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第 61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作品說明書 
 

排版\030213-封面 

國中組  化學科 
 

 

030213-封面 

薈「植藍」新──萃集植酸作為藍瓶實驗新的

還原劑 
   

學校名稱：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 

作者： 指導老師： 

國二 彭晨睿 

國二 江俊磊 

國二 陳思果 

 

陳信璁 

呂俊賢 

 

關鍵詞：黃豆水、植酸、藍瓶實驗 



 

1 

摘要  

「藍瓶」實驗是利用還原糖加入氫氧化鈉、亞甲藍溶液，使之發生藍色的亞甲藍變成

無色的亞甲藍的氧化還原反應。  

本次探究的起因主要是因為在自製藍瓶實驗所需的葡萄糖過程中意外發現黃豆水中的

植酸有可能與亞甲藍產生氧化還原反應。本次探究主要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份檢測在不

同條件下黃豆水中葡萄糖的濃度，並確認黃豆水中讓亞甲藍變色的主要物質為植酸，第二

部分進一步利用分光光度計測量反應中亞甲藍的透光度，以其數值判斷反應時間， 再以分

光光度計測量固定時間內藍色亞甲藍的變化量（反應速率），藉此探討不同種類的糖類、

不同濃度的糖類、植酸、果糖、氫氧化鈉影響其反應速率的程度。 第三部分以本次研究結

果為基礎延伸其應用價值。 

 

 

 

壹、研究動機 

         在一次學校的社團科學管理社中，我們做了藍瓶實驗，根據標準實驗流程須以葡

萄糖作為還原劑，使溶液發生變色，由於我們對科學的探究精神，決定自己調配出葡萄糖，

取代使用現成的葡萄糖。根據所查的資料，澱粉可以在稀酸中水解出葡萄糖，於是我們嘗試

以黃豆加水的方法製造植酸，並讓它與黃豆內的澱粉反應製造葡萄糖。我們原本以為黃豆水

內的葡萄糖是讓亞甲藍變色的主因，但在實驗中我們卻發現，黃豆水溶液加了本氏液加熱後

竟然沒有變色，結果讓我們很驚訝，並且猜測該不會是「植酸」所造成的結果，因此我們團

隊決定搜集資料並進行一系列的探究來解開到底誰才是讓亞甲藍變色的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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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一、 探討黃豆水使亞甲藍變色的原因 

二、 探討不同濃度的葡萄糖對亞甲藍反應速率、還原至無色時間及反應次數的影響 

三、 探討不同濃度的果糖對亞甲藍反應速率、還原至無色時間及反應次數的影響 

四、 探討不同濃度的植酸對亞甲藍反應速率、還原至無色時間及反應次數的影響 

五、 比較植酸、果糖與葡萄糖對亞甲藍反應速率、反應次數之差異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實驗器材： 

電子秤、碼表、溫度計、刮杓、量筒、滴管、試管刷、燒杯、秤量盤、電磁攪拌器、分

光光度計。   

二、實驗藥品： 

蒸餾水、亞甲藍、氫氧化鈉、植酸、葡萄糖、果糖。 

  溶液配置： 

(一)、葡萄糖水溶液：1M / 0.5M / 0.1M / 0.05M / 0.01M / 0.008M / 0.005M / 

0.002M / 0.001M 

(二)、植酸水溶液  ：0.01M / 0.008M / 0.005M / 0.002M /0.001M 

(三)、果糖溶液    ：0.01M / 0.008M / 0.005M / 0.002M /0.001M 

(四)、氫氧化鈉溶液：5M 

(五)、亞甲藍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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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研究架構 

 

 

二、亞甲藍變色的原理  

      

(圖 1-1) 

 ( 一）當溶液靜置時，氧氣與葡萄糖結合使亞甲藍變成還原態(無色)： 

亞甲藍液（藍色）→ 亞甲藍液（無色）+ 氧氣  

 ( 二）當溶液搖晃時，氧氣與亞甲藍結合使亞甲藍變成氧化態(藍色)： 

亞甲藍液（無色）＋ 氧氣 → 亞甲藍液（藍色） 

  三、利用植酸作為還原劑還原亞甲藍  

    在本實驗中，測量的反應速率是亞甲藍(又稱亞甲基藍)由藍色變為無色(利用儀器測

量)的時間，亞甲藍平時是藍色(氧化態)，葡萄糖是一種還原糖，因此可用來還原亞甲

藍。  我們看到植酸能當還原劑的文獻，討論是否可還原亞甲藍，故在亞甲藍中加入植

酸，利用植酸代替葡萄糖觀察是否能使亞甲藍被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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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測量方法及裝置 

