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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簡易電路探討食鹽水的導電性 

摘要 

本實驗乃針對探討導電液的導電性或電阻值是否適用，課本所提的歐姆定律

延伸式Ｉ＝
R
V

＝
ρL
VA

 而量身設計的，是故利用吸管為容器填裝食鹽水(導電液)

以方便控制長度 Ｌ 及截面積 Ａ。 

為完整的探討影響導電液的各項因素，實驗中設計以食鹽水溶液裝入各種粗

細長條形吸管製作導電液柱、U型管及圓盤容器，探討不同的食鹽水濃度、溫度、

液柱長度粗細、通電時間、電極物質、兩正負電極距離等因素，對通電時電流值

的影響。 

由本實驗可知條型容器（截面積固定不變）的導電液，和金屬導體一樣，可

滿足歐姆定律：「通電電流與導體截面積Ａ成正比而與正負兩電極距離Ｌ成反

比」。 

以濃度M=20.0%、溫度T=16.0℃為例 

Ｉ(mA)＝
L

*106.3 Ｖ
＝

L*π1.2
*106.3
2

ＡＶ
 

＝23.5
(cm)

)(cmV(V) 2

Ｌ

Ａ
 

為進一步明確找尋其他形狀導電液柱的Ｌ與Ａ，我們首先探討圓盤容器中食

鹽水溶液中的各點電壓分布情形，甚而想了解溶液中離子的移動軌跡或密度分

布。在本實驗已對圓盤中的各點相對電壓及離子分布密度有初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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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在基礎物理課有上到關於電阻定義、歐姆定律的課程，提到可以ρ×Ｌ÷Ａ

來表示物質的導電能力，但並非所有的物質均滿足上式，只有所謂的“歐姆導

體”存在的公式，那“液態物質”呢？是不是跟金屬導體有著一樣的公式，還是

另有其他的公式，好奇心這把鑰匙，開啟了這項實驗的大門，在實驗開始前，我

們分別以不同的液柱長度粗細、濃度、溫度、時間、距離、電極物質等等因素先

做了些許實驗，發現有些因素會引響通電電流。進而做了些較深入的實驗，而成

為了這次實驗研究的題材。  

貳、研究目的 

一、探討電極材質對通電電流的影響。 

二、探討食鹽水濃度與導電程度的關係。 

三、探討水溶液的溫度與導電程度的關係。 

四、探討不同粗細的導電液柱與導電程度的關係。 

五、探討電極在導電液柱的相對位置對其導電性的影響。 

六、探討兩電極的距離對導電液柱導電程度的影響。 

七、探討圓形容器中食鹽水溶液各點的電壓，以了解離子移動軌跡。 

 

參、研究器材和裝置 

 一、研究器材 

電源供應器            3台          攪拌器                1台  

吸管(直徑1.20㎝)      1包          吸管(直徑0.8㎝)       1根 

吸管(直徑0.5㎝)       1根          燒杯(300ml)          12個 

燒杯(250ml)          12個          培養皿                1個 

圓盤蓋(直徑12.5cm)    1個           U型管                3個 

電線                  4條          碳棒                  4根                 

大頭針                4個          電子電表              3台 

電子天平              1台          鹽1kg              2包 

膠帶                  1卷          尺                    1把 

剪刀                  1把          酒精燈                1座 

二、研究裝置 

 
圖(3-1) 2.50％~~~30.00％的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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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線 碳棒 

珠針 

圖(4-1-1)電極材質 

         

圖(3-2)通電電路1         圖(3-3)通電電路2 

 

 

圖(3-3)通電電路3 

 

肆、研究步驟 

實驗一、探討電極材質對通電電流的影響 

(一)、將重量百分濃度為25.0％的食鹽水40.0mL

倒入U型管中，以珠針為兩電極。 

(二)、將電源供應器的電壓調為10.0V，通電後，

記錄通電時間及電流值。 

(三)、改變電極材質為銅線、碳棒，重複步驟

(一)、(二)。 
  (四)、繪製電流對時間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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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探討水溶液濃度與導電程度的關係 
(一)、將 2.5％的食鹽水 20.0mL 倒入口徑

