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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成果報告格式 

題目名稱：夢想藍圖—藍曬用於紫外線強度偵測之可行性探討 

一、摘要 

藍曬在以前常用於保存相片，是一種穩定的製圖方法。本研究透過改變檸檬酸鐵銨和

鐵氰化鉀的質量比，探討哪個比例的效果最好。結果顯示鐵氰化鉀：檸檬酸鐵銨 1：2 的

比例效果最佳，變色速度最快，顏色也很明顯。固色液則是雪碧的效果最佳，不僅不太會

改變原本藍曬的顏色，還可以很好的改變紙邊緣泛黃的問題，是很好的固色液選擇。最

後，紫外線強度實驗中得知，強度和變色速度、顏色深度呈正相關。未來希望進一步利用

儀器偵測之紫外線強度數值分析其和藍曬顏色色階數值間的關係，期望能製作出強度比對

色卡，讓我們能利用創新的方法觀察紫外線強度。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偶然想起國小的美勞課，那天美勞老師帶了兩個不同的化學藥品進來教室，說要帶我

用兩個化學藥劑做出氰版印刷。想起來還是覺得很有趣，但老師似乎並沒有詳細的講原

理，於是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上網查了資料，發現氰版印刷也叫「藍曬」，是由檸檬酸

鐵銨和鐵氰化鉀混合而成的感光液，在紫外線下曝曬後形成普魯士藍。因此我想了解不同

比例的感光液經過太陽曝曬後的顏色差異，並找出效果最好的感光液比例。另外也想到，

如果是因為紫外線的影響造成變色，那不同紫外線強度照射下，顏色是否也會有不同？是

否可用於偵測紫外線的不同呢？基於以上幾個疑問，開始了我們的研究。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探討不同比例感光液的顏色差異。 

二、探討不同固色液對藍曬顏色的差異。 

三、探討藍曬在不同紫外線強度下的顏色差異。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實驗原理 

藍曬是一種製圖工藝，是在 1842 年由約翰·赫歇爾爵士所發明的。又稱為藍印術、氰

版印刷。成本低廉，製作方式簡易。藍曬的原理是因檸檬酸鐵銨在照射到紫外線後，會從

三價鐵離子還原成二價亞鐵離子，再和鐵氰化鉀反應後，會生成難溶於水的亞鐵氰化鐵，

也就是深藍色的普魯士藍固體。若有還未反應到的藥劑，因可溶於水，可以用水洗去，紙

上就只會留下亞鐵氰化鐵固體。 

下列是製作藍曬的基本步驟： 

（一）調感光液：取出檸檬酸鐵銨和鐵氰化鉀，加水溶解。 

（二）上色：將感光液倒進塑膠盆，讓紙均勻吸附感光液，再將紙用鑷子夾出，並放到壓

克力板上陰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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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曝曬：將紙拿到室外曝曬太陽。我們做實驗時有用太陽能光強度測量儀，測當時做

