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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氣流也有力量！ 

一、摘要 

經由親手製作空氣炮，並分析運作原理。我們透過觀察壓縮空氣釋放後的流動方式，

觀察對周圍物體的影響。本報告介紹空氣炮的設計、製作過程及其應用，並討論拉力

大小及砲身長短與空氣砲威力的關係。最後，我們探討空氣炮在生活當中的的應用。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看到小叮噹在影片中對著敵人使用空氣砲的白色圓形氣旋擊倒敵人，覺得很有趣，所

以想要試著做看看。 

 

我們希望透過自製空氣炮來探究以下幾個問題： 

(一)空氣炮的瓶身長度是否會影響空氣炮威力強弱？ 

(二) 空氣炮的瓶身形狀是否會影響空氣炮威力強弱？ 

(二)使用橡皮氣球薄膜時，拉長的距離是否會影響空氣炮威力強弱？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實驗目的 

想要探討空氣炮的工作原理及其影響因素 

 

(二)實驗假設 

空氣砲的運作原理是瓶身內的空氣受到擠壓後把空氣推出，再經過較小的瓶口，就產生

快速移動的氣旋來擊倒目標物；而空氣砲威力的影響因素有「後方橡皮拉的長度，瓶身

容積大小，射擊準確度，瓶口直徑大小，瓶身穩定度」等等，這次實驗我們想要研究： 

1.不同形狀的空氣炮對空氣砲射出力道的影響情形 

2.不同大小的空氣炮對空氣炮對空氣砲射出力道的影響情形 

3.不同氣球拉動長度的空氣炮對空氣砲射出力道的影響情形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實驗器材：寶特瓶(選擇較硬、不易變形的材質)、氣球和膠帶、養樂多空瓶。 

(二)實驗步驟： 

1.把寶特瓶裁切成適當地的大小，從瓶底切割。 

2.把汽球剪成可以套住瓶底的大小，再用膠帶把汽球和寶特瓶交界處黏死。 

3.在桌面上標示出標線方便觀察與紀錄。 

4.拿養樂多罐放在標線處，擊倒後往下一個標線處放，記錄該空氣砲最遠的有效射程。 

5.其他空氣砲重複上述步驟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結果與討論 

1.實驗記錄 

                        規格 

                        橡皮拉開長度(cm) 

目標物距離(cm) 

長圓瓶 中圓瓶 短圓瓶 長方瓶 

10 6 6 8 4 

20 12 6 14 12 

30 12 8 14 12 

40 16 公分無

法擊倒 

8 18 14 

50  10 16 公分仍

無法擊倒 

16 公分仍

無法擊倒 

60  16   

70  16 公分無

法擊倒 

  

  

2.實驗結果 

(1)空氣砲瓶身長短對空氣砲射出力道的影響 

在長圓瓶和中圓瓶的比較之下，長瓶內的空氣比中瓶內的多，導致橡皮膜無法順利地將

長瓶內的所有空氣完整送出，使其無法擊倒較遠的養樂多罐；中圓瓶威力較強。 

(2) 空氣砲瓶身形狀對空氣砲射出力道的影響 

在長圓瓶和長方瓶的比較之下，兩個瓶口都是圓型，瓶身長度都相同，長方瓶內的總空



氣量較長圓瓶多，所以長方瓶能擊倒較長圓瓶更遠的養樂多罐。 

(3)氣球拉動長度的空氣炮對空氣砲射出力道的影響 

以中圓瓶來看，氣球拉得越長，射出的力道就越大，可擊倒得距離越遠。 

 