     利用分光光度計測量樣品對單一色光的吸收值。燈源的光線分散成七彩色光，並從中

擷取出某個單一色光，使單一色光穿過樣品之後，以光感測器測量率這個單一色光的衰減程

度，並將此衰減程度量化成數字，接著套用公式將其數據轉換成脫色率。 

公式如下： 

 

      (初始吸收值-剩餘吸收值) 

                 ―――――――――――― × 100% 

       初始吸收值 

 

  五、儀器部分 實驗步驟： 

(一)熱機 30分鐘 

(二)將波長設為亞甲藍主要吸收峰 668nm 

(三)先用純水使分光光度計歸零 

(四)利用微量滴管將樣品吸取並放置到吸收池 

(五)將吸收池置入儀器並蓋上蓋子 

(六)測量初始數值 

(七)每 30秒測量一次數值，每組各測量 20次 

 

六、植酸 C6H18O24P6 

 

(植酸結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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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提到每克的黃豆中所含的植酸量為 1.0~2.3%，我們採用 2.3%來萃取植酸。 

萃取植酸溶液的方式(以下以 0.01M的植酸溶液作為範例)： 

(一)已知植酸的分子量為 660，0.01M(6.6g植酸+993.4的水)，6.6g 植酸需 287克黃豆，換

算後可得 57.4克黃豆+142.6 克的水(0.01M) 

(二)將 57.4克黃豆和 142.6克的水加入並煮至 70°C(其目的是將植酸酶破壞)，密閉且靜置

36小時。 註：市售豆漿為比例 1黃豆:10水，且並無加熱破壞植酸酶。 

       

伍、 研究結果 

一、實驗 1：測量植酸有無含有葡萄糖、澱粉 

植酸濃度：0.002M 

溶液之條配和操作流程： 

1.先取出不同濃度(如上)的植酸溶液 10 毫升。 

2.加入 10毫升本氏液並隔水加熱至煮沸。  

3.加入數滴的碘液並觀察顏色變化。 

實驗結果如下： 

  ↓加入本氏液並煮沸                         ↓加入碘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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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 2-1：測量不同濃度下的葡萄糖，各種溶液至極限吸收值需多久 

葡萄糖濃度：( 1M / 0.5M / 0.1M / 0.05M / 0.01M / 0.005M / 0.001M) 

溶液之條配和操作流程： 

1.先取出不同濃度(如上)的葡萄糖水溶液 10毫升。 

2.加入 10滴的亞甲藍溶液(0.1%)，約為 0.5毫升。 

3.加入 3毫升的氫氧化鈉。 

4.測量樣品從初始吸收值至極限吸收值(指分光光度計數值不再變化的最低數值) 

的秒數。實驗結果如下： 

 

(圖 2-1)各種莫耳濃度葡萄糖溶液至極限吸收值所需秒數 

實驗 2-2  

概略：利用不同濃度的葡萄糖進行藍瓶實驗，接下的樣品初始吸收值為 13毫升的氫氧化鈉

水溶液加入 10滴的亞甲藍。 

溶液之條配和操作流程： 

1. 先取出不同濃度(如上)的葡萄糖水溶液 10毫升 

2. 加入 10滴的亞甲藍溶液(0.1%)，約為 0.5毫升 

3. 加入 3毫升的氫氧化鈉 

4. 每隔 30秒測量一次樣品的吸收值，並用公式轉換成脫色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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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控制變因(濃度) 氫氧化鈉 5M 亞甲藍 0.1% 

操縱變因(濃度) 葡萄糖水溶液 0.01M / 0.008M / 0.005M / 0.002M 

應變變因 不同濃度葡萄糖下，溶液樣品之吸收值 

 

實驗數據如下： 

實驗 2-2：採用各種莫耳濃度葡萄糖溶液並進行藍瓶實驗 

註：480秒~600秒區間變化甚小，因此刪去後部分圖表。 

 

