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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就地不蒸發 

一、摘要： 

當水滴接觸高溫金屬板時，會產生一層具有隔熱作用的蒸氣膜而使水滴不停滾動，此稱萊頓弗羅斯特效應，本

研究探討「不同水量在高溫下形成水滴之狀態」，並研究「水量不同對維持蒸氣膜時間的差異」及「不同水溶

液在高溫下維持蒸氣膜之時間差異」。實驗發現：（1）單一水滴與持續每秒滴入一滴，水滴震盪情形不同。

（2）單一水滴持續震盪滾動約 60 秒會汽化消失，若持續每秒滴入一滴，約 136 秒後因為金屬板降溫，導致沒

有蒸氣膜支撐而使水完全散開。（3）以不同溶液進行實驗，持續每秒滴入 1 滴，可以形成蒸氣膜的時間以生

理食鹽水最久，其次是自來水，最後則是糖水。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水在高溫下會蒸發，這看似是一個「理所當然」的事實；但偶然發現的一個實驗卻顛覆了我們對於此自然知識

的想像。這個實驗就是關於「萊頓弗洛斯特效應」，我們看到了水滴在高溫的鋁罐部段正當運動，卻不會馬上

蒸發。對於這種現象，我們開始進一步的研究。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本研究利用酒精燈加熱鋁罐底部後滴入水滴，研究萊頓弗羅斯特效應： 

(一)、研究單一水滴與持續每秒滴入一滴，不同水量在高溫下形成水滴之狀態 

(二)、比較單一水滴與持續每秒滴入一滴，不同水量在高溫下維持蒸氣膜(形成水珠型 

態)之時間 

(三)、比較不同水溶液持續每秒滴入一滴，在高溫下維持蒸氣膜(形成水珠型態)之時間  

四、 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實驗器材： 

 

【圖 1】鋁條自製支架【圖 2】鋁罐底部          【圖 3】酒精燈 

 

 

【圖 4】紅外線溫度計      【圖 5】酒精燈裝置圖    【圖 6】實驗器材圖 

(二)實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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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一、比較單一水滴與持續每秒滴入一滴，不同水量在高溫下維持蒸氣膜(形成水珠型態)之時間： 

【圖 7】 實驗一流程圖 

實驗二、比較不同水溶液持續每秒滴入一滴，在高溫下維持蒸氣膜之時間(形成水珠型態)之時間： 

當鋁罐溫度達 193℃時，分別以 0.9%生理食鹽水、自來水與 5%葡萄糖溶液進行實驗，持續每秒滴入

一滴液體，當鋁罐上的液體攤開不形成水滴時，即停止計時與滴入液體。 

【圖 8】實驗二流程圖 

(三)實驗結果： 

實驗一： 

(一) 以高速攝影機研究水滴的型態 

【表 3】只滴一滴在高溫下形成蒸氣膜的水滴型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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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間距 文字敘述 

第一階段 前 10 秒 擺盪不穩定，不規律移動 

第二階段 約 10 秒 固定軌跡擺盪，軌跡呈橢圓形 

第三階段 約 10 秒 擺盪範圍變小，集中在中央 

第四階段 約 15 秒 幾乎不動，水滴慢慢蒸發 

第五階段 約 20 秒 逐漸縮小至完全消失 

【表 4】持續一秒滴入一滴水時，在高溫下形成蒸氣膜的水滴型態階段 

 時間點 文字描述 

第一階段 前 10 秒鐘 不規則的擺盪，軌跡大致呈橢圓形，小水滴四散 

第二階段 約 10 秒 軌跡慢慢成型，水滴聚集 

第三階段 約 40 秒 水滴形體不規則且不停變換，軌跡維持橢圓 

第四階段 約 10 秒 形體不規則，不再變化 

第五階段 約 10 秒 水滴成六角形，外部往裡面收縮，軌跡開始不明顯 

第六階段 約 30 秒 角的數量增加為十個，幾乎不擺盪 

第七階段 約 3 秒 不規則形狀，不太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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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階段 約 10 秒 水滴散開，不再形成水滴狀態 

第九階段  水逐漸變少，最後完全乾掉 

(二) 比較單一水滴與持續每秒滴入一滴，不同水量在高溫下維持蒸氣膜(形成水珠型態)之時間   

【圖 9】水滴型態的平均持續時間比較 

依據圖 9 可知，每秒持續滴入 1 滴水時，維持水滴持續時間較長。當持續滴入水時，使鋁罐的溫度降低，產生

蒸氣膜的機會減少，當溫度無法達到萊頓弗羅斯特點(水滴能維持球狀的最低溫度)，水就無法形成水滴型態。 

實驗二：比較不同水溶液(生理實驗水、葡萄糖溶液)持續每秒滴入一滴，在高溫下維持蒸氣膜之時間 

【圖 10】不同水溶液液滴型態的平均持續時間 

【表 8】食鹽水在高溫下形成蒸氣膜的水滴型態階段 

 時間點 文字描述 



5 
 

第一階段 約前 10 秒 不規則的擺盪，小水滴四散 

第二階段 約 10 秒 軌跡慢慢成型 

第三階段 約 10 秒 軌跡維持橢圓，型狀不規則 

第四階段 約 20 秒 呈現六角星，擺盪幅度小 

第五階段 約 40 秒 成八角星形，外部往裡面收縮 

第六階段 約 59 秒 水量多到無法震盪 

第七階段 約 3 秒 水攤開不形成水滴 

第八階段  水滴逐漸乾掉 

 

【表 10】葡萄糖水在高溫下形成蒸氣膜的水滴型態階段 

 時間點 文字描述 

第一階段 約前 10 秒 小水滴四散，不規則的擺盪，軌跡大致呈橢圓形 

第二階段 約 30 秒 水滴聚集，軌跡慢慢成型 

第三階段 約 40 秒 越來越大，軌跡 變小 

第四階段 約 10 秒 形狀不規則，以規律的軌跡擺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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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階段 約 15 秒 成五角形，水滴外部往裡面快速收縮 

第六階段 約 15 秒 成七角形 

第七階段 約 3 秒 水量多到無法震盪 

第八階段 約 10 秒 變成六角形，水滴外部往裡面快速收縮 

第九階段 約 5 秒 水量多到無法震盪，水攤開不形成水滴 

第十階段  水滴逐漸乾掉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 實驗一: 從圖 9 可知雖然持續每秒一滴可使蒸氣膜維持較長的時間，但數據中每秒一滴的實驗平均共滴了

約 136 滴，只比只滴一滴的實驗中時間延長了約 2 倍，由此可知維持時間與水量並非成正比，也就是水量

不能有效的影響維持時間。 

二、 實驗二: 從圖 10 可知 3 種不同水溶液維持蒸氣膜時間長短的排名為:    

                           生理食鹽水 > 自來水 > 葡萄糖水 

由此可知，不同水溶液的沸點各不相同，萊頓弗羅斯特點自然也不相同，故每種水溶液維持球狀的時間各

不相同。 

三、 生活應用 

如果能公式化水滴的形成階段，能從水滴上行的運動得到啓發，進而創造出一種能定向控制液滴運動的新

技術，這項技術將很有前景和市場。控制液滴運動的應用領域很廣。例如：製藥業、微電子冷卻和噴墨列

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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