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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名稱：  「青」輕降落「轉」危為安 — 青楓仿⽣果 

 ⼀、摘要 

 分別透過增加果實的整體質量、改變仿⽣果下落⾼度，觀察其對仿⽣果下落的時間⻑短及 

 仿⽣果下落⽔平位移所造成的影響。最後依實驗結果可得知：仿⽣果的整體質量越⼤，其 

 下落時間就越短；仿⽣果與地鉛直距離越⼤，反⽽其單位距離之平均下落時間較短，且⽔ 

 平位移較少。 

 ⼆、探究題⽬與動機 

 當前世界上有許多遭受戰火肆虐的國家，在這樣危難的狀況下卻傳出加薩物資空投的意外 

 ，未順利展開的降落傘使巨型包裹急速墜落造成死傷，我們因⽽意識到戰爭空投援助的安 

 全性議題。聯想國⼩所學青楓果實特殊的構造，欲透過模仿其結構進⾏測試，希望能藉我 

 們的實驗結果以設計出更易投放、安全且精準的空投系統提供更有效的援助，減輕戰爭帶 

 來的⼈道主義危機。 

 三、探究⽬的與假設 

 ⽬的 

 （⼀）探討仿⽣果質量的增減對下落速度的影響 

 （⼆）探討仿⽣果投放之鉛直距離改變對下落速度的影響 

 （三）探討仿⽣果投放之鉛直距離改變對下落時⽔平位移的影響 

 假設 

 （⼀）隨著仿⽣果質量增加，其所需的下落時間應該減少 

 （⼆）仿⽣果與地鉛直距離越⼤，其平均下落時間應該要減少 

 （三）仿⽣果與地鉛直距離越⼤，其⽔平位移應增加 

 四、探究⽅法與驗證步驟 

 ⼀、實驗所需器具 

 (圖⼀)雷射筆  (圖⼆)28mm迴紋針(0.39g/⽀)  (圖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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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  A4  ⽩紙  (圖五)⾃動鉛筆  (圖六)三⾓板 

 (圖七)仿⽣青楓果實 

 ⼆、實驗資訊 

 實驗地點:室內天井(無風) 

 實驗⽇期:  2024/04/07 

 測量⼯具:⼿機(最⼩刻度  0.01s  ) 

 三、實驗步驟 

 實驗⼀ 

 操作變因  質量  實驗步驟說明 

 增加  0  ⽀迴紋針  0.39g  將增加  0  ⽀迴紋針之仿⽣果由離地⾯鉛直距離  9.9  公尺處投 

 放，測量其下墜⾄地⾯之秒數並進⾏紀錄。 

 增加  2  ⽀迴紋針  1.17g  將增加  2  ⽀迴紋針之仿⽣果由離地⾯鉛直距離  9.9  公尺處投 

 放，測量其下墜⾄地⾯之秒數並進⾏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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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4  ⽀迴紋針  1.95g  將增加  4  ⽀迴紋針之仿⽣果由離地⾯鉛直距離  9.9  公尺處投 

