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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四年級的暑假，我們在家中進行實驗，其中一項便是將太白粉加水製作出非

牛頓流體，當我們製作出來的時候，那樣黏黏滑滑的東西好有趣，而且我還發

現當我用力將它抓起時，他竟然會變成像是固體狀的東西，但是，當我的手一

放鬆的時候，它竟然就變成液體流下去了。這種神奇的特性，促使我在五年級

獨立研究課程中想要研究它！ 

    同時，我們發現當東西掉進非牛頓流體裡時，較不會破碎，我們猜想，非

牛頓流體可能可以確切的吸收外來的衝撞力。  

    為了驗證這一個想法，我們上網查了許多資料並閱讀了一些相關的書籍，

發現大部分的物質當中，以非牛頓流體的保護效果為最好。因此，我們開始設

計並進行非牛頓流體的相關實驗，其中包括：（1）找出非牛頓流體最佳比例的

實驗、(2）吸震效果實驗與(3）門檔實驗。 

經過多次的實驗，我們得出以下結果：實驗一，質量比 5:3 防撞效果佳，

較適合使用在衝擊力較大的地方；實驗二，太白粉質量比 5：3 踩下去最硬，太

白粉體積比 2：1 的非牛頓流體的吸震效果最好；實驗三，玉米粉質量比裝置方

式直對直、非牛頓流體 40ml 的 90 度和 30ml 的 45 度分貝數值最小，非牛頓流

體 20ml 的 90 度和 45 度分貝數值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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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研究動機： 

    四年級的暑假，我們在家中進行實驗，其中一項便是將太白粉加水製作出

非牛頓流體，當我們製作出來的時候，那樣黏黏滑滑的東西好有趣，而且我還

發現當我用力將它抓起時，他竟然會變成像是固體狀的東西，但是，當我的手

一放鬆的時候，它竟然就變成液體流下去了。這種神奇的特性，促使我在五年

級獨立研究課程中想要研究它！ 

    同時，我們發現當東西掉進非牛頓流體裡時，較不會破碎，我們猜想，非

牛頓流體可能可以確切的吸收外來的衝撞力。  

    為了驗證這一個想法，我們上網查了許多資料並閱讀了一些相關的書籍，

發現大部分的物質當中，以非牛頓流體的保護效果為最好。因此，我們開始設

計並進行非牛頓流體的相關實驗，其中包括：（1）找出非牛頓流體最佳比例的

實驗、(2）吸震效果實驗與(3）門檔實驗。藉此，我們希望透過此次的研究將

非牛頓流體應用在生活當中。 

二、研究目的 

(一)知道把雞蛋丟下不同比例的非牛頓流體，是否會碎裂。  

(二)知道非牛頓流體讓我們走、跑、跳過後，腳是否會有吸收衝撞力的感覺。 

(三)測量非牛頓流體灌在氣球中並放在門邊時，關門分貝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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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器材 

    

分貝機 臉盆 玉米粉 太白粉 

 

 

  

夾鏈袋 測量器 氣球 保鮮膜 

    

白板筆 量角器 杯子 漏斗 

 
 

  

雞蛋 膠帶 電子秤 攪拌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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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非牛頓流體 

   牛頓流體就像水一樣，用力攪動時黏性不會改變，但是，非牛頓流體用力攪

動時會變得更黏或不黏，就像是麵線羹與水泥。當我們將非牛頓流體快速擠壓

時，非牛頓流體的分子會因為擠壓而排列整齊，一般的液體則不會如此。對非

牛頓流體慢慢施力時，分子會有時間往外擴散。 

二、分貝 

 (一)分貝的定義 

分貝（decibel）是量度兩個相同單位之數量比例的單位，常用 dB 表示。「分」

（deci-）指十分之一，個位是「貝」或「貝爾」 

 (二)分貝計 

    分貝計是一種能測量環境聲音大小(單位：分貝)的機器。使用方法如下： 

(1) 把分貝計放在一個定點。 

(2) 不要發出聲音。 

(3) 按下開關，開始測量。 

三、運動定律 

運動的定律 

牛頓第一運動定律：靜者恆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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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靜止不動的物體，除非有外力的作用，否則會靜止不動 

