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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氧化亞銅竟可以測量濃度?氧出更多知識 

一、摘要 

利用硫酸銅、葡萄糖、氫氧化鈉、加水後製造出氧化亞銅，並且找出糖、鹼

與製造氧化亞銅的黃金比例接著以自製的氧化亞銅檢測雙氧水濃度。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起初我們對氧化亞銅的了解只有它會使人中毒，並且我們對於他們實質作用

與如何製作大量且品質良好的氧化亞銅沒有任何了解，並且在知道其可以大

量溶解於鹽酸後，我們決定研究其溶解度性質並且利用此性質來量測液體濃

度。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目的: 

(一)、尋找氧化亞銅的最佳產量 

I.葡萄糖 

II.氫氧化鈉 

(二)、尋找氧化亞銅較不容易氧化成氧化銅或還原成銅的方法 

I.葡萄糖 

II.氫氧化鈉 

(三)、將氧化亞銅溶於鹽酸中製成檢測液檢測雙氧水濃度 

假設: 

I.對於葡萄糖，我們認為產物的多寡與葡萄糖濃度相關，因葡萄糖為還原糖因

此我們推論葡萄糖濃度越高可以得到越多氧化亞銅。 

II.對於氫氧化鈉我們認為其濃度（氫氧根）濃度越高可獲得更多的氧化亞銅。 

III.另外我們認為不同劑量所生產出來的氧化亞銅在空氣中存在的時間不會差

異過大。 

四、探究方法與實驗步驟 

(一)研究設備與器材 

I.離心管、燒杯、sample 瓶、抹布、微量吸管、洗滌瓶、磁石、量筒、鑷子、

錐形瓶 

II.五水硫酸銅、葡萄糖、氫氧化鈉、酒石酸鉀鈉、雙氧水、EDTA、酒精 

III.電子天平、磁石攪拌器、離心機、烘乾機、分光光度計 



第 I 部分 第 II 部分 

 

電子天平 磁石攪拌器 烘乾機 離心機 

(二)實驗方法 

I.為了製造出氧化亞銅我們參考了斐林試劑的實驗將五水硫酸銅+水和氫氧化鈉+

酒石酸鉀鈉+水分別裝在兩瓶不同的錐形瓶中，待攪拌溶解完全後再將兩瓶混

合，接著將其靜置至反應完成後將其離心一次再倒掉上層液，再拿去烘乾即可

獲得氧化亞銅。 

ll.依照此方法再經由調控氫氧化鈉或葡萄糖的多寡，進而找出能產生最多且較

好保存的氧化亞銅的最佳比例。 

III. 為了檢測雙氧水濃度，我們利用了氧化亞銅會在鹽酸中溶解的而銅離子不會的

特性作為試劑，再透過雙氧水的強氧化性和鹽酸螯合 EDTA 的能力來檢驗滴入雙氧

水後的透光率變化用以檢測雙氧水濃度。 

 

(三)實驗步驟 

1.製備氧化亞銅 

在一開始的實驗，為了找出能產出氧化亞銅的比例，我們使用試管作為反應的

容器，並在每根試管中添加同樣斐林試劑的量，但加入不同比例的葡萄糖，反

應結束後發現雖然顏色都大致相同，但可觀察出些微的顏色漸層變化 

斐林試劑比

例 

35 g 酒石酸鉀鈉+10 gNaOH+100 mL H2O 和 7 g 五水硫酸銅

+100 mL H2O 

斐林試劑 2.5 mL 

葡萄糖 1 g 2.5 g 5 g 10 g 20 g 

顏色 黃 紅 



 

  

反應中期 反應完成 

 

