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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們研究硫酸對雞皮、豬皮、魚皮，在不同的 pH 值之下，對皮膚的傷害。發現 pH 值持

續下降的情況下，魚皮先開始有損傷，然後才是雞皮，最後才是豬皮。但都沒有看到很明顯

的皮膚碳化的現象發生。 

    在硝酸對雞皮、豬皮、魚皮，在不同的 pH 值之下，對皮膚的傷害。發現硝酸一但接觸皮

膚，會馬上變成黃色，但此時皮膚並沒有明顯的損傷出現。在 pH 值持續下降的情況下，還是

先觀察魚皮先開始有損傷，然後才是雞皮，最後才是豬皮。 

    在氫氧化鈉對雞皮、豬皮、魚皮，在不同的 pH 值之下，對皮膚的傷害。我們發現氫氧化

鈉最不容易觀察。因為必須用鑷子時時接觸皮膚輕壓觀察，一但有皮膚的損傷出現，表示皮

膚有受到氫氧化鈉的鹼性腐蝕。在 pH 值持續上升的情況下，還是先觀察魚皮先開始有損傷，

然後才是雞皮，最後才是豬皮。 

 

壹、 前言 

一、 研究動機： 

    學習自然課時，老師一再強調「身體若碰的酸鹼，一定要用大量清水沖洗」。某天在找尋

硫酸資料時，發現有資料顯示，若碰到酸液時，應用乾布將皮膚上的濃硫酸擦去再作進一步

的處理。看到這樣的資料，我第一時間，就認為這是假資料。但是好奇心還是讓我往下閱讀

下去。結果這個訊息講得還有些道理，所以我打算以酸鹼對皮膚的影響為主題，來做這次科

展的研究。 

 

二、研究目的： 

 (一)、不同的皮肉，對同一種酸鹼之腐蝕測試： 

 (二)、同一種皮肉，對同一種酸鹼在不同濃度下之腐蝕測試： 

 (三)、研究酸鹼對皮膚的傷害，其酸鹼度和侵蝕時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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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回顧： 

 (一)、硫酸是一種具有高腐蝕性的無機強酸，化學式為 H2SO4，被稱為化學工業之母。一般

為透明至微黃色，在任何濃度下都能與水混溶並且放熱。有時在工業製造過程中，硫

酸也可能被染成暗褐色以提高人們對它的警惕性。 

      在高濃度下的強烈脫水性（化學性質）、吸水性（物理性質）與氧化性。高濃度硫酸能

對皮肉造成極大的傷害，因為它除了會透過酸性水解反應分解蛋白質及脂肪造成化學

燒傷外，還會與碳水化合物發生脫水反應並造成二級火焰性灼傷,將有機化合物脫水成

碳（C）；若不慎滴入眼中，更會破壞視網膜造成永久失明。故在使用時，應做足安全

措施。 

 (二)、硝酸為強酸，化學式 HNO₃，水溶液俗稱硝鏹水。硝酸是重要的化工原料。純硝酸為無

色液體，與水混溶，有強氧化性和腐蝕性。其不同濃度水溶液性質有別，市售濃硝酸

為共沸物，市售濃度最高為 98%以上，叫發煙硝酸。 

 (三)、氫氧化鈉又稱苛性鈉，俗稱火鹼、燒鹼，化學式為 NaOH，是一種具有高腐蝕性的強

鹼，一般為白色片狀或顆粒，能溶於水生成鹼性溶液，另也能溶解於甲醇及乙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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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氧化鈉為常用的化學品之一。其應用廣泛，為很多工業過程的必需品：常用於