一旦物體開始運動，就不會停下來除非有有外力施加在上面 

牛頓第二運動定律：力的定義 

如果想要改變物體的速度，所需作用力的大小取決於物體的質量 

也就是：作用力＝質量＊加速度 

牛頓第三運動定律：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只要有作用力從某個方向施加在物體上，就會有另一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

作用力 (凱特。戴維斯, 觀念物理小學堂,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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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架構 

 

 

 

 

 

 

 

<圖 3.1 研究架構圖> 

(一)主題探索:上網和透過書籍決定主題。 

(二)確認主題:看到網路上有關非牛頓流體，覺得非牛頓流體非常有趣，所以我

們決定要做有關於非牛頓流體實驗。 

(三)查詢資料: 確認主題後上網查詢有關非牛頓流體。 

(四) 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 

(五) 實驗:我們利用玉米粉體積比 2:1 和質量比 5:3，太白粉體積 2:1 和質量比

5:3，來讓雞蛋在不同高度 

(六) 實驗紀錄: 我們先把記錄記在紙上， 最後在打到電腦上。 

 確認 

主題 

查詢資

料 

 

報告 

撰寫 

實驗 

紀錄 

研究動機、研究目

的、研究方法 

主題 

探索 

實驗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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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告撰寫 

二、實驗流程圖 

實驗(一)  

   

 

 

 

 

<圖 3.2 實驗(一)實驗流程圖> 

(一) 討論變因:討論實驗中的變因 

(二) 準備材料:我們依實驗所需準備材料 

(三) 製作非牛頓流體 

(四) 用自製實驗器放雞蛋:製作可以放雞蛋的機器 

(五) 記錄放雞蛋的距離 

(六) 測量放雞蛋的實驗 

 

 

 

 

 

討論變因 

測量雞蛋的實驗 記錄放雞蛋的距離 

準備材料 製作非牛頓流體 

用自製實驗器

放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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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 

 
 

 
 
 
 
 
 
 

<圖 3.3 實驗(二)實驗流程圖> 

(一) :討論變因:討論實驗中的變因 

(二) :準備材料:我們依實驗所需準備材料 

(三) :把非牛頓流體裝入塑膠袋外 

(四) :膠帶包起來 

(五) :把有包裝的非牛頓流體放在地板上並用腳踩測量 

(六) :看看結果 

 

 

討論變因 準備材料 把非牛頓流體

裝入塑膠袋外 

膠帶包起來 用腳踩非牛

頓流體 

看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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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 

 

 

 

 

 

<圖 3.4 實驗(三)實驗流程圖> 

(一):討論變因: 討論實驗中的變因 

(二):準備材料:我們依實驗所需準備材料 

(三):把分貝機黏在牆壁上 

(四):將不同比例的非牛頓流體灌入氣球中:把氣球的玉米粉和太白粉的質量、

體積比拿來實驗 

(五):調整門的角度:門的角度分別是 90 度和 45 度 

(六):開始實驗 

 

 

 

討論變因 準備材料 
把分貝機

黏在牆壁

將不同比例的非

牛頓流體灌入氣

球中 

調整門的角度 開始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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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實驗一:非牛頓流體最佳比例 

一、實驗假設：最佳比例 2:1 

二、變因 

(1) 操縱變因:比例 

(2) 控制變因:粉類 

(3) 應變變因:非牛頓流體比例會影響黏稠度 

(四)、實驗器材與裝置圖示 

1、蛋 10 顆    2、太白粉   3、玉米粉  4、紙杯  5、臉盆 4 個 

6、免洗筷     7、湯匙     8、手機夾  9、竹竿  10、量尺 

11、夾鏈袋    12、旗座 

(五)實驗步驟； 

(1)先加 4 杯粉(太白粉、玉米粉)和兩杯水 

(2)加品質太白粉比水 5:3、10:7。 

(3)均勻混合 

(4)雞蛋從 40 公分丟下來 

(5)觀察雞蛋的破裂變化 

七、實驗結果 

(1)在太白粉和玉米粉品質比(5:3)的情況下彈力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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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太白粉和玉米粉體積比(玉米粉 10:7)(太白粉 2:1)雞蛋不易破 

(3)在太白粉和玉米粉質量比(5:3)愈高的地方丟愈不會破蛋會彈出盒子。 

 

<圖 1 使用測量器測量完高度後將雞蛋放下> 

 

