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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 

Super 科展之旅-----小小科學達人 

這次科展比賽，非常感謝老師、輔導教授的指導，他們無怨無悔的付出，使

我們能在臺北市及全國科展奪得佳績！     

這個實驗歷經 2年，在每個早自習、午休、空堂和課餘，都可看到我們在自

然教室穿梭的身影，一次又一次的實驗、討論，到最後科展說明書終於「出爐」，

心中歡喜筆墨難以形容啊！說明書交件後，我們又馬步不停蹄的開始製作海報看

板及演練現場解說。在比賽辦法中有嚴格規定格式，我們海報設計嘗試用 ppt製

作，從最開始設定每個版面長寬，到版面編排、美編都費盡心力，最後存檔 pdf

檔交付廠商大圖輸出，當看到成品時，真是百感交集，感動萬分！ 

在解說練習中，老師為我們錄影，以便檢討改正缺失。在多次演練後，我們

解說給學弟妹聽，老師說這是傳承，讓學弟妹開眼界，明白科展比賽的過程；我

們也邀約其他老師，學校組長、主任、校長聆聽解說，訓練我們膽量，師長們的

指導，讓我們收穫良多！ 

在科展比賽中，我們發現整個歷程是一個多元性、跨領域的學習，舉例如下： 

語文領域：說明書文字敘寫要流暢、簡要精闢。在現場解說中要有完整報告及

靈活應答，我們模擬各種狀況，進行解說特訓，好像在參加演講比

賽呢！ 

數學領域：在紀錄實驗數據時，須精準測量；實驗後，還必須精確比較和分析，

適時運用圖表：直條、橫條、圓形、散布圖等。 

社會領域：實驗中必須團隊合作，所以在同儕互動，與老師、教授討論、請益

中，都有很多學習，讓我們受益良多，擴大視野。 

藝術與人文：科展海報呈現，版面設計很重要，讓人在看理性的科展報告時，

也能有感性的觸動。我們還設計了封面、封底和目錄。 

健康與體育：在比賽時，大家都是拼命演出，每一次解說得持續數小時，考驗

著體力與耐力，能參與比賽是莫大榮耀，再苦也得撐過！    

電腦：報告書須以電腦打字，實驗照片拍下後，要上傳、修圖後再縮小，不知

不覺電腦技能大增。 

這次最應檢討的是我們的態度，有時遇到意見不合、挫折時，會想放棄，也

不認真，但如何解決困難並突破困境，是科展必要精神，也是要好好學習的。在

比賽中我們清楚瞭解，要做好一份研究不簡單，相信這些經驗會是我們未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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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問的墊基石。 

回顧整個比賽歷程，一路過關斬將，至終能在 54屆全國科展國小組化學科

榮獲第一名，真是不容易，謝謝老師的指導，夥伴們同心合作，家人、學校給我

們的支持，太多的感謝，我們想只有更努力學習，以我們的好表現來回報大家，

未來的每一天我們會加倍用心，在科學路上繼續努力！ 

 
「成功絕非偶然」，在得獎的殊榮後，是我們在每個早自習、

午休和課後反覆實驗、討論中換得，感謝指導老師的辛勞! 

  

 
感謝臺北市提供特優作品輔導機制，與輔導教授見面請益中， 

使科展作品精益求精，最終才能在全國科展大放異彩，奪得佳績！ 

 

 
在科展比賽中，發現生活處處是科學，奧秘無窮；在研究過程中，

了解團隊合作的重要，也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未來學習我們會加倍用心，在科學的路上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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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製氧小高手? 

 

摘要 

     

    在自然課實驗中，我們用胡蘿蔔丁和雙氧水成功製造出氧氣，大家都非常興奮，也充滿

好奇心，許多同學突發奇想，胡蘿蔔汁能製造出氧氣嗎？植物的根能製造氧氣嗎？蕨類植物

呢？布袋蓮的氣室呢？許多的疑問不得而知，在老師的鼓勵下，我們進行一連串的實驗，從

研究結果發現：只要少許的金針菇與雙氧水作用後，就能產生非常多的氧氣，在後續的實驗

中也得知，金針菇不管在冷藏、冷凍或回溫後，也一樣能立即與雙氧水作用產生氧氣，使線

香燃燒旺盛，這是令我們驚訝的大發現，並且金針菇在操作上也比胡蘿蔔更容易處理，今年

自然老師們在學校進行製造氧氣實驗時，已將胡蘿蔔丁換成金針菇了，效果非常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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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在上自然課時，我們進行了一個製造和檢驗氧氣的實驗，操作流程是將胡蘿蔔丁加入雙

氧水，反應後就會產生氣體，我們檢驗後發現原來產生的氣體是氧氣。在操作的過程中我們

有些疑問:「為什麼胡蘿蔔要切成丁做實驗呢？」「可以用其他東西來替代胡蘿蔔嗎？」好多

的問題不得而知，老師鼓勵我們動手做實驗並觀察記錄，所以就開始了一連串的實驗過程。 

 

