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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沒的寶藏               

 

摘要 

     本研究從浮沉子這項玩具出發，藉由了解控制浮沉子升降的因素，探討如何製作浮沉

子以使其可更省力操作。我們發現藉由增加浮沉子負重，可更容易控制其浮沉。 

    此外，我們根據波以耳定律改良浮沉子，設計出簡單但有效的壓力計，可測量寶特瓶

內壓力。 

    以設計的壓力計測量寶特瓶耐壓程度，測試過的寶特瓶中，最高在壓力達 8 個大氣壓

力左右時仍未破裂。 

    施予寶特瓶相同外力時，不同品牌寶特瓶內產生之壓力亦不同。根據本研究的分析推

論是：某些寶特瓶可能因其特殊設計而較能將受壓處外力分散到周圍的瓶壁，因此可讓受

力面積增大而減小瓶內壓力，這種寶特瓶在遭受局部劇烈撞擊時，可能可承受較大外力。 

 

  

壹、前言(含研究動機、目的、文獻回顧) 

  一. 研究動機:  

      理化老師曾在課堂上教我們做浮沉子實驗(圖1)，但發現很多同學的浮沉子要不是浮不

起來，就是沉不下去，或是要很用力壓才能使其沉下去，因此我們想藉由本實驗探討如何製

作較省力的浮沉子。 

      

 

 

 

 

 

 

 

 
圖 1 浮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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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實驗過程中我們觀察到壓力越大，浮沉子吸管中空氣體積便愈小，經請教老師，

老師叫我們上網查「波以耳定律」，於是知道這是波以耳定律描述的現象，也就是說：在定

溫下，定量氣體體積和壓力成反比。 

    在實驗中我們也觀察到：雖然浮沉子吸管中空氣體積不同，但在受到相同壓力時，體

積縮小的比例大約是相同的，因此我們推論吸管中空氣越多，則在相同的體積縮小比例下，

其體積變化量較大，也因此使浮力變化較大，能使浮沉子在較小壓力下即可下沉，因此我

們設計【實驗一】來證實這個推論。 

    另外，我們根據「波以耳定律」來改造浮沉子，設計了簡單而有效的壓力計，可測量

寶特瓶內壓力(【實驗二】)，而且我們回過頭來，將此壓力計應用在【實驗一】測量壓力，

驗證我們在【實驗一】的推論。 

    此外，看到班上資源回收桶內有很多寶特瓶，我們也想到可用此壓力計來測試各種不

同品牌飲料寶特瓶的耐壓程度 (【實驗三】)。 

 

※相關國中課程教學單元：國中理化：壓力、帕斯卡原理、浮力原理。 

 

二.實驗目的: 

  (一)研究如何能使浮沉子更省力地操作。 

  (二)設計自製壓力計 

  (三)測試寶特瓶耐壓程度。 

 

三.文獻回顧： 

      關於浮沉子這項很多人熟知的簡單科學玩具，其原理很簡單，網路上相關文章也非常

多，因此不再此一一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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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設備及器材 

  寶特瓶(多種不同廠牌)、吸管、迴紋針、C形夾(圖2)、雙面膠、剪刀、尺、臉盆。 

      

 

 

 

 

 

 

 

 

 

 

 

 

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原理簡介： 

       浮沉子是利用帕斯卡原理，用力壓寶特瓶時，壓力會傳至瓶內別著迴紋針的吸管中，使

吸管內空氣體積減少(這是波以耳定律描述的現象)，因而排開的水量減少，使吸管所受浮力減

少，而導致吸管下沉。如果將壓力解除，則吸管內空氣又因體積膨脹而使浮力增加，此時吸管

又上浮。 

 

二.研究過程與方法： 

    我們研究的發展過程可以下頁流程圖簡單表示： 

    一開始我們想讓浮沉子較容易操作(【實驗一】)，在仔細觀察浮沉子後我們利用波以耳定

律設計了吸管壓力計(【實驗二】)，於是我們回過頭來將壓力計應用在【實驗一】。最後我們

用吸管壓力計來測量寶特瓶的耐壓程度(【實驗三】)。 

 
圖 2  C 形夾 (老師建議我們去五金行看看有

沒有適合的工具，於是我們選了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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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程圖： 

 

