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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防不勝防?周密防酸!-自製防酸劑防護效果之探討 

一、摘要 

我們在自然課中學到，胃中胃黏膜分泌的胃黏液能保護胃壁不受胃酸侵蝕，因此我們想利用

胃黏液中的碳酸鹽（碳酸氫鈉、碳酸氫鉀、碳酸氫銨）製作防酸劑。我們的防酸劑的製作方法

，是先將聚乙烯醇加水並加熱至攝氏100度使其溶解，冷卻後在溶液中分別加入碳酸鹽就可

以完成防酸劑了。接下來在紅色細粉筆上塗抹防酸劑，乾燥後泡入鹽酸測試，並使用HSI顏

色座標系統判讀結果。實驗結果顯示，效果最好的為添加碳酸氫銨的防酸劑。未來我們也希

望能應用在防止酸雨侵蝕，或保護博物館展品不被空氣中的酸性物質侵蝕等方面，將防酸劑

實際應用在生活中。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七上生物課老師在介紹胃的構造時，提到胃黏膜分泌的胃黏液可以保護胃壁不受胃酸侵蝕，

有同學開玩笑的問：如果把胃黏液塗在身上，是不是就可以在鹽酸裡游泳了？這個想法其實

過於誇張，但胃黏膜分泌的黏液或許對小範圍誤觸強酸可以起到保護的作用。因此我們決定

製作一種類似胃黏液作用的防酸劑，這樣在使用強酸時，可以減少誤觸時的傷害，不用等到

造成傷害後才處理，一開始就可以預防。在查完胃黏液的成分後，我們最後決定以胃黏液中

的碳酸鹽（碳酸氫鈉、碳酸氫鉀、碳酸氫銨）做為防酸劑的主要成分，並且加入聚乙烯醇使製

作出的防酸劑塗抹後可凝固成膜狀，以便使用。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實驗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為減少並預防酸性物質對物體之傷害。 

1.製作3種防酸劑（碳酸氫鈉、碳酸氫鉀、碳酸氫銨） 

2.比較分別塗上3種防酸劑的紅色細粉筆，在泡入鹽酸後的侵蝕狀況 

3.混和不同的碳酸鹽製成防酸劑 

【註】侵蝕狀況：將紅色細粉筆泡入鹽酸後，所產生氣泡的顏色之飽和度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二)事前準備 

1.製作聚乙烯醇水溶液：我們以在25毫升水中加入3克聚乙烯醇的比例調製聚乙烯醇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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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聚乙烯醇加入水中後，用電子點火本生燈加熱（聚乙烯醇的熔點為100度，因此需加熱至水

沸騰），溶解在水中後會形成濃稠狀透明液體，由於會有些許聚乙烯醇凝固在燒杯底部，所以

我們僅取用上層的濃稠液體進行接下來的實驗（上層濃稠液體經反覆測試後發現其可成

膜）。 

2.調製防酸劑：將3種碳酸鹽分別混合上述方式製成的聚乙烯醇水溶液，經多次測試調整，最

後我們在50毫升的聚乙烯醇水溶液中分別加入2克的碳酸氫鈉、10克的碳酸氫鉀、10克的碳

酸氫銨以及2克的碳酸氫鈉混和5克的碳酸氫銨，用上述比例製作本次實驗的4種防酸劑。 

(三)實驗步驟 

我們先將調製好的溶液均勻地塗抹在紅色細粉筆上，放置使溶液風乾，再塗抹第二次，待風

乾後，每種防酸劑皆取五支粉筆分別泡入裝有2毫升鹽酸（濃度32％）的試管當中，並錄製下

來觀察每固定時間試管中氣泡的顏色（紅色）飽和度（S）之變化。 

 

(四)實驗結果判別方式 

使用HSI顏色座標系統其中的飽和度(S)判斷紅色細粉筆泡入鹽酸後產生的氣泡顏色，顏色飽

和度愈低，表示鹽酸侵蝕粉筆產生的紅色氣泡較少，故效果較佳 

● 每支塗抹防酸劑的粉筆泡入鹽酸後，每隔5秒鐘會截一次圖，每張圖皆會取氣泡上的

三個相異位置的顏色數值做平均，以減少誤差 

● 鹽酸侵蝕聚乙烯醇也會產生氣泡，不過是白色的 

● HSI顏色座標系統：透過色相Hue(H)、飽和度Saturation(S)、亮度Intensity(I)定義顏色 

● 不使用色相(H)是因為皆是使用紅色細粉筆，顏色差異不大 

● 不使用亮度(I)是因為錄製實驗影片時沒有固定環境的亮度 

【註】：紅色系顏色的色相(H)約在360的位置，色相(H)超過360數值會從0重新往上加 

              （例：超過360兩個單位數值顯示2） 

【註】：所有數值皆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二位 

(五)實驗結果 

【註】：下列表格中的每一支「試管」，皆為一支 

                紅色細粉筆的實驗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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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階段實驗  

