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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如影似真的偏轉魔力─科氏力 
壹、摘要 

 
藉由本研究，我們希望能了解到〝既抽象又難捉摸〞的科氏力與科氏力效應，也期能解開地理

或自然課本中的東北季風、西南季風的偏轉之奧妙。 
本研究裡，有四大摘要著眼點： 
（1） 教學網路上常出現「北半球的浴盆，放水時水渦流旋轉是逆時針？？！！」的討論，

就有很多種版本說法與爭論。今我們利用實驗、分析再經巧思設計讓「科氏力」大

小並不足以影響小小漩渦的旋轉方向，變成足以影響。 

（2） 再由數學式去探討，並算出增大t 、ω 、V 三因子皆會使科氏力偏移的

效應變的更加明顯點（尤其作用時間更以“平方”成正比地增大）。由此來改

良實驗讓科氏力效應變大。 

（3） 試著從日常生活的大、小尺度（遠、近距離運動）科氏力效應或生活周遭的蛛

絲馬跡現象來統計，證明科氏力如影隨形作用在運動的物體上或生物體上。也

許小尺度不會有那麼明顯的結果（被科氏力輕微捉弄），但只要我們能仔細地

加以觀察，都可從一些「蛛絲馬跡」得到印證。 

（4） 科氏力其實是科學家假想出來的一種力，是由於地球自轉造成的。我們盡量從
〝感覺〞去著手，讓它有點〝不抽象〞。 

貳、研究動機 
 

動機一: 
當我們在上地理（一上第一章第 2節季風與洋流）、地球科學（一上第一章第

1節地球的風貌），討論到大氣現象（東北季風、西南季風）時，引起我們許多疑問:「地
球真的有在轉動嗎？為何我們一點感覺也沒有呢？」「地表附近運動會受地球自轉偏向

力的影響，而我們卻都沒有察覺到，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們為了要得到證明，於是，

我們請老師指導、收集資料，進行各項實驗和統計。 
 

動機二: 
科氏力是科學家假想出來的一種力，是由於地球自轉所造成，在大範圍的運

動，像天氣現象(風、海流)，或是發射砲彈，才會十分顯著。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是很
難感受到科氏力的效應，但並不是沒有，只是科氏力的力量非常小，如果我們能仔細地

加以觀察，就可從一些「蛛絲馬跡」得到印證。（尤其老師說：〝科氏力之效應〞可能影

響的範圍竟包括飛彈、季風、洋流、河流、浴盆、爬藤植物、、，真有點不可思議！！？？）。 
 

動機三: 
寒假期間，看中天新聞旅遊報導，介紹非洲景點─肯亞，其中有個〝景〞是 

當地土著嚮導從 Aberdave到 Nakuru途中，會經過地球中心點（赤道），手中水桶（底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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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洞、裝水、水上浮根草）會從順時針轉為逆時針的自然奇特景象。更令我們有興趣想

瞭解〝旋轉的魔力〞。                 

參、研究內容 
 
我們研究主題“偏轉的魔力─科氏力的情形”，為了印證其實際狀況，進行下列研究、

實驗、比較、分析： 
一、觀察家裡的容器、浴盆放水時，水渦流旋轉方向。 
二、重新控制容器、浴盆和排水口，分析其影響水渦旋轉的因素，進而找出較理想讓

科氏力效應顯現出來的容器。 
三、物體沿著水管向前落下，落點在水管線的左邊或者是右邊？ 
四、由科氏力的數學式來探討科氏力效應（偏移距離）的大小，如何才能讓科氏力效

