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中華民國 第 50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作品說明書 
 

 

國小組  物理科 

 

佳作 

 

080101 

熱情噴湃-蒸氣動力噴泉之噴泉效果研究 

 

學校名稱：臺東縣臺東市豐榮國民小學 

作者： 指導老師： 

小六 趙勻 

小六 黃惠琪 

小六 陳孟偉 

小六 鄭詠珈 

李佳玲 

 

 

關鍵詞：蒸氣動力、噴泉、間歇泉 



 

1 

作品名稱：熱情噴湃－蒸氣動力噴泉之噴泉效果研究 

 
摘要 

國語課本中提到「老忠實噴泉是很會逗人神經緊張的……」，不得不讓人聯想到台東在地

的資源－溫泉，知本溫泉若能出現一個類似的噴泉，是不是也可招攬個多的遊客（88 風災之

後遊客減少），因此我們想要探究利用地熱所造成的噴泉是如何形成的，所以我們利用環保器

材模擬老忠實噴泉的效果來一探究竟。研究結果發現進水管長度越長、噴水管長度越短的條

件下，噴發水柱高度最高。其次空心銅管匝數 12 圈時噴發水柱高度最高，其次是 16 圈，最

低是 8 圈；而較粗之空心管所噴發水柱高度最低。進水口越短噴發頻率越高，反之噴水口越

短噴發頻率越低。空心銅管越粗，噴發的頻率越低；空心銅管匝數越多，噴發的頻率越低。

水溫高低會影響噴發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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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這一天是戶外教學的日子，要前往史前博物館，那兒除了文物展覽外，在戶外有做大型

的水舞噴泉表演，時常吸引遊客駐足，此時小朋友們也忍不住脫下鞋要來親身體驗噴泉水舞

的魅力。這時小真跑了過來和大家說：「國語課的文章裏有一課介紹黃石公園內的「老忠實噴

泉」噴泉，它是由地熱所產生的間歇泉，平均大約每 75 分鐘就會噴發一次。」我們台東也有

著名的知本溫泉，本身也有地熱，那怎麼沒有著名的知本噴泉，於是大家上網找了有關老忠

實的資料發現老忠實噴泉的泉口是地層結構出現一條管狀的裂縫，其中充滿著豐沛的地下

水；而在它的下方幾公里深處，就接近著炙熱的岩漿。比較靠近岩漿部份的水，會被加熱而

溫度較高；上方的水，因為離岩漿較遠，溫度則較低；位居較下方的熱水開始往上升，只不

過到了靠近泉口的地方時，裂隙實在太細了，而且裡面原就充滿了冷水，冷、熱水無法順利

地對流，熱水就被「壓」在下方，繼續升溫，一直熱到某個溫度，終於戰勝了上方冷水的壓

力，一下子爆發噴出去，這樣的訊息激發我們想做出一座利用熱源噴發的簡易噴泉裝置並一

探噴泉的奧秘。  

 
貳、研究目的 

一、利用寶特瓶與空心銅管等材料製作環保熱蒸汽動力噴泉。 

二、探討影響噴泉噴發高度的因素。 

三、探討影響噴泉噴發頻率的因素。 

四、探討影響噴泉下一次噴發的因素。 

五、透過製作環保噴泉，培養學生節約能源之知識，並增進學生有效使用能源之能力，

灌輸學生能源有限之憂患意識以及培養學生愛護能源之態度與習慣。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器材 照片 器材 照片 

圖一、空心銅管 3

尺數條〈依實驗剪裁

成適當長度〉 

 

 

圖二、方形寶特瓶 

（1200cc） 

 

圖三、小木片 

〈鑽兩個洞〉 

 

圖四、快乾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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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酒精燈 

（酒精燈瓶塞鑽洞

以方便實驗過程

中添加酒精） 

 

圖六、工業酒精 

 

圖七、攝影機 

 

圖八、計時器 

 

圖九、針筒 

 

圖十、長尺 

 

圖十一、塑膠吸鼻器 

 

圖十二、電子磅秤 

 

圖十三、切管器 

 

圖十四、溫度計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製作熱噴泉裝置     

            本研究利用熱對流的原理將熱能轉換成動能，從老忠實噴泉資料中我們知道，噴泉噴

發的要件有三個(熱源、細長的孔道、地下水)，於是我們想利用環保素材設計實驗探究噴發

效果，經過討論之後，我們以酒精燈當作熱源、銅管替代細長孔道、寶特瓶裝水替代地下

水。 

首先我們將寶特瓶的頂端剪下，成為方型的容器，於寶特瓶的側邊鑽上兩個洞，用快

乾膠水將已鑽好洞的木片黏上。因銅有較佳的導熱性、而且延展性較高，易於塑型，故本

實驗選擇空心銅管作為實驗材料。其次將空心銅管先捲好數圈並各留一段頭尾引線﹝圖十

五、十六﹞，當作進水口與噴水口，進水口與噴水口長度依實驗需要增減﹝圖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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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五                     圖十六                      圖十七 

因酒精燈裝置於實驗過程中酒精燃燒會使酒精量減少，為確保實驗之準確性，因此將

酒精燈瓶塞鑽洞，插入一小段銅管，以方便實驗過程中使用針筒添加酒精〈酒精量維持 200

克〉，最後將酒精燈置於銅管下加熱﹝圖十八﹞。 

 

 

 

 
 

 
 

