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まYoung Young みHelperう探討雙氧水在日常生活的運用え 

 

壹、研究摘要 
     藉由探討生鮮蔬果及加工醃製過的蔬果、現打果汁、市售果汁、肉類、土壤與

雙氧水之反應，觀察雙氧水之特性！並運用雙氧水與生鮮蔬果及加工醃製過的蔬果、

現打果汁、市售果汁、肉類、壤土、有機培養土之交互作用的特性，再結合日常生

活隨手可得之回收容器設計運用為熱包盛裝物，並以環保概念為基礎，自製まYoung 

Young熱包み。 

 

貳、研究動機 
    在五年級課程ま燃燒和生鏽み中，做了一個令人驚嘆的實驗，將雙氧水加進ヮ

好的紅蘿蔔，在反應過程中觀察到除了釋放出氧氣外，還會釋放出大量的ま熱み。 

雙氧水只會跟紅蘿蔔發生這種奇妙的反應嗎？雙氧水加入其他的葉菜、果實、

肉類、壤土、有機培養土…等物質內也會發生如此奇妙的事嗎？這個反應結果會んㄅ

ㄥˋゐ出何種ん火花ゐ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心！於是我們積極收集資料與老師討論，

設計實驗驗證 H2O2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可以如何運用。 

 

叁、研究目的 
一、探討生蔬果 VS加工醃製過的蔬果、現打果汁 VS罐裝果汁、加熱烹煮生 

蔬果 VS加熱烹煮加工醃製過的蔬果、生肉 VS熟肉類、壤土 VS加熱土 

壤與雙氧水之反應。 

二、探討生蔬果、生肉類與相異重量雙氧水所產生之交互作用狀態。 

三、探討生蔬果、生肉類放置時間天數與定量雙氧水之交互作用狀態。 

四、探討有機培養土 VS雙氧水之應用。うH2O2熱包え 

 

肆、研究器材 
     一、研究材料 

分類 

名稱 
根莖/葉菜

類 
果實類 

肉類/乾果

類 
果汁飲料 土壤 

編

號 

1 紅蘿蔔 橘子 豬肉 綠茶 壤土 

2 蘿蔔 柳丁 豬皮 紅茶 有機培養土 

3 馬鈴薯 桔子 雞肉 優酪乳  

4 生薑 李子 蘿蔔乾 蔓越莓汁  

5 蒜頭 桃子 薑糖 葡萄汁  

6 花椰菜 蘋果 紅棗 柳橙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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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菠菜 奇異果 桔乾 番茄汁  

8 高麗菜 葡萄    

9 香菇 香蕉    

10 洋蔥 番茄    

 

     二、研究使用器材 

編號 名稱 數量 編號 名稱 數量 

1 燒杯ぬ1000CCね 5個 25 洗碗精 2瓶 

2 燒杯ぬ250CCね 5個 26 雙氧水 10瓶 

3 燒杯ぬ50CCね 30個 27 紅色石蕊試紙 1盒 

4 量筒ぬ30mlね 5支 28 藍色石蕊試紙 1盒 

5 量筒ぬ10mlね 5支 29 廣用試紙 1盒 

6 水盆ぬ大ね 10個 30 PH計 1支 

7 水盆ぬ中ね 10個 31 鐵粉 5罐 

8 水盆ぬ小ね 10個 32 水 3000CC 

9 漏斗 10個 33 培養有機土 1包 

10 玻璃棒 50支 34 線香 1包 

11 滴管 10支 35 湯匙 10支 

12 透明塑膠瓶 20個 36 免洗筷 20雙 

13 夾鏈袋ぬ6號ね 50個 37 點火槍 2支 

14 鋁箔夾鏈袋ぬ大ね 20個 38 抹岄 10條 

15 鋁箔夾鏈袋ぬ小ね 50個 39 果汁機 2台 

16 天平 1座 40 瓦斯罐 3瓶 

17 磅秤 1座 41 計時器 20個 

18 溫度計ぬ-20~100℃ね 20支 42 尺 5把 

19 剪刀 2把 43 速乾筆 5支 

20 菜刀 1把 44 原子筆 10支 

21 水果刀 1把 45 紀錄紙 50張 

22 攜帶式瓦斯爐 3個 46 標籤紙 5包 

23 鐵鍋 10個 47 飲料罐 10個 

24 研缽 5個 48 鋁箔飲料包 1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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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相關原理 
ㄧ、雙氧水的性質 

         1.雙氧水化學式 H2O2。結構式為 H-O-O-H。分子量為 34.01。純濃的雙氧

水為無色無臭的油狀液體。在普通壓力下受熱就分解成水和氧氣：2H2O2

→2H2O＋O2↑ 

2.雙氧水是強氧化劑。雙氧水分解時，是一個劇烈的放熱反應，所以雙氧

水對熱的穩定性較差。 

二、放熱反應 

指的是起始物在進行反應時會有熱的產生，放出熱量，大部份屬於自 

發性反應。 

三、氧化作用：就是物質與氧化合。 

 

陸、研究過程與方法 

 

 

 

 

 

 

 

研究ㄧ：瞞不過 Young Young 
探討一：探討未加熱、加熱素材與雙氧水之交互作用 

步驟：一、取出透明塑膠瓶用筆標示出如表一、二所示之物質名稱。 

      二、將洗碗精與水調配出ぬ1：1ね比例之水溶液 500ml，用量筒量取 20ml   

          倒入步驟一透明塑膠瓶中。 

      三、將未加熱與加熱素材各用天平秤取 5g二份，ㄧ份放入步驟一透明塑膠 

          瓶中，另一份放入鍋子中加熱烹煮 10分鐘後再放入步驟一之透明塑膠 

          瓶中。 

      四、量筒量取雙氧水 20ml再倒入步驟三透明塑膠瓶中。 

      五、依照下表一、二所示之觀察紀錄項目，觀察紀錄之。 

          (ㄧ)反應最高溫度：觀察記錄反應過程中所產生的最高溫度。 

          (二)反應產生泡沫最多之高度：觀察記錄反應過程中所產生的泡沫，將 

              最高高度記錄於下表一、二中。 

          (三)室溫：20度 

          (四)反應溫度差：反應最高溫度-室溫 

 

