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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題目題目題目：「：「：「：「氧氧氧氧」」」」生之道生之道生之道生之道────    

探討紅蘿蔔探討紅蘿蔔探討紅蘿蔔探討紅蘿蔔與過氧化氫與過氧化氫與過氧化氫與過氧化氫氧化還原反應情形氧化還原反應情形氧化還原反應情形氧化還原反應情形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很多生物體內都有分解過氧化氫的成份，可以分解過氧化氫就是雙氧水成氧氣和水，利

用紅蘿蔔各種不同品種、部位、並在不同溫度和醃漬處理後，與過氧化氫交互作用所產生氧

氣的反應，將他統計成圖表並計算反應速率，以便觀察過氧化氫酶活性的變化，最後以紅蘿

蔔和雙氧水漂白過的食品反應觀察是否能測出雙氧水的存在。 

壹壹壹壹、、、、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在六上自然課裡面我們學到利用紅蘿蔔喊過氧化氫製造氧氣，去年我們做了各種蔬果對

過氧化氫分解能力的探討，實驗時發現即使同一種蔬果的不同部位也有不同的分解能力，當

時並未深入探討。今年，我們就朝這個方向去深入實驗，並且再探討所使用的材料經過不同

溫度處理過、醃漬後，對過氧化氫分解能力的變化，再看看它能不能用來分辨漂白過的豆乾、

麵條，並分解裡面的雙氧水。使用紅蘿蔔作為實驗的素材，因為去年科展曾經做過實驗，發

現紅蘿蔔分解過氧化氫的速率適中宜於測量觀察，且質地較硬，可以適當的選取需要的部份，

處理成所需的大小。。。。紅蘿蔔也比較便宜，四季皆有出產，容易取得，所以今年選擇拿來做實

驗材料。 

貳貳貳貳、、、、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一、 探討紅蘿蔔汁和紅蘿蔔渣分解過氧化氫的能力 

二、 探討不同品種的紅蘿蔔分解過氧化氫的能力 

三、 探討同一個紅蘿蔔的不同部位分解過氧化氫的能力 

四、 探討同條件的紅蘿蔔在經冷藏冷凍處理後分解過氧化氫的能力 

五、 探討同條件的紅蘿蔔泡過不同溫度的水後，對分解過氧化氫的能力的影響 

六、 探討以一般台式泡菜使用之醃漬材料（糖、鹽、醋）醃漬紅羅蔔，對過氧化氫酶活性

的影響 

七、 探討紅蘿蔔分解過氧化氫的作用食品簡單檢測上的應用 

 

參參參參、、、、研究設備與器材研究設備與器材研究設備與器材研究設備與器材 

ㄧ、研究器材與藥品： 

測量用具：量杯、微量電子秤、溫度計、碼錶 

實驗工具：鑷子、湯匙、橡皮管、燒杯、錐形集氣瓶、橡皮塞子、手套、菜刀、磨泥器、

沖茶袋、滴管、電磁爐 

藥品：35％過氧化氫、硫酸鈦、五氧化二釩、碘化鉀 

二、實驗材料：紅蘿蔔、食用醋、食鹽、糖（二號砂糖）、乾麵條、非基因豆乾。 



 2 

  

過氧化氫與量杯 排水集氣裝置 

 
 

 

 

紅蘿蔔泥裝在泡茶袋裡 磨泥器、計時器、電子秤 

肆肆肆肆、、、、研究過程或方法研究過程或方法研究過程或方法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一一一、、、、探討紅蘿蔔汁和紅蘿蔔渣探討紅蘿蔔汁和紅蘿蔔渣探討紅蘿蔔汁和紅蘿蔔渣探討紅蘿蔔汁和紅蘿蔔渣與過氧化氫交互作用的變化與過氧化氫交互作用的變化與過氧化氫交互作用的變化與過氧化氫交互作用的變化    

一般人喜歡將蔬果榨汁來飲用，我們紅蘿蔔分離成渣、紅蘿蔔汁，與過氧化氫進行氧

化還原反應，探討蘿蔔渣和汁對過氧化氫氧化還原成氧紅蘿蔔氣的影響，結果如下述。 

((((一一一一))))過氧化氫與紅蘿蔔渣、紅蘿蔔汁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的變化 

1.1.1.1.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1111））））    用渣、汁分離的榨汁機將一整條紅蘿蔔分成紅蘿蔔渣、紅蘿蔔汁(如下面照片)。。。。    

（（（（2222））））    各取 5g 蘿蔔汁和渣，放入泡茶袋中。    

（（（（3333））））    用排利水集氣法的裝置加入 15 ㏄ 35％的過氧化氫，分別反應數十次，並挑出

反應較佳的 5 次進行記錄統計分析，將產生特定體積氧氣所花的時間記下，並紀錄

3 分鐘後的最後體積。    

 

 

 

 

 

 

 

    

    

    
紅羅蔔渣紅羅蔔渣紅羅蔔渣紅羅蔔渣        紅羅蔔汁紅羅蔔汁紅羅蔔汁紅羅蔔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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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統計與比較    

表一-1：過氧化氫與紅蘿蔔渣、紅蘿蔔汁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的體積變化統計比較表 

（㏄：（㏄：（㏄：（㏄：產出養氣體積產出養氣體積產出養氣體積產出養氣體積，，，，secsecsecsec：：：：反應時間反應時間反應時間反應時間，，，，以下同以下同以下同以下同））））    

 
圗一-1：過氧化氫與紅蘿蔔渣、紅蘿蔔汁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的體積變化比較長條圖 

 

表一-2 過氧化氫與紅蘿蔔渣、紅蘿蔔汁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的速率變化統計比較表 

 

圗一-2：過氧化氫與紅蘿蔔渣、紅蘿蔔汁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的速率變化統計比較折線圖 

 

（（（（二二二二））））、、、、探討探討探討探討結果結果結果結果一一一一：：：： 

1. 由紅蘿蔔渣、紅蘿蔔汁的比較圖可得知渣產生的氧氣比汁多（產生氧氣的體積比
170 ㏄：100 ㏄），汁的速率比渣好，開始時就上升的很快每秒可達 60 ㏄，但時間
才過一半很快就反應完了。 

2. 渣的反應速率一開始並不高，但是卻可以一直反應到 3 分鐘結束。 

二二二二、、、、探討探討探討探討過氧化氫與不同品種過氧化氫與不同品種過氧化氫與不同品種過氧化氫與不同品種紅蘿蔔紅蘿蔔紅蘿蔔紅蘿蔔交互作用交互作用交互作用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還原成氧氣還原成氧氣還原成氧氣的變化的變化的變化的變化    

市面上除了有本土產的紅蘿蔔外，也找到一種不同小品種而且價錢較高的紅蘿蔔，

他們的分解能力誰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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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過氧化氫與大、小品種紅蘿蔔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的變化 

1.步驟：  

（1） 把大、小品種(如照片)紅蘿蔔各別全部磨成泥均勻攪拌後，秤5g放入茶袋，放入

錐形瓶。 

（2） 如探討活動一步驟（3） 

 

