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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市面上的柿染是利用新鮮柿子進行，我們則是廢物利用，把無法食用的澀柿餅煮成溶

液，探討加入鹽酸及氫氧化鈉後溶液的顏色變化。我們使用手機的應用程式 color assist

紀錄 RGB 後再進行分析，並用 pH 計記錄各溶液的 pH 值，柿餅溶液呈酸性，加入鹽酸

後呈粉橘色，RGB 中紅色成分沒有明顯變化，藍色成分大幅減少，染布呈淡粉色。柿餅

溶液加入氫氧化鈉後呈黃-暗棕色-黑色，因濃度而有所不同，RGB 中紅色成分大幅減

少，藍色成分變化不明顯，染布呈棕色，兩者與原來溶液的顏色均有所差異。加醋酸鐵

定色，布料呈褐色系，加醋酸銅定色，布料呈褐色中帶藍綠，水洗 3 次沒有明顯褪色。

紫外線照射 1 小時及 14 小時後用 Color Meter 檢測發現顏色變深。 

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柿染」是客家婦女早年惜物精神的展現，利用柿子的汁液來染布，既然柿子可以染

布，那柿餅是否也可以呢？有同學的家裡有柿子園，柿子除了鮮食以外，大部分都會做

成柿餅，但有時候沒有成功，柿餅會有澀味，無法入口，這時候只能把有澀味的柿餅丟

棄。為了扭轉大家對柿餅只能拿來吃的印象，所以我們秉持著廢物利用的精神，決定研

究把柿餅煮成溶液後拿來染布，我們使用不同的酸鹼溶液，改變柿餅溶液的顏色，以染

出不同顏色的布。 

二、 研究目的 

(一)、目的一：測試柿餅水溶液加熱萃取的條件。 

(二)、目的二：在柿餅溶液中加入不同量的 1M 鹽酸，利用手機 color assist APP 測出 RGB

數值。 

(三)、目的三：在柿餅溶液中加入不同量的 1M 氫氧化鈉，利用手機 color assist APP 測出

RGB 數值。 

(四)、目的四：利用加入鹽酸及氫氧化鈉的柿餅溶液染布。 

(五)、目的五：探討加入定色劑的染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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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獻探討 

    (一)、科展中染布的相關研究 

歷屆科／組別 名稱 植物染材料 媒染劑 目的 

第 58 屆國小化

學 

給你一點顏色瞧

瞧-楓香染 
楓香葉 醋酸銅、醋酸鐵 利用楓香葉染布 

第 51 屆國小化

學 

在地ㄟ色水-染出

蕨色 

鱗蓋鳳尾蕨、密

毛小毛蕨、山

蘇、腎蕨 

檸檬汁、小蘇打

粉 

濃度、溫度、時

間、媒染劑、紫

外線 

第 47 屆高職農

業及生物科 
布同凡響 

福木、榕樹、樟

樹、荷葉、蓮蓬 

木醋酸鐵、醋酸

銅、醋酸錫、醋

酸鋁 

萃取染液 

第 43 屆國小生

物 
非常好色 

高麗菜、菠菜、

洛神花、玫瑰、

菊花、茄子 

氫氧化鈉、鹽酸 

植物的顏色 

酸鹼值影響 

浸染的效果 

1. 我們決定採用鹽酸及氫氧化鈉作為媒染劑，因取得容易，方便操作、濃度穩

定。 

2. 基於愛物惜物的原則，我們使用無法食用的澀柿餅作為染材。 

     (二)、染布研究 

1. 根據第 47 屆全國科展高職農業及生物科技科《布同凡響-與植物有染》報告，

提到酸性能把染材中的另一種著色成份的溶解出來，酸性溶劑有利於染布著

色，鹼性溶液有利於色素的溶出。染液及染布間色系並無一致性，其著色機制

是 pH 值、媒染劑及環境之綜合效應。 

2. 根據《天然食用色素衛生標準》柿子的色素成分主要是多酚類、花青素、胡蘿

蔔素、玉米黃素及葉黃素等數十種色素，胡蘿蘿蔔素在酸性溶液中沒有明顯變

色。 

3. 根據 2020 年 9 月 7 日《柿子太陽之染、越曬越美麗》報導，其他植物染日曬後

會褪色，柿染則是日曬後顏色更深。 

4. 根據《新埔柿染手作坊》廣告內容，冷染是把布料浸泡在染料溶液中，待其吸

收了柿染精華後再定色。 

5. 我們將採用冷染的方式進行實驗。  

 

貳、研究設備及器材 

酒精燈 5 個、三角鐵架 5 個、陶瓷纖維網 5 個、電子秤 1 個、試管 160 支、試管鐵架 7 個、

鐵架 7 個、10ml 的量筒 1 支、pH 儀、滴管、柿餅、手機、自製小攝影棚、color assist APP、

Color Meter App、500ml 的燒杯 5 個、濃度 1M 鹽酸、濃度 1M 氫氧化鈉、醋酸銅、醋酸

鐵、明礬、瓦斯爐、鍋子、鐵架、鐵夾、玻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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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架構 

 

 

 

 

 

 

 

 

 

 

 

 

 

 

 

 

1、測試柿餅水溶液加

熱萃取的條件 

2、在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鹽酸 1ml、2ml、

3ml、4ml、5ml。 

1-1、測試以酒精燈加熱。 

1-2、測試以瓦斯爐加熱。 

1-3、萃取加熱 3 分鐘、6 分

鐘、9 分鐘的柿餅溶液。 

2-1、以手機 APP  color assist 

測出 RGB 數值。 

2-2、以 pH 計測出 pH 值。 

3、在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氫氧化鈉 1ml、

2ml、3ml、4ml、

5ml。 

4、利用加入鹽酸及氫

氧化鈉的柿餅溶液染

布。 

 

3-1、以手機 APP  color assist 

測出 RGB 數值。 

3-2、以 pH 計測出 pH 值。 

5、加入定色劑【醋酸

銅、醋酸鐵】染布、

利用紫外線照射 

 

4-1、以酸性柿餅溶液染布。 

4-2、以鹼性柿餅溶液染布。 

5-1、加入定色劑醋酸銅、醋

酸鐵、明礬染布。 

5-2、利用綁染、型染、塗染

染出不同的布。 

5-3 測試紫外線照射後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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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結果與討論 

一、測試柿餅水溶液加熱萃取的條件。 

（一）實驗一：第一次試煮柿餅溶液。     

     1、將柿餅分別切成 1/4 狀，並分為 50g、100g、150g、200g、250g（圖 1）。 

    

 

圖 1：柿餅剪

成 1/4 

圖 2：準備酒

精燈 

圖 3：準備 5

份柿餅 

圖 4：柿餅投入

500mL 的水中、再

以酒精燈加熱 

圖 5：實驗設計手繪圖 

     2、將柿餅投入 500ml 的水中（圖 4）。 

     3、將柿餅和 500ml 水加熱（圖 5）。 

     4、於加熱 20 分鐘時取樣本 100mL，加熱 30 分鐘時再取樣本 100mL，加熱 40 分鐘時再

取樣本 100mL。 

    

 

圖 6：兩側以 LED 燈

打光 

圖 7：布料放在自製

攝影棚內，從上方

拍照 

圖 8： 利用 color 

assist APP 從側面

檢測 RGB 

圖 9：利用 color 

assist APP 從上方

檢測 RGB 

圖 10 自製攝影棚設計圖 

      5、自製小攝影棚（圖 6）：為了避免不同的光源影響數據的測量，我們在紙箱裡面貼海

報紙，上面加蓋，上蓋及側面各開一小孔，兩側內部以 LED 燈打光。（圖 6） 

      6、拍攝試管時，把上面小孔封住，從側面小孔拍攝，用手機 color assist APP 測出 RGB。 

     7、拍攝布料時，把側面小孔封住，手機從上方小孔拍攝。（圖 7、9） 

 
（二）實驗二：第二次試煮柿餅溶液。 

            因為第一次的柿餅溶液太少，且有不均勻的情形，所以我們修正作法。 

     
圖 11  ：把柿餅剪

成小碎塊 

圖 12：碎柿餅加

水 

圖 13：放進果汁

機中打碎 10 秒 

圖 14：400g 柿餅

+1000g 水放在瓦

斯爐上加熱 

圖 15：取出溶液

置於碗中，等待溶

液冷卻 

      1、把柿餅剪成小碎塊(圖 10）。 

      2、秤量 100g、200g、300g、400g、500g 的碎柿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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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把上述五份柿餅分別加入 1000g 的水中(圖 11）。 