3.實驗討論 

(1)第一回合空氣砲瓶身原本使用的是合作社的礦泉水瓶，氣球套到保特瓶時，因為保特

瓶太軟所以氣球套上去後保特瓶就會變形，根本無法使用，後來就更換成硬度更高的保

特瓶。 

(2)第二回合我們用水果園的瓶子 280mlPET 材質的正方形瓶子，實驗過程中氣球破掉

了，所以我們用了另一個相同大小的瓶子加上一個新的氣球，重新開始測試，以 10cm

為一個單位，發射位子固定，慢慢增加空氣炮和目標距物的距離，10cm 時倒了三個，

但我們發現下面的瓶子會被上面倒下來的瓶子撞倒，所以我們把原本的 6 個瓶子減少到

剩 3 個瓶子，並倒著放之後距離 10cm、20cm、30cm 的時候都倒一個。 



(3)第三回合我們使用硬質的寶特瓶。可能是因為測試累積次數越多，後方的橡皮膜疲乏

或破損，導致無法把瓶子內部的空氣順利推出去，使空氣砲威力越來變小也越來越不好

控制。 

(4)空氣砲的原理是拉動後方的橡皮膜，放手時橡皮膜往前彈而擠壓容器內的空氣向前，

造成波動，因為射出空氣的氣旋中間是空心的(參考資料:臺南市 112 年度國小學生獨立

研究競賽作品「砲」火連天-探討不同形狀.長度的空氣砲對發射準度與射程之影響及相

關運用)所以我們在想，會不會瞄準之後反而使命中率變低。 

 

(二)生活應用 

1.空氣炮是透過壓迫空氣來釋放出強勁氣流，這股氣流可以推動或掃開地面的落葉、灰

塵、碎屑，就像一種「空氣掃把」可以用來清理路邊的落葉 。 

https://serc.tn.edu.tw/wp-content/uploads/2024/07/%E4%BD%B3%E4%BD%9C_ES08-%E7%A0%B2%E7%81%AB%E9%80%A3%E5%A4%A9-%E6%8E%A2%E8%A8%8E%E4%B8%8D%E5%90%8C%E5%BD%A2%E7%8B%80.%E9%95%B7%E5%BA%A6%E7%9A%84%E7%A9%BA%E6%B0%A3%E7%A0%B2%E5%B0%8D%E7%99%BC%E5%B0%84%E6%BA%96%E5%BA%A6%E8%88%87%E5%B0%84%E7%A8%8B%E4%B9%8B%E5%BD%B1%E9%9F%BF%E5%8F%8A%E7%9B%B8%E9%97%9C%E9%81%8B%E7%94%A8-%E5%9C%98%E9%9A%8A%E5%B8%AB%E7%94%9F%E5%A7%93%E5%90%8D%E7%89%88%E4%BD%9C%E5%93%81.pdf
https://serc.tn.edu.tw/wp-content/uploads/2024/07/%E4%BD%B3%E4%BD%9C_ES08-%E7%A0%B2%E7%81%AB%E9%80%A3%E5%A4%A9-%E6%8E%A2%E8%A8%8E%E4%B8%8D%E5%90%8C%E5%BD%A2%E7%8B%80.%E9%95%B7%E5%BA%A6%E7%9A%84%E7%A9%BA%E6%B0%A3%E7%A0%B2%E5%B0%8D%E7%99%BC%E5%B0%84%E6%BA%96%E5%BA%A6%E8%88%87%E5%B0%84%E7%A8%8B%E4%B9%8B%E5%BD%B1%E9%9F%BF%E5%8F%8A%E7%9B%B8%E9%97%9C%E9%81%8B%E7%94%A8-%E5%9C%98%E9%9A%8A%E5%B8%AB%E7%94%9F%E5%A7%93%E5%90%8D%E7%89%88%E4%BD%9C%E5%93%81.pdf
https://serc.tn.edu.tw/wp-content/uploads/2024/07/%E4%BD%B3%E4%BD%9C_ES08-%E7%A0%B2%E7%81%AB%E9%80%A3%E5%A4%A9-%E6%8E%A2%E8%A8%8E%E4%B8%8D%E5%90%8C%E5%BD%A2%E7%8B%80.%E9%95%B7%E5%BA%A6%E7%9A%84%E7%A9%BA%E6%B0%A3%E7%A0%B2%E5%B0%8D%E7%99%BC%E5%B0%84%E6%BA%96%E5%BA%A6%E8%88%87%E5%B0%84%E7%A8%8B%E4%B9%8B%E5%BD%B1%E9%9F%BF%E5%8F%8A%E7%9B%B8%E9%97%9C%E9%81%8B%E7%94%A8-%E5%9C%98%E9%9A%8A%E5%B8%AB%E7%94%9F%E5%A7%93%E5%90%8D%E7%89%88%E4%BD%9C%E5%93%81.pdf


2.可用來發射彩帶、泡泡或氣流特效，在派對和舞台活動中是一個很有趣、又安全的道

具，用來製造氣氛、驚喜效果。 

3.空氣炮產生的氣流可以用來模擬自然風、冷氣風或排風系統產生的氣流效果。 

4.空氣砲的氣流可以深入刷子、抹布無法進入的角落，把灰塵推走或集中起來，更方便

清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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