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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速率 
1.) 反應速率：化學反應進行的快慢。 

1. 單位時間內，反應物減少量或生成物增加量（質量、mole、M）。 

反應時間

生成物增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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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速率＝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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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最易觀測的物質來測量反應速率。如：沈澱、顏色、氣泡… 

3. 常以時間倒數表示反應速率的大小。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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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化學反應發生的條件： 
1. 碰撞學說：要發生化學反應，粒子間必須要有效碰撞。 

有效碰撞的要素：




。粒子碰撞的方向要正確

粒子有足夠的能量。

.

.
b
a

 

2. 有效碰撞的次數多反應速率快。 

3.) 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反應物本質、濃度、表面積(顆粒大小)、 
溫度、催化劑 

1. 反應物本質(活性)： 

a. 活性大容易發生反應反應速率快。 

例：Fe 易生繡、Cu 不易、 
    黃金活性小，可長久保存，作裝飾品。 

例：鈉、鉀較鎂、鋁、鐵、銅等金屬，容易與水反應。 

2. 濃度： 

a. 濃度高粒子碰撞機會高有效碰撞多反應速率快。 

例： OHCOCaClCaCOHCl 22232   
HCl 濃度高反應速率快。HCl 濃度低反應速率較慢。 

例：線香在純氧中的燃燒比在空氣中燃燒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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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表面積（顆粒大小）：  

a. 總表面積越大（顆粒越細）粒子碰撞機會高有效碰撞多

反應速率快。 

b. 邊長切成 n 等分時，表面積變為 n 倍。 
例：原本邊長 3 cm 的總表面積為 54 cm2， 
    切成三等分後的總表面積為 162 cm2，為三倍。 

c. 溶液表面積比固體大接觸機會大反應速率快。 

例：1. 粒狀砂糖與塊狀冰糖溶於水，粒狀砂糖會較快。 
    2. 以木材和木屑生火時，木屑總接觸面積大，燃燒較快。 
    3. 吃火鍋時，總是將肉片切成薄片再燙涮。 
    4. 營火總是把粗木頭放在底部，愈往上木頭逐次變細。 

例： OHCOCaClCaCOHCl 22232   
    粉狀 CaCO3表面積大反應速率快。 
    塊狀 CaCO3表面積較小反應速率較慢。 

4. 溫度：增加反應速率的常用方法。 

a. 溫度高粒子能量高粒子碰撞機會高有效碰撞多反

應速率快。 

b. 一般而言，溫度每增加 10℃，反應速率×2。 r＝2ΔT/10 (倍)。 

例：1. 燃燒反應速率↑；降溫反應速率↓，如冰箱。 
    2. 夏天食物比在冬天容易腐敗。 
    3. 實驗室常以加熱進行化學反應。 
    4. 加油站嚴禁煙火。 
    5. 藥品需低溫保存。 

例：假設溫度每升高 10 ℃，反應速率增為原來的 2 倍，某一反應

在溫度 20 ℃需時 96 秒方能完成，欲縮短反應時間於 3 秒鐘

內完成，溫度需升至 70 ℃。 

例：  SOHSONaClHClONaS 2232 22  

i. 溫度高黃色沈澱多、快反應速率快。 
溫度低黃色沈澱少、慢反應速率慢。 

ii. 以時間倒數表示 S 的生成速率，對 T 做圖。 

iii. 硫代硫酸鈉（NaS2O3）：又稱大蘇打、海波，白色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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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因控制法：為瞭解實驗因素(變因)與結果的關係所用的實驗方法。 

1. 控制變因：維持不變的變因，個數不限。 

2. 操縱變因：改變的變因，只有一個。 

3. 應變變因：實驗結果。 

 溫度對反應速率的實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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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當溫度 55℃時，遮住瓶底十字所需的時間為 10 秒。 

5. 催化劑： 

a. 加入催化劑反應速率快。 

b. 催化劑： 

i. 又叫觸媒，在生物體中稱為酵素或酶。 

ii. 參與反應，但反應前後，本質不變。 
既不是反應物，也不是生成物。 

iii. 改變反應速率，但無法增加生成物產量、不改變平衡。 

iv. 具有專一性。 

v. 無法使不反應者的變成可反應的。 

vi. 







