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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實驗利用玉米粒加熱會爆開變成爆米花的原理來測試，因為加熱會使玉米粒內的水分、

氣體膨脹，當玉米粒的外殼承受不住時玉米粒就會爆炸成爆米花。實驗中發現，以白沙（加

蓋）加熱是最快的，因為白沙受熱較平均，比熱較低使得加熱速度較快、且具有足夠空隙供熱

對流，導致玉米粒較快爆炸。最終發現以鋁箔紙包覆玉米粒的方式會讓爆米花的形成較大顆，

原因是因為將鋁箔紙包住玉米粒加熱時，其中約占玉米粒2成質量的水氣與部份物質將蒸散衝

出，造成鋁箔紙內的壓力變大，也因此使得爆開時爆米花會變得比較大顆。 

壹、研究動機： 

當老師說到爆米花時，我們的眼睛都為之一亮，我們這組的每個人都非常喜歡爆米花，不

管是吃是做都很有興趣，不希望我們自己很喜歡但卻不知道原理，所以我們決定由自己最喜歡

的爆米花開始著手研究，了解爆米花製作過程中會應用到的科學知識。 

貳、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探討如何減少使用酒精燈加熱時的熱量散失。 

二、探討熱的傳播方式何者影響最大。 

三、觀察、探討在何種容器中的爆米花爆得更快。 

四、觀察、探討加入何種介質可以使爆米花爆得更快。 

五、觀察、探討容器加蓋是否影響爆米花爆的速度。 

六、觀察、探討用鋁箔紙包住玉米粒是否能加快其爆的速度及玉米大小。 

        七、比較玉米粒與爆開的爆米花質量。 

        八、觀察、探討玉米粒較不容易爆炸的地方。 

九、將爆米花與保麗龍來比較恆溫效果，發展應用。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研究器材： 

酒精燈、三腳架、陶瓷纖維網、鋁箔紙、燒杯、刮勺、蒸發皿、玻璃片、鐵桶、鐵架、

電子天秤、鐵塊、加熱板、溫度計 

二、研究材料： 

白沙、沙拉油、細大理石、乾玉米粒、保麗龍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實驗原理介紹： 

1. 爆米花一般製作過程： 

用來做爆米花的玉米粒中含有水和油脂，與其它穀物不同，玉米粒的外皮堅硬又不透

水汽，而內部的澱粉排列堅硬緊實，往往能有較好的膨化率。 

在加熱的過程中，油和水被加熱氣化，不透水汽的外皮包裹著，因此在內部形成了高

壓蒸汽，使得玉米粒中的澱粉開始膠化、軟化，且可任意形變。當玉米內部壓力和溫

度持續增加，玉米外皮就會因無法承受更高的壓強而突然破裂、使得高壓蒸汽和澱粉

和蛋白質一起噴涌而出，最後就會固定下來形成了爆米花。 

2. 玉米粒構造： 

 

二、研究過程： 

（一）實驗一、探討如何減少酒精燈的熱量散失： 

1. 實驗說明： 把加熱方式固定，減少熱量散失，酒精燈加熱時熱量難                                        

免會散失到空氣中，我們採以各種不同的酒精燈模組加熱水五分鐘來做比

對。 

2. 實驗步驟： 

(1)採取各種以酒精燈周遭結構的改造進行加熱測試，並以未改造的單酒精燈模組作為

對照組，放置於腳架底部，加熱固定高度的樣品進行測試。 

(2)A模組以鋁箔紙包圍酒精燈進行測試。 

(3)B模組以實驗室中取得的鐵塊擋住酒精燈的三面進行測試。 

(4)C模組在鐵桶中置入酒精燈進行測試。 

胚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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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芽 

胚軸 

胚根 

果皮與種皮 

胚乳 

胚芽鞘 

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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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模組以鐵桶加上鋁箔紙加以改造，置入酒精燈進行測試。 

