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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實驗，丙二醇液滴在處理過的載玻片上會像小蟲一樣互相推擠追

逐。設計實驗去了解這樣的現象，探討的變因包括液滴的大小、液滴間起始距離、濃度、濃

度差、其它溶質、還有可能的原因。我們主要的發現包括 

一、 大小液滴都可能會發生，但模式會有一些差異。 

二、 丙二醇液滴一開始邊緣的距離不能太遠，超過 4mm 以上就可能會失敗。 

三、 高濃度時不易發生，低濃度比較容易發生。 

四、 濃度差大和小的結果是不同的模式。 

五、 不同溶質的液滴也可能會有類似的現象。 

六、 除了丙二醇溶液還有乙酸、甲醇、乙醇和異丙醇也有類似現象，食鹽、氫氧化鈉、

蔗糖溶液就沒有這種情形。 

七、 液滴的蒸氣可能是這個現象發生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壹、 研究動機 

有一天，一位同學拿了一個網路上的影片給我看，影片中用丙二醇調配成不同濃度的水

溶液，滴在載玻片上，兩滴不同濃度的丙二醇液滴會互向碰撞，其中一滴會朝另一滴推擠，

然後兩滴液滴就開始移動、追逐，有的時候被追趕的液滴還會分成好幾小滴分散而逃，最後

液滴可能會互相融合，或是被追趕的液滴逃得比較快，兩液滴便會分開。 

沒有生命的小液滴好像有生命的小蟲子一樣，在載玻片上游來游去，我覺得非常有趣，

於是約了同學一起去問老師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那時我們自然課的教學主題剛好是水溶

液，老師就建議我們自己去做實驗來找尋答案，當作科展的主題。我們對水溶液本來就有初

步的了解，這個實驗看起來不是很困難，我想我們應該能順利找到答案。 

 

貳、 研究目的 

一、 如何製造與觀察互相追逐的兩液滴 

二、 探討載玻片烘烤時間對兩液滴互相追逐的影響 

三、 探討兩液滴大小不同對兩液滴互相追逐的影響 

四、     探討兩液滴間的起始距離對兩液滴互相追逐的影響 

五、 探討兩液滴為相同濃度差，不同濃度下，兩液滴的互動情形 

六、 探討兩液滴不同濃度差對兩液滴互相追逐的影響 

七、 探討溶質改變對兩液滴互相追逐的影響 

八、 探討兩液滴溶質不同時對兩液滴互相追逐的影響 

九、 探討異丙醇液滴蒸氣對兩液滴互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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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材料及設備 

 

丙二醇 

 

酒精燈 

 

量筒 

 

食用色素 

 
異丙醇 

 

甲醇 
 

乙醇 

 

方糖 

 
食鹽 

 

電子天平 

 

載玻片 

 

 

碼表 

 
紅外線溫度計 

 
AB 膠 

 

微分頭 
 

針筒與針頭 
 

自製微分頭針筒 

 

滑軌與基座 

 

自製控制液滴位置裝置 

 

OHP 膠片投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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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及結果 

一、實驗一：準備實驗 ( 探討如何製造與觀察互相追逐的兩液滴 ) 

(一) 觀察液滴追逐裝置 

1. 第一代觀察液滴追逐裝置 

影片網頁上說明如何進行這個實驗，先將載玻片清洗乾淨，再以火焰烤 30 秒，然後以微

量滴管吸取 1%與 25%的丙二醇溶液，滴在載玻片上，就可以看到液滴追逐的現象。 

我們先配置 1%與 25%的丙二醇水溶液毫升的丙二醇，再加水到 8 毫升配成體積百分濃度

25%的丙二醇溶液，倒入燒杯中，然後再由 25%的丙二醇中以滴管取出 1 毫升的丙二醇溶液，

再加水到 25 毫升稀釋成 1%後倒入另一燒杯中。然後加入 1~3 滴食用色素染色，再以針筒吸

取溶液備用。 

    載玻片用洗碗精洗乾淨，以吹風機吹乾，放到酒精燈上烘烤 30 秒，將烘烤面向上放置，

等待載玻片冷卻。 

    我們沒有微量滴管，所以用針筒取代，打針用的針頭在針尖的地方有大的斜角，在滴液

滴時會使液滴移到旁邊，不方便控制，所以先將針頭用斜口鉗夾斷。我們將針筒中的溶液滴

到載玻片上，觀察液滴間的互動情況，過程如下圖 1。 

 

