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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經由測試不同種類與比例的潮解物質吸水效果實驗中，找出從空氣中吸水效果最佳的潮

解物質配方，並將此配方搭配不同種類、重量的天然物質，製作出既安全環保又具有最佳吸

水效果的潮解物質混合物配方「氯化鈣 13g+二氧化矽 2g+水 13g+活性碳 2g」。另外我們從

校園植物葉子纖維中找出製作效果最佳的東方紫金牛和茉莉花製作成環保花盆，並檢測薄、

中、厚三種厚度的植物纖維搭配最佳潮解物質混合物配方，在溫度 34°C、濕度 62%和溫度 25

°C、濕度 90%環境中的吸水效果，並將最佳潮解物質混合物配方放置在自行設計的內、外兩

層環保花盆縫隙中，經由溼度計檢測證實 14 天內花盆土壤溼度都維持在潮濕等級，花盆內

的植物也能生存良好，成功製作出能吸收水分的環保花盆。 

 

壹、研究動機 

    每當我們出門時，總會擔心家裡的植物因為沒有人澆水而枯萎，雖然現在有一些自動澆

花器等物理裝置來設法解決此問題，但畢竟較為麻煩而且成本較高，我們開始發想如何使用

最簡單、天然、又有效的方式來讓植物自行獲得水分。我們利用潮解原理和潮解物質能從空

氣中吸收水分的特性，並運用自然課以前學過的毛細現象與水溶液等知識，使潮解物質吸收

到的水分進入土壤中而讓植物吸收水分，以此為原理並結合植物纖維的環保花盆，製作成能

在短時間內不須要澆水，而能夠從空氣中自動吸收水分的環保花盆。  

 

貳、研究目的 

一、探討不同的潮解物質及其重量比例配方從空氣中的吸水效果。 

二、探討最佳潮解物質配方搭配不同的天然物質及其重量比例配方從空氣中的吸水效果。 

三、探討利用不同的校園植物葉子纖維製作成環保花盆的優缺點。 

四、探討最佳潮解物質混合物配方在不同環境溫度與濕度的吸水效果。 

五、探討「自製吸水環保花盆」的設計與製作方式，並檢測花盆所產生的吸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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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溼度計 

    
  溫溼度計  

        
    電子秤  

           
   果汁機 

    
   瓦斯爐 

     
     鍋子  

     
    濾網  

        
   紗布袋  

     
    濾袋 

   
    杯子 

    
     花盆       湯匙  

   
          滴管 石蕊試紙     鹵素燈 

        
   氯化鈣 

         
   二氧化矽 

  
   生石灰  

     
   檸檬酸 

    
    小蘇打 

  
    食鹽  

   
    活性碳 

  
    蜂蠟  文殊蘭葉 左手香葉 

     
 花葉萬年青葉  

  
   仙丹花葉  

  
   茉莉花葉   

 
   山茶花葉 

 
東方紫金牛葉 

      
   酒瓶蘭葉 

   
柑橘葉 

   
楓楊葉 

    
假檳榔葉 

 
楊梅葉 

 

 

    

  



3 
 

肆、文獻探討與研究方法 

 

一、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 潮解現象與潮解物質的文獻回顧 

  名 稱                      文 獻 內 容 簡 介 

1. 潮解 有些晶體表面逐漸形成飽和溶液，它的水蒸氣壓若是低於空氣中的水蒸氣

壓，則平衡向著潮解的方向進行，水分子向物質表面移動的現象叫做潮解 

2. 氯化鈣 （1）由氯和鈣構成，化學式為 CaCl2，在室溫下為白色固體水溶液呈中性 

（2）氯化鈣沒有毒性，可用於食品製造上，但對人體皮膚具有刺激性 

3. 氯化鎂 （1）氯化鎂是一種由 74.54%的氯和 25.48%的鎂組成的氯化物，化學式為 

     MgCl2，易潮解，置於乾燥空氣中會風化而失去結晶水 

（2）氯化鎂一旦滲入泥土，會造成鎂害，影響樹木對水份和養份的吸收 

4. 氫氧化鈉 （1）又稱火鹼、燒鹼和苛性鈉等，化學式為 NaOH 是一種高腐蝕性的強鹼 

（2）此鹼性物具有潮解性，會吸收空氣中的水蒸氣，亦會吸取二氧化碳、 

     二氧化硫等酸性氣體 

5. 二氧化矽 （1）化學式為 SiO2，二氧化矽自然存在環境中，是由矽和氧製成的化合物 

（2）具潮解性或能自空氣中吸附不等量之水分。經口攝取的二氧化矽基本 

     上是無毒的，因此完全可以用於食品。 

 
        經由以上對於潮解物質的文獻回顧中發現，氯化鈣水溶液呈中性，可用於食品製造上，

沒有毒性；二氧化矽用於食品添加物，基本上是無毒的；至於氯化鎂溶液滲入泥土，會造成

鎂害；而氫氧化鈉則是一種具有高腐蝕性的強鹼。有鑑於本研究是要將潮解物質從空氣吸收

到的水分流入土壤中讓植物體吸收，必須對土壤及植物較無傷害性，因此我們決定使用較為

天然、無毒的氯化鈣及二氧化矽，作為運用在「吸水環保花盆」上的主要潮解物質。 

 
   (二) 潮解物質研究的文獻探討 

         1. 全國第 36 屆科展作品「各種乾燥劑吸濕性質之研究」中探討乾燥劑的種類和成分，

乾燥劑如何製造，除溼外的用途，並比較各種乾燥劑的吸濕性強弱，吸水後變成何種物質，

丟棄是否會汙染環境等，研究中以市售氧化鈣、氯化鈣、矽膠及生石灰作為主要研究材料。

經研究後發現，吸水後氧化鈣會膨脹鬆碎為粉末狀，氯化鈣會潮解為液體，矽膠則變為粉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2%99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6%B0%AF%E5%8C%96%E9%8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E%82%E5%AE%B3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6%B0%AB%E6%B0%A7%E5%8C%96%E9%88%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6%E5%AD%B8%E5%BC%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5%90%E8%9D%95%E6%80%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9%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D%AE%E8%A7%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9%BA%E6%B0%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8%92%B8%E6%B0%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6%B0%A7%E5%8C%96%E7%A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6%B0%A7%E5%8C%96%E7%A1%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5%B8%E6%80%A7%E6%B0%94%E4%BD%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E%82%E5%AE%B3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6%B0%AB%E6%B0%A7%E5%8C%96%E9%88%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5%90%E8%9D%95%E6%80%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9%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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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但不軟化。吸濕能力以氯化鈣最強，生石灰次之，矽膠稍差，乾燥劑對生態均有危害，只

是程度有別，矽膠吸濕後再烘乾，可恢復吸濕能力，是對環境污染較小的乾燥劑材料。 

       
     2. 全國科展作品「除溼高手」中也是分析市面上除溼劑的種類和成分，另外也研究自

製除溼劑，並進行比較市售和自製除溼劑的吸水量實驗，但是沒有將實驗結果進一步運用在

環保或日常生活中。 

    相較而言，本次主題計畫以潮解物質所產生的水分作為植物自動澆水的構想，根據上述

對乾燥劑和除溼劑吸濕性的相關研究為基礎，進一步研究以氯化鈣為主要潮解物質並搭配二

氧化矽，以及和其它天然物質混和後各種配方的吸水效果，並製作成可吸水的植物纖維環保

花盆，探討土壤和植物透過自製吸水環保花盆是否能順利吸收到水份。根據前述的氯化鈣水

溶液呈中性、二氧化矽可用於食品製造上，沒有毒性的文獻依據，嘗試以此類潮解物質作為

研究材料，設計實驗並獲得研究結果。 

 

