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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普高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越來越氣-汽水體積與汽水內氣體量的關係 

一、摘要 

每到夏天，這種炎熱的天氣就會讓人想要來杯汽水消消暑，但有時卻會發生「剛打開罐

子，汽水就噴出來」的情況，為了解除我們心中的疑惑，我們設計了兩組實驗。 

實驗一為汽水體積對針筒活塞移動變化量的。透過增加汽水的體積觀察針筒活塞的移

動，但實驗結果卻顯示汽水的排氣體積並沒有顯著變化，根據亨利定律，。我們原本以為

汽水的體積越多，內含的氣體也越多，但實驗結果卻沒有明顯變化，這也讓我們對實驗二

進行了些改良。 

實驗二為汽水的搖晃次數對汽水排放的氣體體積的影響。起初我們再想實驗假設該寫排

出的氣體體積越多還是寫排出氣體的時間越快，最後我們選擇了較方便測量的氣體體積多

寡。由於經過改良，我們讓實驗的汽水量增加，一方面是確保汽水內的氣體足夠推動活塞，

一方面也讓我們更方便觀察。我們觀察到隨著汽水被搖晃的次數增加，針筒內的活塞被推

動的距離也隨之增加，由於汽水內的氣體受到搖晃後，小氣泡會互相結合，氣泡體積變大

後，浮力也隨之增加，便會使汽水內的氣體更容易排出。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在這炎熱的夏天中，我最喜歡在運動完後來一瓶冰涼的可樂，但在某一次我一如往常地

打開汽水時，汽水卻直接噴了出來，這讓我十分得好奇，為什麼汽水會有如此大的反應？

也不禁聯想到在化學課上提到的，水溶液可溶解的氣體含量可能與一些因素有關。所以設

計了兩個實驗。 

實驗一 汽水體積對針筒內活塞移動變化量。在汽水的體積增加時，在放置相同溫度的

環境下，經過一樣時間時是否能放出較多氣體。而為了清楚觀察氣體體積多寡，我們實驗

設計在針筒內，利用觀察活塞移動的距離，就可以知道氣體釋放多少。 

實驗二 汽水的搖晃對汽水排放出的氣體體積的影響。延續實驗一的猜想，此次的事件

是不是有可能是因為在喝之前，搖晃到瓶身，而造成二氧化碳噴發。 

        因此，透過這兩組實驗，我們希望可以解開可能影響「汽水噴射事件」的科學秘

密，更能夠以生動有趣的方式來探索氣體壓力溶於水溶液等相關知識。讓我們從生活中的

小趣事中發現科學！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目的： 

驗證亨律定律。 

氣體溶於液體中的飽和濃度 Cs，正比於氣體的分壓 Pg，可以寫成 Cs＝kH*Pg，其中 kH 是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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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常數。飽和濃度 Cs 有著重大的物理意義： 

"  當液體持續處於加壓二氧化碳的環境中，只要給予足夠的時間，能夠溶解的氣體量便會

大於氣壓較低的情況，這時便可以說液體因為外壓處於過飽和。" 

雖然亨律常數是常數，但其實會隨著溫度而變，非物理課本中傳統的常數定義。 

 

(二)假設 

實驗一：汽水體積越大，汽水釋放出的氣體越多。 

實驗二：汽水的搖晃次數越多，汽水排放出的氣體體積越多。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實驗一  汽水體積對針筒內活塞移動變化量 

（一）實驗器材：500ml 燒杯 1 個；直尺 1 把；60ml 針筒 4 個；360ml 汽水 1 罐 

 

（二）實驗步驟 

1.先把汽水倒入燒杯。 

2.用 3 個針筒吸取實驗要用的量 6ml。 

3.計時 5 分鐘，測量活塞被向外移動的距離。 

4.清洗針筒，並擦乾。 

5. 重複步驟 2，將汽水體積分別改成（12ml、18ml、24ml)，重複步驟 3-4。  

（三）實驗數據 

(表一) 不同體積的汽水推動針筒的距離 

 
對照組 

6ml 

實驗組 1 

12ml 

實驗組 2 

18ml 

實驗組 3 

24ml 

第一次 1.20-0.90=0.30 2.00-1.80=0.20 3.00-2.70=0.30 3.60-3.60=0 

第二次 1.20-0.90=0.30 2.10-1.80=0.30 2.80-2.70=0.10 4.00-3.60=0.40 

第三次 1.10-0.90=0.20 2.10-1.80=0.30 2.80-2.70=0.10 4.00-3.60=0.40 

平均 0.27 0.27 0.17 0.27 

     (單位 :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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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不同體積的汽水推動針筒的距離  

