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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在我四年級的時候，在班上曾經流行過水晶寶寶，水晶寶寶是一種很特別的東西，它

不是生物，不過它卻可以不斷的吸水直到它[飽]，不過我目前只知道它可以吸水，所以很

好奇它在曬乾後能不能把不是水的東西吸進去。

貳、研究目的

一、比較自製和文具店賣的水晶寶寶吸不同液體後在導電性上有何差別。

二、比較自製水晶寶寶曬乾後對於不同液體的吸收能力差異。

參、文獻探討

一、水晶寶寶是什麼

水晶寶寶是一種丙烯酸高分子聚合物，也就是芳香劑，是一種矽膠類製品，對

人體、大腦都有潛在的危險，吸水力極強，可以在短時間內吸收大量的水，吸了

水會膨脹好幾倍，更在水溫高的情況下，吸水力會更好。之後產生分裂．看起來

就像生出寶寶，所以大家稱呼為水晶寶寶。水晶寶寶是沒有生命的非生物，而且

還是致癌物。具有強力吸水性，遇到溫水吸收性更強，不能任意丟棄到排水孔裡

，它會不斷吸水膨脹，最後整個炸出來。(王文香，民96)(民111)(Line購物)

(一)水晶寶寶帶來的危險種矽膠類產品，吸液體會膨脹，所以對人體、大

腦都有潛在的危險，色素會殘留在皮膚，滲入體內，若不慎食用，會有致

命危險。因為水晶寶寶是一果有誤食的狀況，它可能會在身體的任何部位

吸水膨脹，會造成腸子黑掉壞死缺血，甚至會穿孔而造成嚴重的腹膜炎，

而最後敗血性休克。(王文香，民96)

(二)水晶寶寶膨脹的原理

根據微觀世界的科普教學得知，水晶寶寶的主要成分(聚丙烯酸鈉)的高

分子聚合物時，水進入此分子內部的網狀構造後膨脹，是「水牢」作用。

二、如何自製水晶寶寶



根據網站MERU城乙化工-手作生活DIY(民109)、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

107年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創意組」作品-環保清潔球(107年)得知，自製水晶寶

寶是海藻酸鈉泡在乳酸鈣中，乳酸鈣中的鈣離子將海藻酸鈉的鈉離子取代，把海

藻酸鈉及清潔劑包覆其中。

三、各種不同溶液的導電性研究

根據燈泡亮不亮---水溶液的導電性(年)得知，鹽水的導電性最大，醋水和檸檬

汁亮度差不多，氨水的導電性不及鹽水、醋水、檸檬汁、柳丁汁、汽水、運動飲料

和肥皂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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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水晶寶寶吸收液體的能力

根據Gemini的科學天地 -水晶寶寶(民106)得知，水晶寶寶吸液體30分鐘後的

長寬：清水>肥皂水>可可亞>清潔劑>鹽水>咖啡。不過此研究尚未提到有關吸油

汙、飲料等常見物品的速度。

以上幾點中，我們可以了解水晶寶寶是一種丙烯酸高分子聚合物，是一種矽膠類製品

，有潛在的危險。自製水晶寶寶是海藻酸鈉泡在乳酸鈣中，乳酸鈣中的鈣離子將海藻酸

鈉的鈉離子取代形成固體。水晶寶寶吸液體30分鐘後的長寬：清水>肥皂水>可可亞>清
潔劑>鹽水>咖啡。

肆、研究方法與過程

自製水晶寶寶的製作

使用器材

1.海藻酸鈉(2g) 2.蒸餾水(200g)
3.乳酸鈣(5g) 4.量杯(x2)
5.攪拌棒(x2)

