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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過冷水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一個很酷的實驗，網路上有各種版本說做過冷水的方法，較為主

要不同的是

冷卻的方法:冰塊加食鹽的冷劑，比例大多數都使用三比一；也有用冰箱。

冷卻的時間:一小時、三小時、七小時等等

冷卻的液體:可樂或蒸餾水

所有實驗均是要探究哪種組合最容易成功，及過冷的條件及原理。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有時候會在網路上看到過冷水的實驗，但器具五花八門，因此，我們想找出結冰到底需要哪

些條件，而過冷又是要移除哪些條件，器具到底用什麼是最容易成功的。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1.混合物也可以做過冷

2.用冰塊冷卻較快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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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飲料過冷實驗

1選擇各種飲料(可樂 雪碧 礦泉水 蔓越莓汁 紅茶)後放入一塑膠盆

2將冰塊倒入盆內，並以食鹽作為冷劑(比例3:1)

3等待1小時

4驗證結果

二. 蒸餾水過冷與溫度關係之實驗

1取4個100ml燒杯

2每杯倒入80ml之蒸餾水

3編號燒杯(30, 45, 60, 75min)

4置於-20ᣞC冰箱內，並以標籤上之時間取出

三. 對照組一

1取一盆並加入約1000g冰塊與約100g鹽

2取一燒杯加入約50,100g蒸餾水並放入盆內

3靜置30min

4取出並檢測結果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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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一

飲料種類 可樂 雪碧 紅茶 蔓越莓汁 礦泉水

結冰與否 是 是 否 否 否

由上面的表格，可得知每杯飲料的冰點都不同，故不可放在一起做，且可樂與雪碧已經結冰，代表飲料中已具有結冰所需的凝結核。且容器內部的冰

塊已融化了大部分，故下次修正實驗，使用蒸餾水，冷卻器具使用攝氏-20度冰箱

實驗二

註:水初始溫度為攝氏18.2度

編號
1 2 3 4

時間(分)
30 45 60 75

結冰與否 否 否 否 否

過冷與否 否 否 否 否

溫度(攝氏)
8.3 4.7 3.3 -0.1

由於實驗操作過程中冰箱必須開開關關的，故溫度無法迅速降低，於是改回冰塊降溫，但容器採用保麗龍桶子，冰塊食鹽比例改為十比一

實驗三

時間(分)
30

結冰與否 是

過冷與否 否

溫度(攝氏)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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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保麗龍桶效果意外的好，且結冰是沿著杯壁結冰，故此我們推論，結冰除了達到冰點，還需有凝結核的存在，要達到過冷，就必須使得凝結核數

量盡量的降低，且結冰的緣故可能是水過少，故修正實驗，以驗證我們的想法

時間(分)
30

結冰與否 否

過冷與否 是

溫度(攝氏)
-2.1

實驗成功!故可得證:結冰的條件

1.達到冰點

2.有凝結核

而過冷則是避免以上條件，另外，碳酸飲料的過冷比起一般液體較為不同，一般液體如同上方所述，但碳酸飲料有一特點，及開罐後和開罐前的冰點

是不同的，開罐前壓力較大，會把結晶壓毀形成體積較小的液態，因此須將溫度下降，減少本身分子震動，降低結晶壓毀的機率，冰點因而下降，開罐

後因壓力較小，水分子較容易形成結晶，溫度並不須達到0℃便會凝固，故冰點上升。

過冷條件則是降溫溫度需在開罐後與開罐前的冰點中間，才會有機會，否則碳酸飲料是混合物，凝結核充滿整個液體，是不可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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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壓力與冰點的關係也可應用在滑冰比賽上，冰刀對地面施的壓力極大，使得溜冰場的冰就算在低於攝氏零度的狀態下，仍能融化成水。在這樣

的情況下，我們與冰之間的摩擦力會變得特別小，就像冰與我們之間有一層薄薄的水作為潤滑劑，讓我們能夠輕鬆地溜過。當冰刀劃過之後，壓力會

隨著冰刀的離開而在原本加壓的地方降低，而此時的凝固點又會隨之恢復為標準大氣壓力時的攝氏零度，此時，水膜又會結成冰。

由水的三相圖得知在610.5Pa以上時，水的壓力越高，熔點越低(1個標準大氣壓約等於101325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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