 

本地生產一般紅蘿蔔 進口小紅蘿蔔（小孩拇指大） 

 

2.過氧化氫與大、小品種紅蘿蔔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的記錄統計 

表二-1、過氧化氫與大、小品種紅蘿蔔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體積變化比較表 

 

圗二-1、過氧化氫與大、小品種紅蘿蔔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體積變化比較長條圖 

 

 

表二-2、過氧化氫與大、小品種紅蘿蔔交互

作用還原成氧氣之速率變化比較表 

圗二-2、過氧化氫與大、小品種紅蘿蔔交互

作用還原成氧氣之反應速率變化比較折線

圖 

  
（（（（二二二二）、）、）、）、探討探討探討探討結果結果結果結果二二二二 

1. 在不同品種的紅蘿蔔分解過氧化氫的能力的實驗中在不同品種的紅蘿蔔分解過氧化氫的能力的實驗中在不同品種的紅蘿蔔分解過氧化氫的能力的實驗中在不同品種的紅蘿蔔分解過氧化氫的能力的實驗中，，，，3 分鐘內分鐘內分鐘內分鐘內，，，，大紅蘿蔔分解的大紅蘿蔔分解的大紅蘿蔔分解的大紅蘿蔔分解的氧氧氧氧

氣體積氣體積氣體積氣體積比小紅蘿蔔比小紅蘿蔔比小紅蘿蔔比小紅蘿蔔多多多多。。。。從氧氣體積從氧氣體積從氧氣體積從氧氣體積變化長條圖來看變化長條圖來看變化長條圖來看變化長條圖來看，，，，大紅蘿蔔的效果比小紅蘿蔔好大紅蘿蔔的效果比小紅蘿蔔好大紅蘿蔔的效果比小紅蘿蔔好大紅蘿蔔的效果比小紅蘿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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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積比體積比體積比體積比 140000 ㏄：㏄：㏄：㏄：80808080 ㏄㏄㏄㏄ 

2. 以分解速率來看以分解速率來看以分解速率來看以分解速率來看，，，，大紅蘿蔔分解過氧化氫的速率比較快大紅蘿蔔分解過氧化氫的速率比較快大紅蘿蔔分解過氧化氫的速率比較快大紅蘿蔔分解過氧化氫的速率比較快，，，，兩個氧化還原反應速率都兩個氧化還原反應速率都兩個氧化還原反應速率都兩個氧化還原反應速率都

會再會再會再會再 10~40 的地方上升的地方上升的地方上升的地方上升到最高到最高到最高到最高。。。。 

三三三三、、、、探討探討探討探討紅蘿蔔各紅蘿蔔各紅蘿蔔各紅蘿蔔各部位部位部位部位與與與與過氧化氫反應產生氧氣過氧化氫反應產生氧氣過氧化氫反應產生氧氣過氧化氫反應產生氧氣變化變化變化變化 

            去年的實驗，認為紅蘿蔔全身反應應該很接近，常因實驗數字變化大吃足苦頭，所以要仔

細來探討紅蘿蔔各部位與過氧化氫反應產生氧氣變化。本實驗分別取紅蘿蔔頭、尾、皮、芯

四部份，與過氧化氫進行氧化還原反應，探討不同部位的紅蘿蔔氧化還原反應的情形，結果

如下述。 

((((一一一一))))、、、、過氧化氫與過氧化氫與過氧化氫與過氧化氫與「「「「紅蘿蔔紅蘿蔔紅蘿蔔紅蘿蔔頭頭頭頭」」」」交互作用交互作用交互作用交互作用的氧化還原反應的氧化還原反應的氧化還原反應的氧化還原反應    

1.1.1.1.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1111））））分別分別分別分別取紅蘿蔔頭取紅蘿蔔頭取紅蘿蔔頭取紅蘿蔔頭((((紅蘿蔔前端約紅蘿蔔前端約紅蘿蔔前端約紅蘿蔔前端約 3333 ㎝㎝㎝㎝))))、、、、取紅蘿蔔尾取紅蘿蔔尾取紅蘿蔔尾取紅蘿蔔尾((((紅蘿蔔後端約紅蘿蔔後端約紅蘿蔔後端約紅蘿蔔後端約 3333 ㎝㎝㎝㎝))))、、、、紅蘿蔔皮紅蘿蔔皮紅蘿蔔皮紅蘿蔔皮((((紅紅紅紅

蘿蔔外層約蘿蔔外層約蘿蔔外層約蘿蔔外層約 1111 ㎝㎝㎝㎝))))、、、、紅蘿蔔芯紅蘿蔔芯紅蘿蔔芯紅蘿蔔芯((((紅蘿蔔中央半徑約紅蘿蔔中央半徑約紅蘿蔔中央半徑約紅蘿蔔中央半徑約 1111 ㎝㎝㎝㎝))))，，，，以磨泥器磨成大小均勻的泥以磨泥器磨成大小均勻的泥以磨泥器磨成大小均勻的泥以磨泥器磨成大小均勻的泥

狀狀狀狀。。。。    

    

    

    

    

（（（（2222））））如探討一如探討一如探討一如探討一、、、、之之之之操作操作操作操作步驟步驟步驟步驟（（（（3333））））    

2.2.2.2.過氧化氫過氧化氫過氧化氫過氧化氫紅蘿蔔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變化數據統計比較    

表表表表三三三三----1111：：：：過氧化氫與紅蘿蔔過氧化氫與紅蘿蔔過氧化氫與紅蘿蔔過氧化氫與紅蘿蔔頭、尾、皮、芯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的體積變化統計比較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的體積變化統計比較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的體積變化統計比較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的體積變化統計比較表 

 

圗三-1：過氧化氫與紅蘿蔔頭、尾、皮、芯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的體積變化比較長條圖 

蘿蔔頭蘿蔔頭蘿蔔頭蘿蔔頭、、、、皮皮皮皮、、、、芯芯芯芯、、、、尾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體積比較圖尾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體積比較圖尾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體積比較圖尾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體積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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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 過氧化氫與紅蘿蔔頭、尾、皮、芯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的速率變化統計比較表 

 

圗三-2 過氧化氫與紅蘿蔔頭、尾、皮、芯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的速率變化統計比較折線圖 

   

過氧化氫與紅蘿蔔頭過氧化氫與紅蘿蔔頭過氧化氫與紅蘿蔔頭過氧化氫與紅蘿蔔頭、、、、尾尾尾尾、、、、皮皮皮皮、、、、芯氧化還原速率比較圖芯氧化還原速率比較圖芯氧化還原速率比較圖芯氧化還原速率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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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探討探討探討探討結果結果結果結果三三三三：：：：    

1. 紅蘿蔔頭、尾、芯、皮當中，紅蘿蔔皮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產生的氧氣體積量

最多約 170 ㏄，紅蘿蔔芯最少僅 70 ㏄，反應速率最差。 

2. 頭和尾比較，3 分鐘內紅蘿蔔頭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產生的氧氣量較少；紅蘿

