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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太陽是我們最重要的資源，如何以菲聶耳透鏡加熱導管的自製太陽爐進行蒸發海

水，取得可供使用的淡水是本研究的主要目標。我們在科學雜誌裡查到海水淡化的發展

與技術。經由文獻知道熱導管可以將太陽能擷取的效益提升至最佳，在太陽能擷取系統

扮演著非常關鍵的角色；而菲聶耳透鏡在光學系統中能發揮非常好的聚光效果，聚光後

的光線強度比一般透鏡高。本實驗採用 16 支中溫型銅水式熱導管和菲聶耳透鏡，以 100

公克的海水進行 3.5 小時的實驗。分別在 2021/10/27 獲得 6.79 公克的水、2022/05/18 獲得

0 公克的水、2022/05/19 獲得 2 公克的水、2022/05/20 獲得 1.5 公克的水、2022/05/29 獲得

2 公克的水。經由研究得知透過菲聶耳透鏡及反射鏡能讓熱導管的溫度提高，但高溫若

無法持續則效果不佳，無法有效收集到淡水。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還記得，2021 年初台灣面臨缺水之苦，因為 2020 年沒有颱風、梅雨量少，加上台

灣地勢高、坡陡流急，因此許多水庫無法蓄積到足夠的水。全球暖化，極端降雨的強

度及頻率增加，導致乾旱、水患攀升，目前全球都投入大量相關的開發與創新，位處

亞熱帶的台灣四面環海、日照尚且充足，這讓我們想要研究如何有效能的將海水轉換

成淡水使用，以太陽做為海水淡化的驅動力定能一舉數得。我們由構想開始，查詢資

料，請教相關行業的廠商後得知中溫型銅水式熱導管可以符合本次實驗目標。接著收

集工程餘料並請人協助切割鏡片成 4cm  6.4cm、使用家裡的不鏽鋼鍋和鍋蓋來組裝太

陽鍋爐。鏡面固定板的支架製作，是與老師討論、繪圖後再洽詢廠商製作的，希望以

這些器材運用在我們本次實驗裡，達到『海海能生，爐餘得水』。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熱導管在不同位置加熱的升溫狀態 

(二)設計並改善太陽爐加熱的成效 

(三)探討太陽光下海水蒸發成淡水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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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回顧 

我們上網查詢海水淡化的相關資料及研究，發現臺灣藍金、行船人的救星---太陽能

「海水淡化槽」有研究水蒸氣蒸發到玻璃板，讓水從不同角度流下來，得知哪一種角度

取到淡水最多的海水淡化槽實驗。許地球一個不渴的未來-太陽能海水淡化裝置以微型凸

透鏡貼在玻璃瓶上，讓太陽透過凸透鏡來照射在瓶中的海水使其蒸發取得淡水，從他們

的研究中我們得知不同的海水不會影響實驗結果。我們也發現許多研究使用了菲聶耳透

鏡提升溫度，於是將菲聶耳透鏡作為本次我們實驗的重要器材之一，並參考運用毛細現

象以太陽能淡化海水系統的設計與製作的實驗設置，以透鏡距離照射到圓形集中面為

24cm 的距離來做實驗，好讓光線在熱導管上端成為一個直徑約為 3cm 的面，而不是集中

成一個點，也因為黑色的集熱效果最佳，用黑色膠布來綁住 16 支熱導管。我們也在光生

水起-太陽能聚光發電海水淡化系統的作品中知道使用菲聶耳透鏡可能會因為透鏡的影

子影響到蒸發效果，所以在放置透鏡時要注意太陽的方位，才能提升蒸發效率。 

菲聶耳透鏡在光學系統中能發揮非常好的聚光效果，比起一般透鏡，它因為厚度薄，

當光線穿過透鏡時被鏡片材料吸收的光線較少，所以聚光後的光線強度比一般透鏡高。

而且它還有一種特別的性質，就是取透鏡的一部份照光，聚光位置仍然為原本透鏡中心。

用塑料製成更輕更經濟的菲聶耳透鏡常被用在太陽灶聚集陽光或用在太陽能熱水器上。 

 

 

 

 

 

 

 

圖1-1 菲聶耳透鏡與一般凸透鏡截面圖之差異 

 

 

等效的一般平凸透鏡 

菲聶耳透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9%98%B3%E7%81%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9%99%BD%E8%83%BD%E7%86%B1%E6%B0%B4%E5%99%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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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線上上課讓我們使用電腦及筆電的時間增加。我們注意到電腦或筆電的

溫度會升高，但又不至於過熱，原來裡面有使用熱導管散熱，就連平時使用的手機裡都

有用尺寸較小的熱導管來散熱，這讓我們想利用熱導管做研究。熱導管是一內含會流動

液體之封閉腔體， 利用物質汽態、液態二相變化和對流原理，達成比純金屬導熱還要快

上許多倍的熱量傳遞，使腔體表面呈現快速均溫的特性而達到傳熱的目的。在文獻中發

現熱導管是靠液體沸騰的蒸氣將熱量帶到上面，再靠冷凝降下來，所以傳熱快速比一般

使用熱傳導或熱對流的速度快很多。而且熱導管利用溶劑沸騰再冷凝來傳遞熱量，所以

兩端溫度差可以很小，傳熱效果遠比須要很大溫差的熱傳導或熱對流好很多 (蕭季威，

2008)。行政院原子委員會研究報告中也提及熱導管可以將太陽能擷取的效益提升至最佳

(康尚文，2014) 。因此我們想利用菲聶耳透鏡將陽光聚集在熱導管的吸熱區，再利用熱

導管具有傳熱能力大、傳熱溫差小、啟動溫度低、均溫性能好以及單向傳熱等特點將海

水加溫，達到蒸發海水成淡水的目的。 

 

 

圖1-2 熱導管構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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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原料與儀器設備類： 

 

 

 

 

16 根熱導管 

長 30 cm 

直徑 0.6 cm 

菲聶耳透鏡 

(26cm26cm) 

鍋蓋 

外鍋直徑 19.5cm 

內鍋直徑 14.0cm 

白鐵鍋 

外鍋直徑 19.0cm

高 18.0cm。 

內鍋直徑 14.0cm

高 14.0cm。 

 

  

 

太陽能板架 
4cm6.4cm 鏡片

(組成六組反射鏡) 
鹽度計 TDS 檢測筆 

 

  

 

