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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水是萬物生命的泉源，是一切生命的基礎。而水在大自然中會以許多不同的狀態

呈現在世人眼前，這些不外乎就是固體、液體、氣體。在國高中的課程中我們學

到了水的三相圖，了解了水在溫度或是壓力的改變下所產生的變化。 

壹、 研究動機 

     蒸發的意思就是水在不對流的狀況下,緩慢由液態便成氣態的情形,但是我

們可曾想過,如果水不斷的蒸發,會不會有一顆最小的水滴?會不會有一個臨界的

體積,水滴在小過這個體積以後,就不能再以液態存在,必須以氣態存在?水會不會

慢慢的蒸發,再蒸發,等到水滴達到臨界體積的時候,整個結構瓦解,在一瞬間以極

快的速率變成氣態,就此消散? 

    高一的基礎物理課程,我們學過奈米科技.許多物質在奈米尺度會有特別的性

質,例如說,奈米金的顏色與熔點都與我們所知道的不同.課本說這個介於奈米尺

度與一般的尺度之間的物理現象為介觀物理,我們嘗試要尋找的最小水滴,大概就

是這個範圍. 

    我們也對介觀物理中,蒸發速率與表面積的關係很感興趣.國中老師說,水的

蒸發速率與跟空氣接觸的表面積成正比,但如果是很小很小的水滴,是否還會符合

老師說的話呢? 

    本研究期許藉由顯微鏡的觀察，發現小水滴的蒸發現象。 

貳、 研究目的 

一、 研究最適合本實驗觀察的水滴載體(我們稱承載水的物質為載體). 

二、 研究水滴蒸發至極小的狀況. 

三、 研究水滴蒸發速率與表面積的關係.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逆滲透純水                        數位複式顯微攝影相機 

複式顯微鏡                        夾燈 

載玻片                            99.85%甲醇 

游標尺                            貓鬚 

蜘蛛腳                            蚊子腳 

鋼針                              人厭槐葉蘋(水生植物，葉片) 

仙人掌(葉較細且較密較小的品種)     蠟燭 

噴霧器                            鑷子                       

酒精燈                            石綿網    

三腳架                            吹風機 

溫度計                            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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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厭槐葉蘋葉片(上圖) 

  
數位複式顯微攝影相機(上圖,最大六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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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方法或過程 

一、 尋找最適當的水滴載體: 

(一)、 實驗方法: 

我們為了讓水滴能夠保持球狀而又能附著在載體上，我們要找尋的物體必須具有

最好的疏水性。 

1.拿人厭槐葉蘋的葉片,以吹風機吹乾,在上面噴霧,觀察其絨毛上的水滴. 

                              

 

2.一葉仙人掌,刮掉果肉,以吹風機晒乾,在上面噴霧,觀察其針狀葉上的水滴. 

                              

 

3.將蠟燭剝成塊狀裝入燒杯中，架在三腳架上隔著石綿網由酒精燈加熱，待蠟燭

全數熔化後，用鑷子夾住一片載玻片放置燒杯上方接取蠟蒸氣，蠟蒸氣凝結後即

製成表面覆有蠟的載玻片,然後在上面噴霧. 

                               

 

4.取一鋼針,在上面噴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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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將蠟燭剝成塊狀裝入燒杯中，架在三腳架上隔著石綿網由酒精燈加熱，待蠟燭

全數熔化後，用鑷子夾住一片鋼針放置燒杯上方接取蠟蒸氣，蠟蒸氣 

凝結後即製成表面覆有蠟的鋼針,然後在上面噴霧. 

                                 

 

6.抓一隻死蚊子,把蚊子的軀幹緊貼載玻片,讓蚊子的腳向上有角度的挺立起來,在

上面噴霧. 

                                

 

7.抓一隻死蜘蛛,把腿的部份切下,固定在載玻片上,使其有角度的挺立起來,在上

面噴霧. 

                                

 

8.以一片膠帶讓貓鬚有角度的挺立起來,然後在上面噴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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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驗結果: 

    1.我們發現,由方法一製成的葉片載體,最容易讓水滴附著,水滴也能成球狀,      

為最佳且穩定的載體. 

