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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磁鐵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看見，而五年級學生對於磁鐵也是有一定的基礎知識。

利用磁鐵中的互斥力，令磁鐵在懸浮的狀態。以重物放在上層的磁鐵，使上層懸

浮的磁鐵下降來測量物品的重量。利用一些物品來組裝，並設計出一個磁力秤。 

    我們在設計時，決定利用環形磁鐵和棒來令磁鐵懸浮空中。透過測量數據來

決定磁鐵的個數（上層一個，底層七個），製作四個相同相斥力的磁鐵組來組裝

成一個磁力秤，以解決平衡問題。利用砝碼組測量出重量與懸浮高度的關係，以

發現重量與磁鐵懸浮高度的關係。 

    以實際測量的方法來驗證自製磁力秤的準確性，另外，根據實驗數據畫圖找

出物件重量與磁鐵懸浮高度的趨勢，以此作為測量物品時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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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研究動機 

在課堂學習中，曾接觸過磁鐵，也學到了磁鐵的特性，同極相斥，異極相吸

的現象。在磁鐵相吸時，磁鐵很容易便黏在一起，但磁鐵相斥時，要用很大

的力氣才能夠把磁鐵緊靠在一起。在現實生活中，可以利用磁鐵相吸時，把

物件吸著，或把物件放在兩個同極磁鐵中間，以固定著物件，那麼，又可以

如何利用互斥的原理去應用到生活之中。 

 

研究目的 

一、透過磁鐵相斥力，探討互斥力與距離間的關係； 

二、利用磁鐵製件一個秤，探討是否能測量物件的重量和測試其可行性； 

三、磁力秤除了可以測量物件的重量，還有何作用。 

 

研究問題 

一、如何令磁鐵懸浮於空中? 

二、自製磁力秤能測量物件的重量嗎?能測量的範圍及限制? 

三、自製磁力秤可以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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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透過實驗法觀察不同磁鐵相斥力與距離的關係，利用不同重量的砝碼找出重

量與距離的數據，並找出其關係。 

 

 

第二章 研究過程 

研究材料 

磁鐵（圓形，方形和環形）、砝碼組、直尺、紙皮、珍珠板、木筷子、熱熔

膠槍、熱熔膠棒、秤子。 

 

研究過程 

一、實驗初探 

我們嘗試用不同的材料測試，哪些東西具有磁性，哪些沒有。除卻磁環

外，並避免用其他有磁性或鐵造的東西作為秤的一部分，以免影響實驗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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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定磁鐵形狀： 

利用各種不同形狀的磁鐵，如磁棒、方型、環形等。嘗試以各種方法令

磁鐵懸浮，利用了同極相斥的原理使上層的磁鐵能懸浮於空中； 

 

我們也曾嘗試各類不同磁石，看看哪一種的磁性較強，看看會否和我們

的實驗結果有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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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因為首次採用的磁環較薄，容易損耗，在第一次實驗後，很

多的磁環都破損了，故此我們第二次用膠紙把磁環黏好，要用時才把磁

環的膠紙鬆開。 

 

最後我們得出環形的磁鐵會比較穩定，所以最後選用了環形的磁鐵作為

秤的其中一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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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據測量﹕ 

 

 

 

我們先測量上層和底層磁鐵關係的穩定性，決定採用何種數據後，再利

用上層和底層磁鐵個數的不同，測量出懸浮高度，以取決磁鐵數目；並

讓學生設計他們心中的實物初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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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利用上層磁鐵個數為一，底層磁鐵個數逐步增加: 

底層個數 上層個數 測量次數 
懸浮高度

(厘米) 

平均高度

(厘米) 

1 1 

1 2.9 

2.9 2 3 

3 2.8 

2 1 

1 3.4 

3.366667 2 3.3 

3 3.4 

3 1 

1 3.6 

3.6 2 3.6 

3 3.6 

4 1 

1 4 

3.9 2 3.9 

3 3.8 

5 1 

1 4.2 

4.2 2 4.2 

3 4.2 

6 1 

1 4.2 

4.166667 2 4.1 

3 4.2 

7 1 

1 4.2 

4.2 2 4.2 

3 4.2 

8 1 

1 4.4 

4.333333 2 4.3 

3 4.3 

9 1 

1 4.3 

4.3 2 4.4 

3 4.2 

10 1 

1 4.5 

4.4 2 4.4 

3 4.3 

11 1 

1 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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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底層磁鐵個數為一，上層磁鐵個數逐步增加: 

            

底層個數 上層個數 測量次數 
懸浮高度

(厘米) 

平均高度

(厘米) 

1 1 

1 3 

2.95 2 2.9 

3 3 

1 2 

1 2.7 

2.7 2 2.7 

3 2.7 

1 3 

1 2.6 

2.55 2 2.5 

3 2.6 

1 4 

1 2.3 

2.3 2 2.3 

3 2.3 

1 5 

1 2.3 

2.45 2 2.6 

3 2.6 

1 6 

1 2.4 

2.45 2 2.5 

3 2.5 

1 7 

1 2.2 

2.25 2 2.3 

3 2.2 

1 8 

1 2 

2 2 1.9 

3 2.1 

1 9 

1 2 

1.93 2 1.9 

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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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計自製磁力秤﹕ 

我們嘗試過不同的材料，看看手邊有哪些材料可以達到既堅固又便宜的

效果。由於有些材料較難採得，且難於加工。於是我們採用紙皮、木板

等。最後我們選擇了把珍珠板切割，並加厚及黏合，希望能達到我們想

要的效果。 

而四條邊的支點，起初我們打算用熱熔膠棒，因為膠棒透明，能清晰看

到的些微變化，又能清楚看到刻度，後來因為材質太軟，我們發現在放

置物品時容易傾斜。所以採用木筷子代替膠棒，並在四邊鑽洞，讓木筷

子能穿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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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把木筷子鑽在珍珠板上時也出現困難，就是有時因為位置問題而剛好

