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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酸鹼一卡通~~讓你實驗可變通 

 

摘要 

       天然或人工合成色素，其顏色會隨著溶液的 Ph 值之不同而變色者，常用來

指示溶液的酸鹼性，故稱為指示劑。酸鹼指示劑無論對於判定物質的 pH 值，或是

應用於酸鹼滴定上，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要測試溶液酸鹼性的這些指示劑，

大多都使用石蕊試紙或是廣用指示劑及酚酞指示劑，不過一般家庭中並不會出現

這些東西。那在日常生活中，有沒有哪些可以做為酸鹼指示劑的物質呢？ 

     指示劑的種類有很多，而這些各式各樣的指示劑能告訴我們溶液的酸鹼度。 

指示劑是一種物質，在滴定實驗時，遇到參加反應物質中之一種時，可以呈現出

很明顯的顏色反應，由其顏色的改變，可以精確地確定反應的終點。 

天然指示劑的顏色變化最讓人感到興奮，因為不同植物做成的指示劑，顏色

的變化便會有所不同，多種顏色的變化如果將它表格化，在生活中可以直接拿這

個表格來判斷食物及飲品的酸鹼值？所以我們決定將我們認識的指示劑在

PH1~PH14中的顏色變化製成一張表格，也方便日後尋找生活中方便取得又好用的

酸鹼物質。 

          生活中隱藏著許多食安問題，更多食品的檢查報告顯示生活周遭充滿

危機，令人「食」在不安心，就連我們最愛喝的飲料也絕大部分是人工色素調成

的……所以這次我們決定製作可以遇酸鹼而變化的魔法色素表格，除了可應用在

食物中增加色澤外，也讓吃變得更有趣了。 

 

壹、研究動機 

市面上常看到繽紛色彩的飲料，我們問問老師，這可以自己製作嗎?

但是因為我們尚未上過相關的課程，所以老師帶領我們好好認識酸鹼的

實驗，我們想把這所有的實驗酸鹼值與天然指示劑的酸鹼值，結合色碼

表製成一張表格，方便大家查閱。我們決定利用這張表格，好好體驗一

下指示劑神奇的顏色變化及讓大家食得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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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目的一：認識PH 値，調配PH1~PH14溶液 

1. 酸鹼指示劑文獻探討。 

2. 認識酸及鹼，酸鹼指示劑。 

3. 調配PH1~PH14溶液 

4. 了解酸鹼指示劑(廣用試紙、酚酞、石蕊試紙)在PH1~PH14中的顏色變化 

 

 

目的二：了解各種天然指示劑在酸鹼中的顏色變化 

1.找出合適的天然指示劑(紫色高麗菜.葡萄皮.洛神花.蝶豆花.薑黃) 

2.製作天然酸鹼指示劑(紫色高麗菜.葡萄皮.洛神花.蝶豆花.薑黃) 

3.了解天然酸鹼指示劑「紫色高麗菜」在PH1~PH14中的顏色變化 

4.了解天然酸鹼指示劑「葡萄皮」在PH1~PH14中的顏色變化 

5.了解天然酸鹼指示劑「洛神花」在PH1~PH14中的顏色變化 

6.了解天然酸鹼指示劑「蝶豆花」在PH1~PH14中的顏色變化 

7.了解天然酸鹼指示劑「薑黃」在PH1~PH14中的顏色變化 

 

 

目的三：將我們實驗取得的資料繪製成表格 

1.觀察各種酸鹼指示劑在 PH1~PH14中的顏色變化.  

