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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混不混有關係！──用混合自製天然指示劑來精細檢測酸鹼值的探討 

 

 

摘要 

  老師要我們自製指示劑時，有人煮十幾分鐘，有人用熱水浸泡個一、二小時，又燙又花時 

  間，於是我們想透過實驗找到最佳的時間點，使大家省時又省力。此外熱水的高溫，常讓 

  我們心驚膽顫，深怕一個不小心就被燙到，如果自製指示劑也能像茶葉用「冷泡」的泡出 

  色來，不是更安全更節省能源嗎？最後我們驚喜的發現「紫色高麗菜」的確是冷熱皆宜， 

  而且只要花費 10 分鐘，難怪教科書都愛用它來製作指示劑。 

  我們還發現用單一材料自製而成的天然指示劑，不像廣用指示劑呈現紅、橙、黃、綠、藍、 

  靛、紫，可分辨出不同的酸鹼值，因此我們更進一步的將課本中提到的材料互相「混搭」， 

  竟然能製作出更好，更精細的酸鹼指示劑，可以清楚分辨 pH1.0~12.0（如封面圖），真是讓 

  我們興奮不已！ 

 

 

壹、研究動機 

五年級自然課上到第三單元「水溶液的酸鹼性」的時候，老師要我們利用一些顏色偏紅、 

紫、黑色的花瓣、葉或果皮等材料，在家中自製酸鹼指示劑。實驗時，我們發現有的人做 

出來的效果好，有的人卻失敗了，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們決定利用此次的科展找出原因。 

並根據我們的實驗結果，找出一個最容易製作並且效果最好的指示劑；此外，我們也深入 

探討了這個指示劑在不同酸鹼程度下，顏色變化的情形。在過去的文獻中，我們發現指示 

劑製作的方法都是用熱水煮沸，過程較麻煩也較不安全，因此我們想要探討，是否可以找 

出一個可以用冷水製作，安全方便的指示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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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在全國第四十六屆中小學科學展覽中，高雄永清國小提到自製指示劑最佳方法是利用煮沸 

或浸泡製成可測酸鹼的指示棒，但是我們發現它只能檢測出酸性、中性或鹼性，無法有效 

的細分日常生活中水溶液的酸鹼度，而我們找出了最經濟又最有效的自製指示劑，可以精 

細檢測水溶液的酸鹼值。 

 

參、研究目的 

  第一階段：哪些材料最適合做酸鹼指示劑？ 

    一、材料切割單位的大小會影響自製指示劑的效果嗎？ 

    二、浸泡的時間是否會影響自製指示劑的效果？ 

    三、溫度是否會影響自製指示劑的效果？ 

    四、浸泡的水量會影響自製指示劑的效果嗎？ 

   

第二階段：製作出區分不同酸鹼程度（pH1.0~12.0）的自製指示劑。（本作品精華部分） 

    五、自製指示劑是否可以分辨出 pH1.0~12.0 的酸鹼？ 

    六、如何做出能夠清楚檢驗 pH1.0~12.0 的指示劑？ 

    七、自製的混合指示劑可不可以正確的檢測水溶液的 pH 值？ 

 

肆、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材料： 

      （一）紅鳳菜    （二）黑豆    （三）紫色高麗菜    （四）紅玫瑰花    

      （五）茄子      （六）葡萄    （七）甜菜根        （八）紅肉火龍果  

      （九）洛神花    （十）紫蘇葉 

  二、器材： 

      （一）水果刀          （二）磅秤          （三）食物調理機           

      （四）塑膠杯 54 個     （五）熱水瓶        （六）燒杯 17 個        

      （七）玻璃攪拌棒 3 支  （八）溫度計 3 支    （九）鋁箔紙 

      （十）電鍋、電子鍋    （十一）時鐘、碼錶  （十二）漏勺、紗布袋 

      （十三）量筒 81 個     （十四）茶匙 3 根    （十五）小湯鍋 1 個          

      （十六）電磁爐        （十七）隔熱手套    （十八）pH 計 

      （十九）色卡          （二十）滴管        （二十一）廣用試紙 

  三、水溶液： 

           （一）pH5 的白醋、pH7 的食鹽水、pH9 的小蘇打水   （二）綠茶    

           （三）洗髮精    （四）檸檬原汁    （五）洗碗精   （六）澄清石灰水 

           （七）用氫氧化鈉與鹽酸調配而成的 pH1.0、2.0、3.0、~12.0 的水溶液 

           （八）漂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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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鳳菜塊狀 紅鳳菜碎末狀 紅鳳菜泥狀 

   
紫色高麗菜塊狀 紫色高麗菜碎末狀 紫色高麗菜泥狀 

   
黑豆顆粒狀 黑豆碎末狀 黑豆粉末狀 

照片 1-1 

     
用電子鍋控溫  瀝出汁液 瀝出汁液 

照片 1-2 

 

