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萃取  13

 

 

三、萃取 
 

一、原理： 

萃取（extraction）是利用物質在不同溶劑中溶解度的差異，將混合物中的

某一特定成分轉移到另一溶劑中，達到分離的目的。一般最常用的操作方式

是使用分液漏斗（separatory funnel）進行液相萃取。所謂液相萃取是加入

一種與試樣溶液不能互溶或僅微量互溶的溶劑或液態試劑，在分液漏斗中充

分混合，利用這特定成分在兩種溶劑中的溶解度不同，將此成分萃取到溶解

度較大的溶劑內，而從混合物中分開。通常一次萃取並無法完全將物質萃取

完全，因此採用少量溶劑進行多次萃取，這比以大量溶劑萃取一次效率高得

多。另外，也可利用萃取溶劑與被萃取物發生化學反應進行萃取。例如，以

酸性水溶液，如 HCl(aq)，為萃取溶劑與鹼性有機物質，如 RNH2，反應形成

水溶性鹽類（RNH＋Cl－），而從有機溶劑中萃取出，再將此酸性萃取水溶液

鹼化後，就可以將此一鹼性有機物質回收。同樣的道理，也可以用鹼性水溶

液將酸性物質自有機溶劑中萃取出，如圖 3-1 所示。 

 

二、器材： 

實驗器材包括：試樣溶液、萃取溶劑、分液漏斗、漏斗、錐形瓶、鐵架及鐵

環。 

 

 

 

 

 

 

 

 

圖 3-1  利用酸、鹼水溶液萃取有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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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萃取溶劑 

萃取溶劑是用來將試樣溶液中的某一個特定組成分選擇性的溶解分

離。選擇萃取溶劑時，須要考慮下面幾項因素：(1) 選擇對被萃取物質

有較大溶解能力的溶劑。(2) 萃取溶劑與原來的溶劑必需不互溶。(3) 選

用沸點較低的溶劑，以便萃取後較容易與所萃取的物質分開且較為容易

回收。(4) 萃取溶劑不可與被萃取物質發生不可逆的化學變化。此外，

價格便宜、操作簡便、不可燃、以及無毒性等，也是選擇溶劑應該考量

的因素。 

（二）分液漏斗 

分液漏斗是萃取時所使用的容器，它的下端有一個單孔活栓，在上端則

有一瓶塞可封住瓶口。使用之前先檢查瓶塞和活栓是否緊密接合。加入

水以測試是否會洩漏，如果有洩漏，通常只需將活栓鎖緊一些，假若仍

有洩漏問題則需更換裝置。另有一型分液漏斗，它的活栓是磨砂玻璃接

口，磨砂接口需要塗抹適量的凡士林，並且旋轉均勻之後，保持緊密接

合不洩漏。瓶塞通常使用磨砂玻璃，有些玻璃塞會設計一個缺口，配合

分液漏斗上方的氣孔，以方便漏斗內的液體排放。瓶塞不需塗抹凡士

林，以免污染溶液，可以用水稍微潤濕一下磨砂的部分即可取代凡士林

的功能。在進行萃取的搖晃之前，要先確認此一磨砂缺口與氣孔是錯開

的，處於關閉的狀態。但是在打開下方活栓讓液體排放時，這一個缺口

須和氣孔對合以連通大氣，否則溶液無法排出。沒有這一項設計的分液

漏斗在排放液體時需要將瓶塞打開。分液漏斗的容積必須足夠容納所有

的試樣溶液和萃取溶劑，還需要有剩餘的空間以便於萃取時的搖動，通

常溶液的體積不要超過分液漏斗四分之三的容積。 

 

三、實驗操作： 

（一）萃取 

1. 準備試樣溶液 

進行萃取操作時，首先將一支乾淨的分液漏斗置於具有防撞護套之鐵環

上，關好底部的活栓，於分液漏斗下方放置一個空燒杯以接盛不慎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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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溶液，瓶上方放置一漏斗。將溶有待萃取物的溶液及萃取溶劑透過漏