<圖 2 使用測量器測量完高度後將雞蛋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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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非牛頓流體包裝在保鮮膜和氣球中裡面，並且大力的踩跳後，吸震的

效果。 

一、 實驗假設 

太白粉體積比 2：1 的吸震效果可能比較好，因為在實驗（1）中太白粉體積比 2：

1 雞蛋會像沼澤裡的動物一樣沉入，所以我們覺得它的吸震的效果比較好。 

三、變因 

<表 4.2.1 實驗二變因表> 

（1）操作變因 放在保鮮膜和氣球內的非牛頓流體種類（玉米粉、太白粉） 

（2）控制變因 1 氣球種類 2 保鮮膜種類 3 同一個地面 4 踩跳的方式 

5 踩跳的人 6 比例（質量比 5：3、體積比 2：1） 

（3）應變變因 吸震的效果 

四、實驗器材 

<表 4.2.2 實驗二器材表> 

玉米粉 太白粉 量杯 保鮮膜 

氣球 水 電子秤 玻璃棒 

漏斗 湯匙 小容器 膠帶 

五、實驗步驟 

（1）調配非牛頓流體（太白粉/玉米粉 質量比 5：3/體積比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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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倒入（氣球/保鮮膜）中 

（3）把（氣球綁緊/貼上膠帶） 

（4）輕放在地上，開始實驗 

六、實驗記錄 

<表 4.2.3 實驗二實驗紀錄表> 

 適用包裝 狀態 硬度 吸震力 

玉米粉 

體積比 2：1 

氣球 液體 軟 普通 

玉米粉 

質量比 5：3 

保鮮膜 以固體

較多 

結塊 普通 

太白粉 

體積比 2：1 

氣球 液體 軟 普通 

太白粉 

質量比 5：3 

保鮮膜和氣

球 

以液體

較多 

未撞擊：流體 

撞擊：變硬 

較好 

  

<圖 3 合力攪拌非牛頓流體>    <圖 4 製作實驗二吸震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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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實驗結果 

（1）玉米粉體積比 2：1 氣球踩下去會吸收較大的衝撞力。 

（2）氣球最多能裝 45ml。 

（3）40ml 比 20ml 的吸收衝撞力較好。 

（4）玉米粉體積比 2：1 裝 40ml 比裝 20ml 較容易外洩（爆掉）。 

（5）非牛頓流體比其他流體的吸震效果還要好。 

八、結論 

（1）太白粉質量比 5：3 踩下去最硬。 

（2）太白粉體積比 2：1 的非牛頓流體的吸震效果最好。 

（3）玉米粉質量比 5：3 不容易裝入氣球內。 

（4）兩種粉（太白粉、玉米粉）體積比 2：1 在不施力的情況下均為流體，質

量比 5：3 不施力的情況下均為固體。 

（5）質量比 5：3 的非牛頓流體較適合用氣球裝入，因為它的狀態是為固體。 

（6）體積比 2：1 的非牛頓流體較適合用保鮮膜裝入，因為它的狀態是為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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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非牛頓流體的應用—門擋實驗 

一、 實驗假設:我們覺得太白粉體積比 2:1 吸震效果可能比較好，因為我們在做

實驗(1)的時候太白粉體積比 2:1 可以把蛋吸進去，所以我們覺得它吸震

效果可能比較好。 

二、 變因: 

<表 4.3.1 實驗三變因表> 

(1)操縱變因: 氣球灌的毫升數(20ml、25ml、30ml、35ml、40ml、45ml) 

(2)控制變因: 非牛頓流體的比例、容器、黏在門上的位置、角度 

(3)應變變因: 關起門的聲音大小(單位:dB(分貝)) 

三、 實驗器材與裝置圖示: 

<表 4.3.2 實驗三器材表> 

氣球(圓球狀) 太白粉 量杯 

雙面膠片 白板筆   膠帶 

   玉米粉 分貝計 湯匙 

量角器 記錄紙  

四、 實驗步驟: 

(1) 調配非牛頓流體(體積比 2:1，質量比 5:3) 

(2) 裝入氣球中(20ml、25 ml、30 ml、35 ml、40 ml、45 ml)並綁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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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灌一顆空氣的氣球   <圖 5 實驗三氣球裝置圖> 