 圖十八                                 圖十九 

二、酒精消耗量實驗 

因酒精燈加入酒精後瓶內的酒精即會藉著毛細作用由棉線的底部往上到達燈蕊的

頂端揮發，故本實驗為避免酒精過量揮發並實際掌握酒精消耗量，故於酒精燈瓶塞鑽

洞後插入一小段銅管，以方便實驗過程中使用針筒添加酒精。有關酒精消耗量實驗係

將空酒精燈瓶放置電子磅秤上，再倒入 200 克酒精，點燃酒精燈，以計時器測量酒精

燃燒每分鐘時所消耗的酒精數量，以作為後續實驗當中添加酒精的依據。實驗發現燃

燒一分鐘酒精約消耗 1 克。爾後實驗過一分鐘就添加 1 克的酒精﹝圖十九﹞。 

三、確保水源穩定 

        為確保空心銅管內均注滿水及每組實驗水源的豐沛性，故於每組方形寶特瓶均注

水超過空心銅管(噴水管)1 公分，並於實驗前利用塑膠吸鼻器將空心銅管吸滿水，以確

保水源穩定。 

 
伍、研究結果 

一、前期研究－銅管配置方向 

（一）操縱變因-銅管配置方向（橫向及直向）（圖二十、二十一） 

（二）固定變因-圈數、空心銅管粗細、噴水管長度、熱源大小(酒精量) 

（三）應變變因-噴泉水柱高度、噴發頻率 

（四）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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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圈(銅管橫向) 水溫22℃ 噴出高度最高35公分  持續出水3公分  

噴發次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間隔時間 13.10  0.95  2.83  17.50  2.33  8.34  1.01  1.46  1.98  1.02  

累計時間 13.10  14.05  16.88  34.38  36.71  45.05  46.06  47.52  49.50  50.52  

噴發次數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間隔時間 1.86  1.57  1.35  0.88  3.34  1.19  1.95  1.35  2.19  1.36  

累計時間 52.38  53.95  55.30  56.18  59.52  60.71  62.66  64.01  66.20  67.56  

噴發次數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間隔時間 1.69  1.42  1.46  1.57  1.72  1.83  1.86  1.65  1.28  1.56  

累計時間 69.25  70.67  72.13  73.70  75.42  77.25  79.11  80.76  82.04  83.60  

噴發次數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間隔時間 2.05  1.31  1.86  1.81  1.90  1.72  1.57  1.56  1.82  1.80  

累計時間 85.65  86.96  88.82  90.63  92.53  94.25  95.82  97.38  99.20  101.00  

噴發次數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間隔時間 1.29  2.83  2.40  2.23  3.03  1.65  1.65  1.06  1.74  1.54  

累計時間 102.29  105.12  107.52  109.75  112.78  114.43  116.08  117.14  118.88  120.42  

平均噴 

發時間 
2.41 

 

圖二十 圖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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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圈(銅管直向) 水溫 22℃ 噴出高度最高 60 公分 持續出水 5 公分 

噴發次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間隔時間 6.90 5.24 7.87 14.09 2.20 1.21 3.50 1.62 1.91 1.18 

累計時間 6.90 12.14 20.01 34.10 36.30 37.51 41.01 42.63 44.54 45.72 

噴發次數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間隔時間 1.41 0.97 1.06 1.38 1.68 1.47 0.91 0.59 1.23 1.21 

累計時間 47.13 48.10 49.16 50.54 52.22 53.69 54.60 55.19 56.42 57.63 

噴發次數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間隔時間 1.08 1.95 0.94 1.06 0.73 1.19 1.20 0.94 1.16 1.56 

累計時間 58.71 60.66 61.60 62.66 63.39 64.58 65.78 66.72 67.88 69.44 

噴發次數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間隔時間 0.64 0.64 0.99 1.77 0.97 1.17 0.92 1.55 0.96 1.39 

累計時間 70.08 70.72 71.71 73.48 74.45 75.62 76.54 78.09 79.05 80.44 

噴發次數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間隔時間 1.15 1.47 1.19 0.96 1.77 0.97 1.17 1.14 0.77 1.87 

累計時間 81.59 83.06 84.25 85.21 86.98 87.95 89.12 90.26 91.03 92.90 

噴發次數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間隔時間 0.92 0.90 1.04 1.24 0.80 0.52 1.40 1.08 0.94 1.24 

累計時間 93.82 94.72 95.76 97.00 97.80 98.32 99.72 100.80 101.74 102.98 

噴發次數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間隔時間 1.22 1.81 1.53 1.31 1.55 0.93 1.05 1.41 1.22 1.98 

累計時間 104.20 106.01 107.54 108.85 110.40 111.33 112.38 113.79 115.01 116.99 

噴發次數 71 72 73 平均噴 
發時間 

 間隔時間 1.32 1.27 2.34 
1.52 

累計時間 118.31 119.58 1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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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現：依據實驗結果，銅管放置橫向較銅管放置直向受熱較不平均，故銅管橫向之噴泉

水柱高度及噴發頻率均不及銅管直向之效果，故以下實驗均採銅管直向放置。 

 

二、進水管的長短對噴泉水柱高度、噴發頻率的關係？ 

(一)  操縱變因-進水管的長短 

(二)  固定變因-圈數、空心銅管粗細、噴水管長度、熱源大小(酒精量) 

(三)  應變變因-噴泉水柱高度、噴發頻率 

(四)  實驗結果 

進水管 3cm 水溫 22℃ 噴出高度最高 60 公分  30 秒後持續出水 50 公分  

噴發次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間隔時間 7.52  5.87  7.20  1.60  0.94  3.66  0.85  0.89  1.21  1.44  

累計時間 7.52  13.39  20.59  22.19  23.13  26.79  27.64  28.53  29.74  31.18  

噴發次數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間隔時間 1.27  0.77  0.70  0.78  0.73  0.69  0.65  0.67  0.72  0.67  

累計時間 32.45  33.22  33.92  34.70  35.43  36.12  36.77  37.44  38.16  38.83  

噴發次數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間隔時間 0.85  0.85  1.93  1.22  0.89  0.97  1.41  0.90  1.19  1.08  

累計時間 39.68  40.53  42.46  43.68  44.57  45.54  46.95  47.85  49.04  50.12  

噴發次數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間隔時間 0.78  0.97  1.99  1.40  2.11  0.84  0.88  0.93  1.20  0.87  

