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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冰的法則  

 

 

 

 

 

摘要 

    鹽真的是一種很神秘的東西，除了做菜之外，竟然可以降低溫

度，用來製作冰棒，雖然這個方法大家都已經知道，但是我們針對是

否有比鹽更好的降溫劑、鹽的種類、鹽與冰塊的比例、裝冰塊的容器

等作實驗。我們發現鹽和生活常用的廚房用品比較，確實是最佳降溫

劑，因為他不僅隨處可得而且價格便宜，另外精鹽比低鈉鹽好用。因

此只要在適當的比例下，裝在保溫的容器中，輕而易舉就可以製作出

衛生冰涼的冰棒了。 

 

 

 

 

 

 

 



壹、 研究動機 

 

記得三年級的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裡，有一個把鹽灑在冰塊

上，可以讓果汁結凍的實驗。引發了我們的興趣，如何在不運用冰箱

的情況下，有效又快速的製作出冰棒，是我們此次研究的重點。 

 

貳、 研究目的 

（一）、探討冰塊和混和不同的物質後，溫度變化的差異。 

（二）、探討冰塊混和不同種類的鹽，溫度變化的差異。 

（三）、探討不同比例的冰塊與鹽，溫度變化的差異。 

（四）、探討將加鹽的冰塊放在不同的容器中，溫度變化的差異。 

（五）、運用實驗成果有效的方法製造出冰棒。 

 

 

參、研究設備器材 

水、燒杯、量筒、溫度計、秤、碼錶、冰塊、精鹽、低鈉鹽、糖、

味精、小蘇打粉。 

  

肆、研究過程 

 （一）、探討冰塊和混和不同的物質，溫度變化的差異。 

    實驗步驟：50 克的精鹽、糖、味精、小蘇打粉分別加入 150 克

的冰塊中，用碼錶測量時間並與觀察溫度的改變。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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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因 
0 30 60 90 120 150 180 210 240 

加鹽 0 -6 -8 -9 -9.5 -10 -10 -10.5 -10.5 

加糖 0 0 0 0 0 0 0 0 0 

加味精 0 0 0 -1 -2 -3 -4 -4 -4 

加小蘇打粉 0 -1 -1 -1 -2 -2 -2 -2 -2 

     

 

 

 

 

 

 

 

 

 

 

 

 

 

 

 

 

 

 

    （1）加鹽的冰塊：鹽對冰塊有些明顯的降溫效果，約可降 10 度。 

   （2）加糖的冰塊：溫度沒有任何變化。 

   （3）加味精的冰塊：味精對冰塊有一點點的降溫效果，約可降 4



度。 

   （4）加小蘇打的冰塊：小蘇打對冰塊有一點點的降溫效果，約可 

        降 2 度。 

   結論：「鹽最能降低冰塊的溫度」。其他的物質溶於水後也能稍微

降低冰塊的溫度，但是與鹽的效果比較起來相差太多。 

 

 （二）、探討冰塊混和不同種類的鹽，溫度變化的差異。 

    實驗步驟：在溫度相同的情況下，一組是混合 50 克的精鹽＋150

克的冰塊，另一組為 50 克的低鈉鹽＋150 克的冰塊水，用碼錶測量時

間與觀察溫度變化。 

結果： 
時間 

  
變因 

0 30 60 90 120 150 180 210 240 

精鹽 0 -6 -8 -9 -9.5 -10 -10 -10.5 -10.5 

低鈉鹽 0 -5 -5 -7.5 -8 -8.5 --8 -8 -7.5 

     

 

 

 

 

 

 

 

 

 

 

 

 

-12

-10

-8

-6

-4

-2

0

0 30 60 90 120 150 180 210 240

時間

溫度
精鹽

低鈉鹽



    （1）加精鹽的冰塊在我們觀察 240 秒的後可降溫至-10.5 度。 

    （2）加低鈉鹽的冰塊在我們觀察 240 秒的後可降溫至-8 度左 

         右。 

    結論：「精鹽比低鈉鹽更能降溫」，參考精鹽與低鈉鹽的成分標

示，發現精鹽的氯化鈉含量 99.5%，低鈉鹽的氯化鈉含量 48%，因此

氯化鈉的含量可能是影響冰塊溫度降低的主要原因。 

 

（三）、探討混和不同比例冰塊與鹽，溫度變化的差異。 

    實驗步驟：將不同比例總重為 200 克的冰塊加鹽。用碼錶測量時

間與觀察溫度的改變。 

    結果： 
時間 

  
變因 

0 30 60 90 120 150 180 210 240 

20 克冰塊

加 180 克鹽 
0 -2 -4 -7.5 -8 -8 -9 -9 -9 

40 克冰塊

加 160 克鹽 
0 -7 -7 -8 -9 -9 -9 -9 -9 

60 克冰塊

加 140 克鹽 
0 -9 -9 -9 -9 -9 -10 -10 -10 

80 克冰塊

加 120 克鹽 
0 -9 -9 -9 -10 -10 -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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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克冰塊加 180 克鹽：溫度降低的速度較慢，但溫度可降低