 

 

 

 

 

 

(一)【實驗一】：研究如何能使浮沉子更省力地操作？ 

   1. 實驗設計： 

    (1) 操作變因：浮沉子所夾迴紋針數目，亦即代表浮沉子之負重。 

    (2) 控制變因：浮沉子一開始浮出水面的高度 (1.0公分)，這代表要使負重不同的浮沉子 

                 下沉，所需要減少的浮力皆相同。 

    (3)應變變因：要使浮沉子下沉所需壓力。(說明：原本我們想簡單地以「用手壓的難易程 

               度」來做為應變變因，但因用手的感覺來做測量壓力並不精準，也不科學，剛   

               好後來我們在【實驗二】設計出壓力計，所以正好用來在此實驗測量壓力。) 

   2. 實驗步驟： 

   (1)將吸管對折，剪成7公分長，底部夾1支迴紋針，製作成一個浮沉子，並測量其重量(圖3)   

        

 

 

 

 

 

 

 

 

 

    
圖 3 浮沉子製作：吸管對折成 7cm，末端別上迴紋針 

迴紋針 

7cm 

 
 
 
 
 
 
 
 
 
 

【實驗一】：如何使

浮沉子更容易操作 

【實驗二】：寶特

瓶壓力計的設計 

【實驗三】：寶特瓶

耐壓測試 

將壓力計應用於【實驗

一】，測量寶特瓶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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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將浮沉子放入裝水的盆中，擠出空氣直到吸管露出水面高度為1.0 cm為止。(圖4) 

         

 

 

 

 

 

 

 

 

 

 

  (3)將浮沉子和壓力計吸管一起放入裝滿水的寶特瓶中，並記錄壓力計吸管中的空氣底部 

     所在刻度A(圖5)。 (註：關於壓力計吸管，其原理和構造請詳見後面【實驗二】) 

   

     

 

 

 

 

 

     

 

 

 

 

 

          
圖 4 擠出空氣，使浮沉子露岀水面 1.0 公分 

 
圖 5 瓶中長吸管即為壓力計吸管，黃色

短的是浮沉子 

 浮出水面

1.0 公分 

浮沉子 

壓力計

吸管 

刻度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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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以C形夾慢慢夾緊寶特瓶，以提高瓶內壓力(圖6)，直到浮沉子下沉，紀錄此時壓力計吸 

       管中空氣底部所在刻度B。 

 

 

 

 

 

 

 

 

 

 

 

 

 

    (5)由刻度A和刻度B計算受壓後寶特瓶內壓力。(如何由刻度A和刻度B計算出瓶內壓力，請 

詳見後面【實驗二】) 

    (6)將浮沉子取出，再多夾一支迴紋針(亦即增加浮沉子負重)，並再重複步驟(2)~(5)。 

    (7)每次做完後都再增加一支迴紋針，逐漸增加浮沉子負重，並再重複步驟(2)~(5)，直到 

浮沉子夾到5支迴紋針為止。(因吸管口不太大，夾到5支迴紋針後就無法再增加了) 

    (8)紀錄迴紋針數目與浮沉子重量，以及其相對應的壓力大小，並做成圖表。 

 

 

(二)【實驗二】：寶特瓶吸管壓力計的設計 

    1.實驗設計與步驟： 

     (1)將一根約20cm長的吸管一端封閉(需封到不透氣，可用雙面膠黏或用打火機燒熔黏住)。 

     (2)在吸管上以細油性筆由封閉端開始每隔0.5cm畫一條刻度,直到把整根吸管畫滿為止， 

        這樣就做成一支壓力計吸管(圖7)。 

 
圖 6 以 C 形夾慢慢夾緊寶特瓶，直

到浮沉子下沉 

刻度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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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將此吸管開口端朝下放入裝滿水的透明寶特瓶，鎖緊瓶蓋，即為一簡易壓力計(圖8)。 

  

 

 

 

 

 

 

 

 

 

 

 

 

 

 

   
圖 7 上端封閉並畫上刻度的壓力計吸管 

 
圖 8  將圖 7的壓力計吸管放入裝滿水

的寶特瓶，鎖緊瓶蓋，即為一簡易壓

力計 

上端封閉 

用油性筆

畫上刻度 

壓力計吸管 

刻度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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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量測寶特瓶所受壓力時，只需紀錄未施壓前吸管中空氣底部所在刻度 A(圖8)，對寶 

