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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茗真相—茶的抗氧化研究 

摘   要 

    本研究針對冬茶和春茶的綠茶茶葉、茶葉粉末與市面上三種不同品牌之綠奶

茶、檸檬綠茶、梅子綠茶、純綠茶的抗氧化性進行比較研究。我們採用兩項的測

試方法：一項是觀察鋼棉浸泡茶水後的生鏽情形，另一項是用碘酒加入茶水後的

顏色變化，來觀察茶的抗氧化性。 

經過實驗，有下面幾項發現：1.不同季節茶之茶水的抗氧化性的確不同，

冬茶與春茶相互比較，冬茶的抗氧化性優於春茶。2.將茶葉磨成粉末狀模擬市面

上的隨身茶包，拿來與完整葉片茶葉做比較，就可看出其抗氧化性不如完整葉片

茶葉的茶水。3.冷泡茶的抗氧化性用加入碘酒的方式測量之後，發現至少要泡20

分鐘，才具有抗氧化性。4.市面上的茶飲，單純綠茶具有抗氧化作用，而梅子綠、

檸檬綠、奶綠等卻沒有明顯的抗氧化作用。 

    對於這些市面上販賣的茶飲料；是否所採用綠茶的成分以及出處有所不同 

，或是加了添加物後，改變了綠茶原本的特性，也影響它的抗氧化性，值得我們

進一步研究。 

 

壹、研究動機 

喝茶幾乎可以說是台灣的全民活動了！我自己在家裡也常常看到爸媽吃飽

飯後在泡茶喝，不論大人或小孩，一星期中總會喝幾杯，雖然不同年齡的人，喝

的茶不太一樣，但是已經可以感覺茶與我們日常生活有很密切關係。 

許多的報導指出喝茶的好處很多，尤其是綠茶，被認為具有抗氧化作用。但

是，如果不同季節生產的茶，抗氧化性是否不同？有些人因為工作忙碌，會使用

隨身茶包泡茶，它的抗氧化性是否跟完整葉片狀的茶葉相同？現在標榜健康又方

便沖泡的冷泡茶，應該沖泡幾分鐘其茶水抗氧化性才會最佳？還有我們小朋友喜

歡喝的奶茶、梅子綠茶、檸檬綠茶等調配過的茶飲料，它的抗氧化性是否會因為

加入其他添加物而改變？ 

我想要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於是我就上網查了有關茶的相關資料，利用這

一次科展的機會，進行茶的抗氧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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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問題 

（一）冬茶和春茶的茶水其抗氧化性是否有差異？ 

（二）粉末狀茶葉與完整葉片茶葉在沖泡的茶水，其抗氧化性是否有差異？ 

（三）冷泡綠茶隨著時間的差異，其茶水的抗氧化性情況為何？ 

（四）檸檬綠茶、梅子綠茶、綠奶茶與純綠茶的茶水其抗氧化性是否有差異？ 

（五）各種不同茶水在防止鋼棉生鏽上是否有差異？ 

（六）不同抗氧化性茶水的酸鹼值的差異情形為何？ 

 

 

叄、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實驗材料： 

冬茶和春茶的綠茶茶葉、水（常溫、滾燙）、檸檬原汁、酸梅、牛奶、生活 

茶飲（市面上三種不同品牌之綠奶茶、檸檬綠茶、梅子綠茶、純綠茶）、碘酒、

鋼棉、廣用試紙、蒸餾水。 

二、實驗設備與儀器： 

照相機、電腦、計時器、盤子、Ph 值測試筆、天平、鑷子、量杯、試管、透

明塑膠杯。 

 

 

 

 

 

 

 

 

 

 

            

圖 1 天平                         圖 2  ph 測試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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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量杯                          圖 4 廣用試紙 

 

 

 

 

 

 

 

 

 

 

 

 

圖 5 蒸餾水（清洗測試筆用）                   圖 6 鋼棉 

                   

 

 

 

 

 

 

 

 

 

 

 

                                               

          圖 7 溫度計及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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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過程與方法 