 

 

研究主題一 

う一え運用校內課程所學雙氧水的特性，探討日常生活中常見葉菜/果實/ 

肉類…等物質與 H2O2產生的交互作用程度。 

う二え觀察探討土壤う壤土、有機培養土え與 H2O2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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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反應狀態 

未

加

熱

蔬

果 

 

  

  

加

熱

烹

煮

蔬

果 

  

  
 

紀錄： 

表

二 種類名稱 
反應最高溫度 

單位：(度) 

反應溫度差 

單位：(度) 

反應產生最多

泡沫高度 

單位：(公分) 

反應產生最多

泡沫高度 

う排序え 

 

 

紅蘿蔔 26.0 6.0 5.4 5 

蘿蔔 26.0 6.0 4.0  

馬鈴薯 25.0 5.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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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加 

熱 

蔬 

果 

生薑 26.0 6.0 5.5 4 

蒜頭 24.0 4.0 2.0  

花椰菜 27.0 7.0 6.0 3 

菠菜 27.0 7.0 7.8 2 

高麗菜 27.0 7.0 5.0  

香菇 26.0 6.0 4.6  

洋蔥 22.0 2.0 2.0  

橘子 21.0 1.0 1.0  

柳丁 20.0 0.0 0.7  

桔子 21.0 1.0 1.5  

李子 21.0 1.0 2.0  

桃子 23.0 3.0 3.0  

蘋果 21.5 1.5 1.5  

奇異果 21.0 1.0 1.5  

葡萄 21.0 1.0 1.5  

香蕉 22.0 2.0 3.0  

番茄 22.0 2.0 2.7  

土

壤 

壤土 31.0 11.0 2.6  

有機培養土 80.3 60.3 15.3 1 

 

 

紅蘿蔔 室溫 無反應溫度差 無反應 無反應 

蘿蔔 室溫 無反應溫度差 無反應 無反應 

馬鈴薯 室溫 無反應溫度差 無反應 無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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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熱 

烹 

煮 

蔬 

果 

生薑 室溫 無反應溫度差 無反應 無反應 

蒜頭 室溫 無反應溫度差 無反應 無反應 

花椰菜 室溫 無反應溫度差 無反應 無反應 

菠菜 室溫 無反應溫度差 無反應 無反應 

高麗菜 室溫 無反應溫度差 無反應 無反應 

香菇 室溫 無反應溫度差 無反應 無反應 

洋蔥 室溫 無反應溫度差 無反應 無反應 

橘子 室溫 無反應溫度差 無反應 無反應 

柳丁 室溫 無反應溫度差 無反應 無反應 

桔子 室溫 無反應溫度差 無反應 無反應 

李子 室溫 無反應溫度差 無反應 無反應 

桃子 室溫 無反應溫度差 無反應 無反應 

蘋果 室溫 無反應溫度差 無反應 無反應 

奇異果 室溫 無反應溫度差 無反應 無反應 

葡萄 室溫 無反應溫度差 無反應 無反應 

香蕉 室溫 無反應溫度差 無反應 無反應 

番茄 室溫 無反應溫度差 無反應 無反應 

加
熱
土
壤 

壤土 室溫 無反應溫度差 無反應 無反應 

有機培養土 室溫 無反應溫度差 無反應 無反應 

結果：一、未加熱蔬果加入雙氧水後以ん葉菜/根莖類ゐ反應較快且強烈，所產生的 

          泡沫較多，而ん果實類ゐ則反應較差且慢。 

      二、加熱烹煮蔬果 10分鐘後，加入雙氧水觀察其反應，不論是ん葉菜/根莖 

類ゐ還是ん果實類ゐ、ん土壤ゐ均無反應。 

三、當 H2O2加入壤土、有機培養土後，均有放熱反應，尤其是ん有機 

培養土ゐ其反應放出之ま熱み最高溫度至少高達 8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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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二：探討加工醃製蔬果、加熱烹煮加工醃製蔬果與雙氧水之反應 

步驟：一、取出透明塑膠瓶用筆標示出其加工醃製過的蔬果之名稱備用。 

          ぬ如下表三所示ね 

      二、將洗碗精與水調配出ぬ1：1ね比例之水溶液 200ml，用量筒量取 20ml   

          倒入步驟一透明塑膠瓶中。 

      三、將加工醃製過的蔬果利用天平秤取 5g二份，ㄧ份放入步驟一透明 

          塑膠瓶中，另一份放入鍋子中加熱烹煮 10分鐘後再放入步驟一透明 

          塑膠瓶中。 

      四、量筒量取雙氧水 20ml再倒入步驟三透明塑膠瓶中。 

      五、依照下表三所示之觀察紀錄項目，觀察紀錄之。 

          (ㄧ)反應最高溫度：觀察記錄反應過程中所產生的最高溫度將其記錄 

              於下表三中。 

          (二)反應產生泡沫最高高度：觀察記錄反應過程中所產生的泡沫，將最 

              高高度記錄於下表三中。 

          (三)室溫：20度 

          (四)反應溫度差：反應最高溫度-室溫 

紀錄： 

表三 種類名

稱 

反應最高溫度 

單位：(度) 

反應溫度差 

單位：(度) 

反應產生泡沫最高高度 

單位：(公分) 

加工 

醃製 

過的 

蔬果 

蘿蔔乾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薑糖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紅棗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桔乾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加熱 

烹煮 

加工 

醃製 

過的 

蔬果 

蘿蔔乾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薑糖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紅棗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桔乾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結果：ㄧ、加工醃製過的蔬果加入雙氧水無反應。 

二、加熱煮沸加工醃製過的蔬果再加入雙氧水也均無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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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三：探討ま市售罐裝果汁、現打果汁み與ま加熱烹煮市售罐裝果汁、現打果汁み 