1.20cm 長 18.00cm 的吸管中，並用膠帶封住

兩口，以珠針插入吸管作為兩電極(如右圖)。 
(二)、將電源供應器的電壓調為 5.0V，

通電後，記錄水溶液柱通電時的電流大小。  
(三)、改變食鹽水溶液濃度為 5.0％、7.5

％…至過飽和，實驗步驟重複(一)、(二)。 

(四)、繪製電流對食鹽水濃度關係圖。 
 

實驗三、探討水溶液的溫度與導電程度的關係 

(一)、將25.0%的食鹽水倒燒杯中，並加熱到大於

55.0℃的溫度後，將水溶液倒入U型管中，以碳棒為兩電

極，如右圖。 

(二)、將電源供應器的電壓調為5.0V，通電後，水

溶液會慢慢降溫，記錄水溫(由55.0℃至20.0℃)及通電

時的電流大小。                                        

(三)、改變水溶液濃度為20.0%，重複步驟(一)、

(二)。 

(四)、將實驗結果，繪製成電流對溫度關係圖。   
 
實驗四、探討不同粗細的導電液柱與導電程度的關係 

(一)、將 25.0％的食鹽水倒入口徑 1.20cm 長

18.00cm 的吸管中，並用膠帶封住兩口，以珠針插入

吸管作為兩電極，如圖((4-2-1))。 
(二)、將電源供應器的電壓調為 5.0V，通電後，

記錄水溶液柱通電時的電流大小。 
(三)、改變液柱粗細為 0.80cm、0.50cm 如右圖，

重複步驟(一)、(二)。 
(四)、繪製電流對吸管口徑關係圖。 

   

實驗五之ㄧ、探討電極在導電液柱的相對位置對其導電性的影響 

(一)、將20.0％的食鹽水倒入口徑1.20cm長

18.00cm的吸管中，並用膠帶封住兩口，以一珠針插

入距離吸管端點1.00cm如右圖處，另一珠針插入距

另一吸管端點9.00cm處，兩珠針 電極相距為8.00cm。 

(二)、將電源供應器的電壓調為10.0V，通電後，

記錄水溶液柱通電時的電流大小。 

圖(4-2-1)條型導電

 

圖(4-3-1)U型導電液 

圖(4-4-1)不同口徑吸管 

圖(4-5-1)條型導電液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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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固定兩電極距離為8.00cm，改變正電極離右端點的距離為

2.00cm、…5.00cm，重複步驟(一)、(二)。  

(四)、繪製電流對正電極離右端點的距離關係圖。 

 
實驗五之二、探討兩電極的距離對導電液柱導電程度的影響 

(一)、將20.0％的食鹽水倒入口徑1.20cm長18.00cm的吸管中，並用膠帶封

住兩口，以珠針插入吸管作為兩電極。 

(二)、將電源供應器的電壓調為10.0V，通電後，記錄水溶液柱通電時的電

流大小。  

(三)、調整電極位置以改變兩電極距離為16.00 cm、…4.00cm，實驗步驟重

複(一)、(二)。 

(四)、將所記錄下來的資料，繪製電流對電極距離關係圖。 

 

實驗六、探討圓形容器中食鹽水溶液各點的電壓，

以了解離子移動軌跡 

(一)、將15.0％的食鹽水倒入直徑12.50cm的圓

盤蓋中，將碳棒固定並作為兩端電極如右圖。 

(二)、將電源供應器的電壓調為5.0V，通電後，

記錄導電液通電時各點的電壓大小。 

(三)、繪製各點電壓圖。                 

(四)、改變電極相對位置2次，實驗步驟重複

(一)、(二)、(三)。 

                  
 

 

 
 

   

圖(4-4-1)圓盤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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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驗結果 

實驗一、探討電極材質對通電電流的影響 

(一)、實驗資料  

1. 數據：略 

   
圖(5-1-1)珠針電極 圖(5-1-2)銅線電極 圖(5-1-3)碳棒電極 

 