應顯現出來。 
五、利用研究四的理論，將研究三的實驗改在更高處（慈恩塔）落下，落點會如何？ 
六、觀察統計分析攀藤植物（如牽牛花、皇帝豆‧‧‧‧‧）攀緣的方向。 
七、觀察埔里附近（北半球）河流，北向南河流段，沖刷右岸與左岸比的統計。 
八、設計類似地球自轉的旋轉圓盤,觀察鐵鋼珠的運動情形。 
九、由鐵軌來研究北上快速行駛火車，右軌所受壓力較大。 
十、由資料（世界洋流圖）統計出世界上大小的洋流，其右旋和左旋比。 
十一、適逢今年6月9日第一個襲台的中颱康森，其詭異的走徑和轉向，讓我們提心吊

膽，而颱風為什麼有時會轉向？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結果、討論 
 

研究一：觀察家裡的容器、浴盆放水時，水渦流旋轉方向。 
 
1、方法：來自不同班的 4位作者，請班上同學幫忙（共計 150位同學），回家時觀察家

中浴盆、洗臉盆、洗碗台放水時，水渦旋轉方向。 
２、結果：（同容盆做三次，結果計一次） 

浴盆 洗臉盆 洗碗台 證明科氏力存在

逆時針 順時針 不定 逆時針 順時針 不定 逆時針 順時針 不定 

５５ ４２ ０ ６６ ６７ ６ ８９ ４９ １ 

符合度 56.70％ 符合度 49.62％ 符合度 64.45％ 
42人家中無浴盆 

11人未回報 
11人未回報 11人未回報 

 
 

總符合度 
57.07％ 

※ 不定共 7人次───有 5人次不能產生水渦旋轉，和 2人次順逆旋轉不定。 
※ 馬桶的設計為易產生旋渦，大部份都設計成歪沖水口，已失去觀測的意義，不列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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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討論： 

（1） 在這次實驗中，我們發現日常生活裡容器、浴盆放水時轉向並不一定，尤其是洗

臉盆更甚！跟老師告知的想法（北半球因科氏力作用，而呈現逆時針轉向），符合

度有些『偏低』，令我們更想探尋其中奧妙及真正的原因。 

（2） 我們仔細觀察，發現在不同水槽排水時，水流方向不一定是順時針或逆時針旋轉，

但同一個水槽，機率卻有近乎百分之百的一致性。因此，影響排水時旋轉的因素

不只是科氏力，其槽型與槽的傾斜度，水的擾動，歪出水口都會影響，故重新設計

容器讓科氏力影響度增大。 

 
洗衣槽 洗碗台 洗臉盆 

  
洗臉盆 浴盆 馬桶 

       

 

 

 

 

 

 

 

 



∼4∼ 

研究二：重新控制容器、浴盆和排水口，分析其影響水渦旋轉的因素，

進而找出較理想讓科氏力效應顯現出來的容器。 

 
１．工具：紙條、水平儀、止水栓（綁線）、指北針、鑽孔機、小木塊，接水桶。 
２．方法：（１）找數個大小不同、形狀不同的喜餅盒和一個大的圓形浴盆穿孔,編號如

下面的敘述： 
（２）Ａ∼Ｆ號和Ｉ號水平放置，將孔塞起來，放入適量的水，待裝完水之後，

等水不擾動就輕輕拉線拿起水栓，並觀察其流向。 
（３）Ｇ和Ｈ號用木塊墊高一邊，成傾斜放置（如下圖所示），將孔塞起來，

並且放入適量的水，待裝完水之後，等水不擾動就輕輕拉線取出水栓，

並觀察其流向。 
Ｂ 

 
 

Ａ Ｃ 
 
 