        與雙氧水之反應 

步驟：一、取出透明塑膠瓶用筆標示出其市售、現打果汁之名稱備用。 

          ぬ如下表四所示ね 

      二、將洗碗精與水調配出ぬ1：1ね比例之水溶液 500ml，用量筒量取 20ml   

          倒入步驟一透明塑膠瓶中。 

      三、將市售、現打果汁利用量筒分別量取 20ml二份，ㄧ份放入步驟一透明塑 

          膠瓶中，另一份放入鍋子中加熱烹煮 10分鐘後再放入步驟一透明塑 

          膠瓶中。 

      四、量筒量取雙氧水 20ml再倒入步驟三透明塑膠瓶中。 

      五、依照下表四所示之觀察紀錄項目，觀察紀錄之。 

          (ㄧ)反應最高溫度：觀察記錄反應過程中所產生的最高溫度將其記錄 

              於下表四中。 

          (二)反應產生泡沫最高高度：觀察記錄反應過程中所產生的泡沫，將最 

              高高度記錄於下表四中。 

          (三)室溫：20度 

          (四)反應溫度差：反應最高溫度-室溫 

紀錄： 

表四  種類名稱 
反應最高溫度 

單位：(度) 

反應溫度差 

單位：(度) 

反應產生泡沫最高高度 

單位：(公分) 

市 

售 

、 

現 

打 

果 

汁 

市
售
果
汁 

綠茶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紅茶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優酪乳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蔓越莓汁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葡萄汁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柳橙汁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番茄汁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現
打
果
汁 

葡萄汁 23.0 3.0 0.4 

番茄汁 24.0 4.0 0.5 

柳橙汁 22.0 2.0 0.3 

 

 

 

 

綠茶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紅茶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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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熱 

煮 

沸 

市 

售 

、 

現 

打 

果 

汁 

 

市
售
果
汁 

優酪乳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蔓越莓汁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葡萄汁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柳橙汁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番茄汁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現
打
果
汁 

葡萄汁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番茄汁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柳橙汁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結果：ㄧ、市售果汁加入雙氧水均無反應。 

      二、現打果汁加入雙氧水有些微反應，且反應速度慢。 

      三、加熱烹煮市售、現打果汁後，再加入雙氧水均無反應。 

 

探討四：探討生、熟肉類與雙氧水之反應 

步驟：一、取出透明塑膠瓶用筆標示出其生、熟肉類之名稱備用。ぬ如下表五所示ね 

      二、將洗碗精與水調配出ぬ1：1ね比例之水溶液 300ml，用量筒量取 20ml   

          倒入步驟一透明塑膠瓶中。 

      三、將生肉類利用天平秤取 5g二份，ㄧ份放入步驟一透明塑膠瓶中， 

另一份放入鍋子中加熱烹煮 10分鐘後再放入步驟一透明塑膠瓶中。 

      四、量筒量取雙氧水 20ml再倒入步驟三透明塑膠瓶中。 

      五、依照下表五所示之觀察紀錄項目，觀察紀錄之。 

          (ㄧ)反應最高溫度：觀察記錄反應過程中所產生的最高溫度將其記錄 

              於下表五中。 

          (二)反應產生泡沫最高高度：觀察記錄反應過程中所產生的泡沫最高 

              高度將其記錄於下表五中。 

          (三)室溫：20度 

          (四)反應溫度差：反應最高溫度-室溫 

紀錄：  

表
五 種類名稱 

反應最高溫度 

單位：(度) 

反應溫度差 

單位：(度) 

反應產生泡沫最高高度 

單位：(公分) 

生 

肉 

類 

豬肉 26 6.0 5.5 

豬皮 25 5.0 3.5 

雞肉 23 3.0 3.5 



10 
 

熟 

肉 

類 

豬肉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豬皮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雞肉 室溫ぬ無反應ね 無反應 

結果：生肉加入雙氧水有反應，烹煮後的肉類均無反應。 

 

研究二：Young Young知你心！ 
探討ㄧ：探討生蔬果、生肉類與雙氧水使用量有無關係 

步驟：一、取出透明塑膠瓶用筆標示出其生蔬果、生肉類之名稱備用。 

          ぬ如下表六所示ね 

      二、將洗碗精與水調配出ぬ1：1ね比例之水溶液 800ml，用量筒量取 20ml   

          倒入步驟ㄧ透明塑膠瓶中。 

      三、由研究ㄧ之探討一、四中挑選反應較佳之生蔬果、生肉類。利用 

          天平分別秤取生蔬果、肉類各 5g放入步驟二透明塑膠瓶中。 

      四、量筒量取雙氧水 20ml再倒入步驟三透明塑膠瓶中。 

      五、依照下表六所示之觀察紀錄項目，觀察紀錄之 

          (ㄧ)反應最高溫度：觀察記錄反應過程中所產生的最高溫度將其記錄 

              於下表六中。 

          (二)反應產生泡沫最高高度：觀察記錄反應過程中所產生的泡沫最高 

              高度將其記錄於下表六中。 

          (三)室溫：20度 

          (四)反應溫度差：反應最高溫度-室溫 

紀錄 

表六 

種類 
名稱 

反應最高溫度 
單位：(度) 

反應溫度差 
單位：(度) 

反應產生泡沫最高 
高度 

單位：(公分) 

雙氧水 

使用量 

單位：(毫公升) 

20毫公升 

花椰菜 27.0 7.0 6.0 

菠菜 27.0 7.0 7.8 

生薑 26.0 6.0 5.5 

紅蘿蔔 26.0 6.0 5.4 

高麗菜 27.0 7.0 5.0 

香蕉 22.0 2.0 3.0 

桃子 23.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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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 22.0 2.0 2.7 

