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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普高組 □技高組  成果報告格式 

題目名稱：  

一、摘要 

        在蔚藍海洋中潛水，是我們三個人共同的夢想。因此想要了解海洋不同深度的地形、

水壓對人體的生理影響。 

        首先，我們查閱了關於海洋不同深度地形的特色（大陸棚、大陸坡、深海平原）的文

獻資料，並且把這些資料整理、記錄，並針對深度、坡度、地形特色，做一個比較表格探

討該地形是否適合潛水。 

        接著我們運用這些資料，提出一個假設：人體在水越深的地方，人體的肺部體積會隨

著水深增加而縮小。我們設計並實作了一項實驗，「模擬水壓變化如何影響人體」的實

驗，主要是用氣球和塑膠杯到泳池觀察氣球的體積變化，模擬人體肺部體積的變化。 

        最後，運用這些彙整到的資料與實驗結果，探討水壓對人體造成的生理反應，主要有

減壓症、氮醉、肺擠壓。分析人體會有這些症狀的原因、簡介、如何防治，這也是我們實

驗的主要目的之一，透過研究讓更多人在享受潛水活動時，能有安全意識，知道如何降低

這些危險的發生機率，也能更安心、安全的親近海洋。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起初在討論題目時，我們希望以地球環境等議題著手，隨著更多討論後，大家都各自

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們也遇到了意見分歧的瓶頸。過程中，我們分別討論了環保、海

洋、環境等問題，也想過做賞鯨、浮淺等主題或實驗。最終，我們整合大家的想法，做出

歸納整理，決定出了我們的題目：「大海不只是藍色的溫柔：看不見的水壓威脅」。 

        我們都熱愛大自然與海洋，也因為這份熱情，使我們更加確定想深入探索海面下隱藏

的力量。這次探究以海洋出發點，並加入地理、物理等自然科學知識，探討水壓對人體的

生理影響。除了針對一系列的實驗和資料參考，透過實驗模擬水壓會對人體有哪些危險的

災害，也藉由這次的機會，告訴人們這些水壓造成人體的症狀的防範措施、如何避免以及

如果遇到這些情況時，如何應對……，降低這些潛水災害的憾事發生。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目的： 

1.模擬水壓變化下，人體肺部體積的變化。 

2.分析潛水員在不同水深下可能產生的神經影響。 

3.評估不同水深的潛水可能出現的風險，並找出潛水最適深度。 

4.探討氣體在人體中隨著水壓變化的溶解與釋放機制。 

（二）假設： 

1.假設隨著水深增加，人體肺部體積會因水壓增大而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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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假設人體適合潛水的地方為大陸棚和大路坡。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實驗器材(依編號如圖示)：                                                     

1.皮尺 (150 公分)  

2.15 毫升的塑膠杯數個 

3.氣球數個 

4.橡皮筋 

5.攝影及防水設備 

(二)實驗地點：游泳池，池深約 140 公分，已

事先與該單位溝通，取得同意後再進行實驗

與錄影。 

(三)探究方法： 

1.整顆氣球直接套在杯口，用橡皮筋綁住，確保不會有水滲透進去。 

2.把皮尺的零刻度對到泳池水面，然後皮尺延伸泳池底部，方便觀測水深的變化。 

3.把第一步驟套好氣球的塑膠杯，慢慢的從皮尺的 0 公分降到泳池底部，觀察氣球的體積

變化。 

4.依此方式進行數次，並在過程中進行錄影。 

5.將實驗影片中相關的結果進行截圖與討論。 

(四)驗證步驟： 

實驗

/次 

實驗圖片(自實驗影片中截圖) 實驗結果與說明 

第 1

次實

驗 

    

1. 從圖片中標示的紅 

圈中的變化，可以觀察 

到 1-1~1-4，隨著下潛

的深度增加，氣球薄膜

可觀察出凹陷的現象。 

2. 第一次進行實驗， 

在操作上未考慮到水波

的晃動，影響了皮尺和

攝影，接下來的時間中

需要再調整。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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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次實

驗 

    

1.圖片中可以觀察到 2-

3~2-4，水深 100公分左

右，氣球薄膜可更明顯

的觀察出凹陷的現象。 

 

第 3

次實

驗 

    

1.從圖片中可以觀察到

3-1~3-4，大約從 60公

分的水深，氣球薄膜可

觀察出凹陷的現象。 

 

第 4

次實

驗 

無圖片 由於畫面晃動太過厲

害，此次實驗影片中無

法做任何結果截圖。 

第 5

次實

驗 

 1.在此次實驗中，我們

嘗試將杯子放到游泳池

底部 140 公分處，可清

楚見到氣球薄膜的凹陷

現象。 

 