製造木漿紙張、紡織品、肥皂及其他清潔劑等，另也用於家用的水管疏通劑。 

 (三)、皮膚，是包住脊椎動物的軟層，是器官之一。在人體是最大的器官。皮膚擋住外來侵

入，亦保住水分，有保暖、阻隔、感覺之用。皮膚由多層外胚層的組織構成，可保護

內部的肌肉、骨骼、韌帶及其他內部器官。嚴重受傷的皮膚癒合時會形成疤痕，有時

皮膚的顏色會產生變化。爬蟲類及魚類有堅硬的鱗片保護保護的皮膚，而鳥類也有硬

羽毛，都是由堅硬的β-角蛋白所組成。兩棲類動物的皮膚無法防止化學物質通過，因

此化學物質很容易由皮膚滲透到體內。 

 (四)、角質層是表皮最外層的部分，主要由 15 至 20 層沒有細胞核的死亡細胞組成。當這些

細胞脫落時，底下面位於基底層的細胞會被推上來，形成新的角質層。以人類的前臂

為例，每平方厘米表皮在每小時會有 1300 個角質層細胞脫落，形成微塵。 

      角質層的細胞內含有角蛋白。它有助減少水分流失，甚至能吸收水分，使皮膚保持濕

潤。 

      角質層一般介於 10 至 40 微米不等，取決於其對應的身體部分需要多少保護。例如手

掌、腳掌等與外界接觸、摩擦較多的部位，角質層會較厚。  

(五)、體積莫耳濃度＝溶質莫耳數／溶液公升數。CM＝n／V。 

     在濃度稀釋時，因為溶質莫耳數不變，所以：M1V1＝M2V2 

(六)、胃液的分泌量每天大約 1 至 3 公升，胃液中的胃酸 pH 值平均為至 2.0，具有很強的殺

菌功能，也能增加胃蛋白活性，消化蛋白質。 胃酸成分為鹽酸，由黏膜的壁細胞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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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設備及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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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實驗架構： 

    網路搜尋酸鹼灼傷資料     
 

   設計酸鹼灼傷皮膚實驗      
 

 

 

 

 

  

 

 

        實際操作實驗         
 

  顯微鏡觀察腐蝕效果並拍照   
 

統計酸鹼對皮膚的灼傷程度比較 

二、實際實驗操作示意圖： 

 

 

 

 

 

 

 

 

 

 

 

 

1. 利用網路搜尋相關資料 

2. 課本第四冊第 3 章-酸鹼 

3. 使用雞皮、豬皮、魚皮 

4. 強酸強姦包刮：硫酸、硝

酸、氫氧化鈉 

7. 不同 pH 值的酸鹼液滴在

三種皮膚表面觀察 

8. 在顯微鏡螢幕上觀察測量

受損時間和狀況 

9. 將收集的數據輸入電腦用

excel 系統統計分析 

準備各種不同肉皮 

準備各種不同濃度的 

硫酸、硝酸、氫氧化鈉 

不同濃度的各種酸， 

滴入各種不同的肉皮 

螢幕顯微鏡觀察記錄 

相同的酸鹼 

不同的皮膚 

相同的皮膚 

腐蝕的時間 

5. 同一種濃度的酸鹼，作用

在不同的皮膚上 

6. 強酸酸鹼在不同的時間作

用下，腐蝕狀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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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步驟： 

(一)、切取實驗樣本：雞皮、豬皮、魚肉。如下圖(01)所示。 

 1. 先到傳統市場買取溫體雞肉、溫體豬肉、秋刀魚 

 2. 因為我們需要的是皮膚組織，所以我們切取雞胸肉，使皮肉分離；切取豬皮，使皮肉分

離；切取秋刀魚成段。 

圖(01) 切取實驗所需的皮膚樣本 

 

(二)、因為需要在培養皿上實驗，所以我們將皮膚樣本切成長、寬約為 3 公分平方的小塊。然

後排列在 15 個培養皿內。如下圖(02)所示。 

圖(02)切取實驗所須小樣本排在培養皿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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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置酸鹼溶液：首先配置各種不同濃度的硫酸溶液。如下圖(03)所示。 

