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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延續性作品說明書 
本屆參展作品為延續已發表過之研究內容再進行延伸研究者，須檢附此說明書

【須一併檢附最近一次已參展研究作品說明書或海報】。 
參加組別：普高組 
學生姓名：丁宥甯、林穎孜、陳宥潤                                 
就讀學校：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作品名稱：環環相扣──半渦環結構與行進狀態探討                                                                                     
 
之前研究作品參賽年(屆)次／作品名稱／參展名稱／獲獎紀錄（相關參展紀錄請逐一列出） 
列表範例 
參賽年(屆)次：2023年 
參展名稱：2023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作品名稱：孤對漩渦觀察實驗 
獲獎紀錄：無 

備註：1.校內競賽不需填寫。 
      2.當屆地方、分區科學展覽會競賽紀錄不需填寫。 
請依下列各項，列出此次參展之作品內容，與先前已完成之研究作品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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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項目確認 
(請勾選) 

項 目 
本屆參展作品之更新要點 

(有勾選之項目需於此欄說明) 

✓ 
題目名稱 

從針對半渦環在水面上的孤對漩渦觀察，改為針對

整個半渦環水體結構的特性探討。 

✓ 
探究題目與動機 

從針對半渦環在水面上的孤對漩渦觀察，改為針對

整個半渦環水體結構的特性探討。 

✓ 
探究目的與假設 

從針對半渦環在水面上的孤對漩渦觀察，改為針對

整個半渦環水體結構的特性探討。 

✓ 
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加入染色、電控等方式量化。 

✓ 
結論與生活應用 

探討更多層面的數據與特性。 

✓ 
參考資料 

進行更廣的資料尋找。 

 
其他更新 

 

 
附件： 
✓ 最近一次已參展研究作品說明書及海報(2023年)   
 
 

作者本人及指導教師皆確認據實填寫上述各項內容，並僅將未參展或發表過的後續研究內容

發表於作品說明書或展示海報上，以前年度之研究內容已據實列為參考資料，並明顯標示。 
 
✓ 學生簽名   

                                                     
✓ 指導教師簽名                                        日期： 

 
填寫完後請掃描本文件，並 mail至 sciexplore.t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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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普高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 孤對漩渦觀察實驗 

一、摘要 

本研究探討水中半渦環的性質以及各因素對半渦環運行軌跡與型態的影響。我們設計

實驗裝置，量化施加水面的力並產生渦環；其次調整實驗裝置，深入探究各因素對於渦環

的影響，錄下水面情形並以軟體 Tracker進行分析。我們觀察到巨觀下兩個漩渦大致以等

速度前行，而在微觀下，水面上的漩渦出現週期性振盪運動的現象。另外，在觀察漩渦運

行時，發現兩組渦環靠近時有重新組合排列，並以另一方向移動的現象。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曾看到一個影片，影片中人員用盤子在游泳池水面上滑過，水面便出現兩個圓圈向前

運動。其原理為盤子在水面上移動時，將水推開並形成了一股向外的力，使水形成了渦

環，水面上兩個圓圈為此渦環的二端。然而對於此現象的研究資料仍十分缺乏，因此我們

欲透過研究更好地理解渦環產生的現象，並探究這個神奇現象的未解之謎。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由實驗探討渦環性質。 

（二）架設能夠產生渦環裝置，且能量化施加於水面的力度。 

（三）探討施予不同大小力度對半渦環運行的影響。 

（四 )  探討兩組漩渦靠近後對於運動軌跡與型態的影響。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渦環 

渦環是流體中的圓環狀渦流，在垂直於環平面的方向上移動，常見於液體和氣

體的湍流中。典型渦環流體粒子圍繞一個垂直於路徑的假想核心，以圓形的路徑移

動。靠近核心的部分流體速度較其它部分流體速度快，且大部分的渦度以及能量耗

散都會集中在核心附近。(如圖(一)) 

 

圖(一) 理想渦旋運行極向圖(資料來源:Wikipedia)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Fluid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Torus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Vortex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Turbulence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Turbu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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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移動的流體被排放到靜止流體中時，兩種流體之間的界面處會施加剪切

力，使快速移動的流體的外層減慢，流動被迫以渦流片形式捲曲，使靜止流體運動

並形成渦環(Wikipedia, n.d.)。 

使用盤子在游泳池水面上滑過時，水面產生中心水流加快，而水中阻力使中間

水流產生剪切力並轉向後運行。因水高度位能關係，水流由後向前流動，使水流旋

轉並產生渦環。因不同水速區域間摩擦力，使其渦環向前運行。渦環在兩介質間時

將以水面為分界，於水下產生半渦環。 

（二）研究架構 

 