二、研究方法 

  （一）以同心圓研究法來探討關於「自製吸水環保花盆」的相關研究與影響變因： 

  

吸水環保花
盆的相關研
究與影響變   

因 

關鍵字 

  吸水 、 

  潮解、 

環保花盆 

 

  社會 

生態 環

保、 

省水 

 

數學 

 比例 、 

 重量、 

 容量 

  藝術 

  雕塑、 

花盆造型 

 

  工程 

 環保花

盆 

           

  語文 

有關花

盆的    

  名稱 

技術 

植物纖維製作 

技術、 

吸水技術 

科學 

  毛細現象、   

  潮解作用、 

  水溶液性質 

 

潮解物質在  

     不同 

乾、濕環境中 

的 

   吸水效果 

     的 

  製作方法 

  

潮解物質 
    的 
   種類 

  

  

植物纖維 

     的 

    種類 

  

              

  環保花盆 

     的 

  製作方法 

                

  

吸水環保花盆 

      的 

   製作方法 

 

  

  潮解物質 
    的 
   比例 
 

  

搭配 
     的 
天然物質比例 

  

 搭配 
     的 
天然物質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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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經由上述關於「自製吸水環保花盆」相關研究與影響變因的討論，我們歸納並設計 

出下列的研究流程圖： 

         

 

 

                                       

 

 

                   

 

 

 

 

 

 

 

 

 

          

 

 

 

 

 

 

 

 

 

 

 

吸水環保花盆研究方法 

比較最佳潮解物質混合物 

置於 

不同厚度的葉子纖維圓盤 

在不同乾溼、環境中 

的吸水效果 

 

 

找出較佳吸水效果的潮解物質種類 

找出製作效果最佳 

的 

校園植物 

葉子纖維環保花盆 

找出最佳吸水效果的 

潮解物質重量比例配方 

 

找出較佳吸水效果的天然物質種類

搭配最佳潮解物質配方 

 

找出最佳吸水效果的天然物質重量

比例配方搭配最佳潮解物質配方 

 
 
 

以實驗證明「吸水環保花盆」 

在 14 天內 

具有從空氣中吸收水分的效果 

 

結合最佳潮解物質混合物 

和葉子纖維環保花盆 

設計並製作出 

「吸水環保花盆」 

    校園巡禮 

   尋找校園中 

適合製作環保花盆

的植物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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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過程 

     經由研究流程圖構想，我們設計出七個實驗過程並加以進行研究 

（一）實驗一 比較不同種類的潮解物質配方從空氣中的吸水效果？ 

     1. 實驗原因與目的： 

              （1）原因：我們從有關潮解物質的文獻回顧中，了解氯化鈣和二氧化矽是屬於比較 

                  天然、無毒的潮解物質，因此我們進行實驗來比較這兩種潮解物質單獨 

                  或混搭配方的吸水效果。 

                                     （2）目的：藉由不同的潮解物質與水的混合比例實驗，設法找出從空氣中吸水效果 

                  最好的潮解物質配方。 

     2.  4 種潮解物質的實驗配方： 

            

 

 

 

 

     3. 實驗步驟：     

                （1）分別將不同重量比例的潮解物質，調配成 4 種不同的潮解物質配方。 

                （2）以紗布袋罩住塑膠量杯，並以膠帶固定，共製作出 4 組，分別將上述 4 種不 

            同的潮解物質混合物放入其中。(如圖 1) 

                （3）分別以電子秤測量 4 個塑膠量杯內的水溶液重量，每天測量、連續 7 天，記錄 

            其水溶液的重量變化。 

 4. 實驗探討： 

       （1）實驗配方中的編號 1 配方只使用氯化鈣而不添加水，是因為氯化鈣添加水反而 

會降低吸水效果。 

       （2）二氧化矽須要添加水，是因為二氧化矽呈現原本的乾燥粉末狀時無法產生吸水 

            效果，必須和適量的水均勻混合才能形成凝膠狀態並發揮作用。(如圖 2) 

      配方內容    編號 1  編號 2  編號 3  編號 4 

氯化鈣  （單位 g）    10     0     5    0 

二氧化矽（單位 g）     0     7     2    6 

水      （單位 g）     0     3     3    4 

 

 
 
 
 
 
 
 

圖 1  4 種不同種類潮解物質配方的實驗圖示  圖 2 二氧化矽和水混合成凝膠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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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實驗二 比較不同重量比例的氯化鈣和二氧化矽配方從空氣中的吸水效果？ 

          1. 實驗原因與目的： 

     （1）原因：我們將實驗 1 結果中吸水效果最佳的潮解物質配方：氯化鈣 5 g+二氧化矽  
 
                 2 g+水 3 g，進行調配不同重量比例的吸水效果實驗。 

           （2）目的：藉由不同重量比例的潮解物質配方實驗，設法找出吸水效果最好的潮解物 

                質配方。 

         2.  13 種不同比例的潮解物質實驗配方： 

  配 方  

  內 容  

編 

號 

1 

編 

號 

2 

編 

號  

3 

編 

號 

 4 

編 

號   

 5 

編 

號   

6 

編 

號   

7 

編 

號   

8 

編 

號   

9 

編 

號   

10 

編 

號   

11 

編 

號   

12 

編 

號   

13 

 氯化鈣   

（單位 g） 
5 7 9 11 11 11 11 11 13 15 17 19 21 

 二氧化矽 

（單位 g） 
 1 1 1 1 2 3 4 5 2 2 2 2 2 

水       

（單位 g） 
4 4 4 4 11 14 16 30 11 11 11 11 11 

          3. 實驗步驟： 

     （1）分別將不同重量比例的氯化鈣+二氧化矽+水，調配成 3 組共 13 種不同潮解物質 

          配方。其中第 1 組編號 1～4 配方是固定二氧化矽 1 g+水 4 g   、改變氯化鈣重量 

          ；第 2 組編號 5～8 配方是固定氯化鈣 11 g、改變二氧化矽+水的重量；而第 3 

          組編號 9～13 配方則是固定二氧化矽 2 g+水 11 g、將氯化鈣的重量從 13 公克 

          遞增至 21 公克。         

           （2）以紗布袋罩住塑膠量杯，並以膠帶固定，共製作出 13 組，分別將上述 13 種不 

          同潮解物質配方放入其中。(如圖 3、圖 4) 

           （3）分別以電子秤測量 13 個塑膠量杯內的水溶液重量，每天測量、連續 7 天，記錄 

          其水溶液的重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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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編號 1～8 潮解物質混合物配方圖 

 

 

 

 

 

 

 

 

 

 

圖 4 編號 9～13 潮解物質混合物配方圖 

    4. 實驗探討： 

       實驗配方中的第 1 組編號 1～4 配方會固定為二氧化矽 1 g+水 4 g，是因為二氧化矽 

       在 1 g 時需要添加 4 g 的水才能均勻混合成凝膠狀，而第 2 組編號 5～8 配方中當二 

       氧化矽的重量增加為 2～5 g 時，水的重量必須添加到 11 g、14 g、16 g、30 g 才能均 

       勻混合成凝膠狀，而二氧化矽唯有和水調製成凝膠狀時才能和氯化鈣產生吸水作用。 

   

 （三）實驗三 比較最佳潮解物質配方搭配不同種類天然物質的吸水效果? 