Ｄ 
附註說明：Ｐ為穿水孔、Ｏ為圓心、墊高Ｄ的位置（墊個小木塊） 

3．編號：   第一個為圓形喜餅盒 直徑 50公分，在圓心穿ㄧ約直徑 0.6公分的小孔（編
號為Ａ） 
第二個為圓形喜餅盒 直徑 30公分，在圓心穿ㄧ約直徑 0.6公分的小孔（編
號為Ｂ） 
第三個為圓形喜餅盒 直徑 30公分，在靠邊緣 8公分上穿ㄧ直徑 0.6公分
的小孔（編號為Ｃ） 
第四個為圓形喜餅盒 直徑 30公分，在靠邊緣 1公分上穿ㄧ直徑 0.6公分 
的小孔（編號為 D） 
第五個不是圓形喜餅盒 正方形，在正中心上和靠邊緣各穿ㄧ直徑 0.6公分
的小孔（編號為 E） 
第六個不是圓形喜餅盒 橢圓形，在正中心上和靠邊緣各穿ㄧ直徑 0.6公分
的小孔（編號為 F） 
第七個為圓形喜餅盒 直徑 30公分，在靠邊緣 8公分上穿ㄧ直徑 0.6公分
的小孔，再用木塊墊高一邊（編號為 G） 
第八個為圓形喜餅盒 直徑 30公分，在靠邊緣 1公分上穿ㄧ直徑 0.6公分
的小孔，再用木塊墊高一邊（編號為 H） 
第九個為大的圓形浴盆 直徑 88公分，在圓心穿ㄧ約直徑 0.6公分的小孔
（編號為 I）  

 

Ｐ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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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結果：（同容器重覆做 20次）（   ：穿水孔）  
 
 編號          A             B           C           D           E 
            50cm           30cm        30cm         30cm         48cm 
  示 
意 

  圖                                                           1cm    
         25cm                 15cm            8cm            1cm              24cm 

            圓形           圓形          圓形        圓形       正方形 
                                                                 穿孔處 
                                                              側旁穿孔  中央穿孔 

順時鐘        0                  0              2              7           4        3 
逆時鐘        20                 20             18             13          16      17 
證 存 
明 在 

科 符         100％         100％         90％         65％     80％    85％ 
氏 合  
力 度 

                                                                                         

 
 編號          F             G           H                 I         
           38cm                 30cm    D      30cm       D               88cm 

示 
意 

  圖 
        1cm               8cm             1cm                  44cm     
           19cm             圓形        圓形               圓形      
           穿孔處          墊高處            墊高處 
        中央穿孔  側旁穿孔  D左   D點  D右 D左  D點  D右 

順時鐘      0       1       3    4     19   6    8     12                 0 
逆時鐘     20      19       17   16    1    14   12    8                 20   
證 
明 
科 符 

氏 合    100％    95％   85％ 80％  5％ 70％60％ 40％            100％ 
力 度 
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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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討論：（本研究耗很多時間去兩兩比較分析，得到下列結論，也額外做了不少實驗。） 
（1） 原穿一約直徑1.4公分的小孔，效果較差；後改成直徑 0.6公分的小孔，

符合效果更佳。（方同學做實驗發現有時太大的孔如：1.4，1.6公分、、較
無法產生旋渦，推測其原因──放水的速度太快，排水的時間太短，微小

的科氏力無充足的時間去影響。）（方同學也發現有時太小的孔如：0.4，
0.3公分、、也較不易產生旋渦，推測其原因──出水孔口處的摩擦力和附
著力皆會影響出水的順暢，修飾一下出水口，讓出水越順，就可產生旋渦）。 

（2） 水槽缺乏平底和圓對稱，它的卵形形狀和歪的放水口，其所造成的歪向流
失會影響到「北半球科氏力向右旋轉的偏向效應」，並且由實驗結果可看

出洗臉盆、編號Ｇ及Ｈ容器的誤差最甚。 
（3） 放水口從側旁改在中央，這樣會使順時針轉變為逆時針。推測其原因──

─會減少容器形狀對排水的影響，既減少歪流的效應。 
（4） 除去墊高物，這樣會使順時針轉變為逆時針。推測其原因───減少歪流

的效應。 
（5） 放水的速度變慢，排水的時間就拉長，這樣會使順時針轉變為逆時針。推

測其原因───微小的科氏力較有充足的時間去影響。 
（6） 編號為Ｇ、Ｈ的實驗，多做用木塊墊高偏Ｄ左和偏Ｄ右的兩實驗，結果更

增加其不穩定性，經研討發現───當容器底部是傾斜，因流體本身的重

量，使流體沿傾斜獲ㄧ加速度，而更影響水渦流。 
（7） 經由實驗發現，盆的口徑越大，其底越平，形狀越 

對稱，放水的速度越慢（及放水口越小），放水口越 
中央，所做出來的結果就越符合 ───「北半球 
科氏力向右旋轉（逆時針）」。如：編號為 I 、A 、B的容 
器竟高達百分之百的符合度。 

