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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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錠」勝天—葉錠實驗與光合作用測定 

一、摘要 

        光合作用，是植物重要產生能量的方式，幾乎在所有的植物中都會出現，不論是單子

葉植物、雙子葉植物、及裸子植物都會進行光合作用，來維持生長所需的能量。本研究選

定了單子葉及雙子葉植物來進行我們光合作用效率的測定。實驗結果發現，單子葉植物和

雙子葉植物的光合作用效率，以葉錠浮起一半的時間來看，兩者相近；但若是以全部葉錠

浮起的時間來看，雙子葉植物的光合作用效率更佳。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台灣的地理位置處於亞熱帶氣候，高溫又多雨，且地形變化豐富，溪流交錯，還受到

季風氣候影響，使台灣的植物種類十分地豐富。而這之中的很多植物，都會行光合作用。

七年級上生物課時，老師就告訴我們：「很多植物都會進行光合作用，將二氧化碳和水轉

換成葡萄糖，來取得能量。」那時候，老師剛好也有講到單子葉植物與雙子葉植物的差

別，使當時的我們萌生的一個疑問：「到底是單子葉植物還是雙子葉植物光合作用效率比

較高呢？」對此我們就開始上網找資料、設計實驗。偶然間發現了一個十分簡單的光合作

用速率測定方法:「浮葉法」(陳等人，2020)。這種方法不需要很多材料，只需要一個針筒、

一杯碳酸氫納水溶液以及一份待測的植物，就可以完成。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在此研究中，我們主要研究的主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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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單子葉植物和雙子葉植物在光合作用上的不同 

雙子葉及單子葉在葉片上的差異並不大 ，因此，我們認為實驗結果差異不大。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我們選定了桂花(Osmanthus fragrans)和單子葉禾本科植物，這兩種植物來進行本次的實

驗，選定的原因是在學校有生長，且在生活中很常見。 我們先使用打孔器在葉片上打出每

一種葉片各 6 片的葉錠，再將葉錠放到針筒，用針筒抽氣，抽到葉錠能夠沉到水底；原理

是加壓的時候，空氣被擠壓，水進入到葉錠中，葉肉海綿組織內的空隙會充滿水，葉錠內

的空氣離開葉錠後，密度變大，就會沉到水底。而在行光合作用時，光合作用會產生氧

氣，氧氣在水中的溶解度較低， 故會在葉肉細胞的間隙中形成氣泡，密度變小，葉錠就會

浮起來。我們將抽好氣的葉錠泡入水溶液中，再觀察葉片浮起的狀況。本實驗使用的溶液

為 0.5g 的𝑁𝑎𝐻𝐶𝑂3，配上 49.5g 的水，濃度約為 1%的碳酸氫鈉水溶液，其中碳元素約有

0.00609 mole。為加快實驗的進程，我們使用了 24000lux 的手電筒照射葉片，來提供光合作

用所需的光(陳等人 2020)。  

 

 

 

 

 

圖一 受試木樨科植物(桂花)和受試禾本科植物差異比較圖 

來源: 農業知識入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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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 受試禾本科植物                                         圖三 受試木樨科植物(桂花) 

 

 

 

 

 

 

 

 

 

                   圖四 受試禾本科植物圖三                                圖五 受試木樨科植物(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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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實驗用碳酸氫鈉 

 

 

 

 

 

 

 

                                                                   圖七 將葉錠抽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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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照光後葉錠因葉肉細胞間產生氣體而浮起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圖九 木樨科植物與禾本科植物葉錠浮起數量與時間關係 

      從實驗結果分析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禾本科單子葉植物，在第 11 分鐘時率先浮起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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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葉子，雙子葉植物的桂花則是在第 19 分鐘時才浮起一片葉子，但隨後葉子浮起的速度愈

來愈快，到了 29 分鐘浮了 6 片後便不再浮起。根據實驗結果推測，是因為我們選定的單子

葉植物較薄，且葉脈分布均勻，才使葉錠較快浮起；相反，我們選定的雙子葉植物較厚且

較重，但葉肉分布較稀疏(根據抽氣次數發現) ，才使葉錠較慢浮起。如果以浮起一半葉錠

的時間來看，兩者的光合作用效率，應差不多；但若是以全部葉錠皆浮起的時間來看，雙

子葉植物的光合作用效率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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