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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高中（職）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 飾品界的「變色龍」 

一、摘要： 

在本次的探究實驗中，我們以兩種溫度的硫磺液來模擬不同情況下銀的變色情形。我們

也測試了網路上流傳的各種除鏽劑配方的效果和原理，並探討其背後的原因與影響因子，

以及每個配方中各個材料在反應中所扮演的角色。像是用來除鐵鏽的配方，我們也好奇在

銀飾的復原上是否也有效，因而加入了測試的行列。對於復原銀飾的煩惱，我們希望能藉

由這次機會，解開謎團、使這個困擾大眾許久的問題迎刃而解。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咦？我的項鍊怎麼變黑了？」「蛤？！那怎麼辦？」 

  這是個很耳熟能詳的一段對話，時常有人在泡溫泉時發現自己的飾品變色了，或是在無

形之中發現自己的飾品正在失去原有的光澤。這個問題困擾了許多人，也因此引起網路上

的討論。然而，在這資訊科技發達的時代，網路上流傳著各種可以讓銀飾恢復原樣的方

法，眾說紛紜，卻不是每一種都有效。那麼，哪些是誤傳呢？哪些又是真的有效，可以讓

銀飾恢復昔日的光澤？我們想藉由本次機會，研究銀飾在什麼樣的環境下較容易變黑，並

搜集各種傳說中的還原配方，證實其有效性與適用條件。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我們假設購買的銀飾都是「純銀」，在銀飾統一在不同溫度的硫磺液中變色一段時間後

（15 分鐘），將其以不同方法處理（需浸泡的方法持續 10 分鐘，需擦拭和刷洗的方法持續

5 分鐘），並觀察各個配方的有效性。除了探討和比較銀飾在不同溫度環境下的變色情況之

外，我們也想測試是否有其對應適用的配方，以及各個配方的除鏽效果是否名副其實，並

研究分別造成配方成功與失敗的原因與影響因子。 

 
實驗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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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1、 實驗器材：銀針*16、硫磺液、牙膏、檸檬、鹽巴、優格、可樂、水、燒杯*2、溫度

計、碗、湯匙、鑷子、盤子、瓦斯爐、鍋子、鋁箔、牙刷、小蘇打粉、木筷 

2、 研究過程與步驟： 

（1） 溫度對銀飾變黑的影響 

1. 準備兩個相同大小的燒杯，在兩個燒杯中以硫磺原液和水配置 75%硫化氫

水溶液。 

2. 在 25 度的環境（室溫）下，將銀飾丟入其中一杯硫磺液中，浸泡 15 分

鐘。 

3. 將另一杯溶液隔水加熱，讓其溫度加熱到 45 度，並重複以上步驟。 

4. 兩者同時取出後，用水稍加沖洗，並觀察其顏色及外觀變化。 

5. 以上兩種溫度的硫磺液實驗各需重複 8 次，以供後續實驗使用。 

 （2）比較不同除鏽方法實際效果（實驗銀飾為中度（常溫）和重度（45 度）氧化銀

飾） 

實驗記錄表 

 實驗步驟 效果 原理 

牙膏刷洗法 

 

將牙膏擦拭到銀飾上

面，並以牙刷刷洗 

               

可讓室溫下變色的銀針

完全復原，但 45 度的

在經過刷洗後仍然有黑

色斑點 

 

用無顆粒的含氟牙膏清

潔、刷洗受到氧化反應

的 Ag2S，則含氟牙膏

中的氟可以和 Ag2S 發

生化學反應，使其恢復

銀原有的光澤 

 

牙膏+檸檬汁 

 

在 10 克的牙膏中加入

30 毫升的檸檬原汁，混

和後將銀飾浸泡在溶液

中。 

             

不論是室溫下或是 45

度下變色的銀針皆無明

顯變化（此方法適合用

於除鐵鏽） 

 

檸檬汁中所含有的檸檬

酸溶解在水中形成的水

溶液是一種強有機酸，

具有還原性，可以把

Fe+3還原成 Fe+2，而

Fe+2可以溶於水，也就

能運用此原理洗掉鐵

鏽。而牙膏的功用為增

加研磨的力度，使去鐵

鏽的能力變得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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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蘇打乾刷法 

 

以乾的牙刷直接沾附小

蘇打粉於銀飾上乾刷。 

             

兩者效果皆佳，都還原

成銀色，光澤透亮 

 

2Al(s) + 3Ag2S(s) + 

6H2O -> 6Ag(s) + 2Al 

(OH)3(s) + 3H2S(aq) 

