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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非泥莫屬-一場與液體的愛恨情仇 

一、摘要 

世間總流傳沼澤會吞人，從前的迷信，如今已有科學根據。這是因為若人在泥漿狀的沼澤裡

掙扎，摩擦力就會減少，然而此時重力依然向下，人自然是下沉的。我們想藉由沼澤中的非

牛頓流體來探討其中的原理。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我們之前曾在國家地理頻道中 看到介紹沼澤的影片，其中有個部分是「人會被沼澤吞

沒」的說法，這讓我們心生好奇：人真的會整個被吸進去嗎？若陷入其中，又該如何自救？透

過查資料，我們發現與沼澤濃稠度、摩擦力和浮力有關。因此我們設計了不同濃稠度的實驗

來驗證流言是否正確。觀察用相同力量下拉出物體的不同時間，進而了解脫離流體的難易程

度。 希望藉此找出更有效的救援方法，也破除對沼澤的誤解。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1.假設一（外力）：以兩種不同的力去拉此物體，觀察不同力量拉物體時，其脫離流體所需耗

的時間。 

2.假設二（水：太白粉）：1:2，1:3，1:5定力下觀察流體不同比例對物體移動時間的影響。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 研究思路： 

● 第一次操縱變因：拉力的角度 



 

○ 做法：從不同角度拉物體，觀察速率變化。 

○ 問題：沒有可以固定角度的工具。拉的方向無法控制，最後都是90度。 

● 第二次操縱變因：外力大小 

○ 做法：以手拉作為定力來源，觀察效果。 

○ 問題：難以用手維持固定的拉力。 

○ 解決方案：將外力單位固定為「一個杯墊＝35克重」。 

● 第三次操縱變因：速率觀察 

○ 問題：沒有合適方法觀察速率變化。 

○ 解決方案：改為觀察物體移動相同距離所需的時間。 

● 第四次操縱變因：接觸流體的接觸面積 

○ 做法：改變物體與流體接觸的面積，觀察時間變化。 

○ 問題：使用較大面積接觸流體時，時間未如預期縮短。 

● 第五次操縱變因：流體的比例 

○ 作法：用不同比例的太白粉加水造。   

●  最終操縱變因：外力大小&流體的比例 

實驗準備： 

       太白粉（圖一），滑輪，鞋盒，水，電子秤，量杯，木塊，繩子 



 

 

                      （圖一） 

實驗製作：物體製作 

                       （圖二）                                                                   （圖三） 

 

為了讓之後計算時數字比較美觀和增加實驗的趣味性，我們利用16個1立方公分積木

（每個1克重）+一隻樂高鯊魚（一隻54克重）總共70克重的物體來做實驗。最後再用熱熔

膠黏上拉動物體的繩子就完成了。(圖二) 



 

（1）： 流體製作（以下比例皆為水：太白粉） 

從1：5開始製作，加入180克水+900克太白粉，再加入120形成1：3，最後再加入150克水

變成1：2（假設一的流體就是用這個比例）。 

（2）： 重物製作 

               （圖四） 

利用一個紙盒放入一塊35克重的杯墊作為重物上方用黏著物體另一端的繩子綁住。分

為5塊（175克重）、8塊（280克重）作為定力。(圖三) 

（3）： 滑輪製作 

利用一個滑輪定在鞋盒上，鞋盒的長寬高分別為: （36、26、6公分），滑輪的兩邊分別用

一個繩子穿過，一邊綁著拉的物體，另一邊綁重物測量。(圖四) 

實驗分析： 



 

根據實驗結果顯示，當沼澤模擬液體的濃稠度越高（即加入越多固體如太白粉），物體被

拉出所需的時間明顯增加。這是因為濃稠度提高時，液體的黏滯性也會隨之上升，造成物體

在移動時需要克服更大的阻力與摩擦力，這種現象在物理學中稱為黏滯阻力。實驗中，我們

以相同的拉力作用於不同濃度的液體中，觀察物體被拉出所需的時間變化，並歸納出以下幾

點觀察結果： 

1. 在低濃度（如水與少量太白粉混合）的情況下，液體仍然接近牛頓流體的特性，物

體幾乎可以順利脫離，拉出所需的時間非常短，幾乎感受不到明顯的阻力。 

2. 在中濃度的液體中，隨著太白粉濃度的增加，液體開始呈現非牛頓流體的行為，

尤其是出現剪切增稠現象，也就是液體在受力時會變得更稠。這導致物體開始出

現明顯的阻力，拉出的時間也因此變長。 

3. 在高濃度的模擬沼澤中，液體的黏滯性顯著提高，物體不僅更難被拉出，甚至可

能因施力不當而被拉得更深。這時的液體幾乎像固體一樣，會強烈反應外力，使

得掙脫變得極其困難。這些觀察結果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液體的物理特性，也提

供了對自然現象（如流沙、沼澤）的實際應用。例如，當人在真實的流沙或沼澤中

掙扎時，如果急於快速施力脫困，反而會因為非牛頓流體的剪切增稠效應，導致

阻力迅速增加，使人陷得更深、更難逃脫。因此，瞭解這類流體的行為對於災害

自救與安全教育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總結而言，濃稠度、施力方式、液體類型與物體本身的性質，都是決定脫困效率的重要變因。

本實驗不僅讓我們更深入理解非牛頓流體的物理特性，也讓我們學會在面對困難環境時，應

以更科學冷靜的方式應對，而非單純依賴本能反應。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結論：本實驗探討了非牛頓流體的濃稠度與物體脫離難易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當對物體

施加越大的力量，反而越難將其從非牛頓流體中取出。 這是因為某些非牛頓流體（如太白粉

與水的混合物）具有「剪切增稠」的特性，當受到快速或劇烈的施力時，流體的黏度會迅速上

升，變得像固體一樣，使得物體更難移動。物體在稀的非牛頓流體中比在濃稠的流體中更容

易脫離，這是因為濃稠度較高的流體擁有更大的內部摩擦與阻力，對物體形成更強的束縛

力。 

生活應用： 

1. 防彈裝備：現代高科技防彈衣中常加入非牛頓流體作為填充材料。這些流體在正常狀況下

是柔軟的，穿著舒適，但在子彈高速撞擊的瞬間會迅速變硬，吸收並分散撞擊力，達到有

效的防護效果。 

2. 減震系統：非牛頓流體也被應用於建築的減震裝置中，如阻尼器或避震墊。這些裝置會根

據地震晃動的強度改變自身硬度，在震動小時保持柔軟、震動大時迅速變硬，有效吸收能

量、降低建築損壞風險，提升建築物在天災中的穩定性與安全性。 

3. 醫療方面：在義肢、創傷敷料或護具中，非牛頓材料能夠根據使用者動作的快慢自動調整

硬度，提供良好的保護與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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