        1. 實驗原因與目的： 

     （1）原因：我們將實驗 2 結果中吸水效果最佳的潮解物質配方編號 9： 氯化鈣 13 g+ 

                二氧化矽 2 g+水 11 g ，進一步嘗試搭配 5 種天然物質比較其吸水效果。 

            （2）目的：藉由搭配不同種類的天然物質，找出吸水效果最好的潮解物質混合物配方。 

    2. 最佳潮解物質搭配 5 種天然物質的實驗配方： 

     配方內容    編號 1  編號 2  編號 3  編號 4  編號 5 

氯化鈣  （單位 g）    13    13    13    13    13 

二氧化矽（單位 g）     2     2     2     2     2 

水      （單位 g）    11    11    11    11    11 

檸檬酸  （單位 g）     4     0     0     0     0 

生石灰  （單位 g）     0     4     0     0     0 

食鹽    （單位 g）     0     0     4     0     0 

活性碳  （單位 g）     0     0     0     4     0 

小蘇打  （單位 g）     0     0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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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實驗步驟： 

     （1）將吸水效果最佳潮解物質配方：氯化鈣 13 g+二氧化矽 2 g+水 11 g ，分別搭配生 

          活中容易取得、較為無毒的檸檬酸、生石灰、食鹽、活性碳、小蘇打五種天然物 

          質，調配成 5 種實驗配方。 

     （2）以紗布袋罩住塑膠量杯，並以膠帶固定，共製作出 5 組，分別將上述 5 種添加天 

          然物質的潮解物質混合物放入其中。(如圖 5) 

     （3）分別以電子秤測量 5 個塑膠量杯內的水溶液重量，每天測量、連續 7 天， 記錄 

          其水量的重量變化。 

     

 

 

 

 

 

 

 

 

 

 

 

圖 5 添加 5 種天然物質的潮解物質混合物配方圖 

                                      

（四）實驗四 比較最佳潮解物質配方搭配不同重量比例活性碳的吸水效果？ 

   1.  實驗原因與目的： 

    （1）原因：我們從實驗 3 的實驗結果中發現，天然物質中以添加活性碳的潮解物質混 

               合物的吸水效果最好，因此我們進一步將不同重量比例的活性碳，搭配先前 

               的最佳潮解物質配方進行實驗。 

          （2）目的：藉由不同重量比例的活性碳搭配最佳潮解物質配方進行實驗，設法找出吸水 

               效果最佳潮解物質混合物的比例配方。 

         2.  最佳潮解物質配方搭配不同重量比例活性碳的實驗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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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製作和實驗步驟： 

       （1）將不同重量比例的活性碳搭配最佳潮解物質配方，調配成 6 種不同的實驗配方。 

     （2）以紗布袋罩住塑膠量杯，並以膠帶固定，共製作出 6 組，分別將上述 6 種添加不 

          同重量比例活性碳 的潮解物質混合物放入其中。(如圖 6) 

     （3）分別以電子秤測量 6 個塑膠量杯內的水溶液重量，每天測量、連續 7 天，記錄其 

          水量的重量變化。 

    4. 實驗探討： 

      實驗配方中活性碳原本呈現乾燥粉末狀時無法產生化學作用，因此我們先將二氧化碳 

      和水混合均勻後再添加活性碳一起攪拌混合成凝膠狀(如圖 7)，因為又添加活性碳的關 

      係，若以原本最佳潮解物質配方中水 添加 11 g  去混合活性碳時無法形成凝膠狀，因 

      此我們又在配方中多添加了 2 g  水，這樣才能將二氧化矽和活性碳都混合成凝膠狀。 

圖 6 不同重量活性碳與最佳潮解物質配方圖  圖 7 二氧化矽與活性碳成凝膠狀示意圖 

      配 方      

     內 容      
  編號 1  編號 2  編號 3  編號 4  編號 5  編號 6 

    氯化鈣   

  （單位 g） 
   13    13    13    13   13   13 

   二氧化矽 

  （單位 g） 
    2     2     2     2    2    2 

      水     

  （單位 g） 
   13    13    13    13   13   13 

    活性碳     

  （單位 g） 
    3     2     1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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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製作和實驗五  利用不同的校園植物葉子纖維製作成環保花盆並比較其優缺點？ 

    1. 製作和實驗原因與目的： 

         （1）原因：我們想要利用校園內常見的植物，取其葉子的纖維來製作成環保花盆。              

           （2）目的：藉由不同種類的校學植物葉子纖維，設法製作成環保花盆，並進一步比較 

                這些環保花盆的優缺點。 

    2.  12 種校園植物葉子纖維的製作配方： 

   配 方  

   內 容  

編 

號 

1 

編 

號 

2 

編 

號  

3 

編 

號 

 4 

編 

號   

 5 

編 

號   

 6 

編 

號   

 7 

編 

號   

 8 

編 

號   

 9 

編 

號   

 10 

編 

號   

 11 

編 

號   

12 

 葉子纖維   

（100 g） 

文
殊
蘭  

左
手
香 

花
葉
萬
年
青 

仙
丹
花 

茉
莉
花 

山
茶
花 

東
方
紫
金
牛 

酒
瓶
蘭 

柑
橘 

楓
楊 

假
檳
榔 

楊
梅 

     水 

（單位 g）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太白粉 

水溶液       

 （單位 g）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3. 製作和實驗步驟： 

       （1）先將 13 種校園植物的葉子 100 公克分別細細地剪碎，再和 500 公克的水一起倒 

          入都使用強轉速的果汁機內，打碎 3 分鐘形成液態狀(如圖 8)。 

       （2）將打碎的植物葉子纖維汁液放入鍋子內，再放在瓦斯爐上熬煮，煮到水份較乾時 

          倒入太白粉水攪拌至黏稠狀(如圖 9)。 

       （3）將裝有植物葉子纖維汁液的鍋子放入另一個裝冷水的大鍋子進行冷卻，待降溫後 

          將鍋內植物葉子纖維汁液慢慢倒入篩網中進行過濾，將多餘水分濾出。 

              （4）事先將塑膠花盆外層包上保鮮膜形成花盆模具，然後將 13 種黏稠狀的植物纖維 

          汁液分別緩緩倒在花盆模具上進行塑形，過程發現，有 3 種植物纖維配方的黏 

          稠汁無法塑形，於是將其餘 10 種可塑造成型的環保花盆後放在窗台處晾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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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經過大約一週等花盆內、外層都乾燥後，小心將花盆脫模後就製作成 10 種環保 

          花盆(如圖 10、圖 11)，接下來再和 3 種無法成形的植物葉子纖維配方，共同比 

          較這 13 種校園植物葉子纖維配方各自的優缺點。 

圖 8 將校園植物葉子打碎成液態狀示意圖 圖 9 葉子纖維加入太白粉至黏稠狀示意圖 

圖 10 利用五種葉子纖維製作成環保花盆圖 圖 11 利用五種葉子纖維製作成環保花盆圖 

      

（六）製作和實驗六  製作自製吸水環保花盆並檢測其吸水效果？ 

   1. 製作和實驗原因與目的： 

    （1）原因：我們想要了解最佳潮解物質混合物配方搭配植物纖維圓盤，在不同乾、濕 

               度環境中是否都能從空氣中吸收到水分。 

    （2）目的：檢測最佳潮解物質混合物配方搭配最佳葉子纖維製成的薄、中、厚三種厚 

               度圓盤，在不同乾、濕環境從空氣中吸收水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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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種葉子纖維圓盤的厚度和製作配方： 

    （1）葉子纖維圓盤厚度：薄： 0.5 cm、中： 1 cm、厚： 1.5 cm 

    （2）葉子纖維圓盤製作配方：茉莉花葉 100 g+水約 500 g+太白粉約 40 g+水約 100 g 

   3.  製作和實驗步驟： 

      （1）依照茉莉花葉 100 g+水約 500 g+太白粉約 40 g+水約 100 g 配方，並以一般塑膠製 

         培養皿為模具大小，分別製作成 2 組 0.5 cm、 1cm、 1.5 cm 三種厚度的葉子纖維 

         圓盤共六個。 

    （2）採用最佳配方「氯化鈣 13g+二氧化矽 2g+水 13g+活性碳 2g」調製成潮解物質混合 

         物，以濾紙裝載分別放置在六個葉子纖維圓盤上，並在下方放置六個塑膠量杯。 

         (如圖 12) 