到-9 度。 

   （2）40 克冰塊加 160 克鹽：溫度降低的速度第二慢，溫度也可降

低到-9 度。 

   （3）60 克冰塊加 140 克鹽：溫度降低的速度最快，30 秒即可降

低到-10 度。 

   （4）80 克冰塊加 120 克鹽：溫度降低的情況與第三組大約相同。 

    

    結論：「冰與鹽的比例約在 3：7 時降溫的速度最快」。超過 3：7

的比例則降溫效果並未明顯增加。 

 

 （四）、探討將加鹽的冰塊放在不同的容器中，溫度變化的差異。 

    實驗步驟：將相同比例的鹽和冰塊混和後，分別放在塑膠杯與保

麗龍杯，並在杯中放置試管，試管內裝有 100cc 的水，用碼錶測量時

間與觀察試管內水溫變化。 

結果： 

 
時間

﹝分﹞ 
  

變因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塑膠杯 20 5 3 3 3 3 1 1 0 0 0 0 0 

保麗龍杯 20 5 3 0 0 0 0 -1 -4 -7 -9 -10 -11 



     

 

 

 

 

 

 

 

 

 

 

 

 

 

 

 

 

 

 

（1）放在塑膠杯內的試管中水的溫度持續下降，在 14 分鐘後只

能降到 0 度，無法再下降，水也無法結冰。 

    （2）放在保麗龍杯內的試管中水的溫度持續下降，在 6 分鐘後

降為 0 度，水開始結冰，24 分鐘後更降至-11 度，試管中的

水完全結冰。 

      結論：「保麗龍杯能更有效的使溫度降低」。保麗龍是一種保溫

的材質，使冰塊與室溫隔絕，冷度較少外洩，所以更能幫助試管中的

水結冰。 

 

（五）、運用實驗成果有效的方法製造出冰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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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步驟：將 500 克的鹽加入 1500 克的冰塊中，並將裝有果汁的製

冰盒放保溫筒內並加蓋，必須將冰塊完全覆蓋製冰盒，用碼錶測量

20 分鐘後，觀察製冰盒結冰的情形。 

    結果：                                                     

（1）成功製作出結冰完整的冰棒。 

    

伍、討論 

（一）在實驗時冰塊的溫度很難控制的剛好為 0 度，必須不停的在

冰箱中將冰塊測試，等到剛好為 0 度時趕快拿出來，所以可

能影響到實驗的準確度。 

（二）冰塊放進冰箱時已經稍微融解，冰進冰箱後底部的水又結成

冰，影響冰塊與鹽的攪拌均勻程度。 

（三）因為實驗可能存在的誤差，所以每項實驗均重複三次，取其

平均值並剔除誤差較大的數據。 

（四）在廚房中常見的的顆粒狀調味品，只有鹽的降低冰塊溫度的

功能最明顯，味精、小蘇打粉的降溫效果很差，糖則無法降

低冰塊的溫度。 

（五）不同的鹽降低冰塊溫度的效果也不同，精鹽就比低鈉鹽的效

果好，可能是含氯化鈉的成分較高，所以可以說氯化鈉降低

冰塊溫度的主要原因。 

（六）鹽的比例會影響冰塊降低溫度的效果，但是超出比例﹝3：7﹞

後，效果無法提升。 

（七）放冰塊的容器對於結冰的效果有很大的影響，保麗龍杯子可

以使溫度降低的效果更明顯。 

（八）試管中的水在接觸到冰塊的範圍內會結冰，高於冰塊的高度

的水不會結冰。 

陸、結論： 

（一）鹽是製造冰塊的最佳利器，既便宜又容易取得，但是不要

用太多，因為超過比例的話﹝3：7﹞就沒有效果，形成多



餘的浪費。 

（二）精鹽比較便宜，氯化鈉含量又多，是製冰的不二選擇。 

（三）裝冰塊的容器很重要，要能保溫而且要大，能將製冰盒整

個覆蓋。 

（四）結冰需要時間，約 20 分鐘，不可心急，但仍比用冰箱快

很多，很快可以製作出好吃的冰。 

柒、檢討 

（一）在冰塊溫度控制方面並不是很容易，花了許多時間在這

邊，但也培養我們耐心與毅力，彼此感情增進不少。 

（二）雖然這次實驗有意想不到的結果，但因我們設備有限，

無法取得更精密的儀器來測量，所以希望以後能增添更

好的設備，再有更多、更深入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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