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第四十八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作品說明書 

 
 

高中組  物理科 

 

第三名 

最佳創意獎 

040117 

微波爐測光速之迷思？-微波干涉的探討 

 

學校名稱：國立新莊高級中學  

作者： 

高二 黃朝威 

高二 張皓奇 

 

指導老師： 

李育賢 

張正平 

 

關鍵詞： 微波、干涉、駐波



-1- 

作品名稱 

微波爐測光速之迷思?－微波爐干涉的探討 

壹、摘要 

在微波爐內，微波經由內壁的反射，和原來的波形成干涉的現象。有資料指出：藉由此

特性，我們可利用微波爐來測量光速。本實驗旨在探討微波在微波爐中的干涉形式，利用

巧克力及氯化亞鈷，測量爐內微波振幅強弱的分佈。 

實驗發現：微波加熱後巧克力上的熱點以及塗有氯化亞鈷溶液紙巾上的條紋，皆顯示微

波在其中有穩定的干涉現象。雖然其形式頗為複雜，但是利用虛擬鏡像波源的探討，可得

到和結果相近的分析。 

貳、研究動機 

參考資料二提到：由於微波爐中電磁波在其加熱空腔中形成駐波，以致於微波能量在空

間中的分佈並不均勻。若將巧克力片放置在微波爐中加熱，將會因為受熱不均勻而使巧克

力上的某些地方會先被加熱融化，以下稱巧克力融化之處為「熱點」。報導提到由於而這

熱點間的距離接近微波波長之半，若在微波頻率已知的情況下，即可以利用測量熱點間的

距離來推求光的速度。如果真如報導所言，那麼就可以利用生活中容易取得的微波爐來測

量電磁波的速率。 

參、研究目的 

  藉由實驗的研究，我們希望能藉由探討在微波爐中干涉的特性，探討「微波爐測光速」

這個方法的正確性與可行性，以期能在日常生活中，能以容易取得的物品來正確及便利地

推測光速的大小。 

肆、實驗原理 

一、微波的探討【觀念一】 

一般微波爐所發出的微波，其頻率約為 2.45[GHz]，具有如反射、折射、繞射與干涉的

各種波動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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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磁波的干涉【觀念二】 

如果假想微波為一空間中的平面波源（如右圖

1），從金屬面反射之微波可看成由一對稱的虛擬波

源發出。 

兩個同頻率、同振幅且相反方向行進的波動，在行

進方向上疊加後形成的干涉，（如右圖 2），在腹點處

能量較高而先行融化，可推測巧克力上的熱點間所量

測到的距離即波長之半。又從c fλ= × 的關係式，藉

由巧克力熱點間距得到半波長之後，乘以 2 即為波長

λ，又已知微波的頻率 f 為 2.45[GHz]，即可推測光

速。 

三、兩個點波源的干涉【觀念三】 

考慮由一點波源(S1)以及一個反射面反射的虛擬波

源(S2)發出的波在空間中疊加，若兩個波源 S1、S2 所

發射的波動若在空間中的 P 點相遇，兩波源造成波程

差 1 2PS PSδ ≡ − 。波程差會直接影響兩波在 P 點疊加

後的振幅，合成振幅 A’是δ 的函數 A’= A’(δ )。接著利

用相角的概念加以分析：當波程差為δ 時，兩波的相

位差
λ
δ

≡Δp 、相角差 πθ 2×Δ≡Δ p [rad]，則由圖 3可

知，疊加後的合成振幅：A’( θΔ )= 22 )sin()cos( θθ Δ+Δ+ AAA 。我們利用 Mathmatica4.0

模擬了一個這樣的情形(如下圖 4與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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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兩波源所在空間中的振幅分佈  圖5 -左圖中，振幅越高之處以白色代表；

白點為波源位置。 

 
圖1 -波源與虛擬波源 

 

圖2 -反向行進波駐波示意圖 

圖3 – 兩相角差 θΔ 的波合成振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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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個點波源的干涉【觀念四】 

