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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2 溫度對唾液分解澱粉的影響 

活動討論： 

1. Ａ、B、D管浸泡溫水使唾液中的酵素具有																			。	

2. 比較B、D兩管只有唾液、水的不同，其他條件都相同，B管卻出現糖的反

應，代表唾液中具有將澱粉轉化成為														的成分物質。因此，B、D

組的操作變因為有沒有															。	

3. 比較A、B兩管都加入唾液，其操作變因為																																					，	

Ａ管最後顏色為															，100℃的高溫會使酵素																								。	

4. 想了解溫度對酵素的影響，應該觀察									和								試管。Ｃ管的顏色為	

															，可見唾液在冰水中活性															。	

 葡萄酒的祕密! 

在 18 世紀時，法國的科學研究學會曾表示：如果有人能解開葡萄汁發
酵為葡萄酒的祕密，學會將會提供解答者 1 公斤的黃金作為獎賞，不過這
個挑戰過了數十年依舊無人能達成。 

直到 19 世紀後，身為微生物學奠基者之一的巴斯德，他帶領團隊在法
國葡萄酒廠開始探討這個問題，他們認為要將醣類轉化為酒精，需要由活體
細胞的酵母菌所進行，換句話說，他們主張發酵一定要有活的生物參與；德
國化學家李比希則反對巴斯德的理論，他表示酒精發酵和在試管做出來的普
通化學反應並沒有什麼不同，也就是說生物並非發酵的必備要素。 

後來德國化學家愛德華·布赫納，有次拜訪研究細菌的哥哥漢斯·布赫納
時，漢斯打算利用 磨碎的酵母菌和穀類混合過濾得到的液體進行實驗，愛
德華注意到混合液正在產生二氧化碳，而剩下的汁液中則含有酒精，於是在
哥哥的協助下，愛德華開始針對此現象研究，在排除殘餘活體酵母菌的可能
性後，確認了發酵是由源自酵母菌的某種「成分」所作用，此成分即使離開
製造它的生物體，仍能保持它的效果；布赫納兄弟的研究為近代生物化學領
域打開新的大門，愛德華也因為分離並建立該「成分」作用機制的成就，榮
獲諾貝爾化學獎的殊榮。 

  
(  ) 1.在文中的一系列研究過程與發現，是起於人們對什麼現象的觀察感

到興趣?  
(A)酵母汁不加糖會腐壞 (B)葡萄汁能變為葡萄酒  
(C)活的酵母菌具有發酵功能 (D)酵母菌加糖會反應產生氣體。 

(  ) 2.在巴斯德團隊探討葡萄酒製作過程的研究中，下列何項是一個該團
隊進行研究的實驗假設? 
(A)葡萄汁能夠自然揮發而產生酒精 
(B)酵母汁加了糖可以延緩腐壞的時間  
(C)僅活的酵母菌具有酒精發酵的功能  
(D)葡萄汁發酵會產生二氧化碳與酒精。 

(  ) 3.依據布赫納兄弟的研究發現，下列何項較可能是他們依研究結果所
提出的結論?  
(A)葡萄汁能發酵而產生酒精  
(B)酵母菌是使葡萄汁發酵的關鍵  
(C)酵母菌中的某種物質能讓葡萄汁發酵  
(D)葡萄汁加入糖可產生幫助物質燃燒的氣體 

試管 A B C D

唾液(2ml) 煮沸10分○ ○ ○

水(2ml) ○

米飯 ○ ○ ○ ○

竹筷攪拌 ○ ○ ○ ○

浸泡溫水
(20分) ○ ○ Ｘ(泡冰水) ○

本氏液
(2ml) ○ ○ ○ ○

加熱前	
顏色

加熱後	
顏色

糖的有無

3-2酵素


	(1) 生物體內所進行的反應種類很多，有些反應可將較大的分子轉變成較小的分子，稱為       ；有些反應可將較小的分子轉變成較大的分子，稱為      。
	(2) 生物體內的分解作用與合成作用合稱為      。食物中的養分需經過    作用和    作用，才能被生物體利用。
	(3) 代謝作用的反應過程需要    的參與，酵素又稱為   ，是一種     ，可改變反應    ，且可以    使用，而受酵素作用的物質則稱為    。
	(4) 酵素和受質間的關係具有     ，必須互相配對，才可以促使反應    進行。
	(5) 以人類為例：人類的唾液中含有     ，催化的受質是    ，能使澱粉快速分解成    的物質，但澱粉酶如果遇到     就無法發揮作用。
	(6) 以草食性動物為例：草食性哺乳動物體內共生著可分泌      的微生物，能將纖維素分解，供動物吸收利用，所以牛吃草便能獲得所需的能量，而人類則   。
	(7) 溫度：大部分酵素的主要成分是     ，其活性易受環境影響，例如酵素的活性隨溫度升高而    ，但若超過    的溫度，則活性會    ，甚至    活性。
	(8) 酸鹼性（pH值）：此外，不同的酵素適合作用的環境酸鹼性也    ，例如胃內消化液的酵素在    環境中活性最   ，而小腸內消化液的酵素則在    環境中活性最   ，如果將兩者所處環境互換，都將    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