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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鹽』行冰冰 

一、摘要： 

冰塊加鹽可使溫度降低已成了人人皆曉的常識，可以利用簡單的材料、方法，就可以使溫度

下降。可是要多少比例、用哪種鹽、時間要多久才會使溫度下降最多？所以我們分別依照以

上三個實驗變因，做了三個實驗，深入探討每個變因所造成溫度變化量的影響，想要一窺究

竟哪個才是影響溫度的主因。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國中物理課時，老師教到了物質的三態變化，分別是固體、液體、氣體， 而用水舉例，分

別是冰、水、水蒸氣，這些變化都會需要吸熱、放熱來進行轉換。但是，課程進入尾聲之際，

老師告訴了我們如果把冰塊加食鹽，就可以降低溫度至零度以下。便也激起了我們的好奇

心，我們心想，這是真的嗎?如果真的是，那又有甚麼比例可以得到最佳的效果?還有，除了

食鹽，其他的鹽類可以達到相同的效果嗎？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為了研究哪個比例的食鹽與冰塊可以使溫度下降最多，我們分別以同等冰塊或同等食鹽為控

制變因，食鹽質量、時間、鹽類為實驗變因，而溫度變化量(△T)為因變變因，列舉出了以下

三點探究目的： 

(一) 探討在同等冰塊下，食鹽質量與△T 的關係。 

(二) 探討在同等食鹽下，時間變化與△T 的關係。

(三) 探討在同等冰塊下，不同鹽類與△T 的關係。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實驗器材： 

◼ 燒杯

◼ 量匙

◼ 電子秤

◼ 計算機

◼ 碎冰

◼ 碼表

◼ 溫度計

◼ 無碘鹽

◼ 健康減鈉含碘鹽

◼ 健康氟碘鹽

◼ 健康含碘海鹽

◼ 日曬海鹽加碘

◼ 紐西蘭日曬天然海鹽

◼ 優-紅岩鹽(玫瑰鹽)

◼ (小磨坊)玫瑰鹽

◼ 台鹽特級碘鹽

◼ 喜馬拉雅玫瑰岩鹽

※因篇幅有限，故此地方僅展示各種鹽類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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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磨坊)玫瑰鹽 
 

台鹽特級碘鹽 
 

喜馬拉雅玫瑰岩鹽 

探究目的(一):探討在同等冰塊下，食鹽質量與△T 的關係。 

甲、實驗記錄 

我們所使用一平匙為單位(6.25g 之食鹽)，準備了 12 個相同的燒杯，分別在每個燒杯中加入

了一平匙、兩平匙、三平匙、…、十二平匙的食鹽，之後於每個燒杯放入 60g 的碎冰(蒸餾水

製)、溫度計，放完後立即攪拌 5 秒得出數值，想藉此探究食鹽質量是否會影響溫度的變化量。 

 

(表 1)食鹽匙數對溫度影響之關係圖 

     匙數 

△T 
1 2 3 4 5 6 

1st 實驗 -5.8 -9.3 -10.2 -11.3 -14.1 -14.9 

2nd 實驗 -6.1 -9 -9.7 -12.5 -14.2 -15.2 

3rd 實驗 -5.8 -8.9 -9.9 -11.7 -14 -15.1 



3 
 

平均 -5.9 -9.1 -9.9 -11.8 -14.1 -15.1 

     匙數 

△T 
7 8 9 10 11 12 

1st 實驗 -16.5 -18 -16.4 -16.7 -16.3 -16.5 

2nd 實驗 -16.2 -18.1 -16.7 -16.3 -16.5 -16.4 

3rd 實驗 -16.1 -18.2 -16.6 -16.5 -16.4 -16.4 

平均 -16.2 -18.1 -16.5 -16.5 -16.4 -16.4 

 