四通道溫度記錄器 萬用角座 

電線固定器 熱熔膠槍 

耐熱矽利康膠水 紙板 

吹風機 鹵素燈 

紅丹漆銀漆 燒杯 

溫度計 白鐵淺盤 

電子磅秤 束帶 

工具鉗 滴管 

金屬導熱膠帶 量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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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實驗流程 

 

圖3-1 實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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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一：探討熱導管在不同位置加熱的升溫狀態 

(一)實驗設置 

1.標示熱導管各點加熱位置：熱導管全長 30cm，每 5cm 設置一個

溫度設定點，共設置七點。將溫度感應器頭部與熱導管接觸，

以銅膠帶固定，如右圖 3-2： 

 

 

 

 

 

 

 

 

 

 

圖 3-2 熱導管 

2.將熱導管固定在塑膠管架上，減少導熱。 

 

 

 

 

 

連接上溫度記錄器 

 

 

 

 

 

避免環境導熱 

  

(二)實驗 

1.以吹風機分別在#1、#2、#3、#4、#5、#6

位置測量點各以吹風機加熱 2 分鐘。吹風

機與加熱點的位置固定為 2cm，每 30 秒記

錄熱導管在不同位置測量點加熱後的溫度

變化。#7 為最末端，因此不須另做加熱實

驗。 

2.本實驗加熱使用吹風機是因為我們想知

道，加熱後不同位置測量點溫度的變化。

吹風機在安全溫度下使用，比酒精燈或蠟燭安全許多，酒精燈的加熱溫度可以達

到 400-500°C，蠟燭的溫度從焰心、內焰到外焰也是可達到 250-500°C。此外，使

用吹風機也跟室外陽光下實驗的狀態較為貼近。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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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二：設計並改善太陽爐加熱的成效 

    本實驗透過不斷的修正改善加熱的成效： 

 

圖 3-3 改善流程 

(一)光源的調整與改善 

1.本實驗原僅設計以六座反射鏡收集陽光蒸發海水，但熱度不足，因此本組增加菲聶

耳透鏡，增加太陽熱的利用。 

2.反射鏡面的設計是參考 105 年度新及再生能源技術先期研發－太陽能光熱波段分離

之複合發電創新模組技術研究創新前瞻計畫。在太陽能海水淡化系統簡介資料中，

有以下 8 種的反射方式(圖 3-4)。本實驗參考資料裡的(c)組，在反光鏡設置時以圓盤

面方式使貼上鏡面的紙板彎折，具改變角度效果；再參考資料裡的(f)組，在熱導管

上方增加菲聶耳透鏡，以便在中午有限時段內收集更多熱能。 

 

圖 3-4  反射鏡原設計圖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能源知識庫  

3.配合鏡片大小設計如下圖：因為反射鏡面位置固定較不易，改善變更為以 12 片紙板

固定方式。 

 

                       

                                       

圖 3-5  反射鏡改善圖 

 

設計 製作 測試 修正

6.
4c

m

4.0cm

鏡面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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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太陽爐的反射鏡製作 

(1) 取 20 吋電風扇的電風扇扇葉的鐵絲罩網，切割成 6 個部分。 

(2) 將鐵絲罩網清洗晾乾後，為了美觀及防鏽，以紅丹噴漆做底漆，乾燥後再噴上

銀色漆。 

(3) 將線卡固定在鏡片背面上，束帶穿過線卡，再將束帶固定在鐵網上。 

(4) 將固定好的鏡面與扇頁固定在萬用角座上，以燈光調整出適當角度，將光反射

到實驗一的#3 到#4 位置測量點之間。 

(5) 鏡片角度設計需配合太陽照射角度，我們在 2021/10/3 11:26 進行測試。在氣溫

26.3℃、沒有使用菲聶耳透鏡的情況下，將陽光反射對準黑色導熱膜，可在熱

導管上測得 32.3℃。在改善紙板固定並加上菲聶耳透鏡後，熱導管上的溫度可

升至 268℃。 

   

切成6等份 噴上紅丹漆 鏡面排在扇網上 

   

開始組裝    用萬用角座當成支撐架 以燈光測試是否聚焦 

 

圖 3-6 測試鏡面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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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陽爐的蒸發罐製作 

熱導管上端 14cm，是吸收太陽光的區段。我們將熱導管 16 支排列，每支都

是獨立孔，先穿過塑膠蓋，將上端整束熱導管以黑色金屬膠帶捆緊成一束，鍋

蓋下半部的熱導管是散熱端，我們把它們分開；這樣可以使熱水容易流動，提

高熱導管效率。 

我們將 26cm  26cm 的菲聶耳透鏡以萬用角座架設在距離熱導管上方 24cm

處。因為經測試若為上方 30cm 處會聚集成一個點，若在 24cm 處會是一個直徑

約 3cm 大小的圓面積，非點狀聚熱。24cm 的距離能使 16 支熱導管都能接收到

高溫，使導管上方的溫度迅速提高，連帶能提高導管下的溫度及水溫。  

   

 

黑色導熱膠帶束緊 使菲聶耳透鏡聚焦成一圓形 

         圖 3-7 熱導管貼黑膠帶及透鏡聚焦圖 

1.白鐵外鍋直徑 19.0cm 高 18.0cm，若含鍋蓋高 18.5cm，內鍋直徑 14.0cm 高

14.0cm。 

2.將鋁製鍋蓋穿洞讓熱導管分成上下，以木板固定，穿 13 個約 8mm 洞來固定。 

3.因熱導管長度 30cm，內鍋高度不足，以鐵鉤將內鍋提高至鍋蓋下 2.0cm，使蒸 

發的蒸氣與無鹽的水能有通道。 

4.鍋蓋上開孔四處，可放溫度計，不用則以螺絲塞緊。 

 
  

內鍋與外鍋 內鍋以鍋蓋下鉤子吊起 完成成品 

           圖 3-8 修正蒸發罐過程  

24
cm

F 
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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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三：探討太陽光下海水蒸發成淡水之效果 

 (一)實驗設置 

1.安裝四通道溫度記錄器於蒸發罐的四個位置，記錄各點溫度變化。 

2.測量太陽方位角與仰角，確認實驗時太陽的仰角與溫度的關係。 

3.將 100 公克的海水倒入直徑 14.0cm 的內鍋，海水深度為 0.7cm。每 30 分鐘測量一

次，每次實驗進行 3.5 小時的測量。 

4.配合太陽角度，每 30 分鐘進行確認並適時調整菲聶耳透鏡角度、六個反射鏡角度

與鏡座距離，讓光透過透鏡與反射鏡能聚焦在熱導管上。 

5.最後計算所得的蒸發水量，並以鹽度計、TDS 進行水質測量。 

 