      4、放進果汁機中打碎 10 秒(圖 12）。 

     5、把裝有 100g 柿餅+1000g 水的容器放在瓦斯爐上加熱，在瓦斯爐控制火力的轉扭上的

最小刻度貼上記號(圖 13）。 

     6、轉鈕固定在第二格。 

     7、加熱至沸騰。 

     8、沸騰後加熱 3 分鐘。 

     9、取出溶液置於碗中，等待溶液冷卻(圖 14）。 

    10、剩餘溶液再加熱至 6 分鐘及 9 分鐘。 

    11、重複以上步驟（2）-（5）。 

     12、1000g 水中分別加入 100g 、200g、300g、400g、500g 柿餅，重複步驟（4）-（6）。 

     13、測定以上柿餅溶液的 pH 值。 

討論 
1、 實驗一的柿餅加水，用酒精燈加熱可煮出柿餅溶液，但沒想到柿餅是果乾，會吸收很多

水，導致溶液煮好以後，份量嚴重不足，不易進行後續的測試，所以只好重煮，並把柿

餅量及水量等比例增加。 

2、   (1)、實驗二的柿餅量及水量增加為原來的 2 倍，為了使柿餅更均勻，我們把柿餅加水

後，先放進果汁機中打碎 10 秒。 

        (2)、因瓦斯爐火力比酒精燈強很多，第一次試煮發現，還沒達到酒精燈加熱時間的一

半，柿餅溶液就快要煮乾了，無法沿用酒精燈的加熱時間，因此我們把時間縮短，改為

沸騰後加熱 3、6、9 分鐘，這一次順利得到每份約   150mL 的柿餅水溶液進行實驗。 

3、為了探討柿餅溶液在酸性、鹼性中的顏色變化，我們在柿餅溶液中加入不同量的鹽酸及

氫氧化鈉，進行以下的實驗。 

 

二：在柿餅溶液中加入不同量的 1M 鹽酸，利用手機 color assist APP

測出 RGB 數值。 

（一）鹽酸水溶液調配。 
         1、調配 1M 鹽酸溶液 500mL。 

         2、將 12M 鹽酸 42.0 mL 加水至 500mL，並檢測 RGB 數值和 pH 值。 

              (1)、1M 鹽酸原液 RGB 數值。(表二-1-1) 

鹽酸 R G B 顏色 

 
RGB 數值 194 192 196 透明無色 

              (2)、利用 pH 計測定加入 1M 鹽酸後柿餅溶液的 pH 值。    

  

（二）測試柿餅溶液加入鹽酸的顏色變化。 

   

 
圖 16：溶液在酸性

溶液中呈現粉橘色 
圖 17：在試管中加

入 HCl 

圖 18：在試管中加入

HCl 
圖 19：實驗心得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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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試管中分別加入 1mL、2mL、3mL、4mL、5mL 的 HCl(圖 17)。 

         2.紀錄 pH 值(圖 18)。 

         3.用 APP color assist 測量顏色，記錄每隻試管中溶液的 RGB 數值。RGB 數值越小，顏色

越深。 

  （三）利用手機 APP color assist 檢測尚未加入酸鹼柿餅溶液的 RGB 數值。 
表二-3-1：加熱 3 分鐘柿餅溶液的顏色及 RGB 數值(尚未加酸或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85 167 178 170 156 
G 數值 160 125 143 131 116 
B 數值 121 80 90 82 72 
顏色 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截圖 

     
 

表二-3-2：加熱 6 分鐘柿餅溶液的顏色及 RGB 數值(尚未加酸或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74 172 163 163 150 
G 數值 143 133 128 124 109 
B 數值 106 88 79 83 68 
顏色 亮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截圖 

     
 

表二-3-3：加熱 9 分鐘柿餅溶液的顏色及 RGB 數值(尚未加酸或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72 171 163 149 152 
G 數值 142 132 123 110 108 
B 數值 105 91 81 108 65 
顏色 亮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截圖 

     

討論： 
(1)、加熱時間越久，顏色越深。三個加熱時間的圖表顯示，RGB 大致都是跟濃度呈負相關。 

(2)、從三個圖表中可發現，RGB 三條線接近平行，表示相同時間內，三種顏色成分析出的量

接近。 

(3)、以成份組成來看，紅色＞綠色＞藍色 

(4)、因柿餅是天然的水果，所以即使在秤重前先剪成碎片，再混和均勻，但還是無法確保柿

餅碎片的均質性，所以未加酸的柿餅溶液數據會有所起伏。 

   

 （四）、記錄不同濃度柿餅溶液的 pH 值。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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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170
15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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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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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5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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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4-1：不同濃度柿餅溶液的 pH 值 

             柿餅質量(g） 

加熱時間 100 200 300 400 500 

3 分鐘 5.34 4.93 4.05 3.98 3.97 

6 分鐘 5.13 5.11 4.86 4.75 3.84 

9 分鐘 5.21 4.92 4.99 5.05 4.82 

討論： 
(1)、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皆呈酸性。 

(2)、加熱相同時間後，使用的柿餅越多，溶液 pH 值越小，氫離子濃度越大。 

(3)、推測溶液呈酸性是因為柿餅是果乾，含有果酸，乾燥後這成分還有留下。 

   （五）、在加熱 3 分鐘的柿餅溶液中加入鹽酸。 

表二-5-1：在加熱 3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鹽酸 1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49 159 158 166 163 
G 數值 128 128 126 133 125 
B 數值 104 81 77 84 65 

顏色 亮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截圖 

      
表二-5-2：在加熱 3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鹽酸 2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73 169 171 171 163 
G 數值 150 144 140 141 128 
B 數值 123 104 100 92 70 

顏色 亮棕色 亮棕色 亮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截圖 

     

 

表二-5-3：在加熱 3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鹽酸 3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76 176 169 173 180 
G 數值 154 152 144 146 148 
B 數值 131 115 103 100 91 

顏色 亮棕色 亮棕色 亮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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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5-4：在加熱 3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鹽酸 4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72 176 169 177 172 
G 數值 154 155 148 153 145 
B 數值 132 118 109 109 94 

顏色 亮棕色 亮棕色 亮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截圖 

     

 

 
表二-5-5：在加熱 3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鹽酸 5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77 175 180 178 172 
G 數值 175 155 159 157 146 
B 數值 180 121 120 116 96 

顏色 

亮棕色 亮棕色 亮棕色 亮棕色 中棕色 

截圖 

      
 
討論： 

(1)、加熱 3 分鐘時，溶液顏色中的紅色成分是三種顏色中最多的，但沒有隨柿餅濃度增加

而出現明顯變化；綠色成分次多，且隨濃度增加而略微下降，只有加入 5mL鹽酸時，

綠色下降的幅度變大；藍色成分數值最小，但隨著濃度的增加，藍色成分下降幅度最

大，因此推測濃度增加時，藍色的成分下降造成溶液顏色變深。柿餅濃度越大，藍色數

值下降越多，溶液顏色越深。 

(2)、在酸性溶液中，最終顏色成分隨柿餅濃度的變化；藍色＞綠色＞紅色，表示溶液顏

色漸漸變深受藍色成分影響最大；以下降的快慢而言，是藍色＞綠色＞紅色，藍色成分

從柿餅 100g 增加到 200g 陡降，紅色成分則是基本上沒有明顯變化。 

(3)、在濃度較低的柿餅溶液中，顏色成分數值的變化與所加入的鹽酸溶液量之間的關

係；藍色＞綠色＞紅色，藍色成分與鹽酸溶液的量呈正相關，表示酸性溶液有利於柿餅

溶液中的藍色成分存在。當柿餅濃度較高時， 鹽酸濃度對藍色的影響較小。紅色成分

與鹽酸溶液的量沒有明顯相關性，在鹽酸溶液中，不管柿餅溶液濃度為何，鹽酸的量對

紅色成分沒有明顯的影響，紅色成分在酸性溶液中最穩定。 

(4)、柿餅溶液在酸性環境中容易產生沉澱，攪拌後沉澱很快出現，所以染布時要注意是

否有固體殘留在布料上，影響染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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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在加熱 6 分鐘的柿餅溶液中加入鹽酸。 

表二-6-1：在加熱 6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鹽酸 1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60 171 171 151 160 
G 數值 124 137 129 103 111 
B 數值 90 87 69 43 39 

顏色 亮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深棕色 深棕色 

截圖 

      

 
表二-6-2：在加熱 6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鹽酸 2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80 175 173 176 173 
G 數值 151 143 137 132 149 
B 數值 120 107 81 72 74 

顏色 亮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亮棕色 

截圖 

     

 

 
表二-6-3：在加熱 6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鹽酸 3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77 170 168 182 176 
G 數值 151 144 134 151 155 
B 數值 124 100 98 98 94 

顏色 亮棕色 亮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亮棕色 

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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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6-4：在加熱 6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鹽酸 4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77 179 173 180 173 
G 數值 154 155 142 149 132 
B 數值 130 116 95 97 68 

顏色 亮棕色 亮棕色 亮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截圖 

     

 

 
表二-6-5：在加熱 6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鹽酸 5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84 180 175 176 181 
G 數值 163 156 149 151 149 
B 數值 139 120 102 105 92 