  1. 準備好所有器材和藥劑：pH 儀、濃硫酸、燒杯、量筒、滴管、蒸餾水、玻棒。 

  2. 先將濃硫酸倒入燒杯中。然後再量取濃硫酸的 pH 值為–1.26，之後再用量筒量取 3ml

到一小燒杯中備用。 

  3. 先取一小燒杯，然後在其內先加約 0.5ml 蒸餾水。然後在用滴管從原先的濃硫酸燒杯中

緩慢地吸取濃硫酸，滴入裝水的小燒杯中。同時用玻棒攪拌小燒杯中稀硫酸，並隨時偵

測稀硫酸的 pH 值到達–0.76。然後在小燒杯上貼上濃度備用。 

  4. 依照上面的稀釋濃硫酸步驟，我們分別配置出七種不同 pH 值濃度的硫酸。分別是 pH 值

＝–1.26、pH 值＝–0.76、pH 值＝–0.26、pH 值＝0.36、pH 值＝0.86、pH 值＝1.36、

pH 值＝1.86。 

圖(03) 稀釋不同濃度的濃硫酸 

 

(四)、準備雞皮 15 個培養皿，然後滴入七種不同濃度的硫酸。每一種濃度的硫酸，做兩張皮

的測試，其中一個為滴蒸餾水當對照組，然後測量時間並觀察其變化。這個實驗結束

後，再準備 15 豬皮培養皿，相同的方式再做一次，之後是魚皮再做一次。如下圖(04)

所示。 

圖(04) 準備三種皮膚對硫酸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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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配置各種不同濃度的硝酸溶液。如下圖(05)所示。 

  1. 準備好所有器材和藥劑：pH 儀、濃硝酸、燒杯、量筒、滴管、蒸餾水、玻棒。 

  2. 先將濃硝酸倒入燒杯中。然後再量取濃硝酸的 pH 值為–1.65，之後再用量筒量取 3ml

到一小燒杯中備用。 

  3. 先取一小燒杯，然後在其內先加約 0.5ml 蒸餾水。然後在用滴管從原先的濃硝酸燒杯中

緩慢地吸取濃硝酸，滴入裝水的小燒杯中。同時用玻棒攪拌小燒杯中稀硫酸，並隨時偵

測稀硝酸的 pH 值到達–1.15。然後在小燒杯上貼上濃度備用。 

  4. 依照上面的稀釋濃硝酸步驟，我們分別配置出七種不同 pH 值濃度的硫酸。分別是 pH 值

＝–1.65、pH 值＝–1.15、pH 值＝–0.65、pH 值＝–0.15、pH 值＝0.35、pH 值＝0.85、

pH 值＝1.35。 

圖(05) 稀釋不同濃度的濃硝酸 

(六)、準備雞皮 15 個培養皿，然後滴入七種不同濃度的硝酸。每一種濃度的硝酸，做兩張皮

的測試，其中一個為滴蒸餾水當對照組，然後測量時間並觀察其變化。這個實驗結束

後，再準備 15 豬皮培養皿，相同的方式再做一次，之後是魚皮再做一次。如下圖(06)

所示。 

圖(06) 準備三種皮膚對硝酸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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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配置各種不同濃度的氫氧化鈉溶液。如下圖(07)所示。 

  1. 秤取不同重量的氫氧化鈉。 

  2. 當氫氧化鈉的重量百分濃度 13.5%時，pH 值為 14。 

  3. 以此加水稀釋此氫氧化鈉溶液，讓濃度緩慢下降為 pH 值為 13，然後收集一部分至小燒

被備用。依此操作再加水收集 pH 值為 12 的溶液一小杯，然後總共收集總共七種不同

pH 值的氫氧化鈉溶液，分別為 pH 值為 14、pH 值為 13.5、pH 值為 13、pH 值為 12.5、

pH 值為 12、pH 值為 11.5、pH 值為 11。 

圖(07)為氫氧化鈉濃度的調配 

 