 

安裝四通道溫度記錄器於蒸發爐四個位置。 

 

調整菲聶耳透鏡角度，使陽光聚焦在熱導管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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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六個反射鏡的角度與位置，使陽光反射盡量照到熱導管的側面。 

 

 

太陽爐整體配置圖 

圖 3-9 太陽爐裝置說明 

 

 

  

18
cm

13
cm

3
0

cm

15
cm

5.6

20
.0

cm

1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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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實驗一：探討熱導管在不同位置加熱的升溫狀態 

(一)熱導管於#1 測量點加熱後，#1、#2、#3、#4、#5、#6、#7 測量點溫度變化，如表 4-1-1。 

                    表 4-1-1     單位：℃ 

位置/ 

時間(秒) 
#1 #2 #3 #4 #5 #6 #7 

0 28.6 28.4 28.4 28.4 28.4 28.3 28.3 

30 59.9 52.8 50.9 49.6 44.9 40.2 40.6 

60 67.1 57.1 53 51.2 44.4 41.9 42.5 

90 79.0 61.1 56.0 50.7 45.0 42.0 48.6 

120 85.6 67.4 57.7 56.6 47.9 45.9 51.2 

 

 

 

圖4-1-1  #1位置測量點加熱後溫度變化平均表 

 

 

(二)熱導管於#2 測量點加熱後，#1、#2、#3、#4、#5、#6、#7 測量點溫度變化，如表 4-1-2。 

                    表 4-1-2        單位：℃ 

位置/ 

時間(秒) 
#1 #2 #3 #4 #5 #6 #7 

0 27.8 28.1 28.1 28.1 28 27.4 27.5 

30 55.5 53.9 57.8 48.3 46.8 44.8 43.5 

60 54.3 73.9 56.1 50.5 49.6 47.3 45.5 

90 61.5 84.0 60.7 56.5 54.7 54.1 50.1 

120 68.5 88.5 69.6 59.9 57.1 56.1 50.5 

 

 

 

 
圖4-1-2  #2位置測量點加熱後溫度變化平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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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熱導管於#3 測量點加熱後，#1、#2、#3、#4、#5、#6、#7 測量點溫度變化，如表 4-1-3。 

                   表 4-1-3       單位：℃ 

位置/ 

時間(秒) 
#1 #2 #3 #4 #5 #6 #7 

0 27.4 27.8 27.2 27.4 27.3 26.9 26.9 

30 38.8 49 61.6 53.2 52.4 48.7 47.9 

60 48.8 54 76.3 54.9 52.8 48.5 46.9 

90 65.8 72.4 86 73.3 64.4 61.3 53.8 

120 71.6 83.3 98.2 84.5 73 70.4 64.5 

 

 

 

圖4-1-3  #3位置測量點加熱後溫度變化平均表 

 

 

(四)熱導管於#4 測量點加熱後，#1、#2、#3、#4、#5、#6、#7 測量點溫度變化，如表 4-1-4。 

                   表 4-1-4         單位：℃ 

位置/ 

時間(秒) 
#1 #2 #3 #4 #5 #6 #7 

0 27.1 27.3 27.8 27.7 27.4 27.9 27.8 

30 45.7 49 50.4 58.1 46.9 42.8 40.8 

60 46.6 50.4 57.5 70.1 56.4 53.7 50.3 

90 45.9 54.5 58.7 75.5 59.6 54.8 45.5 

120 59.1 69.5 76.7 89.4 70.6 66 62.6 

 

 

 

圖4-1-4  #4位置測量點加熱後溫度變化平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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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熱導管於#5 測量點加熱後，#1、#2、#3、#4、#5、#6、#7 測量點溫度變化，如表 4-1-5。 

                    表 4-1-5        單位：℃ 

位置/ 

時間(秒) 
#1 #2 #3 #4 #5 #6 #7 

0 28.6 28.5 27 27.9 28 27 27.2 

30 46 49 51.2 55.8 61.8 54.5 53.2 

60 48.9 54.3 55.6 63.3 68.9 62 54.7 

90  50.4 55.1 61.2 66.2 77.8 69.2 63.1 

120 60.6 69.1 71.1 79.1 91.3 78.8 63.7 

 

 

 

圖4-1-5  #5位置測量點加熱後溫度變化平均表 
 

(六)熱導管於#6 測量點加熱後，#1、#2、#3、#4、#5、#6、#7 測量點溫度變化，如表 4-1-6。 

                    表 4-1-6       單位：℃ 

位置/ 

時間(秒) 
#1 #2 #3 #4 #5 #6 #7 

0 29.4 28.9 28.5 28.9 29 28.6 28.5 

30 42.4 44.4 48.9 51 56.5 62 54.5 

60 45.2 49.6 53.6 59.7 66.9 74.1 66.9 

90 50.2 52.7 60.2 64 71.8 84.5 74.6 

120 55.6 60 62.7 68.3 74.5 94.8 74.8 

 

 

 

圖4-1-6  #6位置測量點加熱後溫度變化平均表 

從實驗結果得知:  

1.加熱在#1 位置測量點時，經過 120 秒，讓#7 的溫度由 28.3 度升高至 51.2 度。 

2.加熱在#2 位置測量點時，經過 120 秒，讓#7 的溫度由 27.5 度升高至 50.5 度。 

3.加熱在#3 位置測量點時，經過 120 秒，讓#7 的溫度由 26.9 度升高至 64.5 度。 

4.加熱在#4 位置測量點時，經過 120 秒，讓#7 的溫度由 27.8 度升高至 62.6 度。 

5.加熱在#5 位置測量點時，經過 120 秒，讓#7 的溫度由 27.2 度升高至 63.7 度。 

6.加熱在#6 位置測量點時，經過 120 秒，讓#7 的溫度由 28.5 度升高至 74.8 度。 

7.當加熱在不同位置測量點時，加熱的位置溫度會快速的上升，而在#1 位置測量點加熱時，

溫度會依序傳到#2~#7。當加熱點是在#2 到#6 時，則溫度會往熱導管的兩邊遞減。 

8.當吹風機停止加熱時，七個點的溫度也會在 180 秒內隨著不同位置加熱點，依序以每 0.1-

0.5 秒的速度降溫，直到與室內溫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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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二 設計並改善太陽爐加熱的成效 