顏色 亮棕色 亮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截圖 

     

 

 
討論： 

(1)、加熱 6 分鐘時，溶液顏色中的紅色成分仍然是三種顏色中最多的，也沒有隨濃度增加

而出現明顯變化；綠色成分次多，隨柿餅濃度增加而有少許變化，但不明顯；藍色成分

數值最小，但隨著柿餅濃度的增加，大部分溶液中藍色成分下降幅度最大，因此推測藍

色的成分下降造成溶液顏色變深。柿餅濃度越大，藍色數值下降越多，溶液顏色越深。 

(2)、在酸性溶液中，最終顏色成分隨柿餅濃度的變化；藍色＞綠色＞紅色，表示溶液顏

色漸漸變深受藍色成分影響最大；以下降的快慢而言，是藍色＞綠色＞紅色，加入鹽酸

較多時，藍色成分陡降，紅色成分則是基本上沒有明顯變化。 

(3)、在濃度較低的柿餅溶液中，顏色成分數值的變化與所加入的鹽酸溶液量之間的關係；

藍色與綠色成分和鹽酸溶液的量呈正相關，表示酸性溶液有利於柿餅溶液中的藍、綠色

成分存在。 

(4)、紅色成分與鹽酸溶液的量沒有明顯相關性，紅色成分在酸性溶液中最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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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在加熱 9 分鐘的柿餅溶液中加入鹽酸。 

表二-7-1：在加熱 9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鹽酸 1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75 176 169 165 154 
G 數值 158 143 128 121 106 
B 數值 132 91 69 59 35 

顏色 亮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深棕色 

截圖 

      
 
表二-7-2：在加熱 9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鹽酸 2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91 168 176 164 174 
G 數值 177 135 135 122 139 
B 數值 155 82 76 79 73 

顏色 亮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截圖 

     

 

 
表二-7-3：在加熱 9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鹽酸 3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83 178 166 159 155 
G 數值 169 159 129 114 113 
B 數值 149 120 71 51 59 

顏色 亮棕色 亮棕色 中棕色 棕色 中棕色 

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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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7-4：在加熱 9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鹽酸 4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88 177 172 182 166 
G 數值 174 157 137 146 133 
B 數值 155 122 83 85 72 

顏色 亮棕色 亮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截圖 

     

 

 

表二-7-5：在加熱 9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鹽酸 5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82 153 172 168 160 
G 數值 169 134 141 134 133 
B 數值 153 102 87 81 80 

顏色 

亮棕色 亮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中棕色 

截圖 

     

 

 
討論： 

(1)、加熱 9 分鐘時，三種顏色成分都隨濃度下降，其中紅色成分是三種顏色中最多的，跟

3、6 分鐘比較，紅色也出現了些許變化。綠色成分次多，隨濃度增加而先降後升；藍

色成分數值最小，但隨著濃度的增加，藍色成分下降幅度最大，溶液顏色越深。 

(2)、加熱 9 分鐘，柿餅溶液濃度較低時，三種顏色成分接近，濃度高時差異較大。 

(3)、在酸性溶液中，最終顏色成分隨柿餅濃度的變化；藍色＞綠色＞紅色，表示溶液顏

色漸漸變深受藍色成分影響最大；以下降的快慢而言，也是藍色＞綠色＞紅色。 

(4)、在濃度較低的柿餅溶液中，藍色成分數值的變化與所加入的鹽酸溶液量呈現先升後

平的狀況，當柿餅濃度較高時，鹽酸增加，藍色也略增。 

(5)、紅色成分與鹽酸溶液的量沒有明顯相關性，鹽酸的量對紅色成分沒有明顯的影響。 

(6)、藍色成分下降的幅度：9 分鐘＞6 分鐘＞3 分鐘，表示加熱時間越長，藍色成分的數

值越小，所以顏色越深。 

 
3、6、9 分鐘合併討論： 

(1)、加熱 3、6、9 分鐘時，溶液顏色中的紅色成分沒有明顯改變，推論是因為酸性溶液

會保持紅色的成分。 

(2)、綠色部分變化不大。 

(3)、藍色部分隨柿餅量增加而明顯減少，因此溶液的顏色隨濃度增加而變深。 

(4)、當加熱時間增加時，綠色成分開始減少；藍色成分則隨時間、濃度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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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利用 pH 計測定加入 1M 鹽酸後柿餅溶液的 pH 值。 

1、加熱 3 分鐘的柿餅溶液 

 
  表二-8-1：加入鹽酸的柿餅溶液的 pH 值 

             HCl 量(mL) 

柿餅量(g) 

原柿

餅溶

液 
1 2 3 4 5 

 

100 5.34 0.26 0.18  0.17  0.14  0.10  

200 4.93 0.30  0.22  0.19  0.16  0.11  

300 4.05 0.32  0.25  0.16  0.15  0.12  

400 3.98 0.33  0.24  0.20  0.19  0.13  

500 3.97 0.42  0.26  0.24  0.18  0.10  

 
         2、加熱 6 分鐘的柿餅溶液 

 
  表二-8-2：加入鹽酸的柿餅溶液的 pH 值 

  HCl 量(mL) 

柿餅量(g) 

原柿

餅溶

液 
1 2 3 4 5 

 

100 5.13 0.25  0.02  -0.08  -0.12  -0.19  

200 5.11 0.24  0.02  -0.11  -0.16  -0.17  

300 4.86 0.26  0.01  -0.12  -0.17  -0.21  

400 4.75 0.22  0.00  -0.08  -0.17  -0.22  

500 3.84 0.26  0.02  -0.08  -0.17  -0.14  

 
3、加熱 9 分鐘的柿餅溶液 

 
  表二-8-3：加入鹽酸的柿餅溶液的 pH 值 

  HCl 量(mL) 

柿餅量(g) 

原柿

餅溶

液 
1 2 3 4 5 

 

100 5.21 0.35 0.08 -0.08 -0.13 -0.2 

200 4.92 0.33 0.05 -0.13 -0.14 -0.22 

300 4.99 0.3 0.04 -0.14 -0.15 -0.23 

400 5.05 0.29 0.02 -0.15 -0.24 -0.24 

500 4.82 0.29 -0.07 -0.18 -0.26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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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1)、原柿餅溶液呈現酸性。 

  (2)、滴入越多的酸，pH 值下降越多。 

  (3)、柿餅量越多，pH 值越小，氫離子濃度越大。 

 

三：在柿餅溶液中加入不同量的 1M 氫氧化鈉，利用手機 color assist 

APP 測出 RGB 數值。 

（一）、氫氧化鈉水溶液調配。 
             1、調配 1M 氫氧化鈉溶液 500mL。 

    2、 將 20g 氫氧化鈉加水至 500mL，並檢測 RGB 數值和 pH 值。 

 
                  （1）、1M 氫氧化鈉原液 RGB 數值。(表三-1-1) ： 

氫氧化鈉 R G B 顏色 

 

RGB 數值 191 189 92 透明無色 

（2）、利用 pH 計測定加入 1M 氫氧化鈉後柿餅溶液的 pH 值。 

  

（二）、測試柿餅溶液加入氫氧化鈉的顏色變化。 

    
 

圖 20：在試管中加

入 NaOH 
圖 21：觀察溶液顏

色變化 
圖 22：柿餅溶液加入氫

氧化鈉後顏色呈棕黑色 
圖 23：測 pH 值 圖 24：紀錄 pH 值 

 
         1. 在試管中分別加入 1mL、2mL、3mL、4mL、5mL 的 NaOH。 

         2.紀錄 pH 值(圖 23)。 

         3.用 APP color assist 測量顏色，記錄每隻試管中溶液的 RGB 數值。 

         4.觀察顏色變化。 

5.整理出顏色變化。  

   （三）、在加熱 3 分鐘的柿餅溶液中加入氫氧化鈉。 

表三-3-1：在加熱 3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氫氧化鈉 1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37 46 6 3 1 
G 數值 110 24 3 3 3 
B 數值 32 7 2 4 5 

顏色 深黃色 黑棕色 黑棕色 黑灰色 黑藍色 

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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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3-2：在加熱 3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氫氧化鈉 2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48 42 8 3 5 
G 數值 123 17 5 3 6 
B 數值 54 4 6 5 8 

顏色 中黃色 黑棕色 黑棕色 黑藍色 黑藍色 

截圖 

      
 
表三-3-3：在加熱 3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氫氧化鈉 3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44 49 3 4 8 
G 數值 119 23 3 4 8 
B 數值 52 7 3 5 10 

顏色 中黃色 黑棕色 黑色 黑灰色 黑灰色 

截圖 

      
 
表三-3-4：在加熱 3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氫氧化鈉 4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59 50 3 4 0 
G 數值 136 22 2 4 2 
B 數值 69 3 3 6 3 

顏色 中黃色 黑棕色 暗洋紅 黑藍色 黑藍色 

截圖 

      
 
