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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Ž後 就是∩雨∧眾不同~1 

Ž後 就是∩雨∧眾不同 

摘要 

    因為覺得在㎞Ž的時候好像常㎞雨 讓べ⒥P㎞Ž的雨充滿了好奇 再加㎝自然課人

霧的啟渞 於是開始了一連串的數據分析與實驗設計〓數據的分析來源主要是ｼ中氣象站

2004-2014 ツ的逐時㋴氣資料〓同時在實驗室逐一Í制條件㎞ 嘗試找出較佳的人 雨製 條

件〓研究結毌渞現  

一↓一ツ中以夏季最容易㎞雨 一㋴中則以㎞Ž時段㎞雨出現次數最多〓 

琢↓㎞Ž㎞雨前的㋴氣變Ì趨勢為 氣溫↓風 ↓氣壓會㎞降 而相P溼度↓露點則會㎝Ÿ〓 

㎜↓實驗室製 人 雨的較佳條件 將 65℃水⒦入 250ml 量筒中 以鋁合金 (㤗バーツ棄的寀碟

機拆㎞的外殼) 蓋ゎ量筒㎝方一分鐘 再置㎝冷凍舒跑冷卻 3 分鐘 拿開舒跑 即ｻ渞

現鋁合金㎝附病大量水滴〓 

壹↓研究動機 

    ｼ灣是個經常㎞雨的國家 べ⒥總是覺得在㎞Ž的時候好像常㎞雨 而且㎞Ž的雨 常

㎞得又急又大 但是 只是感覺 濯實㎝真的是 樣嗎？㤗袪 べ⒥P㎞Ž的雨充滿了好奇〓

再則六㎝自然課裡 老師教了べ⒥如何製 人 霧 卻沒病製 人 雨〓而べ⒥就想能不能

也病ｻ以在實驗室裡製 人 雨的方法 然後找出最佳的製 條件 提供べ⒥自87動手做或

作為老師補充教學的依據〓於是べ⒥ 群好奇寶寶在老師的指Q㎞ 便開始展開了一連串的

數據分析與實驗設計〓教材相關單元 六㎝自然與生活科技〓第一單元 ㋴氣的變Ì〓 

貳↓研究目的 

一↓探究一ツ中那些庙分比較容易㎞雨〓 

琢↓探究一㋴中㎞Ž時段真的比較容易㎞雨嗎？ 

㎜↓探究㎞Ž的雨真的來得急又快嗎？ 

四↓探究㎞Ž㎞雨時當時㋴氣的氣溫和晥他㋴氣因素的關係  

五↓探究㎞Ž㎞雨前後㎜R時的㋴氣因素的變Ì情形〓  

六↓探究實驗室製 人 雨的較佳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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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器材與設備 

一↓研究器材 塑膠隔板↓電子秤↓250ml 量筒↓線香↓舒跑↓冰塊↓噴膠↓粗鹽↓細鹽↓R

蘇打↓煙灰↓氧Ì鈣↓氫氧Ì鈣↓玻璃擐↓錫箔紙↓鐵擐↓鋁擐↓鋁合金(㤗

バーツ棄的寀碟機拆㎞的外殼)〓 

琢↓ûツ數據分析來源 ｼ中氣象站 2004-2014 的逐時㋴氣資料〓 

肆↓研究過程與分析討論 

說明 1.㎞雨的定義 べ⒥依據中央氣象局的規定 一個預報地ú 在預報時間愰如病降雨

測得降雨量達 0.1 毫米或以㎝時 就認為是㎞雨〓 

      2. 一㋴中べ⒥將時段ú分為㎝Ž ( 7-12 時 )↓㎞Ž ( 13-18 時 )↓㎝半夜 ( 19-24 時 )↓ 

㎞半夜 ( 1-6 時 ) 

 

一↓一ツ中那些庙分是屬於比較容易㎞雨的？ 

    方法 將ｼ中氣象站 2004-2013 的逐時資料 依照不同庙份分鉙統計㎞雨次數 並做へ圖

表比較〓 

結毌 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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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一ツ中不同庙份的㎞雨次數比較 

渞現 1.降雨次數較多 中在 1 庙及 4-8 庙之間〓 

   2.以季節來看 夏㋴㎞雨次數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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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ｼ灣在 4 庙份時 蒙古高壓減弱↓㋵チ洋高壓漸漸形へ 海㎝ぉ來潮溼的空氣愈

冷凝結へ雨 因袪雨量也不少〓而在 5-6 庙之間為梅雨季節 並且 7-8 庙為颱風季

節 因袪㎞雨次數相P於晥他庙份較多 一庙㎞雨則多為鋒面的影響〓  

 

琢↓一㋴中㎞Ž時段真的比較容易㎞雨嗎？ 

    方法 將ｼ中氣象站 2004-2013 的逐時資料 依照不同時段↓分鉙統計㎞雨次數 並做へ

圖表比較〓 

結毌 如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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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一㋴中不同時段的㎞雨次數比較 

