定模型一----從外部加水，做為我們加熱便當盒的模型。 

 

 



三、測試自動加熱便當盒的加熱效率 

【實驗ㄧ】找出合適的生石灰份量 

【實驗步驟】： 

1. 在便當上方的鋁盒裡面先放 400 公克的冷飯。 

2. 在加熱鋁盒中分別加入 50、100、150 的生石灰後黏上除塵紙放進便當盒裡。 

3. 以 1：1 的比例把水加入生石灰裡面。 

4. 把裝飯的鋁盒放進便當盒。 

5. 用美工刀在蓋子上切一個十字型的開口。 

6. 蓋上蓋子，把溫度計從開口的地方插入白飯的中間測量溫度。 

7. 每隔 30 秒記錄溫度。 

【實驗結果】：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5 5.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10.5 11

50g 

1st 32 32 32 32 32 33 34 36 38 41 43 44 46 48 49 50 51 53 54 55 55 56 56

2ed 32 32 32 32 32 33 33 35 37 40 42 43 46 47 48 49 50 52 53 54 55 56 56

3rd 32 32 32 32 32 33 34 36 38 41 42 44 45 47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6

平均 32 32 32 32 32 33 33.7 35.7 37.7 40.7 42.3 43.7 45.7 47.3 48.7 49.7 50.7 52.3 53.3 54.3 55 56 56

100g 

1st 32 34 34 37 40 43 45.5 47 49 54 56.5 58 60 62 63 64 66 68 70 72 73 73 73

2ed 32 34 35 36 39 43 46 47 50 54 57 58 60 62 63 64 65 67 69 71 73 73 73

3rd 32 34 35 36 39 44 46 47 49 53 56 58 60 61 63 64 65 66 68 71 72 73 73

平均 32 34 34.7 36.3 39.3 43.3 45.8 47 49.3 53.7 56.5 58 60 61.7 63 64 65.3 67 69 71.3 72.7 73 73

150g 

1st 32 34 34 38 41 46 50 54 57 59 62 64 66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6

2ed 32 34 35 37 40 45 49 54 57 60 62 63 65 67 69 70 71 72 73 74 75 75 76

3rd 32 34 35 36 39 45 50 53 56 60 61 62 65 68 69 70 71 72 72 73 74 75 76

平均 32 34 34.7 37 40 45.3 49.7 53.7 56.7 59.7 61.7 63 65.3 67.7 69 70 71 72 72.7 73.7 74.7 75.3 76

 

 



【討論】： 

1. 由實驗結果發現，加入 50 公克的生石灰，溫度只能上升到 50 幾度左右，無法讓便當的溫

度加熱到足夠的溫度。 

2. 我們發現，加入 100 公克與加入 150 公克的生石灰，都可以讓便裡面的溫度上升到 70 幾

度，兩個的差異並不會很大，但若是在冬天或是前往山上旅遊時，因為氣溫比較低，所以

我們建議使用加入 150 公克的生石灰，這樣便當才會夠熱。 

 

【實驗二】測試自製加熱便當盒的加熱效率 

  【實驗步驟】： 

1. 拿兩個加熱便當盒，一個加熱裝置鋁盒做隔熱處理，一個不做。 

2. 在便當盒上方的鋁箔盒裡面加入 400 公克的冷飯，放在加熱便當盒上。 

3. 用美工刀在蓋子上切一個十字型的開口。 

4. 蓋上蓋子，把溫度計從開口的地方插入白飯的中間測量溫度。 

5. 從加水口加入 150 毫升的水後，每隔ㄧ分鐘記錄溫度。 

 

 

    
 

 

  【實驗結果】： 

時間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加熱處 

不隔熱 

第一次 31 31 31 31 32 37 50 62 68 70 70 
第二次 31 31 31 31 32 38 49 63 67 69 70 
第三次 31 31 31 31 32 36 51 61 69 70 70 