2.將各種酸鹼指示劑在 PH1~PH14中的顏色變化繪製在表格內 

 

 

目的四：我們挑選十種透明飲品，運用我們製成的表格，來推測飲品酸鹼值 

1.觀察各種天然指示劑在十種透明飲品中的顏色變化 

2.記錄各種天然指示劑在十種透明飲飲品中的顏色變化 

3.依據表格比較及推測各種氣泡飲品中的PH酸鹼值 

4.以PH筆測試各種氣泡飲品中的PH酸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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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 實驗器材：試管、試管架、透明容器、滴管、電子秤。 

 

     

試管 小量筒 小試杯 滴管 電子秤 

 

 

二、 實驗材料：鹽酸、食用醋、RO 純水、石灰水、氫氧化鈉 

圖片    

  

材料名稱 鹽酸 食用醋 RO 純水 石灰水 氫氧化鈉 

 

目的一 •認識酸及鹼，酸鹼指示劑，調配PH1~PH14溶液

目的二
•了解各種天然指示劑在酸鹼中的顏色變化

目的三 •將我們實驗取得的資料繪製成表格

目的

四

•利用我們整理出的表格來觀察天然指示劑在透明飲品中的顏
色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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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驗指示劑: PH 值檢測計、廣用試紙、紫色高麗菜汁、葡萄皮汁、洛神花 

                 汁、蝶豆花汁、薑黃汁。 

   

 

 

PH 值檢測計 廣用試紙 酚酞指示劑 石蕊試紙 

 

四、 透明飲品：奧利多水、檸檬氣泡水、彈珠汽水、雪碧、黑松汽水、 

      純水、椰子水、鹼性離子水、舒跑、寶礦力水得。 

 

透明飲品      

奧利多水 檸檬CC 

氣泡水 

彈珠汽水 雪碧 黑松汽水 

透明飲品      

純水 椰子水 

 

鹼性離子水 舒跑 寶礦力水得 

紫色高麗菜 洛神花 無子黑葡萄 蝶豆花 薑黃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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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研究過程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 

 
 

確定主題及目的 

蒐集資料、分析 

裝置設備及研究 

結論分析與分享 

實驗數據分析 

師生

討論 

進行實
驗

尋找

PH值

認識酸
鹼值

天然指
示劑

自製
表格

驗證透
明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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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方法與探究 

【探 究 一】 

 

 

實驗步驟 

 

1.  找尋書本或網路上的資料並探討酸鹼指示劑的種類，且討論變色情形。 

  

 

2. 統整可以成為酸鹼指示劑的條件引導學生思考為什麼廣用試紙、酚酞指示劑、 

  和紫色高麗菜汁可以被稱為酸鹼指示劑，進而瞭解「能夠將溶液區分出酸性、 

  中性、鹼性三種的液體就可以成為酸鹼指示劑。」 

 

3 .引導學生思考如何操作實驗來證實某一種液體可以成為酸鹼指示劑。 

 

4. 調配PH1 ~ PH12.5各種酸鹼溶液 

 

5. 酸性溶液以食用醋10ml(PH酸鹼值2)進行PH2~PH6溶液的調配 

 

6. 鹼性溶液以石灰水10ml(PH酸鹼值12)進行PH8~PH11溶液的調配 

 

7. 10ml的石灰水加入純水至100ml後，即是PH11的溶液 

 

 

8. 從PH11的溶液取取10ml在加入純水至100ml後，即是PH10的溶液 

 

 

9. 鹽酸(PH1).氫氧化鈉水溶液(PH12.5) 

 

※  認識酸鹼兄弟尋找PH家族 (酸鹼指示劑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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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記錄 

1.PH1~PH12.5溶液 

 

2.酸性溶液PH1~PH6                        3.鹼性溶液PH8~PH12.5 

 

 

討論與發現: 

1. 我們採用石灰水及食用醋，進行不同PH溶液的調配，安全性較高。氫氧化鈉及

鹽酸屬於危險性較高的物品，所以老師不建議我們取用。 

2. 石灰水PH12、食用醋PH2，所以PH1溶液採用鹽酸，書本上說4g氫氧化鈉加純水

至100ml，及示PH14溶液；但我們實際上測得的只有PH12.5。 

3. 我們嘗試增加氫氧化鈉的克數，一樣加入純水至100ml後，測得的PH值都在12.5

上下。 

4. 我們實驗溶液酸鹼值採用PH1~PH12.5 

5. 石灰水的安全性比氫氧化鈉高，所以我們以石灰水來調配鹼性溶液，學校的自

來水的PH值在PH8.9，所以調配水溶液要用純水才不易有誤差。 

6. 食用醋的安全性比鹽酸高，所以我們以食用醋來調配酸性溶液，，調配水溶液

要用純水才不易有誤差。 

7. 由於PH值差距微小，所以除了以濃度比例來調配外，一定要用PH筆再次確認檢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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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 究 二】 