考慮空間中有三個同振幅、同相的點波源 S1、S2、S3

發出的波在 P 點相遇，若 S2 與 S1 的相角差為 21θΔ 、S3

與 S1 的相角差為 31θΔ ，依照右圖 6，合成波的振幅 A’應

為： 
A’=

2
3121

2
3121 )sinsin()coscos( θθθθ Δ+Δ+Δ+Δ+ AAAAA  

以此類推，若為 N 個同幅、同相的點波源 S1、S2…、

SN發出的波在 P 點相遇，若 Sk 與 S1 的相角差為 1kθΔ ，

合成波的振幅 A’應為：A’= 2

1
1

2

1
1 )sin()cos( ∑∑

==

Δ+Δ
N

k
k

N

k
k AA θθ  

伍、研究設備及器材 

 
 

陸、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實驗前置作業【實驗一】 

(一)、測試是否有熱點產生【實驗一 – 1】 

 

圖6-三個有相差的同幅波在空

間的合成振幅 

21θΔA

A 
A’ 

31θ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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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讓轉盤不會旋轉去微波後發現，巧克力真的不是均勻受熱(如下照片 1-(2)、(3))，而

且有些許的熱點，只是相鄰的間距也不是像駐波間距為半波長。 

  
(1) (2)微波後 

照片1 

(二)、巧克力製作【實驗一 – 2】 

隔水加熱巧克力（如下照片 2-(1)），製成較薄的巧克力片（如下照片 2-(2)）。 

  
(1)－隔水加熱 照片(2)－巧克力片模型 

照片 2 

二、微波爐的探討【實驗二】 

(一)、微波爐的發射波源【實驗二 – 1】 

微波爐內有著頻率 2.45[GHz]的電磁波，微波是從磁

電管所發射出來的(如下照片 3-(7))。若以微波爐的左下

角當成座標原點（如右圖  7），該天線的座標為

(38.0,24.5,9.5)[cm]。 

微波爐的設計中，為了讓食物可以均勻受熱，底部有

一轉盤，附著有一個三爪勾(如下照片 3-8)。故我們在實驗時，皆是把轉盤移出，並墊加

高度。 

 

圖 7 – 微波爐空間的座標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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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微波爐外觀 (2)右側的塑膠片 (3)微波出口 

  
(4)微波爐上部 (5)磁電管 (6)磁電管 

 
 

(7)磁電管 (8)旋轉爪勾 (6)規格表 
照片3  微波爐的構造 

 

(二)、驗證微波波源的形式【實驗二 – 2】 

我們將一片巧克力檔在微波出口前(如照片 4-(1))，加熱後發現巧克力在波源的出口產生

一個圓形的熱點(如照片 4-(2))。可以推測微波波源為一個點波源。 

  
(1)把巧克力壓在波源上 (2)只有一個圓形的熱點 

照片4 – 微波波源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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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巧克力片微波加熱【實驗三】 

(一)、巧克力分片微波【實驗三-1】 

我們把每片將要微波的放在一大片的塑膠瓦

楞板上，周圍的四個角我們分別以六小片塑膠

瓦愣板為一組貼合成的支撐。加上原本大片塑

膠瓦愣板的總厚度即為 2.1[cm]的倍數加高，並

分次將巧克力放入爐中微波 30 秒(如下照片

6) ，記錄微波後巧克力上熱點的座標。照片中

的熱點我們以紅線框住。 

 
 

 
 

紅色點為原點 巧克力片擺置 高度 2.1cm 

 
 

 
 

高度 4.2cm 高度 6.3cm 

 
 

 
 

高度 8.4cm 高度 10.5cm 

 
  

高度 12.6cm 高度 14.7cm 
照片6 –每次以不同高度微波一片巧克力 

 

 

 
照片5 – 六片塑膠瓦楞板總厚度 1.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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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片巧克力形成的熱點相對位置並不相同，相鄰的熱點間距也不是 6.12[cm]。我們把這

些熱點的中心位置記錄下來。以微波爐最左下方為原點，以公分為單位，在不同的高度(z
座標)，標出熱點的座標，以(x,y)表示如下表。 

 

我們請老師幫我們使用程式把資料點輸入 AutoCAD，轉到 3D MAX 把這些點標在三度

空間的圖上，得到下圖 8)。 

  
圖8 –巧克力上熱點分佈 

在這一次的實驗中，我們發現： 

1、在巧克力交界邊緣處明顯地融化得比較厲害，可能是因為巧克力片並不是一體成型，

造成在邊界處微波能量聚集，故巧克力的製作方式需要改進。 
2、高度不同時，造成的干涉結果也會不同，故不能把這七片的實驗結果一同比較分析之，

故必須將七片巧克力同時進入微波爐微波加熱。 
 

(二)、不同高度的巧克力同時微波【實驗三-2】 

接著我們以高度為 2.1[cm]的倍數，一次放入七層不同高度的巧克力同時微波 60 秒， 得
到的結果如下照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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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巧克力外觀，與微波前情形 (2)高 2.1[cm] 