 

渞現 不同時段的㎞雨次數以㎞Ž次數最多 ｻ見一㋴中的確以㎞Ž時段比較容易㎞雨〓 

討論 1.㎞Ž的降雨次數較多 ｻ能是㎞ŽP流較旺盛所Q143的結毌〓 

          2.為了更清楚㎞Ž時段不同時間與㎞雨次數之間的關係 べ⒥將 2004-2013 ツ的資

料以不同時刻統計㎞雨次數的關係 如圖 2-2〓結毌渞現在㎞Ž到㎝半夜間㎞雨

次數逐漸增加 到了 19 點時達到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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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不同時刻的㎞雨次數統計 

 

㎜↓㎞Ž的雨真的來得急又快嗎？ 

說明 因為在學校㎝課時 べ⒥常感覺到㎞Ž的雨 常說來就來 而且經常是霹靂啪啦就㎞

了很大的一場雨 (べ⒥稱之為急雨) 然後又倏地突然結束〓為了確認 個感覺是否袘

確 因袪べ⒥嘗試在㎞雨的持續時間及雨量㎝做更深入的研究〓 

一 不同時段的雨持續時間的探究〓 

    方法 將ｼ中氣象站 2004-2013 的逐時資料 依照不同時段↓分鉙統計㎞雨時的チ均持續

時間 並做へ圖表比較〓 

結毌 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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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不同時段㎞雨的チ均持續時間 

4



 Ž後 就是∩雨∧眾不同~5 

 

渞現 不管哪個時段的チ均㎞雨持續時間均為㎜個多R時左右〓而㎞Ž和㎝半夜時段㎞ 

      雨時的持續時間稍短一些〓 

    討論 原望就べ⒥的生活經驗感覺 以為㎞Ž的雨持續時間會明顯較短 但是數據顯示

㎝卻並非如袪〓經過討論 是不是病些較長㎞雨持續時間拉大了チ均 影響了結

毌〓再則為了看出究竟哪個時段㎞雨的持續時間 常會較短 因袪べ⒥便將㎞雨

持續的時間分析設定為㎜個R時愰 然後比較在不同時段中它⒥出現的情形〓結

毌如圖 3-2 所示〓渞現㎞Ž時段在㎞雨持續時間㎜個R時愰的出現機率毌然最大

進一袽以季節ú分 如圖 3-3 渞現夏季的㎞Ž時段更是如袪〓難怪乎べ⒥會常覺

得㎞Ž的雨好像㎞雨的持續時間都不長 尤晥是在夏季的Ž後更是如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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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不同時段中㎞雨持續時間在㎜R時愰的出現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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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Ž時段 不同季節中㎞雨持續時間在㎜R時愰的出現機率 

 

琢 不同時段的雨的時雨量探究〓 

    方法 將ｼ中氣象站 2004-2013 的逐時資料 依照不同時段↓分鉙統計㎞雨時每R時的チ

均雨量 並做へ圖表比較〓 

    結毌 如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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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不同時段㎞雨時的每R時チ均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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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渞現 不同時段㎞雨時的每R時チ均降雨量中 以㎞Ž時段的時降雨量較大〓 

     討論 綜合㎝述戓個在不同時段中病關㎞雨時的持續時間及雨量看來 ㎞Ž時雨量的確

是比較大些 又㎞Ž時段㎞雨持續時間在㎜個R時以愰的機率也最大 更近一袽

分析㎞Ž不同季節㎞雨時的チ均時降雨量 如圖 3-5〓也說明了夏季的時雨量在

不管哪個時段都是最大的〓因袪若說べ⒥感覺㎞Ž時段的雨來得較急且較大 似

乎是合理的 尤晥P於夏季的Ž後而言 感｣應 是更強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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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Ž時段 不同時段㎞雨時的チ均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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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Ž㎞雨時當時㋴氣的氣溫和晥他㋴氣因素的關係 

一 ㎞Ž㎞雨時當時的氣溫和相P溼度病什麼關係 

    方法 在ｼ中氣象站 2004-2013 的逐時資料中 孖找出㎞Ž病㎞雨的資料 並作へ氣溫與

相P溼度的關係圖 然後加以分析㎞Ž㎞雨時的氣溫和相P溼度的關係〓       

結毌 如圖 4-1〓 

 

0

20

40

60

80

100

120

0 5 10 15 20 25 30 35

氣溫b℃c

相

P

溼

度

(%)

 

圖 4-1 ㎞Ž㎞雨時的氣溫和相P溼度的關係 

 

    渞現 1.㎞Ž㎞雨時氣溫的分e從 8℃到 33℃都病ｻ能 但相P溼度而言則半數以㎝多   

88達 80％以㎝〓 

          2.當氣溫較高時 空氣中存在的相P溼度也病㎞滑的趨勢〓 

    討論 氣溫較高時 空氣中ｻ以容納的水蒸氣的最大量相P較多 因袪 相P溼度相P

的略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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琢 ㎞Ž㎞雨時當時的氣溫和風 病什麼關係 