圖(二) 研究架構與流程 

（三）驗證渦流性質 

透過在水池上用光碟片撥動水面，形成兩個渦旋，將色素滴於水面上的二個渦

旋上，觀察色素暈染情形。 

 

 

圖（三）水中色素暈染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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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為漩渦染色後，我們觀察到水中色素暈染成半圓狀、圓弧朝水底的通

道。可推知透過外力撥動可產生一個半圓的渦環，二個渦旋為渦環的兩端，色素能

透過渦流線傳遞至另一端。 

（四）設計實驗 

1. 裝置架設 

 

圖(四) 實驗裝置架設圖 

如圖(四)，我們落下重物(C)，由滑輪(B)對推動桿(A)產生力矩，使浸入水池(D)

水面的光碟片撥動水面，形成渦環。以提高實驗準確與信賴性，在水池(D)周圍使用

海綿(E)以吸收漩渦運行時產生的反射波。以下為各裝置詳細敘述： 

(1)水池(D)與海綿(E)：水深 13 cm，方格紙墊於水池下以方便觀察，水池周圍

使用了海綿(E)並以重物固定。 

(2)照光與攝影用具(F)：水池左右各放一支架，高 58公分處架設壓克力放置手

機與手電筒。 

(3)推動桿(A)：兩邊支架於 43公分高處架設橫桿，將棉線、吸管和光碟片分別

貼於排尺的前中後端，將橫桿放入吸管後歸位。 

(4)推動裝置(B)(C)：推動桿支架後方 18.6 cm處放兩支架，59公分高處架設橫

桿並架設滑輪，將棉線繞過滑輪，棉線尾端放置砝碼，底下放置海棉緩衝。 

2. 實驗操作 

(1)調整光碟深度以及砝碼重量，將排尺壓於起點裝置歸零。 

(2)將重物懸空，以手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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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鬆開握著重物的手，使推動桿滑動產生渦環。 

(4)觀察水中渦環運行並以影片紀錄下來。 

3. 影片分析 

如圖(五)，透過軟體 Tracker，對於各個漩渦標記每幀所在位置與座標，並

且透過資料分析探討結果。 

 

圖(五) Tracker影片分析軟體使用圖 

（五）探討施加力度對半渦環運行的影響 

表(一) 實驗組別圖 

編號 A B C D 

重物質量(g) 40.2 47.9 54.6 69.2 

 

 
 

圖(六) 各組位移對時間趨勢圖 圖(七) 各組??速率對時間變化趨勢圖 

如表(一)，依照這些砝碼重量的改變影響施予水面的力度，使用軟體紀錄漩渦位

置，結合每組數據，計算其位移，如圖(六)所示。另外依照計算速率，如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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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六)，我們發現位移趨勢每組大致為線性上升，以 R2值高證明此線性關係具

有信賴與參考價值。 

如圖(七)，我們發現其速率呈現鋸齒狀趨勢。 

（六）兩組漩渦靠近後對於運動軌跡與型態的影響 

 

圖（八） 渦環相撞情勢圖（1） 

 

圖（九） 渦環相撞情勢圖（2） 

        如圖(八)與圖(九)為二組實驗，由水池兩邊撥動，形成二個渦環並以方向相對移動，觀

察其渦環型態影響。從二圖中，我們觀察到兩個渦環相撞時，渦環兩端與另一渦環的鄰近

端合併，並改為原軌跡的垂直方向，向外擴散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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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我們對於實驗結果的解釋為渦環於巨觀下以等速度前行，微觀下漩渦速度有振盪(鋸

齒狀趨勢)的現象。由施力強度對渦漩行進速度影響的實驗中，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重量雖

增加漩渦前進速度的趨勢，然而部分組別不符合此現象。從兩漩渦干涉觀察結果顯示，當

二個渦環相撞時，彼此將重新組合並以垂直方向分離。 

針對未來研究方面，以更有效率地偵測並標示紀錄渦環位置，可以使用機器深度學習

渦環的偵測並製作演算法模型，利用電腦程式，如模組 OpenCV(如圖(十))，偵測影片中渦

漩位置並追蹤軌跡。 

 

圖(十) OpenCV與 CPP程式操作偵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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