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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普高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 今天，你要泡哪種茶清醒 

一、摘要 

本實驗要探討的是紅茶、綠茶、烏龍茶三種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茶，比較三種茶的咖啡因濃

度多寡。實驗使用化學溶液萃取法將茶中的咖啡因萃取出來，並使用光度計測量其濃度，

比較在不同變因下茶中的咖啡因濃度差異。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現今對於我們來說手搖飲料已經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飲品，而市面上有各種不同的手搖

飲料提供消費者選擇，其中又以茶類為主軸。我們發現有些人喝了茶後，具有提神的效

果，這可能是茶類中所含的咖啡因所導致的。對於身為高中生的我們，常常為了課業、遊

戲、社群軟體等養成了熬夜的習慣。為了提神，飲用茶類飲品是我們多數人的首選。茶中

的咖啡因除了具有提神的效果，同時攝取過多的咖啡因也會影響到我們的身體健康。 因

此我們對於三種不同的茶間的咖啡因濃度高低產生了好奇。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我們假設三種茶咖啡因含量有所不同，因此本實驗想要探討的是紅茶、綠茶、烏龍茶三種

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茶並比較三種茶的咖啡因濃度。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泡茶 

1、秤 2 克的茶粉。 

2、加入 100 毫升的去離子水 。 

3、放到加熱板上維持溫度 

 

（圖一）將茶放置加熱板上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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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溶液萃取法 

(一) 原理 : 利用化學溶液的溶解度不同將混合物分離。 

 (二) 實驗步驟  

1、將三種茶分別倒入分液漏斗。 

2、加入乙酸乙酯並進行搖晃。 

3、每次的搖晃後須放氣。 

4、靜置至出現分層，取上層溶液。 

 

（圖二）靜置至出現分層 

5、將取出的溶液放在加熱板上加熱 

6、加入正己烷清洗，邊將咖啡因結晶刮下來，待正己烷揮發完畢 。 

 

（圖三）咖啡因結晶 

7、加入定量的去離子水進行稀釋，放入儀器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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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分析 

根據比爾-朗伯定律 A=ɛbc， A 代表吸光度， ɛ 代表莫爾吸光係數，b 是光徑，c 為

濃度。 

我們將咖啡因標準品配成固定濃度，放入光度計進行檢測，算出莫爾吸光係數。然後將其

帶入比爾定律公式中，並帶入吸光度，算出咖啡因濃度。 

一、使用 HPLC 檢測，與咖啡因標準品比較，確認我們所萃取出來的物質是咖啡因。 

我們可以發現，紅茶、綠茶、烏龍茶所測出來的圖最高峰都與咖啡因標準品在同一個

位子，由此可知我們萃取出來的確實都是咖啡因。除了最高峰，每張圖底下也都有許多小

峰，那可能是茶中雜質不小心跟著咖啡因一起被萃取出來的，又或者是機器本身的雜訊。 

 

（圖四）咖啡因標準品 

 

（圖五）紅茶中的咖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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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綠茶中的咖啡因 

 

（圖七）烏龍茶中的咖啡因 

二、使用分光光度計檢測 

 紅茶 綠茶 烏龍茶 

波長（nm） 272.0~273.0 272.0~275.0 273.0~275.0 

吸光度（abs） 0.681 0.243 0.376 

（圖八）分光光度計數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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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告咖啡因只會在波長 270-280(nm)之間有明顯的數值，經過多次實驗我們 也可得到

同樣結果。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經由我們的實驗結果可知紅茶咖啡因最高，現代生活中常有喝手搖飲的習慣，如果是想要

提神的話建議飲用紅茶，比較有提神效果，但要注意如果在晚上飲用可能後睡不著的問題，

反之綠茶和烏龍茶適合。綠茶和烏龍茶適合給不需提神的群體飲用或不適合飲用太多含有

咖啡因的（例如：小朋友、長輩），可以比較能掌握其攝取量，也能多注意健康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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