(4) 把灌了空氣的氣球黏在門的上方，裝了非牛頓流體的氣球黏在門的下

方。本次裝置分為直→直與橫→直兩種方式。直→直：上和下面的氣

球都是直立的，橫→直：上面的氣球貼橫的，下面的氣球貼成直立的。 

(5) 在門打開 90 度和 45 度的地方用白板筆作記號 

    (6)  將分貝計貼在門的旁邊，並開始測量 

六、實驗記錄: 

<表 4.3.3 玉米粉體積比裝置方式直對直紀錄表> 

類別 空氣→非牛頓 2:1 

裝置方式 直→直 

非牛頓流體毫升數 0 3 20 25 30 35 40 45 

門的角度 90 45 90 45 90 45 90 45 90 45 90 45 90 45 90 45 

第一次測量 63.6 56.2 116.3 62.4 80.0 73.1 76.3 74.6 72.3 60.4 90.0 76.5 86.6 58.5 76.3 70.2 

第二次測量 63.7 59.3 74.7 74.9 71.5 74 90.1 61.3 75.9 76.3 72.6 70.0 75.6 53.8 78.7 64.9 

第三次測量 57.3 50.5 73.8 73.0 71.4 76.6 79.2 91.1 91.3 59.9 75.1 85.5 77.7 88.8 70.8 91.4 

第四次測量 57.5 57.8 78.6 87.4 74.6 78.4 71.2 58.2 77 84.3 75.2 79.3 79.6 77.8 70.7 78.1 

第五次測量 55.7 55.9 85.2 75.4 76.7 74.4 75.1 75.8 79.0 60.3 72.6 80.9 77.1 78.5 78.2 64.4 

平均分貝數 54.56 55.94 85.72 74.62 74.84 75.34 78.38 72.2 79.1 68.24 77.1 78.44 79.32 72.92 74.94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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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玉米粉體積比裝置方式橫對直紀錄表> 

類別 空氣→非牛頓 2:1 

裝置方式 橫→直 

非牛頓流體毫升數 0 3 20 25 30 35 40 45 

 門的角度 90 45 90 45 90 45 90 45 90 45 90 45 90 45 90 45 

第一次測量 59.0 55.9 81.0 77.5 75.0 77.0 74.2 76.5 75.4 79.9 74.1 77.4 75.3 79.4 77.3 64.0 

第二次測量 59.5 63.5 104.1 75.3 75.2 73.1 79.9 87.5 113.9 96.4 78.2 77.9 79.2 68.2 91.3 58.7 

第三次測量 60.3 56.9 74.5 76.1 77.9 76.6 73.8 69.6 74.3 73.7 71.8 78.1 75.8 84.5 77.5 58.2 

第四次測量 64.6 59.3 78.7 77.0 78.3 75.0 77.8 86.0 78.7 62.3 82.5 75.2 77.8 69.5 74.2 61.1 

第五次測量 67.9 54.3 78.5 72 72.1 72.6 73.4 82.3 78.8 79.1 93.3 76.9 108.8 83.7 94.1 60.9 

平均分貝數 62.3 58.0 83.4 75.6 75.7 74.9 75.8 80.4 75.2 78.3 80.0 77.1 83.4 77.1 82.9 60.6 

<表 4.3.5 玉米粉體積比裝置在不同角度下分貝數最大最小值統整表> 

  空氣→非牛頓 2:1 直→直 空氣→非牛頓 2:1 橫→直 

90 度最小 54.56 62.3 

45 度最小 55.94 58.0 

90 度最大 85.72 83.4 

45 度最大 78.44 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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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玉米粉質量比裝置方式直對直紀錄表> 

類別 空氣→非牛頓 5:3 

裝置方式 直→直 

非牛頓流體毫升數 20 25 30 35 40 45 

門的角度  90 45 90 45 90 45 90 45 90 45 90 45 

第一次測量 110.3 78.3 70.2 70.9 73.1 75.8 71.7 78.8 72.4 84.3 73.7 77.3 

第二次測量 78.6 86.5 74.1 70.7 71.1 74.8 70.8 71.1 71.5 72.2 73.6 81.7 

第三次測量 86.1 77.5 72.7 76.8 76.6 72.3 78.2 77.1 70.2 70.2 78.7 75.5 

第四次測量 76.6 71.7 73.9 78.8 79.7 74.4 74.5 79.2 74.8 83.4 77.1 76.4 

第五次測量 72.7 76.6 75.0 74.0 67.6 72.6 75.8 72.2 73.2 75.1 75.8 75.9 

平均分貝數 84.9 78.12 73.18 74.24 73.62 73.98 74.2 75.68 72.42 77.04 75.78 7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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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玉米粉質量比裝置方式橫對直紀錄表> 

