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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最常出現在生活當中的油品是大豆沙拉油，本實驗藉由多種的化學分析方法，探

討分析影響油品品質的因素。經實驗後發現，觀察油品密度變化(需以標準品為基準

線)，可區分油品是否經過化學過濾法處理，若變化度為正斜率，則此油品應經過化

學過濾法處理。二次油品(未經過化學過濾處理法)，液體密度變化初期最明顯，兩天

後變化減緩；層析高度低於空白樣品；紅焰色略增、綠焰色下降；發煙溫度變化不明

顯、沸點大幅增加；加熱約 30分鐘後酸度開始急遽增加。而經過化學過濾法處理後

的二次油品，液體密度變化差異度與時間成正比；層析高度大幅下降；紅、綠兩焰色

強度均下降許多；發煙溫度變化不明顯、沸點大幅增加；加熱約 30分鐘後酸度開始

急遽增加。 

 

 

 

 

 

 

 

 

 

 

 



 

2 

 

壹、研究動機 

    食安問題日益嚴重，然而一般的民眾並不知道如何分辨油品的差異，因此我們想

以實驗來辨認油品的好壞，並確認油品特性。 

貳、研究目的 

一、Ȝ實驗一ȝ影響油品變質的因素探討 

二、Ȝ實驗二ȝ液體密度的影響 

三、Ȝ實驗三ȝ層析法 

四、Ȝ實驗四ȝ燃燒焰色法 

五、Ȝ實驗五ȝ發煙點、沸點的異常 

六、Ȝ實驗六ȝ酸價的差異性 

參、原理 

俗稱的回收油，泛指使用兩次以上的非一次性油品，其油品品質因雜質含量偏

高，而導致油品本身的酸價及物、化等性質改變。將標準品與試樣置於一般環境溫度

下，由Ȝ實驗一ȝ至Ȝ實驗六ȝ分別觀察油品黏稠度、氧化後色澤變化以及燃燒焰色、

酸價變化等，來辨別新、舊油品。再分別由Ȝ實驗一ȝ至Ȝ實驗六ȝ分析歸納出回收

油品的特性。 

一、Ȝ實驗一ȝ油品變質因素：油脂在室溫下與氧結合，引起氧化反應，此現象稱

為自氧化反應。 

二、Ȝ實驗二ȝ水滴落下時間：各種油品中的碳鏈結構不同，在加熱過程中碳鏈也

會逐漸分離，因此會影響黏稠度，水滴降落時間因而不同。 

三、Ȝ實驗三ȝ層析Ȥ色層分析法ȥ: 利用各種油品的吸附力不同，並觀測油性墨

水筆的攀升情形。 

四、Ȝ實驗四ȝ焰色：是化學上用來測試某種金屬是否存在在於化合物的方法。每

種元素都有其個別的光譜，所燃燒出的顏色便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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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Ȝ實驗五ȝ沸點和發煙點： 

發煙點：是指加熱的油開始產生煙的最低溫度。在此溫度之下，一些揮發物

質如水、游離脂肪酸、氧化降解之短鏈產物會從油品逸散出來，產

生可識別的青煙。 

沸點：是在液體表面和內部同時發生的劇烈汽化現象的最低溫度。是物質從

液態轉變為氣態的過程。 

六、Ȝ實驗六ȝ酸價：酸值可做為油脂變質程度的指標。當油脂酸敗，三酸甘油脂

會分解時成脂肪酸及甘油，造成酸值的上昇。因此酸值常作為評價食用油的

標準，台灣曾出現因抽檢油炸用油，發現酸值過高的情形。在生物柴油老化

時也會出現類似的現象，老化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長時間的高溫Ȑ酯的熱分解ȑ

或接觸到酸或ᡵȐ酯的水解ȑ。 

肆、研究設備及器材 

實驗藥品： 

油品(大豆沙拉油、回收油、濾過回收油) 、碳粉、銅粉、糖、ᡶ、自來水、

飲用水、蒸餾水、酸價試紙。 

實驗設備： 

加熱板、紅外線溫度計、電子天平一台、試管數支、滴管數支、玻璃棒、燒

杯、錐形瓶、電腦、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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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方法與過程 