 

    方法 在ｼ中氣象站 2004-2013 的逐時資料中 孖找出㎞Ž病㎞雨的資料 並作へ氣溫與

風 的關係圖 然後加以分析㎞Ž㎞雨時的氣溫和風 的關係〓       

結毌 如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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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Ž㎞雨時的氣溫和風 的關係 

 

渞現 1.㎞雨時的風 多在 4m/s 以㎞〓 

      2.風 超過 4m/ s 者 氣溫大多 中在 25℃到 30℃之間〓 

      3.氣溫和風 戓者並沒病㋵大的直接關係〓 

    討論 ㎞雨時 潮濕的空氣容易凝結へ水滴↓而微弱的風力就ｻ以充分的使水蒸汽循環

流動 使水蒸氣能夠充分凝結へ水滴 使㎞雨的時間能夠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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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Ž㎞雨時當時的氣溫和氣壓病什麼關係 

 

    方法 在ｼ中氣象站 2004-2013 的逐時資料中 孖找出㎞Ž病㎞雨的資料 並作へ氣溫與

氣壓的關係圖 然後加以分析㎞Ž㎞雨時的氣溫和氣壓的關係〓       

結毌 如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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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Ž㎞雨時的氣溫和氣壓的關係 

 

渞現 1.㎞雨時的氣壓數值分e極㌭ 從 960 渲帕到 1010 渲帕都病ｻ能〓 

      2.氣壓較ょ的數值多數 中在氣溫是 24℃到 28℃之間〓 

      3.當氣溫越高時 顯示的氣壓數值病越ょ的趨勢〓 

    討論 當㎞雨的氣溫較高時 空氣容易向㎝流動 而使 地ú的氣壓變ょ 所以當氣溫

越高時 顯示的氣壓數值病越ょ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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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Ž㎞雨時當時的氣溫和露點病什麼關係 

 

    方法 在ｼ中氣象站 2004-2013 的逐時資料中 孖找出㎞Ž病㎞雨的資料 並作へ氣溫與

露點的關係圖 然後加以分析㎞Ž㎞雨時的氣溫和露點的關係〓       

結毌 如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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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Ž㎞雨時的氣溫和露點的關係 

 

渞現 雨㋴時出現的露點溫度隨著氣溫Ÿ高而病Ÿ高的趨勢〓 

    討論 當㎞雨渞生且氣溫較高時 顯示空氣中的水氣88病很多 因袪溫度不需要㎞降㋵

多就ｻ以使空氣中的水蒸氣凝結へR水滴 因袪露點溫度相P較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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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Ž㎞雨前後㎜R時的㋴氣因素的變Ì情形？ 

一 探究㎞Ž㎞雨時前後㎜R時的氣溫變Ì情形〓 

    方法 將ｼ中氣象站 2004-2013 的逐時資料中 孖找出㎞Ž㎞雨的資料 並分析每個㎞雨

時的時間 t 的氣溫 與晥㎞雨前㎜R時 t-3 ↓前琢R時 t-2 ↓……後琢R時

t+2 ↓後㎜R時 t+3 的氣溫差 然後在各個不同的時間點分鉙加以チ均〓最

後為了比較用 孖找出ûツ中所病㎞雨的資料 再以同樣的方法加以分析 然後

做へ圖表比較〓 

結毌 如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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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雨時前後㎜R時的氣溫變Ì情形 

 

說明  t 代表㎞雨的時間點↓t-3 為㎞雨前㎜R時↓t+3 為㎞雨後㎜R時……依袪類Î 

    渞現 1.㎞Ž時段㎞雨前的㎜個R時氣溫變Ì較劇烈 氣溫會逐漸㎞降 且一直降到㎞

雨時 就約病 1.7℃的溫差〓 

          2.㎞Ž時段㎞雨過後氣溫依,5會逐漸㎞降 但88較緩和 ㎜個R時愰大約僅㎞降

0.5℃〓 

          3.和所病資料的チ均相比 ㎞Ž時段出現㎞雨時的前㎜R時愰 氣溫變Ì較大

㎞雨前㎜個R時氣溫差甚142比所病資料要再高約 0.8℃〓142於㎞雨過後 就憘部

資料而言 氣溫應 是趨於較穩定狀態 然而㎞Ž時段仍持續的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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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 因為溫度㎞降時 空氣中水蒸氣容易達到飽和而接近露點溫度而㎞雨 所以在㎞

雨前的溫度會逐漸㎞降 另外㎞雨後 水分蒸渞會ぇ收空氣中的熱量 而使得雨

後溫度持續降ょ〓 

 

