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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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黏又不會太黏-探究便條紙在不同條件下的黏度強弱 

一、摘要： 

本實驗透過改變溫度、接觸到的溶液、放置時間、重覆黏貼次數、乾溼程度及黏貼的

材質，找出可以讓便條紙黏性最好的狀態。實驗後發現，溫度高、泡過酒精、放置時間

短、重覆黏貼次數少以及沒有其他物質干擾背膠黏著的時候，黏度會最高，最不容易掉

落；反之則越容易掉落。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因為整理筆記的需要，所以很常使用便條紙這項文具，在使用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便

條紙有時會變得不黏，有時又會死死扒著課本不放，所以想要了解哪些變因會改變便條紙

的黏度，這樣在保存便條紙時，可以避免保存在會使其黏性變弱的環境。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探究溫度對便條紙黏性之影響 

(二)探究不同溶液對便條紙黏性之影響 

(三)探究放置時間對便條紙黏性之影響 

(四)探究沾黏次數對便條紙黏性之影響 

(五)探究乾溼程度對便條紙黏性之影響 

(六)探究不同黏貼材質對便條紙黏性之影響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圖一、實驗架構圖 

(一)實驗器材： 

便條紙、砝碼、冰箱、烤箱、糖、鹽、酒精、水、吹風機、一般 A4 紙、色紙(霧面粗糙非

蠟光表面)、牛皮紙、圖畫紙、、不織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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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使用的便條紙 

(二)實驗步驟： 

實驗一、探究溫度對便條紙黏性之影響 

1.分別在烤箱(約 50 度)、冰箱的冷藏室及冷凍庫、室溫下各放入五張便條紙。 

2.放置 30 分鐘後取出便條紙。 

3.將砝碼掛在距便條紙底部 1cm 處。 

4.將砝碼掛上後等待 5 秒。 

5.持續增加砝碼(10 公克、20 公克、50 公克)直到便條紙落下。 

實驗二、探究不同溶液對便條紙黏性之影響 

溶液：糖水、鹽水、酒精、自來水 

1.將便條紙浸泡在不同溶液裡 1 分鐘(每種溶液各 5 張)。 

2.室溫下風乾 10 分鐘。 

3.將砝碼掛在距便條紙底部 1cm 處。 

4.將砝碼掛上後等待 5 秒。 

5.持續增加砝碼(10 公克、20 公克、50 公克)直到便條紙落下。 

實驗三、探究放置時間對便條紙黏性之影響 

1.將便條紙黏貼在一般 A4 紙上。 

2.分別放置 12 小時、24 小時、48 小時(各 5 張)。 

3.將砝碼掛在距便條紙底部 1cm 處。 

4.將砝碼掛上後等待 5 秒。 

5.持續增加砝碼(10 公克、20 公克、50 公克)直到便條紙落下。 

實驗四、探究沾黏次數對便條紙黏性之影響 

1.分別重覆黏貼便條紙 5 次、10 次、20 次、50 次、100 次 (各 5 張)。 

2.將砝碼掛在距便條紙底部 1cm 處。 

3.將砝碼掛上後等待 5 秒。 

4.持續增加砝碼(10 公克、20 公克、50 公克)直到便條紙落下。 

實驗五、探究乾溼程度對便條紙黏性之影響 

1.先將便條紙浸泡在水裡 5 分鐘。 

2.使用吹風機吹乾 30 秒、60 秒、90 秒(各 5 張)。 

3.將砝碼掛在距便條紙底部 1cm 處。 

4.將砝碼掛上後等待 5 秒。 

5.持續增加砝碼(10 公克、20 公克、50 公克)直到便條紙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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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六、探究不同黏貼材質對便條紙黏性之影響 

材質：一般 A4 紙﹑色紙、不織布、牛皮紙、圖畫紙 

1.將便條紙分別貼在不同材質的紙上(各 5 張)。 

2.將砝碼掛在距便條紙底部 1cm 處。 

3.將砝碼掛上後等待 5 秒。 

4.持續增加砝碼(10 公克、20 公克、50 公克)直到便條紙落下。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實驗一： 

 

圖三、溫度對便條紙黏性之影響。(* = p < .05, ** = p < .01) 

由圖三實驗結果可看出，放置在溫度高的環境底下的便條紙，需要較重的砝碼(約 170

公克)方可使其掉落，隨著放置溫度逐漸降低，使便條紙脫落所需砝碼重也逐漸降低，可能

因為高溫使便條紙的膠融化，與紙張的附著程度隨之提高 ，而低溫環境則使便條紙背膠硬

化，不利黏貼。以室溫(約 26 度)為對照組，冷藏(約 5 度)和冷凍(約-18 度)以 T 檢定分析皆

有顯著差異。 

實驗二： 

 