製作步驟

一、將海藻酸鈉平分2次加入蒸餾水中攪拌均勻，直到呈透明稠狀，完成海藻酸鈉

溶液。將乳酸鈣倒入蒸餾水中，邊倒邊攪拌直到變透明，完成乳酸鈣溶液。

二、將海藻酸鈉溶液用1公克的勺子放入乳酸鈣水溶液中，產生一顆顆的水晶寶

寶，靜置30分鐘即可撈起完成，成品見表(1)。

表(1)材料和成品

材料(海藻酸

鈉)
材料(乳酸鈣) 倒入 顏料1g 成品



將自製水晶寶寶曬乾

使用器材

1.自製水晶寶寶 2.盤子

3.水(15毫升) 4.15ml藥杯

實驗步驟

一、將自製水晶寶寶放入盤中。

二、放置在戶外可曬到陽光的位置，放置12hr。
三、將曬乾後的水晶寶寶僅泡在15毫升的水中。

四、觀察水晶寶寶的大小是否與未曬乾時長寬高差不多。

五、觀察要杯中的水是否與開始時差不多。

一、比較自製和文具店賣的水晶寶寶吸不同液體後在導電性上有何差別。

實驗一：自製水晶寶寶浸泡哪些液體能通電？

一、研究設備與器材

1.自製水晶寶寶 2.文具店的水晶寶寶

3.燈泡(0.3A) 4.電池

5.電線 6.洗碗精

7.植物油 8.醬油

9.鹽水 10.糖水

11.15cc藥杯x6

二、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將水晶寶寶浸泡在洗碗精、植物油、醬油、鹽水(1g)、糖水(1g)、
過濾水各10cc中，浸泡約三個小時。以浸泡過濾水的水晶寶寶為對

照組。

(二)在浸泡了以上液體的水晶寶寶左右插入電線約0.5cm。
(三)接上燈泡、電池觀察燈泡是否點亮。如圖一。



圖一：燈泡、電池、水晶寶寶的接法。

實驗二：比較製作自製水晶寶寶的材料是否能通電？

一、研究設備及研究器材

1.海藻酸鈉(2g) 2.蒸餾水(200g)
3.不透明水彩(1g) 4.乳酸鈣(5g)
5.量杯(x2) 6.攪拌棒(x2)
二、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將海藻酸鈉平分2次加入蒸餾水中攪拌均勻，直到呈透明稠狀，

重複動作一遍，並在第二杯中加入不透明水彩1g，完成海藻酸鈉溶

液1、海藻酸鈉溶液2，將乳酸鈣倒入蒸餾水中，邊倒邊攪拌直到變

透明，完成乳酸鈣溶液。

(二)將電線放入海藻酸鈉溶液1、海藻酸鈉溶液2、乳酸鈣溶液中，

測量是否可通電。

研究二：比較自製水晶寶寶對於曬乾後不同液體的吸收能力差異。

實驗一：曬乾的自製水晶寶寶能吸生活中那些液體?吸的大小排名為何?
一、研究設備與器材

1.自製水晶寶寶 2.洗碗精

3.植物油 4.醬油

5.糖水 6.15cc的小漱藥杯(x5)



7.過濾水

二、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準備藥杯5個。

(二)2顆水晶寶寶分別倒入洗碗精、植物油、醬油、糖水、過濾水

10cc。
(三)隔24小時後，比較水晶寶寶直徑長度(公分)、液體體積與先前

相差多少(毫升)，一共實驗三次。

(四)統計結果，取平均值。

實驗二：曬乾的自製水晶寶寶吸有味道的液體，味道是否會和此液體相似

一、研究設備與器材

1.自製水晶寶寶 2.洗碗精(花仙子清潔大師)
3.75%酒精 4.漂白水0.5%
5.tree top蘋果汁 6.過濾水

7.15cc的藥杯(x6)
二、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準備15cc的小漱口杯5個。