    （3）將六個纖維圓盤和實驗裝置分別以薄、中、厚各兩組的方式放置在兩個容器內， 

         分別放置溫濕度計以監控溫、濕度，其中一個半密閉容器以鹵素燈 24 小時照射， 

         將容器內的溫度控制在 33〜35°C、濕度控制在 62%(如圖 13)，另一個容器內部灑 

水並放置三杯水，將容器內的溫度控制在 24〜26°C、濕度控制在 90%(如圖 14)。 

    （4）分別以電子秤測量 6 個塑膠量杯內的水溶液重量，每天測量、連續 7 天，記錄其 

          水量的重量變化。 

 圖 12 實驗裝置圖  圖 13 乾燥環境實驗裝置圖   圖 14 潮濕環境實驗裝置圖 

     4. 實驗探討： 

       本實驗一開始我們為了防止濾紙太過潮濕而破損，因此在濾紙的外部再套上一層棉 

       布袋，實驗過程發現棉布袋太厚影響水分進入量杯內，而且大部分的水分都被棉布 

       袋和葉子纖維圓盤吸收，使量杯內收集不到水分，因而導致實驗重做，而只使用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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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後，量杯內就能收集到水分，但還是有部分水分被葉子纖維圓盤所吸收。 

                            

 （七）製作和實驗七  製作自製吸水環保花盆並檢測其吸水效果？ 

     1. 製作和實驗原因與目的： 

     （1）原因：我們想要將最佳潮解物質混合物配方和利用校園常見植物葉子纖維製作而 

               成的環保花盆相互結合。              

           （2）目的：藉由最佳潮解物質混合物配方，和校園常見植物葉子纖維製作而成的環保       

               花盆相互結合，設法製作成具有吸水效果的環保花盆，並進一步檢測自製 

               吸水環保花盆的從空氣中吸收水分的效果。 

    2. 「自製吸水環保花盆」設計圖： 

 

             原始設計圖                   最終設計圖 

     
    3.  製作和實驗步驟： 

     （1）首先我們根據製作和實驗 5 比較不同校園植物葉子纖維製作成環保花盆優缺點的 

          結果，選出最為堅固與形狀完整的東方紫金牛和茉莉花葉子纖維製作成環保花 

          盆，然後事先將蜂蠟加熱溶煮於鍋內，再將蜂蠟溶液均勻地澆淋在這兩種花盆的 

          內盆和外盆的外側表面，來增加環保花盆的防水效果。 

     （2）接著將塗滿蜂蠟的花盆外盆表面以工具均勻的鑽孔(如圖 14)，目的是為了讓花盆 

          外的空氣可以流進花盆裡來；至於內盆底部則挖出 3 條長約 4 公分、寬約 2 公 

          分的空洞(如圖 15)，好讓水可以透過空洞流進內盆裡的土壤中。 

     （3）將挖好洞的內盆放入外盆中，然後在內、外盆間的縫隙中倒入適量的泥土，並使 

          用扁平工具將泥土儘量塑造成向內傾斜狀，接著在泥土上倒入加熱好的蜂蠟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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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卻後使泥土堅固成形。 

     （4）接著在內盆裡放入泥土並將植物黃金葛種植下去，並以溼度計插入土中測量土壤 

          的初始濕度(如圖 16)。 

      （5）依照最佳潮解物質混合物配方比例製作出 6 倍量，再放入縫製好適當大小的紗 

           網袋中，然後將裝有潮解物質混合物的紗網袋放入環保花盆內、外盆的縫隙中 

           (如圖 17)，製作成若一段時間後潮解物質混合物從空氣中的吸水效果變差時，  

           可以隨時替換新的潮解物質混合物的模式。 

      （6）接下來連續 14 天以濕度計測量內盆土壤中的溼度變化，並將實驗結果記錄下來 

   圖 12  吸水環保花盆外盆鑽孔加工圖 

 

  圖 13  吸水環保花盆內盆挖洞加工圖 

   圖 14 吸水環保花盆測量初始濕度圖  圖 15 潮解物質混合物和環保花盆結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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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實驗一 比較不同種類的潮解物質配方從空氣中的吸水效果？ 

  1. 實驗一結果的記錄表和折線圖 

   吸 水 量 （單位  g）  

          配 方 內 容    Day1 Day2 Day3 Day4 Day5 Day6 Day7 

編號 1： 

氯化鈣 10g 
   0   0.5    3   2.7   7.1    9  13.4 

編號 2： 

二氧化矽 7g+水 3g 
   0    0    0    0    0    0    0 

編號 3： 
氯化鈣 5g+二氧化矽 3g +水 2g 

   0    2    5   6.6   7.8    9   8.6 

編號 4： 

二氧化矽 6g+水 4g 
   0    0    0    0    0    0    0 

 

 

 

  2. 實驗發現： 

0

2

4

6

8

10

12

14

16

Day1 Day2 Day3 Day4 Day5 Day6 Day7

吸
水
量

(g
)

實驗天數（天）

氯化鈣10g 二氧化矽7g+水3ml 氯化鈣5g+二氧化矽3g+水2ml 二氧化矽6g+水4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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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從實驗結果中可以得知不同潮解物質物質從空氣中吸收水分的效果，其中編號 2 

         和編號 4 二氧化矽添加水的配方從空氣中的吸水量都是 0 公克。 

    （2）在實驗現場我們發現二氧化矽若不添加水則完全無法從空氣中吸收到水分，但是 

         二氧化矽添加水後會形成凝膠狀的混合物，表示二氧化矽單獨添加水雖然可以從 

         空氣中吸收到水分，但是吸收到的水分卻無法釋出，而導致量杯內沒有收集到水       

         溶液。 

    （3）而從空氣中吸收水分效果較好的是編號 1 的氯化鈣配方，但是氯化鈣和空氣產生 

         反應時體積會逐漸縮小並消失，反觀編號 3 氯化鈣添加二氧化矽再添加水的配方 

         ，第一天到第六天從空氣中吸收水分的重量都比編號 1 的氯化鈣配方還要多，但 

         是吸水的持續性卻比氯化鈣配方要來得差一點，因此我們發現氯化鈣添加二氧化 

         矽再添加水時從空氣中吸收水分效果會比單獨的氯化鈣還要更加明顯。 

    （4）接下來的實驗我們打算以氯化鈣加二氧化矽再添加水的潮解物質組合作為主要的            

         研究目標。 

 

   3. 實驗討論： 

  （1）經過相關文獻的研究與分析發現，現有的潮解物質中，只有氯化鈣和二氧化矽是屬 

       於比較天然、沒有毒害而且適合我們小學階段研究的化學物質，因此，在潮解物質 

       目標物的選擇上，我們其實沒有其他太多的選擇。 

  （2）市面上販售的除溼劑相關產品的主要成分幾乎都是氯化鈣，所以我們想要嘗試探討 

       除了氯化鈣之外，可以再搭配哪些潮解物質或天然物質來增加氯化鈣從空氣中的吸 

       水效果。 

 

二、實驗二 比較不同重量比例的氯化鈣和二氧化矽配方從空氣中的吸水效果？ 

  

 

 1. 實驗二結果的記錄表和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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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 水 量 （單位 g）  