圖 1_a.配製丙二醇溶液 圖 1_b.食用色素染色 圖 1_c.酒精燈烘烤 圖 1_d.夾斷針尖 

 

一開始我們發現液滴間互相追逐的現

象，滴在載玻片上的液滴不會移動，如右圖

2。因此我們猜想是不是移動太慢，眼睛看不

出來，所以我們想到以相機進行錄影，然後像

影片一樣用 4倍或 8倍速加速播放，觀察液滴

移動的現象。 

 

 

 

 

圖 2.初步的實驗結果，液滴間沒有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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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             載玻片與液滴 

架子 

相機 

我們的構想如右圖 3，所以我們將木板鋸

出圓洞，來放置相機，並以試管架當成架子，

架起相機如下圖 4，拍攝液滴的移動。 

 

 

 
 

 

圖 3. 觀察液滴互動的機構示意圖 

圖 4_a製作觀察液滴互動的機構             4_b 架起相機拍攝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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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利用 OHP投影機來觀察實驗示意圖 

2. 第二代觀察液滴追逐裝置 

    我們在以前學姐的科展報告中發現，她們曾經在科展實驗中使用過一種膠片投影機 (OHP

投影機)，所以我們用膠片投影機來試試看把實驗投影到牆壁上，發現效果很不錯，可以較清

楚的觀察到液滴之間的狀況。 

我們的想法如下圖 11，實際裝置與結果如下圖 12 : 

 

 

 

 

 

 

 

 

 

膠片投影機 

載玻片與液滴 

投影在牆上的載
玻片與液滴 

牆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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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還是無法控制液滴的大小，後來我們看到同學實

驗時使用了一種測量儀器叫做螺旋測微器，如圖 17，旋

轉旋鈕會使測微螺桿前進，可以精準的測量到 0.01 毫米，

我們想到如果可以將黑色框架的部分拆掉，將旋鈕和測微

螺桿的部分結合針筒，就可以利用旋轉旋鈕的刻度來控制

液滴的大小。 

    我們和老師討論後，老師說不用拆螺旋測微器，我們

需要的部分叫做微分頭，如圖 18，所以我們就買了微分頭

來和針筒結合，想做出微分頭針筒。 

 接下來要怎麼讓微分頭前端和針筒活塞結合呢？我們 

先測量所需活塞大約的長度，用美工刀切去不要的部分，利用熱熔膠黏在微分頭測微螺桿上，

但是一下子就掉了，改用快乾膠，還是黏不住，最後用塑鋼土 AB 膠，將測微螺桿和活塞部

份整個包住，終於成功了，測微桿和塑膠活塞不會再分離，旋轉旋鈕可以吸取液滴和擠出液

滴，旋轉一定格數的話，液滴的大小就差不多。所以我們就用這樣的方法製作了 5 支微分頭

針筒，製作過程如圖 19。 

 

圖 17. 螺旋測微器 

圖 18. 微分頭 

 

8



 

 

9



(三) 判斷液滴互動的結果 

    在討論應變變因的時候，本來打算觀察與測量液滴移動的速度，但是液滴在不同的移動

階段，移動的狀況不同，還會轉彎，同一液滴有時會分離，所以後來在觀察結果時，將常見

的結果分成四類，其中前三類液滴都會移動，我們認為它們是成功的，第四種不會移動算是

失敗，如下圖 24、圖 25、圖 26、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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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二：探討載玻片烘烤時間對兩液滴互相吸引的影響 

在實驗一中，如果載玻片沒有烤過就不會有液滴追逐的現象，所以我們想要探討載玻片

烘烤時間對兩液滴互相追逐的影響。 

    將烘烤時間設定為操縱變因，烘烤秒數分別為 0、10、20、30、40、50、60 秒，將相同

濃度的 25%丙二醇滴在載玻片上，兩滴為一組間隔一段距離來看液滴的互動。 

結果 : 

 

烘烤的時間為 0 秒時，液滴即使過了 30 秒不會互相吸引，烘烤時間 10 秒以上的組別液

滴都會移動，互相吸引，隨著烘烤時間增加，20 秒、30 秒後的吸引移動的現象有變得比較明

顯。 

所以我們認為，烘烤時間長短會影響兩液滴的移動情形，且烘烤 20 秒後的移動較為明

顯，因此後續實驗，我們將固定烘烤時間為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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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三： 探討兩液滴大小不同對兩液滴互相追逐的影響 