（四）實驗結果與討論 

我們分別使用 6、12、18、24 毫升的汽水進行了實驗，並記錄了每次倒入汽水五分鐘

後活塞被推動的距離。透過觀察數據，被推動的最遠距離為 0.4cm，反之最小為 0cm，就

數據結果來看，汽水體積與活塞的移動距離無直接關係。 

依據亨律定律，Cs＝kH*Pg。其中，Cs 為氣體溶於液體中的飽和濃度(單位 g/L)，Pg

為該氣體的分壓(單位 atm)，kH 是亨利常數(單位為 g/L · atm)。 

從單位來看，氣體溶於液體中的總量應與液體體積成正比，但實驗結果卻與我們的假

設不相同，在實驗後我們推測出兩種原因，第一:我們實驗時取的汽水體積太少僅 6~24ml

而已，內含的氣體量可能也比較少，導致我們的實驗解果皆大致相同。第二:針筒內的活塞

摩擦力可能因為汽水產生的氣體壓力較小，以致無法突破最大靜摩擦，所以我們實驗結果才

會相同。 

 

實驗二 汽水的搖晃對汽水排放出的氣體體積的影響 

（一）實驗器材：250ml 燒杯 1 個；60ml 針筒  4 個；360ml 汽水 1 罐 

 

（二）實驗步驟 

1.用針筒抽取汽水至 20ml 

2.分別搖晃 0、5、10、15 次 

3.放置 10 分鐘，觀察刻度並測量活塞被向外推動的距離 

4.重複步驟 1.到步驟 3，2 次 

 

（三）實驗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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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汽水搖晃的次數對推動針筒的距離 

 對照組 

(搖晃 0 次) 

實驗組 1 

(搖晃 5 次) 

實驗駔 2 

(搖晃 10 次) 

實驗組 3 

(搖晃 15 次) 

第一次 6.1 13.2 13.8 17.8 

第二次 2.2 4.3 4.8 7.2 

第三次 1.1 2.3 3.4 7.3 

平均 3.1 6.6 7.3 10.8 

                     (單位 : ml) 

 

(圖二) 汽水搖晃的次數對推動針筒的距離   

（四）實驗結果與討論 

我們分別對 20ml 的汽水搖晃 0 至 15 次，從實驗數據可以觀察到活塞被推動的距離

為 3.1 至 10.8 公分之間，與我們的假設「汽水搖晃次數越多，汽水排放出的氣體體積就越

多」相同。 

依據亨律定律可以解釋這一現象，汽水中的氣體是加壓的二氧化碳，當壓力愈大時，

氣體溶解量就會愈多。所以搖動汽水瓶時，液面受到擾動，會將一些小氣泡帶進汽水裡，讓

原本溶在汽水裡的二氧化碳和這些小氣泡結合，隨著體積增加，浮力也會跟著增加，小氣泡

則會上升並聚集在瓶口，因此氣體就會在罐子被開啟時迅速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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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結論 

1.汽水體積對針筒內活塞移動無明顯變化 

2.汽水的搖晃越多，汽水排放的出的氣體體積越多 

 

(二)未來展望與應用 

1.經過此研究後，我們提供了搖晃次數可以明顯影響氣體噴射量的猜想。這也提醒我們

在開汽水前要避免搖晃。 

2.因亨律定律裡的常數與溫度有關，未來的研究可以透過改變環境溫度、環境氣體分壓

等實驗，去深入討論探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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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報告總頁數以 6 頁為上限。 

2. 除摘要外，其餘各項皆可以用文字、手繪圖形或心智圖呈現。 

3. 未使用本競賽官網提供「成果報告表單」格式投稿，將不予審查。 

4. 建議格式如下： 

 中文字型：微軟正黑體；英文、阿拉伯數字字型：Times New Roman 

 字體：12pt 為原則，若有需要，圖、表及附錄內的文字、數字得略小於 12pt，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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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體行距，以固定行高 20 點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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