蔔尾產生的氧氣量較多。（140 ㏄：160 ㏄），而尾部是四個部位中反應速率最大的。 

3. 紅蘿蔔頭、尾、芯當中，紅蘿蔔芯產生的氧氣體積量最少，可知，紅蘿蔔芯會減少氧

氣體積，可能是因為紅蘿蔔頭含有蘿蔔芯的量＞紅蘿蔔尾含有蘿蔔芯的量，所以，紅

蘿蔔尾產生的氧氣體積會比紅蘿蔔頭多（表四-1） 

 

 

四四四四、、、、探討探討探討探討相同條件相同條件相同條件相同條件的的的的紅蘿蔔經冷藏紅蘿蔔經冷藏紅蘿蔔經冷藏紅蘿蔔經冷藏、、、、冷凍處理後分解冷凍處理後分解冷凍處理後分解冷凍處理後分解過氧化氫過氧化氫過氧化氫過氧化氫的能力的能力的能力的能力的變化的變化的變化的變化    

我們都會將蔬果冷藏或冷凍，本實驗分別取經冷藏、冷凍、放置室溫下的紅蘿蔔，與過氧

化氫進行氧化還原反應，探討經不同溫度儲存後的紅蘿蔔與過氧化氫氧化還原反應的情形，

結果如下述。 

  

〈〈〈〈一一一一〉〉〉〉    、過氧化氫分別與經冷藏 4℃、冷凍-20℃、放置室溫下 25℃，各 24hr、48 hr、72 hr、

96 hr 的紅蘿蔔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實驗    

1. 步驟： 

（1） 分別取放置室溫下 25℃的紅蘿蔔（分 24hr、48 hr、72 hr、96 hr）、冷藏 4℃（分

24hr、48 hr、72 hr、96 hr）和冷凍-20℃（分 24hr、48 hr、72 hr、96 hr）的紅

蘿蔔，以磨泥器磨成大小均勻的泥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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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餘步驟如前三個探討活動 

2. 過氧化氫與經冷藏、冷凍、放置室溫下（分 24hr、48 hr、72 hr、96 hr）、的紅蘿蔔交互

作用還原成氧氣的統計與比較 

 

 

（（（（1111））））同同同同時數不同放置溫度的比較時數不同放置溫度的比較時數不同放置溫度的比較時數不同放置溫度的比較    

表四表四表四表四----（1）----1111：：：：過氧化氫與室溫(25℃) 、冷

藏(4℃) 和冷凍(-20℃) 24hr 交互作用還原

成氧氣的體積變化統計比較表 

圗四-（1）-1：過氧化氫與室溫(25℃) 、冷藏(4

℃) 和冷凍(-20℃) 24hr 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的

體積變化統計長條圖 

 
 

表四表四表四表四----（1）----2222：：：：過氧化氫與室溫(25℃) 、冷

藏(4℃) 和冷凍(-20℃) 24hr 交互作用還原成

氧氣的速率變化統計比較表    

圗四-（1）-2：過氧化氫與室溫(25℃) 、冷藏(4

℃) 和冷凍(-20℃)24hr 紅蘿蔔交互作用還原成

氧氣的速率變化比較折線圖    

    

冷藏冷凍室溫冷藏冷凍室溫冷藏冷凍室溫冷藏冷凍室溫24242424HRHRHRHR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率表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率表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率表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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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3：過氧化氫與室溫(25℃) 、冷

藏(4℃) 和冷凍(-20℃) 48hr 紅蘿蔔交互作用

還原成氧氣的體積變化比較表 

圗四-（1）-3：過氧化氫與室溫(25℃) 、冷藏

(4℃) 和冷凍(-20℃) 48hr 紅蘿蔔交互作用還原

成氧氣的體積變化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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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表四表四表四----（1）----4444 室溫(25℃) 、冷藏(4℃) 和冷凍

(-20℃) 48hr 反應速率比較表 

圗四四四四----（1）----4444 室溫(25℃) 、冷藏(4℃) 和冷凍

(-20℃) 48hr 反應速率折線圖 
冷藏冷凍室溫冷藏冷凍室溫冷藏冷凍室溫冷藏冷凍室溫48484848HRHRHRHR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率表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率表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率表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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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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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5.00

0-10 10~20 20~30 30~40 40~50 50~60 60~70 70~80 80~90 90~100

氧氣體積(CC)

時
間

(秒
)

藏

凍

室

 

表四-（1）-5：過氧化氫與室溫(25℃) 、冷

藏(4℃) 和冷凍(-20℃) 72hr 紅蘿蔔交互作用

還原成氧氣的體積變化比較表 

圖四-（1）-5 過氧化氫與室溫(25℃) 、冷藏

(4℃) 和冷凍(-20℃)72hr 紅蘿蔔交互作用還

原成氧氣的體積變化長條圖 

  

表四表四表四表四----（1）----6666 室溫(25℃)、冷藏(4℃) 和冷凍

(-20℃) 72hr 反應速率比較表 

圗四四四四----（1）----6666 冷凍冷藏室溫冷凍冷藏室溫冷凍冷藏室溫冷凍冷藏室溫 72HR72HR72HR72HR 紅蘿蔔與紅蘿蔔與紅蘿蔔與紅蘿蔔與

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圖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圖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圖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圖 

  

 

表四表四表四表四----（1）----7777 過氧化氫與室溫(25℃) 、冷

藏(4℃) 和冷凍(-20℃) 96hr 紅蘿蔔交互作

用還原成氧氣的體積變化比較表 

圗四四四四----1111----7777 過氧化氫與室溫(25℃) 、冷藏(4℃) 

和冷凍(-20℃) 96hr 紅蘿蔔交互作用還原成氧

氣的體積變化長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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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表四表四表四----（1）----8888 室溫(25℃) 、冷藏(4℃) 和

冷凍(-20℃) 96hr 反應速率比較表    

圗四四四四----（1）----8888 室溫(25℃) 、冷藏(4℃) 和冷凍(-20

℃) 96hr 反應速率比較折線    

    

冷凍冷藏室溫冷凍冷藏室溫冷凍冷藏室溫冷凍冷藏室溫96969696HRHRHRHR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率表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率表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率表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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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溫度不同放置時數的比較同溫度不同放置時數的比較同溫度不同放置時數的比較同溫度不同放置時數的比較    

（2）-1 冷凍 24hr.48hr.72hr.96hr 紅蘿蔔氧化還原反應比較 

表四-（2）-1-1 冷凍 24hr.48hr.72hr.96hr 紅蘿

蔔氧化還原反應產生氧氣體積紀錄表 

圖四-（2）-1-1 冷凍 24hr.48hr.72hr.96hr 紅蘿

蔔氧化還原反應產生氧氣體積長條圖 

 

冷凍冷凍冷凍冷凍24242424hrhrhrhr48484848hrhrhrhr72727272hrhrhrhr96969696hrhrhrhr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體積比較圖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體積比較圖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體積比較圖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體積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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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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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72hr平均

