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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暖暖包之氧化還原 

一、摘要 

一. 基礎性質調查 

二. 探討不同種類的塑膠袋的穩定性 

三. 探討不同種類的塑膠袋的透氣透水度。 

四. 測量不同密封塑膠袋的方式的透氣透水度。 

五. 生活應用(暖暖包)。 

我們使用不同種的塑膠袋來測量它們的透氣透水度，和測量不同種類的塑膠袋內合適的

內容物，看哪一種的塑膠袋子有隔絕氧氣進入的功能、防水功能。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塑膠袋似乎已成為現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買個飲料、買把蔥，都能免費得到提

袋。我們知道自己身處「塑化世代」，但是，究竟用了多少數量卻很少有人知道，也極難估

計減量成果。塑膠袋上常標示「環保分解」、「生物分解」、「自然分解」，這些塑膠真的

可分解嗎？消基會今揭示市面上 14 款標示可分解的塑膠袋，發現其中 10 款都含 PE（聚乙

烯）。消基會表示，這些塑膠袋雖然添加玉米澱粉或是碳酸鈣成分，但只能「裂解」成小塑

膠，既不是真正「分解」，也不「環保」。  

 

每到寒流來襲或是天氣變冷，很多人都會使用暖暖包。暖暖包為一次性的產品，但是當

我們開了暖暖包又用不太到時，暖暖包會繼續放熱。因為暖暖包放熱為氧化反應，所以只要

想辦法把空氣和水阻隔就可以達到保存暖暖包的效果。又因平常都會有剩下的塑膠袋，所以

我們就想到利用一些隨手可以取得的塑膠袋來密封暖暖包，是否可以有效的阻隔空氣和水，

延長暖暖包的使用時間並有效地重複利用塑膠袋。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 使用家中常見的材料，讓讀者可以自行在家中選擇塑膠袋，並且在盛裝不同物質時可以

選擇合適的材料，例如酒精、熱物質、糖醋等食材。 

二. 應用國二課內所學知識，針對透氧性與透水性進行研究，找出可以延長暖暖包使用的塑

膠袋，此塑膠袋具有較好的抗氧、防水功能，對於家中分裝一些藥物、食品、保養品等

容易變質的物質，是較安全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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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實驗一：基礎性質調查 

 

圖一：所有的塑膠袋 a 暖暖包袋，b 真空袋，c 餅乾袋，d 夾鏈袋 1，e 夾鏈袋 2，f 分裝袋 1，

g 分裝袋 2 

塑
膠
袋

基礎性質
材料 購買時包裝說明

厚度 游標卡尺量測

穩定性

遇到熱 使用熱壓機熱壓觀察變化情形

酸影響 觀察外觀變化

有機溶劑 觀察外觀變化

透氧性 抗氧化物 滴定觀察抗壞謝酸是否變質

透水性
氯化亞鈷 觀察在飽和蒸汽壓環境下，水氣是否進入袋內

硫酸銅 觀察在飽和蒸汽壓環境下，水氣是否進入袋內

應用 延長暖暖包
日常生活中不同的封裝方式

不同的塑膠袋進行封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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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塑膠袋厚度分析 10 個袋子使用游標卡尺測量 