表三-3-5：在加熱 3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氫氧化鈉 5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46 58 3 2 4 

G 數值 123 31 2 2 4 
B 數值 62 11 3 3 4 

顏色 中黃色 黑棕色 暗洋紅 黑藍色 黑色 

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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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1、 在加熱 3 分鐘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氫氧化鈉後，紅、綠、藍三種顏色成分都下降。 

2、 柿餅濃度越大，數值下降越多，溶液顏色越深。 

3、 在鹼性溶液中，最終顏色成分隨柿餅濃度的變化；紅色＞綠色＞藍色，表示溶液顏色漸

漸變深受紅色成分影響最大；以下降的快慢而言，則是藍色＞綠色＞紅色，藍色成分從

柿餅 100g 增加到 200g 陡降，紅色成分則是在 300g 前緩緩下降。 

4、 在濃度較低的柿餅溶液中，顏色成分數值的變化與所加入的氫氧化鈉溶液量之間的關

係；藍色＞綠色＞紅色，藍色成分與氫氧化鈉溶液的量呈正相關，表示鹼性溶液有利

於柿餅溶液中的藍色成分存在。當濃度增加時，氫氧化鈉的量對顏色的影響不明顯。 

（四）、在加熱 6 分鐘的柿餅溶液中加入氫氧化鈉。 

表三-4-1：在加熱 6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氫氧化鈉 1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50 82 23 10 27 
G 數值 99 38 9 9 21 
B 數值 4 4 7 12 21 

顏色 深棕色 暗棕色 黑棕色 黑灰色 黑灰色 

截圖 

      
 
表三-4-2：在加熱 6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氫氧化鈉 2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39 92 18 9 7 
G 數值 101 55 8 9 9 
B 數值 10 4 7 12 12 

顏色 深棕色 暗棕色 黑棕色 黑灰色 黑藍色 

截圖 

      
表三-4-3：在加熱 6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氫氧化鈉 3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45 89 16 11 9 
G 數值 108 51 13 9 11 

B 數值 17 3 13 10 14 

顏色 深棕色 暗棕色 黑灰色 黑灰色 黑藍色 

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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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4-4：在加熱 6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氫氧化鈉 4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40 94 5 13 5 
G 數值 101 52 5 13 8 
B 數值 9 4 6 16 10 

顏色 
深棕色 暗棕色 黑色 黑灰色 黑藍色 

截圖 

      
 

表三-4-5：在加熱 6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氫氧化鈉 5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62 107 12 11 7 
G 數值 128 66 11 12 9 
B 數值 44 4 11 13 11 

顏色 棕色 深棕色 黑色 黑色 黑藍色 

截圖 

      

討論 
(1)、在加熱 6 分鐘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氫氧化鈉後，紅、綠、藍三種顏色成分與柿餅

濃度呈負相關。 

(2)、柿餅濃度越大，數值下降越多，溶液顏色越深。 

(3)、跟加熱 3 分鐘的情形相似，在鹼性溶液中，最終顏色成分隨柿餅濃度的變化：紅色

＞綠色＞藍色，表示溶液顏色漸漸變深受紅色成分影響最大；柿餅濃度增加，藍色成分

沒有明顯變化。 

(4)、在濃度較低的柿餅溶液中，藍色成分與加入氫氧化鈉溶液的量呈正相關，表示鹼性

溶液有利於柿餅溶液中的藍色成分存在。當濃度增加時，氫氧化鈉的量對藍色的影響不

明顯；紅色、綠色則減少。 
 

（五）、在加熱 9 分鐘的柿餅溶液中加入氫氧化鈉。 

表三-5-1：在加熱 9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氫氧化鈉 1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56 60 76 68 5 
G 數值 46 38 50 43 4 
B 數值 9 4 5 3 3 

顏色 黑黃色 黑棕色 暗棕色 黑棕色 黑灰色 

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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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5-2：在加熱 9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氫氧化鈉 2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83 35 38 33 29 
G 數值 68 27 30 22 28 
B 數值 8 9 6 4 27 

顏色 暗黃色 黑棕色 黑黃色 黑棕色 黑灰色 

截圖 

      
 
表三-5-3：在加熱 9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氫氧化鈉 3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96 49 43 30 2 
G 數值 82 46 40 22 5 
B 數值 19 10 26 6 6 

顏色 

深黃色 黑棕色 黑黃色 黑棕色 黑藍色 

截圖 

      
 
 
表三-5-4：在加熱 9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氫氧化鈉 4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01 51 37 39 6 
G 數值 89 44 32 35 7 
B 數值 29 29 22 23 7 

顏色 深棕色 暗棕色 黑黃色 黑黃色 深棕色 

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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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5-5：在加熱 9 分鐘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氫氧化鈉 5ml 後，觀察顏色及記錄 RGB 數值。 

柿餅量

（g） 
100 200 300 400 500 

 

R 數值 115 55 46 34 25 
G 數值 104 45 40 25 24 
B 數值 43 26 15 13 23 

顏色 

中黃色 黑黃色 黑棕色 黑棕色 黑色 

截圖 

      
 

討論： 
(1)、加熱時間為 9 分鐘時，溶液比較濃稠，所以低濃度溶液的顏色成分數值明顯比加熱

3、6 分鐘來得小。 

(2)、在加熱 9 分鐘的柿餅溶液中加入 1M 氫氧化鈉後，紅、綠、藍三種顏色成分與柿餅

濃度呈負相關，但下降幅度比 3、6 分鐘的小。 

(3)、柿餅濃度越大，數值下降越多，溶液顏色越深。 

(4)、跟加熱 3、6 分鐘的情形相似，在鹼性溶液中，最終顏色成分隨柿餅濃度的變化：紅

色＞綠色＞藍色，表示溶液顏色漸漸變深還是受紅色成分影響較大，柿餅濃度增加，

藍色成分沒有明顯變化。 

(5)、在濃度較低的柿餅溶液中，藍色成分與加入氫氧化鈉溶液的量呈明顯正相關，表示

鹼性溶液有利於柿餅溶液中的藍色成分存在，當濃度增加時，氫氧化鈉的量對紅色、

綠色、藍色的影響不明顯。 

 

3、6、9 分鐘合併討論 
 (1)、溶液中的紅色成分比較會受到氫氧化鈉的影響，且柿餅量越多，加熱時間越久，紅

色成分減少越多。 

(2)、綠色成分會有少許的改變。 

(3)、藍色成分幾乎不受氫氧化鈉、柿餅用量或加熱時間的影響。 

     

(六) 利用 pH 計測定加入 1M 氫氧化鈉後柿餅溶液的 pH 值。 

1、加熱 3 分鐘的柿餅溶液 
  表三-6-1：加入氫氧化鈉的柿餅溶液的 pH 值 

    NaOH 量

(mL) 
柿餅量(g) 

原柿餅

溶液 1 2 3 4 5 

 

100 5.34 12.87 13.15 13.22 13.30 13.32 

200 4.93 12.43 12.96 13.10 13.21 13.19 

300 4.05 11.94 12.55 12.87 12.93 13.17 

400 3.98 12.46 12.70 12.97 13.02 13.23 

500 3.97 12.12 12.66 12.84 13.00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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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熱 6 分鐘的柿餅溶液 
表三-6-2：加入氫氧化鈉的柿餅溶液的 pH 值 
      NaOH 量

(mL) 
柿餅量(g) 

原柿餅

溶液 1 2 3 4 5 

 

100 5.13 12.53 13.01 13.03 13.05 13.20 

200 5.11 11.80 12.45 12.63 12.86 12.89 

300 4.86 11.79 12.06 12.50 12.68 12.82 

400 4.75 11.42 11.92 12.36 12.39 12.79 

500 3.84 10.32 11.35 11.76 12.25 12.43 

 

3、加熱 9 分鐘的柿餅溶液 
表三-6-3：加入氫氧化鈉的柿餅溶液的 pH 值 

      NaOH
量(mL) 

柿餅量(g) 
原柿餅

溶液 
1 2 3 4 5 

 

100 5.21 12.68 13.09 13.17 13.25 13.78 

200 4.92 12.75 13.14 13.20 13.27 13.80 

300 4.99 12.29 12.74 13.05 13.23 13.69 

400 5.05 12.10 12.67 12.98 13.19 13.60 

500 4.82 11.31 12.01 12.61 12.66 13.02 

討論： 

      (1)、原柿餅溶液呈現酸性。 

      (2)、加入越多的鹼，pH 值越大。 

      (3)、柿餅量越多，pH 值越小，氫離子濃度越大，因為柿餅含果酸，柿餅越多，溶液中的

氫離子越多，溶液越酸。 

 

四、利用加入鹽酸及氫氧化鈉的柿餅溶液染布 
 

(一) 利用加熱不同時間,不同濃度的柿餅溶液，染出不同顏色的布。 

(二)   選擇三種加熱時間各兩種濃度差別最大的溶液來染布。 

   
圖 25：用酸性溶液染布 圖 26：用鹼性溶液染布 圖 27：晾乾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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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左)：加熱

