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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 跟水垢說 bye bye 

一、摘要 

  水垢是水蒸發以後，水中難以溶解的礦物質 (例如：碳酸鈣、氫氧化鎂)所囤積而成的，

在家庭中，或許水垢只是個令人困擾的污漬。但在工業設備中，水垢的影響卻是很嚴重

的。在冷卻循環系統中，儘管只是有了一層薄薄的水垢，便都會破壞熱交換的效果，大幅

地降低熱交換效率。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水垢是長久以來家家戶戶的困擾之一，可能在浴室玻璃門、水龍頭或保溫瓶上，經年累

月下產生了水垢，待到發現之時，卻難以去除了，甚則影響飲用水的品質。在過年期間大

掃除時，我們深刻的體會到了這個惱人的問題，也不由得產生了疑惑，究竟水垢該如何清

除呢?為了尋找這個問題的解決之道，我們自生活中著手，以簡易的方式探究之。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目的 

透過簡單的實驗，找出何種清潔劑對於清除水垢的效果較佳 

假設 

  透過上網查找資料，發現網上分享的去垢方法繁多，雖無太多關於清除水垢的原理，但經

由統整後發現多是以白醋、檸檬酸及小蘇打做清潔劑，於是我們假設酸性及鹼性的溶液，清

理效果會較好。 

  已知水垢中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鈣（CaCO3）、碳酸鎂（MgCO3）或其他種鹽類結晶，因

此我們可以知道它是鹼性，而根據所學到的酸鹼中和之概念，故假設偏酸性的溶液清潔效果

會較佳，所以我們還假設了在白醋、檸檬酸及小蘇打中，白醋及檸檬酸的效果會比小蘇打還

要來的佳。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探究方法 

  透過生活中觀察及網路資源獲取訊息，並歸納統整出各方說法建設假說，再親自動手實

驗來驗證假說成立與否 

驗證步驟 

  第一步  網路搜尋清潔水垢之相關資料 

  第二步  統整各方網站推薦去水垢的清潔劑，並據此提出假說 

  第三步  著手設計實驗並準備實驗需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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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步  開始實驗與錄製過程 

  第五步  得出結論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實驗後，效果最顯著的是白醋，再者是檸檬酸，第三的是烏醋，效果較顯著的前三者皆為

弱酸性，和先前的第二個假說相符；另外也以網路上所推薦的小蘇打測試，但效果並不彰，

所以第一個假設只符合一半，推測是因為網路上的污垢為酸性，所以才能使用小蘇打，而其

餘的清潔劑如沐浴乳、牙膏與酒精效果皆不理想，甚至無法達到清潔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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