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燈泡亮不亮---水溶液的導電性 

摘要 

日常生活中水是可以導電，而理論上「水」是不導電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呢？本研究是利用發光二極體來探討不同水溶液的導電強度如何？實驗的過程

是在測試不同水溶液的發光程度，發光愈亮者表示其導電性愈大；反之，發光愈

暗者，其導電性不大。其實驗結果，可以明瞭哪些水溶液比較容易導電，以避免

因水溶液產生觸電的危險。 

 

壹、研究動機： 

    有一天放學後，剛洗完手忘了把手擦乾，我就直接開電腦，突然我的手就被

電到了，怎麼會這樣呢？我馬上去問爸爸是不是我們家的電腦漏電了？爸爸檢察

的結果電腦並沒有漏電，可能是您手濕濕的而觸電，我就問爸爸為什麼手濕濕的

會導電呢？老師說「水」不會導電，可是我的手有水確會導電，為什麼老師說的

和實際的情形會不同呢？於是爸爸就說：「可以請老師針對水溶液的導電性為題 

做個研究吧！」所以我們就以「水溶液的導電性」做為科展題目。以前使用電路

中連接迴紋針，如果燈泡亮了，就表示迴紋針會導電。當我們在測試水溶液的導

電性時，如果用電燈泡是很難測試出來的，或許是燈泡需要較強的電流量才會

亮，所以有人便想出利用發光二極體來進行這項實驗。然而，一樣都是水溶液，

是不是每一種水溶液都能使發光二極體發光？而其亮度是否因水溶液的不同而

有所不同？這個研究就是利用發光二極體來測試不同水溶液的發光程度，發光愈

亮者表示其導電性愈大；反之，發光愈暗者，其導電性不大。 

貳、研究目的 

在國小中年級，兒童已知在電路中連接會導電的物品就會產生通路，當電流

產生通路就可以使燈泡發亮，例如：金、銀、銅、鐵…等金屬，都可以導電。然

而，一般人也認為只要是手沾到水再去摸電器用品有可能會觸電，這表示水是可

以導電。在理論上，「純水」是不導電的，只不過世界上真有純水純在嗎？如果

把「水」都當成「純水」來看，其實水是不導電的，這樣會不會有人認為「自來

水」也不導電，「水」不導電的理論會不會造成生活上的危險呢？因此，本研究

在探討不同的水溶液其導電性的差異性，以前使用電路中連接迴紋針，如果燈泡

亮了，就表示迴紋針會導電。當我們在測試水溶液的導電性時，如果用電燈泡是

很難測試出來的，或許是燈泡需要較強的電流量才會亮，所以有人便想出利用發

光二極體來進行這項實驗。然而，一樣都是水溶液，是不是每一種水溶液都能使

發光二極體發光？而其亮度是否因水溶液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利用發光二極體

來測試，當發光二極體亮了，即表示電流通了，當亮度愈亮其導電性愈大；當亮

度愈暗其導電性愈小。其結果，可以明瞭哪些水溶液比較容易導電，以避免因水

溶液產生觸電的危險。 



参、研究問題 

一、水溶液會導電嗎？ 

二、哪些水溶液比較溶液導電？ 

三、各種「水」導電性的大小如何？ 

四、加入不同物質的「水」其導電性如何？ 

肆、研究的材料 

3號電池兩個、3號電池槽、鱷魚夾電線、發光二極體（圖一）、水溶液數

種、燒杯（圖二）（圖三）、鹽、小蘇打粉、醋、礦泉水、純水、量筒、滴

漏、湯匙 

 
  

（圖一） （圖二） （圖三） 

 

 

伍、研究過程 

一、實驗一：水溶液會導電嗎？哪些水溶液比較溶液導電？ 

 （一）實驗的過程 

    在測試水溶液是否導電，我們使用兩個 3號 1.5V電池，裝入並聯的電

池槽中，在電路中連接發光二極體時，將長腳的一端電線要連接到電池的

正極，短腳一端的電線要連接到電池的負極，這樣才能讓發光二極體亮起

來。 

     將發光二極體連接電池組後，其中一極的電線必須分開且放在水溶液

中，放在水溶液的電線不能相接觸，以免造成直接通路，而影響實驗的結

果。 

     以下是實驗過程照片： 

  

測試汽水 汽水使發光二極體發光的情形 



  

測試肥皂水 肥皂水使發光二極體發光的情

形 

  

測試柳丁汁   柳丁汁使發光二極體發光的情

形 

  
測試檸檬汁 檸檬汁使發光二極體發光的情形 

  
測試氨水 氨水使發光二極體發光的情形 



  
測試醋水 醋水使發光二極體發光的情形 

  

測試鹽水 鹽水使發光二極體發光的情形 

  