（8） 我們將洗水槽放水時，大部分的人會不假思考───因科氏力使其水渦流
呈現逆時針（北半球），其實做過此實驗，我們就發現尚有其他的因素存

在（如：槽形、槽的傾斜度、孔的大小、孔的位置、、），這些的因素都

需列入考量，如此ㄧ來就更能釐清了。 
Ｂ 

 
 

Ａ Ｃ 
 
 

         D  
附註說明：Ｐ為穿水孔、Ｏ為圓心、墊高Ｄ的位置（墊個小木塊） 

（9） 水要重複使用，可用接水桶接回，不要浪費水資源。 
（10）值得一提，後來吳、蔡同學發現水流塞子設計在底的外面，由底拔掉塞子 
時，更不影響容器中的水流，可把水的擾流減到最低，更增加了符合度。 

 

Ｐ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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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孔機、大小不同、形狀不

同的喜餅盒 

大的圓形浴盆 圓形喜餅盒 

圓形喜餅盒 圓形喜餅盒 圓形喜餅盒 

 
不是圓形喜餅盒 圓形喜餅盒 

研究三：物體沿著水管自由落下，落點在水管線的左邊或者是右邊？！ 

1、方法：帶著水管、鋼珠20顆、紙（貼上應有的坐標）、貼布、複寫紙、指北針。 

2、做法：如圖所示。面向北方，利用高度的不同，測量水平偏移的距離，記錄分析

之。（複寫紙紀錄鋼珠落點改成鋼珠染廣告顏料落在壁報紙上，較易觀察）。 

 

 

 

 

 

                                  15度 

                                                           左 

                                                                    北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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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表： 

4、討論； 

            （1）本實驗即不太符合「北半球科氏力向右偏轉」。 

（2）本實驗不符合的原因，推測可能是───由於距離太短，科氏力影響又極

小，幾乎沒有足夠時間來影響這麼短距離的運動，效果當然不佳。 

          （3）蔡、方同學另外做時驗發現角度越平，左偏次數會增加，符合度稍好，
推測其原因──可能是科氏力有較多點時間來影響，不過增加次數介於 

     1至 2間，不再列表記錄。 
（4）因不能符合，故同學們更想知道，地球科氏力的大小值到底有多少，於是

我們請老師教我們研究四。 

 
鋼珠染廣告顏料落在壁報紙

上 

鋼珠染廣告顏料落在壁報紙

上 

鋼珠染廣告顏料落在壁報紙

上 

鋼珠沿著水管自由

落下 

  
鋼珠沿著水管自由落下 壁報紙的記錄 

 
 

管
底
高 

1公尺 2公尺 3公尺 4公尺 7公尺 證明科氏力

的存在 

左偏 右偏 左偏 右偏 左偏 右偏 左偏 右偏 左偏 右偏 
長
水
管

第
一
次 

11 9 12 8 8 12 13 7 13 7 

總符合度 
57％ 

左偏 右偏 左偏 右偏 左偏 右偏 左偏 右偏 左偏 右偏 短
水
管  

 

第
二
次 6 14 11 9 10 10 8 12 11 9 

總符合度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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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四：由科氏力的數學式來探討科氏力效應（偏移距離）的大小，如

何才能讓科氏力效應顯現出來。 

 

１、 工具：高中和大學用書、紙、筆。 

 

