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第 59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作品說明書 
 

 

國小組  化學科 
 

(鄉土)教材獎 
 

080216-封面 

美得冒泡 
   

學校名稱：雲林縣臺西鄉崙豐國民小學 

作者： 指導老師： 

小六 徐韡軒 

小六 吳睿穎 

小六 黃奕靜 

小六 林家榆 

張毓芝 

陳畇棋 

 

關鍵詞：碳酸鈣、鹽酸、氣泡 

E:\中小科展_58屆\排版\080216-封面 



1 

摘要 

    實驗一與二是透過不同顆粒大小的文蛤殼粉末、小顆粒、殼加入無煙鹽酸及 37%鹽

酸中去了解其溶解冒泡情形及速度。而實驗三是將文蛤殼、香螺殼、牡蠣殼和粉筆研磨，

並加入 37％的鹽酸中去觀察其冒泡情形與速度快慢。從實驗一得知，無煙鹽酸與文蛤殼

粉末反應的冒泡情況最強烈，文蛤殼顆粒次之，完整的文蛤殼冒泡的最平緩。從實驗二，

我們發現實驗二的氣泡生成反應明顯高於實驗一，冒泡反應時間較長，最後溶液顏色也

不相同。從實驗三的結果得知氣泡生成的反應以香螺粉末最明顯，文蛤殼粉末次之，接

著是牡蠣殼粉末，而粉筆粉末的氣泡生成反應最為平緩，只產生了一些小氣泡。另外，

冒泡時間長短則是粉筆粉末＜香螺殼粉末＜文蛤殼粉末＜牡蠣殼粉末。 

 

 

壹、研究動機 

 打掃時，總會發現洗手臺上方會有青苔，有時不管怎麼用力刷，都刷不掉，於是我們便

請教老師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老師聽完我們的問題後，並拿出打掃廁所時使用的

鹽酸，並將它淋在長滿青苔的洗手臺，此時，我們發現洗手臺冒出了許多泡泡，而且還伴隨

著沙沙沙的聲音，等泡泡消失後，原本頑固的青苔竟然都消失了！我們好奇的問老師說：「為

什麼鹽酸加到洗手臺上會產生泡泡？而且原本髒髒的部份為什麼會消失啊？」老師回答說：

「因為我們的洗手臺是磨石子材質，裡頭含有碳酸鈣成份，當碳酸鈣與鹽酸結合時，就會產

生氣泡。」我們覺得這種冒泡現象很美麗也很有趣，感覺很像小型的火山爆發一樣，於是便

上網查詢生活中哪些物質含有碳酸鈣成份，若是將鹽酸加在那些物質上面，不知道冒泡的速

率會不會有所差異？所以我們就請老師教我們做這個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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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首先我們探討含有碳酸鈣的物質之顆粒大小與鹽酸結合時，冒泡速率是否有差異；接著，

我們又研究含有碳酸鈣的物質之顆粒大小與不同濃度的鹽酸結合時，冒泡速率是否有差異；

最後我們又探究含有碳酸鈣的不同物質與鹽酸結合冒泡的速率是否有差異。至於詳細的研究

目的條列如下： 

一、當文蛤殼與一般市售的無煙鹽酸結合，其顆粒大小與冒泡速率的關係為何。 

二、當文蛤殼與 37％鹽酸結合，不同濃度的鹽酸與冒泡速率的關係為何。 

三、當文蛤殼粉末、香螺殼粉末、牡蠣殼粉末和粉筆粉末與實驗室專用的鹽酸結合，不

同碳酸鈣含量的物質與冒泡速率的關係為何。  

 

参、研究設備及器材 

本實驗所使用的設備及器材如表 1 所示。 

 

表 1 實驗器材 

編號 名稱 數量 編號 名稱 數量 

1 文蛤殼 數個 9 3 公斤電子秤 1 個 

2 香螺殼 1 個 10 塑膠杯 6 個 

3 牡蠣殼 1 個 11 無煙鹽酸 1 瓶 

4 粉筆 1 根 12 37%鹽酸1 1 瓶 

5 50 毫升量筒 1 個 13 玻棒 3 根 

6 100 毫升小燒杯 1 個 14 刮杓 4 根 

7 臼杵 1 組 15 小塑膠瓶 6 個 

8 篩網 1 個 16 數位相機 1 臺 

                                                 
1 本實驗會使用到實驗室專用的鹽酸，因其會冒煙且具有危險性，所以實驗進行時老師全程從旁協助，並請所

有實驗人員戴上口罩，打開窗戶和電風扇，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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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實驗一】將文蛤殼研磨成不同的顆粒大小，並加入無煙鹽酸中，觀察其冒泡速率。 