累計時間 50.90  51.87  53.86  55.26  57.37  58.21  59.09  60.02  61.22  62.09  

噴發次數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間隔時間 1.02  0.96  1.52  1.01  1.20  1.24  1.43  1.56  1.01  1.16  

累計時間 63.11  64.07  65.59  66.60  67.80  69.04  70.47  72.03  73.04  74.20  

噴發次數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間隔時間 1.72  1.26  1.88  1.64  1.43  1.03  0.92  1.25  0.89  1.55  

累計時間 75.92  77.18  79.06  80.70  82.13  83.16  84.08  85.33  86.22  87.77  

噴發次數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間隔時間 1.71  0.92  1.77  1.06  1.80  1.09  1.16  1.25  0.76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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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時間 89.48  90.40  92.17  93.23  95.03  96.12  97.28  98.53  99.29  99.96  

噴發次數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間隔時間 0.75  1.49  1.72  1.03  1.16  1.06  1.08  1.76  1.13  1.16  

累計時間 100.71  102.20  103.92  104.95  106.11  107.17  108.25  110.01  111.14  112.30  

噴發次數 81  82  83  84  85  86  
平均噴 
發時間 

 間隔時間 1.27  1.01  1.18  1.64  1.32  1.88  
1.40  

累計時間 113.57  114.58  115.76  117.40  118.72  120.60  

我們發現：進水管 3 公分時所噴發的高度最高到 60 公分，之後以 50 公分左右持續出水噴發，

一開始銅管需要加熱傳導所以噴發的間隔較長約 6 秒，在第 7 次之後噴發的間隔

時間約在 1~2 秒左右，很少超過 2 秒，噴發次數最多。 

     

進水管 6cm 水溫 22℃ 噴出高度最高 60 公分  持續出水 5 公分   

噴發次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間隔時間 6.90 5.24 7.87 14.09 2.20 1.21 3.50 1.62 1.91 1.18 

累計時間 6.90 12.14 20.01 34.10 36.30 37.51 41.01 42.63 44.54 45.72 

噴發次數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間隔時間 1.41 0.97 1.06 1.38 1.68 1.47 0.91 0.59 1.23 1.21 

累計時間 47.13 48.10 49.16 50.54 52.22 53.69 54.60 55.19 56.42 57.63 

噴發次數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間隔時間 1.08 1.95 0.94 1.06 0.73 1.19 1.20 0.94 1.16 1.5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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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時間 58.71 60.66 61.60 62.66 63.39 64.58 65.78 66.72 67.88 69.44 

噴發次數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間隔時間 0.64 0.64 0.99 1.77 0.97 1.17 0.92 1.55 0.96 1.39 

累計時間 70.08 70.72 71.71 73.48 74.45 75.62 76.54 78.09 79.05 80.44 

噴發次數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間隔時間 1.15 1.47 1.19 0.96 1.77 0.97 1.17 1.14 0.77 1.87 

累計時間 81.59 83.06 84.25 85.21 86.98 87.95 89.12 90.26 91.03 92.90 

噴發次數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間隔時間 0.92 0.90 1.04 1.24 0.80 0.52 1.40 1.08 0.94 1.24 

累計時間 93.82 94.72 95.76 97.00 97.80 98.32 99.72 100.80 101.74 102.98 

噴發次數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間隔時間 1.22 1.81 1.53 1.31 1.55 0.93 1.05 1.41 1.22 1.98 

累計時間 104.20 106.01 107.54 108.85 110.40 111.33 112.38 113.79 115.01 116.99 

噴發次數 71 72 73 平均噴 
發時間 

 間隔時間 1.32 1.27 2.34 
1.52 

累計時間 118.31 119.58 121.92 

 

 
 
 

 
 
 

 
 

 

 

 

我們發現：進水管 6 公分時所噴發的高度最高到 60 公分，之後以 5 公分左右持續出水噴發，

前 3 次噴發時間最高到 8 秒左右，第 4 次噴發時間花費最長到 14 秒，第 5 次之後

間隔時間約在 2 秒左右作規律性的噴發，噴發次數居第二。 

 

  進水管 9cm 水溫 22℃ 噴出高度最高 230 公分  10 秒後持續出水 5 公分  

噴發次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間隔時間 9.31  7.08  4.51  6.32  4.22  5.25  4.49  2.89  2.71  3.33  

累計時間 9.31  16.39  20.90  27.22  31.44  36.69  41.18  44.07  46.78  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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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發次數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間隔時間 3.42  5.13  3.72  4.06  2.33  1.55  5.24  2.80  3.30  1.94  

累計時間 53.53  58.66  62.38  66.44  68.77  70.32  75.56  78.36  81.66  83.60  

噴發次數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間隔時間 2.66  2.04  1.91  3.57  3.41  1.68  1.31  2.94  1.06  2.17  

累計時間 86.26  88.30  90.21  93.78  97.19  98.87  100.18  103.12  104.18  106.35  

噴發次數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平均噴 
發時間 

 間隔時間 2.06  1.45  2.19  1.33  2.95  1.73  1.70  1.80  
3.20  

累計時間 108.41  109.86  112.05  113.38  116.33  118.06  119.76  121.56  

 

 
 
 

 
 
 

 
 
 

 
 
 

我們發現：進水管 9 公分時所噴發的高度高達 230 公分，10 秒之後以 5 公分左右持續出水噴

發，從表中也可以發現噴發間隔所需時間有逐漸減少的趨勢，也就是噴發的頻率

越來越高，噴發次數最少。 

 

三、噴水管的長短對噴泉水柱高度、噴發頻率的關係？ 

（一）操縱變因-噴水管的長短 

（二）固定變因-圈數、銅管粗細、進水管的長度、熱源大小(酒精量) 

（三）應變變因-噴泉水柱高度、噴發頻率 

（四）實驗結果 

噴水管 3cm 水溫 22℃ 噴出高度最高 60 公分  持續出水 4 公分   

噴發次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間隔時間 5.57  2.39  2.26  2.51  5.67  5.88  1.32  2.41  7.96  1.85  