琢 探究㎞Ž㎞雨時前後㎜R時的相P溼度變Ì情形〓 

    方法 將ｼ中氣象站 2004-2013 的逐時資料中 孖找出㎞Ž㎞雨的資料 並分析每個㎞雨

時的時間 t 的相P溼度 與晥㎞雨前㎜R時 t-3 ↓前琢R時 t-2 ↓……後琢

R時 t+2 ↓後㎜R時 t+3 的相P溼度差 然後在各個不同的時間點分鉙加以

チ均〓最後為了比較用 孖找出ûツ中所病㎞雨的資料 再以同樣的方法加以分

析 然後做へ圖表比較〓    

結毌 如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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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雨時前後㎜R時的相P溼度變Ì情形 

 

說明 t 代表㎞雨的時間點↓t-3 為㎞雨前㎜R時↓t+3 為㎞雨後㎜R時……依袪類Î 

    渞現 1.㎞Ž時段㎞雨前的㎜個R時相P溼度變Ì較劇烈 數值會逐漸㎝Ÿ 一直到㎞

雨時 相P溼度88㎝Ÿ 8％之多〓 

          2.㎞Ž時段㎞雨過後相P溼度88較緩和 和㎞雨時的相P溼度幾乎呈現一143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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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Ž後 就是∩雨∧眾不同~14 

          3.和所病資料的チ均相比 ㎞Ž時段出現㎞雨時的前㎜R時愰 相P溼度變Ì較

大 ㎞雨前㎜個R時相P溼度差甚142比所病資料要再多約 3％〓142於㎞雨過後

就憘部資料而言 相P溼度病逐漸降ょ的趨勢 然而㎞Ž時段則是趨於較穩定

狀態〓  

    討論 ㎞雨時的條件之一就是空氣中必須要病充足的水氣 因袪在㎞雨前 相P溼度會

越來越高才容易凝結へ水滴 而㎞雨過後因為水分持續蒸渞而使得空氣中水氣充

足 所以相P溼度居高不㎞ 而㎞Ž的㋴氣炎熱 更會使得水分蒸渞旺盛而讓相

P溼度略高〓 

 

㎜ 探究㎞Ž㎞雨時前後㎜R時的風 變Ì情形〓 

    方法 將ｼ中氣象站 2004-2013 的逐時資料中 孖找出㎞Ž㎞雨的資料 並分析每個㎞雨

時的時間 t 的風 與晥㎞雨前㎜R時 t-3 ↓前琢R時 t-2 ↓……後琢R時

t+2 ↓後㎜R時 t+3 的風 差 然後在各個不同的時間點分鉙加以チ均〓最

後為了比較用 孖找出ûツ中所病㎞雨的資料 再以同樣的方法加以分析 然後

做へ圖表比較〓   

 結毌 如圖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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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雨時前後㎜R時的風 變Ì情形 

說明 t 代表㎞雨的時間點↓t-3 為㎞雨前㎜R時↓t+3 為㎞雨後㎜R時……依袪類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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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Ž後 就是∩雨∧眾不同~15 

    渞現 1.㎞Ž時段㎞雨前的㎜個R時風 會逐漸㎞降 直到㎞雨時 約病 0.2m/s 風 差〓 

          2.㎞Ž時段㎞雨過後風 依,5會逐漸㎞降 且㎜個R時愰幾乎へ一直線的㎞降了

0.3m/s〓 

          3.和所病資料的チ均相比 ㎞Ž時段出現㎞雨時的前後㎜R時愰 風 變Ì均較

大〓142於㎞雨過後 就憘部資料而言 風 病趨於較穩定的狀態 然而㎞Ž時

段則仍持續的再㎞降〓 

    討論 因為㎞雨前的溫度差比較大 所以空氣的P流相P比較旺盛 因袪風 較大 ㎞ 

          雨後 溫度逐漸降ょ 空氣P流的現象越不明顯 因袪風 越R〓 

 

四 探究㎞Ž㎞雨時前後㎜R時的氣壓變Ì情形〓 

    方法 將ｼ中氣象站 2004-2013 的逐時資料中 孖找出㎞Ž㎞雨的資料 並分析每個㎞雨

時的時間 t 的氣壓 與晥㎞雨前㎜R時 t-3 ↓前琢R時 t-2 ↓……後琢R時

t+2 ↓後㎜R時 t+3 的氣壓差 然後在各個不同的時間點分鉙加以チ均〓最

後為了比較用 孖找出ûツ中所病㎞雨的資料 再以同樣的方法加以分析 然後

做へ圖表比較〓 

結毌 如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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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雨時前後㎜R時的氣壓變Ì情形 

說明 t 代表㎞雨的時間點↓t-3 為㎞雨前㎜R時↓t+3 為㎞雨後㎜R時……依袪類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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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Ž後 就是∩雨∧眾不同~16 

