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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普高組 □技高組  成果報告格式 

題目名稱：光通過溶液會有不同的透光度？ 

一、摘要 

光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無論是我們仰賴維生的太陽光，或著愛迪生發明的燈泡，

到現在隨處可見的LED燈，而光在不同溶液中又有不同的透光度。光是如此神奇又吸引人

去探討，為了滿足我們好奇心，於是我們設計了一系列關於透光度的實驗。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國中時的理化課中對光的行徑路線有詳細的介紹，但對透光度卻是隻字不提，於是我們設

計了三個實驗探討不同條件下的透光度： 
 

 

分別以溶液種類，濃度，距離作為操作變因，各方面探討透光度。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1.探究不同溶液的透光度，我們選了波蜜，可樂，豆漿，味噌湯，舒跑這幾種飲料，我們

認為飲料的顏色不同會影響透光度，尤其是可樂，液體是黑色的吸收光線又有氣泡散射光

線，他的透光度應該最低 

2.探究豆漿在不同濃度下的透光度，因為濃度愈高，在液體中阻擋光線前進的物質也就愈

多，透光度應該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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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探究豆漿在光源不同距離的透光度，因為我們選用手機的手電筒作為光源，因為手機的

手電筒是點光源，點光源會散射，所以距離越長通過溶液的光就越少，所測量到的光強度

就越低。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在溶液溫度 光源固定的情況下，我們進行了三個實驗： 

前置步驟：設計一個紙箱，可以改變溶液和測量器的距離，且可以蓋上以隔絕外界光源 

 

實驗1 

操作變因：溶液種類 

控制變因：溶液距離、溶液濃度、光源、溫度等 

步驟步驟： 

一、將波蜜，可樂，豆漿，味噌湯，舒跑幾種飲料各取50毫升倒入量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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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將量杯放入特製的紙箱內以隔絕其他光源。 

三、依次以手機軟體測量光強度並記錄， 

四、將數據製作成表格、長條圖 

 

 

 

此圖為不同溶液對lux關係圖，橫軸為溶液種類，由左至右為寶礦力，波蜜，可樂，豆漿，

味噌湯，縱軸為光強度（lux） 

實驗2 

操作變因：溶液濃度 

控制變因：溶液距離、溶液種類、光源、溫度等 

一，將豆漿調配為20%,40%,60%,80%,100%溶液，準備50ml，並加入量杯中 

二，將量杯放入特製的紙箱內以隔絕其他光源 

三，依次以手機軟體測量光強度並記錄 

四，將數據製作成表格，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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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圖為不同濃度對lux關係圖，橫軸為濃度，縱軸為lux 

實驗3 

操作變因：溶液距離 

控制變因：溶液濃度、溶液種類、光源、溫度等 

一，量杯加入50ml的豆漿 

二，將量杯放入特製的紙箱內以隔絕其他光源 

三，依次以手機軟體測量不同距離的光強度並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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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將數據製作成表格、長條圖 

 

 

 

此圖為不同距離的光源對lux關係圖，橫軸為距離，縱軸為lux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透過實驗1我們發現： 

原本我們假設寶礦力的透光度要最高，因為顏色相對透明。但經過實驗1，寶礦力(半透明

溶液)和可樂(黑色溶液)的透光度竟然差不多，也許是因為它們都屬於均質溶液，沒有大量

影響光線傳播的懸浮顆粒。 

透過實驗2我們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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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我們假設濃度越低，透光度要越高。但經過實驗後發現濃度40%到100%的透光度差

不多，也許是因為濃度40%還是太高，導致溶液內的溶質數太多導致透光度低。 

透過實驗3我們發現： 

原本我們認為距離越遠透光度越低，但實驗結果是每個距離下的透光度都差不多，也許是

因為要改變透光度的因素只有光源強度和溶強度和溶液的種類和濃度有關，和溶液到光源

的距離並無直接關聯。 

有些實驗即使我們做了五次，仍有相當大的誤差，以致於實驗結果跟我們原先預期得不盡

相同。但還是有令人驚喜的東西，例如實驗1的可樂的透光度竟然和寶礦力差不多！原本

因為可樂中有氣泡以及溶液是黑色的而選擇他，也許是因為氣泡聚光而導致透光度高。而

實驗2我們可以看到40%~100%的溶液透光度相差不大，也許是因為飲料的溶液透光度相

差不大，也許是因為豆漿顏色太深所以即使稀釋40%透光度也相差不大。至於實驗3為甚

麼透光度都差不多我想是因為光源和豆漿的距離不變，光源的出光量固定，所以對透光度

影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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