(圖 2-2-1) 各種莫耳濃度葡萄糖溶液之脫色率 

註：480秒~600秒區間變化甚小，因此刪去後部分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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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驗 3 

概略：利用不同濃度的果糖進行藍瓶實驗，接下的樣品初始吸收值為 13毫升的氫氧化鈉水

溶液加入 10滴的亞甲藍。 

溶液之條配和操作流程： 

1. 先取出不同濃度(如上)的果糖水溶液 10 毫升 

2. 加入 10滴的亞甲藍溶液(0.1%)，約為 0.5毫升 

3. 加入 3毫升的氫氧化鈉 

4. 每隔 30秒測量一次樣品的吸收值，並用公式轉換成脫色率 

(表 3-1) 

控制變因(濃度) 氫氧化鈉 5M 亞甲藍 0.1% 

操縱變因(濃度) 果糖水溶液 0.01M / 0.008M / 0.005M / 0.002M /0.001M 

應變變因 不同濃度果糖下，溶液樣品之吸收值 

 

實驗數據如下： 

實驗 3-1：採用各種莫耳濃度果糖溶液並進行藍瓶實驗 

 

(圖 3-1-1) 各種莫耳濃度果糖溶液之脫色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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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 3-2：各種莫耳濃度果糖溶液進行反應次數實驗 

概略：將樣品置入儀器時，觀察其數值，當數值無法快速下降時，將樣品拿出來搖晃 5秒。 

(為了更準確紀錄數值，此部分實驗改為每 10 秒紀錄一次，共計 48 次=6 分鐘) 

 

(圖 3-2-1) 各種莫耳濃度果糖溶液進行反應次數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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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 4 

概略：利用不同濃度的植酸進行藍瓶實驗，接下的樣品初始吸收值為 13毫升的氫氧化鈉水

溶液加入 10滴的亞甲藍。 

溶液之條配和操作流程： 

1. 先取出不同濃度(如上)的植酸水溶液 10 毫升 

2. 加入 10滴的亞甲藍溶液(0.1%)，約為 0.5毫升 

3. 加入 3毫升的氫氧化鈉 

4. 每隔 30秒測量一次樣品的吸收值，並用公式轉換成脫色率 

(表 4-1) 

控制變因(濃度) 氫氧化鈉 5M 亞甲藍 0.1% 

操縱變因(濃度) 植酸酸水溶液 0.01M / 0.008M / 0.005M / 0.002M / 0.001M / 1：10 

應變變因 不同濃度植酸下，溶液樣品之吸收值 

 

實驗數據如下： 

實驗 4-1：採用市售泡黃豆水的比例(1：10)植酸溶液並進行藍瓶實驗 

 

(圖 4-1-1)  1：10植酸之脫色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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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 4-2：採用各種莫耳濃度植酸溶液並進行藍瓶實驗 

 

(圖 4-2-2) 各種莫耳濃度植酸溶液之脫色率 

實驗 4-3：各種莫耳濃度植酸溶液進行反應次數實驗 

概略：將樣品置入儀器時，觀察其數值，當數值無法快速下降時，將樣品拿出來搖晃 5秒。

(為了更準確紀錄數值，此部分實驗改為每 10 秒紀錄一次，共計 48 次=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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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 4-4：偶然發現植酸不需加入氫氧化鈉就可還原亞甲藍 

     在實驗的過程中，我們原本要把所有濃度的植酸都調出來在一起進行實驗，我先取出

了 0.001M植酸後，加入亞甲藍，接著繼續做 0.002M，做到第三管時，發現 0.001M的那管

變回植酸的黃色了。原本猜測可能是試管沒清洗乾淨，但第二管也變了，抱著實驗的心態，

我們決定實驗一次。先將試管清洗乾淨後，先加入 10滴的 0.1%亞甲藍(密度較小較容易混

合)和 0.005M的植酸，並縮時攝影紀錄(如圖 4-1)。. 