  物質與氧化合，生成氧化物的反應，稱為氧化反應，例如：蠟燭燃燒、鐵生

鏽等。氧化物失去氧的反應，稱為還原反應，例如：鐵治煉過程中，利用焦炭將

氧化鐵中的鐵還原出來。能使他種物質氧化，而本身被還原的物質，稱為氧化劑；

能使他種物質還原，而本身被氧化的物質稱為還原劑。 

本研究在實驗中採用了兩種方法來觀察茶的抗氧化性，一個是觀察鋼棉分

別浸泡過茶水和自來水後，它的生鏽情形，是否因為茶的抗氧化性，而使鋼棉的

氧化反應比較不明顯。另一項測試方法是，用碘酒加入茶水，來觀察茶的抗氧化

性，它的原理是碘帶 2 價電，呈深褐色，加入抗氧化劑後會將碘還原為帶一價負

電的碘離子其所呈現的為透明無色，主要就是碘和抗氧化劑氧化還原反應所造成

的顏色變化。反應式如下： 

  I(2+) + 2e- → 2I-  碘得到電子被還原。 

  上述反應式以電子移轉之觀念解釋氧化還原定義；氧化爲失去電子的變化，

還原爲獲得電子的變化，由上面反應式可知碘本來是帶 2價電子，是氧化態，抗

氧化劑移轉電子給碘，碘得到 2個電子使之還原成帶一價負電的碘離子，使之成

為還原態。就電子得失而言，氧化劑所獲得之電子等於還原劑失去之電子數。 

  

實驗一：冬茶和春茶其茶水抗氧化性的差異 

（一）實驗步驟 

1.先以天平測得冬茶及春茶茶葉各15公克，然後以燒杯倒入熱水為300毫公

升、溫度計測得溫度為攝氏75℃，沖泡茶葉。（泡茶濃度是依據茶葉包

裝上所建議之比例） 

2.泡茶經過5分鐘、20分鐘、30分鐘、60分鐘後，將兩種茶水分別加入每 

杯5毫公升的碘酒裡，觀察茶水的顏色變化，是否有抗氧化的情形。 

3.將鋼棉分別浸入熱泡冬茶、春茶中 10 秒鐘，再以浸泡自來水的鋼棉作為 

對照組。靜置於室溫，經過一週後觀察各組鋼棉的生鏽情形，以比較其

抗氧化情形。 

（二）實驗結果 

     冬茶與春茶的茶水沖泡實驗供進行了三次，結果分別如表1、表2及表3

所呈現，表4則是以鋼棉分別浸泡冬茶、春茶茶水及自來水，一週後比較其

生鏽情形，來觀察茶水的抗氧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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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冬茶及春茶茶水的抗氧化情形 (第一次實驗) 

加入碘酒

的時間 

冬茶 春茶 

加入碘酒後的情形 
廣用試紙

測得ph值 
加入碘酒後的情形 

廣用試紙

測得ph值 

5分鐘後 快速變白 7 維持棕色 7 

20分鐘後 維持棕色 7 維持棕色 7 

30分鐘後 透明(有沉澱物) 8 透明(有沉澱物) 7 

60分鐘後 快速變白 7 變成土黃色 7 

 

 

 

表2.冬茶及春茶茶水的抗氧化情形 (第二次實驗) 

加入碘酒

的時間 

冬茶 春茶 

加入碘酒後的情形 
廣用試紙

測得ph值 
加入碘酒後的情形 

廣用試紙

測得ph值 

1分鐘後 上層透明(有沉澱物) 7 土黃色(混濁) 7 

5分鐘後 透明(有沉澱物) 7 土黃色(混濁) 7 

10分鐘後 透明(有沉澱物) 8 微濁(有沉澱物) 8 

20分鐘後 透明(有沉澱物) 7 透明(有沉澱物) 7 

30分鐘後 透明(有沉澱物) 8 透明(有沉澱物) 7 

40分鐘後 上層透明(有沉澱物) 7 上層透明(有沉澱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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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冬茶及春茶茶水的抗氧化情形 (第三次實驗) 