相關教學單元：植物世界面面觀(五上)、水溶液(五上)、燃燒與生鏽(五下) 

        水生家族(四上) 、植物的身體(三上) 、 種蔬菜(三下)     

 

 

 

貳、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不同形狀的胡蘿蔔對產生氧氣的影響。 

二、校園中常見植物不同部位構造與雙氧水作用探討。 

三、校園中常見水生植物不同部位構造與雙氧水作用探討。 

四、常見蔬果與雙氧水作用探討。 

五、常見蔬果哪一種與雙氧水作用產生氧氣最多，使線香助燃明顯？ 

六、冷藏、冷凍和回溫後對常見蔬果酵素活性的影響。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研究器材 :  

      錐形瓶、錐形瓶橡皮塞、漏斗、玻璃板、L 型玻璃管、塑膠管、水箱、試管、試管塞、

燒杯、量筒、計時器、天平、電子磅秤、磨豆機、慢磨機、磨泥器、刨刀、砧板、水

果刀、波浪刀、剪刀、廣用試紙、濾紙、酒精燈、陶瓷纖維網、三腳架、溫度計、線

香、打火機、數位相機(SD750)、冰箱、標籤紙、塑膠袋、橡皮筋。 

                  

二、研究材料 :  

      雙氧水(5 %和 35%)、含羞草、榕樹、落地生根、玫瑰、黃金葛、黃鵪菜、大花咸豐草、

小毛蕨、布袋蓮、水芙蓉、輪傘草、台灣萍蓬草、水蘊草、金魚藻、芋頭、番薯、胡

蘿蔔、馬鈴薯、芋頭、高麗菜、菠菜、綠花椰菜、白花椰菜、木瓜、香蕉、南瓜、青 

      椒、杏鮑菇、金針菇、鹽酸、醋、汽水、鹽水、糖水、純水、小蘇打水、氨水、石灰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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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不同形狀的胡蘿蔔對產生氧氣的影響 
 (一)實驗說明： 

    胡蘿蔔和雙氧水作用能成功製造出氧氣，所以我們想探討不同形狀的胡蘿蔔對產生
氧氣的影響，老師也指導我們操作排水集氣法收集氣體並作比較。 
 

 (二)實驗裝置： 

 

 

 

 
  

         排水集氣法圖示 
              
  (三)實驗步驟： 

    1.將胡蘿蔔分別磨成「泥狀」，切成「丁狀」、「片狀」、「波浪狀」、「長條狀」，刨成「絲 
      狀」、「刨片」，榨成「汁」、「渣」各 20g，以及保留「整個」20g 胡蘿蔔不做任何處理。 
    2.將上述材料分別放入錐形瓶中。 
    3.將 5%的雙氧水 50 ml 分別倒入錐形瓶中，觀察反應現象。 
    4.以排水集氣法收集氣體，反應 5 分鐘後以線香檢驗，記錄在表一中。  

表一：不同形狀的胡蘿蔔氣體量與線香檢驗表 

編    號 一 二 三 四 五 
形狀名稱 泥狀 絲狀 丁狀 刨片 片狀 

各種形狀 
圖   示 

     

氧氣量(cm3) 395 328 48 180 63 

反應現象 
反應快速，橘
紅色泡沫逐漸
上升至瓶身 

瓶底熱，反應
快速，產生橘
紅色泡沫 

切口小氣泡 
切 口 小 氣
泡，有些集結
成大氣泡 

切 口 小 氣
泡，薄片浮
在水上 

線香燃燒 
圖    示 

     
編    號 六 七 八 九 十 
形狀名稱 波浪狀 長條狀 汁 渣 整個 

各種形狀 

圖    示 
     

氧氣量(cm3) 83 40 367 180 0 

反應現象 切口小氣泡，
薄片浮在水上 

切口小氣泡 
反應快速，瓶
底部溫熱 

瓶底部溫熱 
胡蘿蔔包滿
小氣泡 

線香燃燒 

圖    示 
     

說    明  胡蘿蔔「渣」用水沖洗後，以濾紙吸乾後實驗。 

1.因為觀察過胡蘿蔔丁與雙氧水作用，前幾分鐘反應 

 明顯，所以我們設定排水集氣法時間為 5 分鐘。 
 
2.試管裝滿水測得水量是 38 cm3，所以收集到 1 個試管 

 的氣體，相當於得到 38 cm3的氣體，如果不足一個試 

  管量時，我們會標上記號，將水倒入標記處，再倒入 

 量筒測得水量，就得知收集的氣體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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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園中常見植物不同部位構造與雙氧水作用探討 