伍、研究過程及方法 

   第一階段：哪些材料最適合做酸鹼指示劑？      

一、材料切割單位的大小會影響自製指示劑的效果嗎？ 

    我們將材料切割成大中小不等的形狀，做了下面的實驗。 

    實驗一： 

   （一）分別將紅鳳菜、紫色高麗菜和黑豆切割成塊狀、顆粒狀、碎末狀，或打成泥狀、粉

末狀（如照片 1-1）。 

   （二）將這些大小不一的材料取 30 克，分別浸泡在 80℃、200cc 的熱水中（為使水溫維持 

              一定，用鋁箔紙密封，我們同時利用電子鍋、電鍋來控溫。如照片 1-2）浸泡時間 

              為 40 分鐘。    

   （三）時間一到，同時瀝出塊狀（或顆粒狀）、碎末狀、泥狀（或粉末狀）的汁液。 

        （如照片 1-2） 

   （四）每杯汁液分別舀 2 ㏄倒入醋、小蘇打水、食鹽水中，測試自製指示劑的效果。 

   （五）觀察並記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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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浸泡的時間是否會影響自製指示劑的效果？                        

    紫色高麗菜、黑豆一定要浸泡到 40 分鐘嗎？時間可不可以縮短，還是泡得越久， 

    效果越好？切割成泥狀的紅鳳菜浸泡 40 分鐘無法做成指示劑，將浸泡時間拉長， 

    應該就有不錯的效果吧！我們決定繼續追根究柢。 

    實驗二：  

（一）同實驗一準備紅鳳菜、紫色高麗菜、黑豆塊狀（或顆粒狀）、碎末狀、泥狀（或 

      粉末狀）。 

   （二）將這些大小不一的材料取 30 克，分別浸泡在 80℃、200cc 的熱水中（為使水

溫維持一定，用鋁箔紙密封，我們同時利用電子鍋、電鍋來控溫。）       

（三）浸泡時間分別為 10、20、30、40、50、60、70、80、90 分鐘。 

        （四）時間一到，分別瀝出塊狀（或顆粒狀）、碎末狀、泥狀（或粉末狀）的汁液。 

   （五）每杯汁液分別舀 2 ㏄倒入醋、小蘇打水、食鹽水中，測試自製指示劑的效果。 

   （六）觀察並記錄結果。 

     三、溫度是否會影響自製指示劑的效果？ 

    老師告訴我們花青素可溶於水，但是水的溫度對自製指示劑的效果，究竟有多大的 

    影響呢？ 

     

 

 

 

實驗三-1：用冷水浸泡是否能製造指示劑？ 

（一）同實驗二之（一）。 

（二）將這些大小不一的材料取 30 克，分別浸泡在室溫、200cc 的冷水中。 

（三）（四）（五）（六）同實驗二之（三）（四）（五）（六）。 

              

實驗三-2：還有哪些植物可以用冷水浸泡製造指示劑？ 

（一）分別將紅玫瑰花花瓣、茄子皮、葡萄皮、紅色火龍果果皮、甜菜根、洛神花的果 

      皮，切割成塊狀、碎末狀、泥狀。 

      （二）每一種大小不一的材料都取 30 克，倒入室溫 100cc 的冷水中浸泡 40 分鐘。 

      （三）時間一到，分別瀝出塊狀（或顆粒狀）、碎末狀、泥狀的汁液。 

      （四）每杯汁液分別舀 2 ㏄倒入醋、小蘇打水、食鹽水中，測試自製指示劑的效果。 

      （五）觀察並記錄結果。 

 

        實驗三-3：用加熱法製造指示劑時，需要煮多久的時間？ 

（一）分別將紫色高麗菜葉、紅鳳菜葉、茄子皮、黑豆各取 30 克、200 ㏄的水倒入鍋中 

       加熱（為使火力穩定帄均，往後的實驗我們一律用電磁爐來加熱）。 

            （二）每一種材料在水滾後分別再繼續煮 1、2、3、4、5、6、7、8、9、10 分鐘。 

            （三）時間一到，瀝出備用。 

            （四）每杯汁液分別舀 2 ㏄倒入醋、小蘇打水、食鹽水中，測試自製指示劑的效果。 

            （五）觀察並記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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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浸泡的水量會影響自製指示劑的效果嗎？ 

    用冷水浸泡的指示劑效果普遍不明顯，將水量減少，改為 100cc，做出的自製指示劑效 

    果否會變好？  

      實驗四： 

             同實驗三-1 的步驟，只是將水量改為 100cc 的冷水。 

 

 

    第二階段：製作出區分不同酸鹼程度（pH1.0~12.0）的自製指示劑。（本作品精華部分） 

      五、自製指示劑是否可以分辨出 pH1.0~12.0 的酸鹼？    

    如果我們自製的指示劑能像廣用試紙一樣，檢測出 pH1.0~12.0 不同的酸鹼度，該有多酷！ 

    所以我們想用效果最好的煮沸法。 

    實驗五： 

        （一）分別將紫色高麗菜葉、紅鳳菜葉、茄子皮、黑豆各取 30 克、200 ㏄的水倒入鍋中， 

         滾後再煮 10 分鐘。 

        （二）時間一到，瀝出備用。 

        （三）每杯汁液分別舀 2 ㏄倒入 pH1.0、2.0、3.0、4.0、5.0、6.0、7.0、8.0、9.0、10.0、11.0、 

               12.0 的溶液中。 

        （四）觀察並利用色卡比對 pH 的顏色，將結果記錄下來。 

     六、如何做出能夠清楚檢驗 pH1.0~12.0 的指示劑？ 

   從實驗五中，我們發現這些自製指示劑在檢測時，無法像廣用試紙呈現那麼有層次的顏色， 

   於是我們想試著將這些材料互相混合，看看效果是不是更好？ 

         