斗依次分別加入於分液漏斗中。 

2. 放氣 

以瓶塞塞住分液漏斗瓶口，但切忌以旋轉方式企圖向內旋緊，這可能導

致瓶塞無法拔出。右手頂住瓶塞，將漏斗倒置過來。以左手控制活栓，

將活栓打開先放氣一次，旋開活栓前，可以輕拍瓶身數下，讓附著在活

栓處的液體順利流下。 

3. 搖振萃取 

放氣之後關閉活栓，在密閉狀態下將分液漏斗劇烈搖晃，使兩個不互溶

的溶液混合。兩種溶劑在分液漏斗中混合時，密閉漏斗內的氣壓因為兩

種溶劑的飽和蒸氣壓加成使得氣壓增高。為了使漏斗內的壓力回復到大

氣壓，以避免內部壓力的增高而造成洩漏的可能，必須不時旋開活栓放

出揮發的蒸氣，大約每搖晃五次放氣一次，這樣反覆操作數次，直到放

氣時沒有明顯氣體放出為止。注意，放氣的時候，分液漏斗的開口必須

朝向排氣櫃內，不可朝向其他人或者是自己，以避免噴出物造成危險。 

4. 靜置分層 

接著將分液漏斗置於鐵環上，並盡速將瓶塞取下以與大氣相通。混合的

溶液會分離為上下兩層，密度大的溶液沉於下方，而密度小的溶液浮在

上層。萃取水溶液的過程中，如果不確定哪一層為有機層，可以在分液

漏斗中滴入幾滴水，觀察其沉降至那一層以判斷；或少量取出任何一層

溶劑於小試管中，加入幾滴水即可判別。 

5. 分層分離 

旋開分液漏斗下方之活栓，使下層的液體由分液漏斗的下管慢慢流出到

收集瓶中，剩餘的上層溶液則由上端倒出。當進行少量溶劑多次萃取

時，須將含有待萃取物的原始溶液再加入於分液漏斗中，加入新鮮的萃

取溶劑，重覆進行操作，並且將多次萃取液合併一起。分液漏斗重複使

用時不需重新洗淨。 

（二）乳化現象處理 

萃取過程中有時兩個液面間會產生乳化現象而不易分離。乳化產生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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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原因為：(1) 含有兩溶劑均不溶的微粒，(2) 溶質改變了溶液的表面

張力，(3) 兩個液體的密度很接近，(4) 猛烈的振盪。如果已知會發生

乳化現象，則應該以旋轉方式搖晃，不要大力的上下搖振，但是這樣的

做法要搖晃久一些才能達到萃取的效果。此外，靜置、加入飽和食鹽水、

或更多萃取劑，也可消除乳化現象。 

（三）萃取液處理 

1. 以乾燥劑脫水 

當使用有機溶劑萃取水溶液中的溶質時，分離之後通常仍有少許水存在

於有機萃取液中，因此，必須用乾燥劑脫水。理想的乾燥劑是吸水能力

強，不會吸附任何溶劑或溶質，並且不與溶劑或溶質作用而又便宜的物

質。例如無水硫酸鎂（MgSO4）、無水硫酸鈉（Na2SO4）等。加入適

量的乾燥劑於錐形瓶的有機萃取液中，使平鋪於瓶底約 1 mm 的厚度，

靜置約 15 分鐘。搖動一下錐形瓶，若乾燥劑可自由漂移不黏著於瓶底，

溶液保持澄清而不混濁，表示溶劑已乾燥完全，否則應加入更多的乾燥

劑。 

2. 去除乾燥劑 

使用重力過濾法將澄清之濾液移轉於另一個乾淨且已稱重的圓底瓶

中，與乾燥劑分離。 

3. 去除溶劑 

經過乾燥劑脫水後的溶液，使用常壓蒸餾或是減壓濃縮去除溶劑，即可

分離得到萃取物。 

4. 稱量與記錄 

稱量記錄萃取物重量，計算回收率。 

（四）實驗結束處理 

實驗結束後，廢液及廢棄物倒入指定的回收桶中，並且將實驗器具及桌

面清理乾淨，完成實驗。 

（五）實驗注意事項 

1. 分液漏斗要大小適合、活栓與瓶塞均密合不滴漏。 

2. 萃取時應每次使用少量的溶劑萃取多次，以提高萃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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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有機溶劑萃取，應在排氣櫃中進行。 

4. 萃取過程中要時常放氣洩壓，並且開口不要朝著人。 

5. 分層時須將分液漏斗靜置於鐵環上，並且立即將瓶塞取下，以便與大氣

相通。 

6. 正確判斷兩層溶液，下層液體由分液漏斗的下管流出，上層溶液則由上

端瓶口倒出。。 

7. 上下兩層液體都應該保留到實驗結束，以避免意外丟棄需要的部分，但

是實驗結束時要記得清理。 

8. 有機溶劑通常易燃，操作時要注意附近不可以有火源。 

9. 有機萃取液須以乾燥劑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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