凍96hr平均

 

表四-（2）-1-2 冷凍 24hr.48hr.72hr.96hr 紅蘿蔔

氧化還原反應速率比較表 

圖四-（2）-1-2 冷凍 24hr.48hr.72hr.96hr 紅蘿

蔔氧化還原反應速率比較圖 

 

冷凍冷凍冷凍冷凍24242424hrhrhrhr48484848hrhrhrhr72727272hrhrhrhr96969696hrhrhrhr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率比較圖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率比較圖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率比較圖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率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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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冷藏 24hr.48hr.72hr.96hr 紅蘿蔔氧化還原反應比較 

表四（2）-2-1 冷藏 24hr.48hr.72hr.96hr 紅蘿蔔

氧化還原反應產生氧氣體積比較表 

圖四（2）-2-1 冷藏 24hr.48hr.72hr.96hr 紅蘿蔔

氧化還原反應產生氧氣體積比較圖 

冷藏冷藏冷藏冷藏24242424hrhrhrhr48484848hrhrhrhr72727272hrhrhrhr96969696hrhrhrhr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體積比較圖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體積比較圖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體積比較圖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體積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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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2-2 速率比較表 圖四（2）-2-2 速率比較圖 

 

冷藏冷藏冷藏冷藏24242424hrhrhrhr48484848hrhrhrhr72727272hrhrhrhr96969696hrhrhrhr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率比較圖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率比較圖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率比較圖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率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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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放置室溫 24hr.48hr.72hr.96hr 紅蘿蔔氧化還原反應比較 

    表四-（2）-3-1 室溫 24hr.48hr.72hr.96hr 紅蘿蔔氧化還原反應體積紀錄表 

 

     

 

圗四-（2）-3-1 體積比較長條圖 

室溫室溫室溫室溫24242424hrhrhrhr48484848hrhrhrhr72727272hrhrhrhr96969696hrhrhrhr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體積比較圖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體積比較圖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體積比較圖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體積比較圖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氧氣體積{cc}

時
間

{秒
}

室24hr

室48hr

室72hr

室96hr

 
   表四-（2）-3-2 室溫 24hr.48hr.72hr.96hr 紅蘿蔔氧化還原反應速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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圗四-（2）-3-2 速率比較折線圖 

室溫室溫室溫室溫24242424hrhrhrhr48484848hrhrhrhr72727272hrhrhrhr96969696hrhrhrhr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率比較圖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率比較圖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率比較圖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速率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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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探討探討探討探討結果結果結果結果四四四四：分 2 個標準來比較 

1.放置時間相同，放置環境的溫度不同：同樣放置 24hr~96hr，每天比較起來，冷凍後的

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產生的氧氣體積最少，約 50 ㏄以內，4 天加起來產

生約 190 ㏄，反應速率最慢。最多的是室溫內的紅蘿蔔 4 天加起來產生 370 ㏄氧氣，

而且反應速率最快，冷藏介於中間產生 220 ㏄氧氣。 

2.放置環境的溫度相同，放置時間不同（1~4 天）： 

（1） 放置室溫的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產生的氧氣體積變化（120 ㏄

◊80 ㏄◊100 ㏄◊70 ㏄）下降的趨勢雖然第三天有稍微上升，反應速率由很強（每

秒 60 ㏄）到弱（每秒 10 ㏄內）。 

（2） 冷藏後的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產生的氧氣體積逐日下降到第三

天，第四天和第三天一樣（100 ㏄◊80 ㏄◊70 ㏄◊70 ㏄）。反應速率則逐日下降，

但都在每秒 10 ㏄以內。 

（3） 冷凍後的紅蘿蔔產生的氧氣體積雖然少，但相對的穩定（50 ㏄◊50 ㏄◊40 ㏄◊50

㏄），反應速率小（每秒 5 ㏄內） 

 

 

五五五五、、、、探討探討探討探討相同條件的相同條件的相同條件的相同條件的紅蘿蔔泡過不同溫度的水後紅蘿蔔泡過不同溫度的水後紅蘿蔔泡過不同溫度的水後紅蘿蔔泡過不同溫度的水後，，，，對分解對分解對分解對分解過氧化氫過氧化氫過氧化氫過氧化氫的能力的影響的能力的影響的能力的影響的能力的影響    

（一）、過氧化氫與紅蘿蔔泥（泡過 5℃、30℃、40℃、50℃、60℃、70℃、80℃、90℃和沸

騰的水 5 分鐘）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實驗 

  1.步驟： 

（1） 把整條紅蘿蔔全部磨成泥，秤5g放入茶袋，放入5℃、30℃、40℃、50℃、60℃、70

℃、80℃、90℃和沸騰的500㏄水裡，煮5分鐘並將它滴水30秒，再放入排水集氣裝

置的錐型瓶中。 

（2） 以下步驟如前 

 
  

準備好的紅蘿蔔泥 紅蘿蔔泥泡入加熱的

水中 

測水溫 泡 5 分鐘後滴水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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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過氧化氫與與上述紅蘿蔔泥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的統計與比較 

說明：因為我們發現 50℃~60℃水是一個分界點，所以分 25℃~50℃和 60~沸騰兩部份來統

計比較 

 

 

（1） 過氧化氫和泡過（25℃~50℃）水的紅蘿蔔泥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的統計比較 

表 

表五-（1）-1 過氧化氫和泡過（25℃~50

℃）水的紅蘿蔔泥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

的體積變化統計表 

圗五-（1）-1 過氧化氫和泡過（25℃~50℃）

水的紅蘿蔔泥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的體積

變化長條圖 

 

25252525 ~~~~ 50505050 度蘿蔔 氧化還原 反應比較 長條圖度蘿蔔 氧化還原 反應比較 長條圖度蘿蔔 氧化還原 反應比較 長條圖度蘿蔔 氧化還原 反應比較 長條圖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氧 氣體積氧 氣體積氧 氣體積氧 氣體積 (((( c cc cc cc c ))))

時
間

時
間

時
間

時
間

(( ((
秒秒 秒秒

)) ))

25度平均 30平均 40度平均 50度平均

 

表五-（1）-2 過氧化氫和泡過（25℃~50℃）

水的紅蘿蔔泥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的速率

變化統計表 

圗五-（1）-2 過氧化氫和泡過（25℃~50℃）水

的紅蘿蔔泥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的速率變化

折線圖 

 

25度~50度的蘿蔔反應速率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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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過氧化氫和泡過（60℃~沸騰）水的紅蘿蔔泥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的統計比較 

表 

表六-（2）-1 過氧化氫和泡過（60℃~沸騰））

水的紅蘿蔔泥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的體積

變化統計表 

圗五-（2）-1 過氧化氫和泡過（60℃~沸騰）

水的紅蘿蔔泥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的體積變

化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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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2）-2 過氧化氫和泡過（60℃~沸騰）