   我們將顏色連續變化最明顯的紫色高麗菜和顏色飽和度最高的黑豆，互相混合，希望能使 

   pH3.0~8.0 的顏色產生更大的變化。          

           

    實驗六-1：紫色高麗菜葉和黑豆互相混合。 

    （一）將紫色高麗菜葉、黑豆分別秤出下列 5 組的重量：  

組別 紫色高麗菜葉 黑豆 

1 5 克 25 克 

2 10 克 20 克 

3 15 克 15 克 

4 20 克 10 克 

5 25 克 5 克 

        （二）再分別放入 200 ㏄水中加熱，水滾後再煮 10 分鐘。 

        （三）（四）（五）同實驗五之（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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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實驗六-2：紫色高麗菜葉和茄子皮互相混合。 

         從單一自製指示劑的實驗中，我們發現 pH1.0 和 2.0 的顏色都非常接近，只有茄子皮 pH1.0 

         是紫色，顏色最特別，因此我們將它和紫色高麗菜葉混合。 

        （一）紫色高麗菜葉 25 克與 200 ㏄冷水同時加熱，等水大滾後，再放進茄子皮煮 10 分鐘。 

        （二）（三）（四）同實驗五之（二）（三）（四） 

          

實驗六-3：紫色高麗菜葉、茄子皮和黑豆互相混合。 

        （一）紫色高麗菜葉 25 克、黑豆 5 克，同時放入 200 ㏄水中加熱，等水大滾後，再放進 5 

              克的茄子皮煮 10 分鐘。 

        （二）（三）（四）同實驗五之（二）（三）（四） 

 

         實驗六-4：為了提升實驗六-3 混合指示劑的飽和度，將紫色高麗菜的量增加。 

                     實驗步驟同實驗六-3，並將紫色高麗菜的量增為 30 克。 

     七、自製的混合指示劑可不可以正確的檢測水溶液的 pH 值？ 

        （一）將綠茶、檸檬原汁、洗碗精、澄清石灰水、洗髮精、漂白水各取 40 ㏄，再等分成 

              20 ㏄，分別倒入二個量筒中，其中一個倒入自製指示劑，一個不倒，做為對照組， 

              再記錄自製混合指示劑的 pH 值。 

        （二）取廣用試紙分別滴上水溶液，並記錄下每一種水溶液的 pH 值。  

        （三）分析比對混合自製指示劑與廣用試紙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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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究結果 

     

第一階段：哪些材料最適合做酸鹼指示劑？ 

      一、材料切割單位的大小會影響自製指示劑的效果嗎？ 

         實驗一：研究結果如表 1-1、1-２、1-３、1-４（篇幅有限，照片請見現場解說） 

紅鳳菜汁加入水溶液後的顏色變化（表 1-1） 

形狀 塊狀 碎末狀 泥狀 

自製指示劑的原色 暗紫紅 暗紫紅 紫紅色 

加入醋後的顏色 粉紅色 粉紅色 淡橘色 

加入小蘇打水後的顏色 藍綠色 藍綠色 淡墨綠 

加入食鹽水後的顏色 靛色 靛色 淡灰綠 

可否做為指示劑 ○ ○  

                                    ○：效果很好        ：效果不佳       

        我們發現：紅鳳菜切成塊狀、碎末狀可作指示劑；泥狀的效果不好，不能做指示劑。 

 

黑豆汁加入水溶液後的顏色變化（表 1-2） 

形狀 顆粒狀 碎末狀 泥狀 

自製指示劑的原色 黑褐色 黑褐色 茶色 

加入醋後的顏色 紅色 粉紅色 粉紅色 

加入小蘇打水後的顏色 墨綠色 墨綠色 墨綠色 

加入食鹽水後的顏色 淺咖啡 淺咖啡 淺咖啡 

可否做為指示劑 ○ ○ ○ 

                                        ○：效果很好       ：效果不佳   

     我們發現：不管是顆粒狀、碎末狀、泥狀的汁液製成指示劑的效果都很明顯。 

 

紫色高麗菜汁加入水溶液後的顏色變化（表 1-3） 

形狀 塊狀 碎末狀 泥狀 

自製指示劑的原色 藍紫色 藍紫色 藍紫色 

加入醋後的顏色 粉紅色 粉紅色 粉紅色 

加入小蘇打水後的顏色 綠色 綠色 綠色 

加入食鹽水後的顏色 藍綠色 藍綠色 藍綠色 

可否做為指示劑 ○ ○ ○ 

                                        ○：效果很好     ：效果不佳       

        我們發現：紫色高麗菜不管是塊狀、碎末、泥狀，做成指示劑的效果都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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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浸泡的時間是否會影響自製指示劑的效果？ 