 實驗一：校園中常見植物不同部位氣體量比較 

 (一)實驗說明： 

    自然課中，我們用黃金葛的”莖”、落地生根的”葉”等不同部位成功繁殖植物，

老師告訴我們，其實有很多新鮮的植物、蔬果或動物內臟都可與雙氧水作用，我們聽了

覺得很新奇，就收集校園中常見植物，取其不同部位實驗，因有些部位不好取得，所以

我們不同部位各取 1g，並與濃度較高 35%的雙氧水進行實驗。  
 

 (二)實驗步驟： 

 1.在校園收集「含羞草」、「榕樹」、「落地生根」、「玫瑰」、「黃金葛」、「黃鵪菜」、「大花咸  

  豐草」等常見植物。 

   2.取其不同部位各 1g，剪成不超過 1 cm3的體積大小，分別放入錐形瓶中。 

  3.將 35%的雙氧水 50 ml 分別倒入錐形瓶中。 

   4.以排水集氣法收集氣體，反應 5 分鐘後線香檢驗，記錄在表二中。 
 

 表二：校園中常見植物不同部位氣體量比較表 

  

含羞草 

 

名    稱 根 莖 葉 

圖    示 

   

氣體量(cm
3
) 21 23 63 

氣體量(cm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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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樹 

細枝幹剪斷後

聞起來有甜味。 

名    稱 根 (氣生根) 莖 (細枝幹) 葉 

圖    示 

   

氣體量(cm
3
) 30 30 38 

 

 

 

落地生根 

葉片較厚、大，

可用葉片繁殖。 

名    稱 根 莖 葉 

圖    示 

   

氣體量(cm
3
) 12 7 3 

 

 

 

玫瑰 

有花香味，莖有

刺，摘取及剪碎

時不要被刺傷。 

名    稱 莖 葉 花 

圖    示 

   

氣體量(cm
3
) 9 15 10 

 

 

 

黃金葛 

黃金葛 葉 剪碎

時會”牽絲” 。 

名    稱 根 莖 葉 

圖    示 

   

氣體量(cm
3
) 27 1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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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鵪菜 

 

名    稱 根 莖 葉 花苞 

圖    示 

    

氣體量(cm
3
) 0 35 57 7 

說明 根、莖、葉、花苞倒入雙氧水後都浮在上面，成了”浮水一族”，有些花
苞在雙氧水中還開出白色棉絮。 

 

 

 

大花咸 

豐草 

根聞起來

有人參味。 

名    稱 根 莖 葉 花 種子 

圖    示 

    

 

氣體量(cm
3
)    36    35 33 28    7 

 

 

 

 

 

   

 

 

氣體量(cm
3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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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 : 校園中的蕨類植物－小毛蕨，與不同濃度的雙氧水作用探討  

  (一)實驗說明： 

         蕨類植物不開花、不結果，它們是利用葉背後的孢子來繁殖。所以我們特別想對蕨

類進行實驗，觀察它不同部位與不同濃度的雙氧水作用後，會不會有特別情形發生？ 
 

(二)實驗步驟： 

    1.在校園收集蕨類植物—以學校常見的「小毛蕨」進行實驗。 

    2.取其不同部位—根、莖、葉(有孢子囊群)、葉(無孢子囊群)各 1g，剪成不超過 1 cm3的

體積大小，分別放入錐形瓶中。 

    3.將 5%及 35%的雙氧水 50 ml 分別倒入錐形瓶中。 

    4.以排水集氣法收集氣體，反應 5 分鐘後線香檢驗，記錄在表三、表四中。 

 

表三：與 5%雙氧水作用紀錄表 

名    稱 根 莖 葉(有孢子囊群) 葉(無孢子囊群) 

圖    示 

    

製氧量(cm3) 10 18 22 16 

線香檢驗 不明顯 不明顯 不明顯 不明顯 

 

   表四：與 35%雙氧水作用紀錄表 

名    稱 根 莖 葉(有孢子囊群) 葉(無孢子囊群) 

圖    示 

    

製氧量(cm3) 6 38 63 59 

線香檢驗 不明顯 不明顯 非常明顯 不明顯 

圖    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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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園中常見水生植物不同部位構造與雙氧水作用探討 
 (一)實驗說明： 

          在上個實驗中，當我們在觀察、收集校園中常見植物時，看到學校的生態池裡也有

一些令我們感興趣的選擇，於是與老師討論後，決定對水生植物進行實驗，嘿嘿，說不

定會有令人驚「焰」的效果呢！實驗中，水生植物不同部位我們各取 3g 進行實驗，先

以 5%的雙氧水做實驗，因為能成功收集到氣體，所以就不再操作 35%的雙氧水。 
 

 (二)實驗步驟： 

   1.在校園生態池中收集「布袋蓮」、「水芙蓉」、「輪傘草」、「台灣萍蓬草」、「水蘊草」、「金  

    魚藻」、「芋頭」等常見水生植物。 

   2.取其不同部位各 3g，剪成不超過 1 cm3的體積大小，分別放入錐形瓶中。 

   3.將 5%的雙氧水 50 ml 分別倒入錐形瓶中。 

   4.以排水集氣法收集氣體，反應 5 分鐘後線香檢驗，記錄在表五、表六中。 

 

