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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 醋酸加越多越好嗎？──探討不同醋酸比例對澱粉生物塑膠性質的影響 

一、摘要 

本研究探討不同醋酸比例對澱粉生物塑膠成型性的影響。我們以玉米澱粉為主原料，調整醋

酸用量製作塑膠，觀察成品的外觀與穩定性。實驗結果顯示，雖所有組別皆未能完全成型，

整體偏濕且軟，但醋酸比例較高者相對較能成型，顯示醋酸濃度與塑膠穩定性可能有正相

關。研究結果可作為未來優化澱粉塑膠配方之參考，並強調單一變因探究在實驗設計中的價

值。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探究題目：醋酸加越多越好嗎？──探討不同醋酸比例對澱粉生物塑膠性質的影響 

 

探究動機：日常生活中，塑膠製品隨處可見，但它們對環境造成的傷害卻日益嚴重。我們曾在

網路上看到有人用牛奶或澱粉自製「生物塑膠」，覺得這種材料如果能普及，說不定能改善塑

膠污染問題。查資料時發現，大部分配方中都會加入醋或醋酸，但很少有說明「加入多少醋才

最好」。我們很好奇，醋酸的量是否會影響澱粉塑膠的成型或硬度？因此設計這次實驗，調整

醋酸比例，觀察成品的外觀、硬度與吸水性，希望找出適合的比例，並對天然材料應用有更

多了解。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 探究目的： 

本實驗旨在探討醋酸比例對澱粉塑膠硬度與成型效果的影響。 

● 假設： 

1.如果醋酸比例較少，則酪酸化反應不完全，澱粉塑膠將難以成型或是較為鬆散。 

2.如果醋酸比例適中，則能促進澱粉的膠化與交聯反應，使塑膠成品較為堅固且成型

良好。 

3.如果醋酸比例過多，可能導致塑膠過於酸化，使塑膠質地變脆或產生異味。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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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與設備： 

○ 玉米澱粉 

○ 甘油 

○ 醋酸(已稀釋至濃度5%) 

○ 水 

○ 烘焙紙 

○ 電子秤 

○ 燒杯 

○ 加熱器 

○ 滴管 

○ 量筒 

○ 玻棒 

● 實驗步驟： 

1. 調製材料比例（每杯玉米澱粉10g、水45ml、甘油3ml、醋酸每杯分別為2、4、6、

8、10ml）。 

2. 用玻棒攪拌，混合各杯材料。 

3. 放置於加熱器，邊加熱邊用玻棒攪拌10min。 

4. 倒上烘焙紙，並鋪平等待1夜時間冷卻。 

● 觀察及驗證： 

在實驗中，我們調整了澱粉塑膠配方中的醋酸比例，發現所有成品皆無法完全成型，

呈現偏軟且濕潤的狀態，但仍可明顯觀察出：醋酸比例較高時，成品相對較為穩定，成

型效果也較佳。相對而言，醋酸比例較低的組別幾乎無法成型，質地較鬆散、不易固

定形狀。由於整體質地皆偏濕軟，無法進行脆度等機械性質的測試與比較。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結論：實驗結果部分驗證了我們的假設：醋酸比例會影響澱粉生物塑膠的成型性。儘管所有

樣本皆未達到理想的塑膠狀態，但較高比例的醋酸有助於澱粉膠化與穩定結構的形成，使成

品成型效果略有提升。造成整體不成型的原因可能與其他變因（如加熱溫度、時間、澱粉種

類、水分比例）有關，後續仍可進行配方優化與延伸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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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應用：本實驗雖未成功製作出可實用的生物塑膠，但仍展現了天然材料在取代傳統塑膠

上的潛力。未來若能進一步調整條件，提升其硬度與穩定性，有望應用於可分解包裝材、環

保容器或教育用途（如DIY實驗）。此外，也提醒我們在設計實驗時，單一變因固然重要，整體

製程條件也不容忽視，這對我們理解材料科學和實驗設計都是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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