(八)、準備雞皮 15 個培養皿，然後滴入七種不同 pH 值濃度的氫氧化鈉。每一種濃度的氫氧

化鈉，做兩張皮的測試，其中一個為滴蒸餾水當對照組，然後測量時間並觀察其變化。

這個實驗結束後，再準備 15 豬皮培養皿，相同的方式再做一次，之後是魚皮再做一次。

如下圖(08)所示。 

圖(08) 準備三種皮膚對氫氧化鈉溶液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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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取三種不同的皮膚，分別為雞皮、豬皮、魚皮。然後對它們同時滴上同一種酸鹼之腐蝕

時間測試： 

 1. 將雞肉、雞皮、豬皮分別用一滴濃硫酸(pH 值＝－1.26)滴在其表面。然後測量每間格 10

秒之後的變化。 

  (1) 雞皮如下圖(09)所示： 

圖(09)為雞皮在濃硫酸的侵蝕下，每 10 秒的變化圖 

 

  (2) 豬皮如下圖(10)所示： 

圖(10)為豬皮在濃硫酸的侵蝕下，每 10 秒的變化圖 

 

  (3) 魚皮如下圖(11)所示： 

圖(11)為魚皮在濃硫酸的侵蝕下，每 10 秒的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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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將濃氫氧化鈉(pH 值為 14)滴在皮膚上，然後每間格 10 秒觀察其腐蝕，如下圖(12)所示。 

圖(12)為氫氧化鈉每間格 10 秒的腐蝕實驗變化圖 

 

2. 濃硝酸(pH 值＝－1.65)，對三種皮膚，比較每 10 秒的皮膚變化。如下圖(13)所示。 

圖(13)為硝酸每間格 10 秒的腐蝕實驗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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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以顯微鏡觀察組織的變化： 

  1. 在硫酸腐蝕下的三種皮膚。如下圖(14)所示。 

雞皮 豬皮 魚皮 

圖(14)為顯微鏡觀察下，三種皮膚受硫酸腐蝕情況圖 

 

 2. 在硝酸腐蝕下的三種皮膚。如下圖(15)所示。 

雞皮 豬皮 魚皮 

圖(15)為顯微鏡觀察下，三種皮膚受硝酸腐蝕情況圖 

 

  3. 在氫氧化鈉腐蝕下的三種皮膚。如下圖(16)所示。 

雞皮 豬皮 魚皮 

圖(14)為顯微鏡觀察下，三種皮膚受氫氧化鈉腐蝕情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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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結果 

一、硫酸在不同濃度下對三種皮膚的影響結果，如下表(15)所示。 

    所記錄的時間為我們觀測到皮膚有黑色碳化出現的時間。(超過 2 分鐘以 120 秒計量) 

皮膚種類 

硫酸濃度 

(pH 值) 

魚皮 雞皮 豬皮 

三人所測時

間 

平均時

間 
三人所測時間 

平均時

間 
三人所測時間 平均時間 

–1.26 

1.7 

1.70 

3.5 

5.23 

10.3 

14.43 1.5 6.8 12.5 

1.9 5.4 20.5 

–0.76 

2.6 

2.97 

8.6 

12.13 

32.5 

47.33 3.2 12.5 54.9 

3.1 15.3 54.6 

–0.26 

5.4 

6.30 

34.2 

39.77 

62.3 

81.57 6.1 45.6 78.9 

7.4 39.5 103.5 

0.36 

12.3 

14.73 

95.2 

85.63 

102.3 

104.93 15.4 85.4 92.5 

16.5 76.3 大於 2 分鐘 

0.86 

21.0 

26.53 

94.3 

94.2 

大於 2 分鐘 

120.0 26.1 大於 2 分鐘 大於 2 分鐘 

32.5 68.3 大於 2 分鐘 

1.36 

40.2 

53.17 

大於 2 分鐘 

120.0 

大於 2 分鐘 

120.0 64.1 大於 2 分鐘 大於 2 分鐘 

55.2 大於 2 分鐘 大於 2 分鐘 

1.86 

64.2 

71.23 

大於 2 分鐘 

120.0 

大於 2 分鐘 

120.0 54.3 大於 2 分鐘 大於 2 分鐘 

95.2 大於 2 分鐘 大於 2 分鐘 

表(15)為硫酸腐蝕皮膚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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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硝酸在不同濃度下對三種皮膚的影響結果，如下表(16)所示。 