水的紅蘿蔔泥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的速率變

化統計 

圗五-（2）-2 過氧化氫和泡過（60℃~沸騰）

水的紅蘿蔔泥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的速率變

化折線圖 

  
 

表五-（2）-3 過氧化氫和泡過（25℃~沸騰））水的紅蘿蔔泥交互作用還原成氧氣的體積紀錄

表 

 
註： 

a.60℃~到沸騰的反應有些不穩定，失敗次數很多，我們仍努力擷取可用的數字加以統計。 

b.這部份實驗結果氧氣體積大量減少，速率也是先快速上升後下降，只不過只有一開始幾秒

鐘有反應，60℃、80℃、90℃、沸騰這幾個變因下，過氧化氫還原成氧氣的體積至多到 6

㏄，而 70℃獨獨可以到 10 ㏄。 

（（（（二二二二）、）、）、）、探討探討探討探討結果結果結果結果五五五五 

(一)紅羅蔔泥浸泡的 25℃~50℃水後，分解過氧化氫產生氧氣的體積以 25℃和 30℃這個範

圍最好可以分解出 80 ㏄的氧氣，隨溫度的逐漸上昇，產生的氧氣量也隨著減少，依

次 80 ㏄（25℃和 30℃）◊50 ㏄（40℃）◊40 ㏄（50℃） 

(二)上述結果反應速率都是在分解出 20 ㏄氧氣之前快速上昇，然後逐漸下降，以 25℃的

反應速率最快。 

(三)水溫超過 50℃以後，60℃~沸騰的反應有些不穩定，容易失敗，分解過樣化氫成為氧

氣變化的趨勢是，氧氣體積突然降低到 10 ㏄以內，60℃、80℃、90℃、沸騰僅 6 ㏄。 

(四)結果（三）產生 2~4 ㏄氧氣時、60℃、70℃反應速率較快，80℃、90℃、沸騰都在每

秒 1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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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探討以一般台式泡菜使用之醃漬材料探討以一般台式泡菜使用之醃漬材料探討以一般台式泡菜使用之醃漬材料探討以一般台式泡菜使用之醃漬材料（（（（糖糖糖糖、、、、鹽鹽鹽鹽、、、、醋醋醋醋））））醃漬紅羅蔔醃漬紅羅蔔醃漬紅羅蔔醃漬紅羅蔔，，，，對過氧對過氧對過氧對過氧

化氫酶活性的影響化氫酶活性的影響化氫酶活性的影響化氫酶活性的影響 
（一）實驗方法 

1. 將紅蘿蔔均勻分配以糖（紅蘿蔔重量的 66％）、鹽（紅蘿蔔重量的 2％、7％、12.5

％）、醋（1：1）、綜合醃料（鹽 7％、糖 66％、醋 1:1）醃漬 4 小時，磨成泥，取

5g，和 15％的雙氧水交互作用，每產生 5 ㏄氧氣，記錄一次時間。 

2. 上述每個變因，均和當天一起採購正常紅蘿蔔的反應作為比對 

（二）實驗紀錄與統計 

1.實驗記錄統計與比較 

表六-1  2％鹽漬紅蘿蔔、正常紅蘿蔔與過氧

化氫作用後產生氧氣體積、反應速率比較表 

圖六-1  2％鹽漬紅蘿蔔、正常紅蘿蔔與過

氧化氫作用後產生氧氣體積、反應速率比較

折線圖 

  

  

表六-2  7％鹽漬紅蘿蔔、正常紅蘿蔔與過氧

化氫作用後產生氧氣體積量、反應速率比較表 

圖六-2  7％鹽漬紅蘿蔔、正常紅蘿蔔與過

氧化氫作用後產生氧氣體積量、反應速率比

較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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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3  12.5％鹽漬紅蘿蔔、正常紅蘿蔔與過

氧化氫作用後產生氧氣體積量、反應速率比較

表 

圖六-3  12.5％鹽漬紅蘿蔔、正常紅蘿蔔與

過氧化氫作用後產生氧氣體積量、反應速率

比較折線圖 

  

  

 

 

表六-4.1  糖漬紅蘿蔔、正常紅蘿蔔與過氧化氫作用後產生氧氣體積量比較表 

 

圖六-4.1 糖漬紅蘿蔔、正常紅蘿蔔與過氧化氫作用後產生氧氣體積量比較長條圖 

 

表六-4.2  糖漬紅蘿蔔、正常紅蘿蔔與過氧化氫作用後產生氧氣反應速率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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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4.2 糖漬紅蘿蔔、正常紅蘿蔔與過氧化氫作用後產生氧氣體積量、反應速率比較折線圖 

 

 

圖六-5  醋漬紅蘿蔔與過氧化氫作用後產生

氧氣體積量、反應速率表 

表六-5 醋漬紅蘿蔔與過氧化氫作用後產生氧

氣體積量、反應速率比較折線圖 

 

  
 

圖六-6 綜合紅蘿蔔與過氧化氫作用後產生氧

氣體積量、反應速率表 

表六-5 綜合紅蘿蔔與過氧化氫作用後產生氧

氣體積量、反應速率圖 

 

  
（（（（三三三三））））探討探討探討探討結果結果結果結果六六六六：：：： 

1. 2％鹽漬、正常紅蘿蔔產生氧氣體積比為 45:50=90％，最大反應速率比約 46％。7％鹽

漬、正常體積比為 50:65=76％，最大反應速率比約 35％。12.5%鹽漬、正常體積比為

25:45=56％，反應速率比約 43％。 

2. 糖漬紅蘿蔔(66％)和ˋ正常紅蘿蔔反應體積比 130：120=108％，最快反應速率比為

3.9：11.2=39％。 

3. 紅蘿蔔以醋醃漬 4 小時後，平均僅能產生 0-1 ㏄的氣體，以線香檢驗無法讓線香更亮，

反而加速熄滅。 

4. 紅蘿蔔以醋、食鹽、糖綜合醃料醃漬 4 小時後，平均僅能產生 2-3 ㏄的氣體，以線香

檢驗無法讓線香更亮，反而加速熄滅。 

5. 醃漬過程中紅蘿蔔都會釋出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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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探討紅蘿蔔分解過氧化氫的作用食品簡單檢測上的應用探討紅蘿蔔分解過氧化氫的作用食品簡單檢測上的應用探討紅蘿蔔分解過氧化氫的作用食品簡單檢測上的應用探討紅蘿蔔分解過氧化氫的作用食品簡單檢測上的應用 