（二）實驗二、探討熱的傳播方式何者影響最大。 

1.實驗說明： 

(1)對流效果測試：將酒精燈加熱模組中使用的鐵桶鑽取不同的洞數，分別是五洞、十

洞和二十洞。 

(2)輻射效果測試：將酒精燈加熱模組中使用的鐵桶分為對照組、內部漆成黑色、內部

包覆鋁箔紙來進行測試 

(3)傳導效果測試：比較有介質（細大理石）的加熱方式與沒介質來加熱純水100ml，

觀察經酒精燈加熱後，何者溫差較大。 

2.實驗步驟： 

(1)運用上述各種方式來加熱純水、進行導熱效果觀察，比較、得知本實驗在加熱過程

中最大的影響因子。 

（三）實驗三、探討在何種容器中的爆米花爆得更快： 

 1.實驗說明：利用蒸發皿及鋁箔碗裝玉米，以酒精燈加熱，比較其爆炸的速度。 

 2.實驗步驟： 

 (1)取5顆玉米粒置於蒸發皿中，再以酒精燈加熱，測驗爆炸所需的時間。 

 (2)取5顆玉米粒置於鋁箔碗中，再以酒精燈加熱，測驗爆炸所需的時間。 

（四）實驗四、探討加入何種介質可以使爆米花爆得更快： 

1.實驗說明：由前面的實驗二得知，介質加入的有無對於傳導熱量喪失並無太大影響，

但是仍有使玉米粒均勻受熱的功能；因此我們以各種不同的介質進行測

試，藉以找出能使玉米粒爆炸效果最快、最佳的介質。 

2.實驗步驟： 

(1)沙拉油＋玉米，用酒精加熱，並計時。 

(2)細大理石＋玉米，用酒精加熱，並計時。 

(3)沙子＋玉米，用酒精加熱，並計時。 

（五）實驗五、探討容器加蓋是否影響爆米花爆的速度： 

1.實驗說明：煮飯的鍋子有悶燒鍋也有平底鍋有加蓋子跟沒加蓋子，會因為煮什麼東西

而改變，那爆米花有加蓋跟沒加蓋也會因為有沒有加蓋而改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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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驗步驟： 

(1)以同一種介質(白沙、沙拉油、啤酒、鹽、碎石)加蓋直到第一顆玉米粒爆炸。 

(2)以同一種介質(白沙、沙拉油、啤酒、鹽、碎石)不加蓋加熱至第一顆玉米粒爆炸。 

（六）實驗六、探討鋁箔紙包住玉米是否能加快其爆的速度及爆米花大小： 

1.實驗說明：用鋁箔紙包覆住玉米粒加熱，並觀察是否會影響其爆裂的速度及大小。 

2.實驗步驟： 

(1)將玉米粒以鋁箔紙完全包覆（皆裁切為九平方公分），並加熱數分鐘。 

(2) 計時並觀察其爆米花的大小。  

（七）實驗七、比較玉米粒與爆炸後的爆米花重量 

1. 實驗說明：測量玉米粒的原始重量後，將其加熱形成爆米花後再測量一次重量，觀察

爆裂過程中，是否有質量變化。 

2. 實驗步驟： 

(1)測量玉米粒的重量並記錄。 

(2)加熱至爆炸後再測量一次質量並與玉米粒比較質量是否有變。 

（八）實驗八、探討玉米粒較不容易爆炸的地方 

1.實驗說明：以各種爆米花來看，觀察玉米粒尖頭的地方是否屬於較不容易爆炸的部

位，並以本實驗推論爆米花的形成通常屬於玉米粒中的何種成分。 

2.實驗步驟： 

(1)將欲測的地方塗上顏色。 

(2)將玉米粒加熱至變成爆米花。 

(3)觀察爆米花未爆開的地方是否有顏色。 

（九）實驗九、將爆米花成品與保麗龍作為樣品來比較二者的保溫效果，發展應用。 

1. 實驗說明：將爆米花與保麗龍置於相同的金屬容器置入燒杯分別為冰水與熱水，經過

固定時間後檢查溫度變化情形並記錄。 

2. 實驗步驟： 

(1)將水加熱至80℃置入準備好的恆溫實驗組等待一小時並記錄 

(2)將水冷卻至8℃置入準備好的恆溫實驗組等待一小時並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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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實驗一：探討如何減少酒精燈的熱量散失 