2. 實驗過程中，觀察發現三種電極材質，負極均將產生氣體，且水溫也隨

之增高(負極溫度約高於正極溫度2-3℃)。我們認為該氣體應為氫氣。反應式如

下。 

２Ｈ2Ｏ→Ｈ2＋２ＯＨ
－
 

3. 以珠針為電極的正極產物如下圖(5-1-4)： 

實驗一開始發現溶液中有黃色產物，而後產生淺綠色的沉澱物，最後電極本

身會變成黑色。我們判斷電極若是鐵、鎳、鉻電解時均有可能產生綠色產物（Fe
2+
、

Cr
3+
、Ni

2+
），而黃色產物有可能是重鉻離子。又查市面上的小飾品，大部分是鐵

製品，在其表面上鍍上一層鎳或鉻，比對實驗結果，我們認為實驗中所採用的珠

針應是鐵鍍鉻。 

 

4. 以銅線為電極的正極產物如下圖(5-1-5)： 

銅線電極將產生紅褐色物質，我們認為應是Cu2Ｏ，攪拌時，水溶液又略呈

淡藍色應是Cu
2+
。 

  

圖(5-1-4)珠針電極 圖(5-1-5)銅線電極 

 



7 
 

4. 電流對通電時間關係圖如下： 

電流(m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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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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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時間(min)

電極:珠針

電極:銅線

電極:碳棒

不同電極材質通電時間與電流的關係 

 

圖(5-1-6)電流對通電時間關係圖 

(二)、實驗分析 

1. 由上圖可將本實驗結果分成導電性與穩定性兩部分來分析 

(1) 導電性：可分成 3 階段 

A. 通電前2分鐘：比較不同電極材質的通電電流值大小，為銅線＞珠針

＞碳棒。 

B. 通電2分鐘至40分鐘：不同電極材質的通電電流值大小，依序為珠針

＞銅線＞碳棒。 

C. 通電45分鐘至65分鐘：通電電流值大小，依序為珠針＞碳棒＞銅線。 

(2) 穩定性：由圖(5-1-6)可知就穩定性而言，碳棒＞銅線＞珠針。 

A. 碳棒電極：電流值隨通電時間漸增而略微增大，相對於其他兩材質

電極，可說不受通電時間影響。(基於實驗時間關係，只記錄到138分鐘，實際做

了300分鐘，但電流還是穩定為100mA)。 

B. 銅線電極：通電的前42分鐘，電流穩定的在100mA，但42分鐘後，電

流大小降至60mA，變在43mA至64mA間振動不定，約於70分鐘時又開始迅速下降，

於94分鐘時，終因銅線斷裂而中斷。 

C. 珠針電極：以通電3分鐘至20分鐘間，電流大小可說是穩定上升。22

分至30分間電流值穩定為119mA，直至45分前尚稱穩定，但之後電流持續不穩至

65分鐘後迅速下降，70分鐘變為0。 

2. 分析以上結果，我們認為珠針在通電2分鐘前，電流值之所以低於銅線電

極應是市售珠針為美觀於表面鍍上一層極薄薄膜，此薄膜於通電2分鐘內迅速分

解脫落，而其內的導體在通電的食鹽水溶液中又發生化學反應產生綠色物質，在

約短短 1 小時後斷裂而使得電路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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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碳棒電極的電流值可能是因溶液溫度漸增，而使得電流大小隨之增大。 

4. 小結：若實驗中需長時間觀察者，建議以穩定性極佳的碳棒為電極。而

在我們設計的條型(吸管)導電液柱實驗中，以導電性最佳的珠針為電極，觀察時

間需控制在通電3分鐘至25分鐘之間。 

 

實驗二、探討水溶液濃度與導電程度的關係 
 (一)、實驗資料 

表(5-2-1)控制變因 

液柱

(條)長 

管長 
口徑 

輸入

電壓 
溫度 

一電極右

端點距離 

電極 
距離 

電極 

18.00cm 12.0mm 5.0V 16°C 1.00cm 16.00cm 珠針 

 