※  廣用試紙在 PH1~PH12的溶液中反應為何？ 

 

實驗步驟 

1. 自PH1~PH12.5的溶液中，分別取5ml的溶液於個試管中。 

 

2. 在A3空白紙上標示PH1~PH12.5的水溶液。並將標準色卡顏色黏貼於下， 

方便觀察與比較。 

 

3.用夾子夾取廣用指示紙，分別沾取PH1~PH12.5的溶液後晾乾，黏貼於A3紙上 

  實驗結果用表格呈現： 

實驗記錄與結果 

（一） 酸鹼性、PH 值的檢測: 

   溶液 

指示劑 

 

PH1 

 

 

 

 

 

 

 

7 

 

PH2 

 

PH3 

 

PH4 

 

PH5   

 

PH6  

 

PH7 

實驗前 藍色 透明 透明 透明 透明 透明 透明 

廣用 

   試紙 

 

 

 

 

 

 

 

 

  

 

 

色卡 

   顏色 

 

 

 

 

 

 

 

 

 

 

 

 

 

溶液 

指示劑 

 

PH8 

 

 

 

 

 

 

 

7 

 

PH9 

 

PH10 

 

PH11 

 

PH12 

 

PH12.5 

 

實驗前   透明  透明  透明  透明  透明  透明  

廣用 

   試紙 

       

色卡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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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發現: 

 

1. 我們調配的PH1~PH12.5溶液中，PH1~PH3酸性溶液，PH10~PH12.5鹼性溶液的相

似度最接近色卡顏色。 

 

2. 我們調配的PH1~PH12.5溶液中，PH5.PH6與色卡顏色相似度差異最多 

 

3. 我們調配的PH1~PH12.5溶液中，PH8.PH9與色卡顏色相似度有些微差異 

 

4. 針對差異性的溶液我們重新檢測其PH值，並對調配濃度在檢驗之。 

 

5. 經過PH檢驗筆再度確認，其PH值無誤，所以我們推測是我們調配溶液濃度精 

  準性問題。 

 

6. 我們是用簡易的濃度調配，沒有用精準的滴定，PH1~PH12.5之間，酸鹼變化 

  不大，尤其在PH5~PH9之間的變化很相似。 

 

7 廣用試紙:酸性:紅色.澄色.黃色、中性:綠色、鹼性:藍色.靛色.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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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究 三】 

 

※    酚酞指示劑在 PH1~PH12的溶液中反應為何？ 

實驗步驟 

1. 自PH1~PH12.5的溶液中，分別取5ml的溶液於個試管中。 

 

 

 

 

2. 以滴管各取3ml的酚酞指示劑，分別滴入PH1~PH12.5的溶液， 

並觀察其變化 

 

 

 

   

 

 

 

 

 

 

酚酞 

   指示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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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記錄與結果 

實驗結果用表格呈現： 

（一） 酸鹼性、PH 值的檢測： 

 

 

討論與發現: 

1. 酚酞指示劑對於酸及中性溶液沒有反應，顏色上的變化與原溶液一樣。 

2. 酚酞指示劑對於鹼性溶液PH10~PH12.5顏色由桃紅色轉變成酒紅、暗紅 

3. 酚酞指示劑適合作為鹼性溶液的檢測依據 

4. 酚酞指示劑: 鹼=>紅色 酸=>無色 

5. 酚酞-酸性:無色、鹼性:紅色...  