Ȝ實驗一ȝ影響油品變質的因素探討 

以市售大豆沙拉油為標準品，測試油品變質可能因素探討。分別添加不同物質

於標準品中，並以試管 A~J來代表。經多次溫度改變後觀察顏色與油品黏稠度變化 

A：標準品(空白測試)        B：標準品+糖 

C：標準品+活性碳           D：標準品+銅 

E：標準品+ᡶ               F：標準品+蒸餾水 

G：標準品+飲水機水         H：標準品+自來水  

I：非一次油品(營養午餐)    J：過濾脫色後之非一次油品(營養午餐) 

岪： 實驗 A 當作所有實驗之空白樣品，做比對用。 

乙： 實驗 B~F 比較碳水化合物含量對油品色澤與黏稠度的影響。 

丙： 實驗 C~E 比較活性大小對油品色澤與黏稠度影響。 

丁： 實驗 F~H 比較不同水體對油品色澤與黏稠度影響。 

戊： 實驗 A、I、J 比較非一次油品過濾前後色澤與黏稠度差異。 

Ȝ實驗二ȝ液體密度的影響 

    將Ȝ實驗一ȝA~J試驗品，加熱至 168℃後，冷卻至 100℃與室溫，以滴管滴落水

珠，觀察油品純度對水滴重力落下速度的影響。並分別探討，Ȝ實驗一ȝ乙、丙、丁、

戊等實驗相關差異。 

Ȝ實驗三ȝ層析法 

    將Ȝ實驗一ȝA~J試驗品，分別取出 10ml樣品於 50ml燒杯中，燒杯內置放塗有

油性顏料濾紙，靜置一天，觀察不同油品純度對油性染料層析的結果。並分別探討，

Ȝ實驗一ȝ乙、丙、丁、戊等實驗相關差異。 

Ȝ實驗四ȝ燃燒焰色法 

    將Ȝ實驗一ȝA~J試驗品，分別取出 10ml樣品於燃燒匙中。放置到酒精燈上燃燒，

紀錄各油品燃燒時的焰色，並利用電腦軟體(小畫家)辨識色調、色彩濃度、亮度、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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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綠(G)、藍(B)等數值。並分別探討，Ȝ實驗一ȝ乙、丙、丁、戊等實驗相關差異。 

Ȝ實驗五ȝ油品純度與發煙點、沸點 

    將Ȝ實驗一ȝA~J試驗品，分別取出 10ml樣品，置入容器中加熱，以紅外線溫度

計測量發煙點及沸點的溫度。並分別探討，Ȝ實驗一ȝ乙、丙、丁、戊等實驗相關差

異。 

Ȝ實驗六ȝ油品純度與酸價 

    將Ȝ實驗一ȝA~J試驗品，分別取出 20ml樣品持續升溫加熱，並於每 30min，以

市售酸價試紙測定酸價變化。並分別探討，Ȝ實驗一ȝ乙、丙、丁、戊等實驗相關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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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究結果 

Ȝ實驗一ȝ影響油品變質的因素探討 

    以市售大豆沙拉油為標準品，測試油品變質可能因素探討。分別添加不同物質於

標準品中，並以試管 A~J來代表。經多次溫度改變後且靜置約 30D觀察顏色與油品黏

稠度變化。目測實驗樣品 A~J ， 

1-1實驗(乙)：實驗 B~F 比較碳水化合物含量多寡對油品色澤與黏稠度的影

響。實驗結果，無明顯變化。 

1-2實驗(丙)：實驗 C~E 比較活性大小對油品色澤與黏稠度影響。實驗結果，

無明顯變化。 

1-3實驗(丁)：實驗 F~H 比較不同水體對油品色澤與黏稠度影響。實驗結果，

無明顯變化。 

1-4實驗(戊)：實驗 A、I、J 比較非一次油品過濾前後色澤與黏稠度差異。實

驗結果，無明顯變化。 

    目測所有實驗樣品並比較 30D前後的改變，所有樣品並無明顯其他差異性，樣品

表層氧化程度也無明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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Ȝ實驗二ȝ液體密度的影響 