圖四、探究不同溶液對便條紙黏性之影響。(* = p < .05, ** = p < .01) 

由圖四可看出，以自來水為對照組，分別泡過糖水、鹽水和酒精的便條紙黏性以 T 檢定

分析皆有顯著差異。泡過酒精的便條紙需要較重的砝碼(約 214 公克)使其掉落，推測因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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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做為除膠劑使用，其除膠的原理是使膠融化，可以呼應到實驗一的結果：背膠略融

化時黏性會變大，所以泡過酒精的便條紙才會需要較多的砝碼使其掉落。 

實驗三： 

 

圖五、探究放置時間對便條紙黏性之影響。(* = p < .05, ** = p < .01) 

由圖五可看出，黏貼時間 24 小時和 48 小時兩組數據經 T 檢定分析後並無顯著差異，分

別約需 184 公克及 168 公克的砝碼使其脫落，顯示便條紙在黏貼 24 小時後黏性會維持穩

定，而黏貼時間 12 小時和 24 小時兩組數據有顯著差異，黏貼 12 小時的便條紙平均需要

314 公克砝碼才會脫落，顯示新鮮黏貼的便利貼黏性較強。 

實驗四： 

 

圖六、探究沾黏次數對便條紙黏性之影響。(* = p < .05, ** = p < .01) 

由圖六結果可知，重覆黏貼 5 次的便條紙，約需施力 230 公克使其脫落，隨著重覆黏貼

次數增加，使便條紙脫落所需的施力逐漸下降，至重覆黏貼 100 次時，僅需施力 124 公

克，便條紙便會脫落，整體結果看來，重覆黏貼越多次的便條紙，越容易脫落，以重複黏

貼 5 次為對照組，重複黏貼 50 次及 100 次的便條紙黏性經 T 檢定分析發現皆有顯著差異。

推測是因為每次撕起便條紙時，部分膠體會殘留在黏貼的物體上，便條紙背餘下的膠體越

來越少，使其黏度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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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五： 

 

圖七、探究乾濕程度對便條紙黏性之影響。(* = p < .05, ** = p < .01) 

         探究乾濕程度對便條紙黏性之影響時，實驗結果如圖七所示，以吹風機吹 60 秒的便條

紙為對照組，用吹風機吹 30 秒的便條紙與其有顯著差異(以 T 檢定分析)。用吹風機吹 90 秒

的便條紙約施力 94 公克即會脫落，若將濕便條紙用吹風機吹 60 秒時，便條紙的黏性較吹

乾 90 秒的便條紙略大，約為 112 公克，而用吹風機吹 30 秒的便條紙則需施力 172 公克方可

使其脫落，與圖三中常溫下乾燥便條紙的黏性相近，由圖四結果可知浸泡自來水會使便條

紙的黏性較乾燥便條紙下降，略為烘乾可使便條紙黏性回復至接近乾燥便條紙，但進一步

烘乾卻又使便條紙黏性下降，推測是因為便條紙上的背膠可能略溶於水，故浸泡在水中會

使背膠流失，黏性變差，以吹風機略為烘乾時，加熱有助於殘餘的背膠融化，有助於黏

貼，但過度加熱烘乾，又使背膠乾燥硬化，不利黏貼，此一結果與圖四中泡水再風乾十分

鐘後便利貼黏性下降的結果一致。 

實驗六： 

 

圖八、探究不同黏貼材質對便條紙黏性之影響。(* = p < .05, ** = p < .01) 

由圖八可看出，黏在不織布上的便條紙最容易脫落，我們觀察到布料上的毛屑會黏著在

膠上，影響便利貼背膠與附著物的接觸面積，因而導致便條紙無法順利黏在布料上，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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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公克的砝碼即可使不織布上的便利貼脫落。而色紙、牛皮紙、圖畫紙都較一般 A4 紙不

容易脫落，上述測試結果以 T 檢定分析顯示皆有顯著差異，推測是因為色紙、牛皮紙與圖

畫紙的表面較一般 A4 影印紙為粗糙，增加了背膠與紙張的接觸面積或摩擦力。 

整合以上實驗結果，我們找出了可以避免使便條紙黏性變弱的因素，當天氣冷時，就要

注意便條紙容易脫落；若想使便條紙黏性變強，可以試著在背膠上噴些酒精；便條紙撕起

後要避免放置過久，以免黏性變弱；便條紙若重複黏貼太多次，會使背膠黏性變弱，因此

在使用時重複黏貼的次數越少越好；當便條紙不小心碰到水，使用吹風機吹乾時，稍微吹 1

分鐘內就好，不需過於烘乾；使用便條紙時應避免黏貼在布料或其他易脫屑的材質面上，

若要黏貼於上述材質，建議要與黏性較強的膠帶一起使用，或使用迴紋針、長尾夾輔助附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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