我們想要探討兩液滴大小不同時對兩液滴互相推擠追逐的影響，於是將 1%與 25%丙二醇

液滴分成四組如下表來進行實驗，固定烘烤的時間為 30 秒，利用微分頭針筒的刻度控制大

小，1 個刻度為小滴，3 個刻度為大滴。 

25%丙二醇 

1%丙二醇 
1 刻度(小濃) 3 刻度(大濃) 

1 刻度(小稀) 第一組 第二組 

3 刻度(大稀) 第三組 第四組 

實驗結果 

第一組 : 1 刻度 1%的丙二醇（紅色）與 1 刻度 25%的丙二醇 ( 藍色 )  

 

大部份的結果為模式第一類轉第二類，25%液滴先是推擠追逐 1%液滴部一小段距離後，再分

離出一個小液滴繼續推 1%液滴移動。 

 
 

 12



第四組 : 3 刻度 1%的丙二醇（紅色）與 3 刻度 25%的丙二醇( 藍色 ) 
 
 
 
 
 
 
 
 
 
 
 
 
 
 
 
 
 
 
 

大部份的結果比較接近第二類的分離推擠，而且推動的距離較遠。 

總結 : 

    四組的結果都成功的發生分離推擠的現象，高濃度的丙二醇液滴會分離出小液滴持推 1%

液滴移動。而第 2 組的大稀對小濃，因為 25%液滴本來就比 1%液滴小，所以比較容易全部移

動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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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  = 0.00 mm，影片長度約 3 秒 

 

 

 

 

 

 

 

 

 

 

 

 

 

 

 

液滴攤開後邊緣距離為 3.87mm，兩液滴不靠近，很慢的移動，甚至有點分離。 

(4) d = 2.77 mm，影片長度約 9 秒 

 

 

 

 

液滴攤開後邊緣距離為 2.77mm，會慢慢互相靠近，邊緣接觸後發生第一類的全部推擠。 

總結 : 

由以上的實驗我們知道，液滴滴下去時，如果邊緣相大約距 3mm 以內，液滴會慢慢靠近，

直到邊緣接觸後發生互相追逐的情形，如果到大約 4mm 以上時，液滴可能不會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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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驗五：探討兩液滴為相同濃度差，不同濃度下，兩液滴的互動情形 
    25%丙二醇液滴會推擠追逐 1%液滴，我們想要知道，是否在高濃度時相差 25%濃度會不

會發生，於是固定烘烤時間為 30 秒、液滴大小為三格，選擇四組濃度 : 1%和 25%、 

25%和 50%、50%和 75%、75%和 100%。 

 

第一組 1%丙二醇(紅色) 對 25%丙二醇(藍色)，影片長度約 4 秒 

失敗，液滴一接觸直接互溶，沒有互相推擠的現象。 

總結 : 

由以上實驗得知，濃度大於 50%以上，即使濃度相差 25%，也沒有互相推擠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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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驗六：探討兩液滴不同濃度差對兩液滴互相追逐的影響 
我們想了解不同的濃度差對兩液滴的影響，因此利用丙二醇水溶液來做此實驗。固定烘

烤時間為 30 秒、液滴大小為三格，然後再將實驗分成四組，有濃度 1%和 25%、1%和 50%、

1%和 75%、1%和 100%。 

 

實驗結果如下圖 :  

實驗後發現這四組濃度差都有推擠追逐的現象，都是高濃度推擠低濃度液滴，而且第一組和

第二組的追逐現象較快速、明顯，濃度較高的第三組和第四組的液滴移動的較緩慢，我們猜

測可能是濃度較高，液滴比較黏稠，比較不容易流動。 

    我們知道低濃度時，兩液滴濃度相差 24%以上的丙二醇液滴，會推擠追逐，我們想知道

濃度差多少才會發生追逐的現象。 

    我們配置 10%濃度的丙二醇，與 1%的液滴來做實驗，發現有推擠追逐的現象。然後配置

5%得丙二醇溶液後，與 1%的液滴來做實驗，結果兩液滴就互相融合了。接下來配置 7.5%丙

二醇水溶液，再與 1%的液滴來做實驗，發現 7.5%液滴會推擠 1%液滴一點點，然後就混合在

一起了，最後配置 8.75%丙二醇水溶液，再與 1%的液滴來做實驗，結果兩液滴也是接觸之後，

推擠一下，然後就快速混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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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如下圖 : 