組裝完成後，至戶外進行實驗前置測試，發現問題仍多，我們著手進行改善： 

(一)太陽爐的反射鏡改善 

1. 設計並委託製作固定座。 

 

 

 
 

支座主桿 可調角度桿 完成品 六座主桿 

圖 4-2  太陽能板架規格 

 

2. 以厚紙板改善鏡面放置不平整的反射問題。 

3. 改善被風吹倒的現象，支架以束帶連接成圓形。 

4. 改善溫度不足，測試菲聶耳透鏡溫度可達 268℃，增加菲聶耳透鏡。 

    

委託製作的固定座 組裝固定座 固定鏡面 束帶捆緊 

    

組裝過程 組裝完成   蒸發實驗狀況 被風吹倒 

圖 4-3  實驗前置測試蒸發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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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原來以束帶綁緊的

鏡面 
黏貼鏡面在紙板上 用紙板放置使鏡面平整 紙板可彎 150°角測試 

   

 

角度調整 
束帶連接扇形使其不倒 

菲聶耳透鏡測試溫度 
增加黑色集熱板 集熱板移除改善 

圖 4-4  反射板改善 

 

(二)太陽爐的蒸發罐改善 

1. 原鍋蓋氣密不佳，蒸發出氣體會流失，購置14.0cm鍋蓋改善。 

2. 取消懸吊式內鍋的吊鉤，改在內鍋底部加添一金屬盤，以提高內鍋高度。 

3. 為使水滴較容易收集，使用幅度較大的圓盤鍋蓋。內鍋的海水蒸發後所形成的水

滴會凝結在鍋蓋，再從鍋蓋流到鍋蓋的周邊凹陷處。 

4. 熱導管原用 13 支增加為 16 支以提升溫度，並將熱導管上端以導熱金屬黑色膠帶

集束，盡量聚一束，使透過菲聶耳透鏡的光束能照在熱導管的頂端。而在內鍋底

部的熱導管則分散，提高熱傳導至海水中的效能。 

5. 原鍋蓋上用木板來固定熱導管，更換鍋蓋後，改用塑膠罐上的蓋子，穿孔之後再

以耐熱矽利康填補熱導管間的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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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兩組鍋蓋測試 鍋蓋測試密合程度 移除內鍋的鉤子 

   

改以塑膠蓋替代木板 露出外部高度 14cm 

熱導管集束有利熱收集 

加上黑色金屬膠帶 

測試太陽爐加熱狀況 

圖 4-7  太陽爐改善 

(三)太陽爐反射鏡的防水改善及底座穩固改善 

2022/5/18時序已進入梅雨季，我們再將太陽爐反射鏡做防水及底座穩固的改善。 

1.先拆除原來的紙板鏡片，在紙板後黏貼塑膠板，周圍再塗上一層防水膠。     

2.裁切長寬高為 15cm  10cm  2cm 的木板，做為底座。 

3.為增加底部的穩固，避免再被強風吹倒，以螺絲將整座反射裝置鎖定在木板上。 

              圖 4-8 太陽爐反射鏡改善 

   

反射板由紙板改為塑膠板 中間及周圍塗上防水膠 
切割長 15cm、寬

10cm、高 2cm 的木板 

   

 

 

 

塑膠板完成 
將原來的底座以螺絲 

鎖在木板上 

防水及穩定度 

改善之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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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三 探討太陽光下海水蒸發淡水之效果 
(一)第一次實驗時間:2021/10/27 11：00 開始每 30 分鐘記錄一次溫度變化，如表 4-3-1。 

表 4-3-1 
 

時間 
菲聶耳

透鏡#A 
熱導管

上#B 
熱導管

下#C 
水溫 
#D 

備註 

11:00 24.7 43.1 38.8 31.1  

11:30 24.5 144.7 87.8 77.8  

12:00 24.7 264.9 147.2 98  

12:30 25.7 262.9 160.5 101  

13:00 25.4 232.7 147 98.3  

13:30 24.3 171.2 111.5 97.3  

14:00 25.4 125.4 90.1 86.5  

14:30 25 88.6 66.4 58.4  

 

圖 4-3-1  菲聶耳透鏡太陽爐加熱溫度曲線圖 

結果：1.在菲聶耳透鏡下熱導管上約 20 分鐘，熱導管溫度達到 100℃。 

2.數據顯示在 11:45-13:51 水溫會維持在 96℃以上。 

3.最後收集到 6.79 公克的水，以鹽度計測得水為 1.000，以 TDS 測得為 525。 

 純水的 TDS 為 0，TDS 數值越大表示水中所含雜質越多，因此我們判斷係因

鐵鍋未清洗乾淨。  

 

(二)第二次實驗時間:2022/05/18 10:20 開始每 30 分鐘記錄一次溫度變化，如表 4-3-2。 

表 4-3-2 
 

時間 
菲聶耳

透鏡#A 
熱導管

上#B 
熱導管

下#C 
水溫 
#D 

備註 

10:20 26.3 32.1 31.7 32.5  

10:50 28.3 31.5 31.2 31.9 多雲 
11:20 30.2 31.4 31 31.6  
11:50 31.2 45.6 41.1 39.7  
12:20 31.3 46.6 44.1 41.8  
12:50 30.3 41.1 39.5 38.8 多雲 
13:20 32.4 53.8 48.8 43.2  

13:50 30.5 48.5 43 40.1 微風 

 

圖 4-3-2  菲聶耳透鏡太陽爐加熱溫度曲線圖 

結果：1.當地面氣溫由 26 度上升到 32 度時，熱導管上溫度最高只能達到 53.8℃。 

2.數據顯示在這 3.5 小時內，水溫在 31.6 到 43.2℃之間。 

3.最後收集到水量 0 公克，但是消失了 4 公克的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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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次實驗時間:2022/05/19 11:00 開始每 30 分鐘記錄一次溫度變化，如表 4-3-3。 

表 4-3-3 
 

時間 
菲聶耳

透鏡#A 
熱導管

上#B 
熱導管

下#C 
水溫 
#D 

備註 

11:00 31 32 30 28 多雲 

11:30 29 31 30.2 28.1 多雲 

12:00 29.3 31.4 30.9 28.1 多雲 

12:30 32 35.4 35 36.4  

13:00 32.5 46 45.4 41.4  

13:30 34 48.4 46.8 45.3  

14:00 35 63.7 58.6 49.9  

14:30 34.5 42 41.6 41.3 微風 

 

