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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想了解糖液加鹽是否會改變個體對甜度的覺知。實驗先以糖度計檢測加鹽是否影

響糖水之糖度值，發現同一濃度糖水有無加入同一濃度鹽水的糖度數值是相同的。再以感官

品評的方式觀察個體對糖水加鹽與否之甜度區辦性，與糖水濃度加入不同鹽度及生活中飲品

對鹽度是否影響甜度區辨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在固定加入 0.9%鹽度時，中、低濃度 (5%、

2%) 糖水加鹽將增加對甜度的感知。本研究並發現個體對糖水加鹽與否之甜度區辦性亦受加

鹽度與糖水濃度交互作用所影響，顯示兩者對甜度區辨的覺知並非線性關係。此外，探討生

活中飲品加鹽是否將改變甜度覺知的實驗發現，椰子汁與沙士在有加鹽時甜度的區辨更佳，

但三種生活中飲品在不同鹽度時皆對甜度區辨沒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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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炎炎夏日，熱的頭暈眼花，準備買一杯椰子汁解渴，結帳時發現桌上有一包鹽，好奇地

問了老闆這包鹽的用途，老闆說：「椰子汁加一點鹽會比較甜哦！」。到家後，試了老闆說的

方法，加鹽的椰子汁感覺真的比較甜！於是興發我們想進一步探討鹽度是否會影響甜度以及

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飲品是否也受鹽度而影響甜度的相關研究。 

 

 

貳、實驗目的 

一、以糖度計研究糖水加鹽後的糖度關係。 

二、探討相同濃度糖水加鹽與否的甜度關係。 

三、探討相同濃度糖水加不同鹽度的甜度關係。 

四、探討生活中飲品與鹽度的甜度關係。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觀測工具：糖度計(圖 1)。 

二、實驗材料：糖(圖 2)、鹽(圖 3)、椰子汁(圖 4)、柳橙汁(圖 5)、沙士(圖 6)。 

三、實驗器具： 

量匙(圖 7)、電子秤(圖 8)、燒杯(圖 9) 、紙杯(圖 10)、冷水壺(圖 11)、滴管 (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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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糖度計) (圖 2    糖) (圖 3    鹽) 

   

(圖 4    椰子汁) (圖 5    柳橙汁) (圖 6    沙士) 

   

(圖 7    量匙) (圖 8    電子秤) (圖 9    燒杯) 

   

(圖 10    紙杯) (圖 11    冷水壺) (圖 12    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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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研究架構 

 

 

 

 

 

 

 

 

 

 

 

 

 

 

 

 

 

 

 

 

 

 

 

 

 

二、糖度計的使用與測量方法 

(一)歸零校正 

        在檢測稜鏡表面滴上純水並蓋上蓋板，將稜鏡端朝亮處，放在水平的桌面或以手拿著，

從接目鏡觀察左側刻度的藍白界面是否在 0%的位置上；若不在 0%上，需進行校正，則拿下

軟蓋以一字起子進行調整，使界面剛好在左側刻度 0%的位置(圖 13) ，即完成歸零校正。 

 

問題 解決方法 

問題一：以糖度計研究糖水加鹽後的糖度 使用糖度計測量有無加鹽的糖度 

問題二：糖水加鹽與否後的甜度關係 
在相同糖水加入 0.9%鹽水與否， 

讓八年級 36 名學生進行品評測試 

問題三：不同鹽度對甜度的影響 

以生理食鹽水(鹽度 0.9%)為基準

加減 0.5%的濃度，配製成三杯相

同糖水但不同鹽度的溶液，由 36

名學生進行品評測試 

問題四：生活中飲品對鹽度的甜度關係 

1.相同飲品加入 0.9%鹽水與否，

由 36 名學生進行品評測試 

2.以生理食鹽水(鹽度 0.9%)為基

準加減 0.5%的濃度，配製成三

杯相同種類但不同鹽度的飲品，

由 36 名學生進行品評測試 

問題與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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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測量糖度 

        以滴管吸取待測溶液滴在檢測稜鏡上，讓液滴保持在稜鏡中心，輕輕蓋上蓋板，將稜鏡

端朝亮處，放在水平桌面或以手拿著，從接目鏡讀取藍白界面左側刻度上的數值(圖 14)，即

完成糖度測量。測量完畢後，先用滴管吸取清水沖洗稜鏡表面，再以乾的衛生紙擦拭乾淨。 

    

(圖 13    糖度計歸零校正) (圖 14    糖度計測量糖度) 

 

三、感官品評方法  

糖度計只能測出溶液的「糖度」，但無法測出人感受的「甜度」。糖度計是利用光線穿

透不同濃度的液體時，折射角度會產生改變的原理，來測量不同濃度的糖水或其他物質的

折射率變化，以換算出實際濃度。如果溶液中加入其他物質，溶液濃度升高，糖度值也會

提高，但是人不一定覺得變甜，所以使用感官品評的方式進行施測。本實驗的「糖度」是

指以糖度折射計或糖度比重計所測得的白利糖度 Brix (°Bx)度數；「甜度」指的是溶液所呈

現出的甜味感覺程度，是屬於主觀的味覺感受；「鹽度」是重量百分濃度，指一公斤海水

中含有之溶解物質的總克數，其單位為千分之一(‰)，在此是指在 100 克溶液中所溶解鹽的

公克數，以％表示。 

測試樣品採用台鹽精鹽和台糖細砂糖，常見生活中飲料為在商店購買的沙士，水果攤

現榨的柳橙汁及椰子汁。由於沒有專業的品評員，所以採用的是消費者感官品評的定量差

異評分法，施測對象是八年級 36位學生為受試者，並經過家長及老師同意利用中午時間在

一間空教室進行品評，如此可掌控受試者皆吃學校廚房午餐，作息也類似，但因午休的受

試時間短暫，故皆先配製好溶液以便於施測時使用，於午休時以相同程序進行每次品評實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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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試人員  