加入碘酒

的時間 

冬茶 春茶 

加入碘酒後的情形 
廣用試紙

測得ph值 
加入碘酒後的情形 

廣用試紙

測得ph值 

1分鐘後 
變成乳白色(混濁，上

層微透明) 
8 土黃色(混濁) 8 

5分鐘後 上層透明(有沉澱物) 8 
上層半透明(有沉澱

物) 
8 

10分鐘後 上層透明(有沉澱物) 8 
上層半透明(有沉澱

物) 
8 

20分鐘後 上層透明(有沉澱物) 8 上層透明(有沉澱物) 8 

30分鐘後 上層透明(有沉澱物) 8 上層透明(有沉澱物) 8 

40分鐘後 上層透明(有沉澱物) 7 上層透明(有沉澱物) 8 

表4. 鋼棉浸泡冬茶茶水、春茶茶水及自來水實驗結果 

 熱泡冬茶 熱泡春茶 自來水(對照組) 

鋼綿生鏽情形 內部有少許生鏽 內部有部分生鏽 裡外都有大 

量的橘色鐵繍 

（三）實驗發現 

1.第一次茶水沖泡實驗發現： 

（1）第一次茶水實驗，結果顯示不論是冬茶或春茶在沖泡後30分鐘時，呈現透 

明反應，有抗氧化的現象（如表1），但是和之前5分鐘、20分鐘的反應和

之後的30分鐘反應並不很一致，沒有明顯的變化趨勢。 

（2）雖然冬茶呈現白色和春茶呈現棕色或土黃色明顯不同，但是卻沒有像理論 

上提到的呈現透明現象，是否能代表抗氧化性不同？但是在實驗結束收拾

器具時，發現原來白色的茶水反應會漸漸呈現上層透明，底層有沉澱的情

形，因此覺得是不是抗氧化的情形是慢慢呈現出來的？如果觀察的時間更

長，間隔更密，是否可以發現兩種不同茶水的抗氧化變化的規律？ 

（3）和老師討論後，決定做第二次實驗，除了縮小測量時間間隔，分別在沖泡 

後1分鐘、5分鐘、10分鐘、20分鐘、30分鐘、40分鐘後觀察，並持續觀察

加了碘酒的茶水，而不是在沖泡後立即判斷茶水的抗氧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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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次茶水沖泡實驗發現： 

（1）從表2可以知道在6個時段中，沖泡1分鐘的熱泡冬茶，在剛加入碘酒時呈現 

混濁，但之後立即明顯呈現上層透明、下層有沈澱物的情形（如圖8），而

且一直持續到40分鐘，都呈現透明反應，顯示熱泡的冬茶比熱泡的春茶的抗

氧化情形較好。 

（2）如果比較熱泡冬茶各個時間點的抗氧化情形，沖泡5分鐘時加入碘酒比1分 

 鐘加入碘酒，更快速呈現透明反應，大致可以說是冬茶熱泡5分鐘的抗氧化   

 性最佳。 

（3）春茶的抗氧化情形在1分鐘時加入碘酒後明顯呈現混濁，等到沖泡20分鐘後 

加入碘酒，而且又經過大約10分鐘後觀察，才漸漸呈現透明（如圖9）。 

3.第三次實驗發現： 

（1）熱泡冬茶泡茶約５分鐘時就開始具有明顯的抗氧化性，與第2次的實驗差不 

多。 

（2）熱泡春茶則較慢具有抗氧化情形，約20分鐘後加入碘酒才能透明。 

（3）酸鹼值部份，為了更精確測量各種茶水的ph值，進一步利用ph測試筆來測 

量各組最具抗氧化性的茶飲的酸鹼值情形，測得5分鐘熱泡冬茶的ph值是

6.2。整體歸納以廣用試紙測試每個一時間點茶水的酸鹼值，並無明顯的規

律，但是大致說來茶水大都是呈現中性或稍微偏鹼性。事後的檢討，覺得

可能在判斷試紙反應的顏色時，由於7和8都是綠色，只是深淺程度的差別，

是不是因此導致觀察時有一些誤差。 

 

