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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普高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 生活中的煉金術-硬幣合金變色實驗探討 

一、摘要 

本研究以無電電鍍的方式來去將銅幣鍍上鋅並加熱後熔進去變成鋅銅合金使其變為金

色(以下稱為金幣)，再去探討如何將金幣顏色變得更金的效果，我們推論如果能將鋅熔進

去銅幣得更多能將金幣顏色弄得更金，因此我們採取用重複鍍多次的方式，再以金屬質量

比例來去探討，是否有將更多的鋅熔入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煉金術，在中世紀是化學的起源思想，利用化學方法將金屬變為黃金，雖然現代科學

已知證明行不通，但引起我們對於煉金術的興趣，因此引發我們對於鍍金幣的想法，我們

又將此想法延伸，想要探討如何將顏色變成更金以及鍍多次是否能將鋅熔得更進去，所以

我們開始研究並實作了以下實驗。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假設:如果能將鋅熔進去銅幣得更多能將金幣顏色弄得更金 

 

研究目的:(一) 研究出如何能將鋅熔進去銅變成鋅銅合金 

                 (二) 分析鋅銅合金中增加鋅比例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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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原理:氧化還原反應，氧化與還原必然以等量同時進行，且都遵守電荷守恆，還原劑失去電

子，化合價上升(氧化)，氧化劑得到電子，化合價下降(還原) 

 

         正極：Zn＝Zn2++2e
－

 鋅原子失去電子(氧化)成鋅離子。 

         負極：Zn2++2e
－＝Zn 鋅離子得到電子(還原)成鋅原子。 

無電電鍍原理 

        又稱化學鍍，製程上不需外接電極，靠著高溫還原劑的作用，在具催化活性的金屬表

面，持續的沉積金屬上去，已經沉積上去的金屬會繼續催化附近尚未沉積的離子，加速沉

積速率，此被稱為自催化反應。因為這個反應，使得無電電鍍反應能持續進行， 幾乎沒有

厚度限制 

 

實驗步驟 

(1)清洗壹元銅幣 

註：本實驗最好使用製造年代較新的且較乾淨的銅幣。  

(2)放置混合的鋅粉和氯化鋅溶液於電熱板上，使用 550度加熱至沸騰 

(3)將硬幣放入溶液 3分鐘，使其鍍上鋅並將溫度改為 300度(為了避免溶液沸騰後泡沫溢

出，且容易進行之後步驟，因此降低溫度)。 

(4)最後將鍍上鋅的硬幣加熱 300度，等 1分 30秒使其變金。 

(5)放入冷水冷卻後，擦拭乾淨，並量取質量。 

(6)XYZ三次重複鍍鋅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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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探討出重複鍍上鋅再加熱使其變金，能夠增加多少質量，我們設計出 XYZ三次重複

鍍鋅實驗，用相同質量鍍上鋅並加熱重複四次，進行比較。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由於黃銅即鋅銅合金的製作是要使銅呈現熔融態，並加熱至 1000度以上才能使鋅融進

去，然而現階段的我們因為溫度不足以及其他種種原因導致鋅只有附著在表面，而至於我

們發現為什麼鋅只有鍍在表面上而不是完全融合是因為當我們使用砂紙刮開時顯現出銅的

顏色，如圖(一)，所以即使熔再多的鋅進去，也無法將銅的中心與鋅完全融合，因此我們

推論出本實驗質量未增加的原因是因為鋅只停留在表面而未完全融合成鋅銅合金，質量只

有少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後便無法持續增加。 

 

圖(一) 

 

 



4 
 

生活應用:我們常在電影中看到金幣，以及在台灣旅遊景點常看到一台紀念幣印壓機，印出

來的紀念幣為銅幣，經過無電電鍍實驗後變成金色，利用此技術能使原本單調乏味的顏

色，也能換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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