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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大專/社會組  科學文章格式 

文章題目： 為什麼熱水倒水聲比冷水低沉？ 聲學中的溫度秘密 

摘要：本文統整了冷水與熱水倒出時聲音差異的相關研究。文獻顯示，熱水（90°C）聲音

傾向於低頻（300-600 赫茲），聽起來更沉悶；冷水（10°C）聲音傾向於高頻（1500-3000

赫茲），聽起來更明亮，這與熱水形成較大氣泡（5-10 毫米）、冷水形成較小氣泡（1-2 毫

米）有關（arXiv:2403.14740）。此外，研究發現，聲音差異還受到容器共振的影響，例如

酒杯音高隨液體量改變（Courtois et al., 2008）。溫度也影響空氣捲入，熱水倒出時空氣捲

入較多，進一步影響聲音特性（Callaghan et al., 2014）。人類能通過聲音感知水溫，這種

能力隨年齡增長而發展，六歲後顯著提升（Agrawal & Schachner, 2023）。本文分析了這

些差異的物理機制，並探討聲音在日常生活中的信息價值。 

文章內容：  

人類對聲音的感知能力極為敏銳，能從日常活動如倒水聲中提取信息。研究顯示，人們能

根據聲音區分冷水與熱水，這種能力隨年齡增長而發展，並非天生，而是通過經驗逐漸提

升。文獻指出，六歲以下的兒童難以區分冷水與熱水的聲音，但六歲後感知能力顯著增強，

至青少年期接近成人水平。這種能力不僅反映了人類對聲音的敏感性，也顯示了聲音在傳

遞環境信息中的重要性。 

 

冷水與熱水聲音的差異主要源於溫度對水的物理特性的影響。根據研究，熱水因黏度降低

和表面張力減弱，傾向於形成較大的氣泡。依據 Minnaert 共振定律，較大氣泡產生低頻聲

音，頻率約在 300-600 赫茲，使熱水聲音聽起來更低沉，能量集中在 10²赫茲級別的低頻範

圍。相反，冷水因黏度較高，形成較小的氣泡，破裂頻率較高，產生高頻聲音，頻率約在

1500-3000 赫茲，使冷水聲音更尖銳刺耳，能量集中在 10³赫茲級別的高頻範圍。 

 

容器對聲音的影響也不容忽視。文獻顯示，水瓶或酒杯的共振頻率會隨液體量和分布改變。

例如，增加酒杯中的液體量可降低音高，旋轉液體也會改變聲音特性。此外，水瓶的共振

特性並不完全符合理想的亥姆霍茲共振模型，瓶頸長度會影響共振頻率。這些聲學特性表

明，容器可能放大或調整冷水與熱水的聲音差異，進一步影響我們的感知。 

 

流體動力學研究提供了更深入的解釋。文獻指出，溫度影響空氣捲入和氣泡動態。熱水倒

出時，空氣捲入較多，形成較大氣泡，導致低頻聲音；冷水則空氣捲入較少，產生較小氣

泡，破裂較快，生成高頻聲音。此外，液體噴射形狀也影響聲音幅度，細噴射比粗噴射聲音

更大，這與氣泡的形成和破裂模式有關。這些發現與日常經驗相符，例如熱茶倒出時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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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潑濺聲，與冷水從水壺倒出時的尖銳聲音形成對比。 

 

以日常生活為例，熱咖啡倒入杯中時，因黏度低和較大氣泡形成，可能產生更低沉的共鳴

聲；冷牛奶倒出時，因黏度高，則可能產生更尖銳的高音聲音。這些差異不僅是聽覺上的，

還反映了表面張力和氣泡動態等物理過程，對聲學和工程領域具有重要意義。例如，理解

聲音差異可應用於設計更直觀的家用電器，或優化液體混合過程的效率。 

 

聲音感知的敏感性也反映了人類對環境線索的進化適應。研究表明，聲音不僅是聽覺體驗，

還能幫助判斷水的溫度或安全性。例如，人類能通過聲音識別容器中水位的變化，這種能

力在盲人和有視力者中表現相似，顯示了聲音感知的普遍性。這種能力在設計家用電器或

改善液體處理的工業過程中有實際應用。 

 

流體動力學的進一步研究顯示，計算流體動力學模擬能揭示溫度對氣泡大小和穩定性的影

響。熱水的低表面張力導致較大氣泡，以低頻振盪；冷水的高表面張力則導致較小、更頻

繁的氣泡破裂，貢獻於高頻聲音。此外，液體噴射的聲音幅度與噴射波紋有關，這可用於

測量水的曝氣率，對廢水處理等工業應用有潛在價值。 

 

相關研究使用了專業設備進行分析，例如以專業麥克風錄製聲音，並結合高速攝影觀察氣

泡大小，確保數據的可靠性。這些聲音差異不僅影響聽覺體驗，還與氣泡動態和表面張力

密切相關，對聲學和工程應用具有實際意義。此外，聲音的歷史研究也提供了背景，例如

早期文獻探討了聲音的基本原理，為後續研究奠定了基礎。 

 

聲音差異的應用不僅限於日常生活，還延伸至科學研究。例如，氣泡動態的研究可用於理

解海洋中的聲音傳播。此外，液體噴射捲入氣體的機制在廢水處理、發酵和浮選技術中有

廣泛應用。這些研究顯示，聲音差異背後的物理機制具有跨領域的價值。 

 

總之，統整文獻可知，冷水與熱水的聲音差異根植於溫度對物理特性和氣泡動態的影響。

熱水因較大、較慢破裂的氣泡產生低頻聲音，冷水因較小、快速破裂的氣泡生成高頻聲音。

本文通過分析相關研究，深化了對聲學的理解，並突顯物理與人類感知之間的複雜聯繫，

為日常生活和科學應用提供了新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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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未使用本競賽官網提供「科學文章表單」格式投稿，將不予審查。 

2. 字數沒按照本競賽官網規定之限 500 字~1,500 字，將不予審查。  

PS.摘要、參考資料與圖表說明文字不計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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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