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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 女高中生的體香？！

一、摘要：

本研究主要在分析三種不同精油的成分與其組成之元素或化合物。用相異香味

的精油以及95%的酒精來製作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香水。香水在使用時有分前、中、後
調，三個調性的香味和停留時間不盡相同，這是吸引香水愛好者的原因之一。同ㄧ香水

散發出多種味道的原理與化學分子息息相關，結果發現是因為分子量的大小而有不同

的揮發速度。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香水，是穿搭的延伸，能夠讓人感受到身為女性的魅力及韻味。但知名品牌的

香水價格昂貴，雜牌香水則可能引發過敏。因此，我們想創造屬於自己的香氛，不僅能

了解其成分，也有助於呈現與眾不同的獨特風格。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 1 ）製作出屬於自己的香水
（ 2 ）充分了解化學與精油之間的聯繫
（ 3 ）了解分子間吸引力與揮發速度的關係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壹、研究器材：

圖一 實驗器材



貳、研究方法：

在開始製作精油之前先透過手邊的參考資料（書籍、網路文獻）來分析精油的化

學物質以及該精油屬於前香、中香或後香。從網路上得知前調為柑橘類精油、橙花、茶

樹、尤加利等；中調為花香類，例如玫瑰、薰衣草、天竺葵和迷迭香；後香常使用木質香

，雪松、檀香、乳香、依蘭。我們從手邊有的精油中個別選出ㄧ個調性的精油來製作屬

於自己的香水。

一、精油所含成分以及香氣特色

（一）、橙花精油

1. 沉香醇（Thyme linalool）：單萜醇 C10H16O
● 氣味強勁，帶點檸檬的香甜氣味。

2. 檸檬烯（Citropten）：單萜烯 C10H16

● 強烈的橘子氣味

3. 蒎烯 （Pinene）：雙環單萜 C10H16

● 松樹的香味

● 聞起來較像香草，如羅勒或蒔蘿

（二）、迷迭香精油

1. 桉油醇（Eucalyptol）C10H18O：
● 樟腦的香氣以及淡淡的辛辣味

2. 蒎烯（Pinene）C10H16 ：

● 松樹的香味

● 聞起來較像香草，如羅勒或蒔蘿

（三）、依蘭精油

1. 畢澄茄烯（Piper cubeba）：C15H24

● 淡的樟木香氣

2. 石竹烯（Caryophyllene）：C15H24

● 是造成黑胡椒辣味

3. 苯甲酸苄（Benzyl benzoate）：C14H12O2

● 清淡的类似杏仁的香气，味辣

http://aromalice.pixnet.net/blog/post/170412392


二、實驗步驟

（一）先將50克的95%酒精導入香水容器中
（二）滴入兩滴依蘭精油

（三）滴入四滴橙花精油

（四）滴入六滴迷迭香精油

（五）蓋緊瓶子搖晃均勻

圖二   精油比例
三、精油前中後香原理

（一）凡德瓦力：

凡德瓦力在化學中指分子或原子之間非定向的、無飽和性的、較弱的相互作用

力。凡德瓦力也稱為電性引力，但它比化學鍵或共價鍵弱，通常能量小於5 kJ/mol。分
子量越小的化合物越容易斷鍵，因此越容易揮發，反之則越不容易揮發。

圖三   凡德瓦力



（二）氫鍵：

氫鍵的產生主要原因是由於氫原子與某一高陰電性原子形成共價鍵時，共有電

子向這個原子強烈偏移，使氫原子幾乎變成一個半徑很小的帶正電荷的核，而這個氫

原子還可以和另一個原子相吸引，形成附加的鍵。

當分子有氫鍵會造成分子間引力變大，常見化合物含氫鍵的有：水、醇、酚、羧

酸、氨、胺、 胺基酸、蛋白質、碳水化合物。在精油中最常見的是醇類，醇類化合物中
OH增多時則形成氫鍵的強度增加，在水中溶解度增加，導致沸點再上升，會讓香味更
容易成為中香或後香。而醇類（沉香醇、桉油醇）是由烯類（蒎烯、石竹烯、畢澄茄烯、

檸檬烯）加水、氧化或酯類水解等製得。醇類是類似於稀釋後的烯類，因此，烯類會是

主要影響精油成為中、後香的原因。

圖四   氫鍵
（二）前中後調：

前香精油 橙花 揮發速度快

中香精油 迷迭香 揮發速度中等

後香精油 依蘭 揮發速度慢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結論：

最後調配出帶青草、薰衣草、佛手柑、檸檬香味香水。帶給人的舒爽涼意的氣息

，在情緒緊繃的時候可以幫助舒緩。分子量小的精油成分，凡德瓦力小，較易揮發因此

適合作為前香，反之較適合作為後香。



生活應用：

可用在香料，在烹飪上可以增加食材風味還有清潔劑、基礎藥物等應用上。許多

精油所含物質與工業也息息相關。另外，許多精油也有殺箘、抗菌的效果，因此常被用

來作為醃漬物或防腐劑。不僅如此，也能達到除臭的效果，例如：鼠尾草、百里香與奧

勒岡等唇形花科香料和香草具除臭作用（與甲硫醇產生反應），而許多精油也是從這些

植物提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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