    1.將蒐集到的文蛤殼以漂白水清洗後，於陽光下曬乾。 

    2.將乾燥後文蛤殼利用臼杵將其研磨成文蛤殼顆粒和文蛤殼粉末。 

    3.分別將完整文蛤殼、文蛤殼顆粒和文蛤殼粉末秤重，各秤 3 公克。 

4.將 10 毫升的無煙鹽酸分別放入 3 個塑膠杯中。 

    5.將 3 公克的完整文蛤殼、文蛤殼顆粒文蛤殼粉末分別加入裝有無煙鹽酸的塑膠杯中。 

    6.觀察 3 杯的冒泡情形，並用數位相機錄影起來。 

 

【實驗二】將文蛤殼研磨成不同的顆粒大小，並加入 37％的鹽酸中，觀察其冒泡速率。 

    1.將蒐集到的文蛤殼以漂白水清洗後，於陽光下曬乾。 

    2.將乾燥後文蛤殼利用臼杵將其研磨成文蛤殼顆粒和文蛤殼粉末。 

    3.分別將完整文蛤殼、文蛤殼顆粒和文蛤殼粉末秤重，各秤 3 公克。 

4.將 10 毫升的 37％鹽酸分別放入 3 個塑膠杯中。 

    5.將 3 公克的完整文蛤殼、文蛤殼顆粒文蛤殼粉末分別加入裝有 37％鹽酸的塑膠杯中。 

    6.觀察 3 杯的冒泡情形，並用數位相機錄影起來。 

 

【實驗三】將文蛤殼、香螺殼、牡蠣殼和粉筆研磨成粉末狀，並加入 37％的鹽酸中，觀察其

冒泡速率。 

    1.將蒐集到的文蛤殼、香螺殼和牡蠣殼以漂白水清洗後，於陽光下曬乾。 

    2.將乾燥後文蛤殼、香螺殼和牡蠣殼以及乾淨的粉筆利用臼杵將其研磨成粉末狀。 

    3.分別將文蛤殼粉末、香螺殼粉末、牡蠣殼粉末和粉筆粉末秤重，各秤 3 公克。 

4.將 10 毫升的 37％鹽酸分別放入 4 個塑膠杯中。 

    5.將 3 公克的文蛤殼、文蛤殼顆粒文蛤殼粉末分別加入裝有 37％鹽酸的塑膠杯中。 

    6.觀察 4 杯的冒泡情形，並用數位相機錄影起來。 

 



 4 

伍、研究結果 

 根據前一單元所擬定的實驗研究方式與步驟，我們順利完成相關實驗，並獲致以下具體

研究成果： 

一、文蛤殼顆粒大小與無煙鹽酸的實驗結果 

      從實驗中，我們發現當文蛤殼粉末的冒泡反應最強烈，一開使加入後便產生了許

多氣泡，且整體冒泡維持時間也最短；文蛤殼顆粒的冒泡反應次之，整體冒泡時間第二

短；而完整的文蛤殼冒泡的反應最平緩，整體冒泡時間最長，詳細實驗結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文蛤殼顆粒大小與無煙鹽酸的實驗結果 

名稱 完整文蛤殼 文蛤殼顆粒 文蛤殼粉末 

冒泡時間 約 7 小時後仍有一些

小氣泡生成 

約 5 分鐘後就無小氣

泡生成 

約 2 分鐘後就無小氣

泡生成 

氣泡大小變化 慢慢的一直有小氣泡

生成 

 

開始 

結束 

剛開始產生大氣泡，

接著慢慢變小，最後

無氣泡生成 

開始 

結束 

剛開始產生的氣泡最

大，接著快速變小，

最後無氣泡生成 

開始 

結束 

沉澱物 有，文蛤殼 有，文蛤殼顆粒 有，文蛤殼粉末 

反應後的溶液顏色 淺藍綠色 藍綠色 藍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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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蛤殼顆粒大小與 37％鹽酸的實驗結果 

      為了觀察較明顯的冒泡反應且也希望家如的文蛤殼能反應完全，所以我們將不同

顆粒大小的文蛤殼加進了 37％的鹽酸中。實驗後，我們發現實驗二的氣泡生成反應明顯

高於實驗一，且冒泡反應的時間也較長，實驗後的溶液顏色也不相同。此外，與實驗一

有類似結果的是，氣泡生成的激烈反應則是文蛤殼粉末＞文蛤殼顆粒＞完整文蛤殼，而

冒泡時間長短，仍是文蛤殼粉末＜文蛤殼顆粒＜完整文蛤殼，而詳細實驗結果請看表 3。 

 