李子 21.0 1.0 2.0 

豬肉 26 6.0 5.5 

豬皮 25 5.0 3.5 

雞肉 23 3.0 3.5 

30毫公升 

花椰菜 27.0 7.0 8.7 

菠菜 27.0 7.0 11.0 

生薑 26.0 6.0 7.8 

紅蘿蔔 26.0 6.0 7.6 

高麗菜 27.0 7.0 7.2 

香蕉 22.0 2.0 3.0 

桃子 23.0 3.0 4.0 

番茄 22.0 2.0 3.8 

李子 21.0 1.0 1.8 

豬肉 26 6.0 9 

豬皮 25 5.0 5.2 

雞肉 23 3.0 4.9 

40毫公升 

花椰菜 27.0 7.0 11.5 

菠菜 27.0 7.0 15.8 

生薑 26.0 6.0 10.8 

紅蘿蔔 26.0 6.0 10.7 

高麗菜 27.0 7.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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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 22.0 2.0 6.2 

桃子 23.0 3.0 6.1 

番茄 22.0 2.0 5.5 

李子 21.0 1.0 3.5 

豬肉 26 6.0 11.5 

豬皮 25 5.0 7.2 

雞肉 23 3.0 7.2 

結果：ㄧ、雙氧水越多所產生的泡沫越多，反應時間越久。 

      二、肉類與雙氧水反應所產生的泡沫較生蔬果為多。 

 

探討二：探討生蔬果、生肉類放置時間天數與雙氧水產生反應之情形 

步驟：一、由研究一之探討一、四中挑選與雙氧水反應較佳之生蔬果及肉類再加以 

探討。 

      二、取出透明塑膠瓶用筆標示出其生蔬果、生肉類之名稱備用。 

      三、將洗碗精與水調配出ぬ1：1ね比例之水溶液 800ml，用量筒量取 20ml   

          倒入步驟二透明塑膠瓶中。 

      四、將生蔬果、生肉類利用天平秤取 5g放入步驟二透明塑膠瓶中。 

      五、量筒量取雙氧水 20ml再倒入步驟三透明塑膠瓶中。 

      六、依照下表七所示之觀察紀錄項目，觀察紀錄之。 

          (ㄧ)反應最高溫度：觀察記錄反應過程中所產生的最高溫度將其記錄 

              於下表七中。 

          (二)反應產生泡沫最高高度：觀察記錄反應過程中所產生的泡沫最高 

              高度將其記錄於下表七中。 

          (三)室溫：20度 

          (四)反應溫度差：反應最高溫度-室溫 

紀錄 

表七 

種類名稱 
反應最高溫度 
單位：(度) 

反應溫度差 
單位：(度) 

反應產生泡沫最高高度 
單位：(公分) 

放置天數 
單位：
(天) 

一天 

花椰菜 27.0 7.0 6.0 

菠菜 27.0 7.0 7.8 

生薑 26.0 6.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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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蘿蔔 26.0 6.0 5.4 

高麗菜 27.0 7.0 5.0 

香蕉 22.0 2.0 3.0 

桃子 23.0 3.0 3.0 

番茄 22.0 2.0 2.7 

李子 21.0 1.0 2.0 

豬肉 26 6.0 5.5 

豬皮 25 5.0 3.5 

雞肉 23 3.0 3.5 

二天 

花椰菜 27.0 7.0 4.8 

菠菜 27.0 7.0 5.5 

生薑 26.0 6.0 4.0 

紅蘿蔔 26.0 6.0 4.2 

高麗菜 27.0 7.0 3.8 

香蕉 22.0 2.0 2.5 

桃子 23.0 3.0 2.4 

番茄 22.0 2.0 2.1 

李子 21.0 1.0 1.6 

豬肉 26 6.0 4.6 

豬皮 25 5.0 2.8 

雞肉 23 3.0 2.8 

三天 花椰菜 27.0 7.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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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菜 27.0 7.0 2.7 

生薑 26.0 6.0 2.7 

紅蘿蔔 26.0 6.0 2.3 

高麗菜 27.0 7.0 2.1 

香蕉 22.0 2.0 1.6 

桃子 23.0 3.0 1.6 

番茄 22.0 2.0 1.2 

李子 21.0 1.0 1.1 

豬肉 26 6.0 2.8 

豬皮 25 5.0 1.7 

雞肉 23 3.0 1.8 

結果：ㄧ、生蔬果、肉類存置的時間越長，其與雙氧水之反應情形越來越不佳，且 

          其所產生的泡沫相對也越來越少。 

      

 

 

 

 

 

 

研究三：Young Young熱包 
探討ㄧ：定量有機培養土與不同重量鐵粉之反應情形うH2O2熱包え 

步驟：一、奇異筆在 6號夾鏈袋上分別標出如下表八所示之鐵粉、有機培養土之重 

量，備用。 

二、利用磅秤分別秤取鐵粉 10g、20g、30g、40g、50g裝入步驟一的夾鏈袋 

中。 

      三、利用磅秤分別秤取有機培養土 20g再裝入步驟二的夾鏈袋中，並充 

          分攪拌使鐵粉與有機培養土均勻混合。 

      四、量筒量取雙氧水 10ml倒入步驟三，並用玻璃棒攪拌，放入溫度計測 

          其溫度變化，再將最高溫度紀錄於下表八中。う如圖 A、B所示。え 

研究主題二 

在研究主題一我們有驚人發現，雙氧水與土壤之ま有機培養土み交互

作用過程中竟會釋放出高ま熱み。我們決定將此ま熱み能充分運用、設計為

ま熱包み，並探討其使用性、可行性、便利性與重複使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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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紀錄步驟四的溫度降至室溫時間於下表八中。う室溫：約 20度え 

  
紀錄： 

表八 溫度降至室溫時間 
單位：(分) 

反應最高溫度 
單位：(度) 