２、 以數學式來表示科氏力： 

查閱理論力學可以得知，科氏力（Ｆ）等於坐標系之角速度（ω ）與物體的運動速度（Ｖ）

之向量外積的２倍，乘以物體的質量，再加上負號（負號代表方向跟 VW
vv

× 的方向相反），

這即是 VMF
vvr

×⋅⋅−= ω2 。而科氏力的大小就等於 θω sin2 VM ⋅⋅⋅ ，其中θ 為物

體運動速度與坐標系轉動角速度（若為逆時針ω 方向向上，順時針ω 方向向下）之夾角。 

３、 探討科氏力的大小： 

探討 θω sin2 VMF ⋅⋅⋅= 的大小，因為ω （旋轉高速度）等於 T/2π ；地球每２

４小時自轉ㄧ圈，因此地球的角速度為 000073086400/2 ⋅=π 弳／秒，這個值相當的

小，所以一般運動中物體乘上角速度ω ，其科氏力相對的也變小了，除非也“加大速度”

或者是“加大角速度”，才會有可能使科氏力變大。 

４、 探討科氏力效應（偏向距離）的大小： 

22/1 atX = －－－－－－（１）        maF = －－－－－－－－（２） 

由（１）（２）可解出 )2/( 2 mtFX =  

故偏向位移與科氏力（Ｆ）大小成正比，與時間平方成正比。如果想測出較明顯偏移

的距離，就讓科氏力變大、時間變長。 

５、 探討正弦值 θsin 的影響： 

θ ＝０度        θsin ＝０ 

θ ＝０度∼９０度    θsin ＝０∼１ 

θ ＝９０度       θsin ＝１ 

※ 盡量保持角速度的方向（順時針向下，逆時針向上）與速度的方向呈現垂直，以防

科氏力的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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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下列四個圖發現在台灣向東、向西運動，其所受的科氏力最大（ω 與Ｖ垂直），

但偏移的效應為斜向上和斜向下，不好測量。而向北、向南運動，其所受的科氏力

不是最大（ω 與Ｖ未垂直），但偏移的效應為向右和向左，較好測量。 
※ 圖示藍色為ω 坐標系之角速度的方向       圖示紅色為Ｖ 物體的運動速度的方向 
圖示綠色為 VMF

vvr
×⋅⋅−= ω2    科氏力的方向 

向東運動 向西運動 

 向北運動 向南運動 

註：科氏力方向的比法        手張開，四指由伸直ω 方向轉至Ｖ的方向，拇指所指的反方向，

既是科氏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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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經過這一次的研討以後，我們清楚地知道了： 

地球自轉時“角速度”太小了（ 弳／秒只有 00000730 ⋅ω ），而導致科氏力的偏轉

不明顯，從偏移的距離 θωθω sinsin2)2/()2/( 222 VtVmmtmtFX ⋅⋅=⋅⋅⋅⋅== 公

式中，可得知只要增大 t 、ω 、V 三因子皆會使科氏力偏移的效應變的更加明顯
點。尤其作用時間更以“平方”成正比地增大。 

       結論：只要增大t 、ω 、V 三因子皆會使科氏力偏移的效應變的更加明顯
點。尤其作用時間更以“平方”成正比地增大。 

 

研究五：利用研究四的理論，將研究三的實驗改在更高處（慈恩塔）落

下，落點會如何？ 
 

1、方法：（1）由研究四得知，想使科氏力偏移的效應變的更明顯點，可從作用時間、旋
轉的角速度、運動體的速度著手。 

（2）將研究三的實驗改在更高點，以增加作用時間和運動體的速度，（但要注意

安全）。 

（3）利用假日，煩請蔡同學的家長（其家長在日月潭工作）帶我們驅車前往慈

恩塔做實驗。 

（4）帶著地毯（貼上座標，使其成為四個象限）和鉛垂、長線、鋼珠（50顆）、

紙、複寫紙、尼龍線、布尺、指北針前往（如下圖所示）。（複寫紙紀錄鋼

珠落點改成鋼珠染廣告顏料落在壁報紙上，較易觀察）。 
（5）面向北方，因研究四討論5第二個※的敘述之故。（因落下有水平分量，讓

它產生右偏效應，較好測量。） 

 