 表五：水生植物不同部位氣體量比較表 

 

布袋蓮 

 

名    稱 根 葉柄(氣室) 葉 

圖    示 

   

氣體量(cm3) 25 10.5 15 

說明 
布袋蓮的葉柄基部膨大，裡面有氣室，用來儲存空氣和增加浮力，
使布袋蓮能漂浮。故取其”根”、”葉” 與”葉柄”作實驗。 

 
 
 

氣體量(c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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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芙蓉 

 

名    稱 根 葉 

圖    示 

  

氣體量(cm3) 22 29 

說明 
水芙蓉葉的表面佈滿細毛，葉片不沾水，莖只有一小小

部分，不好辨別，故只取其特別明顯的”根”與”葉”作實驗。 

 
 
 

 

輪傘草 

 

名    稱 莖 葉 

圖    示 

  

氣體量(cm3) 8 59 

 
 
 

台灣萍蓬草 

 

名    稱 葉 葉柄 

圖    示 

  

氣體量(cm3) 45 41 

 
 
 

芋頭 

 

名    稱 葉 葉柄 

圖    示 

  

氣體量(cm3) 25 8 

 

 

 

9

Shari
矩形



11 

 

名    稱 

水蘊草 

 

金魚藻 

 

 水蘊草 1g 水蘊草 3g 金魚藻 1g 金魚藻 3g 

圖    示 

    

氣體量
(cm3) 80 121 25 86 

反應現象 

水蘊草和雙氧水作用時，溶液上方佈滿氣泡和白色泡 

沫，推論應是作用後，產生很多氣體而形成白色泡沫。 

說    明 
水蘊草、金魚藻的莖、葉是柔軟的，呈線型與絲狀，因莖、葉不好分
離，所以不個別作實驗，分別取 1g、3g 來實驗。 

 

 

 

               

              表六：線香檢驗 
名稱 水芙蓉 葉 3g 水蘊草 3g  

線香檢驗 明顯 明顯 

圖示 

  

 
 

氣體量(c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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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見蔬果與雙氧水作用探討 
 

實驗一：常溫下，蔬果與雙氧水作用探討 
 

 (一)實驗說明： 

         蔬果是我們每天都會吃到的食物，除了胡蘿蔔外，我們也想知道其他常見蔬果與雙

氧水作用情形？討論後，我們在不同類別蔬果中各取 2 種，合計共 14 種進行實驗。 

         

 (二)實驗步驟： 

   1.到市場買不同類別常見蔬果各 2 種，各秤 20g。 

   2.將 14 種常見蔬果切成不超過 1 cm3的體積大小，分別放入錐形瓶中。 

   3.將 5%的雙氧水 50 ml 分別倒入錐形瓶中。 

   4.以排水集氣法收集氣體，反應 5 分鐘後線香檢驗，記錄在表七、表八中。 

   

 表七：不同蔬果與雙氧水作用紀錄表 

類    別 根菜類 莖菜類 

名    稱 番薯 胡蘿蔔 馬鈴薯 芋頭 

圖    示 

    

氣體量 (cm
3
) 108 109 140 108 

反應現象 切口小氣泡 切口小氣泡 
液體上方佈滿白

泡沫，約 3 公分 

液體上方佈滿白

泡沫，約 2 公分 

線香檢驗 ν νν × × 

說    明 線香檢驗νν代表非常明顯； ν代表明顯； ×代表不明顯 

 

類    別 葉菜類 花菜類 

名    稱 高麗菜 菠菜 綠花椰菜 白花椰菜 

圖    示 

    

氣體量(cm
3
) 84 175 22 18 

反應現象 切口有小氣泡 切口有小氣泡 切口有小氣泡 
切口有小氣泡，

逐漸變成泡沫 

線香檢驗 × 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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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水果類 瓜果菜類 

名    稱 木瓜 香蕉 南瓜 青椒 

圖    示 

    

氣體量(cm
3
) 91 44 109 91 

反應現象 
液體上佈滿黃色泡

沫，約 0.8 公分高 

液體上方佈滿白色

泡沫，約 1 公分高 

切口有小氣泡，液
體上方佈滿黃色泡
沫，好像南瓜濃湯 

切口有小氣泡 

線香檢驗 × × × × 

 

類    別 菇蕈類 

名    稱 杏鮑菇 金針菇 

圖    示 

  