    報載有些豆類、麵類食品，製造者為了讓它賣相好看，會以 3%的雙氧水漂白，地方的

衛生局會提供檢測劑給民眾使用，但如果家中沒有檢測劑，怎麼辦？我們嘗試以歲紅蘿蔔來

試試看能能不能檢測出有含雙氧水的食品來， 

（一）實驗方法 

1. 到有機健康食品店購買真空包裝白豆乾、全麥麵條，分成一半，一半不處理，一半

浸泡在 3%的雙氧水中 5 分鐘，取出來。處理如下： 

麵條 1：泡清水 1 分鐘   麵條 2：不泡清水 

豆干 1：泡清水 1 分鐘   豆乾 2：不泡清水 

2. 以硫酸鈦、五氧化二釩、碘化鉀測試：正常、泡 3%雙氧水、泡 3%雙氧水後再泡清

水的麵條、豆干。【依序滴下硫酸鈦（反應為黃色）、五氧化二釩（反應為褐紅色）、

碘化鉀（反應為深藍色），全部產生反應才確

實是含雙氧水】 

3. 將紅蘿蔔處理成均勻的碎削，取 10g 放入 50

㏄清水 3min，將步驟 1 的材料一一放入，觀察

它們交互作用後的變化。 

4. 每 30min 取出部麵條、豆干以測試，以向機記

錄檢測顏色的變化。 

 

（二）實驗記錄 

1. 原色時的紀錄與檢測 

（1）原色 與  泡 3％過氧化氫後比對 

 

左邊為泡過雙氧

水的豆乾 

 

右邊是正常的 

 

左邊為泡過雙氧

水的麵條 

 

右邊是正常的 

    

（2）當豆乾、麵條遇見檢測劑硫酸鈦、五氧化二釩、碘化鉀 

 

上排是泡過 3％過氧化氫的，呈現黃色、褐色、深藍色的

反應。 

 

下排是正常的只有在滴入碘化鉀時有些微的反應 

 

 

 

硫酸鈦 五氧化二釩 

碘化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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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漂白的豆乾、麵條泡紅蘿蔔絲+水（紅蘿蔔絲+水先泡 5 分鐘）反應記錄 

（1）漂白豆乾遇見泡紅蘿蔔絲+水 

3 分鐘 30 分鐘 60 分鐘  

   

 

約 3 分鐘開始產生氣泡 表面氣泡多 氣泡減少  

  

90 分鐘 120 分鐘  比對起泡情形

 
右側未放漂白豆乾   

 

 氣泡更少 幾乎沒有氣泡  

    

檢測雙氧水殘留結果：  

顏色變化： 

    

 

 30 分鐘 60 分鐘 90 分鐘 120 分鐘  

◎變化說明： 30 分鐘~120 分鐘檢測顏色變化，由深而淺。 

（2）漂白的麵條、麵條泡紅蘿蔔絲+水： 

樣本一、二：漂白後，泡 250 ㏄水 1 分鐘 

樣本三：漂白後不泡清水 

樣本一、二   3 分鐘：無氣泡 18 分鐘：無氣泡 30 分鐘：無氣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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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 

 樣本一 樣本二 

比對沒泡

紅蘿蔔水

的麵檢測

結果 

  

 左：泡 30 分鐘      右：沒泡 左：泡 30 分鐘      右：沒泡 

 

樣本三   

3 分鐘分鐘 30 分鐘 45 分鐘 

氣泡多又大 

 

比 3 分鐘更多 氣泡較少、較細 

檢測檢測檢測檢測 

  

註：麵條接面積大，因此接觸

的雙氧水也必較多。麵類不耐

泡，做 1 小時以上，麵條會泡

爛，去除了也不能吃。 

泡 30 分鐘顏色深 泡 1 小時顏色淺  

 

（（（（三三三三））））探討結果探討結果探討結果探討結果七七七七 

1. 以紅蘿蔔水泡漂白豆乾，3 分鐘會出現氣泡，泡 30 分鐘逐漸增多，然後漸漸減少，

1 小時候幾乎已經沒有氣泡，以硫酸鈦、五氧化二釩、碘化鉀檢測顏色由深漸淺。 

2. 以紅蘿蔔水泡漂白麵條 

（1）漂白麵條先泡過清水 1 分鐘的樣本：開始幾乎觀察不到大氣泡產生，以硫酸鈦、

五氧化二釩、碘化鉀檢測，有明顯雙氧水反應，30 分鐘後雙氧水反應幾乎沒有了。 

（2）漂白麵條沒有先泡過清水的第三樣本：2 分鐘就有氣泡產生又多又大，20～30 分

鐘時達到最多後慢慢減少，泡 1 小時候氣泡仍為完全消失。檢測顏色由深變淺，

但是殘留仍然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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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一、、、、【探討活動一】由紅蘿蔔渣、紅蘿蔔汁的統計比較圖可得知渣的產生的氧氣體積比汁多

（產生氧氣的體積比 170 ㏄：100 ㏄），但紅蘿蔔汁的速率比渣快，紅蘿蔔汁的反應剛

開始時就上升的很快每秒可達 60 ㏄，時間才過一半很快就反應完了。渣的反應一開始

並沒有很好，但是卻可以一直反應到最後。 

二、【探討活動二】在不同品種的紅蘿蔔分解過氧化氫的能力的實驗中，3 分鐘內，大紅蘿

蔔分解出的氧氣體積比小紅蘿蔔多。以大、小紅蘿蔔與過氧化氫氧化還原產生氧氣體

積變化長條圖來看，大紅蘿蔔的效果比小紅蘿蔔好，140 ㏄：80 ㏄。以分解速率來

看，大紅蘿蔔分解過氧化氫的速率也比小紅蘿蔔快。 

三、【探討活動三】紅蘿蔔頭、尾、芯、皮實驗中，紅蘿蔔皮產生的氧氣體積量最多約 170

㏄，紅蘿蔔芯產生的氧氣體積量最少僅 70 ㏄。 

四、、、、【【【【探討活動三三三三】】】】紅蘿蔔頭和尾中，3 分鐘內紅蘿蔔頭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產生的氧

氣量較少；紅蘿蔔尾產生的氧氣量較多，（頭 140 ㏄：尾 160 ㏄）。    

五、、、、【探討活動四】結果：分 2 個標準來比較 

（一）放置時間相同，放置環境的溫度(室溫、冷藏、冷凍)不同： 

同樣放置 24hr~96hr，4 天比較起來，冷凍後的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產生

的氧氣體積最少，約 50 ㏄以內，4 天加起來產生約 190 ㏄，反應速率最慢。最多的是

室溫內的紅蘿蔔 4 天加起來產生 370 ㏄氧氣最多，而且反應速率最快，冷藏介於中間

產生 220 ㏄氧氣。 

（二）放置環境的溫度相同，放置時間不同（1~4 天）： 

1. 放置室溫的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產生的氧氣體積變化（120 ㏄◊80 ㏄◊100