特瓶以C形夾施力後，吸管中水位會上升，此時再紀錄吸管中空氣底部所在刻度 B (圖 

9)。 

 

 

 

 

 

 

 

 

 

 

 

 

 

  (5)計算(A∕B)之比值，即為瓶內壓力，單位為大氣壓(atm)。 

 

   ※ 壓力計原理說明： 

        刻度 A 和 刻度 B 的長度正比於吸管內對應的空氣體積 

        亦即 A：B = (未施壓前管內空氣體積)：(受壓後管內空氣體積) 

        故根據波以耳定律： 

         A：B =(施壓後瓶內壓力)：(未施壓前瓶內壓力) 

        而未施壓前瓶內壓力為 1大氣壓(1atm)，故受壓後瓶內壓力為大氣壓力的(A∕B)倍， 

        如此便測得瓶內壓力。 

        (瓶內水深約只有20cm，故水壓遠小於大氣壓力，可予以忽略) 

 

 
圖 9  對寶特瓶施壓後，吸管中水位

會上升，紀錄吸管中空氣底部所在刻

度 B 

刻度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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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驗三】：寶特瓶耐壓測試 

    1.實驗步驟： 

     (1)將【實驗二】中已畫上刻度的壓力計吸管放入裝滿水的寶特瓶中，鎖緊瓶蓋並記錄此 

時吸管中空氣底部所在刻度A。 

     (2)用C形夾夾住寶特瓶上部約三分之一處，逐漸將C形夾旋緊以增大壓力，觀察記錄吸管 

        中空氣底部所在刻度，在C形夾逐漸變緊時，每將C形夾把手旋轉半圈便觀察一次刻度。 

         (圖10) 

 

 

 

 

 

 

 

 

 

 

 

     (3)取寶特瓶被 C形夾壓破之前最後一次所記錄的吸管中空氣底部所在刻度B， 則根據 

        【實驗二】之原理，寶特瓶的耐壓程度即大約為 (A∕B)個大氣壓力。 

若寶特瓶在 C形夾把手轉緊到無法再轉時仍未破裂，則記錄此時刻度B，並計算 

瓶內壓力。重複此步驟3次，取3次測得壓力平均。(此步驟由同一個同學操作，以保 

持C形夾把手轉緊到無法再轉時，施力大約都是相同的) 

     (4) 分別在寶特瓶的中間部位及下部重複上述步驟，以比較在寶特瓶不同部位(上部、中 

         部、下部)產生的壓力大小的差異。 

     (5)更換不同品牌飲料的寶特瓶，重複上述步驟。 

 

 

    
圖 10 以 C 形夾對寶特瓶施壓，右圖為受壓處嚴重凹陷的情形 

刻度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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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實驗一】：研究如何能使浮沉子更省力地操作？ 

  (一)實驗結果： 

      實驗結果如下表(表1)： 

   表 1 【實驗一】結果： 

浮沉子所夾

迴紋針數 

浮沉子(吸管加迴

紋針)重量(gw) 

刻度 A 長度 

(cm)(未施壓前) 

刻度 B 長度 

(cm)(施壓後) 

使浮沉子下沉所需 

外加壓力=(A/B)－1 

(單位：大氣壓) 

1 0.79 19.2 7.9 1.43 

2 1.23 19.9 12.5 0.59 

3 1.66 19.7 14.5 0.36 

4 2.14 20.2 16.4 0.23 

5 2.57 20.1 16.9 0.19 

  註：瓶內壓力需減去瓶外的1大氣壓，才是所施加的外加壓力。 

 

我們將結果數據畫成下圖：(圖11、圖12) 

 

 

 

 

 

 

 

 

 

 

 

 

 
圖 11  使浮沉子下沉所需外加壓力與迴紋針數目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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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討論： 