圖 4-3-3 菲聶耳透鏡太陽爐加熱溫度曲線圖 

結果：1.當地面氣溫由 28 度上升到 36 度時，熱導管上溫度最高只能達到 63.7℃。 

2.數據顯示在這 3.5 小時內，水溫在 28 到 49.9℃之間。 

3.最後收集到水量 2 公克，以鹽度計測得水為 1.000，以 TDS 測得為 41。因為

我們有注意到要洗鐵鍋，所以 TDS 的值下降。 

4.消失了 1 公克的海水。 

 

(四)第四次實驗時間:2022/05/20 11:00 開始每 30 分鐘記錄一次溫度變化，如表 4-3-4。 

表 4-3-4 
 

時間 
菲聶耳

透鏡#A 
熱導管

上#B 
熱導管

下#C 
水溫 
#D 

備註 

11:00 28.4 29 29.7 28.5 多雲 

11:30 29 31.7 31.4 32.6 多雲 

12:00 31.7 33.2 32.7 33.9  

12:30 32.3 48.3 43.3 47.9  

13:00 34.5 52.5 44.2 48.6  

13:30 34 53.6 46.9 49.3  

14:00 33 53.6 41.5 43.6 微風 

14:30 32.8 39.7 40.6 43.4  

 

圖 4-3-4  菲聶耳透鏡太陽爐加熱溫度曲線圖 

結果：1.當地面氣溫由 28 度上升到 38 度時，熱導管上溫度最高只能達到 53.6℃。 

2.數據顯示在這 3.5 小時內，水溫在 28.5 到 49.3℃之間。 

3.最後收集到水量 1.5 公克，以鹽度計測得水為 1.000，以 TDS 測得為 12。 

4.消失了 1 公克的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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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五次實驗時間:2022/05/29 10:20 開始每 30 分鐘記錄一次溫度變化，如表 4-3-5。 

表 4-3-5 
 

時間 
菲聶耳

透鏡#A 
熱導管

上#B 
熱導管

下#C 
水溫 
#D 

備註 

10:20 38 83.9 53.2 67.1  

10:50 37 120.1 58.3 66.7  

11:20 37.5 87.5 66.2 68  

11:50 37 226.6 64.5 65.6  

12:20 37.5 104.4 54.5 55.3  

12:50 38 98.6 54.1 56.2 雲/微風 
13:20 38 55.1 54.4 40.9 厚雲/微風 

13:50 38.5 158.1 67.2 50.4 微風 

 

圖 4-3-5  菲聶耳透鏡太陽爐加熱溫度曲線圖 

結果：1.當地面氣溫由 37 度上升到 38.5 度時，熱導管上溫度最高達到 226.6℃。 

2.數據顯示在這 3.5 小時內，水溫在 40.9 到 68℃之間。 

3.最後收集到水量 2 公克，以鹽度計測得水為 1.000，以 TDS 測得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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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一、實驗一 探討熱導管在不同位置加熱的效果 

從實驗結果得知，當加熱在不同位置測量點時，該加熱的位置溫度會快速的上升，

而在#1位置測量點加熱時，溫度會依序傳到#2~#7。當加熱點是在#2到#6時，則溫度會往

熱導管的兩邊遞減。 

我們利用菲聶耳透鏡將陽光聚集#1 位置(熱導管的頂端)，將最大的熱能傳遞到#7

位置(浸在海水中的末端)。為了提升效能，我們以反光鏡將陽光反射到熱導管的#1~#4 位

置，將熱能傳遞#7 位置。由#7 溫度變化表(表 5-1)得知，以鏡面將光反射到熱導管#3-#4

之間，傳遞到#7 的溫度較高、散失的溫度較少，是最佳的反射區間。 

 

表 5-1  #7 溫度變化表 

加熱點位置 #7 初始溫度(℃) #7 最後溫度(℃) 溫度變化(℃) 

#1 28.3 51.2 上升 22.9 

#2 27.5 50.5 上升 23 

#3 26.9 64.5 上升 37.6 

#4 27.8 62.6 上升 34.8 

 

 

 

 

 

 

 

 

 

圖 5-1  #7 溫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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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二 改善太陽爐加熱的效果 

 
第一代反射板+太陽爐 
 
 
 

 實驗前 

1.由光的反射定律得知當光射到一個介面時，入射

與反射光線成相同角度，入射角等於反射角，所

以在組裝好之後以燈光測試，確認了光能從反射

鏡面反射到熱導管。 

2.將熱導管區分為七個不同位置測量點加熱，得知

熱可由加熱的一端傳遞到另一端，因此太陽的反

射若照在反射板上，便能將反射光線反射到熱導

管，再將熱由熱導管上端傳到熱導管下端，使水

溫上升。 

 

實驗過程 

1.將設備放到太陽下實驗，太陽光移動時我們也隨

時將反射鏡面的角度做調整，讓光線照到熱導

管。此時測得熱導管上的溫度比當時的地面溫度

高出1-2度，熱導管下的溫度與熱導管上的溫度

相同，水溫一開始略低於地面溫度，經過一小時

後溫度能提高到與熱導管下溫度相同。但這樣的

溫度不夠高，如何讓溫度再提高，我們繼續改善。 

2.鏡片與鏡片的間隙太大，無法有效聚集光線，鏡

片的不平整使整個支架也不穩固，很容易被風吹

倒。 

 

實驗結果  

我們原本放置100公克的海水於內鍋，經過3.5小 

時之後，並未取得蒸發的淡水。因為過程中，風會

吹倒鏡架，熱導管穿過木板仍會有小空隙造成水份

直接蒸發掉，再加上16隻熱導管之間的距離偏大，

我們決定將它們綑成一束，所以繼續改良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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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反射板+太陽爐 

 
 

實驗前 

1.由文獻資料得知使用菲聶耳透鏡能影響太陽能

板的發電功率，因此我們架設透鏡在距離熱導管

頂部24公分處，這樣的距離能使太陽光的聚焦為

一個面而非一個點。太陽光能經由透鏡照到熱導

管來增加溫度。 

2.同時也修改鏡面的固定方式，由原來直接用束帶

綁在風扇上改為黏貼在紙板上，讓其光照的面積

增大，也減少風吹的問題。 

 

