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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稱：速度與激情-液體黏滯性與蝸⽜球斜坡下滑的有趣現象 

⼀、摘要 

在很多科玩的活動或營隊中，常常看到許多⼈在研究關於蝸⽜球的主題，我們嘗試利

⽤⼀些⽇常⽣活中容易取得的液體，利⽤壓克⼒板製造斜坡，在固定的斜度下觀察不同液

體的流動速度。 

蝸⽜球原理在於重⼼的位置在⽀點後⾯，會造成⼀個逆時鐘的⼒矩，使瓶⼦減速，慢

慢停下來，瓶⼦停下後，瓶內的液體⼜會繼續往前流，使重⼼慢慢跑回⽀點前⾯，這時寶

特瓶會再往前滾動，持續循環就會造成我們所看到的間歇性運動，⽽黏滯性可以透過液體

內的⽔分⼦濃度⽽改變。 

製作鍋⽜球來討論不同液體的黏滯性對速度的影響，發覺番茄醬流動的速度是最緩慢

的，⽽洗碗精次之， 醬油速度最快，主要是因為番茄醬的黏滯性最強，使的重⼼往後移⾄

⽀點後⽅，不斷和向下的⼒抵銷，速度因此⽽下降，⽽醬油的黏滯性最低，往後拉的⼒較

⼩，因此可得知其速度是最快的。 

⼆、探究題⽬與動機 

曾經我們在中學⽣⼩論文中、參加⼤學營隊時都有看到許多⼈在研究關於此主題，我

們深感好奇，因此我們利⽤⼀些⽇常⽣活中容易取得的液體，利⽤壓克⼒板製造斜坡，在

固定的斜度下觀察不同液體的流動速度。 

在剛開始製作實驗時，根本不知道那些液體的黏滯性不相同，⼀開始我們使⽤了⽜奶

和⽔比較，卻發現這兩種物體的黏滯性相差不⼤，無法看出速度的差別，此問題⼀直困擾

著我們，直到午餐吃⽔餃和熱狗時我們靈機⼀動，利⽤醬油、番茄醬互相比較，效果非常

明顯，後來為了想要有更多組比較，因此我們問了當初營隊的學⻑，得知他們是使⽤⽟米

粉粿⽔⽽致造成的， 但因我們周圍沒有⽟米粉，因此使⽤洗衣精代替，發現這三種的速度

差異⼗分明顯，利於觀測。 

三、探究⽬的與假設 

⽬的:探討不同黏滯性的液體對蝸⽜球速度的關聯。 

假設:觀察不同的液體對速度的影響，我們使⽤番茄醬、醬油、洗衣精三種不同黏滯性的

液體來做比較，並以壓克⼒製作斜坡做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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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準備: 壓克⼒板、番茄醬、醬油、洗衣精  

實驗製作:  

(⼀):製作蝸⽜球、貼上標籤:  

為了使三瓶溶液的⾼度相同，我們使⽤ 6 包番茄醬、1.5 包醬油、1/3 瓶洗衣精，再對

應他們的顏⾊分別貼上不同的動物，使實驗更加有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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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洗衣精的製作                              圖(⼆)黏貼洗衣精的標⽰動物  

(⼆)製作軌道:  

剛開始我們使⽤紙箱加上紙板製作，但發

現軌道過短，斜坡太陡，使他們滑動速度過快

不易觀察，後來改成使⽤壓克⼒板製作，卻⼜

發現單單⼀片的話硬度不夠，瓶⼦放下去容易

凹陷下去，因此我們使⽤了兩個板⼦，使他更

加堅固（圖三）。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圖(三)軌道的製作  



實驗分析:  

1. 發現番茄醬速度<洗衣精<醬油： 

主要是因為黏滯性的不同，液體在滾動時，會因為液體附著在瓶閉上⽽使重⼼向後移

動，和滾動的⽅向相反，因此產⽣減速的⼒矩，讓瓶⼦出現間歇性的運動。⽽黏滯⾏

越⾼的液體更容易附著在瓶壁上，因此重⼼的位置移動到⽀點後會更加明顯，更容易

產⽣間歇性運動（圖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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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五)為重⼼位置不同的比較圖  

2. 透過改變物體的濃度使黏滯性變⾼或低，像⽔分⼦這樣的⼩分⼦，通常是⼤分⼦的潤

滑劑， 因此⽔分⼦越少黏滯性越⾼，反之⽔分⼦越多黏滯性越低，⽽黏滯性越低滾動

的速度越快，因此番茄醬的⽔分⼦<洗衣精<醬油。 

五、結論與⽣活應⽤ 

在蝸⽜瓶滑落的過程中，重⼼的位置在⽀點後⾯，會造成⼀個逆時鐘的⼒矩，使瓶⼦

減速，慢慢停下來，瓶⼦停下後，瓶內的液體⼜會繼續往前流，使重⼼慢慢跑回⽀點前

⾯，這時寶特瓶會再往前滾動，持續循環就會造成我們所看到的間歇性運動，⽽黏滯性可

以透過液體內的⽔分⼦濃度⽽改變。 

除了蝸⽜瓶的製作外，在⽣活上還有許多跟液體黏滯性有關的應⽤，如液體黏滯阻尼

器－減少地震對結構所輸入的能量；管壁上塗上超疏⽔塗層－黏性液體會流得比低黏性液

體快…等等，還有許多可以探討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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