 
(2)高 4.2[cm] (3)高 6.3[cm] 

  
(4)高 8.4[cm] (5)高 10.5[cm] 

  
(6)高 12.6[cm] (7)高 14.7[cm] 
照片7 –一次微波七片巧克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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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微波爐最左下方為原點，以公分為單位，在不同的高度下得到以下這些座標(由
左至右為 x,y) 

 

我們使用 AutoCad 程式，把這些點標上，得到以下圖 9，並以不同角度顯示。 

   
(1) (2) (3) 

   
(4)y-z 平面投影 (5) (6)x-z 平面投影 
圖9 

由上實驗結果可知： 

1、許多熱點間的連線距離仍非微波的半波長(6.12[cm])，多數為 7~8公分左右的間距。 
2、不同片的巧克力夾層產生的熱點仍然不相同，可見熱點並不是整齊的格狀分佈。 

(三)、改變高度再微波【實驗三 – 3】 

從起點再增加 0.9[cm]的高度，用微波同樣加熱一分鐘，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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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微波前的情形 (1)高 3[cm] 

  
(2)高 5.1[cm] (3)高 7.2[cm] 

  
(4)高 9.3[cm] (5) 高 11.4[cm] 

  
(6)高 13.5[cm] (7)高 15.6[cm] 
照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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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熱點的座標標示如下： 

 

將熱點標示在空間中，如下圖 10。 

  
(1) (2) (3) (4) 

  
(5) (6) (7) (8) 
圖10 

把實驗三-2 與三-3 所得到的熱點一起標示在空間中，得到下圖 11 

  
(1) (2)x-z 平面投影 (3) (4) 

  
(5) (6) (7) (8) 
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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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以上的實驗結果可以得知：微波爐的確有駐波形式存在，但是每個平面上相鄰熱

點的間距多為 7~8[cm]，並不是微波的半波長 6.12[cm]。 
2、微波爐空間似乎不是單純的兩波源駐波形式，除了熱點在 x-z 平面的投影間距略具

週期外如圖 11-(2))，y 方向似乎非常的沒有規律，可能還有更多的虛擬波源參與干涉， 
 

四、用氯化亞鈷試紙微波加熱【實驗四】 

氯化亞鈷反應： 

 

含水的氯化亞鈷在加熱後向右反應，呈現藍色。若將氯化亞鈷的水溶液塗在紙上，便可

以做為實驗的試紙使用。紙張材料方面，以 2M 濃度的氯化亞鈷泡入紙巾，並放置在室內

自然風乾後的試紙，效果最佳，且微波後不會馬上被潮濕的空氣水合。 (如下方照片 9-(1))。 

以四片一組在爐中不同高度裡進行微波(如下方照片 9-(2))。微波完的氯化亞鈷試紙，表

現出干涉後的波線，以利觀察。 

 

  
(1)自然陰乾 (2)一次四片氯化亞鈷試紙上 

照片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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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不同高度同時加熱七片試紙，觀察試紙上的顏色分佈，結果如下照片 10 

 
 

(1)一次七組試紙同時放入爐中 (2)高 2.1[cm] 

  
(3)高 4.2[cm] (4)高 6.3[cm] 

  
(5)高 8.4[cm] (6)高 10.5[cm] 

  
(7)高 12.6[cm] (8)高 14.7[cm] 
照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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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最底層加高 0.9cm 後，同樣以 2.1[cm]為間距，一次加熱七層試紙，結果如照片 11。 

  
(1)底層加高 0.9[cm]  (2)高 3[cm] 

  
(3)高 5.1 [cm] (4)高 7.2[cm] 

  
(5)高 9.3 [cm] (6 高 11.4 [cm] 

  
(7)高 13.5[cm] (8)高 15.6[cm] 
照片11 – 底部加高 0.9[cm]後進行加熱 

由結果看來：多數氯化亞鈷試紙在下方(y<20[cm])出現波紋狀的藍色條紋，顯示下方的

微波顯現較強的干涉現象。但相鄰藍色條紋間的距離，經測量發現仍約為八公分左右，與

巧克力的熱點情形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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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實驗三-2、三-3 中巧克結果以黃色點標示在氯化亞鈷的結果上（如上方照片 10