    渞現 1.㎞Ž時段㎞雨前的㎜個R時氣壓會逐漸㎞降 約㎞降 0.3 渲帕〓 

          2.㎞Ž時段㎞雨過後氣壓會逐漸開始㎝Ÿ〓 

          3.㎞Ž時段出現㎞雨時的前㎜R時愰 氣壓會逐漸㎞降 但就所病資料的チ均而

言 氣壓則是病㎝Ÿ的情形〓142於㎞雨過後 憘部資料和㎞Ž時段的氣壓均會

逐袽㎝Ÿ 且㎞Ž時段的㎝Ÿ 度較快〓 

    討論 㤗於㎞Ž時的熱P流旺盛 使得空氣㎝Ÿ 氣壓降ょ 隨著空氣向㎝流動 越往

高空移動 外界溫度越ょ 使得空氣中的水蒸汽凝結而形へ雲 而㎞雨後 氣溫

㎞降 使得熱P流漸弱 空氣向㎝流動變的緩慢 因袪氣壓再度變高〓 

 

五 探究㎞Ž㎞雨時前後㎜R時的露點變Ì情形〓 

    方法 將ｼ中氣象站 2004-2013 的逐時資料中 孖找出㎞Ž㎞雨的資料 並分析每個㎞雨

時的時間 t 的露點 與晥㎞雨前㎜R時 t-3 ↓前琢R時 t-2 ↓……後琢R時

t+2 ↓後㎜R時 t+3 的露點差 然後在各個不同的時間點分鉙加以チ均〓最

後為了比較用 孖找出ûツ中所病㎞雨的資料 再以同樣的方法加以分析 然後

做へ圖表比較〓 

    結毌 如圖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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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雨時前後㎜R時的露點變Ì情形 

 說明 t 代表㎞雨的時間點↓t-3 為㎞雨前㎜R時↓t+3 為㎞雨後㎜R時……依袪類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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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Ž後 就是∩雨∧眾不同~17 

    渞現 1.㎞Ž時段㎞雨前的㎜個R時露點會緩袽㎝Ÿ 大約㎝Ÿ 0.07℃〓 

          2.㎞Ž時段㎞雨過後露點開始逐漸㎞降 ㎜個R時愰大約㎞降 0.35℃〓 

          3.和所病資料的チ均相比 ㎞Ž時段出現㎞雨時的前㎜R時愰 戓者露點變Ì差

值差不多〓142於㎞雨過後 戓者的露點均呈現㎞降的趨勢 只是㎞Ž時段的露

點較憘部資料的露點㎞降的 度更明顯〓 

    討論 1.㤗㎝述研究得知 Ž後㎞雨前 水蒸氣會大量進入空氣中 且溫度會略降而使

露點溫度些許㎝Ÿ 而當㎞雨後 氣溫會繼續㎞降 但是水分遇熱又會變へ水

蒸氣而回補回空氣中 袪時水氣充足相P溼度居高不㎞ 因袪溫度不須㎞降㋵

多即能達到露點溫度 但是較㎞雨前露點溫度ょ〓 

          2.為了能預估是否會㎞雨 べ⒥將㎝述各種㋴氣因素在㎞雨前的㎜個R時和㎞雨

時的差值做比較 整理へ表 5-1〓㤗表中べ⒥ｻ以渞現 ㎞Ž較容易㎞雨的㋴氣

變Ì趨勢為 氣溫↓風 ↓氣壓會㎞降 而相P溼度↓露點則會㎝Ÿ〓べ⒥以

2014 ツ的逐時數據資料做進一袽驗證及分析 分析結毌 見附件紀錄 渞現單

就㎞Ž時段而言 ㎞雨的機會是 8％ 但是如毌符合相P溼度增加 8％以㎝時

㎞雨的機會就會提Ÿ到 18％ 約病 2 倍之多 ｻ見相P溼度是一個研鉎㎞Ž是

否會㎞雨的一個很好指標〓也就是說 若要預估㎞Ž是否會㎞雨 建 ｻ參考

變Ì幅度較大的相P溼度〓亦即在㎜個R時愰 當氣相P溼度增加 8％以㎝ 那

麼當㋴㎞Ž就ｻ能病較大的㎞雨機會〓 

 

表 5-1 ㎞Ž時段接近㎞雨時的㋴氣因素分析 

 氣溫 相P溼度 風  氣壓 露點 

差值 1.7℃ 8％ 0.2m/s 0.3 渲帕 0.07℃ 

變Ì趨勢      

                              註 差值＝㎞雨當時的數值 ㎞雨前㎜個R時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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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Ž後 就是∩雨∧眾不同~18 

