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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探討碳酸水對水生植物系統影響之研究 

一、摘要： 

本研究為探討碳酸水對水生植物生長影響之研究，我們選用水蘊草及金魚藻進行實驗組

及使用未加入二氧化碳的對照組進行實驗。並測量水中 pH 值及溶氧量變化進行比較，並觀

測到放入碳酸水中的水草，在實驗結束時水中的 pH 值會上升，表示其二氧化碳被分解而使

水趨於中性；溶氧量則不一定會增加。並進行在水中加入溶質及不同色光之研究，在水中加

入溶質須配合不同種類水草進行區別；而色光實驗與推測相同，紅光和藍光能使水草反應較

好。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有次上課時聽老師提及「開水不能養魚」是因為水中沒有氧氣而無法生存；我們進而聯

想到靠著二氧化碳製造養分的水生植物，那是否在二氧化碳量更多的碳酸水中反應得更好?

經查閱相關文獻後，發現碳酸水對水草的生長有其相關性，因此想了解若直接於水中打入二

氧化碳是否能讓水草反應更佳，加速吸收二氧化碳，排出氧氣的過程。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探究目的 

(一) 探討水生植物在不同濃度碳酸水中之光合作用情形。 

(二) 研究碳酸水中加入溶質對水生植物光合作用之影響。 

(三) 研究不同光對碳酸水中的水生植物之影響。 

(四) 探討水生植物在碳酸水中吸收及反應。 

二、實驗假設 

(一) 推測加入的二氧化碳的量需在特定範圍內，並過少二氧化碳可能使植物光合作用反

應速率變慢；而過多二氧化碳則可能會使其光合作用效能變低。 

(二) 若在水中加入少量的鹽分對水草對無害，並可能加速水草的反應速度。想測試能在

水中加入多少食鹽依然可讓水草生長，並且不會使水草死亡。並且因選用水蘊草及

金魚藻兩種水草，推測對兩種反應較佳的鹽分濃度應不盡相同 

(三) 水草中的葉綠素主要使用藍光及紅光進行反應，對水草反應較佳；綠光則因被葉綠

素反射而較無法吸收利用。  

(四) 在碳酸水中水草能夠吸收二氧化碳並產生氧氣，並且與對照組相比確實有加速反應

及光合作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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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實驗器材 