 

 

    因此我們知道，在低濃度時，兩丙二醇液滴的濃度大約相差 8%以內的液滴會互相吸引融

合，濃度相差大約 9%以上時，液滴會推擠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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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水溶液的液滴與丙二醇液滴有很大的不同，包括下列幾點 :  

1. 乙醇水溶液滴下去後大部分不是圓形，而且攤開面積比較大。 

2. 而且 25%的乙醇液滴會快速擴散開來，大約 30 秒之後會收縮成分散的小滴。 

3. 靠近 1%液滴的地方看起來會排斥 1%的液滴，但是推不動，而且兩液滴保持一段距離，沒

有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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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醇 : 我們配出 25%和 1%甲醇水溶液，然後將 1%溶液染成紅色，25%溶液染成藍色，進

行實驗。 

實驗結果 : 

 

甲醇水溶液的液滴互動和乙醇比較像，包括下列幾點 :  

1. 甲醇水溶液滴下去後大部分不是圓形，而且攤開面積比較大。 

2. 而且 25%的甲醇液滴會快速擴散開來，可以推得動 1%甲醇液滴快速移動。 

3.  25%的甲醇液滴擴散開來一段時間後，會開始收縮。 

4. 右上角的 1%液滴離 25%液滴距離很遠，就算 25%液滴散開來還有一段距離，可是仍看得

出受到 25%液滴的推擠，並且似乎有規律性收縮的現象，我們猜測是否是甲醇的蒸發產生

蒸氣，影響到它，又因為操作的同學靠的比較近，呼吸影響了蒸氣的流動，使它產生規律

性收縮，所以接來實驗，操作的同學都屏氣暫停呼吸，但還是有類似收縮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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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異丙醇 : 我們配出 25%和 1%異丙醇水溶液，然後將 1%溶液染成紅色，25%溶液染成藍色，

進行實驗。 

實驗結果 : 

 

異丙醇水溶液的液滴和甲醇和乙醇類似，但是更明顯 :  

1. 異丙醇水溶液滴下去後就會散開來，即使是 1%液滴也一樣。 

2. 而且 25%的異丙醇液滴會非常快速擴散開來，不需要接觸就可以推得動 1%異丙醇液滴快

速移動。 

3.  25%的異丙醇液滴擴散開來一段時間後，一樣會開始收縮。 

4.  1%液滴似乎遠距離就受到 25%液滴的影響，感覺好像 25%液滴向外發散氣體把 1%液 滴

趕開，甚至我們觀察到載玻片另一端的 1%液滴都受到推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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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丙醇液滴的遠距離影響 :  

 

右上角的 1%液滴離 25%液滴很遠，一開始還沒有反應，但是幾秒後就開始收縮，好像異丙醇

液滴產生大量氣體先吹動靠近它的 1%紅色液滴，再吹動右上角的 1%紅色液滴收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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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食鹽 : 我們配出 25%和 1%食鹽水溶液，然後將 1%溶液染成紅色，25%溶液染成藍色，

進行實驗。 

實驗結果 : 

食鹽液滴不會互相吸引，也不會有推擠追逐的現象，但是很容易融合成一滴，即使有點距

離，液滴會慢慢攤平，兩液滴的邊緣稍微碰到就非常快速融合成一滴。 

 

 

(6) 氫氧化鈉 : 我們配出 25%和 1%氫氧化鈉水溶液，然後將 1%溶液染成紅色，25%溶液染

成藍色，進行實驗。 

實驗結果 : 

氫氧化鈉液滴不會互相吸引，也不會有推擠追逐的現象，也是很容易融合成一滴，即使有

點距離，液滴會慢慢攤平，接觸時不會馬上就融合，會先推擠一下，才會融合成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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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醋酸 : 我們配出 25%和 1%醋酸水溶液，然後將 1%溶液染成紅色，25%溶液染成藍色，進

行實驗。 

實驗結果 : 影片時間約 1 分 41 秒 

 

