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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氣球與泡泡的大小、形狀不同時，內部壓力會隨之改變。本研究針對傳統氣球、長形

氣球進行內部壓力差之驗證。結果顯示，傳統氣球之小氣球內部之壓力比大氣球大；而長

形氣球則為長氣球內部壓力大於小氣球。 

  此外，我們也針對不同形狀、長度、杯口半徑、長度之泡泡內部壓力進行探討。當長度

增加，凸泡泡壓力會隨長度減少，凹泡泡與直泡泡會隨長度增加。而杯口半徑不同時，小杯

泡泡空氣往大杯泡泡移動的狀況佔多數。但實際決定空氣流動與否的，其實是大杯泡泡的最

大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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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 

 

貳、 研究目的 

  為了驗證空氣真的是由小氣球流向大氣球，我們針對已知結果的大小氣球進行驗證實

驗。結果發現當我們使用同樣形式，不同大小的傳統汽球作測試時，空氣並不如一開始預期

般自由流動。 

  當我們以手輕壓兩側氣球時，空氣由小氣球跑到大氣球非常容易，要從大氣球跑到小氣

球卻需花費一番功夫。此結果代表：雖然連通管兩側氣球在連通管打開時不會有明顯大小變

化，但他們之間的壓力差仍然存在。只要我們施與一與氣球表皮對抗之外力，氣體便會由壓

力大側（小氣球）移置壓力小側（大氣球）。 

  氣球的表面張力會因彈性疲乏而有所差異，為了增加實驗的準確性，我們使用泡泡來進

行我們的實驗，以下是我們的實驗目的： 

  一、了解在同長度，同杯口口徑，泡泡的形狀與其壓力差的關係。 

  二、了解在同長度，不同杯口口徑，泡泡的形狀與其壓力差的關係。 

  三、了解在不同長度，同杯口口徑，泡泡的形狀與其壓力差的關係。 

 

在一次科學實驗的課程中，老師帶我們做了一項充滿意義又饒富趣味的實驗，令我們永

生難忘。在那次的實驗中，我們先吹了兩個大小不同的圓形汽球，套在管子上，輕輕壓其中

一個氣球，氣體會從其中一邊移到另外一顆氣球。 

平常的情況下，我們都以為氣球灌得越大，內部的壓力也越大，因此空氣會從較大的氣

球往較小的氣球移動。但這個結果卻與我們所有人預料的結果相反。小氣球只需要輕輕一壓，

空氣就會跑到大氣球；但大氣球卻需要用很大的力氣才能把空氣擠到對面去。經過老師的講

解，我們才知道這種現象與氣球皮的張力有關。當我們剛開始吹汽球時，球皮彈力很大，比

較難吹；但是當汽球被吹開後，接下來就會比較好吹。 

然而，不同形狀和種類的氣球，反應的方式都會相同嗎？如果我們把汽球換成泡泡，結

果也會一樣嗎？經過幾次的實驗我們發現泡泡比氣球更容易控制形狀和大小。於是，我們訂

出了數種不同的實驗和標準作業程序，並對泡泡和氣球形狀對內部壓力的影響做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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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泡泡實驗 

泡泡管組 

開關  大布丁杯 

(8cm) 

 

L 形彎管  小布丁杯 

(6cm) 

 

T 形彎管  鐵架 

(高度

57.5cm) 

 

短水管

(內徑

1.7cm) 

 三爪夾  

(二) 泡泡水調製 

洗手乳 甘油 水 量筒 

洗手乳與甘油比例為３：１。 

其比例約為 30ml 洗手乳加 10ml 甘油，配置成 300ml 的泡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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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研究流程圖 

 

 

 

 

 

 

 

 

 

 

 

 

 

 

 

 

 

 

一、資料蒐集 

(一) 預先學習壓力、表面張力等與研究相關之背景知識。 

(二) 搜集過去氣球、泡泡相關的研究文獻，加以整合運用。 

 