累計時間 5.57  7.96  10.22  12.73  18.40  24.28  25.60  28.01  35.97  37.82  

噴發次數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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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隔時間 7.13  1.27  4.25  1.46  0.97  7.44  2.14  3.86  1.30  5.93  

累計時間 44.95  46.22  50.47  51.93  52.90  60.34  62.48  66.34  67.64  73.57  

噴發次數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間隔時間 7.59  3.85  1.50  3.18  2.76  8.94  4.40  3.24  6.86  2.53  

累計時間 81.16  85.01  86.51  89.69  92.45  101.39  105.79  109.03  115.89  118.42  

噴發次數 31  
平均噴 
發時間 

 間隔時間 1.70  
3.87  

累計時間 120.12  

 

 

 

 

 

 

 

 

 

 

 

 

 

我們發現：噴水管 3 公分時所噴發的高度最高到 60 公分，之後以 2 公分左右持續出水噴發，

從表中也可發現前一次噴發時間長下一次噴發間隔時間就會變短，而且噴發次數

最少，探討其原因係噴水管較短，所能累積噴發的能量較少，所以噴發一次後所

需累積能量的時間較長，因此產生鋸齒狀變化的圖形。 

 

噴水管 6cm 水溫 22℃ 噴出高度最高 60 公分  持續出水 5 公分   

噴發次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間隔時間 6.90 5.24 7.87 14.09 2.20 1.21 3.50 1.62 1.91 1.18 

累計時間 6.90 12.14 20.01 34.10 36.30 37.51 41.01 42.63 44.54 45.72 

噴發次數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間隔時間 1.41 0.97 1.06 1.38 1.68 1.47 0.91 0.59 1.23 1.21 

累計時間 47.13 48.10 49.16 50.54 52.22 53.69 54.60 55.19 56.42 57.63 

噴發次數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間隔時間 1.08 1.95 0.94 1.06 0.73 1.19 1.20 0.94 1.16 1.56 

累計時間 58.71 60.66 61.60 62.66 63.39 64.58 65.78 66.72 67.88 69.44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次數

時
間

(秒
)

 



 

12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 5 9 13 17 21 25 29 33 37 41 45 49 53 57 61 65 69 73

次數

時
間

(秒
)

噴發次數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間隔時間 0.64 0.64 0.99 1.77 0.97 1.17 0.92 1.55 0.96 1.39 

累計時間 70.08 70.72 71.71 73.48 74.45 75.62 76.54 78.09 79.05 80.44 

噴發次數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間隔時間 1.15 1.47 1.19 0.96 1.77 0.97 1.17 1.14 0.77 1.87 

累計時間 81.59 83.06 84.25 85.21 86.98 87.95 89.12 90.26 91.03 92.90 

噴發次數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間隔時間 0.92 0.90 1.04 1.24 0.80 0.52 1.40 1.08 0.94 1.24 

累計時間 93.82 94.72 95.76 97.00 97.80 98.32 99.72 100.80 101.74 102.98 

噴發次數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間隔時間 1.22 1.81 1.53 1.31 1.55 0.93 1.05 1.41 1.22 1.98 

累計時間 104.20 106.01 107.54 108.85 110.40 111.33 112.38 113.79 115.01 116.99 

噴發次數 71 72 73 平均噴 
發時間 

 間隔時間 1.32 1.27 2.34 
1.52 

累計時間 118.31 119.58 121.92 

 

我們發現：噴水管 6 公分時所噴發的高度最高到 60 公分，之後以 5 公分左右持續出水噴發，

除了在第 4 次噴發時間最高達 14 秒左右，第 8 次之後間隔時間都在 2 秒左右作規

律性的噴發，噴發次數最多。 

 

噴水管 9cm 水溫 22℃ 噴出高度最高 120 公分  10 秒後持續出水 5 公分 

噴發次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間隔時間 5.54  14.55  1.31  1.82  2.69  3.42  3.54  4.02  3.72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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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時間 5.54  20.09  21.40  23.22  25.91  29.33  32.87  36.89  40.61  42.08  

噴發次數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間隔時間 2.71  1.81  1.33  1.45  1.88  2.06  1.06  1.64  0.95  1.31  

累計時間 44.79  46.60  47.93  49.38  51.26  53.32  54.38  56.02  56.97  58.28  

噴發次數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間隔時間 1.17  1.20  1.39  1.32  1.32  1.13  1.75  1.66  2.30  1.29  

累計時間 59.45  60.65  62.04  63.36  64.68  65.81  67.56  69.22  71.52  72.81  

噴發次數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間隔時間 1.37  1.57  3.33  2.45  2.65  1.52  2.06  2.45  2.34  1.95  

累計時間 74.18  75.75  79.08  81.53  84.18  85.70  87.76  90.21  92.55  94.50  

噴發次數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間隔時間 1.48  1.96  1.16  2.97  2.53  1.39  1.12  2.66  1.10  1.52  

累計時間 95.98  97.94  99.10  102.07  104.60  105.99  107.11  109.77  110.87  112.39  

噴發次數 51  52  53  54  55  56  
平均噴 
發時間 

 間隔時間 1.81  1.10  1.22  1.18  1.82  2.58  
2.18  

累計時間 114.20  115.30  116.52  117.70  119.52  122.10  

 

我們發現：噴水管 9 公分時所噴發的高度最高到 120 公分，10 秒之後以 5 公分左右持續出水

噴發，除了在第 2 次噴發時間最高達 14 秒左右，第 3 次之後間隔時間都在 4 秒之

內作規律性的噴發，噴發次數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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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銅管圈數對噴泉水柱高度、噴發頻率的關係？ 

（一）操縱變因-銅管圈數 

（二）固定變因-銅管粗細、進水管長度、噴水管長度、熱源大小(酒精量) 