表(5-2-2)食鹽水濃度與電流的變化 

食鹽水濃度(%) 電流(mA) 食鹽水濃度(%) 電流(mA) 

2.5 9.0 17.5 30.0 

5.0 13.0 20.0 34.0 

7.5 17.0 22.5 43.0 

10.0 21.0 25.0 48.0 

12.5 24.0 27.5 49.5 

15.0 26.0 30.0 50.0 

 

 
  

  
圖(5-2-1) 電流對食鹽水濃度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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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分析 

1.可以百分濃度20.0%分界，分為2階段討論： 

A. 濃度Ｍ為2.5%－20.0%：通電電流Ｉ－Ｍ呈線性關係，以Microsoft 

Excel試算軟體加入線性趨勢線可得關係式如下 

I = 1.38*M(%) + 6.21----(5-2-1)式 

B. 濃度Ｍ為20.0%－30.0%：通電電流Ｉ－Ｍ關係曲線為一開口向下的

彎曲曲線，表示電流值隨濃度之變化漸緩，最終至電流值不再隨食鹽水的重量

百分濃度增加而增加。造成此現象我們認為其原因為25.0%的食鹽水已經接近飽

和，而27.5%及30.0%的食鹽水均已經過飽和了，兩者水溶液的離子濃度是一樣

的，所以通電後兩著電流就一樣。 

2. 小結：食鹽水溶液的導電性與溶液中解離後的離子濃度呈線性關

係，關係式如(5-2-1)式。 

 

實驗三、探討水溶液的溫度與導電程度的關係 

(一)、實驗資料  

表(5-3-1)控制變因 

液柱 輸入電壓 電極 

U 型管 5.0V 碳棒 

 

表(5-3-2)不同溫度(℃)的食鹽水與電流的關係 

 55.0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25. 0% 45.0 41.0 39.0 36.0 34.0 31.0 27.0 25.0 

20.0％ 35.0 32.0 30.0 25.0 23.0 20.0 17.0 16.0 

 

溫 

度 
電 

流 

(m
A) 濃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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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分析 

1. 由上圖可發現，當溫度越高時，食鹽水通電後，所測量到電流值也就越

高。原因為當溫度較高時，食鹽水中的離子較活躍，導電能力較好。 

2. 經由Microsoft Excel試算軟體加入線性趨勢線可得電流與溫度的關係

式如下。 

食鹽濃度(25.0%) Ｉ = 0.56Ｔ + 13.67 ----(5-3-1)式 

食鹽濃度(20.0%) Ｉ = 0.57Ｔ + 3.321 ----(5-3-2)式 

 

3. 分析以上二式，常數項之大小與食鹽水溶液濃度有絕對關係，濃度越高，

通電電流越大，如實驗二所述。 

4. 斜率部分，我們認為應是電流隨水溫的線性比率值與其他因素無關，因

而將兩值平均四捨五入得0.57來表示電流與溫度的比值。 

5. 小結：Ｕ型管食鹽水導電液中電流與溫度(℃)的食鹽水的關係式為 

Ｉ = 0.57Ｔ + 濃度因素值 ----(5-3-1)式 

實驗四、探討不同粗細的導電液柱與導電程度的關係 

(一)、實驗資料  

表(5-4-1)控制變因 

液柱

(條)長 
濃度 

輸入

電壓 

初始

溫度 

一電極右

端點距離 

電極 
距離 

電極 

18.00cm 25.0% 5.0V 16°C 1.00cm 16.00cm 珠針 

 

圖(5-3-1) 電流與食鹽水溫度(℃)的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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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2)液柱粗細與電流的變化 

溶液體積(mL) 液柱口徑(cm) 液柱面積(cm
2

電流(mA) ) 

20.0 1.20 4.5216 48.0 

9.0 0.80 2.0096 20.0 

3.5 0.50 0.785 9.5 

 

 