取水100ml用酒精燈加熱五分鐘，用物體圍住酒精燈，比較以何種材質包圍住的水溫度上

升得比較快，比較如下表： 

【表一】酒精燈加熱模組加熱效果表現： 

組別 酒精燈加熱模組改造方式 水的初溫 加熱後溫度 上升溫度 

對照組 無 19.3℃ 46.6℃ 27.3℃ 

模組A 鋁箔紙(包圍酒精燈) 21.3℃ 61.5℃ 40.2℃ 

模組B 鐵塊 20.5℃ 60.6℃ 40.1℃ 

模組C 鐵桶(奶粉罐) 21.4℃ 61.8℃ 40.4℃ 

模組D 鐵桶+鋁箔紙 20.9℃ 67.1℃ 46.2℃ 

 

   

無改造、對照組 鋁箔紙(包圍酒精燈) 鐵塊(包圍酒精燈) 

  

 

鐵桶(奶粉罐) 鐵桶+鋁箔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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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燈模組的加熱效果表現關係圖

 

結論：由表格與關係圖可知使用鐵桶＋鋁箔紙的加熱效果（溫度變化程度）最佳，所以後面

部分實驗為達成最佳加熱效能，採由鐵桶＋鋁箔紙的方式進行加熱。 

二、實驗二： 探討熱的傳播方式何者影響最大： 

本項實驗分為對流、輻射與傳導等三種效果測試，運用前述的實驗步驟與不同模組來加

熱純水、進行導熱效果觀察，比較、得知本實驗在加熱過程中最大的影響因子。 

【表二】不同導熱模組效果表現：（註：傳導效果測試時，加熱模組為單酒精燈。） 

  實驗項目 

 

 

溫度 
變化情形 

對流效果測試 輻射效果測試 傳導效果測試 

鐵桶底

部鑽鑿

五洞 

鐵桶底

部鑽鑿

十洞 

鐵桶底

部鑽鑿

二十洞 

鐵桶以

鋁箔紙

包覆 

鐵桶 

漆黑 

玉米粒

周邊有

介質 

玉米粒

周邊無

介質 

初溫 20.9℃ 25.3℃ 25.4℃ 28.7℃ 27.8℃ 29.8℃ 30.1℃ 

加熱五分鐘 74.4℃ 48.5℃ 50.3℃ 80.1℃ 66.1℃ 31.6℃ 34.0℃ 

溫度變化 53.5℃ 23.2℃ 24.9℃ 51.4℃ 38.3℃ 1.8℃ 3.9℃ 

結論：對流與輻射加熱的方式影響較傳導為大，依實驗結果而言，以「鐵桶以鋁箔紙包

覆」、「底部鑽鑿五洞」的加熱效果來的最好；至於玉米粒周邊有無介質的影響較

不明顯，只是因加上介質，有部分熱量在傳導到爆米花的過程中喪失掉，因此造

成些許差異（周邊無介質加熱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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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三：探討何種材質下的爆米花爆得更快。（註：為精確測定時間，本項改採用加

熱較為穩定的加熱板進行實驗。） 

利用兩種不同的容器蒸發皿和鋁箔碗裝5顆質量相近的玉米粒，以被蒸發皿及鋁箔碗包圍

住的酒精燈加熱，比較其兩種爆裂時間的差異，比較如下表： 

【表三】置於蒸發皿中，觀察爆裂時間： 

次數 玉米粒質量（5顆總重） 第一顆爆炸時間 

1 1.063g 1分57秒08 

2. 1.026g 1分54秒47 

3. 0.935g 2分12秒24 

4. 1.034g 2分21秒28 

5. 1.062g 3分18秒57 

平均 1.024g 2分20秒73 

【表四】置於鋁箔碗中，觀察爆裂時間： 

次數 玉米粒質量（5顆總重） 第一顆爆炸時間 

1 1.012g 3分40秒23 

2. 0.921g 1分43秒65 

3. 0.992g 2分14秒17 

4. 0.968g 2分39秒85 

5. 0.972g 2分46秒83 

平均 0.973g 2分36秒95 

   