（三）應變變因-噴泉水柱高度、噴發頻率 

（四）實驗結果 

噴水管 8 圈 水溫 22℃ 噴出高度最高 60 公分  持續出水 5 公分   

噴發次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間隔時間 6.90 5.24 7.87 14.09 2.20 1.21 3.50 1.62 1.91 1.18 

累計時間 6.90 12.14 20.01 34.10 36.30 37.51 41.01 42.63 44.54 45.72 

噴發次數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間隔時間 1.41 0.97 1.06 1.38 1.68 1.47 0.91 0.59 1.23 1.21 

累計時間 47.13 48.10 49.16 50.54 52.22 53.69 54.60 55.19 56.42 57.63 

噴發次數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間隔時間 1.08 1.95 0.94 1.06 0.73 1.19 1.20 0.94 1.16 1.56 

累計時間 58.71 60.66 61.60 62.66 63.39 64.58 65.78 66.72 67.88 69.44 

噴發次數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間隔時間 0.64 0.64 0.99 1.77 0.97 1.17 0.92 1.55 0.96 1.39 

累計時間 70.08 70.72 71.71 73.48 74.45 75.62 76.54 78.09 79.05 80.44 

噴發次數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間隔時間 1.15 1.47 1.19 0.96 1.77 0.97 1.17 1.14 0.77 1.87 

累計時間 81.59 83.06 84.25 85.21 86.98 87.95 89.12 90.26 91.03 92.90 

噴發次數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間隔時間 0.92 0.90 1.04 1.24 0.80 0.52 1.40 1.08 0.94 1.24 

累計時間 93.82 94.72 95.76 97.00 97.80 98.32 99.72 100.80 101.74 102.98 

噴發次數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間隔時間 1.22 1.81 1.53 1.31 1.55 0.93 1.05 1.41 1.22 1.98 

累計時間 104.20 106.01 107.54 108.85 110.40 111.33 112.38 113.79 115.01 116.99 

噴發次數 71 72 73 平均噴 
發時間 

 間隔時間 1.32 1.27 2.34 
1.52 

累計時間 118.31 119.58 1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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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現：圈數 8 圈時所噴發的高度最高到 60 公分，之後以 5 公分左右持續出水噴發，前 3

次噴發時間最高到 8 秒左右，第 4 次噴發時間花費最長到 14 秒，第 5 次之後間隔

時間約在 2 秒左右作規律性的噴發，噴發次數最多。 

 

匝數 12 圈   水溫 22℃ 噴出高度最高 210 公分  間斷出水 5 公分  

噴發次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間隔時間 8.17  14.51  1.86  2.75  3.83  2.15  2.13  4.46  3.93  3.42  

累計時間 8.17  22.68  24.54  27.29  31.12  33.27  35.40  39.86  43.79  47.21  

噴發次數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間隔時間 3.10  2.24  3.86  4.58  3.19  5.01  4.52  1.90  5.25  10.67  

累計時間 50.31  52.55  56.41  60.99  64.18  69.19  73.71  75.61  80.86  91.53  

噴發次數 21  22  23  24  25  26  
平均噴 
發時間 

 間隔時間 5.38  5.87  4.26  4.17  4.75  4.70  
4.64  

累計時間 96.91  102.78  107.04  111.21  115.96  1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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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現：圈數 12 圈時所噴發的高度高達 210 公分，之後以 5 公分左右間斷出水噴發，噴發

間隔時間較無規律，但整體平均噴發間隔時間最長有 4.64 秒，噴發次數最少。 

 

噴水管 16 圈 水溫 22℃ 噴出高度最高 120 公分  較少持續出水 5 公分  

噴發次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間隔時間 13.33  11.75  4.23  11.81  1.05  11.51  1.78  2.48  1.78  1.36  

累計時間 13.33  25.08  29.31  41.12  42.17  53.68  55.46  57.94  59.72  61.08  

噴發次數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間隔時間 4.58  1.72  1.76  2.30  1.58  1.60  2.00  1.69  1.94  1.51  

累計時間 65.66  67.38  69.14  71.44  73.02  74.62  76.62  78.31  80.25  81.76  

噴發次數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間隔時間 1.57  1.29  1.07  1.28  2.02  1.35  1.25  1.54  1.42  2.12  

累計時間 83.33  84.62  85.69  86.97  88.99  90.34  91.59  93.13  94.55  96.67  

噴發次數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間隔時間 1.86  1.71  1.92  1.65  1.28  2.67  1.24  1.55  1.86  1.66  

累計時間 98.53  100.24  102.16  103.81  105.09  107.76  109.00  110.55  112.41  114.07  

噴發次數 41  42  43  44  
平均噴 
發時間 

 間隔時間 1.38  1.66  1.36  2.85  
2.76  

累計時間 115.45  117.11  118.47  1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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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現：圈數 16 圈時所噴發的高度 120 公分，之後以 5 公分左右出水噴發，在第 6 次噴發

之前噴發時間較不穩定，之後約在 1~4 秒間規律的噴發，噴發次數居第二。 

 

五、空心銅管的粗細對噴泉高度、噴發頻率的關係？ 

（一）操縱變因-空心銅管粗細 

（二）固定變因-圈數、噴水管的長度、進水管長度、熱源大小(酒精量) 

（三）應變變因-噴泉水柱高度、噴發頻率 

（四）實驗結果 

細噴水管 水溫 22℃ 噴出高度最高 60 公分  持續出水 5 公分   

噴發次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間隔時間 6.90 5.24 7.87 14.09 2.20 1.21 3.50 1.62 1.91 1.18 

累計時間 6.90 12.14 20.01 34.10 36.30 37.51 41.01 42.63 44.54 45.72 

噴發次數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間隔時間 1.41 0.97 1.06 1.38 1.68 1.47 0.91 0.59 1.23 1.21 

累計時間 47.13 48.10 49.16 50.54 52.22 53.69 54.60 55.19 56.42 57.63 

噴發次數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間隔時間 1.08 1.95 0.94 1.06 0.73 1.19 1.20 0.94 1.16 1.56 