         實驗二：研究結果如表 2-1、2-2、2-3（篇幅有限，照片請見現場解說） 

紅鳳菜汁加入水溶液後的顏色變化（表 2-1） 

浸 

泡 

時 

間 

 

塊狀 碎末狀 泥狀 

自製指示劑的原色 自製指示劑的原色 自製指示劑的原色 

暗紫紅 暗紫紅 紫紅色 

加入溶液後的顏色 遇到溶液後的顏色 遇到溶液後的顏色 

醋 
小蘇 

打水 

食鹽

水 
醋 

小蘇 

打水 

食鹽

水 
醋 

小蘇 

打水 

食鹽 

水 

10 分 

粉紅色 藍綠色 靛色 粉紅色 藍綠色 靛色 淡橘色 淡綠色 
透明 

無色 
20 分 

30 分 

40 分 

粉紅色 藍綠色 靛色 粉紅色 藍綠色 靛色 淡橘色 淡綠色 淡橘色 50 分 

60 分 

70 分 

粉紅色 藍綠色 靛色 粉紅色 藍綠色 靛色 淡橘色 淡綠色 黃橘色 80 分 

90 分 

可否做為指示劑 可否做為指示劑 可否做為指示劑 

○ ○  

                                               ○：效果很好       ：效果不佳 

      我們發現： 

                1.塊狀、碎末狀不管浸泡時間的長短，效果都很好。 

                2.泥狀效果不好，即使浸泡到 90 分鐘，還是無法當指示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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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豆汁加入水溶液後的顏色變化（表 2-2） 

浸 

泡 

時 

間 

顆粒狀 碎末狀 粉末狀 

自製指示劑的原色 自製指示劑的原色 自製指示劑的原色 

黑褐色 黑褐色 茶色 

遇到溶液後的顏色 遇到溶液後的顏色 遇到溶液後的顏色 

醋 
小蘇 

打水 

食鹽

水 
醋 

小蘇 

打水 

食鹽

水 
醋 

小蘇 

打水 

食鹽 

水 

10 分 

紅色 墨綠色 
淺咖

啡 
粉紅 土黃色 

淺咖

啡 
淡粉紅 黃綠色 淺咖啡 20 分 

30 分 

40 分 

紅色 墨綠色 
淺咖

啡 
粉紅 土黃色 

淺咖

啡 
淡粉紅 黃綠色 淺咖啡 50 分 

60 分 

70 分 

紅色 墨綠色 
淺咖

啡 
粉紅 土黃色 

淺咖

啡 
淡粉紅 黃綠色 淺咖啡 80 分 

90 分 

可否做為指示劑 可否做為指示劑 可否做為指示劑 

○ ○ ○ 

                                                 ○：效果很好      ：效果不佳 

       我們發現：不管是顆粒、碎末、泥狀，在熱水中只要浸泡 10 分鐘效果就很明顯了， 

                 不需浸泡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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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高麗菜汁加入水溶液後的顏色變化（表 2-3） 

浸 

泡 

時 

間 

塊狀 碎末狀 泥狀 

自製指示劑的原色 自製指示劑的原色 自製指示劑的原色 

藍紫色 藍紫色 藍紫色 

遇到溶液後的顏色 遇到溶液後的顏色 遇到溶液後的顏色 

醋 
小蘇 

打水 
食鹽水 醋 

小蘇 

打水 
食鹽水 醋 

小蘇 

打水 
食鹽水 

10 分 

粉紅色 綠色 藍綠色 粉紅色 綠色 藍綠色 粉紅色 綠色 藍綠色 20 分 

30 分 

40 分 

粉紅色 綠色 藍綠色 粉紅色 綠色 藍綠色 粉紅色 綠色 藍綠色 50 分 

60 分 

70 分 

粉紅色 綠色 藍綠色 粉紅色 綠色 藍綠色 粉紅色 綠色 藍綠色 80 分 

90 分 

可否做為指示劑 可否做為指示劑 可否做為指示劑 

○ ○ ○ 

                                                 ○：效果很好       ：效果不佳 

      我們發現：紫色高麗菜葉不管浸泡時間的長短，效果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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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溫度是否會影響自製指示劑的效果？ 

