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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食鹽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調味劑，也是人體必不可少的必須品，但是在一般超市內見

到的食鹽都是潔白的、形狀並没有規律的。所以我們感到好奇，能不能在製鹽時能結出有規律，

與形狀不一樣的鹽呢﹖ 

  

於是，我們用兩種不同的方法，嘗試結出不同樣貎的鹽結晶︰ 

1. 利用溫度差，先把自來水及蒸餾水分別加熱至沸騰，造出在 100 攝氏度下的食鹽飽和溶液，

之後倒入玻璃容器封蓋後靜止等待冷卻，讓溶解度隨着溫度降低而下降，把食鹽析出。 

2. 利用自然蒸發原理，在常溫下(約 25 攝氏度)製作食鹽飽和溶液，而後放置在教室內，等待

溶液中的水份慢慢蒸發，把食鹽析出。 

 最後，我們認爲利用方法 1 所得出的食鹽與原來的食鹽差異不大；而利用蒸發原來所析出

的食鹽與原本的食鹽有着較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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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目的 

1. 認識甚麼叫結晶體。 

2. 如何使用顯微鏡和水浴機。 

3. 認識何謂飽和溶液及其製作方法。 

4. 純淨水和自來水中的鹽結晶是否一樣？ 

5. 認識實驗中的公平測試。 

 

 

二. 研究進程 

日期 工作 

2018 年 11 月 
搜集資料，認識結晶體，公平測試，

準備材料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2 月 第一次實驗 

2019 年 3 月 第二次實驗 

2019 年 4 月 18 日 
認識顯微鏡的使用方法，使用顯微

鏡觀察結晶體 

2019 年 4 月 23 日 整理實驗數據 

2019 年 5 月 撰寫報告及修改報告 

2019 年 7 月 準備匯報 

 

三. 實驗假設 

1.(實驗目的：鹽水靜置一段時間後會否析出結晶體？) 

鹽在水中的溶解度會因為溫度和液體容量不同而改變，溫度越高時則鹽的溶解度越高，所

以我們估計當沸騰的熱鹽水冷卻至常溫後，會析出鹽的結晶體，並靜置一段時間後，會析

出更多食鹽，形成更多食鹽結晶。 

2.(實驗目的：純淨水與自來水中的鹽結晶是否都是一樣的？) 

自來水中的礦物質及其他雜質會比純淨水多，所以我們估計利用大溫差及自然蒸發的方法，

在不同溶液下所析出的鹽結晶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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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驗材料 

顯微鏡   2 個 

水浴機   1 個 

加熱器   1 個 

魚湯袋   1 個 

食鹽   10 包 

玻璃瓶   20 個 

量杯   1 個 

蒸餾水   5 枝 

 

 

五. 實驗步驟 

實驗方法一︰ 

1.分別把自來水及蒸餾水煮沸 

2.加入適量的鹽直至鹽水飽和 

3.把鹽水倒入玻璃瓶，並把多餘的鹽粒用魚湯袋濾出 

4.把玻璃瓶內的溶液慢慢冷卻，使晶體析出 

5.把晶體放在顯微鏡下觀察 

 

實驗方法二︰ 

1.分別把自來水及蒸餾水放置在室內靜止一段時間 

2.加入適量的鹽直至鹽水飽和 

3.把鹽水倒入玻璃瓶，並把多餘的鹽粒用魚湯袋濾出 

4.等待玻璃瓶內的溶液慢慢蒸發，使晶體析出 

5.把晶體放在顯微鏡下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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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實驗結果 

實驗一︰ 

我們發現利用大溫差的方法，只需要用很短的時間就在玻璃瓶底鋪滿了一層雪白的鹽粒，

這些鹽粒的形狀大小與我們日常所見的差別不大，再把瓶蓋蓋上靜置數天，在原來雪白的鹽粒

上又結出了少許形狀不一的鹽結晶。 

 

實驗二︰ 

我們發現利用自然蒸發的原理，鹽析出的速度很慢，由於第一次製作時，天氣經常下兩

又潮濕，溶液經過了一個星期的自然蒸發都没有變化。其後，我們把溶液放置於冷氣房裏，又

等了一個星期，結果同樣是令人感到失望。最後，我們把溶液放置頂層没空氣的小房間內，溶

液蒸發的速度加快了，很快就出現一種新的鹽結晶︰正方形的，透明或半透明的。 

下面將會加插照片說明︰ 

 