3 分鐘，加 1mL

鹽酸 

圖 28(中)：加

熱 3 分鐘，加

5mL 鹽酸 

圖 28(右)：加

熱 6 分鐘，加

1mL 鹽酸 

圖 29(左)：加熱 6

分鐘，加 5mL 鹽

酸 

圖 29(中)：加

熱 9 分鐘，加

1mL 鹽酸 

圖 29(右)：加

熱 9 分鐘，加

5mL 鹽酸 

討論：柿餅溶液本身呈酸性，因此加了鹽酸後，顏色沒有很明顯的變化，所以染出來的布

的顏色較淡，柿餅溶液濃度較大者，顏色偏粉紅。 

(二)利用加入氫氧化鈉的柿餅溶液染布： 

  
圖 30(左)：加熱 3

分鐘，加 1mL 氫

氧化鈉 

圖 30(中)：加

熱 3 分鐘，加

5mL 氫氧化鈉 

圖 30(右)：加

熱 6 分鐘，

加 1mL 氫氧

化鈉 

圖 31(左)：加熱 6

分鐘，加 5mL 氫

氧化鈉 

圖 31(中)：加

熱 9 分鐘，加

1mL 氫氧化鈉 

圖 31(右)：

加熱 9 分

鐘，加 5mL

氫氧化鈉 

討論： 
  (1)、柿餅溶液加入鹼性的氫氧化鈉後，呈深棕、藍、黑色，但染在布上，顏色沒有預期的

深，呈現的是古樸的棕色。加熱相同時間，氫氧化鈉濃度越大，棕色也越深。 

(2)、加鹼後出現懸浮溶液，我們試著過濾，但無法得到濾液，所以使用全溶液染布，清洗

後沉澱殘留不多，我們手工去除。 

   
圖 32：柿餅水加酸的染色結果 圖 33：柿餅水加鹼的染色結果 圖 34：柿餅水加酸、鹼後的染色結果比較 

討論： 
(1)、布料加酸性柿餅水染色後，顏色比較淡，偏粉紅色。 

(2)、布料加鹼性柿餅水染色後，顏色比較深，偏棕色。 

(3)、兩者有明顯差異，且溶液顏色與染布顏色並不相同。 

(4)、乾燥後顏色變淡，但柿餅溶液加入酸、鹼性溶液染色後，結果明顯不同。                                   

(5)、溶液的顏色與染布後的顏色也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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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探討加入定色劑的染布效果： 

      (一)、由於單純用柿餅溶液染色布料容易褪色，所以我們加入醋酸銅、醋酸

鐵及明礬作為定色劑，我們使用的是染後處理法。 

           1、我們用加熱 9 分鐘 3mL 的柿餅（500g）溶液加入 5mL 的氫氧化鈉這一組合進行

染色實驗。 

           2、為了避免不同光源影響拍攝的效果，我們再度使用自製小攝影棚，手機鏡頭從紙

箱上方拍攝，光源固定用 led 燈源，旁邊小孔用黑色膠帶封住。 

圖 39 圖 40 圖 41 圖 42 

    
用柿餅溶液畫圖 加醋酸鐵 加醋酸銅 洗 1 次後的效果，顏色略

褪。 

洗 3 次後的效果，沒有

明顯變化。 

R:86G:45B:27 R:91G:56B:37 R:27G:15B:11 R:76G:67B:62 R:63G:47B:32 R:53G:47B:31 R:77G:60B:42 R:69G:62B:44 

討論： 

(1)、染色效果明顯，定色效果良好，染布定色需要金屬離子，鐵籬子及銅離子效果良好。 

(2)、加入不同的定色劑，兩者顏色略為不同，圖 2 圖案上方的小圓圈是定色劑原來的顏

色，用來作為對照組。 

(3)、用洗衣機最低水位清洗 1 次（10 分鐘）後，顏色略褪。（RGB：27、15、11 褪成

63、47、32） 

(4)、用洗衣機最低水位清洗 3 次（各 10 分鐘）後，顏色沒有明顯變化。（RGB：63、47、

32 變成 77、60、42） 

        (二)、測試明礬作為定色劑的效果。 
            1、醋酸銅和醋酸鐵定色劑效果顯著，所以我們加入明礬測試定色效果。 

            2、降低柿餅溶液及氫氧化鈉的濃度。因最低濃度的柿餅溶液加氫氧化鈉後顏色太

淡， 我們用加熱 3 分鐘 3mL 的柿餅（200g）溶液加入 2mL 的氫氧化鈉這一組合進行染 

色實驗。 
圖 43 圖 44 圖 45  圖 46  

    
用柿餅溶液畫圖案 加醋酸

鐵 
加醋

酸銅 
加明

礬 
洗 1 次後的效果 洗 3 次後熨平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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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從上方拍攝 圖 36：箱子內部擺設 圖 37：開燈狀況 圖 38：拍攝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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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1)、使用濃度較低的柿餅溶液及氫氧化鈉染布時，定色劑會把柿餅溶液的原色蓋住。 

(2)、與加熱 9 分鐘 500g 柿餅的實驗比較，加熱 3 分鐘 200g 柿餅這一組洗滌後較易褪色。 

(3)、使用明礬作為定色劑，效果不佳。（RGB：122、80、58 變成 185、176、166），推測

是明礬含的是鋁離子，鋁離子的定色效果較差。 

(4)、後續將使用加熱 9 分鐘、較高濃度的柿餅溶液進行實驗，並使用醋酸鐵及醋酸銅作為

定色劑。 

(三)、利用綁染、型染、不同濃度溶液、不同操作順序，染出不同的布。 

     

圖 47：綁染 圖 48：利用橡皮筋、細繩、

吸管、木片綁出不同的形狀 

圖 49：加定色劑 圖 50：利用餅乾

紙盒蓋型染 

圖 51：型染圖案

的效果 

討論： 

(1)、我們用不同的方式處理純棉布，希望染出不同的圖案。 

(2)、綁染時，橡皮筋必須拉到最緊，否則圖案不明顯；在柿餅溶液浸泡時，要用力擠壓

布料，讓染料進入布料中。用綁染無法完全顯示再現性，每件作品都有其獨特性。 

(3)、我們再度發揮愛物惜物的精神，利用餅乾盒蓋進行型染，型染時，要重複塗很多

次，讓顏色進入布料中。型染的好處是可以不斷複製同樣的圖案，適合用在 DIY 的課

程。我們無法預測綁染的圖案，因此我們嘗試用塗畫的方式，染出我們想要的圖案。 

  (四)、用毛筆染布。 

塗染 型染 

     
圖 52：500g 柿餅

/1000g 水 

100g 醋酸鐵/500g

水、正反兩面塗 

圖 53：500g 柿餅

/1000g 水 

100g 醋酸銅/500g

水、正反兩面塗 

圖 54：200g 柿餅

/1000g 水 

50g 醋酸鐵/500g 水 

正反兩面塗 

圖 55：500g 柿餅

/1000g 水 50g 醋酸

鐵/500g 水 

重複塗 10 次 

圖 56：500g 柿餅

/1000g 水 50g 醋酸

銅/500g 水 

重複塗 10 次 

討論： 

(1)、不論是塗染還是型染，都是利用毛筆慢慢塗。 

(2)、塗染時，為了確認染料有被布料吸收，我們在布料的反面也塗，這塗染方法的附著

度效果不錯，但因為使用溶液的水量較多，所以圖案邊緣不夠銳利，出現暈開的情

形。 

(3)、型染有硬紙板限制，所以溶液不會擴散，圖案邊緣比較美觀，但因為型版放在上

面，無法把布料翻到背面塗上溶液，所以只能在正面重複塗，我們塗 10 次，才達到

預期效果。 

(4)、我們嘗試不同的綁染操作順序，觀察有甚麼不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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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染布步驟一：染布-拆開-晾乾-定色-晾乾-清洗-熨平。 

 

柿餅溶液染色後拆

開 

柿餅

/1000

g 水 

定色晾乾 
定色劑

種類 

定色

劑

g/500

g 水 

清洗熨平 

深色

處的

RGB 

圖

57. 

左

中

右 

 

500g 

 

醋酸

銅 
50 g 

 

R:125 

G:95 

B:57 

圖

58. 