(註：以下的時間單位為縮時攝影的時間) 

 

 

加入亞甲藍

 

加入植酸並攪拌 

 

一分鐘後

 

兩分鐘後 

 

三分鐘後

 

 

四分鐘後

 

五分鐘後

 

六分鐘後

 

七分鐘後

 

(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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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驗 5 

概略：利用泡置時間、濃度不同的黃豆水，分別加入 1M、0.1M和 0.05M 的植酸進行藍瓶實

驗 

溶液之條配和操作流程： 

1. 先取出不同濃度的植酸水溶液 10毫升 

2. 加入不同濃度的植酸(以試管滴 10滴) 

3. 加入 10滴的亞甲藍溶液(0.1%)，約為 0.5毫升 

4. 加入 3毫升的氫氧化鈉 

5. 反應開始時開始計時，亞甲藍幾乎變為還原態停止計時，以反應時間為應變變因 

實驗數據如下： 

實驗 5：泡置 12hr、16hr和 20hr 的相同濃度黃豆水分別加入不同濃度的植酸 

 

(圖 5-1-1) 泡置 12hr、16hr 和 20hr 的 0.01M黃豆水進行藍瓶實驗所需秒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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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泡置 12hr、16hr 和 20hr 的 0.005M黃豆水進行藍瓶實驗所需秒數 

 

 

(圖 5-1-3) 泡置 12hr、16hr 和 20hr 的 0.001M黃豆水進行藍瓶實驗所需秒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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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論 

一、實驗 1：黃豆水加入本氏液並煮沸後顏色無改變；加入碘液後顏色也無改變。代表黃豆

水中無葡萄糖及澱粉，因此我們認為只有植酸參與黃豆水的反應。 

 

二、實驗 2-1：極限吸收值(指分光光度計數值不再變化的最低數值) 

(一)濃度越小，所需時間長；濃度越大，所需時間短。 

(二)不同濃度的樣品之間落差極大， 0.001M濃度的葡萄糖之樣品至極限吸收值時間為 1小

時以上；但 1M的樣品只需 16秒。 

 

三、實驗 2-2：不同莫耳濃度的葡萄糖溶液進行藍瓶實驗 

(一)同樣時間下，濃度越小，吸收值越高；濃度越大，吸收值越低。 

(二)0~60秒的區間為變化最快的區域，60秒後皆有穩定的趨勢。原本預期濃度與脫色率成

正比，60秒前符合濃度愈大，脫色率愈高，反應速率愈快；但是發現 60秒後脫色率高到低

的濃度為：0.008M>0.01M>0.002M>0.005M。我們認為可能是反應時的濃度不均。 

 

四、實驗 3-1：不同莫耳濃度的果糖溶液進行藍瓶實驗 

(一)同樣時間下，濃度越小，吸收值越高；濃度越大，吸收值越低。 

(二)各種濃度的果糖除了前 30秒脫色率快速上升外，0.01M和 0.008M 皆在 180秒時脫色率

急速上升，0.005則在 300秒後脫色率急速上升，0.002M和 0.001M 則無明顯變化。由以上

結果看出果糖反應速率的趨勢到達某個時間點時會急遽增加，且濃度越高，所需時間越短。 

 

五、實驗 3-2：各種莫耳濃度果糖溶液進行反應次數實驗 

(一)480秒內，0.005M 濃度的果糖可反應 2次以上，0.002M濃度的果糖僅反應 1次以上。       

(二)吸收值會因反應次數的增加而減少 

 

六、實驗 4-1：  1：10 植酸溶液進行藍瓶實驗 

(一)同樣時間下，濃度越小，吸收值越高；濃度越大，吸收值越低。 

(二)雖然無加熱破壞植酸酶，但依然有反應，且反應時間相對較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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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實驗 4-2：不同莫耳濃度的植酸溶液進行藍瓶實驗 

(一)同樣時間下，濃度越小，吸收值越高；濃度越大，吸收值越低。 

(二)0.01M和 0.008M前 30秒脫色率急速上升，30秒後穩定上升。0.005M 在 60秒~90秒的

區間變化較大，150秒後脫色率下降。0.002M 在 150秒~240秒的區間變化較大。0.001M除

了前 30秒變化較大外，平穩上升。 

(三)不同濃度的植酸其反應效率的巔峰時間不同。 

 