                                      

 

 

 

 

 

 

圖8 熱泡冬春茶1分鐘抗氧化情形         圖9 熱泡冬春茶20分鐘抗氧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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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鋼棉浸泡茶水實驗發現： 

（1）浸泡過熱泡冬茶的鋼棉比浸泡過熱泡春茶的鋼棉，一星期後較少生鏽的情 

形（如圖10、圖11）。 

（2）不論浸泡過冬茶或是春茶的鋼棉，都比對照組浸泡過自來水的鋼棉來得不 

易生鏽（如圖12）。 

                                                                  

 

 

 

 

 

 

 

  圖10 浸泡過熱泡冬茶的鋼棉              圖11 浸泡過熱泡春茶的鋼棉 

 

 

 

                                  

 

 

 

圖12 浸泡過自來水的鋼棉 

 

實驗二：粉末狀茶葉與完整葉片茶葉其抗氧化性的差異 

（一）實驗步驟 

1.先以天平測得兩份茶葉（冬茶）各15公克，然後以燒杯測得熱水為300毫 

公升、溫度計測得溫度為攝氏75℃，沖泡茶葉。 

2.將其中一份茶葉模仿市面上的隨身茶包，用湯匙將茶葉磨成粉末狀（如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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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泡茶經過1分鐘、5分鐘、10分鐘、20分鐘、30分鐘，將兩種茶水分別加入 

每杯5毫公升的碘酒裡，觀察點酒的顏色變化，是否有抗氧化的情形。 

 

（二）實驗結果 

 表5是不同茶葉型態所沖泡茶水的抗氧化情形，表6是鋼棉浸泡不同茶葉型態

所沖泡茶水的生鏽情形： 

表5. 粉末狀茶葉及完整葉片茶葉的抗氧化情形 

加入碘酒

的時間 

粉末狀 完整葉片 

加入碘酒後的情形 
廣用試紙

測得ph值 
加入碘酒後的情形 

廣用試紙

測得ph值 

1分鐘後 橘色不透明 7 乳白不透明 7 

5分鐘後 

上層半透明 

下層有沈澱物，顏

色為橘色 
7 

上層透明 

下層有沈澱物，顏

色接近乳黃 
7 

10分鐘後 

上層半透明 

下層有沈澱物，顏

色為淺褐 

7 

上層透明 

下層有沈澱物，顏

色為乳白 

7 

20分鐘後 

上層半透明 

下層有沈澱物，顏

色為淺褐 

7 

上層透明 

下層有沈澱物，顏

色為乳白 

7 

30分鐘後 

上層半透明 

下層有沈澱物，顏

色為淺褐 
7 

上層透明 

下層有沈澱物，顏

色為乳白 
7 

 

表6. 鋼棉浸泡不同茶葉型態所沖泡茶水的生鏽情形 

 粉末狀茶葉 完整葉狀茶葉 自來水 

(對照組) 

鋼綿生鏽

情形 

內部有部分生鏽 內部有部分生鏽，但

是比粉末狀茶葉稍微

少一些 

裡外都有大 

量的橘色鐵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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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發現： 

1.加碘酒實驗發現： 

（1）第1次實驗只是簡單比較粉末狀與葉片茶水加入碘酒的反應，並沒有做 

持續的觀察，結果是完整葉片的茶水呈現乳白色，粉末茶水呈現橘色，

之後比照實驗一，增加觀察的時間點，結果如表6，粉末狀茶葉茶水與

完整葉狀茶葉茶水用加入碘酒的方式比較之下，完整葉狀茶葉茶水抗氧

化性較佳，在5個時段中沖泡5分鐘後的完整葉狀茶葉茶水抗氧化性則比

粉末狀茶葉茶水較佳（如圖14），但是在透明的部分顏色較深。 

（2）粉末狀茶葉茶水，加入碘酒後，不是混濁就是呈現半透明，顏色更深， 

接近橘色或深褐色。 

（3）第3次實驗再針對沖泡了5分鐘的兩種茶水加碘酒，發現結果和表6的結 

果一樣。 

（4）酸鹼值的部份大部分是中性的7，沒有明顯的變化。 

 

