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變萬化的大象！催化劑與雙氧水的反應探討 

 研究動機: 
學校的馬桶雖有人打掃，但仍有長年累積的污漬，且始終無法被學生刷下來，三不五時

還因為學校的管線老舊而堵塞，市面上所販售之清潔劑要價不斐，想要製作便宜又快速

的通樂，這時我們就想到一個問題:倘若我們把通馬桶及具有清潔功效的清潔劑結合，是

否就事半功倍了呢？ 

                                 研究目的: 

探討過氧化氫對不同克數的碘化鉀與碳酸氫鈉反應的影響。 

測試是否可運用於阻塞的馬桶使其運作正常。 

                              研究設備: 

量筒 滴管 攪拌棒 淺水盆 過氧化氫 碘化鉀 碳酸氫鈉 洗碗精 

                  研究過程與方法： 

將過氧化氫 30ml 與壓兩下的洗碗精攪拌均勻，再加入不同克數的碘化鉀及碳酸

鈉，看其效果如何。 

                             研究結果 

  

討論 

經不斷的實驗和對比，發現到實驗上出現的很多問題。以下說明。 

討論：一開始是打算對不同濃度的過氧化氫進行實驗，而去進行比較。發現到

無論催化劑的劑量多寡，反應出的泡沫都沒有因催化劑而冒出量筒口，沒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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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性。 

解決方法：跟指導老師反映並要求更高濃度的過氧化氫去做實驗，使過氧化氫

成固定值，而改爲探討催化劑的多寡對試驗結果的影響。 

討論：使用不同克數的催化劑後，發現到發泡效果有可能因量筒內催化劑和洗

潔劑發生反應的速度等產生誤差，不能當實驗結果去探討。 

解決：增加一個應變變因，用溫度去探討其變化及影響。 

結論  

1.過氧化氫在此試驗不適合做操作變因，應爲對實驗適合且適量的控制變因。 
2. 從（圖二）及（圖三）來看，發現到催化劑在 1g 時反應最小，而超過 1g 時

反應明顯變激烈。1g 以後的各反應激烈但變化不大，從（圖一）的圖表來看，

也可證實此問題，說明最佳反應在 2g 以上。所產生的熱可以如題所示，溶解污

漬或堵塞物中易溶解的物質，以達到清潔的效果。 

（圖二）爲總催化劑 1 克及 2 克的實驗對比圖 

（圖三）爲總催化劑 3 克及 4 克的實驗對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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