類別 空氣→非牛頓 5:3 

裝置方式 橫→直 

非牛頓流體毫升數 20 25 30 35 40 45 

門的角度  90 45 90 45 90 45 90 45 90 45 90 45 

第一次測量 76.1 78.7 75.4 74.6 78.4 71.3 78.7 70.5 79.6 87.4 76.2 87.7 

第二次測量 69.8 82.4 73.6 73.2 71.1 74.8 79.1 74.0 73.9 72.0 79.2 75.7 

第三次測量 76.2 78.0 75.3 60.0 74.4 76.9 76.8 74.8 74.6 75.6 79.9 74.7 

第四次測量 76.2 74.6 79.7 60.9 71.1 71.5 74.8 70.2 68.0 78.4 71.6 78.6 

第五次測量 74.8 76.7 80.0 63.3 76.8 73.3 72.3 72.5 75.8 73.1 75.2 72.5 

平均分貝數 74.6 78.1 76.8 66.4 74.4 73.6 76.3 72.4 74.4 77.3 76.4 77.8 

     

<表 4.3.8 玉米粉質量比裝置在不同角度下分貝數最大最小值統整表> 

  空氣→非牛頓 5:3 直→直 空氣→非牛頓 5:3 橫→直 

90 度最小 72.42 74.4 

45 度最小 73.98 66.4 

90 度最大 84.9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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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度最大 78.12 78.1 

七、實驗結果: 

(1) 玉米粉體積比裝置方式直對直、空氣對空氣的 90 度和 45 度的分貝數

值最小，非牛頓流體 3ml 的 90 度和 35ml 的 45 度分貝數值最大。 

(2) 玉米粉體積比裝置方式橫對直、空氣對空氣的 90 度和 45 度的分貝數

值最小，非牛頓流體 3ml 和 40ml 的 90 度和 25ml 的 45 度分貝數值最大。 

(3) 玉米粉質量比裝置方式直對直、非牛頓流體 40ml 的 90 度和 30ml 的 45

度分貝數值最小，非牛頓流體 20ml 的 90 度和 45 度分貝數值最大。 

(4) 玉米粉質量比裝置方式橫對直、非牛頓流體30ml和40ml的90度和25ml

的 45 度分貝數值最小，非牛頓流體 25ml 的 90 度和 20ml 的 45 度分貝數值

最大。 

    八、結論 

    (1) 空氣對空氣的效果是最好的。 

    (2) 玉米粉體積比中的 3ml 的 90 度效果最差。 

    (3) 玉米粉質量比中的 40ml 的 90 度效果最好。 

    (4) 玉米粉質量比中的 20ml 的 45 度效果最差。 

    (5) 玉米粉質量比裝置方式橫對直的 25ml 的 90 度的分貝數值是           

    最大的，45 度卻是最小的。 

伍、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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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總共做了三個實驗，分別是: 

1、非牛頓流體最佳比例 

2、非牛頓流體的應用—吸震效果 

3、非牛頓流體的應用—門擋實驗 

    在實驗一中，質量比 5:3 防撞效果佳，較適合使用在衝擊力較大的地方。

在實驗二中，太白粉質量比 5：3 踩下去最硬，太白粉體積比 2：1 的非牛頓流

體的吸震效果最好。在實驗三中，玉米粉質量比裝置方式直對直、非牛頓流體

40ml 的 90 度和 30ml 的 45 度分貝數值最小，非牛頓流體 20ml 的 90 度和 45 度

分貝數值最大。 

    經過多次的實驗，我們發現許多知識，在實驗一中，我們知道用質量比的

非牛頓流體效果比較好，在實驗二中，一開始用保鮮膜的效果不好，因為容易

爆開，因此在後來的實驗中，我們使用氣球作為替代的包裝物，如此，就沒有

非牛頓流體跑出來的問題，在實驗三中，除了感謝學校師長借我們辦公室的門

做測量外，我們還發現了在質量比的情控下非牛頓流體比較難灌入氣球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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