將Ȝ實驗一ȝA~J試驗品，加熱至 168℃後，冷卻至 100℃(高溫)以下與室溫(低

溫)，以滴管滴落水珠(10次取平均值)，觀察油品純度對水滴重力落下速度的影響。

並將結果記錄於[表 2.1]。 

[圖 2.1]與[表 2.1]可知樣品經過多次溫度變化後，不論高溫或低溫狀態，水滴

落下時間均有改變，表示油品不論是否含有其他外來添加物質，均會發生化學變化並

產生成新的物質，且此物質會阻礙水滴落下的速度。[圖 2.1]中可看出其線性關係為

收斂型態，時間越久，其差異越小。樣品經過加熱後，水滴落下所需時間明顯減少許

多，線段收斂效果更明顯，表示油品不論是否為標準品，油品中的化學反應有一極限

時間，此時間表是反應達平衡且此極限值可由高低溫時間線性趨勢來推斷。實驗 C、D 

因活性碳與銅顏色的干擾，無法測量。[表 2.1]中差值為相同樣品、相同天數時，加

熱前後的時間差。0D係因無加熱狀態，遂無比較差值。 

[圖 2.1]~ [圖 2.9]為各類樣品的單獨圖表，各天數實驗數據以線段呈現，同天

高低溫差所導致的時間差值則以直方圖呈現，差值中線性趨勢下降，可說明滴落時間

為收斂型態。 

 
[圖 2.1] 各種油品水滴落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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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上表：各種油品水滴落下時間 ；中表：樣品時間變化[1D差值=1D加熱-1D冷卻] 

下表：與標準品的比較值 

   
[圖 2.2]  A：標準品(空白測試)   [圖 2.3] B：標準品+糖 

   
[圖 2.4] E：標準品+ᡶ           [圖 2.5] F：標準品+蒸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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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G：標準品+飲水機水     [圖 2.7] H：標準品+自來水 

   
[圖 2.8] I：非一次油品          [圖 2.9] J：過濾脫色後之非一次油品 

2-1實驗(乙)：實驗 B~F 比較碳水化合物含量多寡對油品中水滴落下速度的影

響。[圖 2.10]與[表 2.10]各類樣品中。實驗 C、D無法觀測，無數據比較。[圖 2.10.1]~ 

[圖 2.10.2]顯示實驗 B、E、F加熱 1D時碳水化合物含量越多，落下時間越長，3D後

因數據呈現收斂則無明顯差異。僅含水的變化幅度最小，同時含碳與水的樣品變化幅

度最大，影響最大。 

[圖

2.10] 實驗 B~F 比較碳水化合物含量多寡對油品中水滴落下速度的影響。 

 

 
[表 2.10] 上表：實驗 B~F高低溫時水滴落下時間。下表：實驗 B~F 落下時間與標

準品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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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1] 實驗 A&B 高低溫比較。

 
[圖 2.10.2] 實驗 A&E 高低溫比較。 

 
[圖 2.10.3] 實驗 A&F 高低溫比較。 

    2-2實驗(丙)：實驗 C~E 比較活性大小對油品中水滴落下速度影響。實驗 C、D

無法觀測，無數據比較 

    2-3實驗(丁)：實驗 F~H 比較不同水體對油品中水滴落下速度影響。[圖 2.11]

與[表 2.11]樣品中水滴落下時間：不管高低溫其線性關係均向下收斂，表示越來越接

近標準品的變化，影響越來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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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實驗 F~H 比較不同水體對油品中水滴落下速度 

 

 
[表 2.11] 上表：實驗 F~H高低溫時水滴落下時間。下表：實驗 F~H落下時間與標準

品差值。 

    2-4實驗(戊)：實驗 A、I、J 比較非一次油品過濾前後中水滴落下速度差異。[圖

2.12]與[表 2.12]樣品中，水滴落下時間均隨時間增加而增加。水滴落下時間：可看

出樣品 I與標準品差值越來越小，但經過化學過濾法的 J樣品，則與標準品的差值越

來越大。 

 
[圖 2.12] 實驗 A、I、J高低溫比較圖 

 

 
[表 2.12] 上表：實驗 A、I、J高低溫時水滴落下時間。下表：實驗 A、I、J落下時

間與標準品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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Ȝ實驗三ȝ油品純度與層析法 

    將Ȝ實驗一ȝA~J試驗品，分別取出 10ml樣品於 50ml燒杯中，燒杯內置放塗有

油性顏料濾紙，靜置一天，觀察不同油品純度對油性染料層析高度的差異性。 

    [圖 3.1]分別為實驗 A~J 的結果，將濾紙上的染料以尺歸測量高度，並紀錄於[表

3.1]中。 

 