實驗過程 

1.熱導管的溫度在太陽照射下，於使用菲聶耳透鏡

下後約20分鐘，管上溫度可達到100℃，約60分鐘

以後，管上溫度可以到達250℃以上。熱導管下溫

度則是在30分鐘後達到100℃，持續上升且能維持

100℃以上約1小時，水溫從原來的31℃隨著熱導

管上下溫度不斷地提升跟著升高，在實驗進行約

90分鐘後水溫達到100℃，且能維持水溫90℃以上

約120分鐘。 

2.在太陽光充足的情形下，我們大約每30分鐘就會

去移動反射鏡面的角度，並時時注意菲聶耳透鏡

是否有將太陽光聚焦在熱導管的頂部，若無，需

移動透鏡的角度，使頂部的聚焦能維持。 

 

實驗結果 

最後100公克的海水，在蒸發後可以獲得6.79公克

的水，並且以鹽度計測試所收集到的水未含鹽份，

再以TDS檢測筆測得525的數值，以一般自來水的

TDS約為每公升65毫克，顯然我們收集到的水數據

偏高，雖然TDS檢測僅是飲用水水質標準的其中一

項，不能概括是否含有害物質…等。但我們仍然可

以透過檢測了解蒸發的水與其他純水、海水、自來

水等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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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反射板+太陽爐 

 
 

實驗前 

1.除了在日照充足、高溫穩定的夏季外，我們想了

解其他季節的實驗效果，因此在2022年五月份又

持續進行實驗完成觀察記錄。由於接近梅雨季，

我們做了反射板的防水加強並且將底座鎖定在 

 木板上增加穩定度。 

2.除了查詢太陽的仰角與方位角之外，再查詢實驗

日當天的雲量及風量。(資料來源:Windguru氣象預測網)  

 

實驗過程 

1.2022年五月的溫度在中午仍高，因此我們依然有

測到使用菲聶耳透鏡能讓熱導管上下及水溫都

能提升。然而多雲及風的影響，溫度無法持續一

直上升，雲一旦遮住太陽光，即便地面溫度有達

30度，仍然無法透過菲聶耳透鏡來增加溫度，使

得水溫也未能到達100℃。 

2.當我們打開鍋蓋時，可見微量的小水滴，但必須

快速的收集起來，不然很快就會蒸發掉，同時我

們也看到在熱導管下有出現這樣的現象。 

 

實驗結果 

我們分別在2022/05/19獲得2公克的水、2022/05/20獲

得1.5公克的水、2022/05/29獲得2公克的水，以鹽度

計測試結果，皆未測得有海水的鹽分。以TDS檢測

筆分別測得 41、 12 及 16的值；TDS檢測值與

2021/10/27所取得6.79g水所測出的525數據差異很

大，是因為2022年五月的實驗有將蒸發鐵桶先清洗

乾淨，水中的其他物質含量就比較低了。 

如果要取得更多的水，氣密性與保溫性和防風及保

持高溫是要繼續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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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三 探討太陽光下海水蒸發淡水之效果 