因為理想中反應完的顏色應該是偏紅棕色，因為黃色代表著溶液中尚有許多未

形成氧化亞銅的亞銅離子，於是想說應該是斐林試劑的添加過少導致無法形成

氧化亞銅，於是下個實驗選擇改變添加斐林試劑的量。 

斐林試

劑 

5 mL 10 mL 15 mL 20 mL 25 mL 5 mL 

葡萄糖 1 g 0 g 

顏色 紅色 紅棕 藍色 

從此實驗中可觀察出在同為 1 g 葡萄糖的情況下，

斐林試劑添加得越多越容易促成氧化亞銅的產

生。 

 

 

接著，因為在調配斐林試劑時會需要加入不少的酒石酸鉀鈉，於是思考著如果

不添加的話會對結果造成影響嗎?就製作了一組變因為酒石酸鉀鈉的有無的實

驗。 

酒石酸鉀鈉 有 無 

溶液(初始反應時) 較澄清 較混濁 

從實驗中也得出其實酒石酸鉀鈉是為了避免反應中有產生，進而增加其反應速

率，但是其實在時間足夠的情況下，是可以節省這其中的成本。 

 

為了能更明顯的比較產量的多寡，我們不再少量添加斐林試劑，而是將調好的



斐林試劑全部使用，實驗的容器也從試管換成了錐形瓶而且開始從斐林試劑的

比例開始調整，首先固定五水硫酸銅與葡萄糖的比例，再將氫氧化鈉分別以

6、8、10、12、14 g 的比例去做。 

氫氧化鈉 6 g 8 g  10 g 12 g 14 g 

氧化亞銅 1.03 g  1.15 g 1.6 g 1.11 g 0.74 g 

由此可得之 10 g 氫氧化鈉的產量最大，但是產出來的氧化亞銅不一定是好保存

的，因為在實驗中發現若反應完後不立即離心烘乾，溶液內的氧化亞銅會被還

原成氧化銅，於是做了一組是將葡萄糖以 5 g 、10 g、15 g 的比例做的實驗。 

 

葡萄糖 5 g 10 g 15 g 

經搖晃後是否有

附著 

無 有 無 

 

 

5 g 葡萄糖 10 g 葡萄糖 15 g 葡萄糖 

經過這些實驗後找出了目前我們能產出最大量且最好的比例就是 5 g 五水硫

酸銅+10 g 葡萄糖+100 mL 水和 10 g 氫氧化鈉+100mL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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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雙氧水檢測 

I.將 0.1 g 氧化亞銅加入 sample 瓶中並加入 6 M 鹽酸 3 mL 

II.均勻混和後分別加入 1/10、1/20、1/30、1/40、1/50、1/60，1/70、1/100 

0.05 mL 的雙氧水並加入 2 mL 水後加入 EDTA 使其螯合水中銅離子 

III.各取 1 mL 放入比色槽中再透過分光光度機繪製檢量線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四)結論 

在本次實驗中使用的材料有硫酸銅、葡萄糖、氫氧化鈉、酒石酸鉀鈉、鹽酸

等。 

 

為了製造氧化亞銅，我們參考了斐林試劑的實驗，將硫酸銅和氫氧化鈉分別

溶解在水中，然後混合並等待反應完成後，進行離心、烘乾等步驟來獲得氧

化亞銅。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藉由調控葡萄糖和氫氧化鈉的濃度來找出製造



氧化亞銅的最佳比例，結果發現 10 克葡萄糖與 10 克氫氧化鈉為產量最大並

且在空氣中最不容易在空氣中被氧化的組合。 

此外，我們還利用氧化亞銅作為試劑來檢測雙氧水的濃度。具體來說，我們

利用氧化亞銅可以在鹽酸中溶解，將其作為試劑加入到含有雙氧水的溶液

中，然後透過雙氧水的強氧化性和鹽酸螯合 EDTA 的能力來檢驗滴入雙氧水後

的透光率變化，進而檢測出雙氧水的濃度。 

總結來說，這個實驗的目的是探討氧化亞銅的製備方法和應用，並找出最佳

的製備比例，同時利用其作為試劑來檢測雙氧水的濃度。 

 

註:影片網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