二、前置作業 

(一) 設計製作各式裝置，並針對缺點加以改進，減少實驗誤差。 

(二) 預備實驗： 

以口徑 7cm 之小杯吹製凸、直、凹三種形狀的泡泡， 

分別測量在一大氣壓下，泡泡在 8cm、10cm、12cm、14cm 

及 16cm 長度時，空氣流動變化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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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證實驗 

  根據我們找到的資料顯示，小氣球內部的空氣能輕易流向大氣球。然而，事實真是

如此嗎？不同材質與形狀的氣球，結果是否會相同呢？為了針對這樣的現象作探討，我

們嘗試了不同形狀的氣球，並比較其結果。 

 (一)、氣球大小、形狀與空氣流動的關係 

１不同形式傳統氣球，空氣流動狀態： 

為了解氣球皮張力、氣球內部壓力、氣球大小、氣球形狀之間的關係，我們利用

特製打氣筒，將同款氣球分別打入 2 下、4 下、6 下、8 下、10 下及 12 下等量 

空氣，封口備用。 

  將不同大小的氣球連接於氣體連通管兩側，並分別測量其長度。記錄數據後，將

連通管打開，觀察氣球空氣移動方向，並重新記錄變化後的長度大小。用手擠壓氣球，

並測量把空氣擠壓至對側所需施加壓力的大小。 

 

 

 

 

 

２相同形狀、不同長度長形氣球，空氣流動狀態：  

傳統氣球形狀容易因每次充氣方式不同而改變。雖然每次實驗前我們都會儘量將

氣球形狀調整至相同，但仍無法將所有實驗組別變因單純化。因此，在本階段，我們

使用市售長條狀氣球，企圖將氣球形狀控制為長條形，減少因形狀不同而產生的誤差。 

長條氣球與傳統氣球不同，當我們充氣時，氣球並非整條同時膨脹，而是會由遠

離打氣筒端處鼓起，氣打得越多，充氣部分的長度越長。因此，在長形氣球內部氣體

定量的部分，可直接以長度估算之。 

我們將氣球連接於連通管兩側，其中一側充滿氣體；另外一側則以 5 公分為單位，

隨長度作變化。當兩側氣球充氣完畢後，打開連通管，觀察氣體移動方向與兩側氣球

長度改變量。此外，為減少氣球皮因彈性疲乏所造成之誤差，我們將相同兩條氣球反

覆交換位置，重複測試四遍，企圖將氣球皮彈性對結果造成的影響降至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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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式實驗 

(一)、泡泡長度、形狀與空氣流動的關係 

為測量不同形狀、長度、杯口口徑泡泡內部壓力相對大小，我們以特製連通管吹

製泡泡。當兩側泡泡吹製完畢後，我們會打開連通管，並開始計時。待泡泡反應完畢

後，便停止計時，並測量殘留泡泡的長度與其最大或最小半徑。 

 

泡泡半徑的測量 

泡泡非常脆弱易破，我們無法直接以尺測量，但我們

卻能測量泡泡上方杯口的口徑。倘若直接測量泡泡的寬度

行不通，那間接換算便是最好的辦法。我們在泡泡的後方

擺上由 1cmx1cm 格子構成的板子，再用相機拍攝泡泡的

照片。接下來，我們利用照片當中泡泡所佔格子數，以及杯口所佔格子數作等比例推

算，便可計算出泡泡實際的尺寸。其換算公式為：泡泡測量格數 x 杯口實際寬度／杯

口格數=泡泡實際寬度。 

 

１ 實驗Ａ：相同長度與杯口口徑狀況下，空氣流動狀態 

為針對不同形狀泡泡內部壓力作比較，我們將兩側杯子口徑與泡泡長度統一，並

預設左側泡泡體積小於右側。我們分別使用內徑 9cm 與 7cm 大小兩種口徑的杯子進行

實驗，並設計了「直 vs 凸」、「小凹 vs 大凹」、「凹 vs 凸」、「小凸 vs 大凸」、「凹 vs 直」

五種泡泡形狀的相對。 
 A- 

此外，我們也針對每種關係變換長度，分別將泡泡長度訂為 4cm、6cm、8cm、

10cm、12cm、14cm、16cm 七種長度，企圖找出其變化特性。 

 