  

置於蒸發皿 置於鋁箔碗 

 結論：蒸發皿在相同加熱條件下，加熱時間略短於鋁箔碗、內部熱能輻射反射較

均勻，後續實驗均採以蒸發皿作為加熱用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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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四：探討加入何種介質可以使爆米花爆得更快。（註：為精確測定時間，本項改

採用加熱較為穩定的加熱板進行實驗。） 

取五顆玉米放入蒸發皿中，加入不同的介質，比較其爆炸的速度並置於蒸發皿中。 

【表五】加細大理石作為導熱介質（容器：蒸發皿）： 

次數 玉米粒質量（5顆總重） 大理石質量 第一顆爆裂的時間 

1 0.954g 15.031g 1分27秒73 

2 1.002g 15.014g 3分37秒53 

3 1.007g 15.026g 2分40秒74 

4 0.998g 15.065g 3分07秒83 

5 0.963g 15.031g 2分20秒78 

 【表六】加入沙拉油作為導熱介質（容器：蒸發皿）： 

 

 

 

 

【表七】加入白沙作為導熱介質（容器：蒸發皿）： 

次數 玉米粒質量（5顆總重） 白沙質量 第一顆爆裂的時間 

1. 1.072g 15.001g 2分22秒05 

2. 1.025g 15.013g 1分58秒49 

3. 1.102g 15.026g 4分08秒95 

4. 0.993g 15.024g 2分13秒65 

5. 1.003g 14.999g 2分07秒28 

結論：經測試，白沙作為導熱介質的效果較細大理石要好一些，因白沙體積較小包圍

度較高可將玉米粒完全包覆，且具有足夠空隙供內部氣體流動。 

次數 玉米粒質量（5顆總重） 沙拉油質量 第一顆爆裂的時間 

1. 0.963g 15.012g 3分17秒35 

2. 0.984g 15.042g 4分32秒37 

3. 0.986g 15.015g 1分54秒41 

4. 0.996g 15.023g 2分25秒48 

5. 0.978g 15.015g 2分18秒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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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加熱板加熱爆米花 

（細大理石） 

用加熱板加熱爆米花 

（沙拉油） 

用加熱板加熱爆米花

（沙子） 

五、實驗五：探討將容器加蓋是否影響爆米花爆的速度。（註：為精確測定時間，本項改

採用加熱較為穩定的加熱板進行實驗。） 

以蒸發皿盛裝五顆玉米粒加入不同的介質後再加玻片蓋上，觀察加蓋後會不會影響其爆

炸的速度。 

【表八】加入細大理石作為導熱介質（容器：蒸發皿）： 

次數 玉米粒質量（5顆總重） 細大理石質量 第一顆爆裂的時間 

1. 1.019g 15.001g 3分33秒11 

2. 1.102g 15.011g 1分50秒62 

3. 1.081g 15.002g 2分39秒25 

4. 1.091g 15.001g 1分50秒58 

5. 0.967g 15.003g 1分57秒46 

【表九】加入白沙作為導熱介質（容器：蒸發皿）： 

次數 玉米粒質量（5顆總重） 白沙質量 第一顆爆裂的時間 

1. 0.972g 15.012g 1分31秒92 

2. 0.983g 15.013g 1分53秒83 

3. 0.945g 15.024g 1分38秒92 

4. 0.978g 15.007g 1分53秒22 

5. 1.015g 15.059g 2分16秒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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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加入沙拉油作為導熱介質（容器：蒸發皿）： 

