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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普高組  成果報告格式 

題目名稱： 不同比例之生石灰與水所產生的溫度變化 

一、摘要 

    我們在閱讀理解課程實作生石灰加水產生熱的方式來烹煮雞蛋，但該次實驗溫度並未

達預期，我們希望透過此研究探討生石灰與水混合比例對溫度變化的影響，並參考相關科

展文獻，設計四組不同混合比例進行實驗，記錄反應過程中的溫度變化，並繪製溫度曲線

圖加以分析，以找出能在最短時間內達到最高溫的最佳比例。由我們的實驗結果顯示，當

生石灰與水的比例為「100:100」時，可在最短時間內達到最高溫度。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我們在閱讀理解課程實作生石灰加水產生熱的方式來烹煮雞蛋，我們依網路上及老師

所給的指示以生石灰比水「1：3」的比例下去調配，但在實驗過程中，溫度並未如影片中

達到 90°C 以上，甚至可以直接觸摸燒杯。我們希望透過此次實驗「不同比例之生石灰與

水所產生的溫度變化」探究出能夠達到最高溫的比例為何，網路資料是否正確或者是當初

的實驗過程有瑕疵而造成溫度未達理想。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根據先前閱讀理解的實驗結果，在生石灰與水「1:3」混合過後，溫度上升不顯著，我們

再加水，溫度卻上升得更慢。因此，我們認為固定生石灰量時，水加入越多，溫度上升越慢。

再經由“嘉義市第 38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的實驗結果，我們猜測生石灰比水「100:300」可

達最高溫度 90°C， 但由「中華民國第四十八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的實驗結果，我們推測

生石灰比水「100:100」的溫度也會達 90°C。所以我們提出下列兩項研究目的: 

1.討論並設計不同比例並找出能達最高溫的比例。 

2.比較不同比例的生石灰與水產生的溫度變化。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1.清洗並擦拭 1000 毫升燒杯 

2.利用電子秤與秤藥盤，秤量 100 公克生石灰，並倒入燒杯 

3.利用量筒秤量 100 毫升蒸餾水放進燒杯 

4.倒入蒸餾水後，立刻按下計時器 

5.攪拌 30 秒後，重設計時器，蓋上蓋子並開始記錄溫度，每 30 秒紀錄一次，持續 20 分鐘 

6.固定比例重複步驟 1~5 共測量五次 

7.依序變更比例為「100:100」「50:100」「33:100」「25:100」，並重複步驟 1~6  

（單位 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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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圖一：不同比例生石灰與水的溫度隨時間關係圖 

 

1.由圖一可發現生石灰比水 100:100 在 210 秒時即達最高溫 100.3℃，而後持平 300 秒後緩

慢降溫，是所有比例中最快達該比例之最高溫。 

2.生石灰比水 50:100 在 840 秒達該最高溫 77.7℃，而後開始下降。 

3.我們發現生石灰比水 33.3:100 在 1080 秒達該比例最高溫 55.7℃，而後持平 90 秒開始下

降。 

4.我們發現生石灰比水 25:100 在 1200 秒達該比例最高溫 49.9℃。 

5.根據實驗結果，發現書上比例生石灰比水 1:3 並非最佳比例，而是 1:1 同比例之生石灰與

水所產生的熱量。 

經由實驗結果發現 : 在生石灰比水為 100 公克:100 公克，相較其他組比例達到最高溫度。

此外，我們也從圖一中發現，在生石灰比水為 100 公克:100 公克的時候，相較其他組比例最

快達到該比例最高溫。 

我們也從學科上的知識延伸到生活應用，可應用於烹煮雞蛋等簡易加熱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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