 

 

 

 

 

 

２ 實驗Ｂ：相同長度，不同杯口口徑狀況下，空氣流動狀態 

在對泡泡形狀與壓力關係有初步了解後，我們將在第二部分實驗針對「杯口口徑

大小」作測試。我們預設左側泡泡杯口口徑小於右側（左側 7cm，右側 9cm），並將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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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泡泡長度統一為 4cm、6cm、8cm、10cm、12cm、14cm、16cm 七種長度。 

在 1～3 類中，我們將左右兩側泡泡形狀訂為「直」「凸」與「凹」三種，並針對相同

形狀、不同杯口大小泡泡作測試（此處相同形狀意指管子兩側泡泡最凹與最凸處直徑

相同）。在 4～9 類中，我們則將左右兩側泡泡形狀訂為「凹 vs 直」「凸 vs 直」與「凹

vs 凸」，並配合杯口大小作變化。 

 

 

 

 

 

 

 

３ 實驗Ｃ：相同杯口口徑，左右長度不同狀況下，空氣流動狀態 

第三部分實驗，我們將針對「長度差」作測試。我們將杯子口徑統一為 9cm，並

預設左側泡泡長度小於右側。右側泡泡長度皆訂為 16cm，左側泡泡則視長度差作調

整。兩側泡泡長度差共有差 4cm、差 6cm、差 8cm、差 10cm、差 12cm、差 14cm 六種

組合。 

在 1～3 類中，我們將左右兩側泡泡形狀訂為「直」「凸」與「凹」三種，並針對

相同形狀、不同長度泡泡作測試（此處相同形狀意指管子兩側泡泡最凹與最凸處直徑

相同）。在 4～9 類中，我們則將左右兩側泡泡形狀訂為「凹 vs 直」「凸 vs 直」與「凹

vs 凸」，並配合長度差作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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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預備實驗： 

  

泡泡反應時數 T 與長度 h 關係圖       泡泡相對壓力 1/T 與長度 h 關係圖 

  

 

 

 

  

 

 

 

    由實驗結果，我們可看出： 

1 當泡泡長度固定時，形狀越凹，其內部壓力越大，所需要反應的時間越短。 

2 當泡泡形狀固定，凸泡泡的長度越高，內部壓力越小；直泡泡的長度越高，內部壓

力越大；而凹泡泡的長度越高，內部壓力也越大。 

3 凸泡泡內部壓力隨長度改變的變化最明顯。 

 

二、驗證實驗（氣球大小、形狀與空氣流動的關係） 

為了驗證空氣真的是由小氣球流向大氣球，我們針對氣球做了測試實驗。結果發現，

不同材質與形狀的氣球，內部氣體流動的方向並非完全遵照「空氣由小氣球流向大氣球」

的定律。 

１不同形式傳統氣球，空氣流動狀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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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長度的泡泡，其體積也不相同。我們若想以泡泡消氣時間推估其內部壓力大小，就必

須考慮到泡泡內部氣體量的多寡。在預備實驗中，我們將凸泡泡、直泡泡、與凹泡泡則「近

似圓柱體」。將泡泡平均反應時間 t 除以其對應體積 V（V=hπr
2
），得到反應時數 T（T=t/V），

並推得三種泡泡間的相對壓力 1/T。實驗結果如下圖： 

當我們使用同樣形式，不同大小的傳統汽球作測試時，我們發現：空氣並不如一

開始預期般自由流動。在所有實驗中，只有左側打氣 12 下，右側打氣 2 下氣球組，空

氣會在連通管打開時有明顯變化。因此我們可推測：由於氣球表皮彈性極大，當連通

管打開時，表皮會自行伸縮調整，空氣並不會有明顯移動。只有當一側氣球被撐到極

限（12 下），而兩側大小存在特定差異時，空氣才會自由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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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我們以手輕壓兩側氣球時，空氣由小氣球跑到大氣球非常容易，要從大