         實驗三-1：冷水是否能製造指示劑？研究結果如表 3-1-1、3-1-2（篇幅有限， 

                  照片請見現場解說）         

黑豆汁加入水溶液後的顏色變化（表 3-1-1） 

浸 

泡 

時 

間 

顆粒狀 碎末狀 粉末狀 

自製指示劑的原色 自製指示劑的原色 自製指示劑的原色 

茶色 芋頭色 抹茶色 

遇到溶液後的顏色 遇到溶液後的顏色 遇到溶液後的顏色 

醋 
小蘇 

打水 

食鹽

水 
醋 

小蘇 

打水 

食鹽

水 
醋 

小蘇 

打水 

食鹽 

水 

10 分 

淺粉紅 淺黃褐 
淺咖

啡 
淺粉紅 淺黃褐 

淺芋

色 
淺粉紅 墨綠 淺咖啡 20 分 

30 分 

40 分 

粉紅色 黃褐色 
淺咖

啡 
粉紅色 黃褐色 

淺芋

色 
淺粉紅 墨綠 淺咖啡 50 分 

60 分 

70 分 

粉紅色 黃褐色 
淺咖

啡 
粉紅色 黃褐色 

淺芋

色 
粉紅色 墨綠 淺咖啡 80 分 

90 分 

可否做為指示劑 可否做為指示劑 可否做為指示劑 

○ ○ ○ 

                                          ○：效果很好          ：效果不佳 

       我們發現： 

          1.顆粒、碎末、粉末狀 10 分鐘即出現效果，只是顏色很淡。 

          2.顆粒狀、碎末狀浸泡 40 分鐘開始顏色較明顯。 

          3.粉末狀 70 分鐘開始顏色較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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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高麗菜汁加入水溶液後的顏色變化（表 3-1-2）    

浸 

泡 

時 

間 

塊狀 碎末狀 泥狀 

自製指示劑的原色 自製指示劑的原色 自製指示劑的原色 

微紫 淺紫色 藍紫色 

遇到溶液後的顏色 遇到溶液後的顏色 遇到溶液後的顏色 

醋 
小蘇 

打水 

食鹽

水 
醋 

小蘇 

打水 

食鹽

水 
醋 

小蘇 

打水 

食鹽 

水 

10 分 

透明 

無色 

 

透明無色 

透明 

無色 

 
粉紅色 藍綠色 淡藍色 

20 分 

30 分 

  微紅 

40 分 

50 分 

60 分 

70 分 

微綠 微藍 80 分 

90 分 

可否做為指示劑 可否做為指示劑 可否做為指示劑 

 ○ ○ 

                                        ○：效果很好       ：效果不佳 

         我們發現： 

  1.塊狀無法當成指示劑。 

  2.碎末狀到了 70 分鐘後，顏色才出現明顯的變化。 

  3.泥狀只要浸泡 10 分鐘就有不錯的效果，最適合做自製指示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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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三-2：還有哪些植物可以用冷水浸泡製造指示劑？研究結果如表 3-2-1、3-2-2、 

                  3-2-3（篇幅有限，照片請見現場解說）           

 

紅玫瑰花花瓣的汁液加入水溶液後的顏色變化（表 3-2-1） 

 

葡萄皮汁加入水溶液後的顏色變化（表 3-2-2） 

                     

 

洛神花汁加入水溶液後的顏色變化（表 3-2-3） 

     我們發現： 

             1.紅玫瑰的泥狀適合製作指示劑。 

             2.洛神花果皮塊狀、碎末狀、泥狀和葡萄皮泥狀的汁液只適合當鹼性指示劑。 

         

 

 

 紅玫瑰花瓣 

瓣狀 

（原色橘黃色） 

碎末狀 

（原色暗橘色） 

泥狀 

（原色紫紅色） 

遇到醋後 淡橘色 淡橘色 粉紅色 

遇到小蘇打水後 淡綠色 淡綠色 綠色 

遇到食鹽水後 淡綠色 淡綠色 淺紫紅 

可否做為指示劑   ○ 

 葡萄皮 

顆粒狀 

（原色透明無色） 

碎末狀 

（原色膚色） 

泥狀 

（原色粉橘色） 

遇到醋後 透明無色 透明無色 粉紅色 

遇到小蘇打水後 透明無色 透明無色 淡綠色 

遇到食鹽水後 透明無色 透明無色 淡粉紅 

可否做為指示劑   酸鹼○ 

 洛神花果皮 

塊狀 

（原色鮮紅色） 

碎末狀 

（原色鮮紅色） 

泥狀 

（原色鮮紅色） 

遇到醋後 粉紅色 粉紅色 粉紅色 

遇到小蘇打水後 藍綠色 藍綠色 藍綠色 

遇到食鹽水後 粉紅色 粉紅色 粉紅色 

可否做為指示劑 酸鹼○ 酸鹼○ 酸鹼○ 

材 

料 

顏 

色 
溶 

液 

材 

料 

顏 

色 
溶 

液 

材 

料 

顏 

色 
溶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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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三-3：用加熱法製造指示劑時，需要煮多久的時間？研究結果如下表： 

                   

水滾

後再

煮的

時間 

紫色高麗菜 紅鳳菜 黑豆 茄子皮 

（原色為藍紫色） （原色為紫紅色） （原色為黑褐色） （原色為淺紫灰色） 

遇到溶液後的顏色 遇到溶液後的顏色 遇到溶液後的顏色 遇到溶液後的顏色 

醋 
小蘇 

打水 

食鹽 

水 
醋 

小蘇 

打水 

食鹽 

水 
醋 

小蘇 

打水 

食鹽 

水 
醋 

小蘇 

打水 

食鹽 

水 

1 分 
淺 

粉紅 

淺 藍

綠 

淺藍 

 