準備的運動飲料 測試運動飲料 發光的情形 

                   

（二）實驗結果 

    根據表一的結果顯示鹽水能使發光二極體產生的亮度最亮，表示鹽水

的導電性最大，醋水和檸檬汁其實亮度差不多，有可能醋經由水的稀釋後

其酸度降低，使其酸度和檸檬汁差不多，而亮度也和檸檬汁差不多。表一

中亮度最暗的是氨水，表示導電性不及鹽水、醋水、檸檬汁、柳丁汁、汽

水、運動飲料和肥皂水，肥皂水和氨水是鹼性水溶液（經石蕊試紙測試過），

而氨水的鹼性強度比肥皂水大很多，這表示鹼性愈強其導電性愈差。另外

鹽水是中性水溶液，依據實驗結果鹽水的導電性最大，如果按照水溶液的

酸鹼值來判定導電性的結果，中性水溶液應該是導電性最大，那麼說自來

水、礦泉水、純水應該導電性最大，可是早期的教科書說「純水是電的不

良導體，糖水之類的非離子溶液也是電的不良導體」。這麼說來好像跟我們

所假設的結果有所出入，到底中性的水是不是優良導體還是不良導體，我



們將在第二個實驗中繼續探討。 

 

不同水溶液對發光二極體發光程度的影響紀錄表 

發光情形:5 分最亮  4 稍亮 3 普通亮 2有點亮 1一點點亮 0不亮 

水溶液種類 汽水 肥皂水 柳丁汁 檸檬汁 氨水 醋水 鹽水 運動

飲料 

發光情形 2 2 2 3 1 3 4 2 

備註         

                            【表一】 

二、實驗二：各種「水」導電性的大小如何？ 

（一）實驗過程 

    理論上「純水」是不導電的，民國 89年，台北市和全國科展有一件作品

「來電搭橋，誰最行？---水溶液導電情形的探討」，提出「小燈泡不亮，就表

示水溶液不導電嗎？」的疑問，經由一連串的實驗後發現，以發光二極體代

替 2.5V的小燈泡，只要連接 2-3個電池，連純水機制出的純水都可以導電。

只是純水機制出的水是否為真的純水？當純水與外界接觸後是否還保有純水

的模樣也是令人懷疑，所以「水」是否能導電，理論上是不行，但以實際的

實驗應該可以導電，只不過導電性比較小，因此，本次實驗是以幾種「水」

包含礦泉水、自來水、地下水和開水來做實驗，看看哪種水使發光二極體發

光且最亮。 

       以下是實驗過程： 

  

礦泉水測試 礦泉水測試 



 
 

開水測試 地下水測試 

 
 

自來水測試 測試結果 

（二）實驗結果 

    實驗結果我們統整在表一，其中顯示兩種礦泉水對發光二極體是不亮

的，表示礦泉水的導電性很小，不足予讓二極體發光。而自來水、開水和地

下水可讓發光二極體發亮，表示其導電性比較大。為什麼純水、礦泉水的導

電性比較差呢？根據圖四、圖五礦泉水的營養標示發現其鈉的含量非常低，

兩種礦泉水鈉的含量只有有 0.4~0.6 毫克，我們從實驗一發現，鹽水能使二極

體發光且最亮，這是不是代表含鈉量的多寡也會影響二極體發光的程度，所

以，針對水含鈉量的問題，我們將在第三個實驗繼續探討。 

       各種水對發光二極體發光程度的影響紀錄表 

發光情形:5 分最亮  4 稍亮 3 普通亮 2有點亮 1一點點亮 0不亮 

種類 悅×礦泉水 中央××

礦泉水 

自來水 開水 地下水 

發光情形 
0 0 2 2 2 



備註 
     

                               【表二】 

  

圖四 圖五 

 三、實驗三：加入不同物質的「水」其導電性如何？ 

  （一）實驗過程 

    從實驗二中發現礦泉水的導電性並不理想，其他的水的導電性比較明

顯，經過實驗一研究結果鹽水的導電性最強，其次是醋，礦泉水的含鈉非常

小，這是否影響到導電的大小，於是我們準備了鹽、醋與小蘇打粉，鹽和小

蘇打粉我們以一平匙為一單位，加入礦泉水後加以攪拌，醋利用量筒以每 5ml

為單位，然後再利用發光二極體來測試亮度。每一種必須累計加到五匙或

25ml，看看是否加了愈多匙其二極體的亮度是否愈亮？ 

       以下圖片為實驗過程： 

  

準備鹽、醋、小蘇打粉等材料 使用一般礦泉水 



  