           配 方 內 容        Day1 Day2 Day3 Day4 Day5 Day6 Day7 

編號 1： 
氯化鈣 5g+二氧化矽 1g+水 4g   3g   3g   4g   4g   4g   4g  4g 

編號 2： 
氯化鈣 7g+二氧化矽 1g+水 4g   2g   5g   7g   8g   8g   8.5g  9g 

編號 3： 
氯化鈣 9g+二氧化矽 1g+水 4g   2g   5g   10g   10g   10g   9g  12g 

編號 4： 
氯化鈣 11g+二氧化矽 1g+水 4g   4g   6g   13g   12g   12g  12.5g  14g 

編號 5： 
氯化鈣 11g+二氧化矽 2g+水 11g   7g   9g   16g   12g   11g  11.5g  13g 

編號 6： 
氯化鈣 11g+二氧化矽 3g+水 14g   7g   9g   12g   12g   12g  12g  13g 

編號 7： 
氯化鈣 11g+二氧化矽 4g+水 16g   5g   7g   9g   8g   8g  8.5g  9g 

編號 8： 
氯化鈣 11g+二氧化矽 5g+水 30g   7g   9g   8g   8g   8g  7.5g  8g 

編號 9： 
氯化鈣 13 g +二氧化矽 2g+水 11g   1g   11g   21g   22g  21.5g  19.5g  20g 

編號 10： 
氯化鈣 15g+二氧化矽 2g+水 11g   1g   6.5g   11.5g   13g  12.5g  12g  11.5g 

編號 11： 
氯化鈣 17g+二氧化矽 2g+水 11g   0.5g   8g   15g   17g  16.5g  13.5g  15g 

編號 12： 
氯化鈣 19g+二氧化矽 2g+水 11g   0.5g   11g   16.5g   18g  17.5g  16g  16.5g 

編號 13： 
氯化鈣 21g+二氧化矽 2g+水 11g   0.5g   9.5g   16g   18g  16.5g  15g  15.5g 

                                                                                                                                                                                            

 
 
  2. 實驗發現： 

0

5

10

15

20

25

Day1 Day2 Day3 Day4 Day5 Day6 Day7

吸
水
量

(g
)

實驗天數（天）

氯化鈣5g+二氧化矽1g+水4g 氯化鈣7g+二氧化矽1g+水4g 氯化鈣9g+二氧化矽1g+水4g

氯化鈣11g+二氧化矽1g+水4g 氯化鈣11g+二氧化矽2g+水11g 氯化鈣11g+二氧化矽3g+水14g

氯化鈣11g+二氧化矽4g+水16g 氯化鈣11g+二氧化矽5g+水30g 氯化鈣13+二氧化矽2g+水11g

氯化鈣15g+二氧化矽2g+水11g 氯化鈣17g+二氧化矽2g+水11g 氯化鈣19g+二氧化矽2g+水11g

氯化鈣21g+二氧化矽2g+水1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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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進行實驗後發現編號 9：氯化鈣 13 g +二氧化矽 2g+水 11g 配方從空氣中的吸水 

         量最多，而其餘氯化鈣添加愈少或二氧化矽、水量添加太多或太少的配方，吸水 

         量都不夠多。 

    （2）而當氯化鈣 13 g 搭配二氧化矽 2g 時，只有 11 公克的水量才能充分使二氧化矽 

         混合成凝膠狀，並且讓氯化鈣能正常發揮從空氣中吸收水分的功能，因此我們最 

         後決定使用氯化鈣 13 g +二氧化矽 2g+水 11g 這個配方進行後續的實驗。 

 

     3. 實驗討論： 

    （1）我們會將不同重量比例的 13 種潮解物質配方分成 3 組來進行，是因為我們想要 

         讓 3 組配方都能分別控制一種操控變因來進行實驗，其中第 1 組編號 1～4 配方 

         固定二氧化矽 1 g+水 4 g   、改變氯化鈣重量，結果發現氯化鈣添加愈多則吸水量 

         愈多。 

    （2）而第 2 組編號 5～8 配方固定氯化鈣 11 g、改變二氧化矽+水的重量，實驗結果發 

         現二氧化矽添加愈多吸水量並不會愈多，而是二氧化矽 2g 時吸水量才是最多； 

         至於第 3 組編號 9～13 配方則是固定二氧化矽 2 g+水 11 g、將氯化鈣的重量從  

         13 公克遞增至 21 公克。 

    （3）實驗結果發現氯化鈣添加愈多吸水量不一定會愈多，而是當氯化鈣 13 g 時吸水量 

         才是最多的，我們討論後認為應該是氯化鈣 13 g 的重量和二氧化矽 2 g+水 11 g 

         的重量剛好可以互相搭配、足夠消耗並產生良好的吸水效果，若氯化鈣的重量超 

         過 13 g 則無法和二氧化矽 2 g+水 11 g 完全產生反應，因為過多的氯化鈣沒有足 

         夠的凝膠狀二氧化矽搭配，便無法產生更好的吸水效果。         

 

三、實驗三 比較最佳潮解物質配方搭配不同種類天然物質的吸水效果? 

  

 1. 實驗三結果的記錄表和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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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  水  量 （ 單位 g）    

配 方 內 容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Da 

y6 

Day 

7 

Day 

8 

Day 

9 

Day 

10 

Day 

11 

Day 

12 

Day 

13 

Day 

14 
編號 1： 

氯化鈣 13g+二氧化矽 
2g+水 11g+檸檬酸 4g 

1.5 3.5 4.5 6 7.5 10 9 9.5 10.5 11.5 11 11.5 11.5g 11 

編號 2： 
氯化鈣 13g+二氧化矽 
2g+水 11g+生石灰 4g 

0 0 0.5 1 1.8 1.5 2 3 4 4.5 4.5 4.5 6 7 

編號 3： 
氯化鈣 13g+二氧化矽 
2g+水 11g+食鹽 4g 

0 1 1.2 1.6 2 5 7 6 8 10.5 11 11 11.5 12 

編號 4： 
氯化鈣 13g+二氧化矽 
2g+水 11g+活性碳 4g 

0 0 2 5 8 8.5 10 10 11 12.5 12 12 12 12 

編號 5： 
氯化鈣 13g+二氧化矽 
2g+水 11g+小蘇打 4g 

3 3.5 4.5 5.5 7 7.5 8 8.5 9 9.5 9.5 10 9.5 10 

 

 
 
2. 實驗發現： 

      （1）實驗結果發現編號 2 添加生石灰的配方從空氣中吸收水分的效果最差，而編號 3 和 

       編號 4 配方從空氣中吸收水分的效果比較好。 

  （2）其中編號 3 添加食鹽配方的吸水量要比編號 4 添加活性碳配方少一點，而編號 4 添 

       加活性碳配方在實驗的前兩天吸水量雖然是 0 公克，但是後來第 3 天到第 10 天的吸 

       水量卻愈來愈多，而從第 11 天到第 14 天卻維持 12 公克的吸水量，沒有再繼續增加 

       吸水量，但是也沒有減少。 

  （3）另外我們也將編號 4 配方潮解後所產生的水溶液進行石蕊試紙的酸鹼值檢測，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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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水
量

(g
)

實驗天數（天）

氯化鈣13g+二氧化矽2g+水11g+檸檬酸4g 氯化鈣13g+二氧化矽2g+水11g+生石灰4g

氯化鈣13g+二氧化矽2g+水11g+食鹽4g 氯化鈣13g+二氧化矽2g+水11g+活性碳4g

氯化鈣13g+二氧化矽2g+水11g+小蘇打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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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發現水溶液為接近中性，表示對於土壤和植物來說是較為合適的，因此我們決 

