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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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製暖暖包之效果比較 

一、摘要： 

市售暖暖包不夠環保，我們嘗試自製環保暖暖包，透過不同的內容物與外袋的組合，以微波加熱達到 80℃

後，再測量自然降溫至 30℃所耗費的時間，發現內容物以「紅豆」可以維持最久的保溫效果，而外袋則以

「黑色不織布」的保溫效果最佳。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天冷時，大家不是窩在被子裡，就是拿著一個「暖暖包」。但是市面上的暖暖包通常都是拋棄式的，既花錢

又不環保。雖然市售的暖暖包，在使用過後也有人拿來當作乾燥劑或除臭劑，但我們想要知道是否還有更環

保的作法。 

我們在網路上搜尋到暖暖包的內容物除了可利用鐵粉，也能利用一些隨手可得的材料製作，例如：紅豆、綠

豆及咖啡豆等等。我們就有使用不同的內容物，來製作環保暖暖包的想法。 

此外，我們想探討暖暖包的內容物和外袋是否會都會影響它的溫度，以及如何延長暖暖包的使用期限和使用

完其他的用處，因此我們設計出不同外袋與內容物組合的環保暖暖包進行實際測量。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探討暖暖包的原理：一般的暖暖包發熱原理是鐵粉經搓揉，與空氣中的氧氣進行氧化作用，進而生鏽而放

出熱量，但鐵在有水時才容易進行放熱反應，所以通常會加入食鹽等以吸收空氣中的水分。 

二、探討不同市售暖暖包的溫度差異：市售的暖暖包有很多品牌，價位與效力都不盡相同，我們想要實際測量

它們的差異。 

三、探討不同內容物所需的微波時間：透過微波加熱不同內容物的暖暖包材質，實際測量不同內容物所需的加

熱時間。 

四、探討不同內容物製成的暖暖包溫度差異：實際測量不同內容物的環保暖暖包，經過一段時間的溫度變化。 

五、探討不同外袋製成的暖暖包溫度差異：實際測量不同外袋製作的環保暖暖包，經過一段時間的溫度變化。 

六、探討暖暖包延長使用期限的方法及其他用途：從實驗所得到的結果，發現最有效率的環保暖暖包的外袋材

質，以及最有保溫效力的內容物，並探討使用過後的暖暖包的其他用途。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 我們先比較三種常見的市售暖暖包，測量並紀錄拆封後自然散熱 24 小時的溫度。然後再自製不同內容

物與外袋組合的「環保暖暖包」，並紀錄以微波加熱到 80℃所需的時間，以及自然降溫到 30℃所需的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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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測量市售暖暖包：溫度達到最高溫的是「小 O 兔」，其次是「熊 O 吉」，最低溫是「暖 O 熊」；高溫

持續最久的是「小 O 兔」，其次是「熊 O 吉」，最快降溫的是「暖 O 熊」。 

 

 

 

 

 

 

 

 

 

 

 

 

 

 

 

市售暖暖包「小 O 兔」在拆封使用後，可以達到接近 50℃的高溫，其次是「熊 O 吉」。而這三種市售暖暖

包都可以維持室溫以上約 24 小時。在降溫的過程中，「小 O 兔」的溫度除了在第 3 小時之外，一直都維持

在最高的溫度，其次依序為「熊 O 吉」、「暖 O 熊」。 

 

 

 

 

流程圖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溫
度
（
攝
氏
）

時間（小時）

小O兔 暖O熊 熊O吉

市售暖暖包的散熱溫度變化 

 



3 
 

三、 測量不同內容物的「環保暖暖包」： 

甲、 以內容物來說，加熱到 80℃最快的是「玉米」和「白米」，其次是「紅豆」、「綠豆」、「生咖

啡豆」，最慢的是「鹽」；我們也發現「鹽」不適合作為暖暖包的內容物，因爲在加熱的過程中會

結塊，但是在散熱過程中會還原。 

乙、 以內容物來說，在自然降溫的過程，維持在 30℃以上時間最長的是「紅豆」，其次依序是「玉

米」、「綠豆」、「生咖啡豆」、「白米」、「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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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測量不同外袋的「環保暖暖包」： 

甲、 以不同外袋來說，加熱到 80℃最快的是「滷包袋」，其次依序是「白襪」、「黑不織布」、「棉

布」、「白不織布」，最慢的是「黑襪」。 

乙、 以不同外袋來說，在自然降溫的過程，維持在 30℃以上時間最長的是「黑不織布」，其次依序是

「白不織布」、「黑襪」、「棉布」、「白襪」、「滷包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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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1. 透過微波爐加熱自製的暖暖包，雖然效果沒辦法像市售暖暖包持續那麼久，但是仍有一定的保溫效果。 

2. 不同的外袋和內容物可以組成不同的暖暖包，其中以「紅豆」可以維持最久的保暖效果，30℃以上可

以維持大約 50 分鐘。 

3. 不同外袋的暖暖包保溫效果也不同，其中以「黑色不織布」的保暖效果可以維持最久，30℃以上可以

維持大約 35 分鐘。 

4. 透過改變環保暖暖包的外袋和內容物組合，可以增加自製暖暖包的使用時間。 

5. 不管是市售暖暖包或是環保暖暖包，使用的效期最多也只能連續使用 24 小時。暖暖包裡因為開封後

與空氣結合，裡面的鐵粉氧化後產生熱能。因此只要利用「密封袋」將暖暖包與空氣阻隔，就能延長

它的使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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