      1.根據實驗結果，確實如我們一開始的推論：所夾的迴紋針越多，則浮沉子越重，所 

        需要使其下沉的外加壓力就越小，在操作時越能省力，但是在迴紋針數目增多時， 

        壓力差別明顯減少，這是因為在迴紋針數目較多時，多一根迴紋針使浮沉子中空氣 

        增加一樣多體積，但是體積增加比例卻較迴紋針數少時為小，這導致所需的壓力雖 

        減少，但壓力減少的幅度較迴紋針數較少時為小。 

            圖11和圖12並無明顯差別，因為吸管的部分很輕，所以浮沉子重量大約正比於 

        所夾的迴紋針數，故兩者圖形曲線很接近。 

      2.根據實驗確定上述結果後，我們便可以如下解釋這個現象： 

            雖然浮沉子吸管中的空氣體積不同，但根據波以耳定律，在壓力增加量相同時， 

        體積縮小的比例是相同的。因此浮沉子中空氣越多，則在相同的體積縮小比例下， 

        其體積變化量越大，也因此使浮力變化越大。 

            所以浮沉子中空氣越多，則能在越小外加壓力下即可減少足夠多的浮力而下     

        沉，而要使浮沉子中保留的空氣越多，則需增加其負重，亦即增加夾上去的迴紋針 

        數目。 

 

 

 

 
圖 12  使浮沉子下沉所需外加壓力與浮沉子重量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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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二】：寶特瓶吸管壓力計的設計 

  (一)實驗結果與討論： 

        以我們買的C形夾來測試所設計的壓力計，在實驗中測到的最高壓力大約可達 8 個 

大氣壓。以我們所做的其中一次測試結果來作說明如下： 

           在一大氣壓下(無外加施力時)，壓力計吸管空氣柱長為20.1公分(刻度A)，再以C 

形夾將寶特瓶夾緊到把手無法再轉動為止，此時壓力計吸管空氣柱長度縮短為2.5公 

分(刻度B)，故根據波以耳定律，瓶中壓力約為(20.1∕2.5) ≒ 8.0大氣壓。 

           但是使用不同品牌寶特瓶，所能測量的最大壓力也有所不同，這一點在【實驗三】 

      有詳細討論。 

 

 

三.【實驗三】：寶特瓶耐壓測試： 

  (一)實驗結果： 

      原本我們預期能用C形夾壓破寶特瓶來測量寶特瓶所能承受的最大壓力，但出乎意料之

外，在多種飲料品牌寶特瓶中我們只壓破了一個，壓破前的壓力大約為4.4個大氣壓(見下表2 

註2說明)，其他寶特瓶在我們將其夾緊到C形夾的把手無法再轉動時，都還沒破掉。 

     本來我們想找一個更有力的夾子再做一次，但找了三家五金行並未看到更合適的夾子。 

所以我們只列出將各品牌寶特瓶夾緊到C形夾把手無法再轉動時，所測得的最大壓力。(下頁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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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品牌寶特瓶夾緊到C形夾把手無法再轉動時所測得的最大壓力 

(各項代表意義請見表下方之註明) 

 寶特瓶上部 寶特瓶中部 寶特瓶下部 備註 

 A 

(註) 

B 壓

力 

壓力 

平均 

A B 壓

力 

壓力 

平均 

A B 壓

力 

壓力 

平均 

 

 

品牌1 

20.0 5.6 3.6  

3.5 

20.3 4.9 4.1  

4.1 

20.2 5.2 3.9  

3.8 

整體壓力小， 

上中下壓力一

致 

20.3 6.4 3.2 20.6 5.1 4.0 20.2 4.9 3.9 

20.4 5.4 3.8 20.4 4.8 4.3 20.4 5.5 3.7 

 

品牌2 

20.5 6.1 3.4  

3.3 

20.3 5.6 3.6  

3.5 

20.1 6.1 3.3  

3.4 

整體壓力最小

且上中下最一

致 

20.3 6.4 3.2 20.3 5.6 3.6 20.0 5.6 3.6 

20.3 6.2 3.3 20.1 6.1 3.3 20.1 6.0 3.4 

 

品牌3 

19.9 3.5 5.7  

6.1 

20.1 3.4 5.9  

5.5 

19.9 4.0 5.0  

5.1 

 

19.9 3.4 5.9 20.2 3.8 5.3 19.9 3.8 5.2 

20.0 3.0 6.7 20.2 3.9 5.2 20.0 4.0 5.0 

 