氣球跑到小氣球卻需花費一番功夫。此結果代表：雖然連通管兩側氣球在連通管打開

時不會有明顯大小變化，但他們之間的壓力差仍然存在。只要我們施與一與氣球表皮

對抗之外力，氣體便會由壓力大側（小氣球）移置壓力小側（大氣球）。 

 

２ 相同大小、不同形狀傳統氣球，空氣流動狀態：（附錄二） 

此外，在四次實驗數據中，我們也發現：每次實驗第二次所測試到的結果長

度變化量最大。這是因為第一次實驗時，氣球表皮彈性極大，氣體移動受限制。第

二次實驗中，我們將左右兩側氣球交換並重複實驗。此時充滿氣的氣球張力較大，

而固定長度的氣球則因前次實驗而變得較鬆，因此空氣移動時，結果極為明顯。第

三與第四次實驗測試時，兩側氣球表皮皆已達彈性疲乏，故兩側壓力差異變小，氣

體移動狀況不明顯。 

充滿氣的氣球內氣體移至固定長度氣球時，長度不變，但形狀改變。多次實

驗結果顯示，當空氣移動，氣球會由粗變細，或是在接近接口 5～8cm 處產生凹陷。 

 

三、泡泡長度、形狀與空氣流動的關係 

１ 實驗Ａ：相同長度與杯口口徑狀況下，空氣流動狀態 

 (１) 當形狀相同，兩泡泡間空氣並不會流動 

實驗 A-1、A-2、A-3 顯示：當兩邊泡泡形狀與長度相同時，無論是大杯或

小杯，在「兩邊皆直」、「兩邊皆凸」或「兩邊皆凹」狀況下，連通管打開後空氣

都不會流通。故兩邊泡泡內部壓力是相同的。 

 

 

 

 (２) 當兩側泡泡寬度≦杯口口徑，泡泡越凹，壓力越大（壓力：大凹＞小凹＞直） 

在實驗組別中，A-5「小凹 vs 大凹」與 A-8「凹 vs 直」泡泡，連通管兩側泡

我們將長短兩條長形氣球置於聯通管兩側。當聯通管打開後，我們發現空氣清

一色由較長的氣球移向較短的氣球。這是由於長形氣球灌氣時，會由遠離打氣筒端

處鼓起，氣打得越多，充氣部分的長度越長，而未充氣的部分則是維持原樣。因此，

在充氣部分的長形氣球，所受氣球表皮的張力應該相等。 

當我們將充飽氣的氣球與充至固定長度氣球置於聯通管兩側，充飽氣的氣球已

無膨脹空間，內部壓力較大，故空氣會移向另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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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的最大寬度皆小於杯口口徑。當連通管打開後，無論是大杯或小杯，所有長度

泡泡內的空氣都是由小泡泡（較凹 ）往大泡泡（較直）移動。因此，我們可以得

知：當泡泡寬度不超過杯口直徑時，泡泡越凹，其內部壓力愈大。 

 

 

 

 

 

 

 

 

 

 

 

 

 

 

 

 

 

 

 

 

 

 

 

 

(３) 當遇到凸泡泡，長度越高，凸泡泡內部壓力越小 

由預設實驗，我們已知直泡泡壓力隨長度增加而增加；凸泡泡壓力隨長度

增加而減少。 

在實驗 A-4 中，大杯實驗空氣皆由凸泡泡移向直泡泡。因此我們知道當長

度≦16cm 時，凸泡泡之壓力均大於直泡泡。小杯實驗長度≦10cm 時，空氣亦

空氣由右到左流動

以負值表示；空氣

由左流到右以正值

表示。 

Ｘ軸為不同長度 

Ｙ軸則為反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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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凸泡泡移向直泡泡，但當長度＞10cm 時，凸泡泡壓力漸減，直泡泡壓力漸增，

因此空氣反向，由直泡泡移向凸泡泡。由此，我們也可觀察到：當杯口半徑不

同時，壓力隨長度變化的量值亦不相同。 

 

 

 

 

 

 

 

 

 

 

 

 

 