醋酸液滴與丙二醇類似，是屬於第一類的結果，全部推擠，不同濃度的液滴有明顯推

擠追逐的現象，而且比丙二醇更明顯，可以長距離推擠追逐，最後會融合成一滴，25%的

醋酸液滴會追逐 1%的液滴，一開始的推擠追逐，兩液滴沒有接觸，液滴形狀變化不大，追

逐一段時間後，距離靠近到一定程度，25%的醋酸液滴開始變形，兩液滴間有液體快速流

動，移動變慢，然後就會融合成一滴。 

 

總結 : 

由以上的結果發現，甲醇、乙醇與異丙醇都有水溶液液滴互相影響的現象，雖然模式和丙

二醇不太一樣，醋酸水溶液液滴的實驗結果和丙二醇非常類似，甚至移動性比丙二醇更好，

更明顯。至於蔗糖、食鹽與氫氧化鈉液滴三者的結果比較相像，都是第四類的不移動，但

是又有點小差異，蔗糖是要液滴碰在一起才融合，食鹽是液滴邊緣略一接觸就非常快速融

合，氫氧化鈉是液滴要先推擠一下才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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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實驗八：探討兩液滴溶質不同時對兩液滴互相追逐的影響 

如果兩液滴溶質不一樣的時候，兩液滴會不會還有互相推擠追逐的情況？因為我們進行

實驗七的時候，發現醋酸的時驗結果丙二醇很類似，所以選用醋酸液滴丙二醇液滴來進行實

驗，另外異丙醇的現象很有趣，也想了解是否它能影響丙二醇液滴，所以分別用丙二醇對醋

酸，丙二醇對異丙醇，濃度各有 1%和 25%。實驗設計如下表二與下表三 : 

   表二、第一組 : 丙二醇對醋酸 

醋酸 

丙二醇 
1% 25% 

1% 實驗 A 實驗 B 

25% 實驗 C 實驗 D 

 

   表二、第二組 : 丙二醇對異丙醇 

異丙醇 

丙二醇 
1% 25% 

1% 實驗 E 實驗 F 

25% 實驗 G 實驗 H 

實驗結果 : 

一、醋酸與丙二醇 

(1) 實驗 A : 1%丙二醇與 1%醋酸: 影片時間約 4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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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驗 C : 25%丙二醇(藍色)與 1%醋酸(紅色) : 影片時間約 35 秒

 

結果與類似第二類，部份推擠，25%丙二醇液滴會分離出一部份推擠 25%醋液滴前進，前進

滿長的距離，乙二醇本體就留在原地不動。 

 

二、異丙醇與丙二醇 

(1) 實驗 E : 1%丙二醇(紅色)與 1%異丙醇(紅色) : 影片時間約 2 秒 

1%異丙醇液滴慢慢攤開，一碰到丙二醇就和它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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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驗 F : 1%丙二醇(紅色)與 25%異丙醇(藍色) : 影片時間約 35 秒 

 

結果屬於第一類全部推擠，25%丙二醇液滴會推擠追逐 1%的異丙醇液滴。 

(4) 實驗 H : 25%丙二醇(深藍色)與 25%異丙醇(淺藍色) : 影片時間約 35 秒 

 

 

 

 

 

 
 

 
 

異丙醇液滴先是快速擴散，將丙二醇液滴推開一點點，與實驗 F 相比，好像丙二醇的防護罩

消失了，然後感覺液滴接觸邊緣有液體快速流動，然後異丙醇液滴開始收縮，同時換丙二醇

液滴回來推異丙醇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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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實驗九：探討異丙醇液滴互相影響可能的原因 

在實驗七之(3)異丙醇液滴實驗與實驗八的第二組的實驗中， 25%異丙醇好像會散發氣

體出來，吹動其它液滴，所以我們查了異丙醇的性質，沸點是 82.6℃，比水低，而低沸點

的甲醇(沸點 64.7℃)及乙醇(沸點 78.4℃)現象與異丙醇很相似，是因為蒸氣的關係嗎? 我們

設計了實驗來驗證。 

我們猜想如果是 25%異丙醇液滴散發蒸氣，應該會由空氣傳遞到低濃度的丙二醇液

滴，使它移動，所以如果在載玻片中間用另一塊玻片立起來擋住蒸氣的流動，影響低濃度

液滴就不會受到影響，設計如圖 32 : 

 

 

 

 

 

 

 

 