 

 

 

 

 

 

 

圖13 完整葉片及粉末狀的茶葉          圖14 完整葉片及粉末狀茶葉化情形 

2.鋼棉浸泡茶水實驗發現： 

（1）浸泡過完整葉片茶水的鋼棉比浸泡過粉末狀葉片茶水的鋼棉，一星期後較 

少生鏽的情形（如圖16、圖17）。 

（2）不論浸泡過冬茶或是春茶的鋼棉，都比對照組浸泡過自來水的鋼棉來得不 

易生鏽（如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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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浸泡過自來水的鋼棉 

圖15 浸泡過自來水的鋼棉              圖16 浸泡過完整葉片茶水的鋼棉 

 

 

 

 

 

圖17 浸泡過粉末狀葉片茶水的鋼棉 

 

實驗三：冷泡綠茶隨著時間增加其抗氧化的情形 

（一）實驗步驟 

1.先以天平測得綠茶茶葉30公克，然後以燒杯測得冷水為600毫公升，沖泡茶葉。 

2.泡茶經過1分鐘、5分鐘、10分鐘、20分鐘、30分鐘、40分鐘、 50分鐘、60分 

  鐘、2小時、3小時、24小時後，將兩種茶水分別加入每杯5毫公升的碘酒裡， 

  觀察點酒的顏色變化，是否有抗氧化的情形。 

3.將鋼棉浸入冷泡冬茶中 10 秒鐘，再以浸泡自來水的鋼棉作為對照組。靜置於

室溫，經過一週後觀察兩組鋼棉的生鏽情形，以比較其抗氧化情形。 

（二）實驗結果 

 冷泡茶的抗氧化性共進行了三次實驗，第一次實驗的間隔觀察次數是4次，

結果如表7，第二及第三次實驗的間隔觀察次數各是11次，結果如表8及表9。表

11是比較鋼棉浸泡在冷泡茶水與自來水的生銹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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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冷泡綠茶隨時間增加的抗氧化情形 (第一次實驗) 

加入碘酒的時間 加入碘酒後的情形 廣用試紙測得ph值 

1分鐘後 金黃色 8 

5分鐘後 維持棕色 7 

20分鐘後 半透明(有集中的沉澱物) 7 

24小時後 變成乳白色 5 

 

表8. 冷泡綠茶隨時間增加的抗氧化情形 (第二次實驗) 

加入碘酒的時間 加入碘酒後的情形 廣用試紙測得ph值 

1分鐘後 上層透明(有沉澱物) 8 

5分鐘後 金黃色(微濁) 7 

10分鐘後 淡土色(混濁) 7 

20分鐘後 半透明(有集中的沉澱物) 7 

30分鐘後 半透明(有沉澱物) 7 

40分鐘後 半透明(有沉澱物) 7 

50分鐘後 半透明(有沉澱物) 7 

60分鐘後 半透明(有沉澱物) 7 

2小時後 上層透明(有集中的沉澱物) 7 

3小時後 上層透明(有沉澱物) 7 

24小時後 維持棕色 5 

 

表9. 冷泡綠茶隨時間增加的抗氧化情形 (第三次實驗) 

加入碘酒的時間 加入碘酒後的情形 廣用試紙測得ph值 

1分鐘後 變成金黃色 8 

5分鐘後 變成土黃色(混濁) 8 

10分鐘後 變成土黃色(混濁) 8 

20分鐘後 非常透明(有沉澱物) 7 

30分鐘後 上層透明(有沉澱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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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分鐘後 上層透明(有沉澱物) 8 

50分鐘後 上層透明(有沉澱物) 7 

60分鐘後 上層透明(有沉澱物) 7 

2小時後 上層透明(有沉澱物) 7 

3小時後 上層透明(有沉澱物) 7 

24小時後 
上層透明(有沉澱物) 

顏色變深（棕色） 
5 

 

 

 

 