氣體量(cm3) 314 366 

反應現象 

一倒入雙氧水立即反應並產

生泡沫，試管氣體收集一瓶

接一瓶。 

一倒入雙氧水立即反應，產生

泡沫變成大氣泡，5 分鐘內收

集 12 瓶試管氣體。 

線香檢驗 νν ν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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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線香檢驗 
名   稱 杏鮑菇 金針菇 胡蘿蔔 番薯 菠菜 

線香檢驗 νν νν νν ν ν 

圖   示 

     

    說   明：線香檢驗νν代表非常明顯； ν代表明顯 

 

 

 

 

實驗二：蔬果煮沸後與雙氧水作用探討 

(一)實驗說明： 

        在上個實驗中，我們切了好多蔬果，想起媽媽做菜的情景，所以也想將蔬果烹煮，

看看煮熟的食物還能與雙氧水作用嗎?在討論後，我們鎖定杏鮑菇、金針菇和胡蘿蔔，因

為它們 5 分鐘內製氧量都破百，而且線香燃燒都很旺盛。 

 
(二)實驗步驟： 

  1.取杏鮑菇、金針菇和胡蘿蔔各 20g，切成不超過 1cm3的體積大小。 

  2.放入滾水煮 3 分鐘後放入錐形瓶中。 

  3.將 5%的雙氧水 50ml 分別倒入錐形瓶中。 

  4.以排水集氣法收集氣體，反應 5 分鐘後線香檢驗，記錄在表九中。 

 

        表九：蔬果煮沸後與雙氧水作用紀錄表 

名    稱 杏鮑菇 金針菇 胡蘿蔔 

“煮沸後”氣體量(cm3) 6 0 0 

線香檢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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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見蔬果哪一種與雙氧水作用產生氧氣最多，使線香助燃明顯? 

 (一)實驗說明：在上個實驗中，以金針菇製氧量最好，所以我們專特以金針菇進行實驗，看

看不同重量、形狀、部位的金針菇以及在不同 pH 值狀態下與雙氧水作用情

形。 
                       
 (二)實驗過程： 
 

  實驗一：少量金針菇與等量雙氧水反覆檢驗 
  1.實驗說明：我們取少量金針菇 1g、2g、3g、4g 、5g 進行反覆實驗，取出平均值，看看

在反覆檢驗中，金針菇是否「真金不怕火煉」，依然能產生足夠氧氣，使線
香燃燒明顯。 

 

    2.實驗紀錄圖： 

   

 

 

 

 

 

 

 

 

 

     

 

實驗二：不同形狀的金針菇與等量雙氧水實驗 

    1.實驗步驟： 

     (1)將金針菇榨成「汁」、「渣」，磨成「泥狀」各取 1g，以及保留「整個」1g 的金針菇，
不做任何處理，分別放入錐形瓶中。 

     (2)將 5%的雙氧水 50ml 分別倒入錐形瓶裡。 
     (3)以排水集氣法收集氣體，反應 5 分鐘後線香檢驗，記錄在表十中。 
 
    2.實驗紀錄表： 

     表十：不同形狀的金針菇氣體量與線香檢驗表 

不同形狀的金針菇 汁狀 渣狀 泥狀 整個 

各種形狀圖示 

    

氣體量(cm3) 596 81 279 137 

線 香 檢 驗 明顯 不明顯 明顯 明顯 

 實 驗 說 明 

一、金針菇「渣」用水沖洗後，以濾紙吸乾後實驗。 
二、1g 金針菇汁產生氣體量 596 cm3，我們特別比較 1g 胡蘿

蔔汁產生的氣體量，實驗結果得知氣體量為 56cm3，兩
者相差 10.64 倍。 

氣體量(c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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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三：金針菇的不同部位與等量雙氧水實驗              金針菇不同部位圖示 

    1.實驗步驟：                                             

     (1)取金針菇不同部位--菌蓋、菌柄、菌柄底部、 

       菌柄底部(含培養土)各 1g，分別放入錐形瓶中。        

     (2)將 5%的雙氧水 50 ml 分別倒入錐形瓶裡。 

     (3)以排水集氣法收集氣體，反應 5 分鐘後以線香 

       檢驗，記錄在表十一中。 

 

 

    2.實驗紀錄表： 
 

    表十一：不同部位的金針菇氣體量與線香檢驗表  

 1 2 3 4 

不同部位 

金針菇 
菌蓋 菌柄 菌柄底部(尾) 

菌柄底部 

(含培養土) 

氣體量(cm3) 81 255 258 154 

線香檢驗 不明顯 明顯 明顯 明顯 

圖   示 

    

 實驗說明 
因金針菇「菌蓋」線香檢驗不明顯，為求更準確，所以我們進行第 2、

3 次的檢驗，但線香檢驗都不明顯。 

 
      
   菌蓋   菌柄 

                   菌柄底部 

       含有培養土(基)的一頭 

氣體量(c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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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四：「不同 pH 值」對產生氧氣的影響 
 