 [圖 3.1] A：標準品 B：標準品+糖  C：標準品+活性碳  D：標準品+銅 

E：標準品+ᡶ  F：標準品+蒸餾水 G：標準品+飲水機水  H：標準品+自來水 

I：非一次油品  J：過濾脫色後之非一次油品 

    [表 3.1]實驗 A中得知，標準品的高度約為 5.6 cm 。實驗 B與實驗 C高於 5.6 cm。

實驗 E 洽等於 5.6 cm。其餘實驗均低於標準高度，尤以實驗 G，添加校內飲水機水體

後，層析高度為 0 cm，變化最為明顯。 

[圖 3.2] 中的差值比較圖，可明顯看出大部分的添加物均會對層析高度造成負的

差值影響(抑制油品層析)，唯實驗 B與實驗 C有正的差值影響(助長油品層析)。實驗

G(添加飲水機水體)，有效抑制油品層析高度現象，此結果尚待確認是否合理，將在

未來決定是否繼續深入研究，電解質、極性溶液等的差異性也是值得探討的話題。 

    
[圖 3.2]各類樣品層析高度比較圖[表 3.1] 各類樣品層析高度[差值=樣品-標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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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實驗(乙)：實驗 B~F 比較碳水化合物含量多寡對油品層析高度的影響。實驗

結果，[圖 3.3]與[表 3.1]各類樣品中，含碳量分別為：C > B > D = E = F。層析高

度分別為：C > B > E > F > D。油品中的含碳量與層析高度成正比關係 

 
[圖 3.3] 實驗 B~F 比較碳水化合物含量多寡對油品層析高度影響 

     3-2實驗(丙)：實驗 C~E 比較活性大小對油品層析高度影響。實驗結果，[圖

3.4]與[表 3.1]樣品中，活性大小分別為：(鈉) > (碳) > (銅)，試樣代號為：E > C 

> D，層析高度分別為：C > E > D。高度與活性無明顯絕對關係 

 
[圖 3.4] 實驗 C~E 比較活性大小對油品層析高度影響。 

    3-3實驗(丁)：實驗 F~H 比較不同水體對油品層析高度影響。實驗結果，[圖 3.5]

與[表 3.1]樣品中層析高度分別為：F > H > G。實驗 G(添加飲水機水體)，有效抑制

油品層析現象，此結果尚待確認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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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實驗 F~H 比較不同水體對油品層析高度影響 

    3-4實驗(戊)：實驗 A、I、J 比較非一次油品過濾前後層析高度差異。實驗結果，

[圖 3.6]與[表 3.1]樣品中，層析高度分別為：I > J。實驗 J為過濾後回收油，經活

性碳脫色脫臭、再加入去油粉降低水含量，過濾後所得之濾液，所以有效抑制層析現

象。 

 

   
[圖 3.6] 實驗 A、I、J比較非一次油品過濾前後層析高度差異。 

Ȝ實驗四ȝ油品純度與燃燒焰色 

    將Ȝ實驗一ȝA~J試驗品，分別取出 10ml樣品於燃燒匙中。放置到酒精燈上燃燒，

紀錄各油品燃燒時的焰色，並利用電腦軟體(小畫家)辨識色調、色彩濃度、亮度、紅

(R)、綠(G)、藍(B)等數值 [表 4.1] 與曲線 [圖 4.1]。將數值以對數(以 10為底)方

式呈現後，更可看出不同油品中紅、綠兩種焰色有較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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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各種油品焰色曲線(對數座標)  