        因考量身體健康和年齡是否影響味覺，故選擇相同年級的八年級 36 位學生進行受試，

並事先發下同意書請學生本人及家長同意參與實驗，同意書內容如表 1。 

表 1  受試人員同意書 

    貴家長～您好！ 

 由於本次科展需同學協助，懇請同學與家長同意協助進行  

1. 午休時需要離開教室，至科展實驗教室進行實驗。 

2. 需要試飲飲品（如糖水、食鹽水、沙士、柳橙汁、椰子汁等）。 

   如蒙家長同意，請填寫以下表格。 

同  意  書 
同意    年    班    號                  同學參與實驗。 

實驗相關內容如上所述。 

 

  家長簽名：                          學生簽名：                

                                   年        月        日 

 

(二)受試樣品濃度 

        因實驗需要測試糖水濃度及鹽水濃度，故要是個體可接受且能感知分辨的範圍，又在市

售飲品的範圍內，來找出適合研究的濃度。 

1、糖水濃度的決定 

根據網路資料(三立新聞，2019)表示，市售飲品的糖量分為：微糖有 3 顆方糖，半糖有

5 顆方糖，少糖 7 顆方糖 ，全糖 10 顆方糖，且 1 顆方糖約是 5 克，故市售飲品的糖液濃度

大約在 2%-10%之間 ，而我們選擇糖水濃度為 2%、5%、8%。 

2、鹽水濃度的決定 

根據網路資料(衛生福利部，2019)表示，成人每日鈉攝取量應限制在 2400 毫克以下，相

當於 6 克的食鹽，且標準生理食鹽水的濃度為 0.9% ，故我們選擇鹽水濃度為 0.4%、0.9%、

1.4%。 

 

(三)受試樣品配製 

        當天受試前以燒杯及電子秤等器具調配不同的甜鹹比例的糖水溶液 1000 克和飲品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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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配製完成後置於冰箱。 

1、施測第一天：首先配製 2%的糖水 1000 克 (溶液 A，如式 1)和鹽度為 0.9%的 2%糖水 1000

克 (溶液 B，如式 2)。接著配製鹽度為 0.4%的 2%糖水 1000 克 (溶液 C，如式 3)、鹽度為

0.9%的 2%糖水 1000 克 (溶液 D，如式 4)、鹽度為 1.4%的 2%糖水 1000 克 (溶液 E，如式 5) ，

最後為了方便工作人員分裝，故將溶液 C、D、E 各用 500 毫升燒杯分裝成三份。 

溶液 A=
20 克糖

980 克水+20 克糖
× 100%    (式 1) 

溶液 B=
9 克鹽

991 克糖水+9 克鹽
× 100%   (式 2) 

溶液 C=
4 克鹽

996 克糖水+4 克鹽
× 100%   (式 3) 

溶液 D=
9 克鹽

991 克糖水+9 克鹽
× 100%   (式 4) 

溶液 E=
14 克鹽

986 克糖水+14 克鹽
× 100%  (式 5) 

        先量 800 克椰子汁 (溶液 F)和配製鹽度為 0.9%的椰子汁 800 克 (溶液 G，如式 6)。接著

配製鹽度為 0.4%的椰子汁 800 克 (溶液 H，如式 7)、鹽度為 0.9%的椰子汁 800 克 (溶液 I，如

式 8)、鹽度為 1.4%的椰子汁 800 克 (溶液 J，如式 9) ，最後為了方便工作人員分裝，故將溶

液 F、G、H、I、J 各用 500 毫升燒杯分裝成三份。 

溶液 G=
7.2 克鹽

792.8 克椰子汁+7.2 克鹽
× 100%    (式 6) 

溶液 H=
3.2 克鹽

796.8 克椰子汁+3.2 克鹽
× 100%    (式 7)  

溶液 I=
7.2 克鹽

792.8 克椰子汁+7.2 克鹽
× 100%     (式 8) 

溶液 J=
11.2 克鹽

788.8 椰子汁+11.2 克鹽
× 100%      (式 9) 

2、施測第二天：首先配製 5%的糖水 1000 克 (溶液 A，如式 1)和鹽度為 0.9%的 5%糖水 1000

克 (溶液 B，如式 2)。接著配製鹽度為 0.4%的 5%糖水 1000 克 (溶液 C，如式 3)、鹽度為

0.9%的 5%糖水 1000 克 (溶液 D，如式 4)、鹽度為 1.4%的 5%糖水 1000 克 (溶液 E，如式 5) ，

最後為了方便工作人員分裝，故將溶液 C、D、E 各用 500 毫升燒杯分裝成三份。 

     溶液 A=
50 克糖

950 克水+50 克糖
× 100%            (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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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液 B=
9 克鹽

991 克糖水+9 克鹽
× 100%           (式 2) 

     溶液 C=
4 克鹽

996 克糖水+4 克鹽
× 100%           (式 3) 

     溶液 D=
9 克鹽

991 克糖水+9 克鹽
× 100%           (式 4) 

     溶液 E=
14 克鹽

986 克糖水+14 克鹽
× 100%         (式 5) 

先量 800 克柳橙汁 (溶液 F)和配製鹽度為 0.9%的柳橙汁 800 克 (溶液 G，如式 6)。接著

配製鹽度為 0.4%的柳橙汁 800 克 (溶液 H，如式 7)、鹽度為 0.9%的柳橙汁 800 克 (溶液 I，如

式 8)、鹽度為 1.4%的柳橙汁 800 克 (溶液 J，如式 9) ，最後為了方便工作人員分裝，故將溶

液 F、G、H、I、J 各用 500 毫升燒杯分裝成三份。 

     溶液 G=
7.2 克鹽

792.8 克柳橙汁+7.2 克鹽
× 100%    (式 6) 

溶液 H=
3.2 克鹽

796.8 克柳橙汁+3.2 克鹽
× 100%     (式 7)  