與照片 11），發現巧克力的熱點和的氯化亞鈷試紙的藍色波紋都有規律在，都是在 y-z 平

面上有著較明顯規律的週期分佈（約為 8[cm]）。但是巧克力的熱點無法與氯化亞鈷的藍色

條紋完全吻合。巧克力似乎有一向左的偏移量。我們猜測造成這些偏移的原因可能與材質

有關：不同的材質對於微波的穿透或反射有著不同的影響。若時間上允許，在未來可以作

更深入的探討。 

根據觀念四，試圖以 Mathematica 模擬氯化亞鈷試紙的結果。若考慮爐中各反射面造成

的虛擬波源(如下圖 12)。點 a 為波源對 y-z 平面的反射波之虛擬波源，d 則為經 x-z 反射

的虛擬波源，以此類推。 

  

(1)水平方向的反射 (2)鉛直方向的反射 

圖12 – 微波爐中可能存在的虛擬波源。 

氯化亞鈷的實驗結果，在不同高度的結果頗為類似，因此我們想模擬在 z=15.6[cm]高度

處的振幅分佈，考慮所有虛擬反射波源(a~j)。得到如下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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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試紙結果 (2)振幅分佈 (3)振幅越高、顏色越白

圖13 - z=15.6[cm]處結果與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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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模擬圖，我們發現這樣的結果與氯化亞鈷不太相符。在圖 13(3)中的熱點呈現散亂的

分佈。經過許多嘗試，我們發現若只考慮 a、b、c 的影響，並考慮微波能量隨傳遞距離的

平方反比衰減、與微波藉由腔壁反彈後，微波的相位反相後的影響。若考慮微波能量正比

於振幅平方，則振幅應隨傳遞距離一次方衰減。因此經過修改後，其結果頗吻合氯化亞鈷

的結果（如下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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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試紙結果 (2)考慮 abc 波源的模擬圖 

圖 14 – z=15.6[cm]處，只考慮部分波源後的模擬圖 

根據模擬結果與氯化亞鈷試紙對照，在靠近腔門前方(y<25[cm])的範圍，兩者有類似的

波紋分佈(圖 14紅色匡線內部分)，儘管有些許的偏移，但模擬出來波紋的間距與走勢，

和試紙上的結果都頗為相符。至於試紙後方(y>25cm)的部分，需要再微波一陣子以後，才

會有受熱的熱點產生，但若加熱時間過長，將使得前方的試紙上全部呈現藍色。 

此外，我們發現在微波爐腔壁左後側有一網狀的通風孔(如下照片 12)，若假設網狀的金

屬結構會降低微波的反射率，則在爐中後方因為減少反射波的干涉。同時，微波爐的腔門

內也貼有網狀的微波阻擋裝置（如下圖 15)，若經過腔門的反射波也不多，則可忽略虛擬

的反射波源 e 與 d(如前圖 12)。可以符合我們選取的模擬模型。所以，有網子的地方雖然

是為了防止微波穿透，但是也降低了微波反射的比例。 

 

  
照片12 – 網狀金屬結構 圖15 – 網狀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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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驗證我們使用的空腔模擬理論是否具有普遍性，我們再取另一種規格的小台微波爐

來做氯化亞鈷試紙微波後顏色的分佈，我們使用的微波爐照片如下照片 13： 

  
圖 16 照片 13 

此台微波爐的空腔大小為 (30,30,20)[cm](如圖  16)，該波源在微波爐中的座標為

(30,20,8)[cm]，由先前的實驗已知高度對氯化亞鈷的熱線分佈影響並不大，所以我們置入

兩片氯化亞鈷試紙做實驗(如照片 14)，並取 (高 4.2)【cm】較清楚的顏色分佈結果做為理

論分析 

 

  
照片 14 (1)紙巾擺設 (2)試紙結果 

0

10

20

30 0

10

20

30

0
0.05
0.1

0.15

0

10

20

30  

0 5 10 15 20 25 30
0

5

10

15

20

25

30

 
(3)振幅分佈 (4)強度分佈圖 
z=4.2 [cm]試紙與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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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台微波爐左方的網狀金屬結構的範圍並不大，故照片 14-(2)在 y>20cm 左右的熱線依