變色範圍:pH=8.3~10.0 

 

 

 

 

溶液 

指示劑 

 

PH1 

 

 

 

 

 

 

 

7 

 

PH2 

 

PH3 

 

PH4 

 

PH5 

 

PH6 

 

PH7 

實驗前 藍色 透明 透明 透明 透明 透明 透明 

酚酞 

指示劑 

 

 

 

 

 

 

 

 

 

 

 

 
 

溶液 

指示劑 

 

PH8 

 

 

 

 

 

 

 

7 

 

PH9 

 

PH10 

 

PH11 

 

PH12 

 

PH12.5 
 

實驗前 透明 透明 透明 透明 透明 透明  

酚酞 

指示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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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究 四】 

 

※    石蕊試紙在 PH1~PH12的溶液中反應為何？ 

 

實驗步驟 

 

1. 自PH1~PH12.5的溶液中，分別取5ml的溶液於個試管中。 

 

 

2.在石蕊試紙檢測紀錄表上標示PH1~PH12.5的水溶液。 

  分別將紅色石蕊試紙及藍色石蕊試紙檢測後黏貼於下，方便觀察與比較。 

 

 

3.用夾子夾取石蕊試紙，分別沾取PH1~PH12.5的溶液後晾乾，黏貼於檢測紙上 

   

 

實驗結果用表格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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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記錄與結果 

實驗結果用表格呈現： 

 

討論與發現: 

1. 石蕊試紙在酸性鹼性溶液中，只有兩種顏色的變化。 

2. 在酸性溶液中，藍色石蕊試紙變紅色；紅色石蕊試紙還是紅色。 

3. 在鹼性溶液中，紅色石蕊試紙變藍色；藍色石蕊試紙還是藍色。 

4. 在中性溶液中，藍色石蕊試紙還是藍色；紅色石蕊試紙還是紅色。 

5. PH1~PH12.5中，石蕊試紙無法精確地看出酸鹼PH值不同變化， 

只能判斷其酸性、中性、鹼性三大類。 

6. 石蕊試紙: 鹼=>藍色 酸=>紅色 

 

溶液 

指示劑 

 

PH1 

 

 

 

 

 

 

 

7 

 

PH2 

 

PH3 

 

PH4 

 

PH5 

 

PH6 

 

PH7 

實驗前 藍色 透明 透明 透明 透明 透明  

藍色 

石蕊試紙 

 

 

 

 

 

 

 

 

 

 

 

 

 
 

紅色 

石蕊試紙 

 

       

溶液 

指示劑 

 

PH8 

 

 

 

 

 

 

 

7 

 

PH9 

 

PH10 

 

PH11 

 

PH12 

 

PH12.5 
 

實驗前 透明 透明 透明 透明 透明 透明  

藍色 

石蕊試紙 

 

       

紅色 

石蕊試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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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究 五】 

 

實驗步驟 

1、 準備要做實驗的蔬菜、水果和植物。 

 

2、 把材料洗乾淨，切成碎片，分別放入果汁機中打成汁或用水煮後再過濾。 

    

3、 將過濾後的原液分裝成幾個小燒杯中。 

 

4、 把要加入「天然指示劑」中的 PH1~PH12.5 溶液中，放在一旁備用。 

 

5、 把調好的水溶液分別加入待測驗的指示劑中，攪拌均勻，觀察顏色的變化。 

 

6、 紀錄觀察的結果，並拍下照片。 

 

    

  7、重複多次的試驗。 

 

 

 

 

 

※  自製天然指示劑在 PH1~PH12的溶液中反應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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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記錄與結果 

實驗結果用表格呈現-酸鹼性、PH 值的檢測 

(一)  PH1~PH6                   

(二)  PH7~PH12  

溶液 

指示劑 

 

PH1 

 

 

 

 

 

 

 

7 

 

PH2 

 

PH3 

 

PH4 

 

PH5 

 

PH6 

 

PH7 

實驗前 藍色 透明 透明 透明 透明 透明 透明 

紫色 

高麗菜 

 

 

 

 

 

 

 

 

 

 
 

 

 

洛神花 

 

       

葡萄皮        

蝶豆花 
       

薑黃   
     

溶液 

指示劑 

 

PH8 

 

 

 

 

7 

 

PH9 

 

PH10 

 

PH11 

 

PH12 

 

PH12.5 

實驗前 透明 透明 透明 透明 透明 透明 

紫色 

高麗菜 
      

洛神花       

葡萄皮       

蝶豆花       

薑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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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高麗菜 