塑膠袋 暖暖包袋 真空袋 餅乾袋 夾鏈袋１ 夾鏈袋２ 分裝袋１ 分裝袋２ 

材質 PE PE PE PE PE PE PP 

厚度 0.05 0.08 0.03 0.05 0.03 0.05 0.03 

實驗二：盛裝不同物質的穩定性觀察 

熱穩定的操作方法為，在袋入裝入純水，使用封裝機熱壓後，觀察漏液情形 

酸穩定的操作方法為，放入食用醋，正常封裝後，觀察漏液情形 

有機溶劑穩定的操作方法為，放入 75%酒精，正常封裝後，觀察漏液情形 

若無漏液，置入樂扣密封盒中，根據時間觀察氯化亞鈷試紙、廣用試紙觀察變色情形 

表二：穩定性觀察表 

塑膠袋 暖暖包袋 真空袋 餅乾袋 夾鏈袋１ 夾鏈袋２ 分裝袋１ 分裝袋２ 

熱穩定 可熱壓 可熱壓 可熱壓 不可熱壓 不可熱壓 不可熱壓 不可熱壓 

酸穩定 不會漏液 

氣味明顯 

不會漏液 

氣味明顯 
會漏液 

不會漏液 

氣味明顯 

不會漏液 

氣味明顯 
會漏液 會漏液 

有機溶劑穩定 良好 良好 差 好 好 差 差 

討論： 

暖暖包袋、真空袋、餅乾袋的熱穩定性較好。酸穩定與有機溶劑穩定性而言，暖暖包袋贏過

餅乾袋，團隊推測，回收的暖暖包袋裝入餅乾等食品較造型餅乾袋佳。 

 

實驗三：透氧性測試 

利用維他命 C 容易氧化的性質。把維他命 C 放入不同塑膠袋中，並且進行封裝。經過 5 天觀

察，取出進行剩餘抗氧化物檢測，若是仍然含有抗氧化物則推論，袋子有隔絕氧氣進入的功

能，若不含有抗氧化物，則推論氧氣會進入袋中，與維他命 C 反應。此滴定使用碘酒經過稀

釋 50 倍，指示劑為澱粉指示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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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透氧性測試圖。A 為抗壞血酸滴定使用碘酒體積、BD 為抗壞血酸變色色階圖、C 為

實驗過程圖。 

討論：根據碘酒用體積較多，推測出袋中含有較多的抗壞血酸未被氧化，推測袋子的透氧能

力較佳。 

 

實驗四：透水性測試 

乾燥的氯化亞鈷試，溫溼度計至入不同塑膠袋中，並進行封裝。 

乾燥的氯化亞鈷試，溫溼度計至入相同塑膠袋中，並進行不同封裝。 

取一密封透明容器，放入 50 ml 純水，放置隔板墊高放至上述樣品，使樣品不接觸到水，但

放置於水氣飽和環境中，觀察塑膠袋透水情形，定時取出在同光源下拍照，進行色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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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真空袋與暖暖包袋抗透水性最好，而夾鏈袋抗水性皆不如兩者，故後續使用不同封裝模式實

驗沒有選用夾鏈袋。在長尾夾的封裝方式下有最佳的抗透水性，袋內濕度最低、試紙變色速

度最慢等。後續實驗包裝未拆除，一周內濕度保持在 69 度並未上升。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生活應用一：延長暖暖包使用 

不同的封裝方試，袋子皆為暖暖包本身的袋子 

對照組為 12 小時小白兔暖暖包無袋，實驗組為長尾夾、餅乾袋夾、真空封口。 

暖暖包拆封後，搖晃 30 秒，並放入自製卡計中測量溫度，待 5 分鐘後溫度平衡後記錄，並

取出暖暖包放回袋中並且進行封裝，每 6 小時取出重複測量。 

 

討論：長尾夾便宜取得方便、可以重複利用，透水性實驗，密封程度與真空封口基差異不大，

非常便利。可以用來封裝使用到一半的暖暖包，延長其使用時間。 

生活應用二：不同的袋子，皆為長尾夾封裝方試 

對照組為 12 小時小白兔暖暖包有袋，實驗組為不同的塑膠袋。 

開封後搖晃暖暖包 20 下，觀察升溫至 40 度所花的時間，放回原本的袋子以不同方法密封, 20

分鐘後測量降溫情況兩小時候拿出來搖一搖後放入自製卡計觀察是否還能用。卡計需要沖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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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恢復至室溫使得再次使用。 

 

討論：暖暖包袋其實可以回收利用，用來取代餅乾袋，裝一些需要防潮或防止氧化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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