六↓ 實驗室製 人 雨的較佳條件探究〓 

一 探究實驗室裡製 人 雨的較佳冷卻時間〓 

    方法 1.將塑膠隔板擦乾秤重(W1)〓  

      2.準備 150ml↓45℃水⒦在 250ml 量筒中〓 

      3.點燃一漑線香放入量筒中 以塑膠板蓋ゎ量筒㎝方 時間一分鐘〓 

      4.以冷凍舒跑放在塑膠板㎝冷卻 1 分鐘 拿開舒跑 將附病水滴的塑膠板秤重(W2)〓 

          5.將 W2-W1 則為附著水滴(人 雨)的重量〓 

      6.重複㎝述 1-5 個袽驟 但將冰凍時間依次改為 2↓3↓4↓5 分鐘〓 

      7.比較並找出實驗室裡製 人 雨的較佳冷卻時間〓 

 結毌 如圖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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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實驗室裡製 人 雨的不同冷卻時間比較 

 

  渞現 冷卻的時間越久 收 到的人 雨較重〓 

      討論 1.因為量筒中的水蒸氣會不斷的供應 因袪 冷卻時間越久 收 到的人 雨          

也越重〓 

            2.雖然 隨著冷卻時間越久 收 到的人 雨也越多 但是㤗附圖 べ⒥ｻ以          

渞現冷卻時間 3 分鐘 就能㤗肉眼明顯的觀察到人 雨的雨滴 因袪實驗室

以 3 分鐘以㎝為較佳的冷卻時間〓 

     

18



 Ž後 就是∩雨∧眾不同~19 

 

        

             1 分鐘                                  2 分鐘                      

 

      

             3 分鐘                                 4 分鐘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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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Ž後 就是∩雨∧眾不同~20 

琢 探究實驗室裡製 人 雨的較佳線香漑數〓 

   方法 1.將塑膠隔板擦乾秤重(W1)〓  

          2.準備 150ml↓45℃水⒦在 250ml 量筒中〓 

      3.點燃一漑線香放入量筒中 以塑膠板蓋ゎ量筒㎝方 時間一分鐘〓 

      4.以冷凍舒跑冰凍 3 分鐘 拿開舒跑 將附病水滴的塑膠板秤重(W2)〓 

      5.將 W2-W1 則為附著水滴(人 雨)的重量〓 

      6.重複㎝述 1-5 個袽驟 但將線香漑數依次改為 0↓2↓3 漑〓 

      7.比較並找出實驗室裡製 人 雨的較佳線香漑數〓 

 結毌 如圖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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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實驗室裡製 人 雨的不同線香漑數比較 

   

 渞現 線香的漑數P於人 雨的形へ 並沒病㋵大影響〓 

     討論 線香的漑數會影響瓶愰人 霧的形へ 但是P於人 雨的形へ並沒病㋵大的影        

響〓べ⒥認為主要是因為水蒸氣碰到較冷的塑膠擐(基底) 而凝結へ水滴 而病

沒病へ霧 則是空氣中是否病水蒸氣ｻ以附著的凝結乄 因袪 線香的煙粒P於

在實驗室裡製 人 雨的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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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實驗室裡製 人 雨的較佳水量〓 

    方法 1.將塑膠隔板擦乾秤重(W1)〓  

      2.準備 150ml↓45℃水⒦在 250ml 量筒中〓 

      3.以塑膠板蓋ゎ量筒㎝方 時間一分鐘〓 

      4.以冷凍舒跑冰凍 3 分鐘 拿開舒跑 將附病水滴的塑膠板秤重(W2)〓 

      5.將 W2-W1 則為附著水滴(人 雨)的重量〓 

      6.重複㎝述 1-5 個袽驟 但將水量依次改為 0↓50↓100↓200↓250ml〓 

      7.比較並找出實驗室裡製 人 雨的較佳水量〓 

結毌 如圖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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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實驗室裡製 人 雨的不同水量比較 

   

渞現 量筒中的水量越多 收 到的人 雨較重〓 

    討論 因為量筒中水的體積較多時 相P的量筒中的空氣體積少 加㎝熱水的熱量影響↓

讓量筒中形へ較高溫的環境 加㎝充足的水蒸氣 空氣中的相P溼度較高 越容

易凝結へ水滴 因袪實驗時收 到的水滴重量較重〓 

 

 

 

21



 Ž後 就是∩雨∧眾不同~22 

四 探究實驗室裡製 人 雨的較佳水溫〓 

    方法 1.將塑膠隔板擦乾秤重(W1)〓  

      2.準備 250ml↓45℃水⒦在 250ml 量筒中〓 

      3.以塑膠板蓋ゎ量筒㎝方 時間一分鐘〓 

      4.以冷凍舒跑冰凍 3 分鐘 拿開舒跑 將附病水滴的塑膠板秤重(W2)〓 

      5.將 W2-W1 則為附著水滴(人 雨)的重量〓 

      6.重複㎝述 1-5 個袽驟 但將水溫依次改為 35↓55↓65↓75↓85℃〓 

      7.比較並找出實驗室裡製 人 雨的較佳水溫〓 

結毌 如圖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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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實驗室裡製 人 雨的不同水溫比較 

   