平 均 31 31 31 31 32 37 50 62 68 69.7 70 

加熱處 

隔熱 

第一次 31 31 31 31 52 63 68 72 75 77 78 
第二次 31 31 31 31 51 62 69 73 76 77 78 
第三次 31 31 31 31 53 63 68 72 75 76 77 

平 均 31 31 31 31 52 62.7 68.3 72.3 75.3 76.7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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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 

1. 原本加熱部位隔熱是因為石灰加水以後溫度會上升到 95℃左右，為了讓便當盒在加熱的

時候外盒拿起來不會太燙，所以在裝石灰的鋁盒下面加了一層瓦楞紙，旁邊用膠帶黏上折

兩折後的面紙，沒想到經過這樣處理的便當盒，加熱溫度上升的時間提前了將近兩分鐘，

最高溫也比沒有處理的高了 8℃。可見經過這樣的處理可以增加加熱便當盒的加熱效率。 

2. 當便當盒開始加熱以後，便當溫度上升，盒內的空氣體積迅速膨脹讓便當盒蓋漲得很高，

所以應該在便當盒蓋上面加上小洞幫助空氣散出來。 

 

【我們的想法】 

雖然在便當盒的加熱裝置做了隔熱處理，但是發現

熱氣會從加熱裝置以外的地方，讓便當盒變得很燙，

效果並不如預期中理想。以我們在便當盒外黏上的一

公分厚的保麗龍板，為了美觀我們用包裝紙裝飾。 

 

 

 

 

 

 

 



★【自動加熱便當盒的製作步驟和使用說明】 

自動加熱便當盒的製作步驟： 

 
1.在外盒上方切下一個寬

5 公分高兩公分的塑膠

片，用膠帶把切下的塑膠

片下方固定回外盒上，讓

它形成一個可以打開的加

水口 

2.把一個寬 7 公分長 10 公

分的稍厚塑膠袋黏在加水

口塑膠片的上緣，當作導

水裝置。 

3. .在鋁盒內加入約 150 公

克的石灰粉（約一般小紙

杯的八分滿），後用雙面膠

把除塵紙固定在石灰上方

 
4.把加熱的鋁盒放在外盒

底部，記得把到水塑膠袋

舖在石灰的上方 

5. 放上上方的鋁盒. 6 加水口用膠帶封住。 

  

7. 在盒蓋上開 1-2 的小洞

後用膠帶封住後蓋上盒

蓋。 

8.蓋上盒蓋。 9 在外盒連上一公分厚的

保利龍板，在用包裝紙裝

飾後，就完成自製加熱便

當盒 

 

 



自動加熱便當盒的使用方法： 

 
1 撕開加水口的膠帶，加入

150 毫升的水（約紙杯 7、8

分滿），加水口不要完全合

上，讓水汽從這個開口散出

來。 

2 撕開盒蓋上的膠帶，讓便當

盒裡面加熱後的熱氣從這裡

散出去。這個時候請不要靠近

或用手觸摸便當盒，以免燙

傷。等候約 10 分鐘後就可以

享用熱騰騰的便當。 

 

陸、結論 

一、生石灰加水溫度不會立即上升，兩分鐘後才迅速上升，而最高溫度維持在 95℃，價格便

宜，安全性高，不會產生二氧化碳污染環境，是做加熱便當盒，加熱來源很好的選擇。 

二、利用市面上現成的材料做自動加熱便當盒，可以很容易的自己動手做。使用過後，除了

裝食物的鋁盒、盒蓋、石灰和除塵紙需要更換，其他部分都可以重複利用。 

三、自動加熱便當盒，約在加入水後的第三分鐘白飯溫度開始上升，最高溫度約 80 度左右。 

四、依照我們所提供的製作步驟與使用方法，可以製作自動加熱便當盒，並可以安全的享用

熱騰騰的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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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熱反應 -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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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0826 

1. 詴驗方法規劃及實施相當周全及確實。 

2. 加熱器具之設計具安全性，現場測詴結果亦達使用目的。 

3. 作品具實用及商品化價值。 

4. 具團隊合作精神，為集體創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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