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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網路上看到很多人研究天氣瓶，天氣瓶真的可以判斷天氣好壞嗎?  

 

 

二、理念目標 

 

分析影響「天氣瓶」各項因素。 

 

 

三、研究方法 

 

(一) 8 月份參加交大科學營。 

(二)實作天氣瓶。 

(三)與國中自然課本比較，了解化學式子。 

 

 

四、預期效益 

 

學習課本外的「化學」知識。 

 

 

    五、研究大綱 

        (一) 找書籍、網路資源。 

        (二) 天氣瓶我了解你。 

        (三) 化學你在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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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製作天氣瓶所需東西如下： 

材料 工具 

1.蒸餾水 

2.酒精(95%) 

3.硝酸鉀 

4.氯化銨 

5.天然樟腦粉 

1.透明玻璃瓶(有蓋、100ml 以上) 

2.手套 

3.燒杯 

4.酒精燈 

 

 

二、天氣瓶實驗： 

A 燒杯 B 燒杯 

1.氯化銨 NH4C1(2.5g) 

2.硝酸鉀 KNO3(2.5g) 

3.蒸餾水 H2O(33-X mL) 

1.40+X 乙醇(酒精)C2H5OH 

2.天然樟腦(10g) 

 

 

三、天氣瓶實驗步驟： 

1.將 A 組材料混合攪拌均勻。 

2.將 B 組材料攪拌均勻。 

3.將混和好的 A、B 燒杯倒入廣口瓶裡面。 

4.混和後隔水加熱(酒精燈)至透明(大約 40-50 度) ，讓 A、B 組充分 

融合。 

5.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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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問題 

問題 1.溫度高低對天氣瓶內的物質溶解度大小變化為何？ 

自變因 控制變因 應變因 

溫度 1.溶劑 

2.溶質量 

3.溶劑種類 

4.溶解度 

溶解度 

 

    研究假設： 

在其他因素固定的狀況下， 

溫度愈高天氣瓶內的溶解度愈大，物質較易溶解; 

溫度愈低天氣瓶內的溶解度愈小，物質較不易溶解。 

 

 

    實驗步驟 

    1.初步混和  2.加熱混和  3.等待冷卻 

 

    研究結果： 

與研究假設一樣。 

 

 

問題 2 兩次實驗中溶劑(水與酒精)量的不同，對天氣瓶結晶量的多寡 

影響為何？ 

自變因(操作變因) 控制變因 應變因 

溶劑量 1.溫度 

2.溶劑種類 

3.溶質量 

結晶量 

 

    研究假設： 

兩個實驗當中 

溶劑水較少，其結晶的量較多; 

溶劑酒精較多，其結晶的量較多。 

     

實驗步驟 

    1.初步混和  2.加熱混和  3.等待冷卻 

 

    研究結果： 

與研究假設完全錯誤，好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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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結論 

 

在操作實驗中，驗証課本中的知識，科學不是紙上談兵爾爾，應該要親

自動手操作。在操作中培養科學人的精神，體會 DIY 的樂趣。 

 

天氣瓶是由三種溶劑與兩種溶質組成的。氯化銨與硝酸鉀水溶液形成撮

合物，加上樟腦的酒精溶液，就完成了。溶質的多寡會影響結晶的量，水與

酒精愈多，結晶量愈少。而撮合物水溶液不論是否飽和，結晶量大致不變；

樟腦酒精溶液飽和度愈高，結晶愈多。因此，我們可以提出一個觀點:結晶

是由樟腦析出的，而非氯化銨與硝酸鉀水溶液。 

 

在操作過程中，從設定假設開始，就要開始思考有沒有根據，若果假設

與結果不符，也要了解是哪個方向出了問題。有點像自己和自己進行辯論一

樣。看到結晶時，內心十分感動，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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