累計時間 58.71 60.66 61.60 62.66 63.39 64.58 65.78 66.72 67.88 69.44 

噴發次數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間隔時間 0.64 0.64 0.99 1.77 0.97 1.17 0.92 1.55 0.96 1.39 

累計時間 70.08 70.72 71.71 73.48 74.45 75.62 76.54 78.09 79.05 80.44 

噴發次數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間隔時間 1.15 1.47 1.19 0.96 1.77 0.97 1.17 1.14 0.77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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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時間 81.59 83.06 84.25 85.21 86.98 87.95 89.12 90.26 91.03 92.90 

噴發次數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間隔時間 0.92 0.90 1.04 1.24 0.80 0.52 1.40 1.08 0.94 1.24 

累計時間 93.82 94.72 95.76 97.00 97.80 98.32 99.72 100.80 101.74 102.98 

噴發次數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間隔時間 1.22 1.81 1.53 1.31 1.55 0.93 1.05 1.41 1.22 1.98 

累計時間 104.20 106.01 107.54 108.85 110.40 111.33 112.38 113.79 115.01 116.99 

噴發次數 71 72 73 平均噴 
發時間 

 間隔時間 1.32 1.27 2.34 
1.52 

累計時間 118.31 119.58 121.92 

 

我們發現：細管時所噴發的高度最高到 60 公分，之後以 5 公分左右持續出水噴發，除了在第

4 次噴發時間最高達 14 秒左右，第 8 次之後間隔時間都在 2 秒左右作規律性的噴

發，噴發次數最多。 

 

粗噴水管 水溫 22℃ 噴出高度最高 30 公分  持續出水 5 公分   

噴發次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間隔時間 15.64  10.14  1.84  3.23  17.80  1.05  0.78  6.78  9.73  2.67  

累計時間 15.64  25.78  27.62  30.85  48.65  49.70  50.48  57.26  66.99  69.66  

噴發次數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間隔時間 1.93  2.17  0.96  1.32  1.67  3.72  1.10  0.84  1.79  2.07  

累計時間 71.59  73.76  74.72  76.04  77.71  81.43  82.53  83.37  85.16  87.23  

噴發次數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間隔時間 1.93  2.17  0.96  1.32  1.67  3.72  1.10  0.84  1.79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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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時間 89.16  91.33  92.29  93.61  95.28  99.00  100.10  100.94  102.73  104.80  

噴發次數 31  32  
平均噴 
發時間 

 間隔時間 8.60  6.64  
3.75  

累計時間 113.40  120.04  

我們發現：粗管時所噴發的高度最高只到 30 公分，之後以 5 公分左右持續出水噴發，在第

5 次噴發間隔時間最高達 17 秒左右，整體看來前一次噴發時間若耗費較長，下

一次噴發時間就會縮短，噴發次數不到細管的一半。 

 

六、水溫的高低對噴泉水柱高度、噴發頻率的關係？ 

（一）操縱變因- 水溫的高低 

（二）固定變因-空心銅管粗細、圈數、噴水管的長度、進水管長度、熱源大小(酒精量) 

（三）應變變因-噴泉水柱高度、噴發頻率 

（四）實驗結果 

噴水管 8 圈 水溫 4℃ 噴出高度最高 60 公分  持續出水 5 公分   

噴發次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間隔時間 10.38  4.48  1.24  1.00  2.15  1.57  1.67  1.15  2.07  2.56  

累計時間 10.38  14.86  16.10  17.10  19.25  20.82  22.49  23.64  25.71  28.27  

噴發次數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間隔時間 1.64  1.63  2.10  1.58  1.82  1.62  1.09  2.58  1.61  1.79  

累計時間 29.91  31.54  33.64  35.22  37.04  38.66  39.75  42.33  43.94  45.73  

噴發次數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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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隔時間 1.64  2.54  2.01  2.64  2.01  2.18  1.38  1.95  2.49  2.52  

累計時間 47.37  49.91  51.92  54.56  56.57  58.75  60.13  62.08  64.57  67.09  

噴發次數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間隔時間 1.47  1.75  2.36  2.53  2.89  2.04  1.88  2.01  1.69  2.74  

累計時間 68.56  70.31  72.67  75.20  78.09  80.13  82.01  84.02  85.71  88.45  

噴發次數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間隔時間 2.25  1.35  1.97  2.55  2.52  1.48  1.76  2.33  2.48  2.03  

累計時間 90.70  92.05  94.02  96.57  99.09  100.57  102.33  104.66  107.14  109.17  

噴發次數 51  52  53  54  55  56  
平均噴 
發時間 

 間隔時間 1.65  2.70  2.25  1.37  1.47  1.75  
2.15  

累計時間 110.82  113.52  115.77  117.14  118.61  120.36  

我們發現：水溫溫度在 4℃時所噴發的高度最高到 60 公分，之後以 5 公分左右持續出水噴發，

在第 5 次之後間隔時間都在 2 秒左右作規律性的噴發，噴發次數第三；因水的密

度在 4℃時最大體積最小，本實驗結果顯示水的密度不會影響噴泉噴發高度。 

 

噴水管 8 圈 水溫 22℃ 噴出高度最高 60 公分  持續出水 5 公分   

噴發次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間隔時間 6.90 5.24 7.87 14.09 2.20 1.21 3.50 1.62 1.91 1.18 

累計時間 6.90 12.14 20.01 34.10 36.30 37.51 41.01 42.63 44.54 45.72 

噴發次數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間隔時間 1.41 0.97 1.06 1.38 1.68 1.47 0.91 0.59 1.23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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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時間 47.13 48.10 49.16 50.54 52.22 53.69 54.60 55.19 56.42 57.63 

噴發次數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間隔時間 1.08 1.95 0.94 1.06 0.73 1.19 1.20 0.94 1.16 1.56 