左

中

右 

 

500g 

 

醋酸

銅 

100 

g 

 

R:119 

G:95 

B:69 

圖

59 

左

中

右 

 

400g 

 

醋酸

銅 

100 

g 

 

R:131 

G:126 

B:118 

圖

60 

左

中

右 

 

400g 

 

醋酸

鐵 
50 g 

 

R:144 

G:84 

B:52 

圖

61 

左

中

右 

 

400g 

 

醋酸

鐵 

100 

g 

 

R:135 

G:78 

B:49 

 

討論 

(1)、我們發現先拆開再定色，圖案中深淺的對比會較不明顯；如果喜歡圖案若隱若現

的，可以使用這方法。 

(2)、醋酸銅濃度對染色效果沒有明顯的差異，以節省藥品的角度而言，使用低濃度醋酸

銅即可(圖 54-56)。 

(3)、醋酸鐵濃度會影響染色效果，柿餅溶液及醋酸鐵濃度越大，顏色越深，因此可藉此

搭配染出不同的顏色(圖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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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染布步驟二：染布-晾乾-定色-晾乾-染布-晾乾-定色-晾乾-拆開-清洗-

熨平。 

1、第一階段染布浸泡 7 天 

綁

染

成

品 

     
 R:139 G:54 B:6 R: 120G:35 B:18 R: 159G:131 B:97 R: 171G:130 B:99 R: 115G:93 B:76 

操

作 

圖 62：500g 柿餅

/1000g 水 

100g 醋酸鐵/500g

水 

圖 63：500g 柿餅

/1000g 水 

100g 醋酸鐵/500g

水 

圖 64：500g 柿餅

/1000g 水 

100g 醋酸鐵/500g

水 

圖 65：400g 柿餅

/1000g 水 

50g 醋酸鐵/500g 水 

圖 66：400g 柿餅

/1000g 水 

50g 醋酸鐵+醋酸

銅/500g 水 

討論： 

(1)、浸泡七天使染料充分進入布料中，顏色較飽和。 

(2)、因浸泡時間長，柿餅溶液慢慢氧化，加醋酸鐵後甚至出現金黃色的圖案。 

(3)、清洗熨平後，顏色變得比較淡。 

(4)、醋酸鐵定色後，顏色跟原來的柿餅溶液顏色比較接近。 

(5)、使用兩種定色劑混合，發現顏色變灰色，與原來的顏色差異甚大。 

(6)、重複染布及定色，能讓顏色的附著度更好，圖案更清晰。 

(7)、我們重覆染了兩次，發現效果比只染一次的好，因此未來將朝多次重覆染布取代定

色劑的使用。 

(8)、經過清洗後，才知道最後會得到甚麼結果，每一次的顏色、圖案都讓我們覺得很驚

訝！ 

 

2、第一階段染布浸泡 3 天 
綁

染

成

品 

     
 R: 169G134:B:113 R: 162G:121B:99 R: 155G118:B:98 R:166 G:132B:110 R: 97G:99B:88 

操

作 

圖 67：400g 柿餅

/1000g 水 

100g 醋酸鐵/500g 水 

圖 68：400g 柿餅

/1000g 水 

100g 醋酸鐵/500g

水 

圖 69：400g 柿餅

/1000g 水 

100g 醋酸鐵/500g

水 

圖 70：400g 柿餅

/1000g 水 

50g 醋酸鐵/500g

水 

圖 71：400g 柿餅

/1000g 水 

50g 醋酸銅/500g

水 

討論： 

(1)、浸泡天數較少，布料顏色較淺。 

(2)、用醋酸鐵定色，布料出現類似大理石地板的紋路，每一件成品都是獨一無二！ 

(3)、如果綁得太緊，柿餅溶液不易滲入布料，用醋酸銅定色後，最後呈現的是醋酸銅的

藍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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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同樣的條件，但染布所得的結果卻不盡相同，推測是因為柿餅成熟度不同，我

們在剪柿餅的時候發現有的柿餅呈金黃色，有的卻呈棕黑色，所以添加酸鹼實驗的柿

餅溶液是一次把所有的柿餅準備完成，均勻混合後再進行實驗，但後來染布需要更多

的溶液，所以必須重新再煮，柿餅不同，顏色也有差異。 

(5)、根據前述實驗結果推測，柿餅濃度越高，染色效果越好，浸泡時間較久，重覆染布

及定色，定色後再拆開，圖案會比較明顯。 

(6)、即使用同樣的溶液，但因綁的方法不同，同一塊布料在不同的地方也可能因氧化程

度有異而產生不同的效果，所以綁染圖案無法完全再現，但這也是樂趣所在。 

   3、用不同的條件染單色的布 

染

布

成

品 

  
    改變定色劑公克數 改變/浸泡的天數 

 圖 72：醋酸鐵定色 圖 73：醋酸銅定色 圖 74：美麗的布 圖 75：比色 圖 76：比色 

(1) 在圖 74 中，我們使用 3mL400g 柿餅/1000 g 水加入 5mL1M 氫氧化鈉浸泡 1 天，定色

劑由上到下依序是 50、40、30、20、10g 的醋酸鐵/500g 水。 

(2) 在圖 75 中，我們使用 3mL500g 柿餅/1000 g 水加入 5mL1M 氫氧化鈉，定色劑分別是

50g 醋酸銅/500g 水，由上到下依序浸泡 1-9 天。 

(3) 本次實驗採重複染布-定色兩次。 

討論： 
（1） 只浸染一天，布料顏色較淡，原則上浸染天數越多，顏色較深。 

（2） 雖然染出的布料有深淺的差異，但有的顏色跟我們的預期有落差，推測可能影響的因

素有：   a、溫度，每天的氣溫不同，也許影響到染料滲入的狀況。 

                 b、柿餅溶液的個別差異：柿餅沒辦法完全均勻。 

                 c、浸泡天數的間隔差異太小：因為只間隔一天，所以染料附著的差異可能不夠 

                       大，所以染出的布料顏色接近。 

（3）我們嘗試用色卡比色，但肉眼能力有限，把看似相似的顏色放在色卡旁，發現還是有很

大的差異，我們想再度把顏色量化，所以用手機應用程式處理。 

4、利用手機 APP Color Meter 檢測不同條件染色後的布料，紀錄 RGB 數值。 

     表四-4-1 塗染： 

塗染 

柿餅量 500g/1000g

水 

 

柿餅量 500g/1000g

水 

 

NaOH 5ml NaOH 5ml 

定色劑  

醋酸鐵 100g/500g

水 

定色劑 

醋酸銅 100g/500g

水 

R:144  G:110  B:82 R:129  G:109  B: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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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4-2 塗染 

塗

染 

200g/1000

g 水 

 

200g/1000

g 水 

 

200g/1000

g 水 

 

NaOH 2ml 
NaOH 

2ml 

NaOH 

2ml 

定色劑 

醋酸鐵 

50g/500g

水 

定色劑 

醋酸銅

100g/500g

水 

定色劑 

明礬 

100g/500g

水 

 R:171   G:132   B:80 R:112   G:117   B:101 R:199   G:181   B:161 

 

表四-4-3 型染 

型染

（塗

10

次） 

柿餅量

500g/1000g 水 

 

柿餅量

500g/1000g 水 

 

NaOH 5ml NaOH 5ml 

定色劑 

醋酸鐵

100g/500g 水 

定色劑 

醋酸銅

100g/500g 水 

R:205   G:191   B:178 R:171   G:151   B:124 
 

表四-4-4 綁染 1 天 

綁染 

1 天 

   
方法 綁染 1 天 綁染 1 天 綁染 1 天 

柿餅量 400g/1000g 水 500g/1000g 水 400g/1000g 水 

NaOH 5ml 5ml 5ml 

定色劑 
醋酸銅 

50g/500g 水 

醋酸鐵 

50g/500g 水 

醋酸鐵 

50g/500g 水 

RGB R:181 G:178 B:171 R:206 G:196 B:187 R:208 G:197 B:191 

綁染 

1 天 

   
方法 綁染 1 天 綁染 1 天 綁染 1 天 

柿餅量 400g/1000g 水 400g/1000g 水 400g/1000g 水 

NaOH 5ml 5ml 5ml 

定色劑 
醋酸鐵 

50g/500g 水 

醋酸鐵 

50g/500g 水 

醋酸鐵 

100g/500g 水 

RGB R:203 G:193 B:184 R:205 G:191 B:178 R:175 G:164 B: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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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4-5 綁染 3 天 

綁染 

3 天 

    
方法 綁染 3 天 綁染 3 天 綁染 3 天 綁染 3 天 

柿餅量 400g/1000g 水 400g/1000g 水 500g/1000g 水 500g/1000g 水 

NaOH 5ml 5ml 5ml 5ml 

定色劑 
醋酸銅 

50g/500g 水 

醋酸銅 

100g/500g 水 

醋酸銅 

50g/500g 水 

醋酸銅 

50g/500g 水 

RGB R:172 G:166 B:154 R:163 G:156 B:146 R:148 G:138 B:126 R:165 G:152 B:136 

綁染 

3 天 

    
方法 綁染 3 天 綁染 3 天 綁染 3 天 綁染 3 天 

柿餅量 400g/1000g 水 400g/1000g 水 400g/1000g 水 400g/1000g 水 

NaOH 5ml 5ml 5ml 5ml 

定色劑 醋酸鐵 

50g/500g 水 

醋酸鐵 

50g/500g 水 

醋酸鐵 

50g/500g 水 

醋酸鐵 

50g/500g 水 

RGB R:206 G:190 B:175 R:176 G:166 B:157 R:161 G:150 B:141 R:188 G:179 B:170 

 