表10 鋼棉浸泡在冷泡茶水與自來水的生銹差異情形 

 冷泡冬茶 
自來水 

(對照組) 

鋼綿生鏽情形 
微量生鏽 

裡外都有大 

量的橘色鐵繍 

（三）實驗發現 

1.第一次冷泡茶水的實驗發現： 

（1）實驗的結果只有在冷泡20分鐘後，加入碘酒才有半透明的現象。 

（2）24小時後的冷泡又變為乳白，看不出有什麼抗氧化性的規律變化。 

（3）實驗做到後來，茶水被茶葉吸乾了，幾乎沒有茶水可以測量了，所以進行 

了第2次的實驗，增加觀察的次數，縮小測量時間的間隔及增加茶水和茶葉 

的量。 

2.第二次冷泡茶水的實驗發現： 

（1）冷泡冬茶用加入碘酒的方式比較之下，由上表可看出冷泡冬茶在沖泡20分 

鐘之後加入碘酒就呈現透明狀態（下方有沈澱物）（如圖18），表示其具

有抗氧化性，一直持續到2小時都有類似的情形。 

（2）在11個時段中，沖泡2小時的冷泡冬茶，加入碘酒後，上層幾乎與水一樣完 

全的透明（如圖19），從透明度來判斷，明顯呈現其抗氧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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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次冷泡茶水的實驗發現 

（1）與第二次實驗的抗氧化情形相似，規律也近乎相同，大約在沖泡20分鐘後， 

加入碘酒就會有呈現透明的反應。 

（2）在酸鹼值部份，利用ph測試筆來測量，冷泡40分鐘ph值是6.7，冷泡2小時 

ph值是5.3。可以看出，泡茶長達40分鐘以上時，茶水酸鹼值偏7.0中性，

而泡茶20分鐘，也就是抗氧化性效果最佳時其茶水酸鹼值也是7.0，而在放

置24小時之後茶水就開始變質成5.0的酸性。 

                                        

 

 

 

 

 

 

 

 

 

 

 

 

圖18 冷泡冬茶20分鐘抗氧化情形       圖19 冷泡冬茶2小時抗氧化情形 

 

4.鋼棉浸泡在冷泡茶水的實驗發現： 

（1）浸泡過冷泡茶的鋼棉不容易生鏽。 

（2）跟浸泡過自來水的對照組相比較，明顯不容易生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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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四：不同種類生活茶飲其抗氧化的差異 

  

四~1、自行模擬各種不同種類生活茶飲，觀察其抗氧化的情形 

  

（一）實驗步驟 

   1.先以天平測得綠茶茶葉30公克、燒杯測得熱水為600毫公升，再考慮市面上 

     的茶飲會加入冰塊所以加入冷水為100毫公升，溫度計測得熱水溫度為攝氏 

     75℃。 

   2.模仿市面上的茶飲分別將一顆梅子、用量杯測得5毫公升的檸檬原汁、以及 

     20毫公升的牛奶，加入三杯綠茶中。 

   3.將調配過的茶加入碘酒中，觀察其抗氧化性的變化。 

 

（二）實驗結果 

第一次及第二次自行模擬各種不同種類生活茶飲的抗氧化情形如表11、表12。 

 

表11. 自行模擬不同種類生活茶飲的抗氧化情形 (第一次) 

 梅子綠茶 檸檬綠茶 牛奶綠茶 

泡茶水量和茶

葉重量比例 

600(毫公升)：

30(公克) 

600(毫公升)：

30(公克) 

600(毫公升)：

30(公克) 

加入冷水量

(毫公升) 
100 100 100 

酸鹼值 偏5.0 偏5.0 偏8.0 

添加物量 梅子一顆 檸檬原汁5c.c. 牛奶20c.c. 

加入碘酒後的

抗氧情況 
變成膚色 變成棕色 變成乳白色 

 

 

 

 



 17 

表12. 自行模擬不同種類生活茶飲的抗氧化情形 (第二次) 

 梅子綠茶 檸檬綠茶 牛奶綠茶 

泡茶水量和茶

葉重量比例 

600(毫公升)：

30(公克) 

600(毫公升)：

30(公克) 

600(毫公升)：

30(公克) 

加入冷水量

(毫公升) 
200 200 200 

酸鹼值 偏5.0 偏5.0 偏8.0 

添加物量 梅子3分之1顆 檸檬原汁5c.c. 牛奶10c.c. 