 

 

 

 

 

                                                     3    2    左 

                                                                    北  

4 1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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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表：（投40顆鋼珠）（重覆做3次，以四捨五入法取平均值） 
塔高 １９公尺（３層樓） ３１公尺（６層樓） 證明科氏力的存在

第一象限 東

北 

11顆 平均偏移Y軸1.15

公分 

18顆 平均偏移中心1.94

公分 

第二象限 西

北 

2顆  3顆  

第三象限 東

南 

10顆  8顆  

第四象限 西

南 

16顆 平均偏離中心0.78

公分 

11顆 平均偏離中心1,06

公分 

Y軸上 中

心 

1顆  0顆  

西偏平均距離 較小 較大 

（１）19公尺的總

符合度為

67.5％。 

（２）31公尺的總

符合度為

72.5%。 

（３）總符合度為

70％。 

 

3、分析圖 
自由落體受科氏力作用而向東偏的分析圖 

4、討論： 
（1） 曾在學校頂樓做過此實驗，但是符合度不高，只有57％或 46％。因蔡同學的家長工作

之便，因此決定改在更高的慈恩塔，結果符合度提昇至 67.5％或 72.5％，由此可知高
度不夠是會影響科氏力的作用時間和運動體的速率。 

（2） 本實驗只要偏東（在第一、四象限）即符合「北半球科氏力向右偏轉」。 
（3） 高度越高，符合度也越高，偏東的距離也越大，再一次證明科氏力效應存在。 
（4） 本實驗水管角度儘量越平、水管長度儘量越長，以增加水平速度分量，效果會

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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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恩塔 慈恩塔 壁報紙的記錄 

研究六：到埔里農村，調查攀藤植物（如：皇帝豆、豌豆、、、）攀緣

的方向。 

 

１．方法：到班上同學家或親朋好友的農家，調查其攀緣的方向。 

２．結果： 

攀緣的方向 豌豆株 葡萄株 皇帝豆株 牽牛花株 證明科氏力的

存在 

逆時針 137 17 24 34 
順時針 58 4 11 15 

總符合度為

70.67％ 

 

攀緣的方向 胡瓜鬚 百香果鬚 絲瓜鬚 扶手瓜鬚 證明科氏力的

存在 

逆時針 134 121 148 38 
順時針 72 69 101 18 

總符合度為

62.91％ 

3．討論； 
（１）統計結果，發現大致符合「科氏力北半球向右偏，會形成逆時針」，得以     

證明科氏力的存在。 

（２）影響逆時針的嫌疑者───有日光的方向、生長激素、風力、、、等， 

都會影響其結果。 

（３）我們另外的統計，發現各株攀緣的部分，〝野生植物〞明顯比〝農夫所種 
植的植物〞符合度高。推測其原因───有人為因素的存在（因在幼苗時 
期農夫會加以線綁）。※野生植物的符合度約 74.57％ 



∼14∼ 

（４）據我們的另一項統計，我們也發現同種的植物攀緣的狀況，其符合度〝甲地〞

比〝乙地〞來的明顯許多。推測其原因───日照方向的不同和不均勻、以

及其他的因素，都會影響其結果。 
     （5）莖比鬚符合度高，推測其原因──可能長得慢，較粗，也較不易受外在因素 
          的影響。 
     （6）方同學建議可以自己種植，把受外在因素降至最低，會更正確探討出科氏力 
          的存在。老師覺得很有科學實驗概念（控制、操作變因觀念），值得一記，基

於種植場地和冗長時間而做罷。 
野生植物株 野生植物株 野生植物株 野生植物株 野生植物株 

  
 

野生植物株 野生植物株 野生植物株 豌豆株 豌豆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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豌豆株 豌豆株 皇帝豆株 皇帝豆株 皇帝豆株 