實驗 A-6 中，無論是小杯或大杯，當長度≦8cm，空氣由凸泡泡移向凹泡

泡；但當長度＞8cm，此時空氣會由凹泡泡移向凸泡泡。此處杯口半徑對壓力的

影響並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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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流到右以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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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軸則為反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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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 A-7 中，當兩泡泡皆凸，若長度較低，則空氣由大凸泡泡流向小凸泡

泡。然而當長度漸升，此時大凸泡泡壓力減小的幅度較小凸大，因此空氣轉向，

由小凸流向大凸。由實驗，我們也能明顯看出當杯口越小，壓力隨長度變化的

轉折點也越小。 

 

 

 

 

 

 

 

 

 

 

 

 

２ 實驗Ｂ：相同長度，不同杯口口徑狀況下，空氣流動狀態： 

 (１) 當形狀相同，小杯泡泡的空氣往大杯泡泡移動（壓力：小杯＞大杯） 

當大小兩杯位於連通管兩側，泡泡形狀、長度相同時，B-1「兩邊皆直」、B-2

「兩邊皆凸」或 B-3「兩邊皆凹」的泡泡空氣皆由小杯移向大杯。而且長度越高，

空氣的移動速度就越快。 

此外，我們發現空氣移動速度「兩邊皆凹」＞「兩邊皆直」＞「兩邊皆凸」。

雖然空氣流動時間長短與其內部氣體含量有關，但凹凸直三種類形泡泡變化時間

差異過大，已超出氣體體積差異所能影響範圍，所以我們推論：除了泡泡體積外，

不同形狀對於壓力也會有很大的影響。而且在相同形狀與長度下，泡泡越凸，兩

邊壓力差越小；泡泡越凹，兩邊壓力差越大。 

 

 

 

 

 

 

空氣由右到左流動

以負值表示；空氣

由左流到右以正值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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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實驗 A-2、A-5，我們已經知道長度、杯徑相同時，內凹的泡泡壓力大於

筆直泡泡。而由實驗 B-1～B-3，我們也知道長度、形狀相同時，小杯口的泡泡壓

力大於大杯口泡泡。因此，在實驗 B-4「小杯凹、大杯直」中，小杯口內凹泡泡

壓力得到加乘效果，所有長度空氣皆由小杯向大杯移動。 

然而在實驗 B-5「小杯直、大杯凹」中，兩側泡泡受到「杯子口徑」與「泡

泡形狀」兩相反的條件相抗衡，形成杯口口徑與泡泡形狀的角力戰。實驗結果顯

示，所有長度空氣皆由小杯向大杯移動。我們也可由實驗數據看出實驗 B-5 反應

的時間比實驗 B-4 要長得許多。這也代表：當「杯子口徑」與「泡泡形狀」兩種

變因同時存在時，雖然「杯子口徑」對泡泡壓力的影響會大於「泡泡形狀」，然

而「泡泡形狀」卻依然會造成泡泡壓力改變，使得兩側壓力差變小，空氣流動速

度變慢。 

 

 

 

 

 

 

 

 

 

 

 

 

 

 

 (２) 當形狀為「凹 vs 直」，小杯泡泡的空氣皆往大杯泡泡移動（壓力：小杯＞大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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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當大杯形狀為「凸」，空氣移動方向視長度而定（壓力：隨長度改變） 

在實驗 B-6「小杯直、大杯凸」與實驗 B-8「小杯凹、大杯凸」中，泡泡內

空氣移動方向視長度而定。 

根據實驗，當泡泡長度＜10cm，無論大杯「凸泡泡」的半徑如何變換，空氣

皆由大杯移向小杯，且空氣移動至一定程度後，便靜止不再移動。當空氣靜止後，

若測量大杯泡泡半徑，我們發現大杯泡泡半徑皆接近定值；但同組小杯泡泡半徑

卻會因我們吹製兩個泡泡時，空氣的多寡而變化。 

當泡泡長度≧10cm 時，空氣移動方向改變，轉為由小杯移向大杯。此時，

小杯泡泡空氣會完全移動至大杯泡泡內。且會在下方杯口留下 3～5cm 不等的泡

泡。當泡泡長度相同時，所遺留下的泡泡長度也近似相同。因此我們發現當泡泡

長度相同，空氣移動時，泡泡內陷斷裂的位置也幾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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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當小杯形狀為「凸」，空氣多由小杯移向大杯（壓力：小杯＞大杯） 