     溶液 I=
7.2 克鹽

792.8 克柳橙汁+7.2 克鹽
× 100%     (式 8) 

     溶液 J=
11.2 克鹽

788.8 克柳橙汁+11.2 克鹽
× 100%   (式 9) 

3、施測第三天：首先配製 8%的糖水 1000 克 (溶液 A，如式 1)和鹽度為 0.9%的 8%糖水 1000

克 (溶液 B，如式 2)。接著配製鹽度為 0.4%的 8%糖水 1000 克 (溶液 C，如式 3)、鹽度為

0.9%的 8%糖水 1000 克 (溶液 D，如式 4)、鹽度為 1.4%的 8%糖水 1000 克 (溶液 E，如式 5) ，

最後為了方便工作人員分裝，故將溶液 C、D、E 各用 500 毫升燒杯分裝成三份。 

      溶液 A=
80 克糖

920 克水+80 克糖
× 100%           (式 1) 

      溶液 B=
9 克鹽

991 克糖水+9 克鹽
× 100%           (式 2) 

      溶液 C=
4 克鹽

996 克糖水+4 克鹽
× 100%           (式 3) 

      溶液 D=
9 克鹽

991 克糖水+9 克鹽
× 100%           (式 4) 

      溶液 E=
14 克鹽

986 克糖水+14 克鹽
× 100%          (式 5) 

        先量 800 克沙士(溶液 F)和配製鹽度為 0.9%的沙士 800 克 (溶液 G，如式 6)。接著配製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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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為 0.4%的沙士 800 克 (溶液 H，如式 7)、鹽度為 0.9%的沙士 800 克 (溶液 I，如式 8)、鹽度

為 1.4%的沙士 800 克 (溶液 J，如式 9) ，最後為了方便工作人員分裝，故將溶液 F、G、H、

I、J 各用 500 毫升燒杯分裝成三份。 

      溶液 G=
7.2 克鹽

792.8 克沙士+7.2 克鹽
× 100%      (式 6) 

溶液 H=
3.2 克鹽

796.8 克沙士+3.2 克鹽
× 100%     (式 7)  

      溶液 I=
7.2 克鹽

792.8 克沙士+7.2 克鹽
× 100%       (式 8) 

      溶液 J=
11.2 克鹽

788.8 克沙士+11.2 克鹽
× 100%     (式 9) 

 

(四)施測說明 

        為了避免各種外在因素影響品評分數且欲得到精準的數據，故在施測正式開始前，先向

受試者進行以下施測說明： 

1、品評時請勿交談，以免影響品評的分數。 

2、先漱口，開始品評第一部分之實驗 I。 

3、每一杯溶液要在嘴裡含三十秒鐘進行品評。 

4、各杯溶液間要漱口兩次，把嘴裡的味道清除，此過程約在一分鐘內完成。 

5、請排列各杯甜度順序後寫下分數，依序填入 1 或 2 分，最不甜為 1 分，而最甜為 2 分，

甜度越高分數越高，分數填寫後不得更改品評分數。 

6、以飲用水清洗小杯子後，接著重複上述步驟 1-5，依序進行第一部分之實驗 II(排序甜

度，並依序填入 1～3 分，最不甜為 1 分，而最甜為 3 分)。 

7、完成第一部分實驗後，再重複上述步驟 1-6 完成第二部分之實驗 I、II。 

        施測前，在桌面貼上固定位置表(表 2)、品評順序表(表 3)、 甜度排序表(表 4)，並放置

好品評單(表 5)和筆。「固定位置表」可方便工作人員分裝溶液，「品評順序表」可依序進行

施測掌握實驗流程，而「甜度排序表」是當受試者飲畢後將小杯子放於其表上，可避免忘記

甜度順序或填錯分數，最後將品評單的分數輸入電腦以探討相關資料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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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固定位置表 

 

 

 

 

 

 

 

表 3    品評順序表 

 

 

 

 

 

 

 

 

 

 

表 4    甜度排序表 

 

 

 

 

 

 

飲用水 

 A  

廢水杯 

 B   C  

固定 

位置 

實驗Ⅰ- A 

 實驗Ⅱ- A  

 

實驗Ⅰ- B 

 實驗Ⅱ- B  

 

 實驗Ⅱ- C  

 

編號 

排序 1 - 不甜 

甜分數：1分 

排序 2 - 甜 

甜分數：2 分 

排序 3 - 最甜 

甜分數：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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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品評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日期：                 實驗代號：甲-1-1 

◎實驗說明： 
1、品評時請勿交談，以免影響品評的分數。 

2、先漱口，開始品評第一部分之實驗 I。 

3、每一杯溶液要在嘴裡含三十秒鐘進行品評。 

4、各杯溶液間要漱口兩次，把嘴裡的味道清除，此過程約在一分鐘內完成。 

5、請排列各杯甜度順序後寫下分數，分數填寫後不得更改品評分數。 

6、以飲用水清洗小杯子後，接著重複上述步驟 1-5，依序進行第一部分之實驗 II。 

7、完成第一部分實驗後，再重複上述步驟 1-6 完成第二部分之實驗 I、II。 

 

 

 

 

 

 

 

 

 

※第一部分～ 
一、實驗Ⅰ  

 A B 

Ⅰ   

 

 

二、實驗Ⅱ  

 A B C 

Ⅱ    

 

 

※第二部分～ 
一、實驗Ⅰ  

 A B 

Ⅰ   

 

 

二、實驗Ⅱ  

 A B C 

Ⅱ    

 

 

◎品評分數說明： 

一、實驗Ⅰ： 

排序甜度，並依序填入 1 或 2 分 

最不甜為 1 分，而最甜為 2 分。 

二、實驗Ⅱ： 

排序甜度，並依序填入 1～3 分 

最不甜為 1 分，而最甜為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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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流程 

