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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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屬焰色反應的奧秘 

一、摘要 

仰望跨年晚會上或重大節慶常常會看到絢麗的煙火不禁引起我們想探索這些顏色的變化與

產生原因，因此本實驗嘗試燃燒不同金屬並觀察其顏色、硬度、狀態、燃燒時間等，並改

變其比例混合燃燒觀察結果記錄下來，進行比較，希望透過不同的焰色反應，了解這些金

屬元素的性質和特點，期待這些反應如果也被廣泛應用於現實生活中，例如在鑒定金屬品

質和製造彩色煙火等方面一定有更多迷人的變化。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使黯淡無光的天空被五彩繽紛、萬紫千紅的火光點綴。而這些煙火中常有不同的顏色，

這些色線劃開天際的景象，使人著迷。於是我們決定研究有關這些不同顏色的火光是怎麼

形成的，也去看看有沒有能形成其他顏色的物質。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1. 探究不同元素有甚麼特殊的焰色。 

2. 嘗試將不同元素以不同比例混和是否會有不同且多元的顏色。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由於每種元素離子都有其個別的光譜，當受熱時原子的電子會躍遷至較高的不穩定能階，

並以釋放一定頻率的光子的方式回到基態，從而發生焰色反應。 雖然學校並沒有本生燈，

但我們藉由酒精燈也試著將活性較強的物質做比較實驗，流程如下圖所示。 

 

 

 

 

 

 

 

 

 

 

 

圖一：探究過程示意圖。 

單一物質 鈉 鎂 鋅

兩種物質 鋅+鎂 鋅+鈉 鈉+鎂

三種物質 鋅+鎂+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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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單一物質 

透過燃燒金屬，觀察其火焰顏色和其附帶的反應 

1. 將不同金屬用電子秤秤出我們需要的質量的金屬。 

2. 將金屬放到燃燒匙上，並用酒精燈加熱，同時計時。 

3. 觀察並記錄其燃燒顏色，並記錄其燃燒時間、反應中的特殊現象、反應時間、以及

反應後產物的模樣。 

4. 將觀察結果做成表格比較。 

5. 下次能從反應判斷出該金屬為何種金屬。 

 

 

 

 

 

 

 

 

 

圖二：鈉的燃燒實驗結果。 

 

 

 

 

 

 

 

 

圖三：鎂的燃燒實驗結果。 

 

 

 

 

 

 

 

圖四：鋅的燃燒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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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兩種物質 

不同金屬按照一定質量比例(0.2 公克+0.2 公克)將其混合，觀察是否發生新的反應並推測

其可能產生的顏色。 

結果發現鋅與鎂混合時產生偏重鋅的顏色，鋅與鈉混合時卻產生偏重鈉的顏色，而鈉與鎂

混合時則產生偏重鎂的顏色。 

 

步驟三：三種物質(鈉+鎂+鋅) 

將三種金屬以 0.4:0.2:0.4(公克)的比例混合，觀察發生的反應並推測其可能產生的顏色。 

結果發現雖然鋅與鈉的比例較重，但鎂原本偏重白色較不影響整體顏色變化，產生的顏色

最後偏重活性較大鈉金屬的顏色。 

 

 

 

 

 

 

 

 

 

 

圖五：鈉+鎂+鋅的燃燒實驗結果。 

 

表一：實驗結果焰色反應記錄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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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實驗結果產物記錄總表。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每種金屬都有其特定的焰色，這是由於金屬離子在燃燒時產生的光譜，因此我們可以

從燃燒時產生的光來辨別這是何種金屬。不同金屬元素混和的焰色會相互影響，產生新的

顏色，也能從燃燒時產生的光辨別這是哪些金屬的混和物。我們希望透過不同焰色的來做

出相異的顏色，不只能在美觀上達到湛麗、具有欣賞價值的煙火，更希望透過混和不同的

元素，從中學習到不同元素的物理特性，精進自己在自然探究上的雲海知識。 

         金屬焰色反應一直是自然科學領域中引人入勝的研究主題之一。通過混合不同的金屬

元素，我們可以觀察到不同的色彩反應，並且可以了解這些金屬元素的性質和特點。此

外，這些反應也被廣泛應用於現實生活中，例如在鑒定金屬品質和製造彩色煙火等方面。 

       在這方面的未來研究中，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索不同元素混合的可能性，以更好地理解

金屬焰色反應的機理和奧秘。同時，我們還可以將這些研究成果應用於其他領域，例如在

金屬加工和材料科學等方面。 

          總結而言，金屬焰色反應是一個極具意義的自然科學專題。通過對不同金屬元素混

合的研究，我們可以深入了解金屬元素的性質和特點，並且可以將這些研究成果應用於現

實生活中的許多方面，從而推動人類的科技發展和進步。我們期待未來在這方面的研究能

夠取得更多的突破和進展，為人類帶來更多的福祉和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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