有
機
培
養
土
重
量 

鐵
粉
重
量 

測量次數 平
均
反
應
時
間 

測量次數 
平
均
溫
度 

1 2 3 4 5 1 2 3 4 5 

20g 

10g 60 59 61 63 62 61.0 70 75 72 73 72 72.4 

20g 59 65 59 65 59 61.4 87 83 86 83 85 84.8 

30g 58 64 58 64 58 60.4 84 90 87 85 88 86.8 

40g 61 63 61 63 61 61.8 85 86 87 86 85 85.8 

50g 60 65 60 65 60 62.0 85 84 83 84 83 83.8 

結果：ㄧ、反應過程中溫度急速上升至至少 80度左右。 

      二、當溫度達到最高溫度後，熱包溫度就會急速下降。 

      三、熱包溫度下降至 50度左右，其溫度下降速度卻變為極度緩慢。 

      四、當鐵粉重量增加時，反應效率更激烈，並快速釋出水蒸汽。 

      五、當有機培養土重量不變，鐵粉重量成倍數增加時，其產生反應最高溫度 

          未有明顯差異之變化。 

 

圖 A 圖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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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二：定量鐵粉與相異重量有機培養土之反應情形うH2O2熱包え 

步驟：一、奇異筆在 6號夾鏈袋上標出如下表九所示鐵粉、有機培養土之重量。 

      二、利用磅秤分別秤取有機培養土 20g、30g、40g、50g、60g裝入步驟 

          ㄧ的夾鏈袋中。 

      三、利用磅秤分別秤取鐵粉 20g再裝入步驟二的夾鏈袋中，並充分攪拌 

          使鐵粉與有機培養土均勻混合。う如圖 C所示え 

      四、量筒量取雙氧水 10ml倒入步驟三，並用玻璃棒攪拌，放入溫度計測 

          其溫度變化，再將最高溫度紀錄於下表九中。 

      五、紀錄步驟四的溫度降至室溫時間於下表九中。う室溫：約 20度え 

 

 
 

紀錄： 

表九 溫度降至室溫時間 

單位：(分) 

反應最高溫度 

單位：(度) 

鐵

粉

重

量 

有

機

培

養

土

重

量 

測量次數 平

均

反

應

時

間 

測量次數 
平

均

溫

度 
1 2 3 4 5 1 2 3 4 5 

20g 

20g 59 65 59 65 59 61.4 87 83 86 83 85 84.8 

30g 90 95 94 95 91 93.0 68 70 72 72 73 71.0 

40g 93 95 95 94 93 94.0 65 68 66 68 63 66.0 

50g 92 98 95 98 91 94.8 63 63 65 60 61 62.4 

60g 95 103 100 103 92 98.6 62 62 61 63 62 62.0 

圖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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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ㄧ、鐵粉重量不變時，有機培養土重量成倍數增加時，當加入雙氧水後其 

          反應速率減緩，且其反應最高溫度隨著有機土的增加而略顯下降一點 

點。 

      二、反應溫度降至室溫之平均與探討一相差約 20分鐘。 

 

探討三：まYoung Young熱包み可否重複使用うH2O2熱包え 

步驟：一、將探討ㄧ反應後之熱包(鐵粉 10g、有機培養土 20g)，量取雙氧水 10ml 

倒入，並用玻璃棒攪拌，放入溫度計測其溫度變化，再將最高溫度紀錄 

於下表十中。 

      二、紀錄重複步驟一的溫度降至室溫時間於下表十中。う室溫：約 20度え 

紀錄： 

表十 

重複次數 

溫度降至 

室溫時間 

單位：(分) 

反應最高溫度 

單位：(度) 
反應情形 

鐵粉

重量 

10g 

有

機

培

養

土

重

量

20g 

1 59 70 較和緩 

2 62 68 相當劇烈ぬ非常危險ね 

3 60 70 非常劇烈ぬ非常危險ね 

4 61 69 超級劇烈ぬ非常危險ね 

5 58 71 超級劇烈ぬ非常危險ね 

平均 60.0 69.6  

結果：ㄧ、反應過程中溫度急速上升至大約 70度左右。 

      二、當溫度達到最高溫度後，暖暖包溫度立刻急速下降。 

      三、熱包溫度下降至 50度左右其溫度下降速度又變為極度緩慢。 

      四、當重複加入雙氧水第二次、第三次時 ，反應速率更激烈，快速釋出氣 

          體，而反應物有快衝出夾鏈袋的情形。 

      五、重覆第二次之後非常危險，若要當熱包使用需再考量安全性。 

 

研究四：Young Young熱包的新衣 
探討一：探討使用日常生活中可取得之容器做為熱包之裝置容器 

步驟：一、奇異筆在大、小鋁箔夾鏈袋，回收鋁箔罐裝飲料罐、鋁箔袋裝飲料罐上 

標出如下表十一所示鐵粉、有機培養土之重量各 5個備用。 

      二、利用磅秤分別秤取鐵粉 10g、有機培養土 10g裝入下表所示的容器中， 

並充分攪拌使鐵粉與有機培養土均勻混合。 

      三、量筒量取雙氧水 10ml倒入步驟二，並用玻璃棒攪拌，放入溫度計測 

          其溫度變化，再將最高溫度紀錄於下表十一中。う如圖 D、E、F、G所示え 

      四、紀錄步驟三的溫度降至室溫時間於下表十一中。う室溫：約 20度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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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 

圖 G 

圖 F 

圖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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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 

表十一 
有機培養土重量 10g 
鐵粉重量 10g 

容器名稱 

溫度降至室溫時間 
單位：(分) 

反應最高溫度 
單位：(度) 

測量次數 平
均
反
應
時
間 

測量次數 
平
均
溫
度 

1 2 3 4 5 1 2 3 4 5 

塑膠透明
夾鏈袋 

54 58 59 56 55 56.4 84 86 85 84 82 84.2 

鋁箔夾鏈
袋(小) 

137 123 113 117 127 123.4 88 78 85 78 83 82.4 

鋁箔夾鏈
袋(大) 