    所記錄的時間為我們觀測到皮膚有黃色出現的時間。(超過 2 分鐘以 120 秒計量) 

表(16)為硝酸腐蝕皮膚的時間表 

 

 

 

皮膚種類 

硫酸濃度 

(pH 值) 

魚皮 雞皮 豬皮 

三人所測時間 平均時間 三人所測時間 
平均時

間 
三人所測時間 平均時間 

–1.65 

0.1 

0.10 

0.1 

0.1 

2.3 

3.27 0.1 0.1 3.4 

0.1 0.1 4.1 

–1.15 

1.2 

1.23 

0.2 

1.90 

9.8 

8.00 1.1 2.1 5.8 

1.4 3.4 8.4 

–0.65 

1.8 

1.77 

3.5 

3.50 

6.0 

7.73 2.1 2.5 9.4 

2.3 4.5 7.8 

–0.15 

2.5 

2.23 

6.8 

4.93 

10.5 

10.60 2.1 4.5 11.5 

2.1 3.5 9.8 

0.35 

3.5 

6.00 

6.5 

7.37 

15.4 

12.83 6.4 8.7 12.6 

8.1 6.9 10.5 

0.85 

6.5 

6.9 

5.6 

6.73 

16.4 

18.23 4.5 4.8 19.8 

9.7 9.8 17.5 

1.35 

9.5 

8.57 

8.9 

8.90 

21.2 

17.97 6.8 7.9 15.9 

9.4 9.9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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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氫氧化鈉在不同濃度下對三種皮膚的影響結果，如下表(17)所示。 

    所記錄的時間為我們測量到皮膚有被腐蝕，然後被按壓破皮出現的時間。(超過 2 分鐘以

120 秒計量) 

表(17)為皮膚在氫氧化鈉的不同濃度下，被腐蝕按壓破皮出現的時間 

 

 

 

 

 

 

 

 

 

 

皮膚種類 

硫酸濃度 

(pH 值) 

魚皮 雞皮 豬皮 

三人所測時間 平均時間 三人所測時間 平均時間 三人所測時間 平均時間 

14 

23.2 

23.50 

30.5 

28.47 

25.5 

26.40 21.5 32.4 32.4 

25.9 22.5 21.3 

13.5 

50.6 

44.20 

65.6 

85.43 

30.5 

42.37 42.5 78.4 45.2 

39.5 112.3 51.4 

13 

83.2 

76.13 

97.5 

100.30 

46.2 

65.00 66.8 116.2 60.4 

78.4 87.2 88.4 

12.5 

113.2 

105.63 

112.3 

115.87 

68.0 

84.93 98.4 115.3 102.3 

105.3 2 分鐘以上 84.5 

12 

97.2 

107.6 

2 分鐘以上 

120.0 

98.4 

101.73 2 分鐘以上 2 分鐘以上 102.3 

105.6 2 分鐘以上 104.5 

11.5 

2 分鐘以上 

120.0 

2 分鐘以上 

120.0 

116.5 

111.1 2 分鐘以上 2 分鐘以上 98.4 
2 分鐘以上 2 分鐘以上 118.4 

11 

2 分鐘以上 

120.0 

2 分鐘以上 

120.0 

2 分鐘以上 

120.0 2 分鐘以上 2 分鐘以上 2 分鐘以上 

2 分鐘以上 2 分鐘以上 2 分鐘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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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將表(15):硫酸對皮膚碳化的時間表格數據轉換成折線圖，方便比較如下圖(18)所示。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26 -0.76 -0.26 0.36 0.86 1.36 1.86

pH值

反
應

時
間 魚皮

雞皮

豬皮

 

