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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碘之呼吸-建立反滴定測量ppm級雙氧水

一、摘要

雙氧水，是一種在處理傷口時常見的醫療用品，它是一種氧化劑，利用自由基破壞

細菌的消毒，但同時也會傷害皮膚細胞，而本實驗就是希望運用我們在學校中的課程所

學到的「氧化還原」來測定看看，是否能以自己的實驗，來計算回推出市售雙氧水的濃

度，或者與標示上的濃度差距為多少。

並且，在實驗的過程中有遇到少許反應速率過於緩慢的問題，經過我們的腦力激盪

，才發現到酸鹼性對於反應此的重大影響，進而探究發現到氧化還原與酸鹼度的反應速

率影響問題。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在學校上化學的探究實作課程中，老師介紹了滴定管的使用方法以及用途。這使我得

知滴定管可用來測定濃度，對溶液進行分析。隨後，我便想到市面上販售的藥品濃度或清

潔劑濃度是否如同標籤上所示。因此，決定使用雙氧水來作為本次實驗的測定物質。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氧化還原，是一種牽涉電子得失的可逆化學反應，能夠改變物質的特性，顏色等，而
我們就是希望能利用此特性來檢驗雙氧水之濃度。

▲圖(一)氧化還原

本實驗內容包含許多溶液的濃度計算，以下包含體積莫耳濃度以及ppm。

體積莫耳濃度：
溶質莫耳數

溶液體積(𝐿)

ppm：百萬分之一，對水而言，一公升（L）的溶液中有某物質一毫克，某物質含量即
1pp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8D%87


在構思實驗的過程中，我們知道物質可經由氧化與還原會有各種變化，所以想要測量雙

氧水的濃度，我們需要利用另一個還原劑來跟氧化劑做對比，並且在碘液的顏色上做出判斷

依據。

思路：在碘液與澱粉纏繞生成藍紫色物質後，加入還原劑硫代硫酸鈉而能夠將藍黑色物質還

原成透明原色並竊多加過量的一毫升作為計算的依據，之後再次用雙氧水氧化出原來的藍

黑色物質，藉此在過程中求取雙氧水的濃度。

▲圖(二)實驗流程圖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本實驗設計是利用滴定管來分析雙氧水的濃度，實驗概念如下:

澱粉做指示劑，加入碘液以產生藍紫色物質，用以作為判定氧化還原程度的依據，接著將硫
代硫酸鈉滴定，使其呈透明無色狀態，再滴定雙氧水，使其還原成藍黑色。

▲圖(三)滴定示意圖



計算本次實驗的雙氧水濃度，雙氧水為「人生」牌雙氧水，依照標籤上所標示計算濃度

◀圖(四)本實驗所使用的雙氧水

▲圖(五)濃度計算手稿

得知需要以硫代硫酸鈉0.05 g加水至100 mL才會相近於雙氧水濃度。

我們以硫代硫酸鈉和雙氧水相近濃度是為了方便計算以及實驗方便，因為在首次測試實驗

時，發現硫代硫酸鈉結晶本身與市售雙氧水的濃度差異非常大，如此一來在滴定時會耗費大

量雙氧水，甚至使溶液溢出錐形瓶，因此這項步驟在本實驗上也非常重要，不但關連到實驗

的準確度，還有實驗的方便性。



實驗步驟：
1.以雙氧水標示上的數據計算濃度，以等比例濃度來配置成硫代硫酸鈉水溶液(0.002 M)，並
且倒入滴定管中。
2.將雙氧水倒入另一滴定管中預備。

◀圖(六)加入雙氧水
3.配置碘液，將原碘液稀釋100倍。
4.準備澱粉液，加入適量澱粉以及熱水。
(左:碘液，右:澱粉)

◀圖(七)澱粉與碘液
5.在錐形瓶中加入10 mL碘液以及3 mL澱粉液。

◀圖(八)加入澱粉
6.先以硫代硫酸鈉水溶液滴定，並在錐形瓶中的後多加入1 mL硫代硫酸鈉水溶液。

◀圖(九)藍黑色物質正在消失
7.在錐形瓶中加入3 mL鹽酸以降低pH值，促進反應。



⭐:起初，我們發現加入雙氧水後，反應速率極為緩慢，造成我們無法得知反應結束的時間
點。導致實驗數據不精確。爾後，我們推測應是氫離子濃度不夠高而導致反應速率極低。因為
我們計算了該雙氧水的pH值，發現此雙氧水因是偏向供人體使用的中性。因此，我們使用鹽
酸提升氫離子含量。此作法的結果的確印證了我們的想法，反應速率暴增。

◀圖(十)加入鹽酸
8.以雙氧水滴定至藍黑色出現為止。

◀圖(十一)藍黑色物質出現
9.計算使用了多少雙氧水來回推雙氧水濃度。
10.計算

▲圖(十二)實驗數據長條圖
以我們的數據計算，我們取四組數據的平均值來回推雙氧水的濃度為：272 ppm，也就
是，這個濃度與商標所示的600 ppm相差了328 ppm。



▲圖(十三)雙氧水濃度與時間關係折線圖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由實驗結果得知雙氧水的濃度跟標籤上的數字不完全相同，可能是因為雙氧水放置時

間過長而濃度下降。此外，經實驗後我們發現，市售雙氧水的pH值較高，這導致本我們需要

花較多的時間才能測出反應結果。之後，藉由提高氫離子濃度後，反應時間也大幅降低，才

解決這個問題。在生活周遭經常有氧化還原的反應，例如生鏽的鐵，我們可以經由氧化還原

的特性，使氧化鐵還原回來。因此，了解氧化還原對生活有著莫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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