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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次實驗以⽜奶為主要材料，探討其中的酪蛋⽩在酸性
環境下是否會發⽣蛋⽩質變性並形成類似塑膠的固體物質。
實驗中加⼊醋作為酸性物質，使⽜奶中的酪蛋⽩凝固，並透
過過濾、塑形與乾燥等步驟製作出天然的⽣物塑膠。
  
         在過程中我們觀察到，酸的⽤量會影響酪蛋⽩的產量與
成品的硬度與完整度。實驗結果證實，酪蛋⽩在酸的作⽤下
確實會變性並聚集成固體，具備可塑性與成形性。此實驗不
僅驗證了蛋⽩質變性的原理，也啟發我們思考天然材料在環
保與永續發展中的應⽤潛⼒。



探究題⽬與動機

         隨著境污染⽇益嚴重，塑膠廢棄物已成為全球⽣態系統的
主要威脅。我們注意到傳統塑膠雖然價格低廉且使⽤廣泛，但
其不可⽣物降解性質導致⼤量堆積於海洋、⼟壤和⾃然環境。
因此，我們想尋求環保的替代材料，我們上網查到了可以做
「⽜奶變塑膠-蛋⽩質變性實驗」利⽤隨⼿可得的材料（⽜奶、
醋）製作環保塑膠，取代傳統不可分解的塑膠製品。



探究⽬的與假設
(⼀)探究⽬的
         此次實驗旨在探討⽜奶中的酪蛋⽩在酸性環境下發⽣蛋⽩質變性後，是否
能形成類似塑膠的固體材料，並進⼀步研究不同酸的⽤量對成品質地與產量的
影響。藉由控制變因與觀察結果，了解天然蛋⽩質變性的原理與其實際應⽤潛
⼒。

(⼆)假設
1.主要假設：
         在⽜奶中加⼊酸性物質（如醋）後，酪蛋⽩會產⽣變性並凝固成固體，形
成類似塑膠的物質。

2.延伸假設（選填，可根據實驗變因選⽤）：
 (1)酸的⽤量越多，產⽣的酪蛋⽩量會越多。
 (2)酸的濃度會影響成品質地（例如：太多可能會讓成品變脆）。
 (3)加熱溫度會影響蛋⽩質變性效果與酪蛋⽩的產出量。



探究⽅法與驗證步驟
(⼀)探究⽅法
         主要探討在不同條件下，⽜奶所產⽣的酪蛋⽩量與塑膠成品質地之變化。
1.控制變因：⽜奶⽤量、加熱溫度、乾燥時間
2.操作變因：加⼊的⽩醋（酸性物質）⽤量
3.應變變因：酪蛋⽩產量、成品的質地與硬度

(⼆)驗證步驟
1.設定對照組與實驗組:
        使⽤相同⽜奶量與加熱條件，僅改變所加⼊的⽩醋量（如 10 mL、15 mL、20 mL）。
2.進⾏製作並記錄:
        依步驟製作酪蛋⽩塑膠，紀錄每組的酪蛋⽩產量、成品乾燥後的硬度、外觀、完整度。
3.觀察與⽐較:
        ⽐較不同⽩醋量下成品的性質（如：是否容易碎裂、是否容易塑形、表⾯光滑程度等）。
4.統整與分析結果:
        統整各組數據，找出哪個變因最能有效促進酪蛋⽩的產出並提⾼成品質感。
5.結論與驗證:
        根據實驗結果驗證假設，例如：「醋量越多是否越能促使蛋⽩質變性、產量越⾼？」



結論與⽣活應⽤
(⼀)結論
         此次實驗成功驗證了⽜奶中的酪蛋⽩在酸性環境下會發⽣蛋⽩質變性，並從液態轉變
為固態的過程。這種凝固後的酪蛋⽩可塑形並乾燥成堅硬的材料，類似早期的天然塑膠
（如20世紀初的「酪素塑膠」）。實驗也發現，酸的⽤量與加熱溫度會影響酪蛋⽩的產量與
成品質感，證明了控制變因對實驗成果的重要性。
透過本實驗，我們不僅學會了如何觀察與理解蛋⽩質變性現象，還實際體驗了從天然原料
中製造材料的科學過程。

(⼆)⽣活應⽤
1.環保替代品：
         酪蛋⽩塑膠是⼀種可⾃然分解的材料，在早期曾被⽤來製作按鈕、梳⼦、飾品等。今
天它被視為⼀種潛在的環保塑膠替代品，有助於減少塑膠污染。

2.⽣活創意應⽤：
         若加上⾷⽤⾊素、香料或模具，還能製作出具有創意的⼩飾品或裝飾品，兼具教育與
美感價值。



         此實驗的設計旨在通過將
⽜奶中的酪蛋⽩在酸性環境下
進⾏變性，製作⼀種類似塑膠
的固體材料。實驗過程將重點
放在酸性溶液對蛋⽩質結構的
影響，並觀察酪蛋⽩如何由液
態轉變為固體，最終形成可塑
型的環保材料。

實驗步驟與設計
實驗步驟實驗設計



⽜奶：250 毫升(提供酪蛋⽩製作塑膠的原料)
⽩醋：2-3 湯匙(使酪蛋⽩發⽣變性使其凝固)
濾紙(過濾酪蛋⽩，將固體與液體分離)
鍋⼦(加熱⽜奶)
湯匙或攪拌器(攪拌⽜奶和酸性物質，幫助酪蛋⽩凝
結)

實驗材料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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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乾前成品



         這次的實驗讓我⼤感驚奇，沒想到⽇常飲⽤的⽜奶竟能轉變成⼀種類似
塑膠的固體。我們利⽤加熱與加⼊酸性物質（如醋），使⽜奶中的酪蛋⽩發⽣
變性並沉澱，成功製作出可塑形、可乾燥硬化的天然塑膠。透過實際操作，
我清楚觀察到蛋⽩質在酸性環境中產⽣結構改變的過程，並了解其在材料應
⽤上的潛⼒。實驗中我也學會了如何控制加熱溫度與酸的⽤量，並透過濾布
過濾出酪蛋⽩。雖然⼀開始酸加得太少，導致產量不⾜，成品質地也較鬆
散，但經過調整後，終於做出理想的成品，讓我充滿成就感。這過程中也發
現，若酸加太多，會讓成品變得脆弱，⽽加熱過度則可能造成⽜奶溢出，產
⽣安全問題與材料浪費；此外，乾燥時間與環境濕度也會影響最終成品的硬
度與外觀。這次實驗不僅讓我學到了化學知識，也讓我體會到科學其實就存
在於⽣活之中，未來我希望能繼續探索更多天然材料的可能性，為環境永續
盡⼀份⼼⼒。

實驗檢討與⼼得 or



Thanks to wat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