    2.方法二的仙人掌葉上易形成趨近漂亮球狀的水滴,但很容易從毛上流失,  

不便觀察. 

    3.方法五的鋼針載體,水滴極難成球狀,也不易附著,是比較差的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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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尋找最小水滴: 

(ㄧ)、 實驗方法: 

我們用噴霧器噴霧後,以葉子載體承接小水滴,放在顯微鏡下,以吹風機加熱,盡可

能的使小水滴快速蒸發,並以最大倍率觀察,攝影,及記錄。 

                              

(二)、 實驗結果: 

水滴只是慢慢變小,然後顯微鏡中的影像就模糊了,我們無法找到水滴瞬間消失的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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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小水滴蒸發速率與表面積的關係: 

(一)、 實驗方法 

我們以葉子載體承接小水滴,固定溫度,溼度,放在顯微鏡底下觀察拍攝,取一段我

們認為水滴最近似球的形狀，紀錄蒸發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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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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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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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討論 

一、 我們從很久以前就知道,蓮花葉有很好的疏水性,其他水生植物的葉部也有相                               

同的性質.實驗一驗證了我們的以前的想法,同樣為水生植物的人厭槐葉蘋,是我

們觀察最理想的載體. 

 

二、 實驗二我們承認失敗,但我們有想到一些解決的方案,或許可行.我們使用的

是光學顯微鏡,最多只能放大六百倍,如果我們換成電子顯微鏡,放大的倍率能更

大,或許會比較容易成功.雖然我們很遺憾並沒有找到最小的水滴,但我們相信,我

們現存的物質世界上,是存在最小的水滴的.就如同伽利略相信光的速度是可測的,

但當時他的方法跟技術卻沒有成功測出光的速度. 

 

三、 實驗三中,我們確實觀察到了,水與空氣接觸的表面積越大,蒸發速率越快,但

這並非是正比關係. 

 

四、 兩滴水滴大小差距甚大而接觸時，看起來,大水滴會把小水滴「吞掉」，我

們認為,這是因為兩滴水互相靠近的力互為作用力與反用力,大小相同.但是大水

滴質量較大,由牛頓第二運動定律得知,大水滴的加速度比較小,所以造成我們看

到小水滴往大水滴靠近,最後合而為一. 

 

五、 在各式各樣的載體部分,我們發現了各種載體的特性: 

(一)金屬類載體(如:剛針)與玻璃類載體:(載玻片)可以讓水非常容易的附著在上面,

但水滴不易呈球狀,因為金屬對水的附著力大於水滴本身的內聚力,所以在觀察上,

體積不易測量. 

 

(二)金屬類在體與玻璃類載體,如果再上面鍍上一層蠟油蒸氣,那本身的附著力會

下降不少,水滴比較容易成球狀,但蠟油蒸氣冷卻以後行成的一小層蠟油,會讓載

體外觀上凹凸不平,影響我們的觀察. 

 

(三)生物類載體(如:貓鬚、蜘蛛、蚊子)附著力也不大,但載體是一根細細的毛或腿,

水滴被載體本身遮掩,造成觀察上的不變. 

 

(四)植物類載體(如:人厭槐葉蘋、仙人掌)的絨毛附著力不大,而且如果我們把葉面

平放在載玻片上,絨毛是垂直向上的,觀察上非常方便,而人厭槐葉蘋上的水滴,比

仙人掌更接近球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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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論 

一、 水的蒸發速率不與表面積成正比關係 

二、 水生植物的葉片是最符合本實驗的觀察的載具 

 

 

 

捌、 參考資料及其他 

一、 高中物理課本 

二、 高中化學課本 

三、 網路資料 

(1)微觀水滴之物理性質(民 99)。取自： 

http://news.sciencemag.org/sciencenow/2010/10/at-the-smallest-scale-water-is-a.html 

                

 

 

http://news.sciencemag.org/sciencenow/2010/10/at-the-smallest-scale-water-is-a.html


【評語】040117 

本作品以顯微鏡觀測水滴蒸發的現象，並探討能形成圓

形水滴的基本水量。但實驗的環境的控制與調控應可再精

進，以利提升實驗可驗性，並可再以較大放大倍率的設施再

增大放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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