在實驗 B-7「小杯凸、大杯直」與實驗 B-9「小杯凸、大杯凹」中，幾乎所

有泡泡皆由小杯移向大杯。 

當泡泡長度≦10cm，空氣移動至一定程度後，便靜止不再移動。此時若測量

大杯泡泡半徑，我們發現大杯泡泡半徑皆接近定值，小杯泡泡半徑卻會因我們吹

製兩個泡泡時，空氣的多寡而變化。當泡泡長度＞10cm 時，小杯泡泡空氣會完全

移動至大杯泡泡內。 

在實驗 B-7 中，長度越高，泡泡空氣移動所需時間越久；實驗 B-9，泡泡在

16cm 高突然轉向，空氣由大杯移向小杯。這些結果都顯示當長度越高時，杯口大

小對泡泡的影響越小，反應方式越接近實驗 A 系列之結果。 

 

 

 

 

 

 

 

 

 

 

 

 

 

３ 實驗Ｃ：相同杯口口徑，左右長度不同狀況下，空氣流動狀態： 

(１) 當兩側泡泡形狀相同，其壓力關係與預設實驗相符 

當兩側泡泡形狀不同，長度相同時，泡泡長度差越大，變動結果越顯著。

實驗 C-2「兩側皆凸」中，在兩側泡泡擁有相同最大半徑的狀況下，空氣皆由

短泡泡移至長泡泡。此結果與預設實驗中「凸泡泡長度越高，內部壓力越小」

相符。在實驗 C-3「兩側皆凹」中，在兩側泡泡擁有相同最小半徑的狀況下，

空氣皆由長泡泡移至短泡泡。此結果亦與預設實驗中「凹泡泡長度越高，內部

壓力越大」相符。而實驗 C-1「兩側皆直」中，空氣皆由長泡泡移至短泡泡。

結果亦與預設實驗相符。推測這是由於長度越高，泡泡受張力影響，其狀況越

空氣由右到左流動

以負值表示；空氣

由左流到右以正值

表示。 

Ｘ軸為不同長度 

Ｙ軸則為反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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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凹泡泡。 

  

 

 

 

 

 

 

 

 

 

 

 

 

 

 

 

 

 

 

 

 (２) 當兩側一凹一直，長度差越大，影響越顯著 

由預設實驗，我們已知凹泡泡內部壓力＞直泡泡，且兩泡泡壓力會隨著長

度增加而上升。在實驗 C-4「左凹右直」當兩泡泡長度差＜8cm，此時空氣流動

方向主要由短凹泡泡移向長直泡泡，顯示泡泡形狀主宰空氣移動方向。當長度

超過 8cm，空氣便轉向，由長直泡泡流向短凹，顯示長度對壓力的影響超過形

狀。 

實驗 C-5「左直右凹」中，當兩泡泡長度差＜6cm，短凹與長直泡泡內的壓

力相抗衡，空氣不會流動。當長度超過 6cm，長度對壓力的影響超過形狀，空

氣便由長泡泡流向短凹。 

空氣由右到左流動

以負值表示；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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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Ｘ軸為不同長度 

Ｙ軸則為反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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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由右到左流動

以負值表示；空氣

由左流到右以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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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當兩側一凸一直，長度差越大，影響越顯著 

由預設實驗，我們已知直泡泡內部壓力＞凸泡泡，且直泡泡壓力會隨著長

度增加而上升；凸泡泡壓力會隨著長度增加而下降。 

實驗 C-6「左凸右直」中，當兩泡泡長度差為 2cm，形狀對壓力的影響較

大。當長度差為 6～8cm，兩邊壓力差相等，空氣不流動；當長度≧8cm，此時

長直泡泡受長度影響，壓力變小，故空氣由短凸移向長直泡泡。 

實驗 C-7「左直右凸」中，短直泡泡無論在形狀或長度，壓力皆大於長凸

泡泡，因此無論在何長度，空氣皆由短直移向長凸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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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由右到左流動