㏄◊70 ㏄）下降的趨勢，雖然第三天有稍微上升，前後 4 天差距較大達 50 ㏄，反應速

率由很強（每秒 60 ㏄）到弱（每秒 10 ㏄內）。 

2. 冷藏後的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產生的氧氣體積逐日下降到第三天，第四

天和第三天一樣（100 ㏄◊80 ㏄◊70 ㏄◊70 ㏄）。反應速率則逐日溫和下降，但都在每

秒 10 ㏄以內。 

3.冷凍後的紅蘿蔔與過氧化氫的氧化還原反應產生的氧氣體積雖然少，但相對的穩定（50

㏄◊50 ㏄◊40 ㏄◊50 ㏄）差距不大，反應速率小（每秒 5 ㏄內）。    

六、、、、【【【【探討活動五五五五】】】】過氧化氫與紅過 25℃~50℃水的紅蘿蔔泥交互作用後， 25℃和 30℃（常

溫範圍）最多為 80 ㏄，然後慢慢隨溫度增加氧氣體積慢慢減少 50℃時僅 40 ㏄。    

七、、、、【【【【探討活動五五五五】】】】過氧化氫與泡過 60℃~沸騰水紅蘿蔔泥交互作用後，還原成氧氣的體積陡

然大降，50℃仍有 40 ㏄的產量，這個範圍只有 70℃達到 10 ㏄，其它都沒超過 6 ㏄的

氧氣量，而且實驗不容易掌控。 

八、【【【【探討活動六六六六】】】】    

〈一〉2％鹽漬、正常紅蘿蔔產生氧氣體積比為 45:50=90％，最大反應速率比約 46％。 

7％鹽漬、正常體積比為 50:65=76％，最大反應速率比約 35％。 

12.5%鹽漬、正常體積比為 25:45=56％，反應速率比約 43％。 

〈二〉糖( 66%  )漬紅蘿蔔和ˋ正常紅蘿蔔反應體積比 130：120=108％，最快反應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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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為 3.9：11.2=39％。 

〈三〉紅蘿蔔以醋醃漬 4 小時，以醋、食鹽、糖綜合醃料醃漬 4 小時後，平均僅能產生

0-3 ㏄的氣體，以線香檢驗無法讓線香更亮，反而加速熄滅。 

九【【【【探討活動七】】】】    

〈一〉 以紅蘿蔔水泡漂白豆乾，3 分鐘會出現氣泡，泡 30 分鐘逐漸增多，然後漸漸減少，

1 小時候幾乎已經沒有氣泡，以硫酸鈦、五氧化二釩、碘化鉀檢測顏色由深漸淺。 

〈二〉 以紅蘿蔔水泡漂白麵條 

1. 漂白麵條先泡過清水 1 分鐘的樣本：開始幾乎觀察不到大氣泡產生，以硫酸鈦、五

氧化二釩、碘化鉀檢測，有明顯雙氧水反應，30 分鐘後雙氧水反應幾乎沒有了。 

2. 漂白麵條沒有先泡過清水的樣本：2 分鐘就有氣泡產生又多又大，20～30 分鐘時達

到最多後慢慢減少，泡 1 小時候氣泡仍沒有完全消失。檢測顏色由深變淺，但是殘

留仍然很多。 

    

陸陸陸陸、、、、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一一一一、、、、實驗過程注意事項實驗過程注意事項實驗過程注意事項實驗過程注意事項    

（一）實驗材料需放再同一冰箱、同一層，以維持相同變因。 

（二）過氧化氫會腐蝕人的皮膚，因此實驗全程都應戴手套，若沾到過氧化氫應立刻用大

量清水沖洗。 

（三）使用排水集氣法時，要注意所有管線的暢通，不能有任何漏氣、堵塞的現象，否則

無法搜集到正確的氧氣數量 

（四）冷凍胡紅蘿蔔實驗前應先將表面的泥土清洗乾淨，以免影響實驗結果。 

（五）使用冷凍胡紅蘿蔔實驗時應注意解凍時間，因為解凍前與解凍後的胡紅蘿蔔與過氧

化氫反應的結果不一樣。 

二、研究結果討論與改進： 

（一）《《《《排水集氣法排水集氣法排水集氣法排水集氣法》》》》因為我們要測量氧氣體積，但是小學自然科學教室實驗器材不夠精

密，所以，排水集氣法的材料要請工廠為我們特製，才到達我們的最理想狀態。 

（二）《搖動玻璃瓶》搖動玻璃瓶時，次數、速度都要平均，希望使用外面搖飲料的機器

搖動，但經費不足，只好作罷。 

（三）在實驗中，有可能有無法控制的變因，例如：紅蘿蔔的來源、大小..等。而造成實驗

上的誤差。紅蘿蔔的來源，是一個不容易掌握的因素，天然的植物要找到完全相同

的規格本就不易，我們已經盡量找當天採收而且來自同一個產地大小相近的紅蘿

蔔，而且季節也不能差太大，儘量穩定住這個重要的變因。 

（五）紅蘿蔔泥是由同一個工具磨出來的，顆粒較一致，所以實驗一律採用紅蘿蔔泥。 

（六）紅蘿醃漬過程中水分會跑出來，重量也會減輕一些。 

（七）紅蘿蔔泥泡水後，可能有部分的分解成份溶到水中，才能和漂白食品中的過化氫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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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柒柒柒、、、、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一、 過氧化氫化學性質不穩定，在動物或植物體中都有促使過氧化氫分解成氧氣的催化