(二)分別倒入洗碗精、75%酒精、漂白水、果汁10cc、過濾水10cc。
(三)隔24小時後請三位家人盲測味道爸爸、媽媽、弟弟，協助評分，

分數滿分5分最低0分，由有味道(5分)至沒味道(0分)，且清楚認出

此液體(0分~5分)。(四)統計結果取平均值。

伍、研究結果

研究一：比較自製和文具店賣的水晶寶寶在導電性上有何差別。

實驗一：自製和文具店賣的水晶寶寶浸泡了那些液體能通電？

研究結果顯示自製和文具店買的水晶寶寶浸泡過濾水、糖水、洗碗精、植物

油、醬油、鹽水都無法通電。無論是自製或文具店賣的水晶寶寶在浸泡洗碗精後

外面有一層白白、糊糊的膜；浸泡植物油的外面也有一層膜，只不過是無色；浸泡

醬油的質感變的軟軟的，顏色也明顯變黑，浸泡其他液體的則皆和對照組差異不

大，如表(3)。
表(3)自製水晶寶寶和文具店的水晶寶寶通電性

液體: 過濾水 糖水 洗碗精



照片(文具店的)

照片(自製)

寬度(文具店的) 1x1(cm) 1x1(cm) 0.7x0.7(cm)

寬度(自製) 0.9x0.9(cm) 0.9x0.9(cm) 1.2x1(cm)

外表 此為對照組 和對照組一樣 外面有一層白白、

糊糊的



表(3)自製水晶寶寶和文具店的水晶寶寶通電性(續)

液體: 植物油 醬油 鹽水

照片(文具店的)

照片(自製)

寬度(文具店的) 0.4x0.4(cm) 0.6x0.6(cm) 0.4x0.4(cm)

寬度(自製) 0.8x0.8(cm) 1.1x1.2(cm) 0.8x0.8(cm)

外表(自製) 外面又一層膜 外面又一層是軟軟

的，顏色明顯變黑
和對照組一樣

實驗二：比較製作自製水晶寶寶的材料是否能通電？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海藻酸鈉、加了不透明水彩的海藻酸鈉、乳酸鈣皆無法通

電。

研究二：比較自製水晶寶寶對於曬乾後不同液體的吸收能力差異。

實驗一：水晶寶寶能吸生活中那些液體?吸的大小排名為何?
根據自製水晶寶寶在曬乾後能否在將水吸回去實驗結果顯示，自製水晶寶寶

曬乾後無法將水重新吸回去。



實驗二：水晶寶寶吸有味道的液體，味道是否會和此液體相似？

由於自製水晶寶寶曬乾後無法將水重新吸回去，因此無法進行此實驗。

陸、研究結論

研究一：水晶寶寶浸泡了那些液體能通電?比較製作自製水晶寶寶的材料是否能通電？

根據研究我們可得知自製水晶寶寶和文具店的水晶寶寶不管浸泡哪種液體都無法通

電。根據文獻康軒出版社 國2下理化-認識電解質導致無法通電是因為二種(乳酸鈣、海藻

酸鈉)材料都帶有正的電荷但都沒帶負的電荷，合成晶體後依然沒有帶-的電荷，因此終

究無法通電。

研究二:自製水晶寶寶對於不同液體的吸收能力有何?
根據水晶寶寶在曬乾後能否在將水吸回去實驗結果顯示，自製水晶寶寶無法像文具

店的水晶寶寶一樣曬乾後將水重新吸回去。所以水晶寶寶不具有吸不同液體的能力，實

驗無法進行。

柒、研究心得與建議

一、對於研究結果的心得

我覺得這個研究的結果和我想的不一樣，我原本以為自製水晶寶寶可以通電，

但根據研究結果顯示自製水晶寶寶和文具店的水晶寶寶不管浸泡什麼液體都無

法通電，另一個令我驚訝的是自製水晶寶寶曬乾後，竟然無法將水吸回去。

二、對於報告的心得

我在做報告時有發現：做實驗報告和做問卷調查相較簡單，一做完實驗，進度

就等於把問卷發完並收回，研究的速度比起來快很多，也比較簡單，不過如果沒

有做完實驗，就等於什麼都沒做。

三、對於未來學弟妹做報告的建議

做報告之前要先選一個好做的報告主題、好做的報告形式，可以做之前做過

的問卷調查，有把握的話可以做需要時間更久的田野調查，但如果沒有那麼多時

間上的把握也可已做實驗研究，研究方式一定要選自己適合的，選錯了報告就會

很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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