    1.實驗步驟： 

     (1)取 1g 金針菇，分別放入不同 pH 值的溶液中浸泡 1 小時，放濾紙裡以水沖洗後，取出

放入錐形瓶裡。 

     (2)將 5%的雙氧水 50 ml 分別倒入錐形瓶裡。 

     (3)以排水集氣法收集氣體，反應 5 分鐘後以線香檢驗，記錄在表十二、十三中。 
 

    2.實驗紀錄表：  
 

    表十二：「不同 pH 值」產生氧氣量表 
不同 

水溶液 鹽酸 醋 汽水 鹽水 糖水 純水 小蘇 
打水 氨水 石灰水 

pH 值 1 3 6 7 7 7 8 11 11 

酸鹼性 酸 酸 酸 中 中 中 鹼 鹼 鹼 

氣體量 
(cm3) 

0 0 19 290 214 247 29 0 0 

 
    表十三：線香檢驗 

名   稱 鹽水 糖水 純水 

線香檢驗

圖   示 
   

 

 

 

 

六、冷藏、冷凍和回溫後對常見蔬果酵素活性的影響 

 (一)實驗說明： 

        我們查資料後發現，植物本身有一種稱為「過氧化氫酶」的酵素可以使雙氧水加速

氧氣的生成，而且溫度會影響酵素的反應速率。有同學提出疑問，我們比較過常溫與加

熱後蔬果製氧量，冷凍或冷藏過的蔬果會影響氧氣生成量嗎？所以我們就著手進行實驗。 
 
 (二)實驗過程： 

    實驗一：冷藏和冷藏回溫後蔬果酵素活性檢驗 

    1.實驗步驟： 

      (1)早上 7:30 從冰箱取出 4 星期前冷藏的 14 種蔬果(各 20g)，回溫 8 小時後進行實驗。 

      (2)將冷藏在冰箱 7
。
C 經 4 星期後的蔬果，依序從冰箱取出後立即實驗。      

      (3)將 5%的雙氧水 50 ml 分別倒入錐形瓶中。 

      (4)以排水集氣法收集氣體，反應 5 分鐘後以線香檢驗，記錄在表十四、十五、十六中。 
 

    說明：有些蔬果從產地運送至市場販售時，會以低溫配送以保新鮮，所以我們進行實驗 

           時，把時間拉長為 4 星期，看看長時間的冷藏、冷凍對蔬果酵素活性的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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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實驗紀錄表： 

   表十四：冷藏 4 星期後以及經 8 小時”冷藏回溫”後實驗紀錄表 

類   別 根菜類 莖菜類 葉菜類 花菜類 

名   稱 番薯 胡蘿蔔 馬鈴薯 芋頭 高麗菜 菠菜 綠花椰菜 

冷藏後氣 
體量(cm

3
) 66 25 30 68 56 143 14 

冷藏回溫
後製氧量

(cm
3
) 

144 51 124 104 76 186 28 

 

類   別 花菜類 菇蕈類 瓜果菜類 水果類 

名   稱 白花椰菜 杏鮑菇 金針菇 南瓜 青椒 木瓜 香蕉 

冷藏後氣 
體量(cm

3
) 18 299 234 71 111 178 15 

冷藏回溫
後氣體量

(cm
3
) 

18 254 362 125 152 98 33 

 

 

 

   

 

 

 

 

氣體量(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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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十五：冷藏後線香檢驗 
名    稱 杏鮑菇 金針菇 番薯 青椒 木瓜 

線香燃燒 

圖    示 

     

 

 表十六：冷藏回溫後線香檢驗 
名    稱 杏鮑菇 金針菇 番薯 青椒 木瓜 

線香燃燒 

圖    示 

     

 

 

 

實驗二：冷凍和冷凍回溫後蔬果酵素活性檢驗 

1.實驗步驟： 

  (1)早上 7:30 從冰箱取出 4 星期前冷凍的 14 種蔬果(各 20g)，回溫 8.5 小時後進行實驗。 

  (2)將冷凍在冰箱－5
。

C 經 4 星期後的蔬果，依序從冷凍庫取出後立即實驗。      

  (3)將 5%的雙氧水 50 ml 分別倒入錐形瓶中。 

  (4)以排水集氣法收集氣體，反應 5 分鐘後以線香檢驗，記錄在表十七、十八、十九中。    

 

2.實驗紀錄表： 
  表十七：冷凍 4 星期後以及經 8.5 小時”冷凍回溫”後 實驗紀錄表 

類   別 根菜類 莖菜類 葉菜類 花菜類 

名   稱 番薯 胡蘿蔔 馬鈴薯 芋頭 高麗菜 菠菜 綠花椰菜 

冷凍後氣 
體量(cm

3
) 93 105 47 45 20 44 20 

冷凍回溫
後氣體量

(cm
3
) 

183 272 15 127 38 63 5 

 