 
物品名稱 使用數量 用途 

水草 - 進行實驗 

玻璃罐 - 進行實驗 

水草缸 - 飼養水草 

溶氧量測定機 1 個 測定水中溶氧量 

pH 值測定機 1 個 測定水中 pH 值 

相機 1 台 進行實驗 

打氣機 1 個 進行實驗 

碼表 1 個 進行實驗 

蒸餾水 - 進行實驗 

溶質 - 進行實驗 

照明燈 1 盞 維持水草照明 

滴管 - 進行實驗 

量杯 - 進行實驗 

二、實驗方法 

（一）實驗環境：在溫差較小的室內進行實驗，以免溫差使碳酸水中的二氧化碳增加或流

失，並使用玻璃罐裝入碳酸水及水草進行實驗，為防止氣體流失使用鋁

箔紙封住罐口並上蓋子以減少實驗誤差。為使水草不會有特定時間停止

反應而造成數據上的不準確，實驗時應保持照明。在測量 pH 值及溶氧

量時使用自製固定器，使儀器懸空於玻璃罐中，使其不碰底避免數據不

穩定，或儀器因進水或直接接觸底部而造成儀器損壞及對數據的影響。 

（二）實驗過程：實驗前測量水草克數及檢查有無枯萎，若水草重量不一，修剪其使水草

克數相同；有生病或繁殖期，應暫停實驗調整或觀測水草的生長情況。

在實驗前觀察水草生長情形及狀況，確認無可能使實驗不準確之變因

後，於罐內貼壁加入 250 克的碳酸水，並避免晃動、撞擊使二氧化碳流

失。實驗時懸空不碰壁、底。為配合不同實驗使用不同量的 pH 值，改

變碳酸水放置時間，或加入所需用品進行研究。 

分成三組進行實驗架設，分別為：無水草對照組、金魚藻實驗組、水蘊草實驗組進行實

驗。實驗時以拍照記錄水草與碳酸水的反應情形，並以手機錄影觀測水草的反應過程，

進行實驗記錄。首先在未放入水草時測量初始 pH 值及溶氧量，將水草置於玻璃罐一小

時後使用儀器測量 pH 值及溶氧量，之後每 1 小時紀錄一次，每次紀錄時將兩隻儀器不

表一、實驗器材與設備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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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底立於罐中計時 2 分鐘後紀錄數據。我們推測頻繁拆開鋁箔紙可能使二氧化碳流出氧

氣流入，在此不計，今後將會對加蓋是否會對實驗產生影響進行進一步研究，可能會差

多少值以利我們確定開蓋對實驗準確性產生的影響。實驗前段約 2-3 小時為緩衝期，以

避免數據尚未穩定的情況產生。最後統整數據平均值，製作成圖表進行比較。 

 

 

 

 

 

 

三、實驗過程 

(一) 探討水生植物在不同濃度碳酸水中之光合作用情形 

此實驗中，先使用打入了固定量碳酸水進行實驗，發現和我們推測一樣，使用

碳酸水養水草的反應能夠更快；在之後的實驗中想嘗試設立兩組飼養在一般水中的

水蘊草及金魚藻進行比較。在目前的實驗中，我們設置無水草對照組，用此來觀測

並對比有水草實驗的反應是否符合推測或有不穩定的情形產生，並以此作為基準。 

並在實驗後確定不論有水草實驗組或無水草的對照組 pH 值將一定會上升，不

僅因為碳酸水中二氧化碳會隨時間流失；有水草實驗組的水草反應，必會使 pH 值

上升，若有 pH 值在結束實驗時叫出使 pH 值更低應是實驗產生誤差，若有此情形

本次實驗將不量入計算；此外溶氧量並不一定會上升，若溶氧量下降可能是因為水

草反應時須使用的氧氣大過或等於水中原有及水草反應所產生的氧氣，表示此實驗

的架設方式並不能使水草反應更多氧氣；或使水草需要更多氧氣才能存活；亦可能

為初始設置時二氧化碳提供不足。 

(二) 研究碳酸水中加入溶質對水生植物光合作用之影響。 

實驗中打入全滿定量的二氧化碳製作碳酸水，並在水中分別加入 0.25 克、0.5

克、0.75 克的食鹽進行研究。 

 

 

 

 

 

 

 

 

 

圖一、實驗架設示意圖(此圖為水蘊草實驗組)。 

圖二、不同溶質對碳酸水的 pH 值變化圖 

(食鹽、水蘊草)。 

圖三、不同溶質對碳酸水的溶氧量變化圖 

(食鹽、水蘊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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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二可觀察到，數據升高最多的為加入 0.25 克食鹽的水蘊草，pH 值升高

1.08；升高最少為加入 0.5 克食鹽的水蘊草，pH 值升高 0.9。從實驗結果來看 pH

值皆為上升，符合推測，並得知加入少量的食鹽在短期內對水草能夠加快反應，但

三者數據差並不多，推測水蘊草加入食鹽都能有較好的反應。 

圖三中初始數據並不穩定，撇除前三小時的緩衝期，後方數據較為穩定，但 0.75

克食鹽的溶氧量到後期卻逐漸下降，可能是因過多的食鹽使得需要更多養分支撐。 

 

 

 

 

 

 

 

 

 

可以從圖四中得知，在金魚藻中加入 0.5 克的食鹽能使 pH 值上升最高，pH 值

上升了 0.32，和水蘊草最高上升 1.08 相比來比少。 

圖五中溶氧量數據並不穩定，扣除前三小時緩衝期後，數據較為穩定，可以發

現三者的溶氧都有逐漸上升的情形，其中以 0.75 克食鹽的實驗組為增加最多溶氧

的，上升了 0.4。 

小結：pH 值的部分水蘊草較金魚藻變化來的明顯，並在水蘊草實驗中得知，此種

植水蘊草時使用食鹽皆能使三者在短期內反應加快；而金魚藻在此部分則是

反應皆不明顯，因水草種量不同，加入食鹽也會對不同水草產生不同影響。

溶氧量的部分雖較不穩定，但在設置三小時的緩衝期後皆能使數據較穩定。 

(三) 研究不同光對碳酸水中的水生植物之影響 

實驗中使用紅色、藍色、綠色三色玻璃紙包於玻璃罐外進行實驗，實驗時保持

充足照明。 

 