       定以編號 4：氯化鈣 13g+二氧化矽 2g+水 11g+活性碳 4g 來做為搭配不同種類天然物 

       質中的最佳配方。 

 
3. 實驗討論： 

  （1）在進行實驗之前，我們原本以為大多數的天然物質搭配潮解物質應該都會具有加乘 

       的效果，但是經過實驗後卻發現實驗結果並非如此，大多數較為天然的化學物質反 

       而會影響甚至降低潮解物質從空氣中的吸水效果，這結果也應證了為什麼市面上的 

       除溼劑大多只有添加氯化鈣而沒有再添加其他物質的原因。 

  （2）雖然添加天然物質會降低潮解物質從空氣中的吸水效果，但是我們最後的研究目的 

       是要將潮解物質配方和環保花盆相互結合，因此如果添加天然物質雖然會稍微降低 

       潮解物質從空氣中的吸水效果，可是卻能減緩潮解物質在空氣中揮發的速度，那麼  

       應用在環保花盆上反而能造成讓種植在吸水環保花盆內的植物可以緩慢地吸收水分 

       ，並延長替換潮解物質的時間。 

 

四、實驗四 比較最佳潮解物質配方搭配不同重量比例活性碳的吸水效果？ 

  1. 實驗四結果的記錄表和折線圖 

  吸 水 量 （ 單 位 g ）  

配方/吸水量/天數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Day 

6 
Day 

7 
Day 

8 
Day 

9 
Day 
10 

編號 1： 
氯化鈣 13g+二氧化矽 
2g+水 13g+活性碳 3g 

2 4 4.5 5 5.5 6.5 8 9 9.5 10 

編號 2： 
氯化鈣 13g+二氧化矽 
2g+水 13g+活性碳 2g 

5 8 8 8 8 9.5 11.5 11.5 12 13 

編號 3： 
氯化鈣 13g+二氧化矽
2g+水 13g+活性碳 1g 

3 5.5 5.8 6.2 6.5 8 9 10 11 9 

編號 4： 
氯化鈣 13g+二氧化矽
2g+水 13g+活性碳 5g 

3.5 5.5 5.3 5.1 5 5.5 8 9 10 10.5 

編號 5： 
氯化鈣 13g+二氧化矽
2g+水 13g+活性碳 6g 

3 5 4.8 4.6 4.5 5.5 7 8 8.5 9 

編號 6： 
氯化鈣 13g+二氧化矽
2g+水 13g+活性碳 7g 

1 1 1 1g 1g 2g 3.5 4.5 6g 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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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實驗發現： 

        （1）我們將實驗 3 結果中從空氣中吸收水分效果最佳的氯化鈣 13g+二氧化矽 2g+水  

         11g+活性碳 4g 配方，先將水量控制在 13 公克，再添加不同重量比例的活性碳， 

         希望能夠增加此配方從空氣中吸收水分的效果。 

    （2）實驗結果發現編號 6：氯化鈣 13g+二氧化矽 2g+水 13g+活性碳 7g 配方的吸水量 

         最少，而編號 2：氯化鈣 13g+二氧化矽 2g+水 13g+活性碳 2g 配方的吸水量最多 

         ，因此我們發現在保持氯化鈣 13g+二氧化矽 2g+水 13g 的最佳潮解物質配方情況 

         下，添加 2 公克的活性碳所產生的吸水效果最好，因此我們最終決定將編號 2 配 

         方作為最佳的潮解物質混合物配方來進行後續的實驗。 

 
  3. 實驗討論： 

   （1）實驗中我們添加不同重量比例的活性碳時發現，若活性碳添加愈多則吸水量反而愈 

        少，添加 2 公克的活性碳所產生的吸水效果最好。 

   （2）我們討論後認為應該是氯化鈣 13 g+二氧化矽 2 g+水 11 g 的配方剛好足夠和 2 公 

        克的活性碳產生吸水作用，也表示此時潮解物質和活性碳之間的吸水作用正好達到 

        共同提升的效果，而活性碳的添加量愈多，反而會影響潮解物質對於水分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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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鈣13g+二氧化矽2g+水13g+活性碳3g 氯化鈣13g+二氧化矽2g+水13g+活性碳2g

氯化鈣13g+二氧化矽2g+水13g+活性碳1g 氯化鈣13g+二氧化矽2g+水13g+活性碳5g

氯化鈣13g+二氧化矽2g+水13g+活性碳6g 氯化鈣13g+二氧化矽2g+水13g+活性碳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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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從空氣中的吸水效果。         

 

五、製作和實驗 5  利用不同的校園植物葉子纖維製作成環保花盆並比較其優缺點？ 

  1. 實驗五結果的記錄表 

纖維種類 1.文殊蘭 2.左手香 
3.花葉萬年

青 
4.仙丹花 5.茉莉花 6.山茶花 

優點 不易浸濕 無 形狀完整 不易浸濕 

堅固、形狀

完整、不易

浸濕且透氣 

不易浸濕 

缺點 
纖維粗、 

製作不易 

纖維太黏

滑、無法 

成形 

纖維較鬆散  
纖維較緊密沒

有縫隙 
無 

纖維較緊

密沒有縫

隙 

纖維種類 
7.東方 

紫金牛 
8.酒瓶蘭 9.柑橘 10.楓楊 11.假檳榔 12.楊梅 

優點 

堅固、形狀

完整、不易

浸濕且透氣 

無 形狀完整 
形狀完整 

、不易浸濕 
堅固 形狀完整 

缺點 無 

脆纖維較粗 

、易崩壞、

無法成形 

纖維較濕且

緊密 
纖維較鬆散  

纖維較粗、 

製作不易 

纖維較鬆

散 

                                                                                                                                                     

2. 實驗發現： 

  （1）我們發現校園內就有許多植物的葉子纖維適合拿來製作成環保花盆，於是決定以和 

       我們生活較接近的校園植物葉子纖維作為環保花盆的原料。 

  （2）我們將每一種植物葉子纖維都製作成大、小兩種盆形來當作後續吸水環保花盆的內 

       層和外層，製作結果發現酒瓶蘭、左手香、蘆薈混合楓楊這 3 種葉子的纖維因為較 

       黏稠、易崩壞等原因，導致不容易塑造成形而無法製作成花盆，而另外 10 種可以塑 

       造成形的植物纖維中，又以茉莉花和東方紫金牛這兩種植物葉子纖維的優點較多且 

       沒有缺點，不僅形狀完整、堅固、防水性較好，而且纖維的密度適中具有些微縫 

       隙、比較透氣。  

 
3. 實驗討論： 

  （1）在製作環保花盆的過程中，我們大家都覺得非常不容易，因為每一種植物葉子纖維 

       的特性都不相同，製作過程中需要再經過嘗試與調整，例如有些植物葉片纖維原本 

       的水分比較多，因此添加的水量要稍微再減少一點點，不然會因為纖維汁液不夠黏 

       稠而導致塑形失敗，諸如此類問題層出不窮，使我們在製作初期有很深的挫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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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幸好後續的製作過程因為逐漸累積經驗而掌握了訣竅，開始能夠成功製作出形狀完 

       整的環保花盆，而製作成形的環保花盆，卻具有不夠堅固、容易被水浸濕、纖維較 

       緊密沒有縫隙或太鬆散容易崩壞等缺點，最後終於製作出優點最多、最佳的兩種環 

       保花盆。 

 

六、製作和實驗 6  製作最佳潮解物質混合物配方置於不同厚度的葉子纖維圓盤，檢測在 

    乾、溼環境中的吸水效果？ 

1. 在高溫、乾燥環境(溫度 33〜35°C、 濕度 90%)中的吸水量記錄表和折線圖 

  吸  水  量 （單 位 g）  

圓 盤 厚 度 Day1 Day2 Day3 Day4 Day5 Day6 Day7 Day8 Day9 Day10 

0.5 cm 3 12 12 13 13 13 13 14 14 14 

1 cm 0.5 12 13 14 15 16 16 16 17 17 

1.5 cm 2 16 17 19 20 21 20 20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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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低溫、潮濕環境(溫度 24〜26°C、 濕度 90%)中的吸水量記錄表和折線圖 