次數 玉米粒質量（5顆總重） 沙拉油質量 第一顆爆裂的時間 

1. 0.972g 15.012g 2分46秒50 

2. 1.011g 15.021g 3分01秒70 

3. 1.016g 14.999g 2分13秒43 

4. 1.042g 15.012g 2分34秒25 

5. 0.999g 15.012g 2分41秒57 

結論：實驗發現容器加蓋比無加蓋更快爆炸，因為空間密閉使得內部對流旺盛，且熱能

不易外洩，加熱效果較好。 

   

加入細大理石加蓋 

（蒸發皿） 

加入白沙加蓋 

（蒸發皿） 

加入沙拉油加蓋 

（蒸發皿） 

六、實驗六：探討用鋁箔紙包住玉米粒對其爆的速度和爆米花大小的影響（註：為精確測

定時間，本項改採用加熱較為穩定的加熱板進行實驗。） 

取五顆玉米為樣本，以鋁箔紙(皆為九平方公分)包裹住後再放入蒸發皿或鋁箔碗中，觀

察其爆炸的速度及玉米顆粒大小 

【表十一】鋁箔紙包玉米（容器：蒸發皿） 

次數 玉米粒質量 第一顆爆裂的時間 

1. 1.333g 1分48秒17 

2. 1.274g 1分36秒30 

3. 1.226g 1分37秒73 

4. 1.293g 1分33秒06 

5. 1.315g 1分22秒26 

平均 1.288g 1分35秒50 

 

 



 

11 

 

【表十二】鋁箔紙包玉米（容器：鋁箔碗） 

次數 玉米粒質量 第一顆爆裂的時間 

1. 1.366g 55秒61 

2. 1.263g 1分01秒12 

3. 1.325g 50秒83 

4. 1.257g 49秒71 

5. 1.301g 56秒63 

平均 1.302g 54秒78 

 

  

鋁箔紙包玉米粒（蒸發皿） 鋁箔紙包玉米粒（鋁箔碗） 

 

有包鋁箔紙和沒包的大小差異 

結論：由本實驗我們發現，有包鋁箔紙和沒包鋁箔紙的玉米粒大小差異相當明顯，且在爆炸

時爆得威力比較強、飛得比較遠，有包鋁箔紙的玉米粒爆裂完整，像是我們能在一般

市售購得的爆米花，口感也相對來的比較好，我們認為是因為以鋁箔紙包覆完整的方

式，提供了足夠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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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實驗七： 比較玉米粒與爆炸後的爆米花重量： 

測量玉米粒的原始重量後，將其加熱形成爆米花後再測量一次重量，觀察爆裂過程中，

是否有質量變化，藉以討論爆米花形成過程中的變化與行為。 

【表十四】玉米粒爆裂過程的質量衰減： 

次數 一 二 三 四 五 平均 

玉米粒質量(g) 0.123 0.121 0.124 0.122 0.127 0.123 

爆米花質量(g) 0.098 0.098 0.097 0.087 0.100 0.096 

質量變化(g) -0.025 -0.023 -0.027 -0.035 -0.027 -0.027 

變化比例(%) 20.33 19.01 21.77 28.69 21.26 21.95 

結論：玉米粒因內部物質或是水氣被氣化後爆炸散失到大氣中（約占質量2成），在此過

程中，其它物質將一同被衝散而出，最後因冷卻形成質量較少的固態爆米花。 

八、實驗八：探討玉米粒較不容易爆炸的地方： 

在裸玉米粒上方尖端部位標記顏色，以便辨認爆炸後之情形（如圖），並置於蒸發皿中加

熱，觀察情形。 

 

在玉米粒尖端部位標記顏色，以便辨認爆炸後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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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玉米粒的爆裂情況觀察： 

次數 1 2 3 4 5 

標記部位是否爆裂 無 無 無 無 有 

次數 6 7 8 9 10 

標記部位是否爆裂 無 無 無 無 無 

次數 11 12 13 14 15 

標記部位是否爆裂 無 無 無 無 有 

次數 16 17 18 19 20 

標記部位是否爆裂 無 無 無 有 無 

次數 21 22 23 24 25 

標記部位是否爆裂 無 無 無 無 無 

標記部位未爆裂率：88% 

結論：由實驗可知，在玉米粒尖頭的地方因為皮較厚，導致較不容易由尖頭爆開。 

 

