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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 天氣瓶

一、摘要

天氣瓶的結晶可分為兩部分，由硝酸鉀和氯化銨所構成的結晶核與由樟腦和探討在天氣

瓶中加入不同溶質及溶劑對於天氣瓶結晶形狀造的不同。其中改變四項變因分別是硝酸

鉀和氯化銨兩者間的比例、樟腦含量的改變、酒精濃度的改變和氯化鈉代替氯化銨後的

結果。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現代的天氣預報皆可由地面天氣預知，然而古人卻沒有相關技術，因此使用天氣瓶。傳

統天氣瓶的主要成分包括硝酸鉀、氯化銨、樟腦和乙醇，這些化學物質的比例與組成影

響結晶的形成與形態。然而其中，若改變不同溶質、溶劑比例會導致不同的結晶形狀。

因此本組透過改變硝酸鉀與氯化銨的比例、樟腦含量、酒精濃度，以及以氯化鈉取代氯

化銨，探討這些因素對天氣瓶結晶形態的影響，並嘗試優化天氣瓶的製作條件。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我們想要探討哪些因素會影響天氣瓶的結晶大小，並製作結晶最明顯的天氣瓶。

為了解影響天氣瓶結晶的因素，包括硝酸鉀和氯化銨兩者間的比例、樟腦的含量、酒

精濃度、以及水溶液陽離子的改變，我們分別製造了四個變因，並假設：

1. 氯化銨濃度越高結晶越明顯

2. 樟腦含量越多結晶越明顯

3. 酒精濃度越低結晶越明顯

4. 以鈉離子代替銨離子後仍會生成結晶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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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實驗來進行科學驗證。首先，分開調製兩杯溶液，分別是硝酸鉀及氯化銨加水以及

樟腦加酒精，最後將兩杯溶液混和於可封閉的玻璃瓶中，完成製作天氣瓶。接者調製出標

準比例的天氣瓶並操作不同的變因。最後將天氣瓶小心倒出（不破壞結晶），並以解剖顯

微鏡觀察實驗結晶。

表(一)實驗流程簡介 

變因一：硝酸鉀和氯化銨兩者間的比例 

圖（一）改變硝酸鉀和氯化銨兩者間的比例並以顯微鏡觀察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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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因二：樟腦質量的改變

　圖（二）改變樟腦質量並以顯微鏡觀察的結果

變因三：以氯化鈉代替氯化銨 

圖（三）以氯化鈉代替氯化銨並以顯微鏡觀察的結果 

變因四：改變酒精濃度

圖（四）改變酒精濃度並以顯微鏡觀察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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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圖（五）實驗一結果比較

根據實驗一照片中看到的，隨硝酸鉀與氯化銨的比例上升，晶體從左到右逐漸變大。

我們挑選差異最大的兩張照片來討論。正如我們在照片中看到的，凝結核從一個點長為一

條線，並且晶體更加緻密。

圖（六）實驗二結果比較

根據實驗二的結果，如圖片所示，隨樟腦量增加，晶體從左到右生長得更完整。 我們挑

選差異最大的兩張照片來討論。從照片中我們可以看到，晶體的形狀更像是多邊形，而且

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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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實驗三結果比較

實驗三的結果，如圖片所示，使用氯化鈉代替氯化銨仍能產生結晶，且晶體隨氯化鈉增加

而較細小且較多。

我們挑選差異最大的兩張照片來討論。正如我們在照片中看到的，如果我們使用氯化鈉而

不是氯化銨，晶體會更圓，無法清楚的看見凝結核。

圖（八）實驗四結果比較

根據實驗四的結果，如圖片所示，隨著酒精濃度的升高，晶體從左到右生長得越來越完

整。我們挑選差異最大的兩張照片來討論。55%酒精溶液中所產生的晶體更圓且更細

小，95%酒精溶液所產生的晶體更長，更像羽毛。

雖然現在的天氣瓶無法準確預測天氣，但它的結晶形態仍能反映環境的變化，例如溫

度、氣壓與溶液組成的不同對其影響，使我們能從中學習化學與結晶的關係。

        透過這次的實驗，我們發現天氣瓶的結晶形狀會隨著不同變因產生明顯變化，這也證

明了溫度、溶質比例與溶劑類型都會影響結晶的生長方式。雖然現代科技已經發展出更確

的天氣預測方式，但天氣瓶仍是一個富有科學價值與歷史意義的裝置，不僅展示了化學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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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讓我們思考自然環境如何影響物質的變化。或許未來，透過更深入的研究與改良，天

氣瓶可以發展成更加靈敏的環境監測工具，而我們今天的實驗，就是探索這種可能性的第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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