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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火山爆發~催化劑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摘要： 

    利用雙氧水容易產生氧氣的特性，而且容易受到各種不同的催化劑的影響，藉由各種不

同的催化劑，對雙氧水產生氧氣快慢的程度，來討論各類催化劑的催化效果。 

    因為雙氧水所產生的氧氣不容易觀察，所以我們在雙氧水中加入沙拉脫(清潔劑)，讓雙

氧水所產生的氧氣形成氣泡，藉此觀察到氧氣。 

    本實驗中，因為氧氣的氣泡不容易消失。我們使用透明管，觀察泡沫上升高度的快慢來

判斷反應速率的快慢。本實驗一共使用四種催化劑，分別為：碘化鉀、二氧化錳、豬血、紅

蘿蔔、金針菇。 

    最後，思考哪些因素也可以影響反應速率，包括：反應表面積、溫度、催化劑顆粒大小、

催化劑的劑量等因素。所以本實驗最後也將之一併討論。 

    對國小生而言，在化學這特定題材的教學及變因的討論上，我們也讓學生發生創意和討

論，還有哪些因素可以當雙氧水的催化劑。例如：沙子、樹葉汁、橘子皮、粉筆灰…等。 

 

 

壹、研究動機 

    自然課本裡面，有一個實驗是使用紅蘿蔔使雙氧水產生氧氣。而僅僅只是產生氧氣而已，

操作的變因只有紅蘿蔔的大小和數量，觀察產生氧氣的方式也僅僅是目測。所以我們想，有

什麼方法可以讓雙氧水產生的速度更快，而且更科學的測量氧氣產生的速率。 

    上網搜索時，發現有一個實驗叫做〝大象牙膏〞，也是利用雙氧水的實驗，所以我們改良

了這個實驗，再加上我們我要研究的項目。讓課本的雙氧水實驗更加具有科學性和準確性。 

 

 

貳、研究目的 

一、強化觀察雙氧水產生氧氣的速率： 

     我們在雙氧水之中加入沙拉脫(清潔劑)，使產生的氧氣變成泡沫形態。然後在錐形瓶的

上面黏上一支透明的塑膠管。藉由產生的氧氣泡沫上升距離和所需的時間來判斷反應

速率的快慢。 

二、討論催化劑和反應速率的關係： 

     利用不同的催化劑(本實驗共使用五種)，加入所有條件均相同的雙氧水中，觀察每個雙

氧水對不同催化劑的反應。其中豬血，是因為傷口碰到雙氧水也會產生氣泡，因為無

法使用人血，所以用豬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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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肆、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實驗一： 

  (一) 簡單的利用目測比較氧氣產生的速率： 

    1. 準備五個 500ml燒杯，裝入 150ml的雙氧水，然後加入相同劑量不同種類的催化劑，

目測觀察其冒泡泡的速率。 

    2. 依個人目測的結果，再主觀性的認為其氧氣產生的速率大小比較。 

    3. 再一次相同的實驗，依個人的排名順序，兩兩互相比較。然後通分之後，算出五種催

化劑的速率連比關係。(設速率最慢者為 1) 

    4. 最後再討論三人所獲得的數據關係。 

 

 

二、實驗二： 

  (一) 利用氧氣泡沫到達透明塑膠管頂端的時間長短，即可以準確測量氧氣產生的快慢： 

    1. 將不同的催化劑加入錐形瓶之後，立即套上透明塑膠管，並立即開始計時。然後當泡

沫到達頂端時，立即停止計時並記錄時間的長短。 

    2. 下圖(一)代表：加入雙氧水、圖(二)代表：加入催化劑、圖(三)代表：套上透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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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代表：同時計時、圖(五)代表：泡沫到達頂端，停止計時。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五) 

     

 

  (二) 實驗的控制變因： 

    1. 如圖(六)，一律採用同一瓶，濃度 35%的雙氧水。 

    2. 如圖(七)，採用規格相同的平底燒瓶和透明管。 

    3. 如圖(八)，因為催化劑有固態和液態，所以本實驗一律採用水溶液狀態，如此可以減

少誤差。紅蘿蔔、金針菇、豬血，打成汁。而且本實驗同一種催化劑，一律採用相

同的濃度。 

    4. 如圖(九)，催化劑用小量筒取 5ml的量，然後再倒入燒瓶中。 

 

 

  (三) 實驗步驟與相關注意事項： 

    1. 先用清水清洗所有器材。 

    2. 均加入 150ml的雙氧水和 10ml的沙拉脫。(如圖十) 

    3. 用小量筒將催化劑量取 5ml的量，準備倒入錐形瓶中時，另一人準備套上透明管，同

時另一人拿著計時器準備開始計時。(如圖十一) 

    4. 泡沫到達頂端時，停止計時並記錄時間。(如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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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圖(十一) 圖(十二) 

  
 

 

  (四) 相同的實驗，三人輪流各做一次，然後再平均，做成數據統計圖表。(時間的倒數代

表速率) 

 

伍、研究結果 

 

一、實驗一： 

  (一) 簡單的利用目測比較氧氣產生的速率： 

    1. 第一組數據： 

催化劑 碘化鉀 二氧化錳 金針菇 紅蘿蔔 豬血 

反應速率比 15 8 8 7 1 

 