加入碘酒後的

抗氧情況 

半透明 

(底部有微量沉澱

物) 

上層半透明 

(有沉澱物) 
淡黃色(混濁) 

 

（三）實驗發現： 

  1.第一次實驗發現： 

    （1）不論何種綠茶加入碘酒後，茶水都呈現混濁現象，放置一段時間後， 

         仍然沒有變為透明。 

    （2）但是牛奶綠茶本身就屬於非透明液體，所以可能無法用加入碘酒的方 

         式來判斷其抗氧化性。 

  

 2.第二次實驗發現： 

 由於第一次實驗的結果並未明顯的發現其抗氧化的情形，經檢討發現有可   

     能是因為茶飲之調配比例的不恰當，所以再做調整並進行第二次實驗。調   

     整的部份包括每一種飲料加入的冷水各增加為200毫公升，梅子綠茶的梅子 

     改為3分之1顆梅子，奶綠加入的牛奶改為10毫公升。結果發現： 

    （1）只有梅子綠茶和檸檬綠茶在第在加入碘酒後，呈現上層半透明，下層 

         有沈澱物（如圖20、21）。 

    （2）但是牛奶綠茶本身就屬於非透明液體，所以可能無法用加入碘酒的方 

         式來判斷其抗氧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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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自行調配梅子綠的抗氧化情形       圖21 自行調配檸檬綠的抗氧化情形 

 

 

 

 

二、市面上各種廠牌的生活茶飲其抗氧化的情形 

從市面上購買A、B及C三種不同廠牌的奶綠、梅子綠、檸檬綠、純綠茶等四

種生活茶飲做抗氧化的測試。 

 

 (一)實驗步驟 

（1）先到A、B及C三家不同茶店購買了奶綠、梅子綠、檸檬綠、純綠茶等四種綠

茶飲料，用量杯測量每一種40豪公升。 

（2）將調配過的茶加入5毫公升的碘酒中，觀察其抗氧化性的變化。 

 

(二)實驗結果 

A、B、C三種不同廠牌的奶綠、梅子綠、檸檬綠、純綠茶等四種生活茶飲的

抗氧化測試結果分別如表13、表14及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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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A牌不同種類綠茶飲料的抗氧化情形 

A茶 梅子綠茶 檸檬綠茶 牛奶綠茶 純綠茶 

酸鹼性 偏3.0 偏4.0 偏7.0 偏7.0 

添加物量 未知 未知 未知 無 

加入碘酒後的

抗氧化情形 
變成棕色 變成深棕色 變成土黃色 

透明 

(有沉澱物) 

 

表14. B牌不同種類綠茶飲料的抗氧化情形 

B茶飲 梅子綠茶 檸檬綠茶 牛奶綠茶 純綠茶 

添加物量 2顆梅子 檸檬一片 未知 無 

加入碘酒後的

抗氧化情形 
深棕色 深棕色 乳白色 

上層半透明 

(有大量沉澱物) 

 

表15. C牌不同種類綠茶飲料的抗氧化情形 

C茶飲 梅子綠茶 檸檬綠茶 牛奶綠茶 純綠茶 

添加物量 1顆梅子 未知 未知 無 

加入碘酒後的

抗氧化情形 

土黃色 

(混濁) 

土黃色 

(混濁) 

土黃色 

(混濁) 

土黃色 

(混濁) 

 

(三)實驗發現： 

 1. A牌茶飲 

（1）有添加物的綠茶，加入碘酒以後，都變成不透明的棕色或土黃色，只有純     

     綠茶加入碘酒後，有透明現象，具有抗氧化性。 

（2）但是牛奶綠茶本身就屬於非透明液體，所以可能無法用加入碘酒的方式來 

     判斷其抗氧化性。 

 