以負值表示；空氣

由左流到右以正值

表示。 

Ｘ軸為不同長度 

Ｙ軸則為反應時間 

(４) 當兩側一凹一凸，長度差越大，影響越顯著 

由實驗 A-6，我們已知當長度≦8cm，空氣由凸泡泡移向凹泡泡；但當長度

＞8cm，此時空氣會由凹泡泡移向凸泡泡。 

實驗 C-8 中，當兩泡泡長度差≦6cm，此時兩泡泡長度接近，短凹泡泡壓

力大，長凸泡泡壓力小，空氣由短凹移向長凸。但當長度差＞6cm，此時凹泡泡

變短，壓力下降，故空氣反向。 

而實驗 C-9 中，當兩泡泡長度差＜6cm，凸泡泡長度大，內部壓力小，空

氣由長凹流向短凸；當兩泡泡長度差≧6cm，凸泡泡長度變小，此時內部壓力大

於長凹，故空氣由短凸流向長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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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一、傳統氣球內部氣體量值固定時： 

唯有在大氣球氣體灌至極至且大小氣球存在特定壓力差時，氣體才會自由流動。除此之外，

若我們以手擠壓兩側大小氣球，小氣球空氣較容易往大氣球移動，因此我們可由實驗結

果得知小氣球內部之壓力比大氣球大。 

 

二、長條氣球長度固定時： 

氣體會由長氣球移動至短氣球。且長氣球內氣體移至短氣球時，長度不變，但氣球

會由粗變細，或是在接近接口 5～8cm 處產生凹陷。此結果顯示長形氣球在不同位置所受

壓力大致接近，但並非完全相同。 

 

三、當長度增加，凸泡泡壓力會隨長度減少，凹泡泡與直泡泡會隨長度增加。當長度極低時，

泡泡內部壓力凸＞凹＞直；當長度升高至一定值後，泡泡內部壓力才轉為凹＞直＞凸。 

 

四、在同長度，同杯口口徑時： 

當兩側泡泡寬度≦杯口口徑時，泡泡越凹，壓力越大。若遇到凸泡泡，當泡泡長度

較低，此時凸泡泡壓力較大，空氣由凸泡泡流向凹泡泡或直泡泡。但當長度升高，凹泡

泡或直泡泡壓力漸增，凸泡泡壓力漸減，因此空氣反向，由凹泡泡或直泡泡流向凸泡泡。

我們也發現泡泡反向之長度與所使用杯子的口徑有關。當我們使用的杯子口徑越小，則

反向的長度也越低。 

 

五、在同長度，不同杯口口徑時： 

小杯泡泡空氣往大杯泡泡移動的狀況佔多數。小杯空氣流向大杯的程度，取決於大

杯泡泡的最大半徑。雖然兩側泡泡內空氣多半是由小杯側流向大杯側，但實際決定空氣

流動與否的，其實是大杯泡泡的最大半徑。當大杯泡泡的半徑大於最大半徑，空氣會由

大杯側流向小杯側；當大杯泡泡的半徑小於最大半徑，空氣會由小杯側流向大杯側。 

 

六、在不同長度，同杯口口徑時： 

當兩側一凹一直，凹泡泡在任何長度下之壓力皆大於直泡泡。若凸泡泡與凹或直泡

泡混合出現時，當凸泡泡短，凹/直泡泡長時，空氣由凸泡泡移向凹/直泡泡；當凸泡泡長，

凹/直泡泡短時，空氣由凹/直泡泡移向凸泡泡。而長度變化位置視所使用杯子口徑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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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30112 

本作品以氣球及肥皂泡為題材，探討不同大小氣泡間空氣相

互流動的現象，有很不錯的想法，惟據分析上可稍再作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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