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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魔法般的泡泡：調配泡泡水與甘油，探索泡膜的神奇穩定性

一、摘要

　　自探究實驗課程，激發我們對泡泡水成分比例進行更深入的探討。我們將不同甘

油和泡泡水比例之皂膜透過靜置的持續時間和向皂膜投入幾顆彈珠後會破裂之數據

做為比較媒介。發現甘油比例越高，皂膜呈現持續時間越穩定，且與彈珠掉落數較無

關聯。透過實驗，我們不僅能擴展對泡泡科學的認識，還可以培養實驗設計、數據分

析和問題解決能力，同時也有助於我們應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一）探究題目：泡泡水與甘油比例對泡膜穩定度的影響

（二）動機：

　　探究實驗課程中，我們發現泡泡水和純水在不同比例組成下對皂膜強度有顯著影

響。進一步探討過程發現網路上有許多資料指出，將甘油加入泡泡水可以增加皂膜的

持久性，這激發我們對泡泡水成分比例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泡泡科學背後蘊含豐富自然原理，而皂膜穩定性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包括表面張

力、溶液中的添加物等。我們將尋找出穩定的皂膜比例，並探討不同比例之泡泡水與

甘油對皂膜強度和持久性的影響。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探究目的：探討甘油與市售泡泡水調配後形成的皂膜最穩定的比例

（二）假設：甘油在泡泡水的比例中愈高，皂膜愈穩定

　　甘油本身分子間氫鍵數較多，具較強黏滯性。故推測這種黏滯性可以在泡泡水中

形成一層薄膜，阻止水分子過快流失。泡泡形成時，以甘油作為添加物，與泡泡水中

的水分子相互作用，增強皂膜穩定性。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實驗一：測量不同比例之甘油與泡泡水皂膜靜置持續時間

1. 依表（一）比例在燒杯中調配泡泡水與甘油，並充分攪拌均勻

2. 分別倒入個淺盤中

3. 用皂框拉出皂膜，並紀錄皂膜破裂時間

（二）實驗二：測量不同比例之甘油與泡泡水彈珠調落後不破次數長條圖

1. 架設皂膜及彈珠位置如圖(一)，彈珠位置到皂膜為30cm

2. 依表（一）比例在燒杯中調配泡泡水與甘油，

並充分攪拌均勻

3. 分別倒入個淺盤中 圖（一）



4. 分別用皂框拉出皂膜，每三秒投下一顆彈珠

5. 紀錄不同比例下，第幾顆彈珠會破

(表一)測量甘油與泡泡水皂膜之比例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結論：

1. 甘油的比例越高，泡沫能存在的時間就越長且越穩定。

2. 以0.15作為顯著水準後，利用數據計算P值發現，實驗一具顯著差異，而實驗二

則無顯著差異。

3. 未來對於泡泡水的相關研究可以作為參考，藉此深入理解甘油份子的特性，以

及如何讓泡泡水更加穩定。

(次)



(圖二)實驗一：測量不同比例之甘油與泡泡水皂膜靜置持續時間結果

(秒)

(圖三)實驗二：測量不同比例之甘油與泡泡水彈珠調落後不破次數長條圖結果

(表二)實驗一：測量不同比例之甘油與泡泡水皂膜靜置持續時間之P值



(表三)實驗二：測量不同比例之甘油與泡泡水彈珠調落後不破次數之P值

生活應用：

　　以上探究實作內容可應用於娛樂與教學活動中，讓使用者能夠享受更長時間的玩

樂，並從而深入理解表面張力等化學原理，增加實驗技能和觀察力。

　　此外，洗車時，添加甘油到泡沫中可能可增加泡沫穩定性，提高清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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