表 3 文蛤殼顆粒大小與 37％鹽酸的實驗結果 

名稱 完整文蛤殼 文蛤殼顆粒 文蛤殼粉末 

冒泡時間 約 13 分 26 秒後仍有

一些小氣泡生成，大

約 30 分鐘後，才無氣

泡生成 

約 6 分 27 秒後就無小

氣泡生成 

1. 約 3 分 23 秒後就

無小氣泡生成 

2. 再等待約 10 分鐘

後，所生成的氣泡

約 10 分鐘幾乎都

消失了 

氣泡大小變化 快速的生成小氣泡， 

之後小氣泡仍不斷生

成，一直到文蛤殼完

全溶解為止 

 

開始 

結束 

剛開始產生大氣泡，

接著慢慢變小，最後

無氣泡生成，已生成

的氣泡也差不多消失

了 

開始 

 

結束 

剛開始劇烈產生許多

大氣泡，接著變小，

最後無氣泡生成，已

生成的氣泡會慢慢消

失 

開始 

結束 

沉澱物 無 無 無 

反應後的溶液顏色 淺黃色 金黃色 淺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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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同碳酸鈣物質粉末與 37％鹽酸的實驗結果 

      從實驗一與實驗二的結果中，我們得知當物質的顆粒愈小，加入鹽酸時，其氣泡

生成反應與劇烈程度愈明顯，因此我們便使用文蛤殼粉末、香螺殼粉末、牡蠣殼粉末、

粉筆粉末作為實驗品。如同實驗二，為了觀察較明顯的氣泡生成反應，且希望加入的含

有碳酸鈣物質能完全反應，因此我們也採取使用 37％的鹽酸。實驗結果發現，氣泡生成

的激烈反應以香螺粉末最為明顯，其次為文蛤殼粉末，接著是牡蠣殼粉末，而粉筆粉末

的氣泡生成反應最為平緩，只產生了一些小氣泡。另外，冒泡時間長短則是粉筆粉末＜

香螺殼粉末＜文蛤殼粉末＜牡蠣殼粉末。詳細實驗結果請參考表 4。 

 

 

表 4 不同物質粉末與 37％鹽酸的實驗結果 

名稱 文蛤殼粉末 香螺殼粉末 牡蠣殼粉末 粉筆粉末 

冒泡時間 1. 約 3 分 23 秒

後就無小氣

泡生成 

2. 再等待約 10

分鐘後，所生

成的氣泡幾

乎都消失了 

1. 約 2 分 30 秒後

就無小氣泡生

成 

2. 再等待約 4 分鐘

後，所生成的氣

泡幾乎都消失

了 

1. 約 5分鐘後就無

小氣泡生成 

2. 再等待約 20 分

鐘，所生成的氣

泡幾乎都消失

了 

1. 約 1 分鐘後就無

小氣泡生成 

2. 無生成明顯氣

泡，所以剛生成

的氣泡幾乎馬

上會消失 

氣泡大小

變化 

剛開始快速產生

的氣泡最大，接

著變小，最後無

氣泡生成，已生

成的氣泡會慢慢

消失 

 

剛開始非常劇烈生

成的許多綿密的大

小氣泡，氣泡幾乎

要滿出杯口，接著

氣泡生成反應較不

明顯 

 

剛開始快速的生成

大小氣泡，一段時

間後以生成小氣泡

為主，最後無氣泡

生成，已生成的氣

泡會慢慢消失 

剛開始產生少許的

小氣泡，一下子就

沒有氣泡生成的反

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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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結束 

 

開始 

 

結束 

 

開始 

 

結束 

 

開始 

 

結束 

沉澱物 無 無 無 有，白色沉澱物 

 

反應後的

溶液顏色 

淺灰色 深黃色 灰色 乳白色 

 

陸、討論 

根據前述研究成果顯示，不同濃度的鹽酸與不同的碳酸鈣物質其冒泡反應不盡相同，而

造成這些結果的原因為何？我們將根據前述各項實驗結果資料，進一步分析討論，試圖提出

合理的解釋說明。 

一、 文蛤殼顆粒大小與無煙鹽酸的實驗結果討論 

    根據實驗一研究成果可知，文蛤殼的大小會影響其冒泡速率與反應。一般市售的

無煙鹽酸濃度較低，在實驗上相對安全，所以我們先採用無煙鹽酸進行實驗。當把完

整文蛤殼、文蛤殼顆粒和文蛤殼粉末分別加入無煙鹽酸中，我們可以觀察到這三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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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泡反應是不同的，當文蛤殼的顆粒愈大，氣泡生成的時間愈久，氣泡生成的劇烈反

應也較小，反之，當文蛤科的顆粒愈小，氣泡生成時間愈短，氣泡生成的劇烈反應也

愈大。因此我們便可推論出，當相同溫度，相同無煙鹽酸濃度時，當文蛤殼的顆粒愈

小，與無煙鹽酸的接觸面積愈大，所以氣泡生成的速率愈快、反應也愈明顯。 

 

