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名稱： 

阿嬤的古早冰 

-我的環保冰箱 

 

 

摘要 

    如果不用電冰箱，用冰塊可以讓液體結成冰嗎？如果不用電冰箱，用冰塊

可以達到類似冷藏室的保冷效果嗎？我們以「冰+鹽」為天然冷凝劑，希望找

出最佳比例，有這個最佳比例的天然冷凝劑，我們將試驗以此為冷凍庫，是否

能快速有效的結成冰棒，又是否可以以此冷凝劑，讓保麗龍盒內溫度降低，達

到保冷或冷藏的效果，這就是用天然冷凝劑自製的環保冰箱，冷凍庫與冷藏室

兼有之，不必插電、不用冷媒，不排熱氣，最環保省電的冰箱。 

 

 

 

壹、研究動機   

    夏天到了，吃冰是最大的享受，但是我們住在鄉村，買個冰棒要到市鎮去

買，並不容易，而且老師說市面上的冰通常添加許多的添加劑，實在令人吃得

很不安心。 

    和同學一起看電視，介紹古早的冰工廠製作冰棒，居然用鹽水就可以讓冰

棒模型內的材料凝結成冰，所以我們靈機一動想自己用古早阿嬤時代的方法自

己製作冰棒，並且試試看，是不是使用鹽水真的能使溫度下降凝結成冰？如果

真的可以，那以後我們只要購買食材就可以吃到原料單純安心的古早阿嬤時代

冰棒。 

    阿賢說，如果鹽可以讓冰塊溫度下降，那麼，也利用鹽和冰製造的冷凝劑，

製造一個方便攜帶的簡易冰箱，這樣，每次去釣魚就可以保鮮，免得天氣熱魚

會不新鮮，大家一聽也覺得可以做個實驗試試看。 

    小臻說，如果鹽和冰製造的冷凝劑可以向冷凍庫一樣製造冰棒，又可以像

冷藏室一樣有保冷的效果，那麼只要用兩個保麗龍盒，就可以有電冰箱的功

能，而且方便攜帶、不用插電，是最省電的冰箱， 

 

 

貳、研究目的 

一、實驗觀察鹽真的能使冰塊溫度急速下降嗎? 

二、實驗不同比例的鹽加冰塊，瞭解可降最低溫的比例是什麼？ 

三、實驗操作不使用冰箱，利用在冰塊中加入最佳降溫比例的鹽，成功的製作香

甜的冰棒。 

四、實驗用保麗龍盒和最佳比例的鹽和冰，製作簡易型冰箱。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1. 實驗一：食用精鹽、燒杯二個、溫度計二支、磅秤一個、竹筷二支、冰塊

數包。 

2. 實驗二：食用精鹽、燒杯五個、溫度計五支、磅秤一個、竹筷五支、冰塊

數包。 

3. 實驗三：食用精鹽、冰塊數包、冷凍袋、紅茶。 

2. 實驗四：保麗龍盒兩個、食用精鹽、冰塊數包、溫度計兩支。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與研究結果 

 

實驗一：鹽可以讓冰塊的溫度下降嗎？ 

（一） 實驗步驟 

1.確認二支酒精溫度計在常溫下溫度一致。 

2.準備二個一樣大的燒杯，每個杯子裝 50 公克的冰塊，杯 1 不加鹽、杯 2 加鹽

10 公克，攪拌 10 秒後開始測量溫度，觀察 10 分鐘並記錄溫度的變化。 

 

（二）實驗觀察紀錄表 

 

 

秒/℃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杯 1 

不加鹽 

杯 2 

10g 

杯 1 

不加鹽 

杯 2 

10g 

杯 1 

不加鹽 

杯 2 

10g 

30” 9 -5 8 -7 7 -6 

1’00 5 -10 2.5 -9 3 -10 

1’30” 1 -14 0.5 -13.5 1 -14 

2’00 0 -14 0 -13 0 -14 

2’30” -1 -14 1 -13 0 -13.5 

3’00 -1 -14 1 -13 0 -13.5 

3’30 -1 -14 1 -13 0 -13.5 

4’00 -0.5 -14 1 -13 0 -13.5 

4’30 0.5 -14 1 -13 0 -13.5 

5’00 1 -14 1 -13 0 -13 

5’30 1 -13.5 1 -13 0 -13 

6’00 1 -13.5 1 -13 0 -13 

6’30 1 -13.5 1 -13.5 0 -13 

7’00 1 -13 1 -13.5 0 -13 

7’30 1 -13 1 -13.5 0 -13 

8’00 1 -13 1 -13.5 0 -13 



8’30 1 -13 1 -13.5 0 -13 

9’00 1 -12.5 1 -13.5 0 -13 

9’30 1 -12 1 -13.5 0 -13 

10’00 1 -12 1 -13.5 0 -13 

 