八、實驗 4-3：各種莫耳濃度植酸溶液進行反應次數實驗 

(一)480秒內，0.005M 濃度的植酸可反應接近 4次，0.002M濃度的植酸反應 1次以上。 

(二)吸收值會因反應次數的增加而減少。 

九、實驗 4-4：偶然發現植酸不需加入氫氧化鈉就可還原亞甲藍。 

(一)此實驗可發現植酸的氧化還原能力竟然強到連不須加氫氧化鈉都可以使亞甲藍還原成無

色的還原態。 

(二)原本的藍瓶實驗用到的氫氧化鈉具有腐蝕性，若用植酸代替葡萄糖的話，甚至不需加入

強鹼溶液，讓實驗進行更安全。 

十、實驗 5：將黃豆水加入植酸並進行藍瓶實驗 

(一)將三個圖表一起比較可以看出黃豆水泡置越久，反應時間越短。 

(二)泡置相同時間的黃豆水，濃度越高反應時間越短。 

(三)植酸濃度越高，反應也越快，可知道植酸會加快反應速度。 

十一、不同溶液進行藍瓶實驗何者效率、反應次數最高： 

        依下表可看出前 30秒為果糖、葡萄糖反應較快，但 30秒後植酸反應急遽，認為三

者之中最適合作為藍瓶實驗的還原劑為植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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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下表可看出同樣的時間內，同樣的濃度，植酸的反應次數對比果糖就多了接近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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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為何吸收值測量之實驗，濃度最高只做到 0.01M? 

        因黃豆需煮至 70°C，因此水的質量若比黃豆水少的話，可能過程就蒸發一大部分

了，且有些黃豆會根本泡不到水，在計算後發現 0.01M為能泡出的最高莫耳濃度植酸溶液，

故採用 0.01M / 0.008M / 0.005M / 0.002M / 0.001M 作為比較。但 0.001M的葡萄糖的反

應效率極低，因此無放入該濃度之數據。 

 

十三、一般市售豆漿的黃豆水是否也能反應 

市售豆漿為 1：10(黃豆：水)的比例泡成黃豆水，且放置 4°C 的冰箱 18小時，且泡水

目的為將黃豆泡軟，黃豆水將會被倒掉，此實驗發現該濃度的黃豆水也能進行藍瓶實驗，而

且效果極佳，使黃豆水多了一種用途。 

十四、純植酸對亞甲藍反應速率的影響： 在黃豆水中滴入越多的純植酸發現亞甲藍的反應

速率越快，但是單獨將純植酸加入亞甲藍中卻無法反應 。 

 

柒、結論 

一、 葡萄糖濃度越高，反應速率越快，反應次數越多。 

二、 果糖濃度越高，反應速率越快，反應次數越多。 

三、 植酸濃度越高，反應速率越快，反應次數越多。 

四、 在固定時間內，反應次數的由大到小依序為植酸>果糖>葡萄糖，也因此能證明反應速

率為：植酸>果糖>葡萄糖。 

五、 植酸可代替葡萄糖成為藍瓶實驗更好、更安全的還原劑。 

六、 純植酸加入黃豆水之中，黃豆水濃度越高，反應速率越快，而加入的純植酸濃度越

高，反應速率也會越快。 

七、 未來展望： 

(一)找出植酸做藍瓶實驗最適合的強鹼溶液，以及強鹼溶液、亞甲藍的最佳濃度。 

(二)測量果糖與植酸的初始吸收值與極限吸收值並與葡萄糖進行數據比較。 

(三)漂白劑也是利用氧化還原的原理，而具有強大還原力的植酸，是否也能應用在漂白劑及

消毒劑上，在疫情期間發揮良好的作用，代替漂白劑並降低對於人體的傷害。 

(四) 植酸的還原力是否能做出抗氧化劑。 

(五) 探討植酸內有何種結構使它有極強還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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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30213  

本研究透過以黃豆萃取出的植酸代替葡萄糖來進行藍瓶反

應，能得到良好的反應速率成果，值得佳許。文中利用本氏液及

碘液來說明萃取黃豆液中無葡萄糖及澱粉的干擾，並透過文獻來

說明植酸萃取的含量，而文獻中提到每克黃豆中植酸量為

1.0~2.3%，實驗並沒有另外進行植酸濃度定量，容易造成實驗上

的誤差。另實驗中搖晃次數需做好控制的因素，以及實驗中以果

糖及植酸進行藍瓶反應對於其變色的頻率及次數，實驗數據未再

做深入探討，實屬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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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簡報 