表四-4-6 綁染 7 天 

綁染 

3 天 

    
方法 綁染 7 天 綁染 7 天 綁染 7 天 綁染 7 天 

柿餅量 400g/1000g 水 500g/1000g 水 500g/1000g 水 500g/1000g 水 

NaOH 5ml 5ml 5ml 5ml 

定色劑 
醋酸鐵+醋酸銅 

50g/500g 水 

醋酸鐵 

100g/500g 水 

醋酸鐵 

100g/500g 水 

醋酸鐵 

100g/500g 水 

RGB R:157 G:141 B:126 R:193 G:160 B:111 R:158 G:124 B:86 R:194 G:179 B:165 

 

討論： 

【布料原色 RGB 為 175、172、167】 

 
(1)、用醋酸鐵定色的布料偏褐色系。 

(2)、用醋酸銅定色的布料偏藍綠色系。 

(3)、不同的布料處哩，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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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測試紫外線的褪色影響 

一般的染料都會因紫外線的照射而褪色，但柿染特殊

的地方是越曬顏色越深（林怡君、柿子太陽之染越曬越

美麗、愛地方、2020 年 09 月 07 日），因此我們用紫外

線燈箱進行實驗。因天氣多變，為了控制紫外線的強

度，我們使用紫外線燈取代太陽光，讓布料進行日光

染。 

表四-5-1 紫外線燈照射的效果 
圖 79：未照射紫外線 圖 80：照射 1 小時 圖 81：照射 14 小時 

   

      
RGB 

157、125、89 

RGB 

143、127、96 

RGB 

144、110、82 

RGB 

129、109、66 

RGB 

136、100、65 

RGB 

105、91、59 

 

討論： 

(1)、布料在照射 1 小時及 14 小時後均沒出現褪色的狀況，肉眼觀察顏色沒有加深或出現

明顯的變化，推測是因為曝曬時間不夠長，但使用辨色 app Color Meter，我們發現

RGB 數字都變小，表示顏色有變深，只是肉眼無法辨別其中的差異。有業者表示布

料在兩年後的顏色最美，但沒有明確表示照射紫外線的時間，也許我們的實驗時間不

足以讓布料產生明顯變化。 

(2)、為避免紫外線傷害眼睛，我們配戴太陽眼鏡操作，且盡量避免看到箱內光線。 

(3)、我們後續會進行較長時間的紫外線照射，觀察日光染的效果。 

 

伍、結論 

一、在加熱萃取的實驗中，柿餅溶液呈酸性，溶液的顏色與加熱時間及濃度呈正相關、紅色

成分沒有明顯變化，綠色成分會隨濃度微降，藍色成分下降最多，也是使溶液顏色變深

的主要原因。 

二、在柿餅溶液加入不同量的 1M 鹽酸，肉眼看溶液呈粉橘色，利用 color assist APP 檢測

RGB，我們發現紅色成分幾乎沒變，綠色成分有一點變化，藍色成分則下降很多。 

圖 77：把布料放

進紫外線箱 

圖 78：戴太陽眼鏡

後打開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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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柿餅溶液加入不同量的氫氧化鈉後，呈黃-暗棕-黑色。利用 color assist APP 檢測 RGB，

我們發現紅色及綠色成分下降很多，藍色則變化很小。 

四、利用加入鹽酸的柿餅溶液染布，布料呈淡粉色系。利用加入氫氧化鈉的柿餅溶液染布，

布料呈棕色系，但顏色牢度不夠。 

五、醋酸鐵及醋酸銅定色效果明顯，加醋酸鐵定色，布料呈褐色系；加醋酸銅定色，布料呈

褐色中帶藍綠。高濃度的柿餅溶液加上氫氧化鈉的染色效果較好，水洗 3 次沒有明顯褪

色。紫外線照射 1 小時及 14 小時沒有肉眼可辨別的明顯變化，但用 app 檢測，顏色有

變深。 

陸、未來展望 

一、本次最後使用定色劑固色，希望將來能找出透過重複多次染布的方法，完全不需使用定

色劑而染出漂亮的布。 

二、本次實驗染布的方式採用冷染浸泡的方式，後續實驗將嘗試用煮染的方式，並研究溫度

的變因如何影響染布的顏色。 

三、本次實驗為過剩的柿餅尋找出路，同樣的方式應用在其他過剩的農產品，是否也可以找

到另一種用途。 

四、將柿餅溶液乾燥成粉末，應用在食物的染色上，例如麵包、蛋糕或粉稞的天然著色，取

代人工色素以符合健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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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918-評語 

【評語】032918  

1. 以水果作為染布應用確實可增加農業副資材應用的潛力，亦

建議可考慮使用樹下掉落之腐爛柿子作為研究對象，或是選

擇柿子切下來的果皮進行研究亦是不錯選擇。 

2. 以水萃方式提取染色物質為常見方法，未來可考慮用酒精萃

取是否有較好效果。 

3. 在定色劑實驗中，定色劑與 NaOH 是否有化學反應造成顯

色，亦可加以探討以了解其顯色學理。 

4. 報告時台風穩健、態度自然，團隊合作表達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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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柿澀--擋布住的誘惑

國中組

生活與應用科學科(二)環保與民生



魅力「柿」「澀」 - 擋
「布」住的誘惑

3.鹼對柿餅溶液
的影響

★ pH儀檢測
★手機App檢測

2.酸對柿餅溶液
的影響

★ pH儀檢測
★手機App檢測

1.測試
柿餅水
溶液加
熱萃取
的條件

4.利用
加入鹽
酸及氫
氧化鈉
的柿餅
溶液染
布

5.探討
加入定
色劑的
染布效
果

魅力「柿」「澀」- 擋「布」住的誘惑

研究架構

★ 醋酸銅
★ 醋酸鐵
★ 明礬

定
色
劑

★ 綁染
★ 塗染
★ 型染

染
布



魅力「柿」「澀」- 擋「布」住的誘惑

1、我們採用氫氧化鈉及鹽酸作為媒染劑，因取得容易，方便操作。

2、基於愛物惜物的原則，我們使用無法食用的澀柿餅作為染材。

文獻探討

歷屆科／組別 名稱 植物染材料 媒染劑 目的

第58屆國小化
學

給你一點顏色
瞧瞧-楓香染

楓香葉 醋酸銅、醋酸鐵 利用楓香葉染布

第51屆國小化
學

在地ㄟ色水-染
出蕨色

鱗蓋鳳尾蕨、密毛小毛
蕨、山蘇、腎蕨

檸檬汁、小蘇打
粉

濃度、溫度、時
間、媒染劑、紫

外線

第47屆高職農
業及生物科

布同凡響
福木、榕樹、樟樹、荷

葉、蓮蓬

木醋酸鐵、醋酸
銅、醋酸錫、醋

酸鋁
萃取染液

第43屆國小生
物

非常好色
高麗菜、菠菜、洛神花、
玫瑰、菊花、茄子

氫氧化鈉、鹽酸
植物的顏色
酸鹼值影響
浸染的效果



魅力「柿」「澀」- 擋「布」住的誘惑

以熱萃取適合的柿餅溶液、測量RGB值及pH值

第一次：將
柿餅切成1/4，
投入水中，
用酒精燈加
熱。

第二次：先用
果汁機將柿餅
打碎後，再置
於瓦斯爐上加
熱。

取出溶液
置於容器
中，等待
溶液冷卻。

利用手機APP

color assist 
從自製攝影
棚側面檢測
溶液RGB。

1

4

7

2

5自製攝影棚：
在紙箱裡面貼海
報紙，上面加蓋，
上蓋及側面各開
一小孔，兩側內
部以LED燈打光。

★第一次柿餅溶液的份量不足，且不夠均勻。
★第二次柿餅和水的份量加倍，柿餅先用果汁機打碎，溶液改

用瓦斯爐加熱。
★自製攝影棚，解決光源不均勻的問題，且可從側面拍試管，

從上方拍布料，一棚兩用。

3

6 利用
pH計
紀錄
pH值。

從自製
攝影棚
上方拍
攝布料。



魅力「柿」「澀」- 擋「布」住的誘惑

柿餅溶液加入酸或鹼後，顏色會有何種變化?

1.柿餅溶液加鹽酸

★ RGB 數值越小，顏色越深。
★加鹽酸後，紅色R值無明顯變化，綠色G值變化不大，藍色B值明顯減少，溶液顏色變深，呈橘色。
★加氫氧化鈉，藍色B值變化最小，綠色G值次之，紅色R值下降最多，溶液顏色變深，呈棕黑色。

2.柿餅溶液加氫氧化鈉

加
熱
9
分
鐘

加
熱
6
分
鐘

加
熱
3
分
鐘

加
熱
3
分
鐘

加
熱
6
分
鐘

加
熱
9
分
鐘

未加酸
鹼的柿
餅溶液



魅力「柿」「澀」- 擋「布」住的誘惑

利用加入鹽酸及氫氧化鈉的柿餅溶液染布有何不同 ?