品牌4 

19.2 3.0 6.4  

6.6 

19.3 2.8 6.9  

6.9 

20.0 2.6 7.7  

7.8 

下部壓力比上

部和中部明顯

較大 

19.5 2.7 7.2 19.6 2.7 7.3 19.5 2.5 7.8 

19.6 3.1 6.3 19.3 3.0 6.4 20.1 2.5 8.0 

 

品牌5 

20.3 3.9 5.2  

4.7 

19.9 3.9 5.1  

4.9 

20.0 3.9 5.1  

5.1 

上中下壓力一

致 20.0 4.4 4.5 19.8 4.2 4.7 20.3 4.0 5.1 

20.0 4.6 4.3 19.6 3.9 5.0 20.0 4.0 5.0 

 

品牌6 

19.9 4.3 4.6  

4.8 

20.0 4.2 4.8  

5.0 

19.9 3.3 6.0  

5.6 

 

20.2 4.2 4.8 20.0 3.8 5.3 20.1 3.7 5.4 

20.0 4.0 5.0 20.1 4.0 5.0 20.0 3.8 5.3 

 

品牌7 

17.2 3.3 5.2  

5.0 

17.1 2.0 8.5  

8.3 

17.0 2.3 7.4  

8.0 

上部壓力比中

部和下部小很

多、材質特殊 

17.3 3.6 4.8 17.2 2.4 7.2 16.8 2.0 8.4 

17.0 3.4 5.0 17.3 1.9 9.1 17.4 2.1 8.3 

 

品牌8 

19.9 4.8 4.1  

4.1 

19.7 4.2 4.7  

4.6 

20.0 4.5 4.4  

4.4 

上中下壓力一

致 19.9 5.1 3.9 20.0 4.1 4.9 19.8 4.5 4.4 

20.0 4.7 4.3 20.0 4.6 4.3 19.9 4.4 4.5 

 

品牌9 

19.7 12.5 1.6  

1.5 

 

20.0 11.3 1.8  

1.7 

19.6 11.0 1.8  

1.6 

瓶蓋漏水，故壓

力偏低 

有破裂(註2) 

19.5 13.0 1.5 19.6 13.0 1.5 19.6 13.0 1.5 

19.5 13.0 1.5 19.7 11.0 1.8 19.5 12.5 1.6 

註： A ：代表壓力計的A刻度 

 B ：代表壓力計的B刻度 

 壓力 ：為施壓後寶特瓶內壓力，其值為(A∕B)，單位為大氣壓力 

 平均壓力 ：為三次壓力測量平均 

註2：品牌 9 做了3個瓶子，第1個瓶子破裂，破裂前壓力大約是4.4個大氣壓(刻度A=20.0， 

刻度B=4.5，(A/B)≒4.4)。第2、3個瓶子瓶蓋漏水導致壓力無法提升，上表中是第2個 

瓶子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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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將各品牌寶特瓶在上、中、下部所測得的最大壓力平均做成下面 表3： 

 

 

 

 

 

 

 

 

 

 

 

 

 

 

 

  (二)討論： 

     1.原本我們以為可以用C形夾把寶特瓶夾破，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只夾破了一個瓶子(品 

牌9)，夾破前瓶內的壓力大約達4.4個大氣壓。而在所有數據中測得之最大壓力達到 

8.4個大氣壓，而且C形夾夾到轉不動時，寶特瓶皆已變形得很嚴重。根據以上實驗 

結果，市面上各品牌寶特瓶顯然都有一定程度的耐壓能力。 

 

     2.另一個意外的發現是： 

            當我們把寶特瓶夾緊到C形夾把手無法再轉動時，此時各個品牌寶特瓶所測到的 

        壓力大小都不同，最大和最小差距大約有2.5倍之多。 

            當C形夾把手無法再轉動時(我們由同一個人來進行此操作)，此時C形夾施給寶 

        特瓶的外力大小大約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的寶特瓶卻在瓶內卻產生不同大小的壓力。 

 

 

 
表 3 各品牌寶特瓶上、中、下部測得最大壓力 

     註：品牌 9 測得壓力最小是因瓶蓋漏水，而使壓力無法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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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為解決上述問題，我們觀察比較壓力最小的品牌2和壓力次小的品牌1，以及壓力最高 