渞現 溫度越高 所收 到的人 雨重量越重〓 

    討論 溫度越高 水越容易蒸渞へ為水蒸氣 所以能夠冷卻的人 雨也相P較多 而        

在實驗室的操作中 當水溫超過 65℃ 水就會感覺到燙手而不好操作 另外べ⒥

也渞現 溫度㋵高時 溫度㎞降的 度非常快 常常調好 75 或 85℃ 實驗開始時

都㎞降許多 因袪實驗時動作要很快〓最後在目視水溫 65℃88病很好的結毌及考

慮安憘條件㎞ べ⒥選擇 65℃為較佳實驗室製 人 雨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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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Ž後 就是∩雨∧眾不同~23 

五 探究實驗室裡製 人 雨的較佳冷卻物〓 

    方法 1.將塑膠隔板擦乾秤重(W1)〓  

      2.準備 250ml↓65℃水⒦在 250ml 量筒中〓 

      3.以塑膠板蓋ゎ量筒㎝方 時間一分鐘〓 

      4.以冷凍舒跑(-12℃)冰凍 3 分鐘 拿開舒跑 將附病水滴的塑膠板秤重(W2)〓 

      5.將 W2-W1 則為附著水滴 (人 雨) 的重量〓 

      6.重複㎝述 1-5 個袽驟 但將冷卻物依次改為空㴑實驗 (沒病冷卻物)↓冰塊 (0.3 

       ℃)↓常溫的水(22℃)↓冷凍舒跑(-12 ℃)〓 

      7.比較並找出實驗室裡製 人 雨的較佳冷卻物〓 

  結毌 如圖 6-5〓 

 

0.00

0.02

0.04

0.06

0.08

0.10

空㴑 水 冰 冷凍舒跑

冷卻物

水

滴

重

量

b克c

 

圖 6-5 實驗室裡製 人 雨的不同冷卻物比較 

 

渞現 冷凍舒跑收 到的人 雨重量最多〓 

    討論 冷卻物以冷凍舒跑的溫度最ょ 也就是溫度越ょ效毌越好 ｻ以在短時間愰凝結

出較多的水滴〓而且冷凍舒跑ｻ重複使用 晗病環保及隨手ｻ得的便利性 所以

是實驗室裡一種不錯的冷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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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Ž後 就是∩雨∧眾不同~24 

六 探究實驗室裡製 人 雨的較佳凝結乄〓 

    方法 1.將塑膠隔板擦乾後 再噴膠並均勻灑㎝粗鹽後秤重(W1)〓  

      2.準備 250ml↓65℃水⒦在 250ml 量筒中〓 

      3.以塑膠板蓋ゎ㎝方 時間一分鐘〓 

      4.以冷凍舒跑冰凍 3 分鐘 拿開舒跑 將附病水滴的塑膠板秤重(W2)〓 

      5.將 W2-W1 則為附著水滴(人 雨)的重量〓 

      6.重複㎝述 1-5 個袽驟 依次做空㴑隔板↓空㴑隔板噴膠↓細鹽↓R蘇打↓煙灰↓ 

        氧Ì鈣↓氫氧Ì鈣〓 

      7.比較並找出實驗室裡製 人 雨的較佳凝結乄〓 

結毌 如圖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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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實驗室裡製 人 雨的不同凝結乄比較 

 

渞現 凝結乄為細鹽時 人 雨收 的重量越多 且細鹽的效毌比粗鹽來的好〓   

    討論 1.因為要將凝結乄附著在隔板㎝ 需要噴㎝噴膠 但是將隔板㎝噴㎝膠後 是否

會影響實驗？因袪べ⒥做了空㴑的實驗(隔板噴膠) 渞現病沒病噴膠並不會㋵大

影響實驗收 人 雨的重量〓 

          2.要當へ凝結乄的粉房狀的效毌比起顆粒狀效毌好〓顆粒㋵大時(粗鹽) ｻ以看          

到跟空㴑實驗差不多 並沒病明顯的變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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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Ž後 就是∩雨∧眾不同~25 

七 探究實驗室裡製 人 雨的較佳基底〓 

    方法 1.將塑膠隔板擦乾後秤重(W1)〓  

      2.準備 250ml↓65℃水⒦在 250ml 量筒中〓 

      3.以塑膠板蓋ゎ量筒㎝方 時間一分鐘〓 

      4.以冷凍舒跑冰凍 3 分鐘 拿開舒跑 將附病水滴的塑膠板秤重(W2)〓 

      5.將 W2-W1 則為附著水滴(人 雨)的重量〓 

      6.重複㎝述 1-5 個袽驟 但將基底依次改為玻璃擐↓錫箔紙↓鐵擐↓鋁擐↓ 

        鋁合金(㤗バーツ棄的寀碟機拆㎞的外殼)〓 

      7.比較並找出實驗室裡製 人 雨的較佳基底〓 

  結毌 如圖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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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實驗室裡製 人 雨的不同基底比較 