國中組 化學科 



摘要  

「藍瓶」實驗是利用還原糖加入氫氧化鈉、亞甲藍溶液，使之發生藍色的亞甲藍變成

無色的亞甲藍的氧化還原反應。  

本次探究的起因主要是因為在自製藍瓶實驗所需的葡萄糖過程中意外發現黃豆水中的

植酸有可能與亞甲藍產生氧化還原反應。本次探究主要分成三的部分，第一部份檢測在不

同條件下黃豆水中葡萄糖的濃度，並確認黃豆水中讓亞甲藍加速變色的主要物質為植酸，

第二部分近一步利用分光光度計測量反應中亞甲藍的透光度，以其數值判斷反應時間， 再

以分光光度計測量固定時間內藍色亞甲藍的變化量（反應速率），藉此探討不同種類的糖

類、不同濃度的糖類、植酸、果糖、氫氧化鈉影響其反應速率的程度。 第三部分以本次研

究結果為基礎延伸其應用價值。 

 



研究架構 

研究目的 
及 

一、 探討黃豆水使亞甲藍變色的原因 
二、 探討不同濃度的葡萄糖對亞甲藍反應速率、還原至無色時間及反應次數的影響 
三、 探討不同濃度的果糖對亞甲藍反應速率、還原至無色時間及反應次數的影響 
四、 探討不同濃度的植酸對亞甲藍反應速率、還原至無色時間及反應次數的影響 
五、 比較植酸、果糖與葡萄糖對亞甲藍反應速率、反應次數之差異 



當溶液靜置時，氧氣與葡萄糖結合 
使亞甲藍變成還原態(無色)： 

亞甲藍液（藍色）→ 亞甲藍液（無色）+ 氧氣  

藍瓶實驗 

當溶液搖晃時，氧氣與亞甲藍結合 
使亞甲藍變成氧化態(藍色)： 

亞甲藍液（無色）＋ 氧氣 → 亞甲藍液（藍色） 



利用植酸作為還原劑還原亞甲藍 
  
    在本實驗中，測量的反應速率是亞甲藍(又稱亞甲基藍)由藍色變為無色(利用儀器測
量)的時間，亞甲藍平時是藍色(氧化態)，葡萄糖是一種還原糖，因此可用來還原亞甲
藍。  我們看到植酸能當還原劑的文獻，討論是否可還原亞甲藍，故在亞甲藍中加入植
酸，利用植酸代替葡萄糖觀察是否能使亞甲藍被還原。  

植酸C6H18O24P6 

文獻提到每克的黃豆中所含的植酸量為1.0~2.3%，我們採用2.3%來萃取植酸。 

萃取植酸溶液的方式： 

(一)已知植酸的分子量為660，算出相對應莫耳濃度所需的黃豆量，加水至200ml  

(二) 將黃豆水加入並煮至70°C(其目的是將植酸酶破壞)，密閉且靜置36小時。 



測量植酸有無含有葡萄糖、澱粉 
植酸濃度：
溶液之條配和操作流程：
1.
2.
3.
實驗結果如下：

測量植酸有無含有葡萄糖、澱粉 
植酸濃度：0.002M 
溶液之條配和操作流程： 
1.先取出不同濃度(如上)的植酸溶液10毫升。 
2.加入10毫升本氏液並隔水加熱至煮沸。  
3.加入數滴的碘液並觀察顏色變化。 
實驗結果如下： 

  ↓加入本氏液並煮沸                                  ↓加入碘液  

實驗 1 

本氏液、碘液反應顏色不變 
認為只有植酸參與黃豆水的
反應。 



 

利用不同濃度的葡萄糖進行藍瓶實驗
 
溶液之條配和操作流程：
1.
2.
3.
4.