 
(圖 1)食鹽匙數對溫度影響之關係圖 

乙、實驗結果 

如表(1)、圖(1)所示，在 8 匙時，溫度下降的最多，冰塊：食鹽之比例為 5：6。也可以看到，

在 8 匙以後溫度變化量有減少的情形，我們發現在加入食鹽後，冰塊會有些許的融化，或許

是因為此關係，8 匙以後的組別(9-12)溫度下降之時間不持久，而開啟了我們的下一個實驗，

探討時間對溫度變化量的影響。 

探究目的(二):探討在同等食鹽下，時間變化與△T 的關係。 

甲、實驗記錄 

在時間與溫度之變化量的實驗中，食鹽一匙的量、攪拌時間、碎冰多寡、碎冰材質皆與實驗

一之設定相同。我們以 4 匙、6 匙、8 匙、10 匙的食鹽來比較，測量其各別在剛加入食鹽(0s)、

攪拌後(5s)、攪拌後 5 秒(10s)、10 秒(15s)、25 秒(30s)、55 秒(60s)、115 秒(120s)、175

秒(180s)、295 秒(300s)溫度的數值，探究時間是否會影響溫度的變化量。 

 

 

△T 

食鹽匙數 



4 
 

(表 2)時間對溫度影響之關係圖 

      時間 

△T 
0s 5s 10s 15s 30s 60s 120s 180s 300s 

4 匙 0 -12.1 -13.2 -14.1 -15.6 -16.2 -16.3 -16.2 -15 

6 匙 0 -14 -15.2 -16.3 -17.1 -18.3 -19.1 -19 -17.6 

8 匙 0 -17.9 -18.8 -19.2 -20.2 -22.3 -23.4 -24.2 -24.1 

10 匙 0 -16.8 -17.7 -18.2 -19.6 -21.3 -23.1 -23.2 -23 

 

 
(圖 2)時間對溫度影響之關係圖 

乙、實驗結果 

由表(2)、圖(2)所示，我們可以得知 8 匙時，在以上這些時間點，溫度之下降皆為最大者，

與探究目的(一)結果相符；其次為 10 匙、6 匙、4 匙，而我們也發現，在 0-5 秒時，溫度會

下降的最快，接著會以緩慢的速度持續下降，最後便因時間過長，溫度變開始往上升。10

匙食鹽這組在四者中融化的情形最為明顯，故我們也推斷，8 匙食鹽以上這些組溫度下降不

理想主要的原因是其融化速度過快。做完了(一)、(二)兩實驗，我們知道了在一般的食鹽中，

會影響溫度變化的變因有食鹽與冰塊的比例、時間這兩者。 可是，如果我們把食鹽換成不

同鹽類，又會有甚麼影響呢？ 

探究目的(三)探討在同等冰塊下，不同鹽類與△T 的關係。 

甲、實驗記錄 

在此實驗中，我們用了各種不同的鹽類測試其降溫效果，食鹽一匙的量、攪拌時間、碎冰多

寡、碎冰材質皆與實驗一設定相同。在每組燒杯加入 60g 之碎冰與 8 匙其對應之鹽類，想了

解不同鹽類對溫度變化量之影響。 

(表 3)各種鹽類對溫度影響之關係圖 

時間(秒)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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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T 
1 2 3 4 5 6 7 8 9 10 

1st 實驗 -19.4 -15.8 -14.5 -19.2 -18.4 -17.8 -10.5 -5.8 -14.2 -9.5 

2nd 實驗 -19.2 -16.4 -14.8 -19.1 -18.2 -17.9 -10.1 -5.5 -14.4 -9.8 

平均 -19.3 -16.1 -14.65 -19.15 -18.3 -17.85 -10.3 -5.65 -14.3 -9.65 

編號對應：1.無碘鹽 2.減鈉含碘鹽 3.健康氟碘鹽 4.健康含碘海鹽 5.日曬海鹽加碘 6.紐西蘭日曬天然海鹽 

7.優-紅岩鹽(玫瑰鹽)8.(小磨坊)玫瑰鹽 9.台鹽特級碘鹽 10.喜馬拉雅玫瑰岩鹽 

 