 
[表 4.1] 左表：樣品焰色強度值；右表：與標準品焰色強度差值。 

    4-1實驗(乙)：實驗 B~F 比較碳水化合物含量多寡對油品焰色的影響。實驗結

果，[圖 4.2]與[表 4.2]各類樣品中，含碳量分別為：C > B > D = E = F。紅色焰色

濃度分別為：E > C > B > D > F。綠色焰色濃度分別為：B > E > C > F > D。 

 
[圖 4.2] 實驗 B~F             [表 4.2] 實驗 B~F  

    4-2實驗(丙)：實驗 C~E 比較活性大小對油品焰色影響。實驗結果，[圖 4.3]與

[表 4.3]樣品中，活性大小分別為：(鈉) > (碳) > (銅)，試樣代號為：E > C > D。

紅色焰色濃度分別為：E > C > D。綠色焰色濃度分別為：E > C > D。在實驗 A與實

驗 C~E比較活性大小對油品焰色影響，活性較大元素(Na)，紅、綠色兩系改變較明顯，

其餘影響不大。 

 
[圖 4.3] 實驗 C~E。           [表 4.3] 實驗 C~E。 

    4-3實驗(丁)：實驗 F~H 比較不同水體對油品焰色影響。實驗結果，[圖 4.4]與

[表 4.3]樣品中，紅色焰色濃度分別為：F > H > G。綠色焰色濃度分別為：F > G > H。 



 

16 

 

 
[圖 4.4] 實驗 F~H。           [表 4.4] 實驗 F~H  

    4-4實驗(戊)：實驗 A、I、J 比較非一次油品過濾前後焰色差異。實驗結果，[圖

4.5]與[表 4.5]樣品中，紅色焰色強度分別為：I > J。綠色焰色強度分別為：I > J。

經化學過濾法過濾後的樣品 J，明顯紅綠兩焰色強度均大大下降。樣品 I與 J在紅色

焰色上有明顯差異(I增加，J減少)。表示若油品經化學過濾後，紅綠兩焰色會大幅

度下降，但未經化學過濾者，僅綠色焰色下降，略增加紅色焰色強度。 

 

 
[圖 4.5] 實驗 A、I、J 比較非一次油品過濾前後焰色差異(對數數值)。 

[表 4.5] 左表：A、I、J焰色強度值；右表：與標準品焰色強度差值。 

Ȝ實驗五ȝ油品純度與發煙點、沸點 

    將Ȝ實驗一ȝA~J試驗品，分別取出 10ml樣品，置入容器中加熱，以紅外線溫度

計測量發煙點及沸點的溫度。由[表 5.1]與[圖 5.1]發現數據中，當油品中含有過多

的碳或金屬元素時，沸點變化明顯，若含有水時，發煙點變化明顯。 

  
[圖 5.1] 油品純度與發煙點、沸點、差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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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油品純度與發煙點、沸點、差值 [差值=沸點-發煙點]。 

    5-1實驗(乙)：實驗 B~F 比較碳水化合物含量多寡對油品發煙點、沸點的影響。

實驗結果，[圖 5.2]與[表 5.1]樣品中，含碳量分別為：C > B > D = E = F。發煙溫

度：F > E > B > C > D。沸點溫度：C > E > D > B > F。溫度差值(沸點-發煙)：C 

> D > E > B > F。樣品 B、C、D明顯降低發煙溫度，油品中若含有銅，發煙溫度變

化最大；樣品 B、C、D、E明顯增加沸點溫度，含碳量越多沸點影響越大。 

 
[圖 5.2] 實驗 B~F 比較碳水化合物含量多寡對油品發煙點、沸點的影響。 

    5-2實驗(丙)：實驗 C~E 比較活性大小對油品發煙點、沸點影響。實驗結果，[圖

5.3]與[表 5.1]樣品中，活性大小分別為：(鈉) > (碳) > (銅)。試樣代號為：E > C 

> D。發煙溫度變化量與活性大小成反比關係(斜率漸大)，表樣品中若含有重金屬，

則其發煙點變化幅度相對增加。 

 
[圖 5.3] 實驗 C~E 比較活性大小對油品發煙點、沸點影響。 

    5-3實驗(丁)：實驗 F~H 比較不同水體對油品發煙點、沸點影響。實驗結果，[圖

5.4]與[表 5.1]樣品中，發煙溫度：F = G > H。沸點溫度：F = H = G。溫度差值(沸

點-發煙)：H > G = F。均無明顯差異性。 

 
[圖 5.4] 實驗 F~H 比較不同水體對油品發煙點、沸點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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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實驗(戊)：實驗 A、I、J 比較非一次油品過濾前後發煙點、沸點差異。實驗

