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熔點測定  25

 

 

五、熔點測定 
 

 

 
 
 

一、原理： 

當固態純物質緩慢受熱，由固體完全轉變成為液體的溫度範圍稱為熔點

（melting point）。當純的固體熔化時，開始熔化之溫度與完全熔化之溫度

差異應該不超過 1 oC；不純的物質其熔點較低而且溫差範圍較大，因此利

用物質的熔點測定，可輔助鑑定物質的結構以及純度。熔點是純物質的重要

物理特性之一，相同的物質在定壓下應具有相同的熔點。但是，不同的物質

也可能具有相同的熔點，因此僅靠熔點的數值來確認物質的結構容易出錯，

這種狀況可以用混熔法來確認。混熔法是將物質與另一已知物以約 1:1 的比

例，磨合均勻之後，測其熔點，如果熔點下降且範圍變寬，則兩者必不相同，

否則就是相同的物質。 

 

二、器材： 

實驗器材包含：研缽、稱藥紙、藥杓、中空玻璃管、毛細管以及電熱式熔點

測定儀（如圖 5-1 所示）。 

電熱式熔點測定儀 

這個測定裝置包括一個電熱式的鋁金屬熔點測定槽，可以同時放入三支毛細

鋁金屬熔點測定槽

放大鏡觀測窗 

圖 5-1  電熱式熔點測定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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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用來觀測試樣變化的放大鏡觀測窗、測量溫度的溫度計、電源開關、以

及電壓調控鈕以調整加熱速度與溫度。 

 

三、實驗操作： 

（一）準備試樣 

測定熔點所需要的試樣極少，取少量的固體試樣置於一稱量紙上，將稱

量紙摺疊而讓固體夾在中間，再以錐形瓶底部或其他可利用之硬物將固

體壓成粉末狀。如果試樣為大而堅硬的顆粒，或者是兩種固體試樣需要

混合均勻時，則可使用研缽研磨成為細而均勻之粉末。受潮的試樣需要

事先乾燥，否則會影響熔點測定之準確性。 

（二）填充毛細管 

取一支一端封口的毛細管，以開口端插入試樣粉末堆中，一些粉末會卡

入開口端。取出毛細管，用衛生紙將沾黏在外壁的試樣擦拭乾淨。取一

支長約 60 cm 的中空玻璃管，一端放置在堅硬的桌面上，將毛細管的

封口端向下，開口端朝上，自玻璃管的上端放入，讓毛細管在堅硬的桌

面上彈震，使在開口端的試樣落入底部，如此反覆數次，使毛細管中的

試樣緊密堆積在毛細管的底端。毛細管中的試樣不要超過 2∼3 mm。

因為填充過多的試樣，加熱過程中會因最底部的試樣與最上層試樣受熱

不均勻，而使得熔點範圍增大，誤差增加。完成填充的毛細管，以紙巾

將外壁再擦拭一次，以免樣品粉末污染測定儀器以及影響熔點的判斷。 

（三）熔點測定 

1. 檢查測定儀 

測定試樣熔點之前，首先檢查試樣槽是乾淨且沒有雜物，再將校正後的

水銀溫度計安置於溫度計放置槽中。檢查電壓調控鈕已歸零，再接上電

源插座，打開電源開關。 

2. 加熱 

將一支含有試樣的毛細管放入測定槽。利用熔點測定儀的放大鏡觀測窗

觀測毛細管內是否堆積緊密。轉動電壓調控鈕，以適當的速度加熱。本

實驗室之熔點測定儀，加熱速度與電壓設定之關係圖如圖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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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MEL-TEMP II 電熱式熔點測定儀加熱溫度曲線 

 

當設定值愈大，加熱速度愈快。加熱速度是測量熔點準確與否的關鍵，

如果加熱的速度過快，加熱不均的狀況就會特別嚴重，在毛細管中不同

位置的試樣感受到的溫度不同，物理變化也就不同；溫度計的汞球也會

因為加熱過快而來不及達到溫度平衡。因此在剛開始使用熔點測定儀加

熱時，可以用較快的加熱速度進行，以節省時間；接近熔點範圍時，加

熱應特別緩慢，以求得精確的測量。可以同時準備兩支毛細管試樣，第

一次用較快速度加熱，例如使用每分鐘約上升 5 度左右的加熱速度，得

到一個粗略的熔點範圍。關閉加熱旋鈕，讓儀器自然散熱降溫。由於已

測過熔點的毛細管，因試樣經過熔化，可能已分解或晶形改變而熔點不

同，不宜再使用。因此，觀察溫度降到較粗估熔點低約 15 度後，再置

入第二支毛細管，進行第二次量測。調整加熱速度為每分鐘上升 2 度，

當與熔點相差 2 到 4 度時，再降低至每分鐘只升高 1 度，甚至於更慢。

總之，越接近熔點時，加熱速度應該越慢。 

3. 觀察與記錄 

加熱過程中，由放大鏡觀測窗觀察試樣，自溫度計讀取溫度。當溫度升

高至約物質熔點時，會發現固體首先變濕潤，然後會有液體凝聚成的小

液滴出現在底部，記錄毛細管中剛有液滴出現時的初熔溫度。隨著溫度

升高，液滴範圍慢慢擴大，直到固體剛好完全消失，完成熔點測量。記

錄樣品完全熔化的全熔溫度，這兩個溫度就是熔點範圍。 



有機化學基礎實驗技能 
 

28 

（四）實驗結束處理 

熔點測定完成後，關閉加熱旋鈕，關閉電源，讓儀器自然散熱降溫。用

過之毛細管則棄置於回收桶中。 

（五）實驗注意事項 

1. 進行熔點測定時，待測固體試樣應研磨成細而均勻之粉末。 

2. 使用乾淨毛細管裝填試樣，毛細管不應含有水氣或灰塵等。 

3. 毛細管中試樣須填充緊密，試樣高度約為 2∼3 mm。 

4. 如果試樣為容易昇華的固體，則毛細管兩端都要封閉。 

5. 檢查並且保持熔點測定儀之試樣槽乾淨。 

6. 測定所用溫度計應時常校正。 

7. 測定未知物，應準備兩支毛細管試樣，先測得粗略熔點範圍，再使用第

二支毛細管進行第二次精確量測。 

8. 熔點測定儀加熱使用後，應讓其自然散熱降溫，不可以灑水等其他方式

加速降溫，以免造成儀器損壞。 

9. 用過的毛細管棄置於回收桶中。若有任何斷裂於試樣槽的毛細管或溫度

計，應儘速清理乾淨。如果不知道該如何清理，請儘速請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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