微 粉

紅 

透 明

無色 

透 明

無色 

粉紅 

茶色 

 

淺 咖

啡 

微 膚

色 

微 綠

色 

微 藍

灰 

2 分 
淺 粉

紅 
微藍 

淺紫 

粉紅 綠色 

微紫 

3 分 

粉紅 

淺藍 

紫色 

4 分 

藍綠 

紫色 
5 分 

粉紅 
6 分 

藍色 

藍色 
7 分 

桃紅 
8 分 

靛青 桃紅 深紫 

深 茶

色 咖啡 9 分 

10 分 深藍 

（篇幅有限，照片請見現場解說） 

         我們發現： 

1.除了紅鳳菜外，每一種材料水滾後再煮 1 分鐘就出現顏色，只是顏色 

  較淡。 

2.茄子皮、紫色高麗菜、紅鳳菜、黑豆煮 2 分鐘後就可以當作指示劑。 

3.每一種材料煮到 10 分鐘，在酸、中、鹼性溶液中的顏色，只是變深而 

                    已，因此為了節省能源，不需煮太久。 

         實驗三的總結： 

                  1.溫度會影響自製指示劑的效果。加熱製成的自製指示劑顏色鮮豔明顯， 

                    冷水浸泡的顏色較淡，只有紫色高麗菜泥狀例外，冷水的顏色比熱水 

                    漂亮。 

                  2.紅鳳菜、.茄子皮、紅肉火龍果（果皮）、甜菜根都不能用冷泡方式做成 

                    指示劑。（效果不明確的，原始資料未列入，請看現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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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浸泡的水量會影響自製指示劑的效果嗎？                           

    實驗四：研究結果如表 4-1、4-2（篇幅有限，照片請見現場解說） 

                      黑豆汁加入水溶液後的顏色變化（表 4-1） 

浸 

泡 

時 

間 

顆粒狀 碎末狀 粉末狀 

自製指示劑的原色 自製指示劑的原色 自製指示劑的原色 

黑褐色 芋頭色 抹茶色 

遇到溶液後的顏色 遇到溶液後的顏色 遇到溶液後的顏色 

醋 
小蘇 

打水 

食鹽

水 
醋 

小蘇 

打水 

食鹽

水 
醋 

小蘇 

打水 

食鹽 

水 

10 分 

淺粉紅 

淺土黃 
透明

無色 
淺粉紅 

土黃色 
淺芋

色 
淺粉紅 

淺茶色 

淺咖啡 
20 分 

土黃色 

淺橘

紅 
黃褐色 

 

黃褐色 

30 分 

40 分 

粉紅色 粉紅色 
淺芋

色 
粉紅色 淺咖啡 50 分 

淺咖

啡 

60 分 

70 分 

粉紅色 茶色 粉紅色 黃褐色 
淺芋

色 
粉紅色 墨綠色 淺咖啡 80 分 

90 分 

可否

做為

指示

劑 

○ ○ ○ 

                                 ○：效果很好             ：效果不佳 

      我們發現： 

              黑豆浸泡的水量減少後，無論顆粒狀、碎末狀或粉末狀都能做為指示劑，

浸泡時間並不會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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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高麗菜汁加入水溶液後的顏色變化（表 4-2） 

浸 

泡 

時 

間 

塊狀 碎末狀 泥狀 

自製指示劑的原色 自製指示劑的原色 自製指示劑的原色 

微紫 淡紫色 深紫色 

遇到溶液後的顏色 遇到溶液後的顏色 遇到溶液後的顏色 

醋 
小蘇 

打水 

食鹽

水 
醋 

小蘇 

打水 

食鹽

水 
醋 

小蘇 

打水 

食鹽 

水 

10 分 

透明 

無色 

透明 

無色 

透明 

無色 
微紅 微綠 微藍 桃紅色 綠色 藍色 

20 分 

30 分 

40 分 

50 分 

60 分 

70 分 

80 分 

90 分 

可否

做為

指示

劑 

 ○ ○ 

                                     ○：效果很好         ：效果不佳 

       我們發現： 

1.塊狀在水量減少後，效果依然不好，10~90 分鐘全部呈現透明無色。 

2.碎末狀在 10 分鐘即出現變化，只是顏色淡了些。 

3.泥狀的效果非常好，只要浸泡 10 分鐘，顏色鮮豔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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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製作出區分不同酸鹼程度（pH1.0~12.0）的自製指示劑 。 

 

    五、自製指示劑是否可以分辨出 pH1.0~12.0 的酸鹼？ 

        實驗五：研究結果如下表：（見照片 5-1）       

 

紫色高麗菜 紅鳳菜 黑豆 茄子皮 葡萄皮 紫蘇葉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我們發現： 

              1.紫色高麗菜的顏色連續變化，是所有指示劑中顏色最明顯、最豐富的。 

  2.紅鳳菜的鹼性變化最明顯。 

  3.黑豆中間區段的顏色最飽和，又與眾不同，呈現咖啡色系。 

               4.同樣是 1.0，茄子顏色最特別，呈現紫色。 

材 
料 

顏 

色 p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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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高麗菜 