類   別 花菜類 菇蕈類 瓜果菜類 水果類 

名   稱 白花椰菜 杏鮑菇 金針菇 南瓜 青椒 木瓜 香蕉 

冷凍後氣 
體量(cm

3
) 34 432 423 57 27 17 7 

冷凍回溫
後氣體量

(cm
3
) 

23 489 471 162 44 2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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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八：冷凍後線香檢驗  
名    稱 杏鮑菇 金針菇 胡蘿蔔 番薯 

線香燃燒 

圖    示 

    

 

 

表十九：冷凍回溫後線香檢驗 
名    稱 杏鮑菇 金針菇 胡蘿蔔 番薯 南瓜 

線香燃燒 

圖    示 

     

 

 

 

 

氣體量(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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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不同形狀的胡蘿蔔對產生氧氣的影響： 

  (一)與雙氧水作用面積越多的泥狀、汁狀、絲狀，製氧量最好，線香燃燒非常旺盛。 

  (二)長條狀和整個 20g 的胡蘿蔔製氧量最少，線香檢驗不明顯。 

     

二、校園中常見植物不同部位構造與雙氧水作用探討： 

  (一)以校園常見植物不同部位與 35%雙氧水作用，產生氣體都不多，線香檢驗也不明顯。               

  (二)小毛蕨的葉(有孢子囊群)與 35%雙氧水作用後，產生氣體最多，線香檢驗最明顯。 

 

三、校園中常見水生植物不同部位構造與雙氧水作用探討： 

  (一)製氧量最好的是水蘊草。 

  (二)可以使線香燃燒旺盛的有水芙蓉的葉和水蘊草。 

 

四、常見蔬果與雙氧水作用探討： 

  (一)常溫下，金針菇製氧量最好，線香燃燒非常明顯，製氧量較好的排序：金針菇＞杏鮑

菇＞菠菜＞馬鈴薯，最少的是白花椰菜和綠花椰菜。 

  (二)煮沸後的金針菇、杏鮑菇和胡蘿蔔與雙氧水作用反應都不好，線香檢驗都不明顯。 

 

五、常見蔬果哪一種與雙氧水作用產生氧氣最多，使線香助燃明顯：   

  (一)少量的金針菇，不管是 1g、2g、3g、4g、5g，都能使雙氧水製造出氧氣，並使線香燃燒

旺盛。     

 (二) 1g 不同形狀的金針菇製氧量以「汁狀」效果最好，線香燃燒很旺盛，製氧量排序：汁

狀＞泥狀＞整個＞渣狀。 

 (三) 1g 金針菇不同部位--菌柄、菌柄底部、菌柄底部(附有培養土的)都能使雙氧水製造出氧

氣，並使線香燃燒旺盛，只有菌蓋部位線香燃燒不明顯。 

  (四)金針菇在不同 pH 值的溶液中浸泡後，以浸泡在中性水溶液：鹽水、糖水、純水製氧量

最佳，線香燃燒都很旺盛；浸泡在強酸、強鹼的金針菇都收集不到氣體。 

 

六、冷藏、冷凍和回溫後對常見蔬果酵素活性的影響： 

  (一)冷藏和冷藏回溫後，線香檢驗非常明顯的有：杏鮑菇、金針菇、番薯、青椒、木瓜。  

  (二)冷凍後，蔬果除了杏鮑菇、金針菇、胡蘿蔔、番薯線香檢驗明顯外，其他蔬果氣體量

普遍不佳，線香檢驗也不明顯；冷凍回溫後，線香檢驗明顯的有：杏鮑菇、金針菇、

胡蘿蔔、番薯、南瓜。 

  (三)特別一提的是金針菇不管在冷藏、冷藏回溫、冷凍、冷凍回溫，以及不同重量下，線香

檢驗都非常明顯，下表為統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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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針菇 1g 2g 3g 4g 5g 

線香燃燒 

圖   示 

     

 

金針菇 20g 冷藏 冷藏回溫 冷凍 冷凍回溫 

線香燃燒 

圖    示 

     

     

 

 

 

 

  陸、討論 

一、不同形狀的胡蘿蔔對產生氧氣的影響：  

  (一)製造氧氣的實驗是利用胡蘿蔔丁含有一種「酶」，能加速雙氧氧水分解為氧和水，其反

應式如右：          雙氧水  →   水   ＋  氧 

                          2H2O2   →  2H2O  ＋  O2 

  (二)製造氧氣的胡蘿蔔，在作用中只扮演「催化劑」的角色，促使化學反應速度更快，但本

身卻不變化。從實驗結果中發現，胡蘿蔔的形狀與雙氧水作用面積越多，如泥狀和汁狀，

反應速度會更快，結果更明顯，而且錐形瓶瓶身都是微溫，底部是溫熱的。 

 