使反應速率降低。負催化劑

使反應速率增加。正催化劑
 

例： 

i. 2222 22 2 OOHOH FeMnO   或
。催化劑：MnO2。 

ii. 哈伯法製氨： 3
200atm/C500~400/

22 N23HN HFe   
。 

            催化劑：Fe 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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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澱粉＋唾液（或 HCl）水解成麥芽糖。 
葡萄糖麥芽糖糊精澱粉   。催化劑：澱粉酶。 

iv. 生物體中的澱粉酶分解澱粉 
生物體中的胃蛋白酶分解蛋白質 

 
例：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有很多，試回答下列情況是受到何種因素影響： 

 (A)物質本性   (B)濃度   (C)溫度   (D)表面積大小   (E)催化劑    

(1) 平時我們身上戴的金飾品，較鐵更不易生鏽。【 本性  】 

(2) 以大理石和稀鹽酸來製造二氧化碳時，常將大理石敲碎或是磨粉

加速反應。【 表面積  】 

(3) 一瓶雙氧水水溶液靜置時，靠肉眼無法看到水溶液中有何變化，

但是加入少許 MnO2 後，可以看到劇烈的反應，會有大量的氣體

逸出。【 催化劑 】。 

(4) 古時候的人將食物儲存在冰窖裡，可以增加食物的保存期限。

【 溫度  】。 

(5) 以等量且完全解離之同濃度硫酸水溶液及鹽酸水溶液做電解質導

電的實驗時，發現前者的燈泡亮度大於後者。答：【 濃度  】。 

(6) 鹽酸與鎂的反應速率快於鹽酸與鐵的反應速率。【 本性  】 

(7) 在化學實驗中，常將固態藥品配成一定濃度的溶液來使用，使化

學反應變快。【 表面積  】 

(8) 生產大量乾燥粉狀可燃物的場所，常會有爆炸的危險。【 表面積  】 

(9) 煎魚時，常在魚體上切劃幾刀。【 表面積  】 

(10) 火鍋用的肉片通常都是薄片狀，因為這樣肉比較容易煮熟。【 表面

積  】 

(11) 鮮奶沒喝完，卻忘記放入冰箱中冷藏，隔夜鮮奶就壞掉了。【 溫度  】。 

(12) 發生瓦斯外洩的情形，不要開啟或關閉任何電源，否則易引起爆

炸。【 溫度、濃度 】。 

(13) 將咖啡豆磨成粉後，若不立即沖泡飲用，則須放在冰箱才能保存

較久的時間，否則容易變質。【 表面積、溫度 】。 

酶：為蛋白質， 
有溫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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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逆反應與平衡 
1.) 可逆反應：正逆反應同時進行者。 

1. 以「 」表示。「」為正反應；「」為逆反應。 

例： 

a. )(2 lOH )(2 gOH  

b. OHCuSO 24 5 OHCuSO 24 5
   藍色晶體     白色粉末 

c. 2223 2 CaClOHCOHClCaCO  ，若在一加蓋瓶中，一下

就沒有氣泡了，是因為有逆反應發生。 

d. OHCOCaCO 223  23 )(2 HCOCa  
石灰岩地形可形成鐘乳石、石筍、石柱。 

2. 並非所有反應都是可逆反應，有些反應是不可逆反應。 

2.) 化學平衡： 
1. 平衡時，正反應速率＝逆反應速率≠0。 

反應持續進行，為動態平衡。 

2. 平衡時，濃度不再改變，物質的量會成比例。 

例： 

a. 蒸發速率＝凝結速率 )(2 lOH )(2 gOH 。 

b. 溶解平衡：溶解速率＝析出速率。 
飽和糖水再加糖下去，一段時間後，糖的形狀改變了，但是重

量卻沒有改變。 

3. 反應速率與時間的關係圖： 

 

3.) 平衡變動：改變平衡條件，重新達到新平衡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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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影響平衡的因素：濃度、溫度、壓力 

1. 濃度：由濃度高→濃度低移動。 

例： 42422 SOHCrOK  OHSOKOCrK 242722 

 

  黃色            橘紅色 












，溶液變黃色。反應加

，溶液變橘紅色。反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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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H
pHH

 

例：溴水（紅棕）在溶液中會分解成 H 、 Br 、HBrO（無色） 
  OHBr 22  )(次溴酸HBrOBrH  

 











，溶液變無色。反應加

，溶液變紅棕色。反應加

無色紅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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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溫度（T）：








行放熱反應降低溫度

行吸熱反應升高溫度
 

例： 熱42ON 2O2N

 






，氣體變無色。反應降溫

，氣體紅棕色。反應升溫

紅棕色無色   
 

3. 壓力：PV=定值P 和 V 成反比。 

例： 熱42ON 2O2N  









，氣體變紅棕色。反應減壓

，氣體變無色。反應加壓

紅棕色無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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