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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 霧理現象的奧妙 

一、摘要 

實驗由「霧氣會影響透光量」為出發點，模擬起霧情況，藉由手電筒的光照和感光的太陽能板並用

三用電表來測試不同防霧方法情況下之電壓(V)改變，本研究測試糖水(濃度10%、濃度25%、濃度

50%、濃度75%)、食鹽水(濃度10%、濃度25%、濃度50%、濃度75%)、肥皂水(濃度10%、濃度25%

、濃度50%、濃度75%)的防霧效果。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我們發現許多戴眼鏡的朋友們，於冬季時因溫差極大使鏡面瞬間起霧，且需在特定場所戴口罩，讓

他們在許多活動都無法正常進行，如吃泡麵時、打籃球時、與他人談天交談時……等，因無法看清

眼前景象，造成極大的不便。所以我們決定深度探討起霧的因素並從中研究何種方式可以有效的

防止水蒸氣凝結在鏡片上，設計出相關實驗，找出效果最佳的方法，探究如何達到防霧的效果。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1.探究起霧的因素 

2.發現特定之液體能夠有效防止起霧 

3.利用研究後的結果創造全新的防霧噴劑 

4.讓人們的生活不再需要被起霧所影響 

5.讓人們的安全更有保障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1-事前研究 

(1)霧產生的原理。 

(2)了解介面活性劑是什麼。 

(3)了解表面張力的原理。 
(4)查詢可用的軟體資訊。 

 

1.如何探測起霧: 

藉由手電筒的光線穿過有塗抹溶液的玻璃片並照射在太陽能板上，再用電表測試輸出電能為多少

來了解防霧的效果 

2.實驗(一):哪些物質能防霧 

應用各種的水溶液如糖水、食鹽水等來測試哪些物質在玻璃上能防霧並且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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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驗(二):洗手乳溶液濃度的改變與防止起霧的效果 

改變肥皂水溶液的濃度(10%、25%、50%、75%)來探討其效果。 

4.實驗(三):食鹽濃度的改變與防止起霧的效果 

改變糖水的濃度(10%、25%、50%、75%)來探討其效果。 

3-配置方法 

(1)秤重 

(2)加入熱水 

4-起霧模擬 

1.加入80°c熱水 

2.將玻璃片放置於熱水上方五秒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結論: 

1.糖水在高濃度時雖然有些微的防霧效果，但因為本身的性質較黏稠，所以不適合用來當作防霧

噴劑 

2.肥皂水在濃度10%時防霧效果較差，而在濃度到達25%或以上時時防霧效果達到極致，但濃度越

高，肥皂水的顏色也越白，所以建議使用濃度25%的效果最好。 

日後應用: 

1.希望可以創造出效果最佳的防霧噴劑。 

2.期望可有效達成防霧，避免造成生活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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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報告總頁數以6頁為上限。 

2. 除摘要外，其餘各項皆可以用文字、手繪圖形或心智圖呈現。 

3. 未使用本競賽官網提供「成果報告表單」格式投稿，將不予審查。 

4. 建議格式如下： 

● 中文字型：微軟正黑體；英文、阿拉伯數字字型：Times New Roman 

● 字體：12pt為原則，若有需要，圖、表及附錄內的文字、數字得略小於12pt，不得低於

10pt 

● 字體行距，以固定行高20點為原則 

● 表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表上方置中、對齊該表。圖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圖下方置中、對

齊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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