 
 

胡瓜鬚 胡瓜鬚 絲瓜鬚 胡瓜鬚 

  
 
絲瓜鬚 絲瓜鬚 百香果鬚 百香果鬚 

  
 

胡瓜鬚 胡瓜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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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七：觀察埔里附近烏溪以及其支流，有北向南流段，沖刷東岸和西

岸較厲害段的統計。 
 

1、方法：請老師開車，帶著羅盤，並且我們沿著烏溪、史港溪、眉溪以及其支流，記載

並且統計之（符合南北向，彎曲小段計１次）。 

2、結果： 

河流 眉溪 萬霧溪 南港溪 史港溪 證明科氏力的存在

沖刷岸 西岸 東岸 西岸 東岸 西岸 東岸 西岸 東岸

統計 １１ ３ ９ ４ ５ ４ 3 2 

符 

合 

度 

 

78.57％ 

 

69.23％ 

 

55.56％ 

 

60.00％ 

 

總符合度 

為 

68.29％ 

3、討論：（1）由統計結果看出，還是大致符合『科氏力北半球向右偏』的現象，再  
次得以證明『科氏力效應』存在。 

（2）由實驗結果可發現，河流越下游、越平緩、水量越大，越符合『科氏力北
半球向右偏』的效應。如眉溪。 

           （3）詳細探究、相互比較發現──地形的陡度、水流量多寡、水流速都會影響其
結果。 

                              史港溪 
           眉溪 
     ◎烏牛欄 
                                            萬霧溪 
                南 
                   港 
                          溪 
 
 
           

南港溪 史港溪 萬霧溪 萬霧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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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１） 我們將洗手台的塞子拿掉時，除了向下洩漏外，尚有漩渦狀出現，有時順時鐘，有