七. 研究照片 

 

 

 

把鹽溶解在不同溶液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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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一)利用大溫差

的方法，很短的時間

就在玻璃瓶底鋪滿了

一層雪白的鹽粒 

 

 

(實驗一)靜置數天，

在原來雪白的鹽粒上

又結出了少許形狀不

一的鹽結晶。 

 

(實驗二)利用自然蒸

發的原理析出的蒸餾

水(右)與礦泉水(左)

的鹽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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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餾水(下)與礦泉水

(上)中不同大小的鹽

結晶對比。 

 

利用顯微鏡觀察不同

結晶體的結構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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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顯微鏡下蒸餾水中

的鹽結晶。 

 

在顯微鏡下礦泉水中

的鹽結晶。 

 

特殊組結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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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餾水中的鹽結晶

(中間)、礦泉水中的

鹽結晶(左)與特殊組

(右)對比。 

 

 

八. 研究結論 

通過實驗一的結果，我們發現利用較大的溫差，鹽結晶只需要用一分鐘的時間迅速析

出，但析出的鹽與原來的並没有明顥差別。其後把瓶蓋蓋上靜置數天後，又再析出一層

不同的結晶，所以我們大膽估計，利用溫差的方法應該是可行的，但降溫的速度不能太

快，否則析出的鹽與原來的並没有大分別。 

我們把實驗一分成兩個階段去看，第一階段是把沸黱的鹽溶液停止加熱並倒入常溫下

的玻璃瓶，攝氏 100 度的溶液與常溫下的玻璃瓶發生熱傳遞，很短時間內把兩者之間的

溫度達致平衡，這個過程的時間很短，可能只需幾秒，所以鹽飽和溶液會迅速變成過飽

和，把多餘的鹽析出。我們猜想是由於時間太短，鹽只能變回原來的樣子。爲甚麼我們

會把時間考慮在內呢﹖原因是因實驗一的第二階段發生了。 

實驗一的第二階段，雖然鹽溶液和玻璃瓶的溫度達致平衡，但它們的溫度仍比室溫高，

所以溫度仍然會下降，不過速度會減慢得多了。隨着溶液的溫度下降，飽和溶液變成過

飽和溶液，過飽和的鹽會隨着時間析出。就我們觀察所得，此時再析出的鹽結晶樣貎已

經變得不一樣，就我們觀察所得新結出的鹽結晶，小小的正正方方，有呈半透明，大部

份中間還有一個明顯的「X」圖案。 

根據實驗一的推斷，是可以通過溫差而重製食鹽結晶，但要令鹽結晶得出新的樣貎，

除了需要溫度差異外，還需要「時間」，溫度下降得太急，就不能析出原日常所見不一樣

的鹽。 

通過實驗二的結果所得，利用自然蒸發的原理，是較容易得出理想中的鹽結晶，但亦

有兩項缺點，其一是自然蒸發所需時間較長，天氣的不穩定對實驗長短有着重要的影響。

我們在實驗二中，同樣地製作了自來水以及蒸餾水的飽和溶液，但第一次進行實驗時屬

於初春時節，天氣經常下雨及較爲潮濕，所以實驗二一直没有顯著進展。其後，把鹽溶

液放到冷氣房內一星期，結果也是一樣。後來，我們把鹽溶液放到頂層没冷氣的小房間

內，由於天氣開始轉熱，溶液蒸發速度加快，隨着溶液越來越少，所析出的鹽結晶就越

多了，它們在容器的周圍分別結出了一顆顆透明、或半透明的鹽結晶，而且它們的中間



 

8 
 

大部份都有一個「X」的圖案，實驗的預期效果已經達到了，我們再把結晶放到顯微鏡下

觀察，其後我們又引出一個猜想，能否繼續用同樣的方法，把結晶體的體積進一步增加﹖

所以實驗的延續仍正在進行中。 

 