九、實驗九：將爆米花成品與保麗龍作為樣品來比較二者的保溫效果，發展應用。 

將爆米花與保麗龍置於相同的金屬容器置入燒杯分別為冰水與熱水，經過固定時間後檢

查溫度變化情形並記錄。 

【表十三】爆米花與保麗龍的保溫能力測試： 

實驗模式 加熱後冷卻 冷藏後回溫 

溫度變化 

樣品 
初溫 靜置一小時 溫差 初溫 靜置一小時 溫差 

爆米花 62.5℃ 46.2℃ 16.3℃ 8.0℃ 13.0℃ 5.0℃ 

保麗龍 60.4℃ 43.9℃ 16.5℃ 8.0℃ 10.2℃ 2.2℃ 

結論：爆米花與保麗龍的效果相差甚小，因此以保溫效果而言，爆米花可取代較不環保的保麗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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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溫實驗器材 
以爆米花替換保麗龍 

進行恆溫實驗 

使用加熱板與冰箱 

進行實驗準備 

 

陸、討論： 

一、經由實驗一測試，我們想以實驗室現有的簡易加熱設備改善、減少熱量散失，改善效

果最好的是鐵桶＋鋁箔紙，因為鐵桶在內鋁箔紙在外，可以達到較好的保溫效果，能將

酒精燈火焰所發出的熱量集中，使得加熱程度較好。 

二、經由實驗二發現，在對流效果測試中，五洞的模組較十洞與二十洞要好，是因為五洞

模組在對流略差的狀況下，導致火焰竄出爭奪氧氣致使火焰提高、接近加熱樣品，讓加

熱效果更好。在輻射效果測試中，外面包覆鋁箔紙的模組比無鋁箔紙與漆成黑色還要

好，是因為鋁箔紙亮面可以集中熱輻射讓熱能留住並反射往蒸發皿去加熱。在傳導效果

測試中，玉米粒周圍無介質的模組在加熱速率上較周圍有介質的要快一些，是因為加入

的介質將部分熱量吸收掉所造成的，但也因為如此，加熱過程中無介質常造成加熱不均

的現象，並非良好的加熱模式；因此在後續的實驗四中，進行了不同介質效果的測試。 

三、經由實驗三發現，以蒸發皿裝玉米粒加熱可以爆炸得略快；我們認為，二者皆為碗形

構造，開口皆大，但由於蒸發皿的形狀對玉米粒加熱的方式較為均勻，且散熱速度較金

屬鋁箔碗慢，因此溫度上升速度較快，致使玉米粒爆裂速度略快。 

四、經由實驗四發現，用沙子作為介質可以讓加熱速度更快些，因沙子比熱較小溫度改變

較快，受熱均勻，體積較小可以幾乎完整包覆住玉米粒，讓玉米粒受熱均勻，爆炸速度

較快。 

五、經由實驗五發現，容器以玻片加蓋的方式，能使爆米花爆得更快，因為加蓋能讓內部

空間熱對流的情形更旺盛，加熱效果會比未加蓋來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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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實驗六中，有包鋁箔紙和沒包鋁箔紙的玉米粒大小差異相當明顯，有包鋁箔紙的玉