舊可以顯現。此微波爐(照片 14-(1))與之前我們實驗的微波爐前方金屬網狀結構面積比較

後，發現小台微波爐前方的網狀結構所占面積並沒有很大，故推測 d、e 的反射點有些許

的作用，並加上 0.5 倍數的振幅強度，模擬的結果更加的吻合，也更能證實網狀結構對微

波的反射有不利的影響。 

五、共振腔管設計與實驗【實驗五】 

我們發現：在爐中微波的干涉形式甚為複雜，根本無法量取熱點的間距而得到半波長，

以測得光速。所以，若讓微波在能在一維空間中來回反射，便能以實驗原理的觀念一所言

之駐波形式了。 

於是我們想到：是否能讓爐中微波在管狀

的容器中行進並反射，而在其中形成駐波呢

（如右圖 17）？所以我們訂做了金屬管，來

測試我們的想法。 

我們以一半徑為 7[cm]，長度為 30[cm]，
厚度 0.8[cm]的金屬管，將氯化亞鈷試紙放在瓦楞板上，置入金屬管內部中央的橫切面上。

管的左側抵緊微波爐內壁，讓微波可以在左側反射 (如下照片 15-1)。微波 10[s]後，得到

如照片 15-2 的結果。 

  
(1)金屬管位置 (2)10 秒試紙上結果 

照片15 –管口對準微波波源 

很明顯，氯化亞鈷試紙上產生規律駐波形狀。令人訝異的是：振幅加強的地方分佈在管

的兩側。而 x 方向熱點出現的的距離並不是微波的半波長，反而是接近波長(12[cm])左右！ 

 

 

 
圖17 –金屬管中形成駐波想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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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嘗試往前平行移動金屬管，以使微波能在內部反射(如下照片 16-1)。微波 10 秒後，

得到如照片 16-2 的結果。 

  
(1) (2)10 秒後市紙上結果 

照片16 – 管口不對準微波波源 

同樣地金屬管中央對稱軸處振幅並沒有加強，而駐波在 x 方向的週期性更為明顯，仍為

微波波長 12[cm]左右。 

再以一直徑為 16.7[cm]，長度為 30[cm]，厚度 0.8[cm]的訂做金屬管，並適當的改變金

屬管前後距離，如果擺設位置得當，我們一樣可以得到有規律的熱區域分佈（如照片 17）。 

 
(1) (3) (5) 

 
(2) (4) (6) 
照片17 

熱點間的間距也是接近 12【cm】左右，故開始懷疑金屬管中形成駐波的可能性，於是

我們想到，12【cm】左右的熱點間距，會不會是微波在金屬管中多次反射後的干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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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若給定一個金屬管入射波源的坐標，然後在金屬管中直徑的平面上假想三次反射以

內的反射波源，波源相關位置標記如下圖 18。 

 
圖18  空腔中反射波源之相關位置 

圖中，i 為金屬管空腔長度，g+t 則為金屬管之直徑，o 點則為(x，y)=(0，0)之座標，我

們嘗試改變 g 與 t 之數值，發現，g 與 t 在某些數值下，所模擬出振幅加強的位置(如下圖 
19)，與我們的訂做金屬管之實驗結果極為吻合(如下照片 18)。 

-10

-5

0

5

  
(1)小金屬管模擬 
g=3 t=11 i=30 

(1)小金屬管結果 
 

-10

-5

0

5

  
(2)大金屬管模擬 
g=3.5 t=13.2 t=30 

(2)大金屬管結果 

圖 20 照片 18 

在模擬微波在金屬管中的干涉中，並沒有讓微波的振幅隨著距離衰減，此外，我們可以

由實驗結果得知，微波入射波源選定得當(即 g 與 t 之值)，金屬管中可以讓微波反射後的

干涉結果具有較高的對稱性，這也是為何我們在實驗中，放置的金屬管必需在特定的位置

上，才能看出 12【cm】間距的干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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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們使用平常即可容易取得的小口徑鐵罐做開口處理，以做為不同的微波金屬腔

體，我們找到三個大小相異的金屬罐，尺寸如下照片 19所示 

左管：編號【1】 
直徑 9.8【cm】、高 18【cm】 
中管：編號【2】 
直徑 8.7【cm】、高 11【cm】 

 