  吸  水  量 （單 位  g）  

圓 盤  厚 度 Day1 Day2 Day3 Day4 Day5 Day6 Day7 Day8 Day9 Day10 

0.5 cm 2 7 7 7 7 7 7 8 8 8 

1 cm 1 13 15 15 15 16 16 17 18 19 

1.5 cm 3 8 13 15 16 17 17 18 19 19 

 

 

 
  3. 葉子纖維圓盤在低溫、潮濕環境(溫度 24〜26°C、 濕度 90%)中的總重量記錄表和折線圖 

  圓 盤 總 重 量  （單 位 g）  

圓 盤 厚 度 Day0 Day1 Day2 Day3 Day4 Day5 Day6 Day7 Day8 Day9 Day10 

0.5 cm 56 59 63 64 66 66 69 69 70 72 74 

1 cm 65 64 61 61 63 64 65 66 66 67 68 

1.5 cm 110 110 109 109 108 109 109 109 107 106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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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實驗發現： 

    （1）從實驗中我們可以發現最佳潮解物質混合物在溫度 33〜35°C、濕度 62%和溫度 24 

         〜26°C、濕度 90%這兩種乾、溼環境中都具有從空氣中吸收水分的效果。 

    （2）若單獨看在溫度 24〜26°C、濕度 90%較為低溫、潮濕環境的吸水量還不如在溫度 

         33〜35 °C、濕度 62%較為高溫、乾燥環境的吸水量，那是因為在較為低溫、潮濕 

         的環境下，葉子纖維圓盤也會吸收一部分的水分，所以若要觀察在較為低溫、潮濕 

         環境下的吸水量，必須將量杯內所收集的水量和葉子纖維圓盤所吸收的水量加總合 

         計。 

 
  5. 實驗討論： 

    （1）從實驗中我們發現 0.5 cm、1 cm、1.5 cm 三種厚度的葉子纖維圓盤和最佳潮解物質 

         混合物的吸水效果也不太相同，在溫度 33〜35°C 、濕度 62%較為高溫、乾燥的環 

         境下，厚度愈厚的葉子纖維圓盤吸水效果愈好。 

    （2）而在溫度 24〜26°C 、濕度 90%較為低溫、潮濕的環境下，受到葉子纖維圓盤本身 

         容易吸收水分和氣溫升高等因素的影響，整體的吸水效果較難判斷。 

    （3）另外，我們也發現 0.5 cm 厚度的葉子纖維圓盤在較為低溫、潮濕的環境下，會因 

         為較薄的關係結構容易變得軟爛、不夠堅固，因此我們討論後認為後續製作環保 

         花盆時，花盆的厚度較厚比較可以防止花盆吸收水分而導致結構不夠堅固。 

 

七、製作和實驗七  製作自製吸水環保花盆並檢測其吸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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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製作和實驗七的記錄表和柱狀圖 
  

 濕 度 數 值    

植 物 種 類 day1 day2 day3 day4 day5 day6 day7  

A (東方紫金牛) 8 10 10 10 10 10 9  

B (茉莉花) 9 10 10 10 10 10 9  

植 物 種 類 day8 day9 day10 day11 day12 day13 day14  

A (東方紫金牛) 9 10 10 10 9 9.5 9.5  

B (茉莉花) 9 10 10 9 9 8 8  

                    備註：濕度數值中 1-3 為 DRY 乾、4-7 為 MOIST 濕、8-10 為 WET 潮濕 

     

 

 
  2. 實驗發現： 

         當我們將土壤和植物種植在花盆內並以溼度計進行土壤溼度檢測後，發現在實驗 

     觀測的 14 天中，土壤的濕度值一直保持在潮濕等級，所種植植物也存活完好，證明 

     「吸水環保花盆」的設計與製作成功達到了我們的研究目標。 

 

  3. 實驗討論： 

    （1）我們查詢了有關如何增強自製花盆防水性的相關資料，發現將蜂蠟溶煮後均勻地 

         澆淋和塗抹在花盆表面，不但可以有效防水，而且蜂蠟本身屬於天然、無毒的物 

         質，也符合我們對於環保花盆的目標與要求，實際使用後，發現蜂蠟更可以使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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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花盆愈堅固，不論是在具有蜂蠟的花盆表面直接以工具鑽孔或挖洞，花盆表面 

         都不會碎裂崩壞。  

    （2）當我們製作出「吸水環保花盆」並實際操作後，發現水分只會累積在內外盆的縫 

         隙底部，卻不會流入內盆的土壤裡，我們思考了很久，終於想出在內、外盆間的 

         縫隙中倒入適量的泥土，並塑造成向內傾斜狀，接著在泥土上倒入加熱好的蜂蠟 

         溶液，冷卻後使泥土定型的方 式，讓內、外盆間的縫隙底部由外向內傾斜，就可 

         以利用地心引力的作用使得放入內、外盆間縫隙的潮解物質混合物所產生的水， 

         可以經由內盆的孔洞順利流入土壤中，而在檢測土壤濕度後發現濕度數值在 14 天 

         內都是維持在潮濕等級，也證明了此一製作方式所具有的效果。 

    （3）而在種植於花盆裡的植物方面，因為考慮到「吸水環保花盆」必須放在避免陽光 

         直接照射的環境下才能讓潮解物質混合物所產生的水分不被陽光蒸發掉，而能確 

         保實驗的準確性，因此我們選用了不須要放在戶外而且容易生存的黃金葛，在連 

         續 14 天的土壤濕度檢測過程中，種植在花盆內的黃金葛也生存得很好，表示潮 

         解物質混合物所產生的水分可以被植物吸收而且暫時不會影響植物的存活。 

                                                                                                                                                                                           

伍、結論 

一、以「氯化鈣 13g+二氧化矽 2g+水 13g」所製作而成的潮解物質配方，經過實驗後確實具    

    有從空氣中較佳的吸水效果。 

二、以「氯化鈣 13g+二氧化矽 2g+水 13g+活性碳 2g」所製作而成的潮解物質混合物配方， 

    經過實驗後確實具有從空氣中較佳的吸水效果。 

三、以校園植物東方紫金牛和茉莉花的葉子纖維製作而成的環保花盆，比較後證實具有較佳 

    的優點，可以做為「自製吸水環保花盆」的主要材料。 

四、採用「   茉莉花葉 100 g+水約 500 g+太白粉約 40 g+水約 100 g」配方製作成薄、中、厚 

    三種厚度圓盤並分別搭配「氯化鈣 13g+二氧化矽 2g+水 13g+活性碳 2g」配方調配成的     

    最佳潮解物質混合物，在溫度 33〜35°C、濕度 62%和溫度 23〜25°C、濕度 90%這兩種 

    乾、溼環境中都能具有從空氣中吸水的效果。 

五、以校園植物「   茉莉花葉 100 g+水約 500 g+太白粉約 40 g+水約 100 g」和「東方紫金牛  

    葉 100 g+水約 500 g+太白粉約 40 g+水約 100 g」配方製作而成的環保花盆，內置以紗網 

    袋包裝的「氯化鈣 13g+二氧化矽 2g+水 13g+活性碳 2g」最佳潮解物質混合物，經由以溼 

    度計檢測花盆內土壤濕度的方式，證實在 14 天內可以使植物透過「自製吸水環保花盆」 

    裝置達到從空氣中吸收水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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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未來展望 

    未來我們若要延長「吸水環保花盆」內的植物存活時間，可以參考文獻回顧的相關資料

所提及的，嘗試使用食品級的氯化鈣和二氧化矽來作為原料，讓所製作出潮解物質混合物的

從空氣中吸收所產生的水溶液更為溫和、對植物比較沒有傷害性，就可以延長「吸水環保花

盆」內的植物存活時間，使得「吸水環保花盆」的實用性可以更加提升。 

 