卡着，以致放置物品時測量的數據不準確，於是我們每次在把珍珠板放

下去時，都必定先把數據調零，並細心檢查四邊是否平衡等。 

在放置砝碼時，也要小心翼翼地放下去，因好幾次都太大力所以差點把

珍珠板弄破了。 

 

五、利用砝碼組，把不同重量的砝碼放在自製磁力秤上，觀察測量與記錄不

同重量的砝碼與懸浮高度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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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參考表(等同日常磅面的指針及刻度) 

 

砝碼重量(克) 測量次數 懸浮高度(厘米) 平均高度(厘米) 

10 

1 3.2 

3.13 2 3.1 

3 3.1 

20 

1 2.8 

2.83 2 2.9 

3 2.8 

30 

1 2.65 

2.6 2 2.60 

3 2.5 

40 

1 2.45 

2.433 2 2.4 

3 2.45 

50 

1 2.1 

2.13 2 2.1 

3 2.2 

60 

1 2.05 

2.06 2 2.05 

3 2.1 

70 

1 2.1 

2.01 2 2 

3 1.95 

80 

1 2 

1.95 2 1.9 

3 1.95 

90 

1 1.95 

1.9 2 1.8 

3 1.95 

100 

1 1.95 

1.88 2 1.85 

3 1.84 

120 

1 1.4 

1.5 2 1.5 

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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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別利用自製磁力秤和一般的秤測量出同一件物品的重量，看看差異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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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名稱 測量次數 懸浮高度

(厘米) 

平均高度

(厘米) 

測量重量

(克) 

實際重量

(克) 

小型修正

帶 

1 3.15 

3.167 約 10 10 2 3.2 

3 3.15 

粗膠紙捲 

1 1.85 

1.866 約 100 80 2 1.85 

3 1.9 

紙巾 

1 2.1 

2.1 約 60 60  2 2.15 

3 2.05 

洗手液 

1 2.0 

2 約 70 90 2 2.1 

3 1.9 

大型修正

帶 

1 2.8 

2.6 約 30 30 2 2.6 

3 2.6 

功課簿 

1 1.75 

1.883 約 100 100 2 2.0 

3 1.9 

量角器 

1 2.34 

2.35 約 50 50 2 2.4 

3 2.3 

膠擦 

1 2.9 

2.85 約 20 20 
2 2.85 

3 2.8 

  

 

七、透過實驗後的檢討，找出令自製磁力秤更精準的方法和磁力秤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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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一、我們最後決定使用環形磁鐵，因為我們能用非磁性的小棒把磁鐵固定。 

二、我們在測量磁鐵上層和底層個數，發現上層 1 個磁鐵，底層 7 個磁鐵的

較為理想，因為底層再增加磁鐵對懸浮的高度影響不大。 

三、在設計裝置時，我們嘗試用一組相斥力的磁鐵組放在物件的中心，發現

在放物件測量時較難平衡，之後，我們改用四組相斥力的磁鐵組，分別

放在四個上，放物件時較容易放平衡。 

四、在測量物品時，物品重量與懸浮高度的關係圖像是一條曲線。所以重量

與懸浮高度不易於用一條數學關係式表示出來。而且，重量越大，其懸

浮高度差變化沒有越大。 

五、我們用隨手可得的材料制作，故磁力秤也有它不便之處，例如不可以秤 

    有磁性的東西，以及不可以秤太重的東西，而參考的數據由於只是表   

    格，而非像日常的秤一樣有指針參考，故只能透過數值表找出實際物件 

    的大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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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總結及建議 

研究總結 

1. 透過重量與懸浮高度的關係數據，所畫成的圖像是一條曲線，隨着重量

增加，對降低磁鐵的懸浮高度差的影響會越來越小因為磁鐵間的距離越

小，互斥力會增大。 

2. 因為重量與降低磁鐵的懸浮高度差，並不是呈正比例關係，且較難用數

學計算出其關係式，所以，不能做成均勻刻度的磅秤來測量物品的重

量。 

 

研究建議 

1. 由於是利用磁鐵進行測量物件的重量，故在選擇測量物品時，要避免選

擇帶磁性的物品。 

2. 在實驗時記錄數據中，知道測量時的懸浮磁鐵的零點會有所變動，所以，

每次測量前要注意把調整懸浮磁鐵的零點。 

3. 由於我們把重物放在四邊形的測量板上，故在測量時，要把重物放到測

量板的中心上，否則測量板會有傾斜。 

4. 由於重量對降低磁鐵的懸浮高度差的影響會越來越小，所以，測量物件

的選擇，應避免過重量超出可測量範圍。 

5. 磁力秤除了用來測量物品的重量外，還可以用作降低重物由上往下時所

造成的壓力，在日常大型工程或作其他實驗時，都可以用作卸力。 

 

研究後感想 

在未做實驗之前，我們只知道磁鐵具有磁性，或吸攝黑板。又在小五的課堂

上，利用過磁石、電芯和鋁錫做過單極馬達的實驗。 

經過連日來的實驗和老師的解說，我們知道原來每一項科學原理都可以往外

延伸，還可以用來作小發明呢！這次我們更利用手邊的材料不斷嘗試，最後

做了一個秤，過程中曾試過被強大的磁鐵弄到手受傷，又不斷把材料，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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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秤弄壞了。所以老師說﹕實驗結果是得來不易的，必定要經過多番努

力才可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