       的品牌4和壓力次高的品牌3，結果發現兩組瓶子的厚度差不多，但差別在於壓力小的 

       品牌2和品牌1在瓶身上有較多的凹凸不平的紋路設計，而壓力大的品牌4和品牌3在瓶 

身設計上就顯得表面較平坦(圖13)。 

 

 

 

 

 

 

 

 

 

 

 

 

 

 

 

           我們使用的C形夾施力主要來自其施力盤，但不同的瓶子表面受力時分散受力面 

       積的效果不同。這就像是在爛泥地上墊著一塊大木板踩下去，陷下去就不深，因為木 

       板分散受力面積使得壓力減小，但若墊著一塊相同面積的軟布，則分散受力面積的效    

       果就差很多。當C形夾的施力盤壓上去時，有些瓶子的表面像木板，有些瓶子的表面 

       則像軟布，因而產生大小不同的壓力。 

            若根據我們的數據及觀察來推測，則有可能較多凹凸不平紋路設計的瓶子在受 

       到施力盤擠壓時，分散受力面積的效果較好，使產生的壓力較小。而表面較平坦的瓶 

       子則較容易在受到施力盤擠壓時，較不易分散受力面積而使得產生壓力較大(圖14)。 

            像品牌2這樣的寶特瓶在遭受局部劇烈撞擊時，瓶內產生的壓力較小，可能較能 

       承受較大外力而不破裂。 

        
        圖 13 品牌 2(左)、品牌 4(右)對照 

 

有較多凹

凸起伏 

表面較平

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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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原本我們也推測寶特瓶的厚度會造成壓力大小差別，但從測量數據無法看出明 

       顯的現象，而且我們無法精確測量瓶子材質厚度，故無法多做推論。 

           關於厚度這項因素，就所測量的品牌中舉兩例說明： 

           第一個是品牌8，這是所有測試過的品牌中最薄的(我們以手握空瓶來判斷)，但 

       是所測得的最大壓力卻比明顯較厚的品牌3和品牌4來得小(見表三)。 

           第二例是品牌9，其瓶身很薄，我們總共做了3瓶，第一瓶在壓力大約4.4大氣壓時 

       破裂，第2和第3瓶則在用C形夾夾緊時，因瓶蓋處漏水而使壓力無法提升(下頁 圖15)， 

       這原因有可能是其瓶蓋和瓶口本身的設計問題，也可能是因瓶身變形較嚴重，連帶使 

       瓶口附近部位產生變形而無法和瓶蓋密合。在高壓力下，各品牌的瓶蓋頂部都有凸起 

       的現象，但只有品牌9漏水。 

            

 

 

 

 
圖 14 受力面積較集中在 C 形夾施力盤上 

施力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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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特瓶可能不需要求太大抗壓能力，但是像品牌9這樣可能在遭受較劇烈撞擊時 

       瓶蓋無法保持氣密，而威脅到消費者喝的健康，也許製造商該考慮改進這一點。 

 

    5.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是品牌7，它的材質與其他品牌不太相同，雖然較厚，但是比較軟， 

      這可能是它會產生較大壓力的原因。 

           它特別的地方在於其上部產生的壓力(5.0大氣壓)比中部(8.3大氣壓)和下部 

      (8.0大氣壓)小很多，其他瓶子各部位的壓力差都沒這麼明顯。觀察其外觀可發現其上 

      部呈圓形拱起狀，且有細小的凹凸起伏紋路，而中部及下部則是平滑的(下頁圖16)。 

           老師建議我們去査「拱」這種建築技術，我們才知道原來「拱」可以將受力分 

      散到周圍區域而減小局部壓力，而品牌7的上部可能就是因其有類似圓拱的形狀，再加 

      上表面有許多凹凸起伏，才導致在受力時產生的壓力比中部和下部小很多。 

 

 

 

 

 

 
圖 15 品牌 9瓶蓋處漏水 

加壓時瓶蓋漏水 

加壓時瓶身

嚴重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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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以上的討論只是就我們只有國中二年級程度的物理知識所做的推論，關於寶特瓶的耐 