★布料加酸性柿餅水染色後，顏色比較淡，偏粉紅色。
★布料加鹼性柿餅水染色後，顏色比較深，偏棕色。
★布料乾燥後顏色變淡，容易褪色。
★加氫氧化鈉染布顏色較明顯，後續實驗皆加氫氧化鈉染布。

染
布
過
程

1.以加鹽酸的柿餅溶液染布

染
布
過
程

2.以加氫氧化鈉的柿餅溶液染布

將
染
好
的
布
晾
乾

將
染
好
的
布
晾
乾

將
染
好
的
布
晾
乾

將
染
好
的
布
晾
乾

晾
乾
後
的
成
品

晾
乾
後
的
成
品

加
鹽
酸

加
氫
氧
化
鈉

加
酸
鹼
比
較



魅力「柿」「澀」- 擋「布」住的誘惑

染布後加入定色劑會有怎樣的效果呢?

★醋酸銅與醋酸鐵定色效果顯著。
★明礬定色效果不佳。
★後續將使用醋酸銅與醋酸鐵作為定色劑。

畫
圖

1.測試醋酸鐵、
醋酸銅的定
色效果。

2.測試明礬作
為定色劑的
效果。

加
定
色
劑

洗
一
次

R:27
G:15
B:11

R:76
G:67
B:62

醋酸銅醋酸鐵

R:118
G:67
B:47

R:91
G:56
B:37

洗
三
次

顏色略褪 沒有明顯變化

R:63
G:47
B:32

R:53
G:47
B:31

R:77
G:60
B:42

R:69
G:62
B:44

畫
圖

R:86
G:45
B:27

R:118
G:62
B:45

R:58
G:49
B:40

R:122
G:80
B:58

R:176
G:139
B:115

R:114
G:134
B:123

R:181
G:168
B:152

R:104
G:86
B:65

R:86
G:100
B:95

R:164
G:126
B:97

R:147
G:139
B:128

R:185
G:176
B:166

加
定
色
劑

洗
一
次

洗
三
次

醋酸鐵 明礬

醋酸銅

醋酸鐵醋酸銅



魅力「柿」「澀」- 擋「布」住的誘惑

利用綁染、型染、塗染效果如何呢?

★塗染：要正反兩面塗，可畫出自己喜歡的圖案，但邊緣模糊。
★型染：要塗10次，成品邊緣美觀清晰，可重複大量製作。
★綁染：先拆開再定色，每件作品獨一無二，但圖案不夠清楚，後續嘗試

調換順序。

綁
染

型
染

塗
染

綁染： 染布-拆開-晾乾-定色-晾乾-清洗-熨平

定色後

(說明書p.24)
醋酸鐵定色醋酸銅定色 醋酸銅定色 醋酸銅定色 醋酸鐵定色



浸泡7天，重複染布、定色2次，定色完再拆開，顏色較飽和，圖案清晰。

魅力「柿」「澀」- 擋「布」住的誘惑

改變染布的操作順序有何影響?

★重覆染布，先定色2次再拆開，圖案比先拆開再定色來得清晰。
★浸泡7天比浸泡3天可得到較清晰的圖案。
★不同的定色劑會有不同的效果，用醋酸鐵為褐色系，用醋酸銅為藍綠色系。

(說明書p.25)染布-晾乾-定色-晾乾-染布-晾乾-定色-晾乾-拆開-清洗-熨平。

浸泡3天，重複染布、定色2次，定色完再拆開，顏色較淡，圖案較不清楚。

定色劑
：

醋酸鐵+
醋酸銅

定色劑
：

醋酸銅

定色劑
：

醋酸鐵

定色劑
：

醋酸鐵



魅力「柿」「澀」- 擋「布」住的誘惑

怎麼樣染出不同顏色的布?

★柿餅溶液濃度、
定色劑種類、濃
度、浸泡天數都
會影響最後染布
所的到的顏色。

★比色卡不易找
到對應顏色
，改用手機APP 
Color Meter。

(說明書p.26)

500g柿餅/1000g水
醋酸鐵 100g/500g水 浸泡7天300g柿餅/1000g水

醋酸鐵 20g/500g水 浸泡1天

300g柿餅/1000g水
醋酸鐵 10g/500g水 浸泡1天400g柿餅/1000g水

醋酸鐵 50g/500g水 浸泡3天

400g柿餅/1000g水
醋酸鐵 40g/500g水 浸泡3天400g柿餅/1000g水

醋酸鐵 30g/500g水 浸泡3天

400g柿餅/1000g水
醋酸鐵 10g/500g水 浸泡3天

400g柿餅/1000g水
醋酸鐵 20g/500g水 浸泡3天

500g柿餅/1000g水
醋酸銅 50g/500g水 浸泡9天

500g柿餅/1000g水
醋酸銅 50g/500g水 浸泡7天

500g柿餅/1000g水
醋酸銅 50g/500g水 浸泡5天

500g柿餅/1000g水
醋酸銅 50g/500g水 浸泡3天

500g柿餅/1000g水
醋酸銅 50g/500g水 浸泡1天

500g柿餅/1000g水
醋酸銅 50g/500g水 浸泡8天

500g柿餅/1000g水
醋酸銅 50g/500g水 浸泡6天

500g柿餅/1000g水
醋酸銅 50g/500g水 浸泡4天

500g柿餅/1000g水
醋酸銅 50g/500g水 浸泡2天

用比色卡
比色

不易找出
對應顏色



魅力「柿」「澀」- 擋「布」住的誘惑

未照射紫外線

將染過的布料
放進紫外線箱

紫外線會讓染過的布褪色嗎?

戴太陽眼鏡後
打開電源開關

照射1小時 照射14小時

R:157
G:125
B:89

★ Color Meter 對顏色的分
析精確，較比色卡方便許
多。

★布料在照射1小時及14小時
後均沒出現褪色的狀況，
使用”辨色APP” Color 
Meter，我們發現RGB數
字都變小，表示顏色有變
深。

★為避免紫外線傷害眼睛，
我們配戴太陽眼鏡操作。

★後續會進行較長時間的紫
外線照射，觀察日光染的
效果。

R:143
G:127
B:96

R:144
G:110
B:82

R:129
G:109
B:66

R:136
G:100
B:65

R:105
G:91
B:59

利用 Color Meter 檢測染色布料、紀錄RGB值。

浸泡6天 400g柿餅/1000g水
醋酸鐵 40g/500g水

R:159
G:135
B:109

浸泡7天500g柿餅/1000g水
醋酸鐵 100g/500g水

浸泡6天500g柿餅/1000g水
醋酸銅 50g/500g水

浸泡9天500g柿餅/1000g水
醋酸銅 50g/500g水

浸泡7天500g柿餅/1000g水
醋酸銅 50g/500g水

R:139
G:155
B:154

R:133
G:144
B:140

R:117
G:128
B:124

R:166
G:166
B:166



魅力「柿」「澀」- 擋「布」住的誘惑

一、在加熱萃取的實驗中，柿餅溶液呈酸性，溶液的顏色與加熱時間及濃度呈正相關、
藍色B值下降最多，使溶液顏色變深。

二、在柿餅溶液加入不同量的1M鹽酸，肉眼看溶液呈粉橘色，利用color assist APP
檢測RGB，我們發現紅色R值成分幾乎沒變，藍色B值成分則下降很多。

三、在柿餅溶液加入不同量的氫氧化鈉後，呈黃-暗棕-黑色。利用color assist APP檢
測RGB，我們發現紅色R值及綠色G值成分下降很多，藍色則變化很小。

四、利用加入鹽酸的柿餅溶液染布，布料呈淡粉色系。利用加入氫氧化鈉的柿餅溶液
染布，布料呈棕色系，但顏色牢度不夠。

五、醋酸鐵及醋酸銅定色效果明顯，醋酸鐵定色後，布料呈褐色系；醋酸銅定色後，
布料褐色中帶藍綠。高濃度的柿餅溶液加上氫氧化鈉的染色效果較好，水洗3次沒
有明顯褪色。紫外線照射1小時及14小時後，用APP檢測，RGB變小，顏色變深。

一、希望將來能透過重複多次染布的方法，完全不需使用定色劑而能達到良好效果。
二、本實驗採用冷染，未來將研究溫度如何影響染布的顏色。
三、本次實驗為過剩的柿餅尋找出路，希望也能應用在其他過剩的農產品上。
四、未來將嘗試把柿餅溶液乾燥成粉末，應用在食物的染色上，例如麵包、蛋糕或

粉稞的天然著色，取代人工色素以符合健康原則。

結論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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