第 6

次實

驗 

    

1.從圖片中可以觀察到

6-1~6-4，下潛的深度從

40公分~98公分，可觀

察到氣球薄膜明顯凹

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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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次實

驗 

    

1. 從圖片中可以觀察

到 7-1~7-4，從 44

公分到 97公分之間

凹陷變化，很明顯

的，塑膠杯在 97公

分的凹陷程度大於

在 44公分的凹陷程

度。 

2. 這次匹尺的刻度相

較於第一次實驗較

為清楚。 

 

第 8

次實

驗 

 

 

 

 

 

 

   1.從圖片中可以觀察到

8-1~8-2， 這次我們的

塑膠杯擺放位置跟先前

的實驗不太一樣，我們

猜測直的擺放它的凹陷

程度會較明顯，可是實

驗結果出來卻是完全看

不出它的凹陷程度。 

 

 

(五)驗證小結： 

       這八次的實驗讓我們親眼看到「水壓的魔法」有

多驚人——氣球塌陷，這個現象其實就像人體在水下

潛水時肺部可能經歷的事情，讓我們對第一個研究目

標有了更直觀的感受。同時，從實驗中所得到的結論

跟在海科館中的水深影響氣球體積的壓力實驗(右圖)

得到相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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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這些變化出發，我們查資料發現，潛水時水壓會影響的不只是肺，還可能導致減

壓症、氮醉等風險，這也幫助我們完成第二和第三個目的的推論。第四項目的部分，我們

把實驗中的氣體變化原理和潛水中的氣體溶解現象做了連結聯想，發現這些看似簡單的實

驗，其實藏著潛水安全的大秘密。雖然我們不能真的潛到幾十公尺深去做人體實驗（也太

危險了），但透過這些模擬，我們還是成功用創意和科學的方式，了解了水壓與人體潛水

之間的關係。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藉由這次的資料統整和實驗驗證之後，我們希望建立大家對潛水安全知識的基礎。不論是幫助想從事

自由潛水、浮潛或水肺潛水的人了解水壓對身體的影響；或是提醒想從事潛水活動前需要了解潛水疾病，

如：減壓症、肺擠壓、氮醉等，以確保安全下水，都是一個很好教育與傳遞知識的機會。符合了 SDGS 的目

標 4：優質教育，透過了實驗、觀察，我們將「水壓」的物理知識具象化，讓學生更直觀理解水壓與人體反

應，也提升對於物理的興趣。 

         我們的實驗模擬了潛水過程中人體受到的壓力，並結合到潛水常見疾病（減壓症、肺擠壓、氮醉），

進一步幫助大眾了解潛水風險與健康防護的重要性。符合了 SDGS 的目標 3：健康與福祉，推廣潛水安全知

識，強調潛水這項運動是需要有安全知識與風險防範的。 

          除此之外，透過此次研究，對於海洋地形的理解與應用也有很大的助益。舉例來說，認識大陸棚、大

陸坡、深海平原的地形特徵，有助於日後從事海洋相關職業或戶外活動的選點與安全評估。例如潛水教練、

海洋調查員、救援人員等，都需要這些地形與壓力知識。與 SDGS 的目標 14：保育海洋生態相呼應。

雖然本次研究放在人體面對水壓的生理反應，但我們的研究與實驗也涉及對海洋地形、深度分層的理解，提

升大家對海洋環境的重視與關注。了解人類探索海洋時會遇到哪些挑戰，鼓勵以科學態度認識與尊重海洋未

來可延伸至潛水對海洋生物的影響等議題。 

       對於未來展望，我們期許利用 AI 建立潛水者身體條件（如肺活量、潛水經驗、年齡）與潛水深度的資

料庫，預測潛水風險與適合深度，提供個人化建議。或者是，開發模擬系統或 App，讓潛水新手透過 

VR+AI 模擬潛水情境與生理變化，提升潛水安全教育，優化潛水安全的效能。還有， 與水下科技結合，強

化探索能力，未來可以將實驗延伸至水下機器人（ROV）如何承受水壓，並分析其結構與人類肺部之間的類

比。 

       最後，透過這次研究，我們不只理解了水壓對人體的影響，更開啟了一扇窗，看見科學、醫學與海洋的

連結。未來，我們希望能結合 AI 技術與模擬工具，讓潛水更加安全、海洋探索更加智慧，讓更多人了解、

尊重並愛上海洋。 

圖片左上、右上、左下、右下水深依

序為 0m、10m、30m、50m。 

圖片來源：參觀海科館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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