使用菲聶耳透鏡來提高溫度，再以人工方式做角度調整，使溫度能達最高，本實驗

最大的難點在於要有「好天氣」，時時查看氣象預報”好天氣”的日期來規劃實驗。北

部要連續幾小時沒有雲來遮蔽很難，做實驗好像「看天吃飯」，校園裡同學圍觀，馬路

邊有危險，屋頂陽台風大，將日光反射加熱中的熱導管一吹，竟也立刻降溫達1℃，所

以要將這些問題一一克服與排除，著實費了一番功夫。 

實驗以四通道溫度記錄器，設定每30分鐘記錄一次，由加熱溫度記錄圖，我們討論

後得到以下： 

(一) 2021/10/27 實驗中，水溫最高維持在 98℃上下一段時間，有時到達 100℃以上的溫

度，但未有蒸氣，研判原因可能因大氣壓力影響，因為水面上的大氣壓力要阻止水

分子蒸發出來，所以氣壓升高時水要化成水蒸氣必須要有更高的溫度。雖然加上菲

聶耳透鏡後的溫度可達 268℃，然測試當天受雲和風及太陽照射角度的影響，導致

熱管下是以 160℃的溫度加熱，所以只有在鍋壁出現小泡泡似的蒸發現象。 

(二) 2021/10/27 實驗中，水的溫度從 11 點開始的 31.1℃到 11 點 48 分到達 98℃，98℃左

右的水溫一直維持到 12 點 18 分，12 點 24 分水溫達到 100℃，在 12 點 36 分還測到

101.3℃，之後溫度在 100℃到 97℃之間維持了 1 小時 12 分便開始往下降，觀測到 14

點 33 分溫度下降到 55.6℃。在這約三個半小時的時間，獲得的水量有 6.79 公克，顯

示出熱量並沒有全部給海水去加熱，這部分的熱可能是被流失了，也就是說密封性

越好熱量就越不容易流失，保溫效果越好收集到的水量會更多，保溫與氣密性可以

更加強。 

(三) 2022/05/18~05/20 我們進行連續三天實驗。5/18 鍋內的水溫度一開始是 32.5℃，在

13:20 有達到 43.2℃，雖然在熱導管上的最高溫有測得 53.8℃，熱導管下的最高溫有

測 48.8℃，但是並沒有收集到淡水。研判是當時打開鍋蓋時，雖然在鍋蓋上可見非

常微量的小水滴，當時起風未立即收集，太陽一出來，它消失得很快，所以未收集

到淡水，原先 100 g 的海水剩下 96 g，消失了 4 g。5/19 水溫在下午兩點有達到 49.9

℃，這一次在打開鍋蓋時立刻將鍋蓋上的水滴收集起來，獲得了 2g 的淡水。5/20 水

溫在 40 度以上有維持了 2 個小時，也因此有順利取到淡水 1.5g。接下來幾天雲層變

厚、下雨，溫度漸降。 



26 

(四) 2022/05/29 在連續降雨後，我們查了氣象局的資料，發現今日高溫能到 30 度以上，

查詢雖然仍有雲層，但我們希望能有機會取得更多的淡水，於是再架設裝置。從八

點開始地面溫度測到 38℃，在 10:50 測到熱導管上達 120.1℃，13:50 測到熱導管上達

158.1℃，在 11:50 時還測到 226.6℃，此時在熱導管下方的水溫維持在 50.4℃至 68℃

之間，最後剩餘海水為 98 g，取得淡水 2g。在溫度有升高的情形卻未能取得更多的

淡水，我們判斷這跟雲層及風量有非常大的關係。太陽光直接照射在熱導管頂端時

能使溫度上升的非常快速，在每 30 分鐘的觀測時間內，熱導管四個點的溫度會隨著

太陽是否直射或透過菲聶耳透鏡將光線聚焦在測量點上而有很大的變化，我們發現

到太陽光若聚焦 30 秒，就能使原先熱導管上的溫度提高 64℃，在熱導管下的升溫

速度雖然沒那麼快，但也能同時隨著管上的溫度提升而提高 2-3℃，但是風一吹來，

加上雲層漸厚，陽光時顯時隱，高溫無法一直持續，雖然在每 30 分鐘的觀測時間內

能看到熱導管上的溫度飆升到 300℃以上，但是下降也非常快，因為雲跟風的關

係，讓水溫無法持續保持高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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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在台灣的北部地區，以太陽熱能做海水蒸發實驗，每個人都認為不可能，原本規劃並沒

有用到菲聶耳透鏡，查閱國外使用太陽爐資料，大多顯示溫度均可達到 300-400℃，烤肉、

做菜、燒開水都沒有問題，我們也參考了關於菲聶耳透鏡的文獻，得知利用透鏡能使溫度提

高，也實際做了透鏡的測試，所以在環境溫度僅有 24℃的情況下，因為科技的進步與老天

的感動，讓我們能完成此次實驗參加科展，感到很開心。我們這組女同學有異位性皮膚炎，

幾乎不能曬太陽，每周實驗後都要去治療，但最後大家能一起完成實驗，覺得很感動，在此

特別提出來。 

在我們的三個實驗中，從第一個實驗『探討熱導管在不同位置加熱的升溫狀態』，使我

們確認要讓陽光透過太陽爐的反射鏡反射到熱導管 10 到 15cm(即#3 到#4)的位置，以獲得最

大的效益。 

第二個實驗『設計並改善太陽爐加熱的成效』，這裡分成兩部份改善，其一是太陽爐的

反射鏡改善，由原本討論設計並委託製作的固定座改成以厚紙板來改善鏡面放置不平整的反

射問題。易被風吹倒的現象則以支架加上束帶連接成圓形，讓整座反射鏡架牢固穩定。時序

進入梅雨季再做防水的改善，將底座以螺絲鎖在木板上，並且以塑膠板及防水膠加強防水效

果。溫度不足的難題則由菲聶耳透鏡來解決，加上菲聶耳透鏡後，使熱導管的溫度可達 268

℃，但是需在陽光充足且持續的條件下才能有更好的效果。另一部分則是太陽爐的蒸發罐改

善，為改善鍋蓋氣密不佳，再購置 14.0cm 鍋蓋。原本懸吊式的內鍋，改在鍋底使用白鐵淺

盤，可以穩固不搖動。使用圓盤鍋蓋會讓水滴流到鍋蓋的周邊凹陷處讓我們容易收集，最後

的熱導管數量由 13 支增為 16 支以提升溫度，並將熱導管上端以導熱金屬黑色膠帶集束，使

底部的熱導管會分散有利於熱傳導。在改善氣密部分原用木板固定熱導管，改用塑膠蓋，以

耐熱矽利康填補熱導管間的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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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實驗『探討太陽光下海水蒸發淡水之效果』，在使用菲聶耳透鏡下，如果陽光夠

強，熱導管溫度可達到 100℃以上；由熱導管上的溫度感測器，可以觀測到溫度很容易會受

到環境中雲的影響。以 100 公克的海水進行實驗，2021/10/27 在蒸發後可以獲得 6.79 公克的

水，並且以鹽度計測試所收集到的水未含鹽份；再以 TDS 測得 525 的數值，此數值跟純水

TDS 為 0、自來水為 65 的數值來比，偏高許多。後續注意鍋內清潔後，2022/05/19 實驗取得

蒸發的水 TDS 值為 41、2022/05/20 實驗取得蒸發的水 TDS 值為 12、2022/05/29 實驗取得蒸發

的水 TDS 值為 16 的數據。第二次到第五次的實驗我們在時序將進入梅雨季時實驗，得知太

陽光透過菲聶耳透鏡及反射鏡能讓熱導管的溫度提高，但是高溫度若無法持續會讓效果不

佳，無法有效收集到淡水。 

本實驗可延伸的項目很多：短期目標可以研究氣密性與適當保溫性來提高蒸發量；中期

目標能利用電位差來穩定供應電力，並增設鹽水循環裝置與升壓器使輸出的電可以充電手

機；長期目標則是希望能把太陽爐熱導管裝置放在缺水的離島地區，以及克服北台灣氣候的

限制，做出晴雨皆能發揮效用的裝置。目前台灣有 24 座海水淡化廠，多數在離島，面對全

球氣候不穩定，除了離島，本島也都有缺水危機，也因此去年有了本島第一座供應民生用水

的海淡廠，經濟部水利署也陸續規劃了另外六座本島海淡廠，但是海水淡化廠的高成本和高

耗能也會對海洋造成污染，所以希望未來我們能把太陽爐熱導管的研究實踐於民生經濟上。

另外將本裝置縮小化發展成便利包，讓在海上活動的人隨時可以使用，或在戰爭急難時成為

救己救人輕巧易攜帶的救難包也是我們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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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904-評語 

【評語】082904  

海水淡化是環境永續利用很重要的議題，本研究以熱導管結合

菲涅爾透鏡進行海水淡化的研究，於每一次試驗修正後能讓實驗更

趨近於原有的規劃。建議需考量熱導管的銅製材質可能與海水蒸發

時產生的結晶進行其他反應或是造成導管的阻塞，蒸發罐設計需要

考量整體冷凝、保溫與氣密性的條件，由於利用太陽能將海水淡化

在歷屆科展已經有多組作品，建議將相關文獻整理與討論，以過去

研究的基礎增進太陽爐熱導管的效能，可讓本實驗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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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爐」加「熱導管」蒸發海水成淡水

海海能生，爐餘得水

科 別：生活與應用科學科（二）
組 別：國小組 1

研究動機

問題：台灣臨海—缺水嚴重

對策：海水淡化—蒸發海水成淡水

研究目的

1.探討熱導管在不同位置加熱的升溫狀態。

2.設計並改善太陽爐加熱的成效。

3.探討太陽光下海水蒸發成淡水之效果。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熱導管：

(26cm26cm)