二、文蛤殼顆粒大小與 37％鹽酸的實驗結果討論 

根據實驗二研究成果顯示，鹽酸的濃度會影響其冒泡速率和反應。因在實驗一中，

我們使用了無煙鹽酸與不同顆粒大小的文蛤殼進行反應，實驗後我們發現塑膠杯中仍

殘留下文蛤殼，我們希望文蛤殼能完全反應完畢（完全溶解），因此便採用了實驗室使

用的 37％鹽酸。當將不同顆粒大小的文蛤殼加入 37％的鹽酸中，我們發現其氣泡生成

的劇烈程度明顯高於實驗一，且因為所有的文蛤殼全都反應完全了，所以氣泡生成的

時間也比實驗一來得久一些。但無論是實驗一還是實驗二，文蛤殼的顆粒愈小，氣泡

生成的速率愈快，氣泡生成反應也愈明顯。因此，比較實驗一與實驗二，我們可以推

論，鹽酸的濃度會影響文蛤殼氣泡生成反應的速率和劇烈程度，當鹽酸濃度愈高，氣

泡反應愈明顯。 

三、不同碳酸鈣物質粉末與 37％鹽酸的實驗結果討論 

根據實驗三，我們發現不同碳酸鈣的物質粉末會影響其冒泡速率和反應。從實驗

三中，我們可以發現，香螺殼粉末的氣泡生成反應程度最為激烈，接著是文蛤殼粉和

牡蠣殼粉，而粉筆粉末的氣泡生成反應不太明顯。但從氣泡生成反應時間中探討，粉

筆粉末卻是最快無生成氣泡反應的，接著依序是香螺殼粉末、文蛤殼粉末和牡蠣殼粉

末。所以，我們推論因粉筆粉末內含碳酸鈣的成份可能較少，所以它很快便與 37％鹽

酸反應完成，因此氣泡生成的時間短，激烈程度也不明顯，最後塑膠杯底部還留有白

色沉澱物。接著，以冒泡反應速率和氣泡生成的激烈程度來看，香螺殼粉末＞文蛤殼

粉末＞牡蠣殼粉末，所以我們又推論香螺殼粉末內含的碳酸鈣含量可能較多，它的冒

泡反應才會較明顯。也就是說，從實驗三的結果中，我們認為物質內的碳酸鈣含量若

較多，與鹽酸結合時其氣泡生成速率愈快，與氣泡生成的劇烈程度也愈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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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我們探討不同顆粒大小、不同鹽酸濃度、不同碳酸鈣含量與氣泡生成反應的關係，具體

結論詳述如下： 

一、不同的顆粒大小會影響氣泡生成的速率與氣泡生成的劇烈程度，當顆粒愈小，氣泡生

成速率愈快，氣泡生成的劇烈程度也愈明顯。 

二、不同的鹽酸濃度會影響氣泡生成的速率與氣泡生成的劇烈程度，當鹽酸的濃度高時，

氣泡生成速率愈快，氣泡生成的劇烈程度也愈明顯。 

三、不同的碳酸鈣含量會影響氣泡生成的速率與氣泡生成的劇烈程度，當碳酸鈣含量愈高

時，氣泡生成速率愈快，氣套生成的劇烈程度也愈明顯。 

 

本次實驗三雖然依據實驗結果推論香螺殼粉末的碳酸鈣含量較高，但如果有較精準的實

驗設備可以檢驗出不同物質的碳酸鈣含量，則有更完善實驗結果。另外，因時間與設備不足，

我們發現實驗後的溶液顏色不太相同，且粉筆粉末的底部有白色的殘留物，若日後有機會可

繼續深入研究探討。 

 

捌、參考資料 

 

 

詹庭綸（2013）。你丟我撿，物盡其用。第 53 屆全國中小學科展作品。 

曾理（2006）。運動學直搗化學速率~從鹽酸與碳酸鈣粉筆的反應中，追縱［H+］與 CO2 

的動態變化。第 45 屆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作品海報 

【評語】080216  

1. 研究貝殼和鹽酸反應，題目有趣，可作為結合地方特色的鄉

土教材。 

2. 參考文獻太少且不夠新，摘要缺乏主題，沒有與以前做過的

研究做比較，研究方法宜加強創意與新元素。 

3. 可增加實驗設計，研究定氣體量與殼粉中的碳酸鈣含量，反

應後的酸鹼性，探討殘存物的成分，衍生的應用。 

4. 粉末顆粒大小應該控制，應可多討論觀察到的反應。 

5. 鹽酸的濃度一定要這麼高嗎？宜使用較低濃度，是否可以使

用醋酸作實驗？ 

6. 使用鹽酸應該特別注意安全，戴口罩和保持通風是應該做的

事，同學操作實驗時，是否戴手套(最好是厚的塑膠手套)及

護目鏡？以及如何處理剩餘的反應溶液(裡面可能還有未反

應的鹽酸)？這些應注意的安全事項，應該特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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