 放，測量其下墜⾄地⾯之秒數並進⾏紀錄。 

 增加  6  ⽀迴紋針  2.73g  將增加  6  ⽀迴紋針之仿⽣果由離地⾯鉛直距離  9.9  公尺處投 

 放，測量其下墜⾄地⾯之秒數並進⾏紀錄。 

 增加  8  ⽀迴紋針  3.51g  將增加  0  ⽀迴紋針之仿⽣果由離地⾯鉛直距離  9.9  公尺處投 

 放，測量其下墜⾄地⾯之秒數並進⾏紀錄。 

 實驗⼆ 

 操作變因  實驗步驟 

 由鉛直距離  6.6  公尺處投放  將增加  6  ⽀迴紋針之仿⽣果由離地⾯鉛直距離  6.6  公尺處投放 

 ，測量其下墜⾄地⾯之秒數並進⾏紀錄。 

 由鉛直距離  13.2  公尺處投放  將增加  6  ⽀迴紋針之仿⽣果由離地⾯鉛直距離  13.2  公尺處投 

 放，測量其下墜⾄地⾯之秒數並進⾏紀錄。 

 由鉛直距離  19.8  公尺處投放  將增加  6  ⽀迴紋針之仿⽣果由離地⾯鉛直距離  19.8  公尺處投 

 放，測量其下墜⾄地⾯之秒數並進⾏紀錄。 

 實驗三 

 操作變因  實驗步驟 

 由鉛直距離  6.6  公尺處投放  以雷射筆確認投放處與地⾯之原點垂直，並將增加  6  ⽀迴紋 

 針之仿⽣果由離地鉛直距離  6.6  公尺進⾏投放，測量其墜落後 

 與原點之⽔平位移同時紀錄數據。 

 由鉛直距離  9.6  公尺處投放  以雷射筆確認投放處與地⾯之原點垂直，並將增加  6  ⽀迴紋 

 針之仿⽣果由離地鉛直距離  9.9  公尺進⾏投放，測量其墜落後 

 與原點之⽔平位移同時紀錄數據。 

 由鉛直距離  13.2  公尺處投 

 放 

 以雷射筆確認投放處與地⾯之原點垂直，並將增加  6  ⽀迴紋 

 針之仿⽣果由離地鉛直距離  13.2  公尺進⾏投放，測量其墜落 

 後與原點之⽔平位移同時紀錄數據。 

 由鉛直距離  19.8  公尺處投  以雷射筆確認投放處與地⾯之原點垂直，並將增加6⽀迴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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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針之仿⽣果由離地鉛直距離  19.8  公尺進⾏投放，測量其墜落 

 後與原點之⽔平位移同時紀錄數據。 

 (  ⼀  )  實驗數據 

 (表⼀)仿⽣果質量改變對下落秒速所造成的影響 

 (表⼆)仿⽣果離地⾼度改變對下落速率所造成的影響 

 (表三)仿⽣果離地⾼度改變對下落過程的⽔平位移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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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結果討論 

 1.  實驗⼀的結果與我們所設想的假設相同，當質量越⼤時，仿⽣青楓果實降落的速會與 

 其  呈正相關  。但在增加迴紋針數量時，下落速度並非與增加之迴紋量數量成正比。 

 2.  實驗⼆的結果與我們的假設不同，我們認為仿⽣果和地⾯之鉛直距離，與其下墜速度 

 將呈正相關，但實驗結果呈現出⾼度對其影響不⼤，在任何⾼度下，他的下墜速度沒有出 

 現太⼤的變化，⼤約為  2  公尺/秒。 

 3.  實驗三的結果與我們的假設不同，我們認為仿⽣果下落過程的⽔平位移應隨著離地⾼ 

 度的增加也跟著增加，但實驗結果顯⽰從離地⾼度  9.9  公尺處開始下落的仿⽣果，其⽔平位 

 移反⽽較從  13.2  公尺處開始下落的仿⽣果⼤，推測其原因，應是因為落地時的仿⽣果  公轉 

 位置不同所導致  。 

 五、結論與⽣活應⽤ 

 結論 

 透過實驗我們發現:仿⽣果的質量改變和下落秒速  呈負相關  ，質量越重則下落秒速越少，此 

 結果和我們實驗前的預測相符；仿⽣果的離地⾼度和下落速率並  無直接的關係  ，不論離地 

 ⾼度如何改變，仿⽣果的下落速率都⼤約為  2  公尺/秒，這和我們實驗前的預測並不相符； 

 仿⽣果的離地⾼度和下落過程的⽔平位移似乎並未隨著離地⾼度增加⽽增加，反⽽離地  9.9 

 公尺的⽔平位移⼤於離地  13.2  公尺的⽔平位移，這和我們實驗前的預測並不相符，重複實 

 驗後，我們發現仿⽣果在空中下落時不僅會⾃轉，還會  繞著⼀固定點(轉軸)公轉  ，因此我 

 們推測導致此實驗結果的原因，是因為仿⽣果從離地  9.9  公尺處開始下落後，落地的時間點 

 正好是仿⽣果公轉⾄遠離原點的位置，因此⽔平位移距離較⼤，⽽從離地  13.2  公尺處開始 

 下落的仿⽣果，因為落地時間點正好是仿⽣果公轉⾄接近原點的位置，所以⽔平位移較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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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應⽤ 

 因果實下落的位能可轉化成移動動能和轉動動能，當較多能量轉化成轉動動能時，果實就 

 能減緩衝撞及毀損，亦可藉由這種緩降的特性實際應⽤；  空投物資  時利⽤此⽅法，則能達 

 成有效減少空投損壞率並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死傷意外。 

 綠  能  在  ⽇  常  ⽣  活  中  逐  漸  被  重  視  ，  ⾄  今  再  ⽣  能  源  中  的  風  ⼒  發  電  尚  未  發  展  成  熟  ，  ⼀  般  ⽽  ⾔  風  能 

 轉換為電能的輸出效率為  20%～40%  ；從青楓果實不容易失速的這個特質下，我們認為他 

 可以⽤於  風⼒發電機的葉片上  。利⽤仿製青楓果實的做法，設計並製作風⼒發電機的葉片 

 ，使其效率更⾼也更加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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