圖2-3圖2-1 圖2-2

(二)菲聶耳透鏡：

2

等效的一般
平凸透鏡

菲聶耳透鏡

熱導管



研究方法
實驗一：
探討熱導管在不同位置加熱的升溫狀態

#1

#2

#3

#4

#5

#6

#7

連接上溫度記錄器

實驗二：
設計並改善太陽爐加熱的成效

熱導管圖示

使用菲聶耳透鏡聚焦

3

圖3-1

圖3-3

圖3-4

熱導管

圖3-2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能源知識庫

加熱#1-#6位置測量點

圖3-5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一代反射板+太陽爐
氣密性不夠，鏡片不平整，風吹支架
會倒，溫度不夠高。

第二代反射板+太陽爐
鏡片改善並將熱導管數量增加，木板改為
塑膠蓋，增加菲聶耳透鏡提高溫度。

第三代反射板+太陽爐
將反射板及蒸發罐改善之後，提升實驗
效能。

4圖4-2圖4-1 圖4-3



實驗三：探討太陽光下海水蒸發成淡水
之效果

5圖5-3

圖5-1

圖5-2



研究結果與討論

實驗一
探討熱導管在不同位置
加熱的升溫狀態

圖6-2

圖6-3

圖6-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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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熱點位置 #7初始溫度(℃) #7最後溫度(℃) 溫度變化(℃)

#1 28.3 51.2 上升 22.9

#2 27.5 50.5 上升 23

#3 26.9 64.5 上升 37.6

#4 27.8 62.6 上升 34.8

#7溫度變化表

由#7溫度變化得知，以鏡面將光反射

到熱導管#3~#4之間，傳遞到#7的溫

度較高，散失的溫度較少，是最佳的

反射區間。

圖7-3

圖7-2

#3

#4

7

#1

#2

#3

#4

#5

#6

#7

表7-1

圖7-3圖7-1 圖7-2



實驗二設計並改善太陽爐加熱的成效

(一)太陽爐反射鏡的改善

組裝固定座 固定鏡面 束帶捆緊

組裝完成 蒸發實驗狀況 被風吹倒

拆除原來以束帶綁緊的鏡面 黏貼鏡面在紙板上
紙板可彎150°角

測試及角度調整

加菲聶耳透鏡測試溫度 增加黑色集熱板 集熱板移除改善

圖8-1 實驗前置測試蒸發過程

圖8-2  反射板改善

8圖8-3菲聶耳透鏡聚光示意圖



(二)太陽爐蒸發罐的改善

購置兩組鍋蓋測試 鍋蓋測試密合程度 移除內鍋的鉤子

改以塑膠蓋替代木板以

矽利康填補，增加氣

密。

露出外部高度14cm

熱導管集束有利熱收集

加上黑色金屬膠帶

測試太陽爐加熱狀況

圖9-1 太陽爐改善

(三)太陽爐反射鏡的防水改善及底座穩固改善

反射板由紙板加上塑膠板 中間及周圍塗上防水膠
切割長15cm、寬10cm、

高2cm的木板做為底座。

塑膠板完成
將原來的底座以螺絲

鎖在木板上

防水及穩定度

改善之成品

圖9-2太陽爐反射鏡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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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 探討太陽光下海水蒸發成淡水之效果

使用菲聶耳透鏡
安裝四通道溫度記錄器上
紅色標誌共四點。

圖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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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聶耳透鏡上#A 熱導管上#B 熱導管下#C 水溫#D

圖10-2 10/27菲聶耳透鏡太陽爐加熱溫度曲線圖

圖10-3 5/18菲聶耳透鏡太陽爐加熱溫度曲線圖

圖10-4 5/19菲聶耳透鏡太陽爐加熱溫度曲線圖

圖10-5 5/20菲聶耳透鏡太陽爐加熱溫度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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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6 5/29菲聶耳透鏡太陽爐加熱溫度曲線圖



2021-2022五次實驗的結果

日期 10/27 5/18 5/19 5/20 5/29

收集水量(公克) 6.79 0 2 1.5 2

鹽度計(ppt) 1.000 1.000 1.000 1.000

TDS(毫克/公升) 525 41 12 16

2021/10/27實驗結果：

1.在菲聶耳透鏡下20分鐘

熱導管溫度達到100℃。

2.數據顯示水溫在98℃~

101.3℃可維持2小時。

3.收集到6.79公克的水。

4.蒸發的水以鹽度計測得

為 1.000ppt，TDS檢測

值為525毫克/公升。

11

圖11-1

將熱導管上，熱導管下，蒸發桶內的海水溫度比較得知

蒸發的水量與熱導管上下及水溫持續的高溫有很大的關係。

圖11-2 圖11-3



實驗一探討熱導管在不同位置加熱的升溫狀態

實驗二設計並改善太陽爐加熱的成效

1.太陽爐反射鏡的改善：提升反射鏡的穩固性以及防水性，加上菲聶耳透鏡

後，熱導管上方溫度可達300℃以上。

2.太陽爐蒸發罐的改善：增加熱導管數量以提升溫度，並將熱導管上端以導熱

金屬黑色膠帶集束，使底部的熱導管分散有利於熱傳導。以塑膠蓋固定熱導

管增強氣密。
實驗三探討太陽光下海水蒸發成淡水之效果

1.由五次的溫度變化得知蒸發的水量與熱導管上下及水溫持續的高溫有很大的關係，高溫持續越久獲得的水量越多。

2.熱導管上的溫度會因陽光照射，上升的快下降的也快，雲量及風量會影響水溫保持高溫的穩定度。

3.100公克的海水，蒸發後可以獲得6.79公克的淡水。但在五月高溫且風大多雲下，蒸發後最多只能取得2公克的淡水。

12

陽光經由菲聶耳透鏡聚焦在熱導管的上方，在持續高溫
下能將蒸發罐內的海水順利蒸發成淡水。我們的海水淡
化裝置不須花費太高，而且相當環保，也不會產生污染
環境的物質，未來我們希望將這個裝置精簡縮小化，方
便攜帶並且能發展成海上便利包和緊急救難包!

1.當加熱在不同位置測量點時，溫度會依序傳遞到兩端。

2.陽光透過太陽爐反射鏡反射到熱導管上方10到15cm的

位置，能獲得最大的效益。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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