Ag2S 在接觸鋁之後會

進行還原反應變成金屬

銀，而鋁則會氧化變成

Al (OH)3，也就能讓原

本（標準狀態下）為黑

色的 Ag2S 變成光澤透

亮的銀金屬 

碳酸飲料浸泡法 

 

將銀飾浸泡在可樂中。              

不論是室溫下或是 45

度下變色的銀針皆無明

顯變化 

 

將銀飾品浸泡在可樂

中，可樂中的碳酸

（H2CO3）會和銀飾表

面的硫化物反應，使變

黑的物質（Ag2S）脫

落，進而被銀金屬取代 

小蘇打鋁箔水煮法 

 

先將適量的水放入鍋內

加熱至沸騰後轉小火。

接著，將鋁箔折疊到適

合平鋪於鍋底的大小後

放入鍋內，並將銀飾放

置在鋁箔上面後放入小

蘇打粉，讓銀飾完全被

覆蓋。以木筷夾住銀飾

於沸水中來回擺動。 

             

兩者效果皆佳，都還原

成銀色，光澤透亮 

硫化的銀飾放在鋁箔上

加入小蘇打水溶液滾

煮，鋁箔表面有一層氧

化物，通常為 Al2O3或

Al (OH)3。鹽水或小蘇

打水溶液，除了扮演傳

導離子溶液的角色，也

可以讓鋁的氧化物還原

成鋁。接著鋁與銀飾表

面接觸發生氧化還原反

應，硫化銀的 Ag+會獲

得電子、還原成金屬銀 

鹽巴鋁箔水煮法 

 

先將適當的水放入鍋內

加熱至沸騰後轉小火。

將鋁箔折疊到適合平鋪

於鍋底的大小後放入鍋

內，並將銀飾放置在鋁

箔上面後放入鹽巴，將

鹽巴添加倒沸水呈飽和

             

兩者效果皆佳，都還原

成銀色，光澤透亮，但

需時較久 

同「小蘇打鋁箔水煮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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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無法在溶解為止。

以木筷夾住銀飾於沸鹽

水中來回震盪。 

優格浸泡法 

 

取 15 克優格放入碗

中，並將銀飾放入其中

完全覆蓋。 

             

不論是室溫下或是 45

度下變色的銀針皆無明

顯變化 

優格中的乳酸

（C3H6O3）和乳脂肪

會讓銀的氧化層剝落，

達到去汙的效果，讓銀

飾恢復原先的光澤 

鹽巴＋檸檬汁 

 

將檸檬原汁 50 毫升放

入碗中，在加入 5 克的

鹽巴，攪拌至其完全溶

解後，放入銀飾浸泡。 

             

不論是室溫下或是 45

度下變色的銀針皆無明

顯變化 

 

檸檬汁中含有的檸檬酸

溶解在水中形成的水溶

液是一種強有機酸，可

以和鐵鏽發生化學反

應，除去鐵鏽。但是鹽

巴中的氯離子其實會加

速鐵的生鏽，並和鐵釘

形成氯化鐵。因此，鹽

巴並不適用於除鐵鏽。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1. 從實驗結果可以看出，不同的方法適合不同硫化程度的銀飾，我們這次實驗中在常

溫下硫化的銀飾為中度氧化，而在溫度 45 度環境下硫化的銀飾為重度氧化，因此並

非所有方法都有效，但並非這些方法沒有除鏽的能力，而是他們適合用來還原輕度

氧化的銀飾，或是需要長時間浸泡才會有效果。從牙膏刷洗法可以看出，中度氧化

的銀飾可以完全除鏽，而重度氧化的銀飾只能部分還原，可再次驗證不同的方法適

合不同程度氧化的銀飾。 

2. 在網路上蒐集除鏽方法時，我們蒐集到了兩種除鐵鏽的方法，由於除鏽方法原理多

為氧化還原，因此我們想要嘗試除鐵鏽的方法，是否也能對銀飾產生同樣效果，然

而結果不然，銀飾並沒有明顯還原，我們猜測這和鐵和銀本身性質的差異有關，以

及生鏽的鐵是氧化鐵，而銀鏽卻是硫化銀有關。 

3. 我們這次選用的除鏽方法所需要的原料，全是生活中隨手可得的材料，和拭銀布及

洗銀水不同，不需要特別在專賣店買，也不用花大錢，可以根據自己銀飾氧化的情

況選擇方法，而上表效果三顆星的方法，皆是省時有效、材料簡單的好方法，即使

是在 45 度的環境下硫化的銀飾也能輕鬆除鏽，這代表泡溫泉時若是不幸銀飾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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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也不用擔心飾品無法變回原樣，更不用說常溫中氧化的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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