圖(18)為不同 pH 值的硫酸對皮膚反應的時間 

 

五、將表(16):硝酸對皮膚變黃的時間表格數據轉換成折線圖，方便比較如下圖(19)所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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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65 -1.15 -0.65 -0.15 0.35 0.85 1.35

pH值

反
應

時
間 魚皮

雞皮

豬皮

圖(19)為不同 pH 值的硫酸對皮膚反應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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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將表(17):氫氧化鈉對皮膚腐蝕被刮勺劃破的時間表格數據轉換成折線圖，方便比較如下

圖(19)所示。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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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14 13.5 13 12.5 12 11.5 11

pH值

反
應

時
間 魚皮

雞皮

豬皮

圖(19)為不同 pH 值的硫酸對皮膚反應的時間 

七、 

魚皮在強酸強鹼中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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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種皮膚在強酸、強鹼中的表現，如何用折線圖表現出其比較關係： 

 (一)、x 軸的座標原點為強酸強鹼的 pH 值，也就是本實驗的最初設定的最濃強度反應。 

  1. 硫酸為 pH 值由–1.26(飽和濃度)開始增加，每 0.5 為一間格。 

  2. 硝酸為 pH 值由–1.65(飽和濃度)開始增加，每 0.5 為一間格。 

  3. 氫氧化鈉為 pH 值由 14 開始減少，每 0.5 為一間格。 

 (二)、下圖(20)為魚皮在三種酸鹼液中的表現情況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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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為魚皮在三種酸鹼液中的表現圖 

 

(三)、下圖(21)為雞皮在三種酸鹼液中的表現情況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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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為雞皮在三種酸鹼液中的表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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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圖(22)為豬皮在三種酸鹼液中的表現情況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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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為雞皮在三種酸鹼液中的表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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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一、因為無法作活體實驗，所以目前我們只有針對雞肉、雞皮、豬肉、豬皮來做實驗。若時