 

 

將三次算出平均值如下： 

 杯 1 

不加鹽 

杯 2 

加鹽 10g 

30” 8 -6 

1’00 3.5 -9.6 

1’30” 0.8 -13.8 

2’00 0 -19 

2’30” 0 -13.5 

3’00 0 -13.5 

3’30 0 -13.5 

4’00 0.25 -13.5 

4’30 0.6 -13.5 

5’00 0.6 -13.3 

5’30 0.6 -13.1 

6’00 0.6 -13.1 

6’30 0.6 -13.3 

7’00 0.6 -13.3 

7’30 0.6 -13.3 

8’00 0.6 -13.3 

8’30 0.6 -13 

9’00 0.6 -12.8 

9’30 0.6 -12.8 

10’00 0.6 -12.8 

 

 

 

 

 

 

 

 

 

 



 

（三）實驗觀察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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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一結論 

1.兩者溫度均在 2 分鐘即降至最低點。 

2.不加鹽的冰塊最低僅降至 0 度，加 10g 鹽的冰塊最低可降至-14 度。 

3. 所以，冰塊中加鹽確實可以算降溫，且讓溫度降至 0 度以下。 

 

 

 

實驗二：既然鹽可以讓冰塊的溫度下降，那麼怎樣的比例降溫最快呢？ 

 

（一）實驗步驟 

1.確認五支酒精溫度計在常溫下溫度一致。 

2.準備五個一樣大的燒杯，每個杯子裝 200 公克的冰塊，各杯預計加的鹽量為：

杯 1 杯加鹽 20 公克、杯 2 加鹽 40 公克、杯 3 加鹽 60 公克、杯 4 加鹽 80

公克、杯 5 加鹽 100 公克。. 

3.杯 12345 同時倒入食鹽，五個杯子同時攪拌 10 秒後，放入酒精溫度計，然後

每 30 秒記錄一次，觀察 5 分鐘。 

 

4.整理杯 1~5 的溫度紀錄。 

5.重覆杯 1~5 的實驗三次。 

 

 

（二）實驗觀察紀錄表 

「冰與鹽」怎樣的比例降溫最快呢？實驗觀察紀錄表 

 

                    

1.第一次實驗記錄                                                  

 杯 1 

20g 

杯 2 

40g 

杯 3 

60g 

杯 4 

80g 

杯 5 

100g 

30” 0 -2.5 -8 -9 -11 

1’00 -4.5 -6.5 -14 -13 -15 

1’30” -10 -7 -14 -14 -17 

2’00 -13 -13 -16 -16 -18 

2’30” -13 -14 -17 -16 -17 

3’00 -13 -14 -19 -18 -17 

3’30 -13 -14 -19 -18 -17 

4’00 -15 -14 -19 -17 -17 

4’30 -16 -14 -19 -17 -17 

5’00 -16 -14 -19 -17 -17 

 

 

 



 

2.第二次實驗記錄 

單位：秒/℃ 

 杯 1 

20g 

杯 2 

40g 

杯 3 

60g 

杯 4 

80g 

杯 5 

100g 

30” -1 -3 -7 -10 -12 

1’00 -5 -7 -15 -14 -16 

1’30” -10 -7 -15 -14 -16 

2’00 -12 -14 -17 -17 -18 

2’30” -12 -14 -17 -17 -18 

3’00 -13 -14 -19 -18 -18 

3’30 -13 -14 -19 -18 -18 

4’00 -15 -14 -19 -18 -18 

4’30 -15 -14 -19 -18 -18 

5’00 -15 -14 -19 -18 -18 

 

 

 

 

 

3.第三次實驗記錄 

 

 杯 1 

20g 

杯 2 

40g 

杯 3 

60g 

杯 4 

80g 

杯 5 

100g 

30” -1 -3 -6 -9 -13 

1’00 -4 -7 -15 -12 -17 

1’30” -9 -7 -15 -14 -17 

2’00 -12 -13 -16 -17 -18 

2’30” -12 -14 -17 -17 -18 

3’00 -12 -14 -19 -18 -18 

3’30 -13 -14 -19 -18 -17 

4’00 -13 -14 -19 -18 -17 

4’30 -14 -14 -19 -18 -17 

5’00 -15 -14 -19 -17 -17 

 

 

 

 

 

 



 

 