        在施測前把筆和品評單放到桌上，將溶液 A、B 用量匙以每杯一大匙(15 毫升)的量分裝

成 36 杯 A 小杯和 36 杯 B 小杯並擺在每桌的固定位置，接著將溶液 E 分裝成 36 杯 C 小杯後

先擺置托盤上等待實驗Ⅱ。 

        在施測開始前，請受試者依序就坐點名並進行施測說明。第一部分之實驗 I，請受試者

按「品評順序表」上的實驗 I 品評 A、B 後，將杯子放到「甜度排序表」上並在「品評單」

上寫下對應的品評分數，再把 A、B 放回「固定位置表」。第一部分之實驗Ⅱ，請 3 位工作

人員將 C 小杯端出去擺到桌上，其他工作人員把溶液 C、D 分別盛入 A、B 小杯，請受試者

品評。第二部分之實驗 I，工作人員將溶液 F、G 分裝至 A、B 小杯，請受試者品評。第二部

分之實驗Ⅱ，工作人員將溶液 H、I、J 各分裝至 A、B、C 小杯，請受試者品評。 

        於品評結束後，請受試者將杯子沖洗乾淨並統一做回收，廢水液則以水桶集中處理，最

後再把教室恢復原狀。 

 (六) 教室佈置與品評順序 

        教室佈置如圖 15 及分組組別如圖 16。實驗 I 的品評順序：1、2、3 組為 A-B，4、5、6

組為 B-A；實驗Ⅱ的品評順序：1 組為 A-B-C，2 組為 A-C-B，3 組為 C-A-B，4 組為 B-A-C，

5 組為 B-C-A，6 組 C-B-A。 

 

 

講台 

4-3 4-2 4-1 1-3 1-2 1-1 

4-6 4-5 4-4 1-6 1-5 1-4 

5-3 5-2 5-1 2-3 2-2 2-1 

5-6 5-5 5-4 2-6 2-5 2-4 

6-3 6-2 6-1 3-3 3-2 3-1 

6-6 6-5 6-4 3-6 3-5 3-4 

(圖 15    施測教室的佈置) (圖 16    施測教室的組別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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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驗結果 

一、以糖度計研究糖水加鹽的糖度關係 

控制變因 操縱變因 應變變因 

◆盛裝溶液的燒杯(500mL) 

◆糖水的濃度 

◆鹽水的濃度 

◆糖度計的歸零 

◆糖水的質量 

◆有無加鹽 ◆溶液的糖度 

        使用糖度計前先進行歸零校正，再將待測溶液滴入檢測稜鏡來觀察左側刻度的藍白界

面，依序進行糖水、鹽水及糖水混合鹽水的濃度觀測，從接目鏡讀取藍白界面在左側刻度上

的數值，依序進行量測並記錄之，共四組實驗結果分別為 5%(圖 17)、10%(圖 18)、15%(圖

19)、20%(圖 20) ，且每次測量一組完畢，先以水清洗稜鏡表面，再以乾的衛生紙擦拭一遍。 

        經實驗發現，在同一濃度糖水中加入同一濃度鹽水後，經糖度計測量糖度數值與未加鹽

水時的糖水糖度是相同的，糖度計的「糖度」是溶液裡溶質濃度而非味覺感受，因此以「感

官品評方式」繼續研究。 

    

    

    
(圖 17 第一組：5%) (圖 18 第二組：10%) (圖 19 第三組：15%) (圖 20 第四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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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相同濃度糖水加鹽與否的甜度關係 

控制變因 操縱變因 應變變因 

◆盛裝溶液的燒杯(500mL) 

◆糖水的濃度 

◆糖水的質量 

◆相同的品評人員 

◆有無加鹽 ◆溶液的甜度 

        我們研究不同濃度的糖水對有無加鹽的甜度關係，第一次品評時，我們以無加鹽 2%糖

水和鹽度為 0.9%的 2%糖水進行品評測試，其受試結果如表 6。 

表 6    2%糖水有無加鹽的甜度之受試結果 

 

        經統計軟體 SPSS 21 處理後顯示，其中覺得無加鹽的 2%糖水比較甜的人數為 12 人，而

覺得有加鹽(鹽度 0.9%)的 2%糖水比較甜的人數為 24 人，卡方值χ2為 4.000，而 p=.046，p 值

小於.05 表示達顯著。 

受試者編號 
2%糖水 

無加鹽 

2%糖水 

有加鹽 
受試者編號 

2%糖水 

無加鹽 

2%糖水 

有加鹽 

1_1 1 2 4_1 1 2 

1_2 2 1 4_2 2 1 

1_3 1 2 4_3 1 2 

1_4 2 1 4_4 1 2 

1_5 1 2 4_5 2 1 

1_6 1 2 4_6 1 2 

2_1 1 2 5_1 1 2 

2_2 1 2 5_2 2 1 

2_3 1 2 5_3 1 2 

2_4 1 2 5_4 2 1 

2_5 1 2 5_5 1 2 

2_6 2 1 5_6 2 1 

3_1 1 2 6_1 2 1 

3_2 2 1 6_2 1 2 

3_3 1 2 6_3 2 1 

3_4 1 2 6_4 1 2 

3_5 1 2 6_5 2 1 

3_6 1 2 6_6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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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品評時，我們以無加鹽 5%糖水和鹽度為 0.9%的 5%糖水進行品評測試，其受試

結果如表 7。 

表 7    5%糖水有無加鹽的甜度之受試結果 

 

        經統計軟體 SPSS 21 處理後顯示，其中覺得無加鹽的 5%糖水比較甜的人數為 12 人，而

覺得有加鹽(鹽度 0.9%)的 5%糖水比較甜的人數為 24 人，卡方值χ2為 4.000，而 p=.046，p 值

小於.05 表示達顯著。 

 