   

紅鳳菜 

   

黑豆 

   

茄子皮 

   

葡萄皮 

   

紫蘇葉 

                          照片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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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何做出能夠清楚檢驗 pH1.0~12.0 的指示劑？ 

    從上面實驗，我們發現紫色高麗菜 pH 的顏色最有變化，但是還是有些部分顏色相 

    同，我們想利用黑豆 pH3.0~8.0 的咖啡色使它 pH3.0~8.0 的顏色更有變化，再用茄 

    子皮的紫色使它 pH1.0 和 2.0 的顏色也產生更大的變化，葡萄皮、紫蘇葉的效果不

如它們，顏色較淡，容易被掩蓋，所以我們只找前面三個來混合。 

          實驗六-1：紫色高麗菜葉、黑豆混合後的 pH 顏色，如下表：                 

 紫高麗 5 克 

黑豆 25 克 

紫高麗 10 克 

黑豆 20 克 

紫高麗 15 克 

黑豆 15 克 

紫高麗 20 克 

黑豆 10 克 

紫高麗 25 克 

黑豆 5 克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我們發現：黑豆太多時，會掩蓋紫色高麗菜的顏色，因此紫色高麗菜 25 克， 

                    黑豆 5 克混合後的效果最好，但是還是無法細分 pH1.0~12.0 的顏色。 

               

          實驗六-2：紫色高麗菜葉 25 克和茄子皮 5 克混合後的 pH 顏色，如下表：（見照 

                    片 6-2） 

PH

值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顏色 
            

 

    

照片 6-2 

           我們發現：這組的顏色非常有層次，適合做成指示劑，可以細分物質的酸鹼度。 

        

材 料 

顏 
色 p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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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六-3：紫色高麗菜葉 25 克、黑豆 5 克、茄子皮 5 克組合後的 pH 顏色，如下 

                    表：（見照片 6-3） 

PH 值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顏色 
            

 

    

照片 6-3 

          我們發現：這三種混合後，但中間區段的顏色過淡，辨識顏色很費力。 

            

 

 

 

      實驗六-4：為了提升六-3 混合指示劑的飽和度，將紫色高麗菜的量增加為 30 克。 

                研究結果如下表：（照片見 6-4） 

PH 值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顏色 
            

  

    

照片 6-4 

           我們發現：鹼性的顏色變得很清楚。 

 

 

          實驗六的總結： 

                       自製的混合指示劑以紫色高麗菜葉 25 克，茄子皮 5 克的效果最好； 

                       可以像廣用試紙一樣區分各種的酸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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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自製的混合指示劑可不可以正確的檢測水溶液的 pH 值？ 

           研究結果如下表：（見照片 7-1） 

           

檸檬原汁 梅子綠茶 洗髮精 洗碗精 澄清石灰水 漂白水 

廣用試紙 pH3.0 pH4.0 pH5.0 pH7.0 pH10.0 pH10.0 

自製指示劑 pH2.0 pH2.0 pH5.0~6.0 pH8.0 pH11.0 pH12.0 

           我們發現： 

                   1.混合的自製指示劑和廣用試紙有一些差距，但差距不大，介於誤差範 

                     圍之內，可見我們自製的指示劑在檢測東西的 pH 值上，已經有實用 

                     性。 

                   2.不過我們混合的指示劑仍有些誤差，如梅子綠茶、漂白水，是我們仍 

                     需要努力改進的。 

 

   

檸檬原汁 梅子綠茶 洗髮精 

   

洗碗精 澄清石灰水 漂白水 

照片 7-1 

物 

品 P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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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繼續進行的研究是： 

    一、利用自製天然指示劑更精細的檢測 pH 值（例如：pH1.5、2.5、……）。 

        我們將各種天然自製指示劑的汁液一一倒入各個 pH0.5 的水溶液中測試。 

        1.實驗的結果如下：（效果不明確的，原始資料未列出，照片請看現場解說） 

  

pH1.5 與 pH1.0、pH2.0 的顏色差異大 pH9.5 與 pH9.0、pH10.0 的顏色差異大 

茄子皮可以做為測試 pH1.5 的指示劑 紫色高麗菜可以做為測試 pH9.5 的指示劑 

柒、討論 

 

    在過去的文獻中我們發現，以往研究指示劑都只能粗略分辨酸鹼，而我們在這次的實

驗中想要做出可以分辨各個酸鹼程度的指示劑；達到類似廣用指示劑的效果。而在這次的

實驗中我們發現，單一材料的自製指示劑很難達到這樣的效果，因為個別的指示劑通常只

有在特定的區段有很好的區分效果，而在其他的區域顏色變化不明顯；因此我們想到要混

合在不同區段分辨酸鹼程度的材料，以混合材料的方式製造指示劑，初步得到成功的結果，

雖然和標準的廣用指示劑有些許的誤差，但已經具有實用性；是否有更好的組合配方，還

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但我們推想應該可以用天然的材料，製造出環保方便且準確度高的

