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高中（職）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鈦不可思議-奈米鈦對除臭之探討

一、摘要

奈米鈦是光觸媒，在紫外光照射下有許多功效，而我們試著用放電加工機來製作奈米鈦膠

體，透過改變不同參數，找到最佳的奈米鈦膠體是在放電時間為150微秒、停止放電時間50

微秒、電流在分級為1，並在除臭實驗時證明它有除臭之功效。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每次在廁所時，時常會聞到異味，然而平常放在廁所的芳香劑並沒有讓它的味道去除，只

是把香氣及異味中和在一起，讓味道變得更加詭異，於是我們就在思考說有沒有甚麼東西

可以單純把臭味分解掉。透過網路查詢後，我們發現部分的奈米材料具有除臭功能，而我

們選擇其中的奈米鈦來進行研究。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利用電火花放電法製備奈米鈦並進行分析，尋找最佳參數的奈米鈦膠體

(二)探討製備出來的奈米鈦膠體對消除臭味是否有效果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研究設備及器材

1.設備

名稱 放電加工機 雷射散射儀 紫外光/可見光分

光光譜儀

電磁攪拌器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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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器材

鈦金屬線材、燒杯、磁石、去離子水、計時器、3D列印治具、閃爍計數瓶、微量吸管、培

養皿、噴霧罐、紫外光手電筒、滴管、棉花

(二)、探探究方法

電火花放電法—製作奈米鈦

1.在放電加工機中，我們利用兩極通電的方式將正負電極棒破壞產生奈米顆粒，把鈦線變

成奈米鈦，利用奈米四大特性中的表面效應讓它的催化能力能夠急速增長。

2.設定變因

放電加工機中在五分鐘內放電時間為50、100、150、200微秒、停止放電時間為50、100、

150、200微秒以及電流分級為1、2、3時，奈米鈦膠體對紫外光吸收度的峰值。

表一、電流分級設定與電流對照表

電流分級設定 0 1 2 3 4 5 6 7

電流(安培) 0.00 3.04 6.32 8.80 11.80 17.20 25.60 28.00

3.實驗步驟

圖一、電火花放電法流程圖

儀器分析

1.雷射散射儀

(1)儀器用途：將製作出來的奈米鈦膠體分別做粒徑大小及介達電位的分析。

(2)以參數在放電時間為50微秒、停止放電時間為50微秒、電流在分級為1的奈米鈦膠體為例

，從圖二可知，奈米鈦顆粒粒徑大約為67.12奈米，符合奈米科技的範圍(1~100奈米)，而從

圖三可觀察到平均電位約為-58.8mV(大於絕對值30mV懸浮穩定度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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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顆粒粒徑分析圖                                       圖三、介達電位分析圖

2.紫外光/可見光分光光譜儀

(1)當奈米鈦膠體符合奈米科技後，因為再利用紫外光/可見光分光光譜儀得到出奈米產物的

光譜特性，進而找到最佳奈米鈦的數值。

(2)紫外光/可見光光譜儀可測得奈米鈦膠體每一奈米的波長(橫軸)所得到的吸收度(縱軸)，

以參數在放電時間為50微秒、停止放電時間為50微秒、電流在分級為1的奈米鈦膠體為例，

如圖四，左邊最高的吸收度因為受空氣影響因此不採計，而我們從這個折線圖找出第二高

的的峰值，並記錄吸收度0.129、波長290奈米在試算表中。

圖四、奈米鈦膠體對紫外光的吸收度分析圖

(3)利用這個方法，對所有用放電加工機出來的奈米鈦膠體一一分析，然後把所有數據用試

算表表格給來加以統整。

3.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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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所有奈米鈦膠體用雷射散射儀和紫外光可見光分光光譜儀分析後用表格表示(放電時

間-停止放電時間-電流分級)。

表二、不同參數下奈米鈦的分析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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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討論

(1)電流分級為3、放電時間為200微秒時因為放電的時間增加而使溫度太高讓線材使治具融

化，線材無法對準，導致無法形成通路，無法製成良好的奈米鈦膠體。

(2)最佳奈米鈦膠體

從表二到表十二，我們無法從吸收度看出任何的趨勢，我們認為放電時間雖然越長越好，

但時間過長可能導致沉澱，同理停止放電時間也會有相同的原因。而電流的變化在分析中

也沒有任何趨勢，因此我們將吸收度最高，也就是放電時間在150微秒、停止放電時間在50

微秒且電流在分級3時，有最佳的奈米鈦膠體。

除臭實驗

1.我們將製作出來的奈米鈦膠體應用做除臭實驗，因為廁所的異味大部分為氨氣，因此我

們用氨水來進行除臭實驗。

2.因為氨氣跟鹽酸反應會產生白煙( + → )，而為了證實奈米鈦能夠分解氨氣，𝑁𝐻
3
𝐻𝐶𝑙 𝑁𝐻

3
𝐶𝐼

進一步達到有除臭效果。我們用相同的克數的鹽酸與氨水來進行實驗。對照組為蒸餾水，

實驗組則用放電時間在150微秒、停止放電時間在50微秒、電流在分級3的奈米鈦膠體來進

行實驗。

3.材料

奈米鈦膠體、蒸餾水、鹽酸10毫升、氨水10毫升、燒杯2個、紫外光手電筒、滴管2個、棉

花、培養皿兩個

4.實驗步驟：

(1)將奈米鈦膠體與水分別噴在不同燒杯杯壁上(量一致)

(2)將兩個棉花放在培養皿上，並將氨水分別滴10毫升在棉花上

(3)將燒杯倒置蓋住培養皿並放置三分鐘使氨水揮發成氨氣，並讓奈米鈦膠體分解氨氣

(4)同時紫外光照射燒杯

(5)接著將燒杯微開，滴完10毫升鹽酸馬上將燒杯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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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過數分鐘，觀察實驗結果

5.由實驗結果我們可看到由左到右對照組(水)的白煙比實驗組(奈米鈦)還多許多，而更可以

看出明顯的煙霧變化。因為奈米鈦是光觸媒，在紫外光的照射下會產生電子與電洞，繼而

分解氨氣，產生無害的水和二氧化碳，因此氨氣的量減少，能和鹽酸反應的就不多，白煙

也因此減少。

表三、不同奈米鈦的效果(白煙程度濃到稀)

水 奈米鈦(100-150-3) 奈米鈦(50-150-2) 奈米鈦(150-50-3)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在我們探討的範圍中，最佳奈米鈦膠體參數為150-50-3的奈米鈦對氨氣的分解有最佳效

果

(二)未來希望能夠將奈米鈦膠體噴在廁所牆壁上，將廁所的臭味淡化至消除，不但無害的

將臭味消除，還因為是催化劑，沒有消耗的問題，能夠持續使用

六、參考資料

(一)、郭瑞年教授•奈米物理簡介，清華大學物理系

(二)、鍾孟雲(2015)•電火花放電法製備奈米金/銀膠體參數與懸浮穩定性及奈米銀應用於黑麴

黴抑制之研究

(三)、呂宗昕、吳偉宏(2004)•奈米科技與二氧化鈦光觸媒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