實驗的紫外線強度。 

（四）清洗：曝曬後，清洗沒反應完的感光液。 

（五）晾乾：將清洗過後的紙拿到陰涼處晾乾。 

二、實驗設計 

（一）探討不同比例的感光液曝曬過後的顏色差異 

我想知道經過曝曬之後，不同比例的感光液呈現出的顏色會有甚麼差異，於是設計了

此實驗。取了五種比例，分別是 3：1、2：1、1：1、1：2、1：3。實驗步驟如下： 

1. 調感光液：在燒杯中配置檸檬酸鐵銨、鐵氰化鉀，並添加 30g 水。 

 鐵氰化鉀 檸檬酸鐵銨 比例 水 

① 0.9g 0.3g 3：1 30g 

② 0.8g 0.4g 2：1 30g 

③ 0.6g 0.6g 1：1 30g 

④ 0.4g 0.8g 1：2 30g 

⑤ 0.3g 0.9g 1：3 30g 

2. 上色：將五組感光液輪流倒進塑膠盆中，並讓感光液均勻吸附於水彩紙上，計時一分鐘

後將水彩紙取出，並放到壓克力板上陰乾。 

3. 曝曬：將壓克力板拿到戶外曝曬 30 分鐘。 

4. 清洗：將紙拿到水盆清洗 1 分鐘。 

5. 晾乾：將清洗過後的水彩紙拿到陰涼處曬乾。 

6. 比較：將紙晾乾拍照後，進行分析顏色差異。 

（二）探討不同固色液對藍曬顏色的差異 

在前幾次實驗中，發現藍曬過後的紙，若經多次清洗或放太久，顏色會和一開始有差

異，紙的邊緣也會泛黃，在上網查過資料後，發現酸性液體可以有固色效果，所以找了五

種易取得的酸性的液體來比較固色效果，並找出固色效果最好、且不會改變藍曬本身顏色

的固色液。實驗步驟如下： 

1. 調感光液：在燒杯中配置檸檬酸鐵銨、鐵氰化鉀，並添加 30g 水，選用實驗一中效果最

顯著的比例（1：2）來進行本次實驗。 

2. 上色：將感光液倒進塑膠盆，並讓感光液均勻吸附於水彩紙上，計時一分鐘後將水彩紙

取出，並放到壓克力板上陰乾。 

3. 曝曬：將壓克力板拿到戶外固定地點曝曬 30 分鐘。 

4. 固色：將曝曬後的紙浸泡在不同固色液中 1 分鐘。 

 固色液種類 pH 值 

① 雪碧 3.2 

② 氣泡水 6.0 

③ 雙氧水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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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食用醋 3.0 

⑤ 檸檬酸水溶液 1.0 

5. 清洗：將紙晾乾後拿到水盆清洗 5 分鐘。 

6. 晾乾：將清洗過後的水彩紙拿到陰涼處曬乾。 

7. 比較：將紙晾乾拍照後，進行分析顏色差異。 

（三）探討同感光液在不同紫外線強度下曝曬後的顏色差異 

我想要知道同一個比例的感光液，在不同的紫外線強度下曝曬過後，會不會有顏色差

異，於是設計了這個實驗。實驗步驟如下： 

1. 調感光液：在燒杯中配置檸檬酸鐵銨、鐵氰化鉀，並添加 30g 水，選用實驗一中效果最

顯著的比例（1：2）來進行本次實驗。 

2. 上色：將感光液倒進塑膠盆，並讓感光液均勻吸附於水彩紙上，計時一分鐘後將水彩紙

取出，並放到壓克力板上陰乾。 

3. 曝曬：將圖紙夾在壓克力板後拿到戶外固定地點曝曬 30 分鐘。 

 紫外線強度 日期 觀測站 

① 1 20250214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新北氣象站 

② 2 20250216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新北氣象站 

③ 3 20250216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新北氣象站 

④ 4 20250215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新北氣象站 

⑤ 5 20250215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新北氣象站 

4. 固色：將曝曬後的紙浸泡在不同固色液中 1 分鐘。 

5. 清洗：將紙拿到水盆清洗 1 分鐘。 

6. 晾乾：將清洗過後的水彩紙拿到陰涼處晾乾。 

7. 比較：將紙晾乾拍照後，進行分析顏色差異。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探討不同比例感光液的顏色差異 

（一）曝曬時：從實驗中可以得知，檸檬酸鐵銨加的越多，越容易變色，且周圍會先變色。

④、⑤的變速速度一樣，③的變色速度比④、⑤再慢一點，①、②在 30 分鐘內都無變色。

在曝曬時，我們每五分鐘會轉 180 度，以免有地方接受到的紫外線較少。 

 ① ② ③ ④ ⑤ 

比例 

（鐵氰化鉀：檸檬酸鐵銨） 
3：1 2：1 1：1 1：2 1：3 

變色速度 30 分鐘內無變色 30 分鐘內無變色 5：26 2：17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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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三）曝曬後：從表八中可以得知，③、④的變色效果最好，呈現深藍色，周圍顏色較深，

⑤的效果也還可以，呈淺藍色，周圍顏色較深，①只有周圍有些微變色，②則都沒有變色。 

 ① ② ③ ④ ⑤ 

比例 

（鐵氰化鉀：檸檬酸鐵銨） 
3：1 2：1 1：1 1：2 1：3 

顏色 
淺綠 

(無變色) 