時逆時鐘旋轉。有人認為那是"科氏力"所致；有人認為那跟洗手台各位置摩擦力及形

狀阻力不同和初始狀態有關；但更有人認為那根本是無稽之談（北半球的排水孔排水

時，水一定會以逆時鐘旋轉，根本是無稽之談）；故我們為了求證進行一系列的實驗，

不難發現：假設容器為水平放置，且盆底完全水平、外型越對稱，出水口的位置越中

央，出水口越小，則會讓科氏力影響度變大（近乎百分之百符合）；而讓出水口的位

置及方向所造成的拖曳黏滯力、及形狀不對稱所造成的不同阻力和加速力等環境因素

的影響力變小，更能感覺科氏力的蛛絲馬跡存在。─────我們的結論是：小範圍

的水流旋轉方向，主要係受到環境因素（容器形狀、底部平否、出水口的位置及方

向、、、）的影響所致，但只要巧思設計讓「科氏力」大小並不足以影響小小漩渦的

旋轉方向變成足以影響。 

（２） 由於地球自轉角速度太小，科氏力較不明顯，必須速度很快的運動體（如飛彈），或

質量很輕且大尺度的運動體（如季風）才會較明顯。 

（３） 對於近距離的運動，科氏力影響極小，因為科氏力幾乎沒有足夠時間來影響這麼短

距離的運動，但不是沒有，只是影響較其他環境因素小。我們所做實驗，實際測試看

看，結果發現其符合度皆有過半，證明它如影隨形地作用著。 

（４） 科氏力的發生，是必須在大尺度才有明顯的結果，對任何一個環繞地表的遠距離運

動都會受到它的嚴重捉弄。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軍用他們引以自豪的射程

為１１３千米的大砲轟擊巴黎時，懊惱地發現炮彈總是向右偏離目標。直到那時為

止，他們從沒擔心過科氏力的影響，因為他們從沒有這樣遠距離的開火。 

（５） 科氏力的發生，若在小尺度就不會有明顯的結果，對任何一個地表的近距離運動也

會受到它的輕微捉弄 。如：從籃球場地的一邊把籃球拋到另一邊會偏移1.3公分。 

（６） 科氏力是一個重要但又容易被一般人所忽視的力，例如：在北半球台灣火車由南向

北快速行駛右軌上所受壓力要較大些；在北半球台灣由南向北的河流東岸受沖刷較厲

害；在北半球台灣的東岸遇東北季風產生的沿岸流也會偏右而轉向沿岸，造成沿岸水

位增高；、、、這些現象都可用科氏力解釋。 

（７） 科氏力的原理簡單說，因地球自轉赤道速度最大，隨著緯度越高，旋轉速度越來越

小，到極點減為零，因在速度不同處移動因慣性而向前，向後偏轉之故。科氏力的特

性    （ａ）偏向力永遠和運動體垂直，北半球偏右，南半球偏左， 

         故它影響運動的方向而不會影響運動的速率。         

（ｂ）偏向力大小隨著緯度不同而更改，兩極最大，再赤道上為零。 

※由研究四可發現：網路上有人張貼、課本也有人記載在赤道上不

會有科氏力是錯誤。應改為在赤道上若往南北移雖無科氏力，但

往東西移仍有科氏力。   
（８） 科氏力的方向總是與物體運動方向垂直, 如影隨形作用在運動的物體上, 卻找不到 

這個如影隨形的施力者在何處... 凡力皆有施力者, 現在卻跑出一個沒有明確施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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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 違反我們國中『力的定義』，這是因為我們觀測者處在自轉地球的加速度座標 

系, 感覺到有科氏力存在。如果是在慣性座標系觀測（地球外慣性座標系的人而言） 

，科氏力是不存在的，該物體根本沒有受到外力。從這個角度看, 科氏力的確是 "

如真包換" 的力。                  

我們觀測者處在自轉地球的加速度座標系       看到的卻是曲線（因為你跟地

球一起自轉）。為了說明我們觀測球的曲線運動，我們假想有一個 力 它

會使球轉彎來符合我們觀測的結果，這個力稱為科氏力 。 

我們若在慣性座標系觀測（地球外慣性座標系的人而言）     看到的卻是是直線運

動，其實在地球外慣性座標系的眼中是沒有科氏力的！  

（９） 科氏力並不真是一種力，它只不過是慣性的結果，和離心力一樣是一種假想力,。當

科學家在討論為到自然現象時會遇到偏轉的怪現象，科學家假想出來的一種力，是由

於地球自轉造成。 

（１０） 咱們人類大部分都缺乏旋轉座標的直覺。老師說等以後接觸到大學的古典力學

後，利用向量分析與座標轉換時，才能更進一步來分析這個現象。  

（１１） 許同學問及〝科氏力原理〞有否應用的功用，查網路竟發現：大尺寸晶圓塗佈機

制，是利用提高注液時的轉速，可使科氏力影響趨明顯，進而提升液膜的平坦度，消

除不穩定的影響、、、、、、真是天生〝現象〞必有用。（此結論（11）是清大周復

初教授的網站的張貼） 

 

 

陸、參考資料 

 

（1）一基礎地球科學：季風與颱風  

（2）高二下物質科學地球科學篇：氣旋與反氣旋  

（3）大一物理：科氏力 Coriolis Froce  

（4）大二理論力學、應用力學：科氏力 Coriolis Froce  

（5）科學人雜誌 

（6）牛頓科學學習百科：地球篇 

（7）新世紀地球科學學習百科  

（8）台灣師大物理系物理問題討論區網站 

（9）北一女中地球科學學習網站 

（10）陳奇珍編輯的海洋學、環球書局印行 

 

 



評 語 

030506國中組地球科學科 佳作 

如影似真的偏轉魔力—科氏力 

本作品利用自行設計的各種盛水容器盛滿水後觀察排水時

之旋轉方式，也觀察植物莖生長情形及河流沖刷與科氏力的

關係，發現大部分自然現象能符合，參展同學說明時非常清

楚，表達能力不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