累計時間 58.71 60.66 61.60 62.66 63.39 64.58 65.78 66.72 67.88 69.44 

噴發次數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間隔時間 0.64 0.64 0.99 1.77 0.97 1.17 0.92 1.55 0.96 1.39 

累計時間 70.08 70.72 71.71 73.48 74.45 75.62 76.54 78.09 79.05 80.44 

噴發次數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間隔時間 1.15 1.47 1.19 0.96 1.77 0.97 1.17 1.14 0.77 1.87 

累計時間 81.59 83.06 84.25 85.21 86.98 87.95 89.12 90.26 91.03 92.90 

噴發次數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間隔時間 0.92 0.90 1.04 1.24 0.80 0.52 1.40 1.08 0.94 1.24 

累計時間 93.82 94.72 95.76 97.00 97.80 98.32 99.72 100.80 101.74 102.98 

噴發次數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間隔時間 1.22 1.81 1.53 1.31 1.55 0.93 1.05 1.41 1.22 1.98 

累計時間 104.20 106.01 107.54 108.85 110.40 111.33 112.38 113.79 115.01 116.99 

噴發次數 71 72 73 平均噴 
發時間 

 
 
 
 
 

間隔時間 1.32 1.27 2.34 
1.52 

累計時間 118.31 119.58 121.92 

 

我們發現：水溫溫度在 22℃時所噴發的高度最高到 60 公分，之後以 5 公分左右持續出水噴發，

除了在第 4 次噴發時間最高達 14 秒左右，第 8 次之後間隔時間都在 2 秒左右作規

律性的噴發，噴發次數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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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水管 8 圈 水溫 42℃ 噴出高度最高 100 公分  持續出水 5 公分 

噴發次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間隔時間 5.82  6.32  9.08  4.18  6.04  5.47  1.93  2.47  3.04  1.01  

累計時間 5.82  12.14  21.22  25.40  31.44  36.91  38.84  41.31  44.35  45.36  

噴發次數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間隔時間 1.29  1.37  2.01  2.23  1.57  3.73  3.02  2.86  2.61  1.82  

累計時間 46.65  48.02  50.03  52.26  53.83  57.56  60.58  63.44  66.05  67.87  

噴發次數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間隔時間 2.85  2.51  1.51  2.45  2.24  2.11  1.49  1.75  1.28  1.26  

累計時間 70.72  73.23  74.74  77.19  79.43  81.54  83.03  84.78  86.06  87.32  

噴發次數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間隔時間 1.25  1.55  1.16  1.33  2.22  1.51  2.15  2.48  1.32  2.55  

累計時間 88.57  90.12  91.28  92.61  94.83  96.34  98.49  100.97  102.29  104.84  

噴發次數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平均噴
發時間 

間隔時間 2.17  2.36  1.40  1.34  1.32  2.08  1.44  1.29  1.80  
2.45  

累計時間 107.01  109.37  110.77  112.11  113.43  115.51  116.95  118.24  120.04  

 

我們發現：水溫溫度在 42℃時所噴發的高度最高為 100 公分，之後以 5 公分左右持續出水噴

發，除了在第 3 次噴發時間最高達秒左右，之後則呈現約 2 秒左右之規律性噴發，

噴發次數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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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水管 8 圈 水溫 65℃ 噴出高度最高 60 公分  持續出水 5 公分 

噴發次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間隔時間 6.23  3.70  3.05  1.21  4.95  7.39  2.30  1.47  3.72  1.85  

累計時間 6.23  9.93  12.98  14.19  19.14  26.53  28.83  30.30  34.02  35.87  

噴發次數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間隔時間 3.60  5.49  1.56  1.26  1.52  3.84  3.27  1.76  1.46  0.99  

累計時間 39.47  44.96  46.52  47.78  49.30  53.14  56.41  58.17  59.63  60.62  

噴發次數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間隔時間 1.55  0.97  1.83  1.93  1.39  1.20  1.17  1.37  1.70  1.54  

累計時間 62.17  63.14  64.97  66.90  68.29  69.49  70.66  72.03  73.73  75.27  

噴發次數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間隔時間 1.07  1.20  1.18  1.22  1.50  1.27  1.29  1.33  1.02  1.10  

累計時間 76.34  77.54  78.72  79.94  81.44  82.71  84.00  85.33  86.35  87.45  

噴發次數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間隔時間 2.48  1.96  1.16  2.97  2.53  1.39  1.12  2.66  1.10  1.52  

累計時間 89.93  91.89  93.05  96.02  98.55  99.94  101.06  103.72  104.82  106.34  

噴發次數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間隔時間 1.81  1.10  1.22  1.18  1.82  2.58  1.39  1.38  1.21  1.43  

累計時間 108.15  109.25  110.47  111.65  113.47  116.05  117.44  118.82  120.03  121.46  

平均噴 
發時間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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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現：水溫溫度在 65℃時所噴發的高度最高亦為 60 公分，之後以 5 公分左右持續出水噴

發，除了在第 6 次噴發時間最高達 7 秒左右，之後則呈現約 2-3 秒左右之較不規

律性的噴發，噴發次數次之。 

 

七、噴泉水柱高度與噴發頻率的關係 

 橫向 
直向 

(標準組) 

進水管

3cm 

進水管

9cm 

噴水管

3cm 

噴水管

9cm 

匝數

12 圈 

匝數

16 圈 
粗管 4℃ 42℃ 65℃ 

噴發 

最高 

高度 

（cm） 

35- 60 60 230 60 120 210 120 30 60 100 60 

噴發 

頻率 

（次） 

50 73 86 38 31 56 26 44 32 56 100 60 

 