劑，紅蘿蔔的儲存根中也富含這種催化劑。 

二、 把一根紅蘿蔔以榨汁機分離成紅蘿蔔汁和紅蘿蔔渣，以紅蘿蔔渣分解過氧化氫成氧氣

的體積較多（平均 170 ㏄），且可以分解較長時間。紅蘿蔔汁一開始反應很快，顯示

表面積大反應速率快，但是約在設定時間（3 分鐘）的一半時就反應完，，且分解出的

氧氣的氧氣平均僅 100 ㏄，顯示催化過氧化氫分解的成份在紅蘿蔔汁中較少，而在紅

蘿蔔渣中較豐富。 

三、 本地出產的大紅蘿蔔和進口小紅蘿對催化過氧化氫分解的能力比較，以大紅蘿蔔為

佳，分解速率快，而產生的氧氣體積多，幾乎是小紅蔔的一倍，顯示大紅蘿蔔內部的

分解過氧化氫成份活性較強，而且含量多。 

四、 以部位來說，紅蘿蔔尾部比頭部過氧化氫酶活性強ㄧ些，紅蘿蔔皮分解過氧化氫的能

力比紅蘿蔔芯強，分解出來的氧氣較多且分解速率快，芯部是三者中最弱的 

五、 經過冷凍、冷藏後和放置室溫的紅蘿蔔相比，催化過氧化氫分解的能力有明顯的差距 

（一）、放置相同的時間，放置環境的溫度影響催化劑的催化能力： 

1.冷凍（-20℃）影響最多，第一天即大大降低分解過氧化氫體積和速率，遠不如室

溫和冷藏。 

2.室溫最佳，四天分解氧氣的體積總和優於冷藏，到第四天 3 者分解的體積已漸拉

近了。 

3.綜合以上 2 點，要保持紅蘿蔔分解過氧化氫的能力活性，96 小時內宜將紅蘿蔔放

在室溫下第二個選擇放在冷藏室中。最後就是不管放在哪裡都不宜放太久。 

（二）、放置環境的溫度相同，放置時間長短的影響：： 

1.冷凍部份 4 天活性都降很低到 40 ㏄以下，比室溫的一半低，所以在冷凍室理，

雖然活性降得快，但也保持在穩定的活性中。 

2.冷藏室裡的紅蘿蔔活性隨時間增加逐漸降低，優於冷凍。 

3.室溫下的紅蘿蔔活性隨時間增加逐漸趨於降低，整體來說是降低的，但優於冷凍。 

4.綜合上面 3 點，要保持分解過氧化氫的活性，紅蘿蔔採收後不要放太久，也打破

冷凍可以保持較佳活性的想法。 

六、 紅蘿蔔泡過逐漸加熱的水 5 分鐘後，隨著水溫上升分解過氧化氫的能力會逐漸降低，

特別的是 50℃前還保持不錯的分解能力，加熱到 60℃、80~沸騰時紅蘿蔔幾乎失去了分

解的能力，由實驗證明高溫會使分解過氧化氫的成份失去活性，而 50℃~60℃是個分水

嶺。 

七、 以台式泡菜材料醃漬後：  

〈一〉 紅蘿蔔以鹽醃漬會影響它分解過氧化氫的能力，在 12.5％濃度內鹽的濃度越高分解

過樣化氫的能力越低，而以糖醃漬 4 小時候分解過氧化氫的能力反而會增加，但是

反應速率會減低。以醋醃漬過後則幾乎完全失去分解過氧化氫的能力。 

〈二〉 綜合醋、食鹽、糖等台式泡菜醃料醃漬 4 小時，紅蘿蔔會失去分解過樣化氫的能力，

因為食鹽會降低分解能力，而醋酸更是完全破壞了分解能力。 

〈三〉 我們的胃酸比醋更酸，若新鮮蔬果在此停留過久，會完全破壞過氧化氫酶，因此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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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時水果蔬菜應該先吃，才能早點通過胃。醃漬食品依此為例，許多活性的酵素可

能都不耐酸、鹹，早已消失殆盡，不宜多吃。 

八、 以紅蘿蔔水檢測漂白麵條： 

〈一〉 可以從產生氣泡的情形，看豆乾、麵條是否含雙氧水，但如果含量很低，氣泡產生

不明顯。 

〈二〉 以清水泡漂白的豆乾、麵條可以去除部分的雙氧水，以紅蘿蔔水泡一段時間則可以

將大部分的雙氧水殘留去除。但是要考慮食物本身是否經得起長時間浸泡。 

捌捌捌捌、、、、參考資料及其參考資料及其參考資料及其參考資料及其他他他他    

ㄧㄧㄧㄧ、、、、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有關過氧化氫的資料有關過氧化氫的資料有關過氧化氫的資料有關過氧化氫的資料    

（（（（一一一一））））氧化還原反應氧化還原反應氧化還原反應氧化還原反應：：：：導致氧化作用的物質稱為氧化劑，氧化作用指物質得到氧的過程。還

原作用指物質失去氧的過程。元素的氧化數增加，稱為氧化作用。元素的

氧化數減少，稱為還原作用。  

還原劑還原劑還原劑還原劑    ++++    氧化劑氧化劑氧化劑氧化劑    →→→→    氧化產物氧化產物氧化產物氧化產物（（（（氧化數升高氧化數升高氧化數升高氧化數升高））））    ++++    還原產物還原產物還原產物還原產物（（（（氧化數降低氧化數降低氧化數降低氧化數降低））））    

（（（（二二二二））））過氧化氫過氧化氫過氧化氫過氧化氫：：：：俗稱過氧化氫的過氧化氫（hydrogen peroxide 或 hydrogen dioxide），分子式

H2O2，是除水外的另一種氫的氧化物。化學性質不穩定，一般以 30%或 60%的水

溶液形式存放。過氧化氫有很強的氧化性，且具弱酸性。 

（三）過氧化氫酶：過氧化氫酶是在 1811 年被過氧化氫（H2O2）的發現者泰納爾（Louis 

Jacques Thénard ）首次發現。1900 年，Oscar Loew 將這種能夠降解過氧化

氫的酶命名為「catalase 」，即過氧化氫酶，並發現這種酶存在於許多植物和

動物中 

（四）過氧化氫是一種代謝過程中產生的廢物，它能夠對機體造成損害。為了避免這種損害，

過氧化氫必須被快速地轉化為其他無害或毒性較小的物質化氫必須被快速地轉化為其他無害或毒性較小的物質化氫必須被快速地轉化為其他無害或毒性較小的物質化氫必須被快速地轉化為其他無害或毒性較小的物質。。。。而過氧化氫酶就是常常被而過氧化氫酶就是常常被而過氧化氫酶就是常常被而過氧化氫酶就是常常被

細胞細胞細胞細胞用來催用來催用來催用來催化過氧化氫分解的工具。 

過氧化氫酶催化過氧化氫分解的反應可以表示如下： 

2 H2O2（過氧化氫） → 2 H2O（水） + O2（氧氣） 

（五）高雄市衛生局提供檢驗雙氧水試劑，：硫酸鈦、五氧化二釩、碘化鉀，依序在食品上

滴下硫酸鈦呈現黃色，五氧化二釩呈現黃褐色，碘化鉀呈現藍色。以上 3 種反應都有

時即為含有過氧化氫。 

    

二、參考資料：去年本校科展作品「氧樂多？」（附於實驗日誌） 

 

三、心得與展望： 

1.維基百科上面有關生物體內的過氧化氫能被過氧化氫酶所還原，成為氧氣和水，減少對

生物體的傷害，我們想紅蘿蔔裡面能分解過氧化氫的物質應該是氧化氫酶，我們嘗試過

拿校園中的植物來做分解過氧化氫的實驗，發現有許多的植物分解的效果都非常好，將

來我們也許可以繼續朝這個方向再努力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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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常有些營養專家建議我們蔬果要生吃，不要放太久，我們從這個實驗得到一些啟示，

探討活動五紅蘿蔔只在 60℃以上的水中泡 5 分鐘，或活動六：以鹽、醋、糖醃漬半天，

分解過氧化氫的物質已經被破壞光了，其他的有活性的物質也可能大都失去作用了，非

常可惜。另外紅蘿蔔放太久，不管放室溫、冷凍、冷藏都會逐漸失去分解過氧化氫的能

力，能夠趁新鮮把它吃了應該是比較好的。 

3.本地生產的紅蘿蔔新鮮又有活性，比起進口的小紅蘿蔔應該是便宜又實在的。蔬果汁飲

用很方便，從實驗二中得知有些不錯或未知的成份可能就被我們當廢棄物， (例如：蘿

蔔渣)給丟了，真的非常可惜。探討活動七得知蘿蔔渣還能分解加工食品中的過氧化氫，

我們應該好好利用。 

 



【評語】080201 

1. 能比較不同品種。 

2. 冷凍後回溫時，未完全回到室溫而影響實驗數據。 

3. 過氧化氫在不同溫度中分解速率未測量，會影響實驗數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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