加入鹽 加鹽後攪拌 

  
加鹽測試 加入醋 

  
加醋測試 加小蘇打粉測試 

（二）實驗結果： 

    根據表三顯示加一匙鹽不用遮光就可看到二極體亮，且比加醋 25ml 還

亮，每一匙還會更亮，也就是說加愈多匙鹽其亮度是愈亮的。表四中加入小

蘇打粉的結果，加一匙不用遮光就很亮，加了第二匙其亮度比加一匙亮，但

加入三匙以後好像與加二匙差不多。表五是加入醋的結果，加入 5ml其結果

有點亮，但加入 10ml以後是愈來愈亮。 

礦泉水加鹽對發光二極體發光程度的影響紀錄表 

發光情形:5 分最亮  4 稍亮 3 普通亮 2有點亮 1一點點亮 0沒有亮 



 
加入情形 1 匙 2 匙 3 匙 4 匙 5 匙 

發光情形 4 5 ＞5 ＞5 ＞5 

備註 比加醋

25ml 還亮 

    

【表三】 

礦泉水加小蘇打粉對發光二極體發光程度的影響紀錄表 

發光情形:5 分最亮  4 稍亮 3 普通亮 2有點亮 1一點點亮 0沒有亮 

加入情形 1 匙 2 匙 3 匙 4 匙 5 匙 

發光情形 4 5 5  5  5  

備註 不用遮光

就很亮 

 比加 2 匙差

不多 

比加 3 匙差

不多 

比加 4 匙差

不多 

                               【表四】 

礦泉水加醋對發光二極體發光程度的影響紀錄表 

發光情形:5 分最亮  4 稍亮 3 普通亮 2有點亮 1一點點亮 0沒有亮 

加入情形 5ml 10ml 15ml 20ml 25ml 

發光情形 2 3 4 5  ＞5  

備註  比 5ml亮 比 10 ml亮 比 15 ml亮 比 20 ml亮 

                               【表五】 

柒、問題與討論 

一、水溶液會導電嗎？ 

從實驗一中得知所有實驗的水溶液都會導電，所以其實是可以作為教

材內容中測試的水溶液。至於純水，物理專家說法是：「理論上純水是不導

電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的純水，而糖溶於水中時雖然不會解離，

但所用的水本身就可以導電，因而糖水也會導電。」因此可以說，所有的

水溶液都會導電。專家還說：「事實上也沒有真正的絕緣體，因為只要電壓

夠大，電流也可能通過絕緣體。」下次千萬不能說「水」不會導電，否則

有一天當你的手沾了「水」再去摸電器用品有可能會產生觸電的危險。 

二、哪些水溶液比較溶液導電？ 

    從實驗一中得知幾乎所有的水溶液都會導電，只是導電的大小不同，

鹽水的導電性最大，其次是酸性水溶液，導電性較差的應該是鹼性水溶液。

偽什麼有些水溶液比較容易導電，問題在於物質溶於水中，其水溶液產生

較多的導電物質，這些物質稱為電解質；相對的，水溶液不能導電的物質



稱為非電解質。所以電解質含量愈高其導電性就愈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運動飲料其實含有比一般飲料還要多的電解質，透過我們的實驗我們認為

運動飲料，也屬容易導電的水溶液。 

三、各種「水」導電性的大小如何？ 

    從實驗二得知兩種品牌的礦泉水不能使二極體發亮，其他像開水、自

來水和地下水就可以使二極體發亮。這樣的結果是不是就斷言礦泉水不會

導電，其實不盡然，若電流量再加大是否就能使二極體發亮呢？所以，我

們只能猜測礦泉水在加工的過程是不是已把一些電解質抽離出來，造成其

導電性不佳的特性。 

四、加入不同物質的「水」其導電性如何？ 

         水能導電出自水是否含有電解質，於是我們在導電性不佳的礦泉水加   

     入鹽、小蘇打粉和醋看看是否能使礦泉水的導電性提高，由實驗三得知這  

     三種物質確實可以提高礦泉水的導電性。其中加入鹽的礦泉水能使二極體 

發光且最亮，而鹽含有鈉，我們認為鈉含量愈高其導電性愈高。 

捌、結論 

  一、日常生活中，水溶液是可以導電的，而「純水」並非純在於天然的世界中，

因此「水」經由實驗證明也是會導電，所以，當我們手沾上水溶液或者水時，一

定要把手擦乾淨，否則再去觸摸電器開關，有可能觸電上身發生危險。 

二、一般的水溶液都能導電，食鹽水更容易導電。所以當水溶液加了鹽電流流通

量就會增加。而酸性水溶液也很容易導電，像汽水或運動飲料之類。 

三、一般的水都能導電，若加上易導電的物質更容易導電，不只是加上鹽，也不

管其酸鹼度，只要是加入電解質的物質都可以使水更容易導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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