126 123 113 111 126 119.8 78 80 80 85 81 80.8 

鋁箔袋裝
飲料罐 

129 121 111 118 124 120.6 85 88 85 80 86 84.8 

鋁箔罐裝
飲料罐 

139 121 114 107 128 121.8 85 81 80 86 83 83 

結果：ㄧ、反應過程中溫度急速上升至大約 80度左右；但當溫度達到最高溫度後，  

熱包溫度立刻急速下降。當熱包溫度下降至 50度左右其溫度下降速度又 

變為極度緩慢。 

      二、重複測量熱包反應溫度時，當重複測試第二次、第三次時 ，其反應過程 

更激烈並快速釋出氣體，而反應物和部分培養土有快衝出容器開口的情 

形。 

      三、重覆第二次後其反應速率快速且較危險，若要當熱包使用則需再測試最 

佳比例配方。 

 

探討二：探討使用日常生活中可取得之容器做為熱包之裝置容器可否重複使用 

步驟：一、奇異筆在大、小鋁箔夾鏈袋，回收鋁箔罐裝飲料罐、鋁箔袋裝飲料罐上 

標出如下表十二所示鐵粉、有機培養土之重量各 5個備用。 

      二、利用磅秤分別秤取鐵粉 10g、有機培養土 10g裝入下表所示的容器中， 

並充分攪拌使鐵粉與有機培養土均勻混合。 

      三、量筒量取雙氧水 10ml倒入步驟二，並用玻璃棒攪拌，放入溫度計測 

          其溫度變化再將最高溫度、反應狀態紀錄於下表十二、十三中。 

う如圖 H、I所示え 

      四、紀錄重複步驟三的溫度降至室溫時間於下表十二中。う室溫：約 23度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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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 

表十二 
有機培養土重量 10g 
鐵粉重量 10g 

容器名稱 

溫度降至室溫時間 
單位：(分) 

反應最高溫度 
單位：(度) 

重複次數 平
均
反
應
時
間 

重複次數 
平
均
溫
度 

1 2 3 4 5 1 2 3 4 5 

塑膠透明
夾鏈袋 

56 54 55 54 57 55.2 83 85 82 85 88 84.6 

鋁箔夾鏈
袋(小) 

123 119 111 116 125 118.8 89 82 82 80 81 82.8 

鋁箔夾鏈
袋(大) 

123 120 112 112 124 118.2 80 82 81 84 83 82.0 

鋁箔袋裝
飲料罐 

130 123 113 120 126 122.4 87 82 86 83 85 84.6 

鋁箔罐裝
飲料罐 

118 118 115 111 124 121.2 82 85 83 82 84 83.2 

圖 I 圖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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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有機培養土重量 10g 
鐵粉重量 10g 

容器名稱 容器容積 反應情形 反應狀態 

塑膠透明
夾鏈袋 

550ml 

當重複加入雙氧水第二次、第三次時 ，反應速

率更激烈，且快速釋出氣體，而造成部分反應

物衝出夾鏈袋的情形。 

非常劇烈 

鋁箔夾鏈
袋(小) 

450ml 

當重複加入雙氧水第二次、第三次時 ，反應速

率更激烈，且快速釋出氣體，而造成部分反應

物衝出夾鏈袋的情形。 
非常劇烈 

鋁箔夾鏈
袋(大) 

2100ml 

當重複加入雙氧水第二次、第三次時 ，反應速

率稍激烈，且快速釋出氣體，未有反應物衝出

夾鏈袋的情形う可能因鋁箔夾鏈袋內部空間足

夠讓雙氧水與有機培養土反應的生成物佔據え。 

相當劇烈 

鋁箔袋裝
飲料罐 

180ml 

當重複加入雙氧水第二次、第三次時 ，反應速

率更激烈，且快速釋出氣體，而造成部分反應

物持續衝出鋁箔袋裝飲料罐的罐口，直至溫度

下降至 50℃時才漸緩和。 

超級劇烈 

鋁箔罐裝
飲料罐 

500ml 

當重複加入雙氧水第二次、第三次時 ，反應速

率更激烈，且快速釋出氣體，未造成部分反應

物衝出鋁箔罐裝飲料罐口的情形う可能因鋁箔

罐裝飲料罐內部空間足夠讓雙氧水與有機培養

土反應的生成物佔據え。 

相當劇烈 

結果：ㄧ、當重複使用時，不論是何種容器，其反應過程均是相當激烈。 

二、不論容器開口大小均有噴出的危險性；但當容器的容積較大時，其生成 

物欲噴出的狀態相對降低。 

 

研究五：まYuong Youngみ完美比例 
探討：探討鐵粉、有機培養土、雙氧水的最佳比例 

步驟：一、由ま研究四 Young Young熱包之新衣之探討二み中選擇最佳可 

用之容器ん鋁箔罐裝飲料罐ゐ為此研究的容器。 

二、利用磅秤分別秤取鐵粉 10g、有機培養土 10g裝入(表十四)所示的容器 

中，並充分攪拌使鐵粉與有機培養土均勻混合。 

      三、量筒量取雙氧水 5ml倒入步驟二，並用玻璃棒攪拌，放入溫度計測 

          其溫度變化，再將最高溫度紀錄於表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中。 

      四、紀錄步驟三的溫度降至室溫時間於表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中。 

う室溫：約 20度え 

五、重複步驟二~四，雙氧水的容量依照表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所示分別 

加入ん鋁箔罐裝飲料罐ゐ內，並觀察其反應情形。う如圖 J、K所示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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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 

鐵粉重量 10g/有機培養土重量 10g /H2O2 5ml                         (表十四) 

重複次數 
溫度降至室溫時間 

單位：(分) 

反應最高溫度 

單位：(度) 
反應情形 

1 116 41 較和緩 

2 113 38 較和緩 
3 111 40 較和緩 
4 119 39 較和緩 
5 115 42 較和緩 
平均 114.8 40  

 

  

圖 K 圖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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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粉重量 10g/有機培養土重量 10g /H2O2 10ml                        (表十五) 

重複次數 
溫度降至室溫時間 

單位：(分) 