柒、參考資料及其他 

一、中國兒童大百科全書（1993）：化學  嘉義明山書局。   

二、牛頓科學研習百科（1993）：化學  台北：牛頓。 

三、二十一世紀兒童百科  台北：牛頓。 

四、應用化學辭典  台北宏業書局。 

五、全國第 36 屆科展作品： 各種乾燥劑吸濕性質之研究。 

六、科展作品： 除溼高手。 

七、全國第 61 屆科展作品： ＂啡＂比尋常～研究咖啡渣紙容器之環保實用表現。 



082927-評語 

【評語】082927  

本研究利用身邊的校園植物，參考並整合過去科展發現，應用

已知考慮營養尋求最佳配方，亦結合環保與生活應用。但容易產生

潮解的物質同時也有可能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在炎熱的氣候下是否

會造成土壤過乾，值得研究，同時建議未來成功量產時能兼顧花盆

美觀性與實用性。



 

 

 

 

 

 

 

 

 

作品簡報



科別：生活與應用科學科(二)環保與民生

組別：國小組

1/12

編號：



研究動機

當我們出門時

會擔心家裡的植物因為沒有澆水而枯萎

如果可以讓花盆自行從空氣中吸收水分的話那該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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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種不同潮解物
質的吸水效果

13種潮解物質比
例配方吸水效果

潮解物質搭配不同
天然物質吸水效果

潮解物質和不同比
例活性碳吸水效果

研究目的與過程

3/12

一、尋找最佳潮解物質及其比例配方 二、尋找潮解物質配方的最佳搭檔



校園植物葉子纖維製作成
環保花盆並比較其優缺點

最佳潮解物質配方在不同
乾、溼環境中的吸水效果

三、尋找環保花盆的最佳校園植物纖維

四、檢測最佳配方組合的吸水效果

4/12

研究目的與過程



「自製吸水環保花盆」設計圖

1. 將最佳潮解物質放置在茉莉花和東方紫金牛
葉子纖維製作成的環保花盆內。

2. 將黃金葛和泥土種植在花盆中。
3. 連續14天以濕度計測量土壤中的溼度變化。五、潮解物質配方與花盆最佳組合

的設計及檢測

5/12

研究目的與過程



1.比較不同潮解物質的吸水效果

研究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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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鈣10g

二氧化矽7g+水3ml

氯化鈣5g+二氧化矽3g+水2ml

二氧化矽6g+水4ml

2.比較潮解物質不同比例的吸水效果

0

10

20

30

Day1 Day2 Day3 Day4 Day5 Day6 Day7

吸
水

量
(g

)

實驗天數（天）
氯化鈣5g+二氧化矽1g+水4g 氯化鈣7g+二氧化矽1g+水4g
氯化鈣9g+二氧化矽1g+水4g 氯化鈣11g+二氧化矽1g+水4g
氯化鈣11g+二氧化矽2g+水11g 氯化鈣11g+二氧化矽3g+水14g
氯化鈣11g+二氧化矽4g+水16g 氯化鈣11g+二氧化矽5g+水30g
氯化鈣13+二氧化矽2g+水11g 氯化鈣15g+二氧化矽2g+水11g

※ 氯化鈣＋二氧化矽的配方吸水效果最

穩定

※ 二氧化矽2 g搭配11 g的水才能充分混合成

凝膠狀，並讓氯化鈣正常發揮吸水功能

一、尋找最佳潮解物質及其比例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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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較潮解物質搭配不同天然物質的吸水效果

※ 編號4添加活性碳配方：前10天吸水量愈

來愈多 接下來4天維持12公克 吸水效

果最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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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鈣13g+二氧化矽2g+水11g+檸檬酸4g

氯化鈣13g+二氧化矽2g+水11g+生石灰4g

氯化鈣13g+二氧化矽2g+水11g+食鹽4g

氯化鈣13g+二氧化矽2g+水11g+活性碳4g

氯化鈣13g+二氧化矽2g+水11g+小蘇打4g

※ 活性碳添加2公克吸水量最多

因此將編號2配方作為後續的最佳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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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鈣13g+二氧化矽2g+水13g+活性碳3g
氯化鈣13g+二氧化矽2g+水13g+活性碳2g
氯化鈣13g+二氧化矽2g+水13g+活性碳1g
氯化鈣13g+二氧化矽2g+水13g+活性碳5g
氯化鈣13g+二氧化矽2g+水13g+活性碳6g

4. 比較潮解物質搭配不同比例活性碳的吸水效果

研究結果與討論 二、尋找潮解物質配方的最佳搭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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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利用不同校園葉子纖維製作環保花盆並比較優缺點
纖維種

類
1.文殊蘭 2.左手香 3.花葉萬

年青 4.仙丹花 5.茉莉花 6.山茶
花

優點 不易浸濕 無 形狀完整 不易浸濕

堅固、形
狀完整、
不易浸濕
且透氣

不易浸
濕

缺點
纖維粗、
製作不易

纖維太黏
滑、無法

成形

纖維較鬆
散

纖維較緊
密沒有縫

隙
無

纖維較
緊密沒
有縫隙

纖維種
類

7.東方
紫金牛 8.酒瓶蘭 9.柑橘 10.楓楊 11.假檳榔 12.楊梅

優點

堅固、形
狀完整、
不易浸濕
且透氣

無 形狀完整
形狀完整
、不易浸

濕
堅固 形狀完

整

缺點 無

脆纖維較
粗

、易崩壞、
無法成形

纖維較濕
且緊密

纖維較鬆
散

纖維較粗、
製作不易

纖維較
鬆散

研究結果與討論

※ 決定以東方紫金牛和茉莉花葉子纖維來製作吸水
環保花盆

三、尋找環保花盆的最佳校園植物纖維

6 . 不同厚度纖維圓盤在低溫潮濕環境的吸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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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cm厚度的葉子纖維圓盤在溫度25°C、濕

度 90%左右環境中容易變得軟爛、不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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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與討論
6 . 不同潮解物質圓盤在高溫乾燥環境的吸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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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解物質圓盤在溫度34°C、濕度62%左右環

境中具有一定程度的吸水效果

四、檢測最佳配方組合的吸水效果

6 . 不同潮解物質圓盤在低溫潮濕環境的吸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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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解物質圓盤在溫度25°C、濕度90%左右環境

中具有較佳的吸水效果 9/12



7 . 製作『自製吸水環保花盆』並檢測其吸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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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與討論

※ 14天內花盆的土壤濕度持續維持在
潮濕等級，所種植的植物也存活完好

五、潮解物質配方與花盆最佳組合的設計及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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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1.「氯化鈣13g+二氧化矽2g+水13g+活性碳2g」

的配方，經過實驗後具有較佳的吸水效果。

2. 以校園植物茉莉花和東方紫金牛葉子纖維製作

而成的「自製吸水環保花盆」，經過檢測花盆

內土壤濕度的方式，證實可以使植物暫時透過

裝置達到從空氣中吸收水分的效果。

11/12

這是我現在
的樣子喔 !



第 36屆全國科展作品： 各種乾燥劑吸濕性質之研究。

科展作品： 除溼高手。

參考資料

第 61屆全國科展作品： ＂啡＂比尋常～研究咖啡渣紙容器之環保實用表現。

12/12

未來展望
參考文獻回顧的相關資料中提及，若嘗試使用食品級

的氯化鈣和二氧化矽來作為原料，製作出的潮解物質

混合物所產生的水溶液更為溫和、對植物沒有傷害性

就可以延長「吸水環保花盆」的植物存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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