九. 總結 

這次實驗的過程，讓我們發現要順利結出理想中的鹽結晶，「時間」是重要的關鍵。 

此外，我們發現不論是自來水還是蒸餾水，實驗得出的鹽結晶中間都出現「X」的圖

案，讓我們引起聯想，爲甚麼是「X」呢﹖怎麼不是「Δ」或其他圖案﹖另外，在其中一

個容器內，我們發現了唯一不同的「鹽結晶」，這一發現激發了我們無限的猜想。在實驗

二中，其中一個容器所結出的鹽結晶竟然是全透明的，像是一塊塊小正方形的玻璃一樣，

結晶的中間連「X」圖案都没有(我們稱這一組實驗爲「特殊組」)。這一發現，與我們的

實驗假設存在差異。所以我們與指導老師尋找、閱讀資料，希望能找答案找出來，解除

我們心中的疑惑。 

在閱讀別人的實驗時，我們發現鹽結晶的圖案是與結晶體初始形成時的「表面張力」

有關，除此之外，我們發現了鹽水的濃度不同，生成的結晶形狀也會存着一點點不同的

差異。基於「表面張力」這一個理論，我們再次觀察盛載着「特殊組」的容器，仔細發

現下，這一個容器表面有着一層薄薄油。致於這層油的由來，我們實屬無從稽考，但如

果將「表面張力」的理論套用於「特殊組」的實驗結果中，應該是油改變了結晶體的表

面張力，而導致「特殊組」的形成。 

 

十. 研究感想 

在做這次實驗之前，鹽在我們腦海裏的形象就是一般超市裏面賣的，一顆顆白色的，

可能是大的粗的，也可能少的幼的，或許偶爾還有粉色的。但「規則形狀」這詞我從來都

不覺得它跟鹽是有關係的。但在完成這次實驗研究以後，完全顛覆了過往我對「鹽」的所

有認知。在這次的實驗中，老師首先告訴了我們甚麼叫做結晶，我們怎樣才能做出一個鹽

結晶，以及我們最後會通過顯微鏡觀察鹽結晶的內部結構，結構？鹽的結構有甚麼特別？

在老師說的時候，我們感到非常的有趣和新奇，因為我們並不知道鹽的結構究竟有甚麼特

別的。 

按照我們閱讀相關資料後，就開始進行實驗，但第一次的實驗失敗了。我們很疑惑為

甚麼會失敗，我們明明就一步一步來，完全按照計劃中的步驟進行，沒錯啊！我們失敗的

原因是甚麼呢？後來，經過不斷查找資料，以及了解鹽結晶形成的原因，通過觀察周圍的

各種的環境因素，以及不斷的嘗試，最終我們找到了失敗的原因。原來我們只着重於鹽結

晶的實驗過程，可是我們忽略了很多外在的因素。第一次的實驗時水的溫度不夠高，這令

鹽的溶解度不夠高，同時又因為天氣潮濕，不斷下雨，空氣濕度太高了，使鹽水不能蒸發，

潮濕的空氣反而增加了水分，使析出的鹽結晶再次溶回水中。 

尋找失敗原因的過程令我們獲益良多，原來結晶受這麼多因素影響啊！不單單是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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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與溶解度的就夠，還要注意這麼多的外在因素有關啊，在做實驗的時候理論不是萬能

的，很多的外在因素都是會影響結驗結果的，而這些小小的因素累在一起可能便會使你的

實驗失敗。 

終於在下一次的實驗時，我們成功了，在成功做出鹽結晶後，我們還學會了怎樣用顯

微鏡，我們觀察了兩種不同水質下形成的鹽結晶，並比較它們的分別，第一種是自來水中

的鹽結晶，它有很多層，像是由很多個正方形圍起來一樣，估計因為自來水中含有很多的

雜質，所以鹽水在結晶的時候便圍繞着，一層一層的結晶，看起來非常的雜亂。第二種是

蒸餾水中的鹽結晶，因為蒸餾水是純淨水，它的結晶是外面有一個正方形，裏面是一個完

整清楚的 X圖案。這個實驗非常的有趣，我們在實驗中除了學到了制作結晶體以外，還學

到了原因影響結晶成形的外地因素是這麼多的，在做實驗時以及後續要注意的事情有這麼

多，而不是單單要注意實驗過程。 

 

 

參考資料 

1. 松山工農化工科(2010)，結晶之邁耶定律 

2. 曾繁揚、曾柏綸、彭鈺雯，食鹽結晶的觀察，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

https://www.shs.edu.tw/works/essay/2018/03/2018033111110329.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