 

 

 

    洛 神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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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 萄 皮 

 

 

 

  蝶 豆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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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薑 黃 

 

 

 

討論與發現: 

1. 天然指示劑中 ，紫色高麗菜、葡萄皮、蝶豆花，這三種指示劑 PH1~PH12.5 有

明顯顏色的變化；容易區分其酸鹼。 

 

2. 天然指示劑中 ，紫色高麗菜有股腥味，在實驗中容易讓我們覺得不舒服。 

 

3. 天然指示劑中 ，葡萄皮製作上比較費工夫，但其酸鹼的反應也很清楚，我們

覺得日後酸鹼實驗可以建議用葡萄皮當指示劑喔! 

 

4. 天然指示劑中 ，蝶豆花是最近最夯的飲品魔法師，由實驗中我們看到，蝶豆

花對 PH1~PH12.5 的酸鹼溶液，亦呈現明顯的顏色變化。 

 

5. 天然指示劑中 ，洛神花、薑黃，對酸性及中性溶液顏色沒有差異性，但在 PH11

開始有明顯的變化。 

  

6. 天然指示劑中 ，洛神花在 PH11~PH12.5 溶液中，呈現墨綠色的變化，且有兩

個分層。 

 

7. 天然指示劑中 ，薑黃在 PH11~PH12.5 溶液中，呈現橙紅色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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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究 六】： 

 ※     自製酸鹼一卡通 

 

 

               RGB三原色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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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   截圖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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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究 七】： 

   ※各種天然指示劑在透明飲品中的顏色變化 

 

實驗步驟: 

1. 市面上透明飲品我們選擇10種，分別是奧利多水、檸檬CC氣泡水、彈珠汽水 

雪碧、黑松汽水、純水、椰子水、鹼性離子水、舒跑、寶礦力水得。 

 

 

2. 以滴管分別取10m的奧利多水、檸檬CC氣泡水、彈珠汽水、雪碧、黑松汽水、

純水、椰子水、鹼性離子水、舒跑、寶礦力水得於試管中。 

 

 

3.以滴管分別將5ml的紫色高麗菜、無子黑葡萄皮、洛神花、蝶豆花及薑黃粉等 

  天然指示劑，緩緩加入透明飲品中。 

 

 

4.靜置3分鐘後並觀察其變化。 

 

 

 

5.利用天然指示劑在透明飲品中的顏色變化，查閱我們的色卡推得ph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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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明飲品的種類 

 

     

                十種  透明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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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記錄與結果 

 

紫色高麗菜 

 

透明飲品  的變化 

  

 
洛神花 

 

透明飲品  的變化 

  

 

葡萄皮 

 

透明飲品  的變化 

  

 

蝶豆花 

 

透明飲品  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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薑黃 

 
透明飲品  的變化 

  

     紫色高麗菜 

 

種類 奧利

多水 

檸檬

CC 

彈珠

汽水 

雪碧 黑松

汽水 

純水 椰子

水 

鹼性

離子

水 

舒跑 寶礦

力水

得 

圖片  

猜測

值 

3 5 4 4 4 6 4 8 6 8 

PH值 3.5 5 3.1 3.1 3.0 7.0 5.0 8.4 4.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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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神花 

 

種類 奧利

多水 

檸檬

CC 

彈珠

汽水 

雪碧 黑松

汽水 

純水 椰子

水 

鹼性

離子

水 

舒跑 寶礦

力水

得 

圖片 

 

猜測

值 

4 5 2 3 2 7 4 8 5 3 

PH值 3.5 5 3.1 3.1 3.0 7.0 5.0 8.4 4.2 3.5 

               

              葡萄皮 

種類 奧利

多水 

檸檬

CC 

彈珠

汽水 

雪碧 黑松

汽水 

純水 椰子

水 

鹼性

離子

水 

舒跑 寶礦

力水

得 

圖片  

猜測

值 

3 6 3 2 3 7 6 8 5 2 

PH值 3.5 5 3.1 3.1 3.0 7.0 5.0 8.4 4.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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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豆花 