反應最高溫度 

單位：(度) 
反應情形 

1 116 87 較劇烈 

2 113 82 較劇烈 
3 111 86 較劇烈 
4 119 83 較劇烈 
5 115 85 較劇烈 
平均 121.2 83.2  

 

鐵粉重量 10g/有機培養土重量 10g /H2O2 20ml                        (表十六) 

重複次數 
溫度降至室溫時間 

單位：(分) 

反應最高溫度 

單位：(度) 
反應情形 

1 149 30 較和緩 
2 150 31 較和緩 
3 138 35 較和緩 
4 145 36 較和緩 
5 141 33 較和緩 
平均 144.6 33  

 

鐵粉重量 10g/有機培養土重量 10g /H2O2 30ml                        (表十七) 

重複次數 
溫度降至室溫時間 

單位：(分) 

反應最高溫度 

單位：(度) 
反應情形 

1 146 80 
先和緩 42分時反

應溫度突然升高 

2 150 85 
先和緩 50分時反

應溫度突然升高 

3 145 81 
先和緩 46分時反

應溫度突然升高 

4 149 78 
先和緩 45分時反

應溫度突然升高 

5 142 79 
先和緩 45分時反

應溫度突然升高 
平均 146.4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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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一、(表十四)、(表十六)所示之反應較和緩，(表十五)所示之反應較劇烈，  

而(表十七)所示之反應是無法掌控的 

二、由表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之記錄可得知ん雙氧水ゐ和ん有機培養土ゐ 

的最佳比例為ま鐵粉重量 10g/有機培養土重量 10g /H2O2 5mlみ其安全度 

較高。 

 

柒、研究結果 

      研究ㄧ：瞞不過まYuong Youngみ 
      探討一：探討未加熱、加熱素材與雙氧水之交互作用 

      ㄧ、生蔬果加入雙氧水後以葉菜根莖類反應較快且強烈，所產生的泡沫較多， 

         而果實類則反應較差且慢。 

      二、加熱烹煮生蔬果加入雙氧水後葉菜根莖類、果實類均無反應。 

三、當 H2O2加入土壤之壤土、有機培養土後，均有放熱反應，尤其是ん有機 

培養土ゐ其反應放出之ま熱み最高溫度至少高達 80度。 

 

      探討二：探討加工醃製蔬果、加熱烹煮加工醃製蔬果與雙氧水之反應 

      ㄧ、加工醃製過的蔬果加入雙氧水無反應。 

      二、烹煮加工醃製過的蔬果再加入雙氧水無反應。 

 

      探討三：探討ま市售罐裝果汁、現打果汁み與ま加熱烹煮市售罐裝果汁、現打 

              果汁み與雙氧水之反應 

      ㄧ、市售罐裝果汁加入雙氧水無反應。 

      二、現打果汁加入雙氧水有些微反應，且反應速度慢。 

      三、烹煮市售罐裝果汁、現打果汁後再加入雙氧水均無反應。 

 

      探討四：探討生、熟肉類與雙氧水之反應 

      ㄧ、生肉加入雙氧水有反應。 

      二、經加熱烹煮熟後之肉類，再加入雙氧水無反應。 

       

研究二：まYuong Youngみ知你心！ 
      探討ㄧ：探討生蔬果、生肉類與雙氧水使用量有無關係 

      ㄧ、雙氧水越多所產生的泡沫越多。 

      二、肉類與雙氧水反應所產生的泡沫較生蔬果為多。 

 

      探討二：探討生蔬果、生肉類放置時間天數與雙氧水產生反應之情形 

      ㄧ、生蔬果、肉類放置的時間越久，與雙氧水之反應情形越來越不佳，且 

          其所產生的泡沫也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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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三：まYuong Youngみ熱包 
      探討ㄧ：定量有機培養土與不同質量鐵粉之反應情形うH2O2熱包え 

      ㄧ、反應過程中溫度急速上升至至少 80度左右。 

      二、當溫度達到最高溫度後，暖暖包溫度立刻急速下降。 

      三、暖暖包溫度下降至 50度左右其溫度下降速度又變為極度緩慢。 

      四、當鐵粉重量增加時，反應效率更激烈，快速產生釋出水蒸汽。 

      五、當鐵粉重量增加，有機培養土重量不變時，其產生溫度未有任何變化。 

 

      探討二：定量鐵粉與相異重量有機培養土之反應情形うH2O2熱包え 

      ㄧ、鐵粉重量不變，有機培養土重量成倍數增加時，當加入雙氧水後其 

          反應速率減緩，且其反應最高溫度隨著有機土培養土的增加而下降。 

      二、反應時間時間與探討一相較之下無任何明顯變化。 

 

      探討三：まYoung Young熱包み可否重複使用うH2O2熱包え 

      ㄧ、反應過程中溫度急速上升至至少 80度左右。 

      二、當溫度達到最高溫度後，暖暖包溫度立刻急速下降。 

      三、暖暖包溫度下降至 50度左右其溫度下降速度又變為極度緩慢。 

      四、當重複加入雙氧水第二次、第三次時 ，反應速率更激烈，快速產生 

          釋出氣體，而反應物有快衝出佳鏈袋之象。 

      五、重覆第二次之後非常危險，若要當暖暖包使用需再考量安全性。 

 

研究四：まYuong Youngみ熱包之新衣 
探討一：探討使用日常生活中可取得之容器做為熱包之裝置容器 

ㄧ、反應過程中溫度急速上升至大約 80度左右；當溫度達到最高溫度後，  

熱包溫度立刻急速下降。當熱包溫度下降至 50度左右其溫度下降速度又 

變為極度緩慢。 

     二、重複測量熱包反應溫度時，當重複測試第二次、第三次時 ，其反應過程 

更激烈並快速釋出氣體，而反應物和部分培養土有快衝出容器開口情

形。 

     三、重覆第二次後其反應速率快速且較危險，若要當熱包使用則需再測試最 

         佳比例的配方。 

 
探討二：探討使用日常生活中可取得之容器做為熱包之裝置容器可否重 

             複使用 

ㄧ、當重複使用時，不論是何種容器，其反應過程均是相當激烈。 

二、不論容器開口大小均有噴出的危險性；但當容器的容積較大時，其生成 

 物欲噴出的狀態相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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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五：まYuong Youngみ完美比例 
探討：探討鐵粉、有培養土、雙氧水的最佳比例. 