受試者編號 
5%糖水 

無加鹽 

5%糖水 

有加鹽 
受試者編號 

5%糖水 

無加鹽 

5%糖水 

有加鹽 

1_1 1 2 4_1 2 1 

1_2 1 2 4_2 2 1 

1_3 1 2 4_3 1 2 

1_4 2 1 4_4 1 2 

1_5 1 2 4_5 2 1 

1_6 1 2 4_6 1 2 

2_1 1 2 5_1 2 1 

2_2 1 2 5_2 1 2 

2_3 1 2 5_3 2 1 

2_4 1 2 5_4 1 2 

2_5 1 2 5_5 2 1 

2_6 1 2 5_6 2 1 

3_1 1 2 6_1 1 2 

3_2 1 2 6_2 1 2 

3_3 2 1 6_3 2 1 

3_4 1 2 6_4 1 2 

3_5 1 2 6_5 2 1 

3_6 1 2 6_6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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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品評時，我們以無加鹽 8%糖水和鹽度為 0.9%的 8%糖水進行品評測試，其受試

結果如表 8。 

表 8    8%糖水有無加鹽的甜度之受試結果 

 

        經統計軟體 SPSS 21 處理後顯示，其中覺得無加鹽的 8%糖水比較甜的人數為 18 人，而

覺得有加鹽(鹽度 0.9%)的 8%糖水比較甜的人數為 18 人，卡方值χ2為.027，而 p=.869，p 值

大於.05 表示未達顯著。 

 

受試者編號 
8%糖水 

無加鹽 

8%糖水 

有加鹽 
受試者編號 

8%糖水 

無加鹽 

8%糖水 

有加鹽 

1_1 1 2 4_1 2 1 

1_2 2 1 4_2 1 2 

1_3 1 2 4_3 2 1 

1_4 2 1 4_4 1 2 

1_5 2 1 4_5 1 2 

1_6 1 2 4_6 2 1 

2_1 1 2 5_1 1 2 

2_2 1 2 5_2 1 2 

2_3 1 2 5_3 1 2 

2_4 2 1 5_4 2 1 

2_5 1 2 5_5 1 2 

2_6 2 1 5_6 2 1 

3_1 2 1 6_1 2 1 

3_2 2 1 6_2 1 2 

3_3 2 1 6_3 2 1 

3_4 1 2 6_4 2 1 

3_5 1 2 6_5 2 1 

3_6 2 1 6_6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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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相同濃度糖水加不同鹽度的甜度關係 

控制變因 操縱變因 應變變因 

◆盛裝溶液的燒杯(500mL) 

◆糖水的濃度 

◆糖水的質量 

◆相同的品評人員 

◆鹽度 

(0.4%、0.9%、1.4%) 
◆溶液的甜度 

        我們研究相同濃度糖水加不同鹽度的甜度關係，第一次品評時，我們以鹽度為 0.4%、

0.9%、1.4%的 2%糖水進行品評測試，其受試結果如表 9。 

表 9    鹽度為 0.4%、0.9%、1.4%的 2%糖水之甜度受試結果 

受試者 

編號 

鹽度為

0.4%的

2%糖水 

鹽度為

0.9%的

2%糖水 

鹽度為

1.4%的

2%糖水 

受試者 

編號 

鹽度為

0.4%的

2%糖水 

鹽度為

0.9%的

2%糖水 

鹽度為

1.4%的

2%糖水 

1_1 1 2 3 4_1 2 1 3 

1_2 2 1 3 4_2 2 1 3 

1_3 1 2 3 4_3 2 1 3 

1_4 2 1 3 4_4 2 1 3 

1_5 1 2 3 4_5 2 1 3 

1_6 1 2 3 4_6 1 3 2 

2_1 1 2 3 5_1 1 2 3 

2_2 1 2 3 5_2 1 3 2 

2_3 1 2 3 5_3 1 2 3 

2_4 1 2 3 5_4 1 2 3 

2_5 1 2 3 5_5 3 1 2 

2_6 3 1 2 5_6 1 2 3 

3_1 1 3 2 6_1 2 1 3 

3_2 2 3 1 6_2 1 3 2 

3_3 2 1 3 6_3 1 2 3 

3_4 1 2 3 6_4 1 2 3 

3_5 2 3 1 6_5 2 3 1 

3_6 1 3 2 6_6 1 2 3 

 

        經統計軟體 SPSS 21 處理後顯示，其中覺得鹽度 0.4%的 2%糖水比較甜的人數為 2 人，

鹽度 0.9%的 2%糖水比較甜的人數為 8 人，而覺得鹽度 1.4%的 2%糖水比較甜的人數為 26

人，卡方值χ
2
為 26.000，而 p<.001，p 值小於.05 表示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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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品評時，我們以鹽度為 0.4%、0.9%、1.4%的 5%糖水進行品評測試，其受試結果

如表 10。 

表 10    鹽度為 0.4%、0.9%、1.4%的 5%糖水之甜度受試結果 

受試者 

編號 

鹽度為

0.4%的

5%糖水 

鹽度為

0.9%的

5%糖水 

鹽度為

1.4%的

5%糖水 

受試者 

編號 

鹽度為

0.4%的

5%糖水 

鹽度為

0.9%的

5%糖水 

鹽度為

1.4%的

5%糖水 

1_1 3 1 2 4_1 2 3 1 

1_2 3 1 2 4_2 2 1 3 

1_3 1 2 3 4_3 3 2 1 

1_4 3 1 2 4_4 2 1 3 

1_5 1 2 3 4_5 2 1 3 

1_6 1 2 3 4_6 1 3 2 

2_1 1 2 3 5_1 3 2 1 

2_2 2 3 1 5_2 1 3 2 

2_3 3 1 2 5_3 1 2 3 

2_4 1 2 3 5_4 2 1 3 

2_5 1 2 3 5_5 1 2 3 

2_6 3 1 2 5_6 2 3 1 

3_1 3 1 2 6_1 3 2 1 

3_2 1 2 3 6_2 2 3 1 

3_3 2 3 1 6_3 2 3 1 

3_4 2 1 3 6_4 2 1 3 

3_5 2 1 3 6_5 2 3 1 

3_6 1 3 2 6_6 2 1 3 

 