種類 奧利

多水 

檸檬

CC 

彈珠

汽水 

雪碧 黑松

汽水 

純水 椰子

水 

鹼性

離子

水 

舒跑 寶礦

力水

得 

圖片  

猜測

值 

4 6 3 3 4 8 3 9 3 2 

PH值 3.5 5 3.1 3.1 3.0 7.0 5.0 8.4 4.2 3.5 

                 薑 黃 

種類 奧利

多水 

檸檬

CC 

彈珠

汽水 

雪碧 黑松

汽水 

純水 椰子

水 

鹼性

離子

水 

舒跑 寶礦

力水

得 

圖片  

猜測

值 

2 6 4 4 5 8 6 9 3  

PH值 3.5 5 3.1 3.1 3.0 7.0 5.0 8.4 4.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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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發現: 

 

 

1.我們挑選透明飲品來做測試，這樣才可以減少其他變因，

因為我們要觀察的是顏色變化，所以飲品不可以挑選

有色的飲品。

2.天然指示劑與奧利多水、檸檬CC氣泡水、彈珠汽水、雪碧、

黑松汽水、純水、椰子水、鹼性離子水、舒跑、寶礦力水得的

反應中，我們發現天然指示劑呈現出的反應幾乎是弱酸性。

3.在十種透明飲品中，我們發現天然指示劑—洛神花，

顏色會有分層變化，

4.洛神花在透明飲品中時，在彈珠汽水、雪碧、椰子水及舒跑中，

呈現分層現象，而黑松汽水和寶礦力水的中象三層現象。

5.一般的飲品飲料都含有糖分，所以指示劑加入時，就會出現分層

的現象、我們採取分層中間的顏色來當作酸鹼顏色判斷依據。

6.舒跑及寶礦力水得檢驗出也是酸性，讓我們很訝異，我們本來以為

運動飲料酸鹼是弱鹼性的，原來我們都誤認囉!

7.一般的飲品酸鹼性都是屬於弱酸及弱鹼，顏色的變化差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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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1. 一開始我們選擇市面上購得的酸鹼溶液共11種進行檢測試 

  (檸檬酸、雪碧、漂白水、手工皂…….)，但後來發現日生活中的 

  溶液，其PH酸鹼值並非差距明顯，所以我們嘗試自己調配。 

3. 進行PH1~PH12水溶液的調配時，我們無法調配出PH14溶液，所以  

我們採用PH~PH12.5的溶液進行實驗 

4. 一般廣用試紙的色卡與我們使用試紙測試PH1~PH12.5，PH5~PH6、 

PH8~PH9，其顏色有些微差異，溶液部份我們再度檢測其PH值，結

果無誤，所以我們推測是                

5. 酚酞指示劑，只能檢測出鹼性溶液，石蕊試紙只有兩種顏色的變  

化，所以他們不是核列為表格依據。 

6. 天然指示劑中，紫色高麗菜、葡萄皮、蝶豆花；對於PH1~PH12.5溶

液有明顯的顏色變化。洛神花及薑黃則對鹼性溶液有反應，所以亦

不適合當作檢測依據。 

7. 我們在這次研究中，利用簡單的方法去測試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溶液

的酸鹼值，最令人注意的是我們愛喝也常喝的飲料竟具有強酸的性

質，我們學生應少喝為妙。 

8. 在過去的文獻中我們發現，以往研究指示劑都只能粗略分辨酸鹼，

而我們在這次的實驗中想要整理出可以分辨各個酸鹼程度的指示劑；

達到類似廣用指示劑的效果。藉由這次的實驗中我們發現，個別的

指示劑通常只有在特定的區段有很好的區分效果，而在其他的區域

顏色變化不明顯。 

9. 市面上現在流行夢幻飲品，顏色鮮豔令人垂延欲滴，但隱藏許多危

機呦!我們自製的酸鹼一卡通可以為我們把關喔!讓我們喝的健康。 

10. 飲品有酸鹼，有甜度，有健康也有危機；未來我們也可以針對夢幻

飲品來把關，甚至自己調配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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