指示劑。 

捌、未來發展 

 

    目前我們已經可以利用自製的混合指示劑來細分 pH1.0~12.0 的酸鹼值，接下來我們想 

要挑戰的是： 

    一、利用自製天然指示劑更精細的檢測 pH 值（例如：pH1.5、2.5、……）。 

        自製的混合指示劑可以細分出 12 個顏色，我們想再深入地以 pH0.5 為單位，更 

精細區分水溶液的 pH 值，找到更精準的酸鹼值。 

    二、能不能利用自製混合指示劑 pH1.0~pH12.0 的 12 種顏色來辨識食物的新鮮度？ 

        在家中，有時西瓜汁放半天沒喝變酸了，有時湯變酸了，我喝了沒事，姐姐或 

哥哥喝了卻拉肚子。果汁或湯如能用我們的自製混合指示劑來檢測它的 pH 值改變

到多少時，表示食物已變酸，使大家都可以吃得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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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9.5 與 pH9.0、pH10.0 的顏色有差異性 pH9.5 與 pH9.0、pH10.0 的顏色有差異性 

紅鳳菜可以做為測試 pH9.5 的指示劑 黑豆可以做為測試 pH9.5 的指示劑 

 

pH10.5 與 pH10.0、pH11.0 的顏色有差異性 

紫蘇葉可以做為測試 pH10.5 的指示劑 

        

    2.我們目前測試成功的只有 pH1.5、pH9.5、pH10.5 這三種。而紫色高麗菜、紅鳳菜、 

          黑豆都可以做為測試 pH9.5 的指示劑，其中以紫色高麗菜的效果最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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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結論 

 

     

 

 

 

 

 

 

 

 

 

 

 

 

 

 

 

 

 

 

 

 

 

 

 

 

 

 

 

 

 

    

 

 

 

 

 

1. 在材料切割大小的實驗中，我們發現紅鳳菜最適合的大小是塊狀或碎末狀，泥狀不可

行；黑豆不管以任何切割單位都適合做指示劑；紫色高麗菜也是不管以任何切割單位

都適合做指示劑。 

 

 

2. 不管在紅鳳菜、黑豆、或是紫色高麗菜，浸泡 10 分鐘的效果都已經很好，延長浸泡時

間並不能使效果變得更好。 

 

 

3. 在使用冷水浸泡是否會影響自製指示劑的效果的實驗中發現：紅鳳菜用冷水浸泡是不

適合做指示劑；黑豆用熱水浸泡的顏色比冷水鮮豔；紫色高麗菜在泥狀的情況下，冷

水浸泡 10 分鐘的效果和浸泡熱水的效果一樣好。 

 

 

4. 在水量的多寡與浸泡的時間是否會影響自製指示劑的效果的實驗中，我們發現：紅鳳

菜完全不適合用冷水浸泡，不管水量多少，浸泡時間長短都無法製造指示劑；黑豆在

水量減少的情況下，效果都比較不好，浸泡時間都需要延長才能達到原水量浸泡的效

果；紫色高麗菜在碎末狀和泥狀的情況下，水量減少浸泡效果都比較好，浸泡時間可

以減少，尤其是泥狀只要用冷水浸泡 10 分鐘，效果更勝於用熱水浸泡 90 分鐘。 

 

 

5. 在尋找其他可以冷泡的植物的實驗中，我們發現：泥狀的紅玫瑰可以做指示劑；洛神

花、葡萄皮冷水浸泡時可做鹼性指示劑；茄子皮、葡萄皮、紅肉火龍果（果皮）、甜菜

根都不適合做指示劑。 

 

 

6. 使用熱水製造指示劑的效果都很好，紫色高麗菜、紅鳳菜、黑豆要煮到 2 分鐘才可以

當作指示劑。煮沸時間超過 10 分鐘以上，並不會讓效果更好。 

 

 

7. 每一種材料萃取出的汁液在 pH1.0、2.0、11.0、12.0 時的顏色都非常不同，很容易區分

出它們是強酸和強鹼。紫色高麗菜的 3.0、4.0 呈現淺紫紅，5.0、6.0 淺紫色，7.0、8.0

呈現藍色，9.0 藍綠色、10.0 綠色，是所有材料當中，顏色最分明，其次是紅鳳菜，黑

豆、茄子皮和葡萄皮從 3.0~10.0 的顏色都一樣，只是深淺不同罷了；同樣是 1.0，茄子

顏色最特別，呈現紫色；同樣是 3.0~8.0，黑豆的顏色與眾不同，呈現咖啡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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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紫色高麗菜 25 克，茄子皮 5 克的效果最好；可以像廣用指示劑一樣區分各種的酸鹼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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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0212 

從課程中發現實驗器材的變化性構思是否有替代的不同檢

測方式，且能從課本中學習過的材料，依其特性去尋找替代

物，進而使用天然蔬果及混搭的方式製作酸鹼指示劑，頗有

創意，惟細微部分仍要再求精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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