間允許，我們願意採用更多的檢體。例如：羊皮、牛皮、鴨皮、其他魚類的皮。 

二、雖然資料上說：高濃度硫酸能對皮肉造成極大的傷害，因為它除了會透過酸性水解反應

分解蛋白質及脂肪造成化學燒傷外，還會與碳水化合物發生脫水反應並造成二級火焰性

灼傷,將有機化合物脫水成碳。但我們對檢體作實驗時，結果卻很不明顯。 

三、為了使檢體的變化有明顯的差別，所以我們將等待時間分為 10 秒、20 秒、30 秒。但是

結果還是不明顯。那為什麼我們不將酸鹼的腐蝕時間延長呢？原因有以下幾點： 

 1. 我們原本設定的目標就是，酸鹼對人體皮膚腐蝕的影響。因為無法用人體的皮膚來做實

驗，所以才使用豬皮’雞皮和魚皮來替代。 

 2. 若是一般人在接觸強酸強鹼之後，通常不會在 30 秒之後，還不會做急救處理的。 

四、是不是因為檢體上面包裹著一層脂肪膜，導致檢體受侵蝕的傷害不明顯。所以在實驗前，

我們還是會盡可能將脂肪去除，但還是無法將其完全去除。所以脂肪的殘留量，也是影

響實驗的誤差之一。 

五、因為我們實驗的檢體並非活體，所以也有意下幾點的誤差形成： 

  1. 因為”痛覺”是無法量化顯現出來的，所以生物的皮膚在接觸酸鹼之後的表現還是未知。 

  2. 身物體內的循環系統、免疫系統，在皮膚接觸強酸強鹼之後的反應，也無法展現出來。

例如：微血管破裂，血液對酸鹼的稀釋。發炎反應，組織液的腫脹造成酸鹼的稀釋。 

  3. 一旦身體受到外力作用，身體的反射動作，應該會對皮膚受傷之處進行反射回饋動作。

這也是無法預測的。 

六、濃酸的稀釋必須非常小心，實驗時，指導老師會再三的叮嚀。穿上實驗衣，戴手套、戴

護目鏡。注意實驗操作步驟，不要搞反順序，那會很危險。切取樣本時要專心，尤其拿

刀時要精神專注。 

七、每次實驗時，我們會準備 15 個培養皿，因為要七種不同的酸或鹼，每種濃度需做 2 個樣

本實驗，然後 1 個當對照組。 

八、因為胃酸平均 pH 值為 2.0，所以我們在測試酸鹼腐蝕的 pH 值上限為 1.86。 

九、在測量硫酸腐蝕皮膚的時間實驗上，我們所採用的方法是觀察硫酸對皮膚的脫水性。因

為皮膚被脫水之後會產生碳化的黑色碳粉，容易觀察。這是在我們討論之後所的到的結

果，因為我們沒有更精密的測量儀器。但也因此，我們也產生以下的一些誤差： 

  1. 可能硫酸早已對皮膚造成傷害，只是我們的肉眼無法判斷出來。 

  2. 皮膚角質層，在我們的擦拭吸取表面水分時，可能被破壞，導致反應時間加快。 

  3. 稍微若一些的強酸，可能還是最皮膚有傷害的，只是我們肉眼觀察不出來。 

  4. 奢微弱一些的酸，在時間超過 2 分鐘之後，我們就放棄觀察了。因為不知需花多少時間

才能以肉眼觀察到變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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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在硝酸測量皮膚的腐蝕實驗中，我們發現以下幾個問題： 

 1. 因為是以肉眼判斷顏色的變化，所以測量時間的誤差，我們三人之間的誤差相當的不一

致。 

 2. 在高濃度的硝酸對雞肉的反應中，因為雞肉的膚色為淡黃色，所以在判斷上有些許的難

度。不像秋刀魚和豬肉的色差大，容易判斷。 

 3. 在此實驗中，因為角質層的破壞會明顯的影響黃色的顯現時間。所以我們在使用吸水紙

吸取皮膚上面的水分時，會採用輕輕按壓的方式來吸水。 

十一、在氫氧化鈉測量皮膚的腐蝕實驗中，我們發現以下幾個問題： 

1. 氫氧化鈉的實驗中，真的用肉眼無法觀測到氫氧化鈉的腐蝕情況。所以在我們討論之後，

決定用刮勺來按壓皮膚表面，以皮膚破皮為標準時間。雖然這標準有些草率，但也是我

們所能想到的最佳方式了。 

2. 魚皮非常薄，用按壓的方式非常沒問題。雞皮按壓之後，會有腐爛的肉泥出現，實驗觀

察上野問題不大。但是豬皮就是又厚又硬，所以我們稍微改進一下方法，不適用塑膠刮

勺按壓，而是改用鐵製刮勺〝刮取〞皮膚表面。依此為測量時間。 

3. 因為要用肉眼觀察刮取的皮膚損傷情況，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們在電子解剖顯微鏡上

觀察其皮膚狀態。 

4. 用刮勺刮取豬皮，以豬皮破洞為腐蝕的時間確實整體比雞皮來的短。但是這兩種操作是

不相同的，所以無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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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一、無論是硫酸、硝酸、氫氧化納的腐蝕，豬皮都是最後被腐蝕的；雞皮使次之；魚皮都是

最快被腐蝕的。為樂更精確地觀察皮膚的變化情況，我們都用螢幕電子解剖顯微鏡來觀

察皮膚的變化。 

 

二、關於腐蝕外觀的狀況來比較。 

 1. 氫氧化納的腐蝕在外觀最不容易觀察。需要用刮勺輕壓皮膚來判斷。 

 2. 硫酸剛開始的脫水性不明顯，需接近半分鐘左右才會開始表穿來。 

 3. 硝酸在外觀上是最容易判斷的，也是最早變色的。幾乎滴上硝酸數秒之後就能看到黃色。 

 