        經統計軟體 SPSS 21 處理後顯示，其中覺得鹽度 0.4%的 5%糖水比較甜的人數為 9 人，

鹽度 0.9%的 5%糖水比較甜的人數為 10 人，而覺得鹽度 1.4%的 5%糖水比較甜的人數為 17

人，卡方值χ2為 3.170，而 p=.210，p 值大於.05 表示未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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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品評時，我們以鹽度為 0.4%、0.9%、1.4%的 8%糖水進行品評測試，其受試結果

如表 11。 

表 11    鹽度為 0.4%、0.9%、1.4%的 8%糖水之甜度受試結果 

受試者 

編號 

鹽度為

0.4%的

8%糖水 

鹽度為

0.9%的

8%糖水 

鹽度為

1.4%的

8%糖水 

受試者 

編號 

鹽度為

0.4%的

8%糖水 

鹽度為

0.9%的

8%糖水 

鹽度為

1.4%的

8%糖水 

1_1 1 2 3 4_1 2 1 3 

1_2 1 2 3 4_2 2 1 3 

1_3 1 2 3 4_3 1 2 3 

1_4 3 1 2 4_4 1 2 3 

1_5 2 3 1 4_5 1 2 3 

1_6 3 1 2 4_6 1 2 3 

2_1 1 3 2 5_1 1 3 2 

2_2 3 1 2 5_2 1 2 3 

2_3 3 1 2 5_3 2 1 3 

2_4 3 1 2 5_4 2 1 3 

2_5 3 1 2 5_5 1 3 2 

2_6 2 1 3 5_6 3 1 2 

3_1 2 1 3 6_1 1 3 2 

3_2 1 2 3 6_2 1 2 3 

3_3 1 3 2 6_3 1 3 2 

3_4 1 2 3 6_4 1 3 2 

3_5 1 2 3 6_5 1 2 3 

3_6 2 1 3 6_6 2 1 3 

 

        經統計軟體 SPSS 21 處理後顯示，其中覺得鹽度 0.4%的 8%糖水比較甜的人數為 7 人，

鹽度 0.9%的 8%糖水比較甜的人數為 8 人，而覺得鹽度 1.4%的 8%糖水比較甜的人數為 21

人，卡方值χ2為 10.167，而 p<.006，p 值小於.05 表示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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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討生活中飲品與鹽度的甜度關係 

(一) 探討生活中飲品加鹽與否的甜度關係 

控制變因 操縱變因 應變變因 

◆盛裝溶液的燒杯(500mL) 

◆飲品的含糖濃度 

◆飲品的質量 

◆相同的品評人員 

◆有無加鹽 ◆飲品的甜度 

        我們研究生活中飲品加鹽與否的甜度關係，第一次品評時，我們以無加鹽椰子汁和鹽度

為 0.9%的椰子汁進行品評測試，其受試結果如表 12。 

表 12    椰子汁有無加鹽甜度之受試結果 

         

        經統計軟體 SPSS 21 處理後顯示，其中覺得無加鹽的椰子汁比較甜的人數為 12 人，而

覺得有加鹽(鹽度 0.9%)的椰子汁比較甜的人數為 24 人，卡方值χ2為 4.000，而 p=.046，p 值

小於.05 表示達顯著。 

受試者編號 
椰子汁 

無加鹽 

椰子汁 

有加鹽 
受試者編號 

椰子汁 

無加鹽 

椰子汁 

有加鹽 

1_1 1 2 4_1 2 1 

1_2 1 2 4_2 2 1 

1_3 1 2 4_3 2 1 

1_4 1 2 4_4 1 2 

1_5 1 2 4_5 1 2 

1_6 1 2 4_6 2 1 

2_1 1 2 5_1 2 1 

2_2 1 2 5_2 1 2 

2_3 1 2 5_3 1 2 

2_4 1 2 5_4 1 2 

2_5 1 2 5_5 2 1 

2_6 1 2 5_6 2 1 

3_1 1 2 6_1 1 2 

3_2 1 2 6_2 2 1 

3_3 2 1 6_3 1 2 

3_4 1 2 6_4 2 1 

3_5 1 2 6_5 2 1 

3_6 1 2 6_6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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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品評時，我們以無加鹽柳橙汁和鹽度為 0.9%的柳橙汁進行品評測試，其受試結

果如表 13。 

表 13    柳橙汁有無加鹽甜度之受試結果 

 

        經統計軟體 SPSS 21 處理後顯示，其中覺得無加鹽的柳橙汁比較甜的人數為 16 人，而

覺得有加鹽(鹽度 0.9%)的柳橙汁比較甜的人數為 20 人，卡方值χ2為 44.000，而 p=.510，p 值

大於.05 表示未達顯著。 

  

受試者編號 
柳橙汁 

無加鹽 

柳橙汁 

有加鹽 
受試者編號 

柳橙汁 

無加鹽 

柳橙汁 

有加鹽 

1_1 2 1 4_1 1 2 

1_2 1 2 4_2 2 1 

1_3 1 2 4_3 1 2 

1_4 1 2 4_4 2 1 

1_5 1 2 4_5 2 1 

1_6 1 2 4_6 2 1 

2_1 2 1 5_1 2 1 

2_2 2 1 5_2 2 1 

2_3 2 1 5_3 1 2 

2_4 2 1 5_4 1 2 

2_5 1 2 5_5 1 2 

2_6 2 1 5_6 1 2 

3_1 1 2 6_1 1 2 

3_2 1 2 6_2 1 2 

3_3 2 1 6_3 1 2 

3_4 1 2 6_4 2 1 

3_5 1 2 6_5 2 1 

3_6 1 2 6_6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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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品評時，我們以無加鹽沙士和鹽度為 0.9%的沙士進行品評測試，其受試結果如

表 14。 

表 14    沙士有無加鹽甜度之受試結果 

 