(二)、實驗分析 

1. 由上圖可發現，吸管(液柱)越粗，接相同電壓時連接電路時，其電流值

越高。 

2. 我們依基礎物理第六章所學的電阻定律：「金屬導線之電阻與截面積成

反比，而與長度成反比。」及電阻的定義：Ｒ＝Ｖ／Ｉ，得 

Ｉ＝
R
V

＝
ρL
VA

∞Ａ---- (5-4-1) 式 

於是我們進一步繪製Ｉ－Ａ關係圖，如圖(5-4-1)，發現食鹽水導電液與金

屬導體相若，電流Ｉ與截面積Ａ成正比。並得到其趨勢線的關係式為 

Ｉ = 10.4Ａ + 0.4 ----(5-4-2)式 

仿(5-4-1) 式修正為 

Ｉ = 10.4Ａ----(5-4-3)式 

3. 小結：電流與食鹽水導電液截面積成正比。 

 
實驗五之ㄧ、探討電極在導電液柱的相對位置對其導電性的影響 

圖(5-4-1) 電流與食鹽水液柱粗細的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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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資料  

表(5-5-1)控制變因 

液柱

(條)長 
濃度 

輸入

電壓 

初始

溫度 

電極 
距離 

電極 

18.00cm 20.0% 10.0V 16°C 8.00cm 珠針 

 

表(5-5-2)不同的電極位置與電流的變化 

正極距右端

點距離(cm) 

電極距離

(cm) 

負極距左端

點距離(cm) 
電流(mA) 

1.00 8.00 9.00 141.0 

2.00 8.00 8.00 142.0 

3.00 8.00 7.00 143.0 

4.00 8.00 6.00 145.0 

5.00 8.00 5.00 147.0 

 

 
  

 

(二)、實驗分析 

1. 我們利用吸管裝上同濃度的食鹽水以自製導電液柱(圖4-2-1)實驗，發現

電極位置越接近吸管中央，電流值會稍高ΔI=6.0mA。 

2.最大改變量6.0mA(我們還特意將輸入加大至10.0V)，相較於平均電流值

144.0mA，相對誤差為 

圖(5-5-1) 電流與電極位置的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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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

404.0
0.144

0.6ΔI
 

 

該誤差值甚小，故我們認為ΔI=6.0mA應為實驗誤差，探討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溫

度的控制未如理想(水溫已因通電略有增加，而使得電流略增)。 

3. 小結：只要兩電極距離固定，雖電極位置不同，對電流值的可說是

沒影響。意即兩電極(正負極)兩側的水溶液柱長短關係對導電電流值並無

影響。 

 

實驗五之二、探討兩電極的距離對導電液柱導電程度的影響 

(一)、實驗資料 

表(5-5-3)控制變因 

液柱

(條)長 
濃度 

輸入

電壓 

初始

溫度 
口徑 D 電極 

18.00cm 20.0% 10.0V 16°C 12.0mm 珠針 

表(5-5-4)電極距離與電流的變化 

正極距右

端點距離

(cm) 

電極

距離

(cm) 

負極距

左端點

距離(cm) 

電流 

(mA) 

1.00 16.00 1.00 70.0 

2.00 15.00 1.00 75.0 

2.00 14.00 2.00 82.0 

3.00 13.00 2.00 90.0 

3.00 12.00 3.00 97.0 

4.00 11.00 3.00 107.0 

4.00 10.00 4.00 120.0 

5.00 9.00 4.00 134.0 

5.00 8.00 5.00 147.0 

6.00 7.00 5.00 160.0 

6.00 6.00 6.00 180.0 

7.00 5.00 6.00 234.0 

7.00 4.00 7.00 265.0 

 

圖(5-5-2)電流與正負極距離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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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分析 