(1)紅色細粉筆(未塗抹防酸劑) 

S 試管一 試管二 平均 

試管1 1 0.84 0.92 

 單位：色彩飽和度(S) 

(2)聚乙烯醇水溶液50毫升+碳酸氫銨10公克 

 

 

 

 

 

 

                                       單位：色彩飽和度(S)                                          單位：色彩飽和度(S) 

● 由圖可得知取三支粉筆平均的數據與取五支粉筆平均的數據大致相同，因此之後的

實驗結果我們皆只取三支粉筆的數據平均來做比較。 

(3)聚乙烯醇水溶液50毫升+碳酸氫鈉 4公克 

 

 

 

 

 

 

                                         單位：色彩飽和度(S)                                          單位：色彩飽和度(S) 

(4)聚乙烯醇水溶液50毫升+碳酸氫鉀10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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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色彩飽和度(S)                                          單位：色彩飽和度(S) 

● 經反覆測試後我們發現添加碳酸氫鉀的防酸劑會產生反應凝固成白色固體，因此我

們第一階段碳酸氫鉀的實驗內容使用的是尚未凝固的少許液體，但多次實驗後發現

放置較久的剩餘液體無法成膜，所以我們在下一階段不再使用碳酸氫鉀做實驗。 

2.第二階段實驗（混合碳酸鹽） 

(1)聚乙烯醇水溶液50毫升+碳酸氫鈉2公克+碳酸氫銨5公克 

                                        單位：色彩飽和度(S)                                          單位：色彩飽和度(S) 

(六)討論 

1.比較在不同時間點，分別塗上4種防酸劑的紅色細粉筆，泡入鹽酸中產生的氣泡的顏色飽 

   和度(S)，如下圖： 

5秒 10秒 15秒 20秒 

    

25秒 30秒 35秒 40秒 

    

【註】：以上8張圖表中4種防酸劑順序皆為「碳酸氫鈉、碳酸氫鉀、碳酸氫銨、碳酸氫鈉 

                +碳酸氫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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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5秒、30秒、35秒、40秒皆無紀錄碳酸氫鈉、碳酸氫鉀，是因為氣泡即將或已經 

                滿出試管 

【註】：顏色飽和度較低，代表鹽酸侵蝕粉筆產生的紅色氣泡愈少，故效果較佳 

【註】：下列圖表名稱的「飽和度」指氣泡顏色的飽和度  

2.未塗抹防酸劑的紅色細粉筆被鹽酸侵蝕的速度非常快，產生的氣泡平均約2秒內就會滿出 

   試管 

3.25秒時，添加碳酸氫鈉+碳酸氫銨的防酸劑對於鹽酸的防護效果最佳 

4.5秒、10秒、15秒、20秒、30秒、35秒、40秒時，僅添加碳酸氫銨的防酸劑對於鹽酸的防 

   護效果最佳 

5.分別添加碳酸氫鈉的防酸劑及碳酸氫鉀的防酸劑對於鹽酸的防護效果較差，20秒後氣泡  

   便要滿出試管 

6.4種自製防酸劑對於鹽酸皆有明顯的防酸效果 

【註】：以下數值皆取四種防酸劑分別的三支試管之平均 

【註】：紅字為效果最佳，藍字為效果最差 

 碳酸氫鈉 碳酸氫鉀 碳酸氫銨 碳酸氫鈉 
+碳酸氫銨 

5秒 0.21 0.22 0.15 0.18 

10秒 0.27 0.31 0.14 0.16 

15秒 0.33 0.36 0.22 0.24 

20秒 0.36 0.39 0.25 0.29 

25秒 * * 0.34 0.32 

30秒 * * 0.32 0.33 

35秒 * * 0.32 0.34 

40秒 * * 0.34 0.35 

單位:色彩飽和度(S)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結論 

1.本實驗中探討自製防酸劑對於鹽酸的防酸效果，實驗後而我們得知： 

(1)四種防酸劑皆有顯著的防酸效果，其中又以5克碳酸氫銨加入25毫升聚乙烯醇水溶液大 

     致在數秒後的防酸效果皆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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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混和三種碳酸鹽之中效果最好的兩種防酸劑（2克碳酸氫鈉和5克碳酸氫銨加入50毫升 

     聚乙烯醇水溶液），防酸效果並不會增加。 

2.根據查詢到的資料，胃黏液中的碳酸鹽主要是碳酸氫鈉，但實驗結果顯示，以碳酸氫鈉 

   製成的防酸劑防酸效果並非最佳。 

(二)未來展望 

1.用豬肉模擬人類皮膚，比較防酸劑對豬肉的防酸效果，並觀察鹽酸對其的侵蝕狀況。 

2.調整酸性物質的pH值，以及使用不同的酸性物質。 

(三)應用在生活中： 

1.可將防酸劑運用在「防酸雨」，比如建築、雨傘、衣服等等的物體上。 

2.可將防酸劑運用在博物館的展品上，防塵或抗氧化等方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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