右管：編號【3】 
直徑 6.5【cm】、高 10【cm】 

照片19 

以下為不同位置使用相同之編號【1】管所微波之對應結果，不難發現同金屬腔管微波

的熱點結果大致相似。 

  
(1) (2) 

   
(3) (4) 

  
(5) (6) 
照片20 不同位置加熱情形 

我們把實驗結果拿來比對兩個不同入射波源(改變 g、t 參數)之模擬圖，得到如下圖 22 

 
(1)模擬圖 1 
g=4 t=5.8 i=18 

(2)模擬圖 2 
g=3 t=6.8 i=18 

(3)對照 
   

圖21 照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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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編號【2】管的在不同位置的實驗結果(如下照片 21)。 

   
(1) (3) (5) 

 
(2) (4) (6) 
照片21 

我們嘗試以兩個不同的 g、t 參數模擬出熱點分佈情形，(如圖 22)，由上述之實驗照片

21可以得知，金屬管內的紙巾部分只有一個熱點，與模擬圖中只出現一個熱點的結果大致

相符，因此，金屬管擺設位置不同，並不會產生差異極大的干涉結果。 

G=4 t=4.7 i=11 G=2.5 t=6.2 i=11 
圖 22 

對照實驗結果的照片，做出以下結論： 

1、不同位置的相同金屬腔體，氯化亞鈷試紙上之振幅較強處位置大致相同。 

2、金屬管之口徑較小，管口的波源位置不同時，對金屬管中干涉結果造成的變化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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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使用編號【3】管，來做金屬管中之干涉情形探討。 

   
(1) (3) (5) 

   
(2) (4) (6) 
照片22 

實驗結果(如照片 22)中，編號【3】管之金屬內部並無熱點的產生，只受到開口處微波

加熱的影響，與模擬結果(如下圖 23)極為不符。我們嘗試增加加熱的時間，編號【3】管

中的氯化亞鈷試紙依舊無任何的熱點產生。因此我們猜想是否因為管口直徑小於波長太

多，導致只有管口的試紙出現些微的受熱反應；抑或是有其它原因導致微波無法到達半徑

較小的金屬管內部，也許需要繼續探索。 

  
g=3.25 t=3.25 i=10 g=2.5 t=4 i=10 
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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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論 
一、微波爐加熱腔內的干涉形式，相鄰兩熱點或熱線間的距離並非半波長，故不宜直接以

其距離做為依據來計算光速的大小。 

二、微波爐內的微波由於在腔壁間來回反射，所形成干涉之最大振幅處是以點的方式散落

呈現，不像在課本中探討的兩個水波源之干涉結果所形成之雙曲線，而應考慮多個點波

源在空間中的干涉情形，較符合實驗的結果。 

三、比較起微波爐的金屬內壁，網狀腔壁對微波的反射效果不佳。 

四、以管狀的金屬腔體，能得到較簡單的干涉形式，與較高的對稱形式。若選定適當的波

源位置(即 g 、t 之值)，就可以模擬出與實驗相符合的干涉條紋。 

五、微波的強度在金屬管中傳遞不容易衰減。 
 

捌、未來展望 
一、巧克力之熱點無法與氯化亞鈷熱點中央完全符合，並有一向左的偏移量，故不同的材

質應該會影響干涉結果的偏移量。可再探討不同材料對微波穿透吸收或反射的影響，以

及其如何影響微波在爐中的干涉形式。 

二、可深入探討不同金屬板或網狀金屬對微波的反射情形探討。 

三、探討微波在其它形式金屬空腔中所形成的干涉，模擬出不同空腔中的干涉結果。 

四、共振腔管中的間距約為一個微波波長(12.24cm)，與理論所推的微波形成駐波腹點的半

波長(6.12cm)相差兩倍，是巧合還是另有依據，值得再深入分析。 

五、口徑較小的金屬管擺設在不同的位置上，熱點較容易有一致性，較不受入射波源位置

的影響。但是口徑過小的金屬管，微波無法進入金屬管內，使之產生熱點，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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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附註 

一、大台微波爐指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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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台微波爐指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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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金屬管的指令碼 

 



【評語】040117 

本作品利用微波爐量測光速，能以多種實驗結構來改變實驗

參數，並證實以微波爐量測光速時之干涉波紋並非微波之半

波長。在實驗設計上有創意性的設計，並獲得具體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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