結果，[圖 5.5]與[表 5.2]樣品中，樣品 I與 J對發煙溫度無明顯影響，但對樣品沸

點有明顯提升效果，且無論是否經過化學過濾步驟，提升幅度相同(沸點變化差值相

同)。 

  
[圖 5.5] 實驗 A、I、J 比較非一次油品過濾前後發煙點、沸點差異。 

 
[表 5.2] 實驗 A、I、J比較非一次油品過濾前後發煙點、沸點差異[差值=沸點-發煙點]。 

Ȝ實驗六ȝ油品純度與酸價 

    將Ȝ實驗一ȝA~J試驗品，分別取出 20ml樣品持續升溫加熱，並於每 30min，以

市售酸價試紙測定酸價變化，記錄於[表 6.1]中。[圖 6.1]為酸價試紙變色範圍，[圖

6.2]與[圖 6.2.1]分別顯示各次實驗結果與酸價變化曲線。 

  
[圖 6.1]酸價試紙，酸價變色範圍        

 
[表 6.1] 各類油品酸價數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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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2] 各類油品酸價：加熱 0、30、60、90、12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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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實驗(乙)：實驗 B~F 比較碳水化合物含量多寡對油品酸價的影響。實驗結

果，[圖 6.3]與[表 6.2]樣品中，樣品 B變化幅度與標準品相同，不影響酸價正成變

化，樣品 E、D、F線性斜率相同(D、F兩者重疊與 E平行) ，此三種樣品對酸價影響

程度相同。 

 
[圖 6.3] 實驗 B~F 比較碳水化合物含量多寡對油品酸價影響。 

 
[表 6.2] 左表：實驗 B~F 比較碳水化合物含量多寡對油品酸價影響，右表：實驗 B~F

與標準品比較酸價變化值。 

     6-2實驗(丙)：實驗 C~E 比較活性大小對油品酸價影響。實驗結果，[圖 6.4]

與[表 6.3]樣品中，活性大小分別為：(E鈉) > (C碳) > (D銅)。由線性關係來看，

E與 D樣品斜率相同(變化度相同)，C樣品無變化度。故可推知活性大小對酸度無明

顯影響，而含碳多寡對酸價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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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實驗 C~E 比較活性大小對油品酸價影響 

 
[表 6.3] 左表：實驗 C~E 比較碳水化合物含量多寡對油品酸價影響，右表：實驗 C~E

與標準品比較酸價變化值。 

    6-3實驗(丁)：實驗 F~H 比較不同水體對油品酸價變化影響。實驗結果，[圖 6.5]

與[表 6.4]樣品中。添加自來水的樣品 H酸價變化幅度較明顯。 

 
[圖 6.5] 實驗 F~H 比較不同水體對油品酸價影響 

 
[表 6.4] 左表：實驗 F~H 比較碳水化合物含量多寡對油品酸價影響，右表：實驗 F~H

與標準品比較酸價變化值。 

    6-4實驗(戊)：實驗 A、I、J 比較非一次油品過濾前後酸價變化差異。實驗結果，

[圖 6.6]與[表 6.5]樣品中，未經過化學過濾法處理的樣品 I，明顯酸度變化大於化學

處理法的樣品 J(線性斜率 I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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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實驗 A、I、J 比較非一次油品過濾前後酸價差異 

 
[表 6.5] 左表：實驗 A、I、J 比較碳水化合物含量多寡對油品酸價影響，右表：實

驗 A、I、J與標準品比較酸價變化值。 

柒、結論 

 

二次油品(未經過化學過濾處理法)，液體密度變化初期最明顯，兩天候變化逐漸

減緩；層析高度略低於空白樣品；紅色焰色略增、綠色焰色大幅下降；發煙點溫度變

化不明顯、沸點大幅增加；加熱約 30分鐘後酸度開始急遽增加。而經過化學過濾法

處理後的二次油品，液體密度變化差異度隨時間增加而增加；層析高度大幅下降；紅、

綠兩焰色強度均下降許多；發煙點溫度變化不明顯、沸點大幅增加；加熱約 30分鐘

後酸度開始急遽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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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50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Ȩ油ȩ裡乾坤─食用油酸價與油色 關係新發現 

2.高中化學組             向氧說不！談油脂的自氧化及抗氧化劑 

3.台灣二零零二年國際科學展覽會  Vitamin E 對回鍋油品質的影響 



Ȝ評語ȝ030208  

本作品探討各種油品的品質，希望能藉由一些化學的處理方法，

獲得較佳品質的樣品。並以一些化學分析的方法來作確認，宜在定

量分析的設計及操作上加強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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