米粒爆裂完整，像是我們能在一般市售購得的爆米花，口感也相對來的比較好，我們認

為是因為以鋁箔紙包覆完整的方式，提供了足夠的壓力。 

但是對比前面的實驗二，我們發現以「鋁箔紙包玉米粒」在鋁箔碗中加熱的爆裂速度比

在蒸發皿中加熱快上許多，結果是顛倒的；我們認為是因為金屬製的鋁箔碗導熱速度較

快，造成以鋁箔紙包覆的玉米粒加熱速度快（導熱主體變成包覆的鋁箔紙，並非外

碗），因此爆裂的比較快速。 

七、經由實驗七發現，爆米花爆炸後重量有變少，由此可知爆米花內的物體被加熱到汽化

在爆炸後飄散至大氣中，才會導致重量變少（約占質量2成）。在此過程中，玉米粒中的

其它物質將一同被衝散而出，最後因冷卻形成質量較少的固態爆米花。 

八、經由實驗八發現，觀察每次實驗中爆米花較不容易爆的地方是玉米粒尖頭，因為玉米

粒尖頭比較厚，不易爆開；而在一顆玉米的構造中，尖頭處是玉米胚的位置（纖維素較

多），胚乳則充滿了負責提供胚芽成長營養的澱粉、蛋白質等物質，因此一顆玉米的加

熱爆裂，我們認為和內部存在的澱粉、蛋白質、油脂、水份比例多寡有關。 

九、經由實驗九將爆米花作為其他應用上，我們發現爆米花與保麗龍在恆溫實驗中相差不

大，代表爆米花是一個可以保溫又輕便的環保材質；但相較之下，爆米花可在短時間內

進行自然分解，而保麗龍卻得花上漫長的歲月，相較之下是極為環保的物質。以市售手

搖杯常用的保麗龍杯為例，我們便可以採用爆米花作為替代材質使用（表面可噴灑疏水

性噴霧，達到防水效果），以達到環保愛地球的功效。 

 

柒、結論： 

一、由實驗一可知，以不同材質的東西包圍，可以發現以鐵桶加鋁箔紙的集中加熱效果最

好。 

二、由實驗二可知，對流對此種加熱的方式影響較其他二者要大，次之為輻射。 

三、由實驗三可知，以蒸發皿和鋁箔碗比較，可以發現以蒸發皿盛裝裸玉米時，將使玉米

的爆裂速度更快。 

 

四、由實驗四可知，加入不同的介質後比較，可以發現加入沙子可以熱加熱時間較短，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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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粒更快爆裂。 

五、由實驗五可知，加蓋後可以提升內部熱對流、提升環境溫度，使爆米花爆得更快。 

六、由實驗六可知，以鋁箔紙包裹住玉米，可以藉由壓力和溫度保留的方式來提升膨化

率，因此玉米會爆得比較大顆。 

七、由實驗七可知，爆米花在爆炸後重量散失的部分是內部的水氣在加熱後被氣化成水

汽。 

八、由實驗八可知，玉米較不容易爆炸的地方在玉米尖頭，而較易爆炸的地方在胚乳部

位，因此我們得知爆米花爆裂的物質應是胚乳中的物質（水、蛋白質、澱粉、油脂）。 

九、由實驗九可知，爆米花是一種可以取代保麗龍的好選擇，既輕便、可保溫又環保。 

捌、參考資料及其他： 

一、爆米花原理（網路資訊）：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8E%89%E7%B1%B3%E8%8A%B1 

二、玉米粒構造剖面圖（網路資訊）： 

http://biobar.hbhcgz.cn/Article/Print.asp?ArticleID=1320 

       三、熱對流示意圖(網路資訊):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E7%86%B1%E5%B0%8D%E6%B5%81%E7%A4%B

A%E6%84%8F%E5%9C%96&source=lnms&tbm=isch&sa=X&ved=0ahUKEwinzbSJ563UAh

WJopQKHfD2BXoQ_AUICigB&biw=1536&bih=736#imgrc=zWbBNlH1zO2QSM: 



 

 

 

 

 

 

 

 

 

 

 

 

 

 

 

作品海報 

【評語】030811  

1. 探討爆米花的科學原理，實驗設計有簡易的熱對流、材質等

考量，主題有趣。 

2. 實驗結論得知給予足夠壓力能得到較大的爆米花。 

3. 所得實驗結論對爆米花大小快慢並無太大差異，建議應關注

於爆米花如何爆才會好吃為主。 

F:\中小科展_57屆\排版\030811-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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