    2. 第二組數據： 

催化劑 碘化鉀 二氧化錳 金針菇 紅蘿蔔 豬血 

反應速率比 10 5 2 2 1 

 

    3. 第三組數據： 

催化劑 碘化鉀 二氧化錳 金針菇 紅蘿蔔 豬血 

反應速率比 14 7 6 2 1 

 

    4. 平均三組數據： 

催化劑 碘化鉀 二氧化錳 金針菇 紅蘿蔔 豬血 

反應速率比 13 6.66 5.33 3.66 1.00 

 

  (二) 數據比較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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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二： 

  (一) 測量氧氣泡沫到達頂端的時間： 

    1. 第一組數據： 

催化劑 碘化鉀 二氧化錳 金針菇 紅蘿蔔 豬血 

時間(秒) 12 47 55 65 110 

 

    2. 第二組數據： 

催化劑 碘化鉀 二氧化錳 金針菇 紅蘿蔔 豬血 

時間(秒) 14 42 50 68 121 

 

    3. 第三組數據： 

催化劑 碘化鉀 二氧化錳 金針菇 紅蘿蔔 豬血 

時間(秒) 13 42 52 71 108 

 

  (二) 時間秒數數據比較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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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平均秒數和速率(1/秒)數據比較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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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平均一~三組的數據： 

催化劑 碘化鉀 二氧化錳 金針菇 紅蘿蔔 豬血 

時間(秒) 13.00 43.66 52.33 68.00 113.00 

反應速率比 8.69 2.59 2.13 1.66 1.00 

 

    2. 速率數據比較圖表：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平均速率

碘化鉀

二氧化錳

金針菇

紅蘿蔔

豬血

陸、討論 

 

一、討論有什麼方法可以準確測量氧氣產生的快慢： 

  (一) 考慮因素：氧氣的特性：無色、無味、難溶於水、具有助燃性、幫助呼吸。 

  (二) 課本實驗只用目測，誤差太大，如何改良。 

  (三) 〝大象牙膏〞實驗中的泡沫噴發速度，如何有效地測量。 

  (四) 測量噴發速度的討論： 

     1. 最先是想測量氧氣泡沫的高度，但是測試的實驗中，發現泡沫會彎曲下垂，不易測

量，所以放棄此方式。 

     2. 再討論第二種方案，將錐形瓶平放在桌面上，然後讓泡沫水平噴射到地面，再測量

水平噴射的距離。發現，水平噴射的距離幾乎都差不多，不是很明顯，所以放棄此

方案。 

     3. 最後決定，在錐形瓶上加裝透明塑膠管，然後測量氧氣泡沫到達頂端的時間，藉此

來測量雙氧水反應的速率。 

  (五) 二氧化錳粉末，加入加有沙拉脫的雙氧水中時，因為表面張力的關係會漂浮在水面

上。為了可以減少誤差，本實驗將所有催化劑，都處理成水溶液狀態。 

二、因為一開始是使用 50ml的雙氧水，所以所產生的氧氣泡沫量無法到達透明管的頂端。經

過討論和測試之後，改為 150ml的雙氧水。 

三、原先是在雙氧水中加入 5ml的沙拉脫來產生氧氣泡沫，但是泡沫在過程中會有部分破損，

所以改成 10ml。 

四、紅蘿蔔、金針菇和豬血塊搗成泥狀後，再加水變成水溶液狀態時，可能會因為加入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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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多寡而影響催化劑的濃度，進而可能會影響雙氧水的反應速率。所以要將催化劑做成

水溶液完成後，就一直使用同一杯。 

五、本實驗的誤差： 

  (一) 裝上管子之後，偶爾有無法完全密合的現象，所以會有少量泡沫從接縫處滲出，影響

到一些些精準度。 

  (二) 因為雙氧水有加入沙拉脫，稍微濃稠了一些。所以在加入催化劑時，需搖晃一下錐形

瓶。雖然已經將催化劑變成水溶液狀態了，增加了催化劑和雙氧水互溶的速度，但是

錐形瓶的搖晃速度、方式、次數也稍稍會影響一開始的反應速度。所以本實驗也盡可

能控制錐形瓶搖晃的速度、方式和次數。 

  (三) 實驗的時間長，所以紅蘿蔔催化劑、金針菇催化劑和豬血催化劑，可能會長時間暴露

在空氣中而氧化，導致催化雙氧水反應的效果有誤差。 

六、我們有將其他在教室、學校可以找到的東西，拿來當作催化劑。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

尤其像粉筆灰、沙子、鉛筆心幾乎不反應。 

七、目測幾乎是不科學的行為，但是還是有參考的價值。 

 

柒、結論 

一、目測的結果和使用透明管所作的實驗結果，快慢順序是相同的。但是，目測的速率比，

三組之間相差很大。而使用透明管所作的實驗，其速率比則相當一致。 

二，目測的速率比和使用透明管所作的速率比，結果有相當的不同。可見目測的主觀行為相

當的不科學。 

三、催化劑對雙氧水的反應速率比為：碘化鉀：二氧化錳：金針菇：紅蘿蔔：豬血=1.00：1.66：

2.13：2.59：8.69。 

四、由實驗數據得知，碘化鉀的催化效果最好，是其他三種的四倍左右。而其他三種的催化

效果則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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