 

 

利用不同濃度的葡萄糖進行藍瓶實驗 
 
溶液之條配和操作流程： 
1. 先取出不同濃度的葡萄糖水溶液10毫升 
2. 加入10滴的亞甲藍溶液(0.1%)，約為0.5毫升 
3. 加入3毫升的氫氧化鈉 
4. 每隔30秒測量一次樣品的吸收值，並用公式轉換成脫色率 

 

實驗 2-1 

各種濃度差距極小， 
因此數據差距也非常小 

各種濃度的脫色率數值都
會在前30秒上升一次， 
一段時間後又上升一次 

各種濃度到了一段時間的
脫色率會急速上升，且濃
度越高會越早發生此趨勢 



各種莫耳濃度果糖
 
概略：將樣品置入儀器時，觀察其數值，當數值無法快速下降時，將樣品拿出來
搖晃
(

各種莫耳濃度果糖、植酸溶液進行反應次數實驗 
 
概略：將樣品置入儀器時，觀察其數值，當數值無法快速下降時，將樣品拿出來
搖晃5秒。 
(為了更準確紀錄數值，此部分實驗改為每10秒紀錄一次，共計48次=6分鐘) 

實驗 3-1 

吸收值會因反應次數的增加而減少 



各種莫耳濃度植酸溶液進行反應次數實驗
 
概略：將樣品置入儀器時，觀察其數值，當數值無法快速下降時，將樣品拿出來
搖晃
(

各種莫耳濃度植酸溶液進行反應次數實驗 
 
概略：將樣品置入儀器時，觀察其數值，當數值無法快速下降時，將樣品拿出來
搖晃5秒。 
(為了更準確紀錄數值，此部分實驗改為每10秒紀錄一次，共計48次=6分鐘) 

實驗 3-2 

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在相同時間內，
0.01M(橘)反應的次數比0.001M(藍)來的高 



偶然發現植酸不需加入氫氧化鈉就可還原亞甲藍
     
先取出了
現
管也變了，抱著實驗的心態，我們決定實驗一次。先將試管清洗乾淨後，先加入
10
圖

偶然發現植酸不需加入氫氧化鈉就可還原亞甲藍 
     在實驗的過程中，我們原本要把所有濃度的植酸都調出來在一起進行實驗，我
先取出了0.001M植酸後，加入亞甲藍，接著繼續做0.002M，做到第三管時，發
現0.001M的那管變回植酸的黃色了。原本猜測可能是試管沒清洗乾淨，但第二
管也變了，抱著實驗的心態，我們決定實驗一次。先將試管清洗乾淨後，先加入
10滴的0.1%亞甲藍(密度較小較容易混合)和0.005M的植酸，並縮時攝影紀錄(如
圖4-1)。 

實驗 4-1 

四分鐘後  五分鐘後  六分鐘後  七分鐘後  加入亞甲藍  加入植酸並攪拌 一分鐘後  兩分鐘後 三分鐘後  

  



依下表可看出前30秒為果糖、葡萄

糖反應較快，但30秒後植酸反應急

遽，認為三者之中最適合作為藍瓶

實驗的還原劑為植酸。 

依下表可看出同樣的時間內，同樣
的濃度，植酸的反應次數對比果糖
就多了接近2次。 

不同還原劑進行比較 



結論 
未來展望 

柒、結論 
一、 黃豆水中使亞甲藍加速變色的原因為植酸。 
二、 葡萄糖濃度越高，反應速率越快，反應次數越多。 
三、 果糖濃度越高，反應速率越快，反應次數越多。 
四、 植酸濃度越高，反應速率越快，反應次數越多。 
五、 在固定時間內，反應次數的由大到小依序為植酸>果糖>葡萄
糖，也因此能證明反應速率為：植酸>果糖>葡萄糖。 
六、 植酸可代替葡萄糖成為藍瓶實驗更好、更安全的還原劑。 

(一)找出植酸做藍瓶實驗最適合的強鹼溶液，以及強鹼溶液、
亞甲藍的最佳濃度。 
(二)測量果糖與植酸的初始吸收值與極限吸收值並與葡萄糖
進行數據比較。 
(三)漂白劑也是利用氧化還原的原理，而具有強大還原力的
植酸，是否也能應用在漂白劑及消毒劑上，在疫情期間發揮
良好的作用，代替漂白劑並降低對於人體的傷害。 
(四) 植酸的還原力是否能做出抗氧化劑。 
(五) 探討植酸內有何種結構使它有極強還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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