淺綠 

(無變色) 
深藍 深藍 淺藍 

圖片 

 

二、探討不同固色液對藍曬顏色的差異。 

（一）曝曬後：雖然五張水彩紙浸泡的感光液是同一個比例，但顏色還又有些微差異，但大

多都是呈淺藍色。 

 ① ② ③ ④ ⑤ 

比例 

（鐵氰化鉀：檸檬酸鐵銨） 
1：2 1：2 1：2 1：2 1：2 

顏色 
淺藍 

(偏深) 
淺藍 淺藍 淺藍 淺藍 

圖片 

 

（三）浸泡固色液後：⑤的顏色和曝曬後的顏色有嚴重色差，④和曝曬後相比有些微變深，

在經過我們仔細地比對後，我們發現①在曝曬後還有浸泡固色液後的顏色差距最小，所以

我們就選用雪碧來做後續的實驗。 

 ① ② ③ ④ ⑤ 

固色液 雪碧 氣泡水 雙氧水 食用醋 檸檬酸 

① ② ③ ④ ⑤ 

⑤ ④ ③ ② ①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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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溶液 

pH 值 3.2 6.0 2.5 3.0 1.0 

顏色 深藍 深藍 淺藍 青色 深藍色 

圖片 

 

三、探討藍曬在不同紫外線強度下的顏色差異。 

（一）曝曬時：①、②、③、④組，紫外線強度每上升一個區間，變色速度就會快大約十秒

左右，但④、⑤組的變色速度差不多，都落在 1 分 10 秒上下，所以推測紫外線強度越強，

變色速度會越快；但當紫外線強度夠強時，秒數差異就不會這麼明顯的變化。從圖二十一

的圖表中亦可看出，變色秒數和紫外線強度確實有很高的相關性。 

 ① ② ③ ④ ⑤ 

紫外線強度 1 級 2 級 3 級 4 級 5 級 

變色時間 1：39 1：32 1：19 1：09 1：08 

照片 

     

 

 

 

 

 

 

 

 

 

 

（二）曝曬後： ①、②、③組呈現淺藍色，隱約還可以看出綠色的痕跡，④、⑤成深藍色，

看不出綠色的痕跡。但五組紙邊緣都有泛黃。 

 ① ② ③ ④ ⑤ 

紫外線強度 1 級 2 級 3 級 4 級 5 級 

顏色 淺藍 淺藍 淺藍 深藍 深藍 

① ② ③ ④ ⑤ 

y = -8.5x + 106.9

R² = 0.9492

0

20

40

60

80

100

120

0 1 2 3 4 5 6

變
色
秒
數( s)

紫外線強度(級)



6 
 

照片 

        

（三）清洗後：五組顏色有差異，紫外線強度的越強，顏色越深，但差異有些不太明顯，

③、④的顏色差不多，浸泡完固色液且清洗後，可以看出五組的顏色差異有變明顯。 

 ① ② ③ ④ ⑤ 

紫外線強度 1 級 2 級 3 級 4 級 5 級 

顏色深淺 ⑤ > ④ > ③ > ② > ①（由深到淺排列） 

照片 

 

綜合以上實驗，發現鐵氰化鉀：檸檬酸鐵銨使用 1：2 的比例，不僅變色速度快，曝曬

後的顏色也很清楚。如果需要一直清洗長久保存，建議使用固色液來讓藍曬能保存得更好，

雪碧就是一個很不錯的固色液選擇，不僅不會將原本的作品染色，還可以改善邊緣泛黃的

問題，也達到很好的固色效果。藍曬的變色也會隨著紫外線的強弱而改變顏色。藍曬的變

色速度跟紫外線強度也有關係，紫外線強度越強，顏色會越深，變色速度越快。 

未來希望能進一步透過紫外線偵測儀器的數據分析紫外線強度和藍曬顏色間的關聯 

性，期望能製作出色卡，藉由藍曬顏色的不同判斷紫外線強度的差異。也希望藍曬這項 工

藝，能運用在更多關於紫外線強度測試的地方，像是抗 UV 的各項產品測試，或防曬乳的

效果測試，讓更多人認識這項傳統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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