（四）實驗二結論 

1. 鹽加得愈多降溫速度愈快。 

2. 鹽加得愈多溫度卻未必降得最多。 

3. 五組均在 3 分鐘左右可降至最低溫。 

4. 加 60g 的鹽那組，溫度可降至-19 度，是最低溫度，60g 的鹽：200g 冰，比例

約為 1：3。 

 

 

 

 

 

 

 

 



 

實驗三：「冰與鹽」冷凝效果顯著，是否可以用來製阿嬤級古早味冰棒呢？ 

 

（一） 實驗步驟 

1. 準備冰棒的材料：紅茶。 

2. 將上述材料裝進夾鏈冰袋裡。 

3. 準備二個保麗龍盒，盒 1 裝入 3000 g 的冰塊，盒 2 亦裝入 3000 g 的冰塊及

900 g 的鹽，將冰與鹽充分混和均勻後，兩個保麗龍盒個放入夾鏈冰袋，使

之完全埋入冰塊中。 

4. 於 30 分鐘後拿出冰袋，盒 1 的夾鏈冰袋裡仍為液體，盒 2 的夾鏈冰袋已結成

紅茶冰棒。 

5. 測量兩保麗龍盒裡的溫度，盒 1 為 0℃，盒 2 為-19℃。 

6.  

（二） 實驗觀察照片 

 

 

 

 

 



（四）實驗三結論 

1.「冰與鹽」冷凝效果顯著，猶如冰箱的冷凍庫，可將食材凝結為冰棒。 

 

 

實驗四：既然冰加鹽可以快速降溫，可以做為保冷的材料嗎？ 

（一） 實驗步驟 

1.準備二個保麗龍盒，盒 1 放 300g 冰塊一包、盒 2 放 300g 冰塊和 90 g 的鹽

一包，，再將溫度計插在盒蓋上，露出度數的部分。 

2.每 1 小時記錄一次溫度變化。 

3.此實驗重複三次。 

 

（二）實驗觀察紀錄表 

「冰與鹽」的保冷效果實驗？實驗觀察紀錄表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盒 1 盒 2 盒 1 盒 2 盒 1 盒 2 

1 小時 15 7 13 6 16 8 

2 小時 16 10 15 9 16 9 

3 小時 18 12 18 13 17 12 

4 小時 20 15 18 16 18 14 

 

將三次算出平均值如下： 

 

 盒 1 盒 2 

1 小時 15 7 

2 小時 16 9 

3 小時 18 12 

4 小時 19 15 

 

 

 

 

 

 

 

 

 

 

 

 



（三）實驗觀察統計圖 

 

「冰與鹽」的保冷效果實驗？實驗觀察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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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四結論 

1.兩個保麗龍盒溫度均下降，但有加鹽攪拌的冰塊那袋溫度降比較低。 

2.保冷效果均約 2 小時，之後溫度逐漸上升。 

3.冰箱冷藏室溫度為 5 度，而環保自製冷藏室的溫度無法降至冰箱同樣的冷度。 

 

 

 

 

伍、研究結果 

 

    電視媒體上說古早冰棒工廠用鹽水加速冰棒結冰，經我們實驗結果是真

的。以 1：3 的鹽和冰塊，所攪拌成的天然冷凝劑，冷凍效果最好，可以在 30

分鐘內將夾鏈袋內的紅茶結成冰棒-阿嬤的古早冰，同時間放入電冰箱冷凍庫的

夾鏈袋，30 分鐘後尚未結冰，可見天然冷凝劑的效果很好。 



    再以冰塊加鹽放入塑膠袋，置入保麗龍盒，實驗其冷藏效果，但溫度無法

降至一般電冰箱冷藏室的溫度，但對於非生鮮物的保鮮度尚可。 

 

 

陸、討論 

 

1. 為何每次量的溫度都不同？可能原因有二，一是溫度計是否碰觸到冰塊，

二是鹽有沒有攪拌均勻。 

 

 

 

 

柒、結論 

 

1. 鹽加冰塊真的有急速降溫的效果，冷凍速度勝過冰箱冷凍庫。 

2. 鹽加得愈多降溫速度愈快，但以鹽和冰塊 1：3 的比例降溫效果最佳。 

3. 將 1：3 的鹽冰混合成的冷凝劑鋪滿保麗龍盒，可將液體結凍成冰棒，猶如冰箱冷

凍庫。 

4. 炎炎夏日只要運用 1：3 的鹽冰冷凝劑和冷凍袋，就可以自製阿嬤時代的古早味冰

棒。 

5. 以塑膠袋裝入 1：3 的鹽冰冷凝劑放入保麗龍盒中，可有保冷效果，猶如冰箱冷藏

室。只要運用 1：3 的鹽冰冷凝劑和保麗龍盒，就可以成為外出攜帶方便的環保冷

藏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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