1. 由上圖(5-5-2)可發現，當電極距離越近時，通電後所能流通的電流值也

就越大。並由曲線趨勢線得關係式為 

Ｉ = 1.9Ｌ
2

R
V

 - 54.3Ｌ + 459.5---- (5-5-1)式 

2. 另由 (5-4-1) 式得  

Ｉ＝ ＝
ρL
VA

∞
L
1
---- (5-5-2)式 

知金屬導體在固定電壓下，電流值與長度L成反比。 

於是我們進一步繪製食鹽水導電液的Ｉ－
L
1
關係圖，以判斷食鹽水導電液的

導電性是否與金屬導體相同。所得結果如圖(5-5-3)，發現食鹽水導電液與金屬

導體相若，電流Ｉ與長度 L 成反比。並得到其趨勢線的關係式為 

Ｉ = 
L

1063.0
 + 8.9 ----(5-5-3)式 

仿(5-5-2) 式，我們認為上式之常數項8.9應為誤差所致，故修正上式為 

Ｉ = 
L

1063.0
 ----(5-5-4)式 

3. 小結： 

A. 所謂導電液柱的長度為兩正負極間的長度，與整個容器的長度

無關。 

B. 導電液與金屬導體一樣，在相同的外加電壓下，電流值與導電

水溶液柱長度 (L)成反比。 

圖(5-5-3)電流與正負極距離倒數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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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 

一. 本實驗就探討導電液的導電性或電阻值是否適用，課本所提的歐姆定律延伸

式Ｉ＝
R
V

＝
ρL
VA

 而量身設計的，是故利用吸管為容器填裝食鹽水(導電液)

以方便控制長度 Ｌ 及截面積 Ａ。 

二、經實驗四實驗的結果與分析，食鹽水導電性如歐姆導體般的電流與導體截面

積Ａ成正比Ｉ = 10.4Ａ (V=5.0 V、M=25.0%、T=16.0℃、L=16.00cm) 比

較Ｉ＝
R
V

＝
ρL
VA

，我們大膽的將V=5.0 V代入而修正上式為Ｉ = 2.08ＶＡ  

(M=25.0%、T=16.0℃、L=16.00cm)。 

三、又經由實驗五的分析知Ｉ∞
L
1
，將上式 Ｉ＝2.08ＶＡ 修正為 

Ｉ(mA)＝ 2.08*16
(cm)

)(cmV(V) 2

Ｌ

Ａ
 

＝ 33.3
(cm)

)(cmV(V) 2

Ｌ

Ａ
  (M=25.0%、T=16.0℃) ----(5-5-5)式 

四、仿以上二、三之討論，食鹽水導電性如歐姆導體般的電流與Ｌ成反比(實驗

五得知)Ｉ = 
L

1063.0
  (V=10.0V、M=20.0%、T=16.0℃、A=π1.2

2
cm

2

R
V

)，比較

Ｉ＝ ＝
ρL
VA

，我們大膽的將V=10.0V代入而修正上式為Ｉ＝ 
L

106.3Ｖ
 

(M=20.0%、T=16.0℃、A=π1.2
2
cm

2

L
*106.3 Ｖ

)，而由實驗四知Ｉ與Ａ成正比，而將Ａ

代入上式得 

Ｉ＝ ＝
L*π1.2

*106.3
2

ＡＶ
 

＝23.5
(cm)

)(cmV(V) 2

Ｌ

Ａ
 (M=20.0%、T=16.0℃) ----(5-5-6)式 

五、依實驗結果分析後，我們覺得導電液的導電性應與歐姆導體一樣，可滿足公

式Ｉ＝
ρL
VA

。而式中ρ值應與導電液的物理性質相關，其中包括實驗中

所討論的溫度、濃度等因素。如 

Ｉ= 1.38*M (%)+ 6.21 ----(5-2-1)式 (適用於直條型吸管(Ｄ＝

1.20cm)、T=16.0℃) 

Ｉ= 0.57Ｔ + 濃度因素值 ----(5-3-1)式(適用於Ｕ型管、T=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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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六、探討圓形容器中食鹽水溶液各點的電壓與電流值，以了解離子移動軌跡 
(一)、實驗資料  

表(5-6-1)控制變因 

液柱 輸入電壓 電極 

圓盤 5.0V 碳棒 

 

 

 

