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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酵母最喜歡的發酵環境 

一、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不同 pH 值對酵母發酵程度的影響，並進一步比較在最佳 pH 值使用檸檬

酸、蘋果酸和醋對酵母發酵的影響。  

首先，我們對 pH 值 1、3、5、7 且使用檸檬酸的酵母進行了發酵實驗。結果顯示，在 pH

值為 5 時，酵母的發酵程度最佳，產生了最多的發酵產物。隨著 pH 值的降低，酵母的發酵

程度逐漸下降，表明酵母對酸性環境的適應能力有限。 

在最佳 pH 值 5 的情況下，我們進一步研究了檸檬酸、蘋果酸和醋對酵母發酵的影響。我們

得出結論，在 pH5 時， 使用檸檬酸和會比使用蘋果酸和醋產生更多發酵產物。這些結果

對於了解酵母的發酵機制以及在實際應用中調整 pH 值和酸的添加量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因為我們在吃麵包的時候都會發現這些麵包的增加會有一個一個洞，而這些是酵母菌發酵

所造成的。 我們有考慮過一個問題，因為在麵包裡發酵的東西通常都是直接用水加糖水加

酵母，因為我們看到一篇文獻: fungi123(2017)表示酵母菌能在 pH 值為 3-7.5 的範圍內生

長，最適 pH 值為 pH4.5-5.0。我們想如果改變不同 pH 值會不會影響酵母菌發酵的程度，

並且結果會不會和文獻一致。如果改變了不同 pH 值，我們也可以用不同酸來看看會不會影

響發酵程度。 市面上常見的酸有醋、蘋果酸、檸檬酸等等， 我們也以這三種酸來做實驗。

剛開始因為天氣不穩定的關係，我們做了好多次實驗都沒有成功的讓酵母菌發酵出我們預

想的結果。 後來決定使用恆溫水槽，看會不會有較好的發酵結果。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1. 比較酵母在檸檬酸 pH 值 1、3、5、7 發酵產生的氣體體積 

2. 比較酵母在檸檬酸、蘋果酸、白醋發酵產生的氣體體積 

3.fungi123(2017)表示酵母菌能在 pH 值為 3-7.5 的範圍內生長，最適 pH 值為 pH4.5-5.0。 

研究假設：酵母在 pH 值 4.5~5 發酵產生的氣體體積會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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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圖三: 酵母在不同 ph 值(檸檬酸)發酵產生氣體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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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不同 pH 值的檸檬酸水溶液 圖二:實驗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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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酵母的發酵效果依序是 pH5 > pH7 > pH3 > pH1。相較於其他 pH 值，1 公克的酵母在 pH5

的環境發酵效果最好，和 pH1 相差了 335.8%。 

 

 

 

 

 

 

 

 

 

 

 

 

 

 

 

 

 

 

 

 

 

 

 

 

 

 

 

 

圖四: 酵母在不同種類同 pH 值 5 的酸(白醋、蘋果酸、檸檬酸)發酵產生氣體體積 

結果:酵母的發酵效果依序是檸檬酸 > 白醋 > 蘋果酸。白醋與蘋果酸相差不大，但檸檬酸對

酵母的發酵效果最顯著，檸檬酸效率約為白醋及蘋果酸的 120%。 

 

13.8  13.2  15.8  
0.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白醋 蘋果酸 檸檬酸 

酸種類 n=6 酸種類 n=6 

氣
體
體
積(

毫

升) 
pH5 時酵母在不同酸中的發酵效率 



4 
 

在實驗一和實驗二中，檸檬酸的實驗結果有差異，可能是因為實驗一的誤差較大，導致兩

者結果不同。 

 

五、 結論與生活應用 

1.用檸檬酸且 pH 值是 5 時，發酵效果最好，相較於 pH1，相差了 335.8％。 

2.在 pH 值是 5 時，相較於蘋果酸和醋，使用檸檬酸發酵的效果最好，相差了 119.7％。 

生活應用: 讓酵母發酵最好的酸鹼值是 pH5，所以在進行發酵且 pH5 時，可以調整酸鹼值，

越接近 pH5 發酵效果越好。例如釀酒時，若酒體酸鹼值<5，可加入鹼性物質做調整，讓發

酵效果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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