三、在硫酸對皮膚的侵蝕巖彥中，我們發現以下幾個結果： 

 1. 硫酸 pH 值小時，我們三人所測量的時間，彼此之間相差不大。但隨著 pH 值變大，我們

所觀察測量的時間，彼此之間的差距也隨之變大。 

 2. 隨著 pH 值的等差變大，對皮膚的脫水傷害幾乎是等比的的比例減少。因為傷害所花的時

間幾乎是等比數列的比例在成長。 

 3. 整體來說，無論在哪一個濃度之下，魚皮所花的是最短的，其次是雞皮，最長的是豬皮。 

 4. 在 pH 值大於 1 左右，我們幾乎在 2 分鐘之內，觀察不到雞皮和豬皮表面的脫水性影響。 

 

四、在硝酸對皮膚的腐蝕反應實驗中，我們發現以下幾個結果： 

 1. 硝酸無論在哪一個濃度下，在同濃度中，反應時間都是最短的。而且非常明顯。 

 2. 在實驗結束後，我們用刮勺按壓皮膚，發下皮膚被破壞的程度最弱、最不明顯。就是黃

色最為明顯而已，不如硫酸的脫水碳化，不如氫氧化鈉的軟爛。 

 3. 在高濃度的硝酸中，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發現，皮膚一滴上硝酸，幾乎馬上變色。完全不

似氫氧化鈉實驗的很難用肉眼觀察。 

 

五、在氫氧化鈉對皮膚的腐蝕反應實驗中，我們發現以下幾個結果： 

 1. 不似硫酸的脫水性、硝酸的變黃色，而是真正的腐蝕皮膚，讓皮膚軟爛。 

 2. 就觀察的結果上來說，反應表現出來的時間，不像強酸那樣的迅速。 

 3. 魚皮、雞皮、豬皮三者的差異不會非常明顯。不像在硫酸中，魚皮表現時間特別短；而

在硝酸的表現中，則是豬皮的表現特別差，時間特別長。 

 

六、就魚皮而言，則我們可以得到以下一些結論： 

 1. 魚皮在硫酸的作用下，在 pH 值在-1.26 到 0.36 之間成正相關，蠻接近正比的關係。但在

pH 值大於 0.86 之後，時間幾乎就都超過 2 分鐘了。 

 2. 魚皮在硝酸的作用下，反應普遍都很快。但在 pH 值大於 0.15 之後，反應間則明顯變長。 

 3. 魚皮在氫氧化鈉的作用下，高濃度的反影較快，但 pH 值低於 12.5 之後，反應就趨緩很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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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就雞皮而言，則我們可以得到以下一些結論： 

 1. 雞皮在氫氧化鈉中的表現最差，所花的時間最長。在硫酸、硝酸中的表現是第二，表現

屬於普通。 

 2. 雞皮在濃硫酸、濃硝酸的表現中，表現和魚皮差不多，但在硫酸的表現，大約在 pH 值為

1 時，則與皮皮拉開時間差。但在硝酸的表現中，全程則和魚皮差不多。 

 

八、就豬皮而言，則我們可以得到以下一些結論： 

 1. 在硫酸和硝酸的表現都是時間最長的，最不容易被腐蝕的。 

 2. 在硫酸的表現中，pH 值到達 0.86 以上之後，很快所需腐蝕的時間就超過 2 分鐘了。克見

豬皮的角質層是三者中最厚的。 

 3. 在氫氧化鈉的表現中，因為是使用刮勺刮傷豬皮的方式來測量時間，所以表現出來的時

間較短。但還是可以證明，鹼性越強，pH 值越大，腐蝕效果越好，刮取越容易。 

 

九、無論是哪一種操作，哪一種 pH 值之下，我們都市先觀察魚皮開始有損傷，然後才是雞皮，

最後才是豬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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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維基百科，硝酸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A1%9D%E9%85%B8 

九、維基百科，氫氧化鈉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B0%A2%E6%B0%A7%E5%8C%96%E9%92%A0 

十、維基百科，皮膚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9A%AE%E8%86%9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