 

 

 

 

 

 

 

圖四、不同溶質對碳酸水的 pH 值變化圖 

(食鹽、金魚藻)。 

圖五、不同溶質對碳酸水的溶氧量變化圖 

(食鹽、金魚藻)。 

圖六、不同光對碳酸水的 pH 值變化圖 

(三色光、水蘊草)。 

圖七、不同光對碳酸水的溶氧量變化圖 

(三色光、水蘊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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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六中得知，能使水蘊草吸收利用最快且反應的為藍光，接著為紅光、綠光，

這與我們文獻中得知葉綠素主要使用紅光和藍光進行反應此條相符，確實可使水草

反應加快，pH 值更快上升。 

圖七中在緩衝期過後數據趨於穩定，雖無法明顯看出何者使溶氧量增加最多，

但藍光的反應明顯和紅光與綠光有相差。 

 

 

 

 

 

 

 

 

 

從圖八可以看到，若是使用金魚藻進行實驗，紅光的反應會大過於藍光，此和

水蘊草相反，可由此證明不同種類的水草所適用的波長光不一，需依照各種水生植

物進行不同比較，也會因此種植物的顏色所需不同的波長光而產生變化。 

圖九中和水蘊草相同的是，溶氧量反應做好的皆為藍光，但紅光和綠光卻相反，

推測照率光的金魚藻是否可能因反應較慢，而使用的氧氣較少所以產生溶氧量較高

的情形。 

小結：進行完實驗後我們發現，其共通點為能加速反應或反應較好的皆為紅光和藍

光，反應較慢的為綠光，此和文獻中的描述相符，紅色與藍色的波長光能使

水草加快反應速率，使實驗每次的差距更加明顯，也更好觀察數據的變化。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結論： 

實驗後我們發現，碳酸水確實能在短期內加快水蘊草及金魚藻的反應速度，若要長期以

碳酸水種植水生植物，須配合不同種水生植物進行外部環境的調節：像是溶質(食鹽)，有些植

物能夠接受較高的鹽分也能夠存活，但想加快反應並使其存活應需要調整每種植物並配合其

特性。此外，在不同光的實驗中得知，紅藍兩種色光對水草的生長較好，這在數據上是相近

的。今後希望在進行不同二氧化碳量的實驗後一一排列出二氧化碳量所對應的 pH 值，並找

出能使水草長期存活也不會產生溶葉、枯萎情形的最佳二氧化碳量。並在二氧化碳量為加的

情況下增加一些能使水草反應變快的光源或加速其反應的物質。 

預計逐漸拉長實驗時間並持續進行實驗，拉長水草生活在碳酸水中的時間，使其若在之

後要將複數水草放入大草缸內養時能適應環境並存活。實驗最後統整出較為完整的圖表進行

比較，希望能由以上實驗歸納出能讓光合作用及反應速度加快的生長環境及其他物質與因素。 

圖八、不同光對碳酸水的 pH 值變化圖 

(三色光、金魚藻)。 

圖九、不同光對碳酸水的溶氧量變化圖 

(三色光、金魚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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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應用： 

碳酸水可以使水草生長得更好。當我們把二氧化碳加入水草缸時，裡頭的水草彷彿起死

回生一般，開始不斷地從葉片冒出大量的氣泡，且更加翠綠了起來。一開始就先研究好何種

生長條件和外在因素會對水草產生不同的影響，這樣不但省下特地去照顧的心力，定量的碳

酸水也能夠使水草反應較快、更加快速的成長，同時避免了不適當因素對水草造成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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