墊片玻片 

擋板玻片 

實驗玻片 

擋板玻片 

間隙 

圖 32. 構想示意圖，在載玻片兩端各滴一滴 1%與 25%丙二醇，在立起一載玻片當擋板，擋
板玻片的兩端再墊載玻片或紙片空置間隙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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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側的藍色 25%異丙醇液滴一開始只影響同側的紅色 1%異丙醇液滴，等到藍色液滴擴

散到中間的擋板玻片時，右側的藍色液滴開使受到影響收縮起來，右側紅色 1%異丙醇液滴

也開始好像被吹向右方。 

 

左側的藍色 25%異丙醇液滴只影響同側的紅色 1%異丙醇液滴，藍色液滴擴散到中間的

擋板玻片時，右側的紅色 1%異丙醇液滴也沒有受影響的感覺。 

    由以上實驗，我們認為異丙醇液滴的互動，應該是蒸發的氣體造成的，實驗時我們又

發現另外一個現象可以佐證，就是 25%異丙醇快要滴下去還在針尖上時，略為靠近 1%液滴

就會使 1%液滴收縮了。 

   或許可以由此推測其它會互動的液滴是不是也可能是蒸氣的影響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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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討論 

    在一開始進行實驗時，經常發生失敗的情況，烘烤後載玻片的溫度要冷卻到幾度才可以

進行實驗呢，有時候液滴一滴下去很快就乾掉了，不會移動，所以後來都用紅外線溫度計測

量玻片的溫度降溫到接近室溫時，才開始實驗。 

     發現不管是丙二醇、醋酸、甲醇、乙醇還是異丙醇，液滴發生推擠追逐現象時，一定是

高濃度一滴推動低濃度液滴，這和我們猜測的蒸發造成的結果，又有矛盾的地方。因為甲醇、

乙醇和異丙醇沸點低(分別是 64.7、78.4、82.6℃)，比水容易蒸發，但是醋酸和丙二醇的沸點

各是 118.0℃和 188.2℃，沸點高於水，應該是水蒸發，所以結果應該要和異丙醇的情況不同，

因此我們推測，可能除了蒸氣的原因，還有其他的因素尚未發現。 

    在實驗七中我們探討了改變溶質，發現常溫下溶質是液態的丙二醇、醋酸、甲醇、乙醇

與異丙醇都會有液滴互動的情形，常溫下為固體的蔗糖、食鹽和氫氧化鈉就不會發生液滴互

動，因此我們猜想溶質的溶點、沸點也是重要的因素，或許可以再嘗試其它如丙三醇或酸類

溶質。 

    如果蒸發出來的蒸氣是重要因素，氣溫和溼度就是重要的變因，但是我們發現控制實驗

室的溫濕度並不容易，所以我們盡量在同一天完成實驗，不要讓天氣變化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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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 

一、 實驗一我們發展出實驗的方法與工具，利用膠片投影機與微分頭針筒使我們方便觀察實

驗結果。 

二、 實驗二我們得知載玻片一定要烘烤過，且時間在 20 秒以上會比較穩定有成功的結果。 

三、 實驗三可知丙二醇液滴大小不同都會發生分離推擠的現象，而小滴高濃度液滴會有全部

推擠大滴的低濃度液滴的現象。 

四、 由實驗五得知丙二醇液滴一開始邊緣的距離不能太遠，超過 4mm 以上就可能會失敗。 

五、 由實驗五得知丙二醇液滴在低濃度時，濃度差達 25%會有推擠追逐的現象，但在高濃度

時就不會，濃度差達 25%的液滴會融合。 

六、 實驗六得知丙二醇液滴在低濃度時，濃度差達 9%以上就會有推擠追逐的現象，濃度差

在 8%以下的液滴會吸引融合。 

七、 實驗七得知除了丙二醇，乙酸也有類似現象，而且似乎更明顯。另外甲、乙醇與異丙醇

等醇類也有一點相似又不同的現象。而蔗糖、食鹽和氫氧化鈉則完全沒有類似現象。 

八、 實驗八我們知道兩液滴即使溶質不同，也能發生推擠追逐的現象。 

九、 實驗九我們發現異丙醇液滴的互相影響和應該和液滴蒸發的蒸氣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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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30202  

此作品趣味性很高，作者變化不同條件下，觀察雨水滴在玻璃

表面上或即或離的現象。此觀察存在一些物理原理，可能是蒸氣主

導，可能是偶極作用力或擴散等現象。須再進一步探討這些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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