        經統計軟體 SPSS 21 處理後顯示，其中覺得無加鹽的沙士比較甜的人數為 11 人，而覺

得有加鹽(鹽度 0.9%)的沙士比較甜的人數為 25 人，卡方值χ2為 5.440，而 p=.020，p 值小

於.05 表示達顯著。 

  

受試者編號 
沙士 

無加鹽 

沙士 

有加鹽 
受試者編號 

沙士 

無加鹽 

沙士 

有加鹽 

1_1 1 2 4_1 1 2 

1_2 1 2 4_2 1 2 

1_3 1 2 4_3 2 1 

1_4 2 1 4_4 2 1 

1_5 1 2 4_5 1 2 

1_6 1 2 4_6 1 2 

2_1 1 2 5_1 1 2 

2_2 1 2 5_2 1 2 

2_3 1 2 5_3 2 1 

2_4 2 1 5_4 1 2 

2_5 1 2 5_5 1 2 

2_6 1 2 5_6 2 1 

3_1 1 2 6_1 1 2 

3_2 1 2 6_2 2 1 

3_3 1 2 6_3 2 1 

3_4 1 2 6_4 2 1 

3_5 1 2 6_5 2 1 

3_6 1 2 6_6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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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探討生活中飲品加不同鹽度的甜度關係 

控制變因 操縱變因 應變變因 

◆盛裝溶液的燒杯(500mL) 

◆飲品的含糖濃度 

◆飲品的質量 

◆相同的品評人員 

◆鹽度(0.4%、0.9%、1.4%) 
◆飲品的甜度 

 

        我們研究生活中飲品加不同鹽度的甜度關係，第一次品評時，我們以鹽度為 0.4%、

0.9%、1.4%的椰子汁進行品評測試，其受試結果如表 15。 

表 15    鹽度為 0.4%、0.9%、1.4%的椰子汁之甜度受試結果 

受試者 

編號 

鹽度為

0.4%的 

椰子汁 

鹽度為

0.9%的 

椰子汁 

鹽度為

1.4%的 

椰子汁 

受試者 

編號 

鹽度為

0.4%的 

椰子汁 

鹽度為

0.9%的 

椰子汁 

鹽度為

1.4%的 

椰子汁 

1_1 3 1 2 4_1 1 2 3 

1_2 1 2 3 4_2 1 2 3 

1_3 1 2 3 4_3 2 1 3 

1_4 3 1 2 4_4 2 1 3 

1_5 2 3 1 4_5 1 2 3 

1_6 1 2 3 4_6 1 2 3 

2_1 1 3 2 5_1 3 1 2 

2_2 1 3 2 5_2 3 2 1 

2_3 1 3 2 5_3 2 1 3 

2_4 1 3 2 5_4 3 1 2 

2_5 1 3 2 5_5 3 1 2 

2_6 2 1 3 5_6 1 3 2 

3_1 2 1 3 6_1 1 3 2 

3_2 1 3 2 6_2 1 2 3 

3_3 1 2 3 6_3 1 2 3 

3_4 1 3 2 6_4 3 2 1 

3_5 3 1 2 6_5 2 1 3 

3_6 2 3 1 6_6 1 2 3 

 

        經統計軟體 SPSS 21 處理後顯示，其中覺得有加鹽(鹽度 0.4%)的椰子汁比較甜的人數為

8 人，有加鹽(鹽度 0.9%)的椰子汁比較甜的人數為 11 人，而覺得有加鹽(鹽度 1.4%)的椰子汁

比較甜的人數為 17 人，卡方值χ2為 3.500，而 p=.170，p 值大於.05 表示未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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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品評時，我們以鹽度為 0.4%、0.9%、1.4%的柳橙汁進行品評測試，其受試結果

如表 16。 

表 16    鹽度為 0.4%、0.9%、1.4%的柳橙汁之甜度受試結果 

受試者 

編號 

鹽度為

0.4%的 

柳橙汁 

鹽度為

0.9%的 

柳橙汁 

鹽度為

1.4%的 

柳橙汁 

受試者 

編號 

鹽度為

0.4%的 

柳橙汁 

鹽度為

0.9%的 

柳橙汁 

鹽度為

1.4%的 

柳橙汁 

1_1 1 2 3 4_1 1 3 2 

1_2 3 1 2 4_2 2 1 3 

1_3 1 2 3 4_3 3 2 1 

1_4 1 3 2 4_4 3 2 1 

1_5 1 2 3 4_5 3 2 1 

1_6 1 3 2 4_6 3 2 1 

2_1 1 2 3 5_1 2 3 1 

2_2 2 1 3 5_2 3 1 2 

2_3 2 1 3 5_3 2 3 1 

2_4 2 1 3 5_4 2 3 1 

2_5 1 2 3 5_5 2 3 1 

2_6 1 3 2 5_6 2 3 1 

3_1 3 1 2 6_1 2 3 1 

3_2 1 2 3 6_2 1 2 3 

3_3 1 2 3 6_3 3 2 1 

3_4 1 3 2 6_4 2 3 1 

3_5 1 2 3 6_5 3 2 1 

3_6 2 3 1 6_6 3 2 1 

 

        經統計軟體 SPSS 21 處理後顯示，其中覺得有加鹽(鹽度 0.4%)的柳橙汁比較甜的人數為

10 人，有加鹽(鹽度 0.9%)的柳橙汁比較甜的人數為 13 人，而覺得有加鹽(鹽度 1.4%)的柳橙

汁比較甜的人數為 13 人，卡方值χ2為.700，而 p=.700，p 值大於.05 表示未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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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品評時，我們以鹽度為 0.4%、0.9%、1.4%的沙士進行品評測試，其受試結果如