  壓程度，牽涉到的因素一定不少，我們只能用手上有的樣本(從回收桶撿來的)以及有限 

  的數據做推論，不足之處一定非常多。 

       不過市面上的寶特瓶種類可說千千百百種，現有可取到的樣本很多，若對其做深 

  入研究，也許可以找出寶特瓶耐壓的各種因素，而這也可應用在需要高耐壓性的容器 

  設計上。 

 

 

 

 

 

 

 

 
圖 16 品牌 7 寶特瓶 上部呈圓拱狀 

上部呈圓拱

狀，且有細

小凹凸紋路 

中下部較

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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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我們這個研究用到原理其實很簡單，除了波以耳定律外，其他的如壓力、帕斯卡原理、

浮力原理都是國中理化內容。甚至我們也是在反覆觀察浮沉子的升降中，體會到波以耳定律

所描述的現象(雖然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有這個定律)。 

     不過老師說原理越簡單的研究越難做，所以除了佩服發明浮沉子的人之外，我們也想用

自己有限的科學知識簡單地做一個粗淺的研究，這是我們第一個練習，不過也發現所謂「做

研究」沒當初想像中簡單。 

      原本在研究結束時我們要把【實驗一】和【實驗二】順序對調，因為這樣似乎比較合乎

邏輯，但為了呈現當時我們的思考順序，仍舊照原來順序排列。因為最初我們只想解決【實

驗一】的問題，【實驗二】和【實驗三】則是我們在深入思考【實驗一】的問題後所衍生出來

的想法。 

 

     歸納本研究，有幾個要點： 

一.浮沉子負重越大，則用手壓寶特瓶使其下沉時越省力。 

       很多玩過浮沉子的人可能也可以從經驗發現這一點，但是本研究的特點在於能設計出壓 

   力計來實際測量壓力，定量地證實這個現象。 

 

二.簡單地利用波以耳定律設計出壓力計。 

        雖然波以耳定律並不是國中理化內容，但其實相當容易理解，尤其是在我們觀察浮沉 

    子，親眼看到它所描述的現象之後。 

 

三.根據實驗結果，市面上的寶特瓶皆有一定耐壓能力。 

       在我們的實驗中，眾多品牌寶特瓶只被C形夾壓破一個。而不同品牌寶特瓶在施給一樣 

   大的外力後，在其瓶內產生的壓力卻不一樣大。 

        產生較小壓力的寶特瓶，顯然在其設計上較具有「紓壓」效果，較能承受外來局部劇 

    烈撞擊，而根據本研究，其中兩個可能的原因可能是瓶身的凹凸起伏設計，以及瓶子的形 

    狀(比如設計成圓拱形狀)。 

         關於寶特瓶耐壓能力這個問題牽涉的因素很多，可做為未來更進一步探討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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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趕不上變化，我們的實驗正是如此，最後的結果其實和原本自己預期的有很大不同。 

       原本我們只想讓浮沉子較容易操作而已，卻將它改良成可以測壓力的吸管壓力計。而當 

   我們信心滿滿拿著強大的C形夾準備壓爛一堆寶特瓶時，卻發現幾乎一個瓶子也夾不破。不 

   過雖然沒夾破寶特瓶，但卻也因此有意外的發現。 

       老師也說做實驗總是會遇到預料之外的問題，但又說這也算運氣好，預期之外的事往 

   往是有趣的問題。經過這個研究後真是心有戚戚焉，而我們學到的一件很重要事就是： 

   仔細檢查預料之外的實驗結果，往往會有意外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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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30118 

本作品研究科學實驗常用來展示的浮沉子，同時透過自製壓力計來量

測所施加的壓力。相當具有探究與實作的精神。  



 

 

 

 

 

 

 

 

 

 

 

 

 

 

 

 

 

 

 

 

 

 

 

 

 

作品海報 
 

 

 

 

 

 

 

 

 

 

 

 

 

 

 

 

 

 

 

 

 

 

 

 
 
 

 
  









https://www4.hc.edu.tw/epaper/no81/live2.asp
https://highscope.ch.ntu.edu.tw/wordpress/?p=4316
https://highscope.ch.ntu.edu.tw/wordpress/?p=4316

	030118-封面
	030118-本文
	摘要
	壹、前言(含研究動機、目的、文獻回顧)
	貳、研究設備及器材
	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伍、結論
	陸、參考文獻資料

	030118-評語
	030118-作品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