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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題目及目的 

第一次聽到非牛頓流體這個名詞是在老師給我們觀看的影片中得知，

在影片中看到有人在一種白色的漿上跑來跑去好像輕功水上飄那樣，

我們感到很訝異，同時也很感興趣，後來發現那是鷹粟粉加水所形成

的——非牛頓流體，當時覺得這個物質很有趣，既不像水，也不像物

體，於是我們就試試看能不能調製出這種物質。經過進一步的研究之

後發現：非牛頓流體在用力或施力時會呈固體；緩緩施力時會呈液體，

我們利用這種原理做了實驗。 

以下為研究大綱： 

一、非牛頓流體之定義  

二、找出非牛頓流體成分的最佳比例 

三、非牛頓流體在減速帶的應用  

 

 

探究方法 

實驗研究法 

以公平測試為原則，找出非牛頓流體成分的最佳比例。非牛頓流體由

鷹粟粉及水混合組成，是次測試的變項為鷹粟粉與水的比例：測試比

例包括 1:1.25、1:1及 1:0.75。 



科學探究 

科學探究活動的重點是要讓學生動手進行活動，自行決定如何進行活

動，並運用科學探究技能－－觀察、量度、分類、推論、預測、假設、

分析和結論等。學生能夠從日常生活經驗、自然界的事物發現問題。 

在發現問題後，計畫及進行實驗、觀察過程、收集及分析所獲得的資

料(或數據)以解決有關問題。探究活動是不一定需要依循固定的模式

去進行，也並非每個探究活動都要涉及各種科學探究技能。公平測試

是其中一類科學探究活動。當中包含四個元素： 

1. 辨認變因。 

2. 決定如何觀察及量度變因。  

3.操縱變因，保持其他元素不變，量度變因的改變。  

4. 分析數據及作出結論 

進行科學探究時，通常涉及改變某個變因（操縱變因）和量度所產生

的效果（應變變因）。若要能取得有意義的探究結果，就必須進行公

平測試（即只改變一個變因）。 

 

 

 

 



科學原理 

  牛頓流體在固定溫度下黏性為固定大小不會隨著流體的流動速

度快或慢而改變，因此物體的速度越快，阻力也越大。非牛頓流體是

一種流體力學的概念，其黏度會隨著流動速度而變大或是變小，也就

是說，此種液體有記憶效應。「非牛頓流體」是一種含有高分子的飽

和溶液，在受到來自側面的推力時，形狀變化快慢的程度會和施力大

小成反比。當我們緩慢施力的時候，澱粉粒子是分散的，所以很容易

陷下去（如圖一）；但是瞬間用力壓時，澱粉粒子會被擠壓而排列整

齊，抵抗外來的力量。（如圖二） 

   

 
 

 

 

 

 

 

(圖一) (圖二) 



 

測試實驗(一)：鷹粟粉與水的比例 

目的 比較不同比例的非牛頓流體 

控制變數 

改變的因素 

 水與鷹粟粉的比例 

不改變的因素 

 水的溫度 

 容器的大小 

 攪拌時間 

 塑膠球 

 施力者 

材料與用具 容器(X3)、攪拌棒、水、計時器、量杯、鷹粟粉、IPad、塑膠球 

 

  



 

步驟一 

利用電子磅量出 3份 100ｇ的鷹

粟粉，3個測試樣本的鷹粟粉都

一樣，是為不變項。 

 

 

 

步驟二 

在 3個測試樣本中加入不同份

量的水，分別為 75ml、100ml

及 125ml，並攪拌混合成不同比

例的牛頓流體；1:1.25、1:1及

1:0.75。 

 

步驟三 

把塑膠球擲向不同比例的非牛

頓流體，並記錄塑膠球反彈的

高度。為符合公平測試的原

則，施力者及塑膠球在測試中

不能改變。 

  



實驗數據 

 

 

 

分析 

測試實驗(一)：鷹粟粉與水比例 

實驗證明了非牛頓流體的特性，輕輕接觸時像液體；用力於表面則會

產生抗力，顯現固體一般的剛性，令塑膠球反彈的高度達至最高點。

而效果最佳的比例是 1:0.75，在實驗中 100g鷹粟粉混合 75ml水的

非牛頓流體所發揮的效果最理想，所以在加壓的情況下會變成固體，

壓力移除後就變回液體。如果在水量少的情況下，則未能達到非牛頓

流體的液態特性。 

 