一、(表十四)、(表十六)所示之反應較和緩，(表十五)所示之反應較劇烈，  

         而(表四)所示之反應是無法掌控的 

二、由表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之記錄可得知ん雙氧水ゐ和ん有機培養土ゐ 

         的最佳比例為ま鐵粉重量 10g/有機培養土重量 10g /H2O2 5mlみ其安全 

         度較高。 

 

捌、研究結論 
    ㄧ、雙氧水在ㄧ般自然情況下也會慢慢分解出氧氣和水，若在雙氧水中加 

        入酵素或是其他催化劑，則可迅速分解出氧氣和水。故此研究可 

        運用雙氧水與天然催化劑再加入洗碗精水溶液，視其反應產生泡沫量 

        去判別研究材料的新鮮度。 

 

    二、在實驗操作中發現，當雙氧水加入生蔬果或生肉類時其反應速率非常快， 

        但是隨著時間的增加，其反應速率越趨於平緩。 

 

    三、當果實類、肉類材料與雙氧水反應時，果實類所產生的泡沫較少，其可能

原因： 

       うㄧえ果實類的研究材料中的酵素量較少，所以所產生的泡沫較少。 

       う二え果實類易與氧產生反應而發生氧化作用，而此作用遠比果實類催化 

             作用較強。 

       う三え肉類不易與氧產生反應而發生氧化作用，而此作用遠比肉類催 

             化作用較弱。 

 

    四、研究ㄧ的研究可知 

       うㄧえ生蔬果、生肉加入雙氧水均會產生泡沫，由此可推知這些研究材 

             料內含可使雙氧水快速分解之物質。 

       う二え加工過蔬果、加熱烹煮蔬果、加熱烹煮肉類加入雙氧水後均未產 

             生泡沫，結合上述可推知這些研究材料內含可使雙氧水快速分解 

             之物質已經蕩然無存了。 

       う三え由研究ㄧ中得知，市售果汁標榜新鮮原汁，但加入雙氧水後 

             均無泡沫產生，與現打果汁相較之下其是否為新鮮原汁，其真實 

             性值待考證。 

    五、ま雙氧水與有機物み在反應過程中會有放熱之現象，故運用此ㄧ特性自 

         製まYoung Young熱包み。 

       うㄧえまYoung Young熱包み之反應溫度、熱度停留時間實可行之。 

       う二えまYoung Young熱包み可重複，但再重複第二次後其反應過程相 

            當激烈且有噴出之虞，故其安全性需再重新考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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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在ま研究四、五み中可以得知 

 うㄧえ日常生活中不起眼、隨手可得ん鋁箔罐裝飲料罐ゐ卻是此次研究中最 

       佳主角，且其溫度保持時間可以持續達 100分鐘以上。 

       う二え當調配出ま鐵粉重量 10g/有機培養土重量 10g /H2O2 5mlみ再裝入 

            ん鋁箔罐裝飲料罐ゐ作為熱包的包裝材料，實屬完美比例，讓熱 

             包溫度不至於達到 80℃以上的高溫。而其容積更是適合如此的調 

             配比例，反應過程所產生的氣體更可由開口逸散出，而達到安全 

             使用之範疇。 

       う三え此研究ま熱包み實屬可以讓我們日常生活中隨手丟棄的物品 

             可回收重複再利用，與市售ま暖暖包─用後即丟棄無法重複使 

             用み間接的製造環境問題，實屬ま為地球盡一份心力み。 

 

玖、配合研究相關課程 
ㄧ、國小三上自然與生活科技→う康軒版 第一、三單元え 
二、國小三下自然與生活科技→う康軒版 第一、二單元え 
三、國小五上自然與生活科技→う康軒版 第二單元え 

四、國小五下自然與生活科技→う康軒版 第二單元え 

五、國小六上自然與生活科技→う康軒版 第一單元え 

六、國小六下自然與生活科技→う康軒版 第二單元え 

 

拾、研究參考資料 
ㄧ、水果酵素 www.yiu2.com 
二、保健 168 www.wix.com/jr0088/eztolife - PChome 個人新聞台 
三、食物酸鹼值知多少?www.chenshi.com.tw/Main 
四、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直說講義  高昇出版社 
五、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ぬ超級翰將ね 翰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拾壹、研究未來展望 
        ㄧ、探討蔬果、肉類體積大小與雙氧水之交互作用及產物生成量。 

        二、雙氧水熱包袋子材質之篩選及重複使用時之安全性設計。 

        三、改善熱包保溫持久度。 

http://tw.wrs.yahoo.com/_ylt=A8tUwYmM.4lNK3oAhe5r1gt.;_ylu=X3oDMTBydTdmYjgy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3MQR2dGlkAw--/SIG=118i6mtlh/EXP=1300910060/**http%3a/www.yiu2.com/
http://tw.wrs.yahoo.com/_ylt=A8tUwYmM.4lNK3oAhe5r1gt.;_ylu=X3oDMTBydTdmYjgy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3MQR2dGlkAw--/SIG=118i6mtlh/EXP=1300910060/**http%3a/www.yiu2.com/
http://www.chenshi.com.tw/Main_05_02.asp?upno=&kd_no=K0006&km_no=K000000677


そ評語た080213  

研究議題分散，或可集中一些。但在熱包之研究頗有特色，若

能克服安全問題う氧氣爆炸え或可應用於食物加熱上。包裝材料之

選用過程頗合科學精神。有機培養土與雙氧水應用之原因如能再深

入探討當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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