(表 4)各種鹽類之成分比較表 

編號、名稱 成分 分類 

1.無碘鹽 氯化鈉、碳酸鎂、磷酸鈣 精鹽 

2.減鈉含碘鹽 氯化鈉、氯化鉀、檸檬酸鈉、碳酸鎂、碘酸鉀 精鹽 

3.健康氟碘鹽 氯化鈉、氟化鈉、碘酸鉀 精鹽 

4.健康含碘海鹽 氯化鈉、碘酸鉀、海水濃縮礦物質液 海鹽 

5.日曬海鹽加碘 氯化鈉、碘酸鈉、海水濃縮礦物質液 海鹽 

6.紐西蘭日曬天然海鹽 氯化鈉、海水濃縮礦物質液 海鹽 

7.優-紅岩鹽(玫瑰鹽) 天然礦岩 岩鹽 

8.(小磨坊)玫瑰鹽 天然礦岩 岩鹽 

9.台鹽特級碘鹽 氯化鈉、碘酸鉀 精鹽 

10.喜馬拉雅玫瑰岩鹽 天然礦岩 岩鹽 

乙、實驗結果 

    以上實驗中，我們可以發現，海鹽(編號 4、5、6)降溫效果較一般精鹽好，而岩鹽的降

溫效果最差(編號 7、8、10)，推測是因天然礦岩中含有其他雜質，所含的鹽分比例並不高，

作用效果較慢。接著比較 8、10 兩組實驗可發現：相同都是岩鹽，一者是顆粒狀，另一者則

是粉末狀，明顯的對比可發現粉末狀的降溫效果遠大於顆粒狀，因為粉末狀接觸總面積較顆

粒狀大，反應速率快，降溫速度也隨即加快。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A.結論 

實驗一我們用了各種不同比例的食鹽與冰，發現了以下幾件事： 

1.溫度會下降的原理： 

從實驗一中我們發現，加入食鹽可以使溫度下降，而食鹽在 8 平匙(約 50 克)與 60 克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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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達最低溫度。經過了組員討論後，我們得出了以下兩種會使燒杯溫度下降的因素： 

(1) 水要結冰時，水分子間會產生氫鍵，同時也會形成規律的晶體。但如果水中溶解有

其他的物質的話，會妨礙晶體的形成，使水的凝固點下降；冰塊表面有一層薄薄的水，

如果灑上食鹽，鹽巴便可以溶解在其中，於是混合後的鹽水凝固點會下降。 

(2) 冰溶化會吸收熱量，使溫度下降。 

 

2.加入食鹽使冰塊融化的原理： 

實驗一中，我們除了發現，加入食鹽不但會使溫度下降，也會把冰塊融化。這現象讓我們

想到了外國下大雪時，需要開車而在路上灑食鹽的畫面，可是照理來說，不是溫度下降嗎？

那為甚麼冰/雪會融化？好奇的我們上網查了資料，找出了原因： 

在 0℃冰、水二相會共存，正逆反應速率相同。由於鹽水的凝固點低於 0℃，便不會結

冰，冰塊也會漸漸融化。  

實驗二我們在加入食鹽後不同的時間下測量燒杯溫度，發現了： 

隨著時間增加，溫度也隨之降低，約在 60 秒之後改變幅度大幅減少，趨近於平衡狀態。 

實驗三我們測試了不同種類的鹽，發現了以下幾件事： 

1.降溫效果：海鹽>精鹽>岩鹽。推測是因天然礦岩中含有其他雜質，所含的鹽分比例並不

高，作用效果較慢 

2.顆粒大小越小，接觸面積大，反應速率越快，導致降溫越快。 

B.生活應用 

⚫ 當你在野外露營時，如果是在炎熱的夏天，想於搭完帳篷或遊戲後吃冰沙，總不能帶著

一個大冰箱裝吧!這時就只要拿著小冰櫃裡面的小冰塊加食鹽裝在大塑膠袋，然後把自己

已經退冰的飲料放進去搖一搖，不久後，冰就做完了。 

⚫ 可以開發一種新的保冰技術，在材質的隔層中裝有食鹽，想要使用的話便加入冰塊，溫

度會快速下降，一個方便且持久的保冷箱便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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