 

 

 

 

 

 

 

 

 

 

 

 

 

 

 

 

 

 

 

 

 

 

 

 

 

 

圖(5-6-1A) 正負極夾角為60.0度(等壓

線) 
圖(5-6-1B) 正負極夾角為 60.0度(離子

移動軌跡模擬圖) 

圖(5-6-2A) 正負極夾角為 120.0度

(等壓線) 
圖(5-6-2A) 正負極夾角為 120.0度

(離子移動軌跡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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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分析 

1. 沿著圓盤周緣觀察各點的電壓值，繪製等壓線，如圖(5-6-1A)、圖(5-6-2A)、 

圖(5-6-3)。發現等壓線密度越稀疏區域，電壓的下降越慢；等壓線密度越高區域，

電壓的下降越快。 

2. 觀察圖(5-6-3)的等壓線(淺藍線)可輕易發現，等壓線有如以正、負極為兩

圓心向外畫圓，而至離兩極等距時，等壓線幾乎為一直線而將圓盤分為左右兩半。 

3. 利用課本所述的電力線(電荷受電力方向)與等電壓線垂直的概念，試著

將食鹽水溶液中離子受外來電源驅策下的移動軌跡描繪出，如圖(5-6-1B)、圖

(5-6-2B)。發現等壓線密度越高，電力線密度亦越高。 

4. 我們原想直接利用電表測量各點與正極間的電流，進而描繪等流線來表

是電力線，如圖(5-6-3)的橘色線，但此想法似乎有嚴重的迷思，因結果完全出乎

意料之外，也使得我們的探討一度陷入膠著狀態，到底通電時導電離子的分布為

何？又是如何流動的呢？ 

5. 小結： 

A. 溶液中各點的電壓值，與容器形狀無關，只與兩極的相對位置有關。 

B. 等壓線密度越稀疏區域，電壓的下降越慢；等壓線密度越高區域，電

壓的下降越快。 

C. 直接測量溶液中各點與正極間的電流值，只與正極的直線距離有關。 

圖(5-6-3) 正負極夾角為 180.0度(等壓線、等流線、電力線) 

電壓值：紅色字 

等壓線：淺藍色線 

電流值：紫色字 

等流線：橘色線 

電力線：藍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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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一、當提供的電壓相同時，電極材質以碳棒時間較穩定。然而其導電性卻不如珠

針與銅線。 
二、如果水溶液的離子濃度越濃，那導電性就越好，通過的電流值就越高，關係

式如Ｉ= 1.38*M (%)+ 6.21(適用於直條型吸管(Ｄ＝1.20cm)、T=16.0℃)。 

三、水溶液溫度越高，所通過的電流值越多，可能是與離子在溫度高的水溶液中，

離子較活躍，因其導電性較好，如Ｉ= 0.57Ｔ + 濃度因素值(適用於Ｕ型管、

T=16.0℃)。 
四、通電的導電液柱電流值和正負兩極間的長度成反比，與整個水溶液的長度、

電極在水溶液中的絕對位置無關。 
五、由實驗四至實驗五的食鹽水導電性如歐姆導體般，通電電流與導體截面積Ａ

成正比而與正負兩電極距離Ｌ成反比。 

以濃度Ｍ=20.0%、溫度Ｔ=16.0℃為例 

Ｉ(mA)＝
L

*106.3 Ｖ
＝

L*π1.2
*106.3
2

ＡＶ
 

＝23.5
(cm)

)(cmV(V) 2

Ｌ

Ａ
 

六、溶液中各點的電壓值，與容器形狀無關，只與正負兩極的相對位置有關。 

七、直接測量溶液中各點與正極間的電流值，只與正極的直線距離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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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40114  

1.本作品探討食鹽水導電物理，設計各材質電極系統從事分

析，將變因與應變結果探討及整現，乃符科學探討方法。 

2.惟本實驗相關主題，已有諸多類同研究，建議應研閱、思

考、是否能有進一步發展新發現。 

3.另本作品可再系統探討電解質等電位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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