 

 

 



 20 

 2.B牌茶飲 
和A牌茶飲的反應類似，只有純綠茶加入碘酒後，呈現上層少量透明現象，

具有抗氧化性（圖23），其餘大都呈現棕色（圖22）。 

 

 

 

 

 

 

 

 

  圖22 B牌檸檬綠茶抗氧化情形              圖23 B牌純綠茶抗氧化情形 

 3.C牌茶飲 

加入碘酒後，四種綠茶都呈現混濁的土黃色，沒有什麼抗氧化的現象。 

 

 

                                   

 

 

 

 

   圖24 C牌檸檬綠茶抗氧化情形          圖25 C牌純綠茶抗氧化情形 

4.實驗發現之综合歸納： 

（1）市面上茶店所販賣的梅子綠、檸檬綠及奶綠三種茶，經過所選擇的三個廠 

     牌的測試，抗氧化性並無太大差異，而且均無明顯抗氧化性。 

（2）而各廠牌的純綠茶相較之下，A、B茶店之純綠茶，可使碘酒變成少量無色 

     透明液體浮在上方，應具有抗氧化性。 

（3）梅子綠、檸檬綠、奶綠都是含有綠茶成分的飲料，可是市面販賣的這三種 

     飲料卻沒有明顯的抗氧化作用，所以是否所採用綠茶的成分以及出處有所    

     不同，或是加了添加物後，改變了綠茶原本的特性，也影響它的抗氧化性， 

     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21 

 陸、結論 

 一、熱泡冬茶和春茶的抗氧化性有差異 

    經由這次研究，發現抗氧化性是熱泡冬茶比春茶好，從5分鐘開始冬茶就比 

春茶較具有抗氧化情形，如果以平常一般人喝茶要趁熱的習慣來說，可以選擇冬

茶熱泡5分鐘來喝，春茶的抗氧化現象較慢呈現，差不多要20分鐘後才顯現出來。 

二、粉末狀茶葉與完整葉片茶葉沖泡的茶水抗氧化性有差異 

 實驗的發現是粉末狀茶葉茶水的抗氧化不如完整葉片茶葉沖泡的茶水，所以

如果時間夠的話，應該盡量選擇茶葉自己泡茶，而不要選擇簡易沖泡的茶包。 

三、冷泡綠茶的抗氧形至少要20分鐘後才逐漸呈現出來 

 冷泡綠茶的抗氧化性大約是在沖泡20分鐘後顯現出來，之後可以持續2到3

小時，但是如果在室溫中放置24小時，會有變質、變酸情形，所以如果要維持茶

水的品質可能要冷藏。 

四、檸檬綠茶、梅子綠茶、綠奶茶與純綠茶四種茶水中，僅純綠茶有 

    抗氧化性 

 經過實驗自行模擬及直接到三家商店購買的茶飲進行比較，凡是添加調味的

綠茶皆沒有明顯的抗氧化性。純綠茶部分，僅兩家外購純綠茶有抗氧化情形。 

五、從鋼棉的生鏽情形來看，冷泡冬茶最具有防止生鏽的功能 

根據肉眼判斷，茶水可以減緩鋼棉生鏽功效的排序大致是（由佳到差）：1.

冷泡冬茶 2.熱泡冬茶、完整葉狀茶葉（完整葉狀沖泡法是熱泡，所以兩者相同）

3.熱泡春茶 4.粉末狀茶葉 5.奶綠 6.梅子綠 7.檸檬綠 8.對照組（自來水），顯

示各種查的抗氧化性不同。 

六、不同抗氧化性茶水的酸鹼值大都還是偏中性 

歸納各種茶水的酸鹼值，茶水在不同的抗氧化狀態，以廣用試紙測得的酸鹼

值大致在7左右，冬茶偶爾會是8，略偏鹼性。另外一個發現是，兩次的實驗都顯

示，當冷泡茶放置24小時候，酸鹼值是5，略偏酸性。在生活茶飲部分，當綠茶

加入梅子或檸檬汁，酸鹼值會是5或低於5，明顯偏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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