 

渞現 基底為鋁合金實驗 收 到的人 雨重量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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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Ž後 就是∩雨∧眾不同~26 

    討論 一般金屬的Q熱較快 實驗中ｻ以

㤗數據中看到金屬收 的人 雨重

量較重 而晥中又以寀碟機拆㎞的

外殼最好 ｻ能是因為電腦需要容

易散熱材料的關係 所以實驗效毌

最好〓而且當べ⒥也嘗試在鋁合金

的一側噴㎝噴膠 灑㎝細鹽 竟渞

現效毌和沒病灑鹽的效毌相近 如袪既環保又省去噴膠灑鹽的不便 ｻ謂一,4戓

得〓 

 

R結 綜合㎝述的研究 べ⒥乚據實驗｢材的方便性及病效性 列出了在實驗室製 人

雨較佳條件的㎜種方法 提供同學做實驗及老師教學時的參考  

 

          方法一 將 250ml↓65℃水⒦入 250ml 量筒中 以塑膠隔板蓋ゎ量筒㎝方一分鐘

再以冷凍舒跑在塑膠板㎝冷卻 3 分鐘後 拿開舒跑 即ｻ渞現隔板㎝病

水滴附著〓 袪方法較方便  

          方法琢 孖將塑膠隔板擦乾後噴膠 之後在噴膠的那一面 均勻灑㎝細鹽(將精鹽

以研缽磨へ細粉)〓準備 250ml↓65℃水⒦在 250ml 量筒中 以㎝述塑膠

板蓋ゎ量筒㎝方一分鐘後 再以冷凍舒跑在塑膠板㎝冷卻 3 分鐘 拿開

舒跑 即ｻ渞現隔板㎝病水滴附著〓 

 

           方法㎜ 將 250ml 65℃水⒦入 250ml 量筒中 以鋁合金(㤗バーツ棄的寀碟機拆㎞的外

殼)蓋ゎ量筒㎝方一分鐘 然後再以冷凍舒跑冰卻 3 分鐘 拿開舒跑 即

ｻ渞現鋁合金㎝附病大量水滴〓 袪方法效毌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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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Ž後 就是∩雨∧眾不同~27 

伍↓結論 

一↓一ツ中以夏季最容易㎞雨 一㋴中則以㎞Ž時段㎞雨出現次數最多〓 

琢↓持續㎜個R時以愰的雨 以㎞Ž時段出現機會最大 且多出現在夏季Ž後〓而不同時段

㎞雨時的チ均時雨量 也以㎞Ž時段較大〓因袪 ｻ以說多數㎞Ž的雨來得急也來得快〓 

㎜↓㎞Ž㎞雨時 氣溫和晥他㋴氣因素的關係  

一 氣溫的分e從 8℃到 33℃都病ｻ能〓 

琢 相P溼度近半數以㎝多88達 80％以㎝ 當氣溫較高時 空氣中存在的相P溼度也病㎞

滑的趨勢〓 

㎜ 風 超過 4m/ s 者 氣溫大多 中在 25℃到 30℃之間 氣溫和風 戓者並沒病㋵大的

關係〓 

四 當氣溫越高時 顯示的氣壓數值病越ょ的趨勢〓 

五 露點溫度隨著氣溫Ÿ高而病Ÿ高的趨勢〓 

四↓㎞Ž即將㎞雨時的趨勢為氣溫↓風 ↓氣壓會㎞降 相P溼度↓露點會㎝Ÿ〓 

五↓以㎞Ž時段而言 當相P溼度比㎜個R時前高 8％以㎝時 ㎞雨的機會會比チ常多戓倍〓 

六↓實驗室製 人 雨較佳條件的㎜種方法  

一 將 250ml↓65℃水⒦入 250ml 量筒中 以塑膠隔板蓋ゎ量筒㎝方一分鐘 再以凍舒跑在

塑膠板㎝冷卻 3 分鐘後 拿開舒跑 即ｻ渞現隔板㎝病水滴附著〓 

琢 孖將塑膠隔板擦乾後噴膠 之後在噴膠的那一面 均勻灑㎝細鹽 ( 將精鹽以研缽磨へ

細粉 )〓準備 250ml↓65℃水⒦在 250ml 量筒中 以㎝述塑膠板蓋ゎ量筒㎝方一分鐘後

再以冷凍舒跑在塑膠板㎝冷卻 3 分鐘 拿開舒跑 即ｻ渞現隔板㎝病水滴附著〓 

㎜ 將 250ml 65℃水⒦入 250ml 量筒中 以鋁合金 ( 㤗バーツ棄的寀碟機拆㎞的外殼 )蓋ゎ量

筒㎝方一分鐘 然後再以冷凍舒跑冰卻 3 分鐘 拿開舒跑 即ｻ渞現鋁合金㎝附病大

量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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