 
陸、討論 

一、進水管的長短對噴泉水柱高度、噴發頻率的關係 

由實驗結果得知進水管長度越長，有利於噴發水柱之高度且噴發的時間較長，而

進水管長度越短，則有利於噴發頻率；即進水管的管長愈長時，管中的水量較多，對

於相同的熱源而言，提高溫度所需的時間也較長，自然就延長了噴發的時間。 

二、噴水管的長短對噴泉水柱高度、噴發頻率的關係 

          噴水管長度越長，有利於噴發水柱之高度且噴發的頻率較高，而噴水管長度越短，

則不利於噴發高度及噴發頻率，探討其原因係噴水管較短，所能累積噴發的能量較少，

所以噴發一次後所需累積能量的時間較長，因而影響噴發頻率及噴發高度。 

三、銅管圈數對噴泉水柱高度、噴發頻率的關係 

          由實驗結果得知空心銅管匝數 12 圈時噴發水柱高度最高，其次是 16 圈，最低是 8

圈，可證實銅管圈數越多越有利於噴泉水柱高度，但影響噴泉高度有一定之圈數，未

必越多圈越好，即如同地面下細長的孔道如果太長，反而會影響噴泉噴發的高度。 

          另外，也因銅管匝數越多，其銅管受熱也較慢或較不平均，因此要達到累積噴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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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量時間較長，因而影響噴發頻率及噴發高度。 

四、空心銅管的粗細對噴泉高度、噴發頻率的關係 

空心銅管越粗，將會影響噴泉高度及噴發頻率，越粗則噴泉高度及噴發頻率均會

下降，即銅管愈粗的管子，在實驗的結果測得其噴發之頻率較低，故藉此推估當管徑

漸粗時，其噴發頻率亦會隨之降低，而只產生出”噴泉”的效果，相較之下，管徑較小

的銅管，延長噴發的週期，而有穩定間歇泉噴發運作的功能。 

五、水溫的高低對噴泉水柱高度、噴發頻率的關係 

        水溫高低對噴發高度的影響不大，但水溫高低會影響噴發頻率，其較高或較低溫

之噴發頻率均會較一般常溫下低，探討其原因為噴泉噴發後，立即獲得補充水量，然

因水的溫度高低而產生溫度差的關係，故影響噴發的頻率。 

六、由實驗結果得知，蒸氣動力噴泉噴發的原因，係因銅管內的水不斷受熱，因而於銅管

內產生水蒸氣（汽化），且水加熱變成氣體後體積會逐漸膨脹，使銅管內的壓力慢慢變

大，然因寶特瓶內水中的空氣壓力較小，故水會往上衝，因而形成單循環方式不斷的

往上噴發，然而因銅管長度、銅管粗細、銅管匝數及水溫等不同的條件下，所以噴發

的高度與頻率大多不一樣。 

七、另外，蒸氣動力噴泉的噴發高度與其銅管內所受的壓力是有直接相關的，且本實驗結

果發現，噴泉噴發的方向是一致的，而非無方向性的亂噴，因此於實驗的時候並不會

有太多的廢水產生，亦可利用容器將噴發出來的水接住，以達到廢水回收利用之效。 

 

柒、結論 

一、地殼下的火成岩溫度可高達 1000°C，使地球成為一個巨大的熱能貯存庫，正如實驗中 

酒精加熱器的功能，除非在間歇泉區出現水源短缺而使地下水源乾涸，否則間歇泉應

該是個不會消失的。 

二、間歇泉形成的主要條件有下列各點：(1)穩定的熱源(2)細長的孔道(3)豐沛的地下水。而 

孔道的長度及寬度也會影響間歇泉的噴發的頻率，使得在不同的環境條件下，我們所

見的間歇泉雖然原理大同小異，但噴發的情形卻也不盡相同，噴發頻率大多也不一樣。 

三、由本次實驗結果得知進水管長度越長、噴水管長度越短的條件下，噴發水柱高度最高。

其次空心銅管匝數 12 圈時噴發水柱高度最高，其次是 16 圈，最低是 8 圈；而較粗之

空心管所噴發水柱高度最低。進水口越短噴發發頻率越高，反之噴水口越短噴發頻率

越低。空心銅管越粗，噴發的頻率越低；空心銅管匝數越多，噴發的頻率越低。水溫

高低會影響噴發頻率。 

四、隨著人類生活的提高與工業技術的進步與發展，以致於能源需求正急速增加，就現階

段使用的地下燃料而言，與金屬資源一樣，其蘊藏量是有限的，但由於地熱發電不消

耗燃料，設備系統比火力發電簡單，成本低，又是為一非常潔淨之再生能源，故目前

世界各國都在加速地熱的開發，尤其台灣處於太平洋大陸板塊交接處，有多處地方富

含天然溫泉，若能善加利用，則不失為一項具環保概念的能源來源。我們相信，有效

使用周遭環境中所蘊藏的的再生能源，是防止溫室效應與應付能源危機的重要解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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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地熱若能好好的開發利用，則地球的能源將不會有匱乏的一天。 

五、伴隨著地球暖化、氣候變遷，人們對於節能減碳的環保意識日漸抬頭，環保運動已為

了地球公民的共同責任！所以透過製作本環保噴泉知過程，培養學生節能減碳之知

識，更可增進學生如何有效使用能源之能力，灌輸學生能源有限之憂患意識以及培養

學生愛護能源之態度與習慣，一方面可響應政府政策，一方面學校也能推廣學生重視

環境生態，讓孩子能把知識落實到生活，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變成理念的實踐者，並

希望能將「節能減碳」的理念從學校走進家庭再影響居住的社區，讓這地球可以永續

運轉下去。 

 

捌、參考資料及其他  

一、自然與生活科技第七冊  南一出版社 

二、維基百科  黃石國家公園  http://zh.wikipedia.org/zh-tw/ 

三、康軒自然課本、五下、第 3 單元：熱的傳播與保溫。 

四、康軒國語第十一冊、第十課 ：老忠實噴泉 

五、實驗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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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噴發的情形 



【評語】080101 

1.配合地方特殊景觀進行實驗設計，取材正確，建議文本撰

寫作調整。 

2.各變因的樣本可以再增加些。 

3.可以考慮將變因的圖表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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