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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們本來就對自然科學有興趣，某次看到學長姐在做燃燒實驗，其中藍藍的粉

末讓我著迷，這使我開始起了好奇心，所以從那次開始，我就決定對他進行深

入的認識。為了我們的「好奇心」我想要了解這其中的一些知識，豐富我的經

驗累積之旅，我們發現很有趣的一個現象因此想以此作為研究主題。先將硫酸

銅溶於水讓粉末狀的硫酸銅產生結晶化，並且在水蒸發的過程中讓他長大，但

我們發現我們的實驗跟別人的實驗所花的時間不一樣，因此想藉由不同的濃度

去做觀察。希望解開與先前研究不一樣的秘密。 

 
二、研究目的 

 

(一)本研究想知道濃度對晶化實驗的影響 

(二)本研究想知道飽和度對晶化實驗的影響 

 

三、研究小隊 

 

研究小隊由二位五年級學生陳信謙、陳信寬組成。我們的隊名是「三日化」，

因三日為晶且我們的實驗也在第三日會有成果，這些都跟我們的研究有關聯，

於是我們就決定用它當隊名了。 

 

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一)名詞操作性定義 

 

1. 飽和：一定溫度下粉末無法再溶解於水溶液時稱為「飽和」，硫酸銅過飽

和會產生沉澱。 

 

2. 攀晶現象：樣本瓶裝硫酸銅水溶液搖晃，或是放入消毒鍋內加熱，將使

「液面以上」出現硫酸銅的結晶，稱為「攀晶原理」。 

 

3. 濃度：濃度指的是某物質在液體裡所佔的百分比 

 

(二)硫酸銅晶化的原理（註一） 

 

為什麼結晶會長那樣呢，固體混合物在溶劑中的溶解度與溫度有密切關係。 

一般是溫度升高，溶解度增大。 若把溶解在熱的溶劑中達到飽和，冷卻時即

由於溶解度降低，溶液變成過度飽和而析出晶體。其由於不同的物質常會形

成不同的晶格結構，相同晶格結構的物質與不同晶格結構的物質一同的結晶

機率很低；相同晶格結構的物質又以半徑相近的更易一同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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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流程 

 

本研究確定主題後，我們開始查找相關文獻，發現網路上有許多不同的文章都

在做類似的實驗。前置作業完成後開始正式實驗，我們總共嘗試製作了兩組共

四種不同狀況下的硫酸銅水溶液，最後我們把這幾個禮拜的研究結果進行統

整，並做出研究結論與建議。研究流程圖如下（圖一）： 

 

 

圖一 研究流程圖(研究者自製) 

 

三、實驗器材 

 

1. 硫酸銅粉末 

 

2. 酒精燈、燈架 

 

3. 燒杯、量筒 

 

4. 玻璃棒 

 

5. 溫度計 

 

6. 電子秤 

 

選定主題

查詢文獻

統整結果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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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步驟 

 

1. 四個燒杯分別裝入 100cc常溫水、100cc常溫水、100cc熱水、100cc熱水 

 

2. 用電子秤分別秤出 50克硫酸銅、100克硫酸銅、50克硫酸銅、100克硫酸

銅 

 

3. 兩個熱水用酒精燈維持溫度在 60度以上 

 

4. 分別將對應的硫酸銅倒入燒杯（常溫 100cc+50g/常溫 100cc+100g/高溫

100cc+50g/高溫 100cc+100g） 

 

5. 水溶液用玻璃棒攪拌後靜置 

 

6. 等待數天並觀察結果 

 

溫馨提示：硫酸銅雖屬於弱酸，實驗需要帶乳膠手套進行喔！

 

五、研究結果 

 

四種配置的硫酸銅水溶液靜置後第二天都沒有特別變化，但第三天都有晶化現

象，甚至還發現某幾種配置有攀晶現象生成，網路上有許多人 2-4天就有晶體

結晶，跟我們的實驗結果相似，我們也發現【濃度濃度大越快結晶，濃度小就

慢結晶】。 

 

我們還發現（1）常溫 100cc+50g（2）常溫 100cc+100g（3）高溫 100cc+50g

（4）高溫 100cc+100g四種配置中，只有（3）高溫 100cc+50g有完全溶解，其

他三種都有硫酸銅粉末沈澱，最神奇的事發生了！只有完全溶解的組別有最漂

亮最大顆的結晶產生，其他組別的結晶都很少或是跟粉末直接變成一大片像脆

餅的東西。（圖二、圖三、圖四、圖五） 

 

           
 

圖二  常溫 100cc水+50g硫酸銅                  圖三 高溫 100cc水+50g硫酸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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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高溫 100cc水+100g硫酸銅              圖五 常溫 100cc水+100g硫酸銅 

 

我們還發現四組中，（4）高溫 100cc+100g硫酸銅的配置有最明顯且最快生成

的攀晶現象發生，其他組別生成時間及大小大概是（2）常溫 100cc+100g > 

（3）高溫 100cc+50g > （1）常溫 100cc+50g，對應了我們所發現濃度大是影響

整個實驗的最大的操作變因。 

 

六﹑研究小記 

 

做這個實驗做這個實驗真的很好玩，只不過在做的過程需要一直都很謹慎，因

為很怕硫酸銅碰到皮膚，最後我們把多餘的結晶拿去變回硫酸銅液體～真好

玩，下次還想再做。 

 

參● 結論 

 

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其實常溫 100cc水+50g硫酸銅已經能使其飽和，然而溫度

的上升能使飽和度升高，所以高溫 100cc水+50g硫酸銅才會完全溶解並在最後

產生最大最漂亮的硫酸銅結晶；另外高溫 100cc水+100g硫酸銅其實也已經過

飽和有未溶解粉末，所以沒有大結晶產生，但有發現許多細微的小結晶而且還

有最大最明顯的攀晶現象。 

 

總結以上發現，我們得出濃度與飽和度對該實驗的影響甚巨，且如果想得到漂

亮的大結晶要注意有沒有未溶解的沈澱，最後一定要配合高溫提升溶解度才能

有最明顯的晶化現象或是攀晶現象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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