表 17。 

表 17    鹽度為 0.4%、0.9%、1.4%的沙士之甜度受試結果 

受試者 

編號 

鹽度為

0.4%的 

沙士 

鹽度為

0.9%的 

沙士 

鹽度為

1.4%的 

沙士 

受試者 

編號 

鹽度為

0.4%的 

沙士 

鹽度為

0.9%的 

沙士 

鹽度為

1.4%的 

沙士 

1_1 1 3 2 4_1 1 2 3 

1_2 1 3 2 4_2 3 2 1 

1_3 1 3 2 4_3 2 1 3 

1_4 3 1 2 4_4 1 2 3 

1_5 1 2 3 4_5 1 2 3 

1_6 1 2 3 4_6 2 1 3 

2_1 2 1 3 5_1 2 3 1 

2_2 2 3 1 5_2 1 3 2 

2_3 2 3 1 5_3 2 1 3 

2_4 3 1 2 5_4 2 1 3 

2_5 1 3 2 5_5 1 2 3 

2_6 2 1 3 5_6 3 2 1 

3_1 3 1 2 6_1 3 2 1 

3_2 3 2 1 6_2 1 2 3 

3_3 2 3 1 6_3 3 2 1 

3_4 1 3 2 6_4 1 3 2 

3_5 1 3 2 6_5 3 2 1 

3_6 3 1 2 6_6 3 2 1 

 

        經統計軟體 SPSS 21 處理後顯示，其中覺得有加鹽(鹽度 0.4%)的沙士比較甜的人數為 11

人，有加鹽(鹽度 0.9%)的沙士比較甜的人數為 12 人，而覺得有加鹽(鹽度 1.4%)的沙士比較甜

的人數為 13 人，卡方值χ2為.170，而 p=.920，p 值大於.05 表示未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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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實驗結果與討論 

一、以糖度計研究糖水加鹽後的糖度關係 

        在同一濃度糖水中加入同一濃度鹽水後，經糖度計測量糖度數值發現與未加鹽水時的糖

水糖度是相同的。糖度計的「糖度」是溶液裡溶質濃度而非主觀味覺感受的「甜度」，因此

後續實驗以「感官品評方式」進行研究。 

二、探討相同濃度糖水加鹽與否的甜度關係 

        經感官品評後，由卡方檢定研究發現：2%糖水有無加鹽，達統計上顯著相關(p<.05)，表

示受試者對加鹽的 2%糖水之甜度區辨更佳；5%糖水有無加鹽，達統計上顯著相關(p<.05)，

表示受試者對加鹽的 5%糖水的甜度區辨更佳；8%糖水有無加鹽，在統計上未達顯著相關

(p>.05)，表示受試者對 8%糖水與加鹽的 8%糖水之甜度區辨沒有差異(表 18)。故可知當糖水

濃度較低(5%內)時，有加鹽時對甜度的區辨較佳。 

表 18    相同濃度糖水加鹽與否的甜度之卡方檢定結果 

 2%糖水有無加鹽 5%糖水有無加鹽 8%糖水有無加鹽 

卡方值χ2 4.000 4.000 .027 

p 值 .046 .046 .869 

三、探討相同濃度糖水加不同鹽度的甜度關係 

        經感官品評後，由卡方檢定研究發現：2%糖水加不同鹽度，達統計上顯著相關(p<.05)，

表示受試者對加入不同鹽度的 2%糖水之甜度區辨更佳；5%糖水加不同鹽度，未達統計上顯

著相關(p>.05)，表示受試者對加入不同鹽度的 5%糖水之甜度區辨沒有差異；8%糖水加不同

鹽度，達統計上顯著相關(p<.05)，表示受試者對加入不同鹽度的 8%糖水之甜度區辨更佳(表

19)。由此推論 2%糖水會隨不同鹽度影響甜度，且鹽度越高其感知的甜度越高；而 8%糖水

在有無加鹽時，已不影響甜度區辨，故在此不討論其鹽度變化對甜度的影響。 

表 19    相同濃度糖水加不同鹽度的甜度之卡方檢定結果 

 2%糖水加不同鹽度 5%糖水加不同鹽度 8%糖水加不同鹽度 

卡方值χ2 26.000 3.170 10.167 

p 值 <.001 .210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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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討生活中飲品與鹽度的甜度關係 

(一) 探討生活中飲品加鹽與否的甜度關係 

經感官品評後，由卡方檢定研究發現：椰子汁有無加鹽，達統計上顯著相關(p<.05)，表

示受試者對加鹽的椰子汁之甜度區辨更佳；柳橙汁有無加鹽，未達統計上顯著相關(p>.05) ，

表示受試者對柳橙汁與加鹽的柳橙汁之甜度區辨沒有差異；沙士有無加鹽，達統計上顯著相

關(p<.05)，表示受試者對加鹽的沙士之甜度區辨更佳(表 20)。故可知椰子汁與沙士在有加鹽

時，甜度的區辨更佳。 

表 20    生活中飲品加鹽與否的甜度之卡方檢定結果 

 椰子汁有無加鹽 柳橙汁有無加鹽 沙士有無加鹽 

卡方值χ2 4.000 44.000 5.440 

p 值 .046 .510 .020 

(二) 探討生活中飲品加不同鹽度的甜度關係 

經感官品評後，由卡方檢定研究發現：椰子汁加不同鹽度，在統計上未達顯著相關

(p>.05) ，表示受試者對加入不同鹽度的椰子汁之甜度區辨沒有差異；柳橙汁加不同鹽度，未

達統計上顯著相關(p>.05) ，表示受試者對加入不同鹽度的柳橙汁之甜度區辨沒有差異；沙士

加不同鹽度，未達統計上顯著相關(p>.05) ，表示受試者對加入不同鹽度的沙士之甜度區辨沒

有差異(表 21)。由此可知三種生活中飲品在不同鹽度時皆對甜度區辨沒有差異。 

表 21    生活中飲品加不同鹽度的甜度之卡方檢定結果 

 椰子汁加不同鹽度 柳橙汁加不同鹽度 沙士加不同鹽度 

卡方值χ2 3.500 .700 .170 

p 值 .170 .700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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