 

 塑膠球反彈的高度 

鷹粟粉與水比例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平均 

1:0.75 31cm 38cm 29cm 32.66cm 

.  1:1 43cm 14cm 0cm 28.5cm 

1:1.25 0 cm 0 cm 0 cm 0 cm 



非牛頓流體 減速帶 

 

 

製作過程 

  
 

 

 

減速帶設計圖 



運作原理 

「非牛頓流體」是一種含有高分子的飽和溶液，在受到來自側面的推

力時，形狀變化快慢的程度會和施力大小成反比。當車輛慢慢駛過時,

減速帶內的非牛頓流體會慢慢向兩邊散去，令車輛震動的幅度會減低。

相反，如車輛高速駛過時，澱粉粒子會被擠壓而排列整齊，抗衡外來

的力量，形成阻力，車輛震動的幅度便會增加。因此當駕駛者駛經減

速帶時便要降低車速，從而減少意外。 

 

 

 

總結 

由實驗結果可發現，在效能方面，鷹粟粉與水最佳的比例是 1:0.75，

其他比例效能是不理想。「非牛頓流體」在受到來自側面的推力時，

形狀變化快慢的程度會和施力大小成反比。 

為考量精準的配比，以鷹粟粉與水質量比當作非牛頓流體調配的變項，

結果發現隨著添加物質量比的增加，其阻抗力也增加，但當鷹粟粉與

水質量比到達 1:0.75，混合物已呈粉狀，失去非牛頓流體流動的特

性。如鷹粟粉與水質量比到達 1:1.25，混合物已呈水狀，亦失去非

牛頓流體流動的特性。  



學生感想 

5A 張卓諾  

我在這次探究中做了三次實驗，實驗的變項是鷹粟粉，不變項是水。

這項實驗很公平，因為每個樣本重複進行 3次，然後取平均數。我很

享受和同學一起進行測試的過程，不但能獲益良多，而且可以增進我

們的友誼。在是次探究中，我覺得最困難的地方是混合的比例要很準

確。 

 

5B 歐芷穎 

我認為是次探究尚算成功，而探究最大的問題是時間，因為我們的成

品未完成。在探究的過程中，我們同心協力去進行測試，實驗過程中

也沒有太大的紛爭。我很享受這次實驗過程。 

 

5A 鄧鈞濤 

在我們的測驗中，運用了公平測試原則，變項是水，不變項是鷹粟粉。

經過測試後，我們發現最好的「彈力成績」是「1:0.75」的比例。在

這次探究中，我最享受用 IPad拍攝彈彈球擲在非牛頓流體的情景。

最困難的部份都是 IPad，部份測試片段不能播出，最後我們用電腦

代替解決問題。 

 



5A 李筱安 

我們利用同一個容器，於同一個高度進行公平測試。變項是水，不變

項是粉。在這次探究中，最享受的地方是製作「非牛頓流體」的過程，

最大的考驗是我們未能完成「減速帶」的測試，便要參加比賽。 

 

5B 李汶迪 

我們在這次探究中的變項是水的份量，而不變項是鷹粟粉、容器、彈

彈球等。我們只要改變水的份量就能進行公平測試。在這次探究中，

最享受的地方是測試樣本，我們利用彈彈球來測試 3個樣本，球會彈

起來，並且彈得非常高。但最困難的是找出「黃金比例」的非牛頓流

體，我們要不斷測試才能找出來。我們還被眾多的比例困惑，最後終

於找到最合適的「黃金比例」—1:0.75 

 

5A 岑諾霖 

在這次探究中，我們改變了水的份量，而沒有改變測試的器具、容器

及鷹粟粉的份量。只改變水便能使非牛頓流體的特性改變，將測試的

用具、鷹粟粉及容器保持不變便能使測試更公平。在這次探究過程中，

我最享受的是能與同學一起研究，最困難的是時間不足，我們要額外

在短短的小息或午息進行測試，可惜，最後都未能完成「減速帶」的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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