二、校園中常見植物不同部位構造與雙氧水作用探討： 

        含羞草、榕樹、黃金葛與黃鵪菜都是葉與雙氧水反應後的氣體量較佳；而落地生根

與大花咸豐草卻是「根」與雙氧水反應後的氣體量較佳，可以作為後續加深加廣的研究。 

 

三、校園中常見水生植物不同部位構造與雙氧水作用探討： 

        在查閱資料時，得知目前台灣大約有三百多種的水生植物，生長環境與型態都不太

相同。幸運的在我們學校剛好有生態池，可就近觀察水生植物。從實驗結果得知水蘊草

製氧量最好，線香一放入檢驗時，燃燒非常旺盛，難怪在水族箱或生態池中最常見到水

蘊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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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見蔬果與雙氧水作用探討： 

  (一)我們查資料後得知「金針菇含有一種多醣體，在臨床試驗中，證實能提升免疫能力，

抗腫瘤細胞增殖，並有效殺死 95%的癌細胞。」原來金針菇還有防癌的果效，真不能小

看 1 包十多元的金針菇，不僅是健康食材，與雙氧水作用後還成了「製氧小高手」!      

  (二)從實驗結果得知“煮沸後”和“常溫下”氣體量差異非常大，可見溫度對酵素活性影

響很大。 

 

五、常見蔬果哪一種與雙氧水作用產生氧氣最多，使線香助燃明顯 ： 

  (一)在我們的實驗中，經反覆驗證得知，1g 的金針菇與 5%的雙氧水作用，就能產生很多氧

氣使線香燃燒旺盛。指導科展的老師們很開心，因為在「實驗二」：1g 金針菇不同形狀

的實驗中，不需再切金針菇，只需把整根金針菇與雙氧水作用後，產生的氧氣量就能

使線香燃燒非常旺盛。今年自然老師們在學校進行製造氧氣實驗時，已將胡蘿蔔丁換

成金針菇了，效果非常好呢！或許在不久的將來，自然領域教學的老師們對製造氧氣

共同的回憶將改成「金針菇」了! 

  (二)在「實驗四」：不同 pH 值對產生氧氣的影響，由實驗結果中得知「金針菇浸泡在中性

水溶液：鹽水、糖水、純水製氧量最佳，線香燃燒都很旺盛。」在我們查閱的資料中，

也得知「過氧化氫酶是一種廣泛存在於各類生物體中的酶，它是一類抗氧化劑，其作

用是催化過氧化氫轉化為水和氧氣的反應，過氧化氫酶的最適 pH 接近 7。」難怪浸泡

在強酸、強鹼的金針菇與雙氧水作用後都收集不到氣體。 

  (三)金針菇「渣」用水沖洗後，再以濾紙吸乾實驗，發現製氧量遽降，我們推論當金針菇榨

成汁、渣時，已破壞細胞壁，所以酵素主要都在金針菇汁裡，所以當渣用水沖洗後再

實驗，製氧量很少，線香檢驗不明顯。 

 

        

六、冷藏、冷凍和回溫後對常見蔬果酵素活性的影響 

   (一)冷藏 4 星期後，青椒、木瓜製氧量比起常溫下更好，線香檢驗非常明顯，推論原因為：

冷藏後一打開封袋，各有汁液流出，應是這少許汁液加快雙氧水產生氧氣。 

   (二)在查閱資料後我們得知，”金針菇的菌種源自於日本，需在低溫（約 7 至 9℃）的刺激

才能出菇（促使金針菇開始生長）的品種，並且在冷藏庫進行 55 天的培養工作後可收

成。所以可能是低溫生長，使金針菇不管在冷藏、冷凍的實驗結果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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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一、經反覆驗證得知：1g 的金針菇與 5%的雙氧水作用能產生很多氧氣，使線香燃燒明顯。 

 

二、榨成「汁狀」比較，1g 的金針菇汁與雙氧水作用後產生的氧氣量是 1g 胡蘿蔔汁的 10.64

倍，因此使用金針菇來實驗所得到的效果比胡蘿蔔更好。 

 

三、金針菇及杏鮑菇不管在常溫、冷藏、冷藏回溫、冷凍和冷凍回溫，與雙氧水都能立即作

用產生大量氧氣，並使線香燃燒非常明顯，實驗數據比其他蔬果更明顯。 

 

四、不同形狀的胡蘿蔔，以泥狀效果最好，可見與雙氧水作用面積越多，反應速率就越快。 

 

五、小毛蕨有孢子囊群的葉 1g 與 35%雙氧水作用後能產生氧氣，使線香檢驗明顯。 

     

六、我們收集到的水生植物不同部位都能使雙氧水製造出氣體，特別是水蘊草製造出的氧氣

最多，讓線香燃燒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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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0211  

題目生活化，具有實用價值，實驗數據完整，結果解釋合理，

能找到催化雙氧水分解速率更快的金針菇，值得在國小自然領域教

學加以推廣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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