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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一. 研究動機 

近年天氣不斷上升，使我們更關心温度變化的問題，但要知道温度的變化，就必須

有準確的温度計，而市面上一般都採用水銀温度計，所以我們就想自製一個温度計，並

和一般的水銀温度計比較一下，看看自製的温度計跟水銀的温度計，在量度温度方面，

哪一個會較為準確。 

 

二.研究目的 

1.明白溫度計上升下降的原理。 

2.比較水銀溫度計和自製簡易溫度計的不同。 

3.能夠自製簡易溫度計。 

 

三.待答問題 

自製的溫度計能否測量出溫度的變化。 

 

四.名詞界定 

溫度計:是用來測量溫度高低的儀器。 

 

五.文獻探討 

從《我能自己操作的 60 個科學實驗》中得知，自製一個簡易的溫度計時，實驗前

應準備什麼?如何動手製作? 

 

 

六.研究方法和步驟 

首先我們會搜集自製温度計的資料，根據資料自製出一個温度計，然後分別把兩款

温度計放於冰塊和熱水中，觀察水銀温度計和自製温度計，在量度温度上哪一個較為準

確，並記錄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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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進程 

1. 2008 年 11 月     全體研究員討論研究方案。                        

2. 2008年12月      搜集有關温度計的資料。                          

3. 2009年1月       購買自製温度計的材料。                           

4. 2009年2月       自製温度計，並比較常用的水銀温度計和自製的温度計， 

在量度温度上的不同。                                           

5. 2009年3月       撰寫報告。                                                

6. 2009年4月和5月  修改報告並提交研究報告。                             

7. 2009年6月       匯報研究結果。                                            

8. 2009 年 7 月     提交財政運作報告。                              

 

第二章 研究過程 

一. 資料蒐集分析 

從網上我們知道了： 

1.1 自製溫度計的器材：玻璃瓶一個、剪刀、紅墨水、黏土、吸管、尺、溫度計、 

油性筆。  

 

1.2 製作的步驟：  

1.2A.在玻璃瓶中加滿冷水。  

1.2B.在水中滴入數滴紅墨水把水染紅，以便觀察。  

1.2C.放吸管於玻璃瓶中。  

1.2D.把黏土瓶塞，塞入瓶口，檢查黏土瓶塞上是否有漏洞，吸管是否被壓迫 

變形，之後調整吸管的水位高度，使吸管的水位略高於瓶口，用油性筆 

在吸管的水位處做記號，自製溫度計便大功告成了。   

1.2E.把自製溫度計放進盛載熱水的容器中（小心！勿燙傷！），靜置 1分鐘後， 

以尺測量水位上升多少? 

1.2F.把容器內熱水倒掉，改放冰水，靜置 1分鐘後，用尺測量，看看水位下降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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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製溫度計的實作過程 

   2.1實驗前的準備---於二零零九年二月十三日購買材料。 

 
 
 
 
 
 
 

 

 

 

 

 

 

 

 

 

 

 

2.2 製造温度計的過程---於二零零九年二月十八日試做温度計。 

2.2A. 先用紅墨水把水染紅，後往玻璃瓶口倒入佔瓶體積 3/4 的水， 

      預留 1/4 的瓶體積作進行加熱時受壓力的緩衝空間。 

 

 

 

 

 

 

 

2.2B 把吸管插入瓶中，用橡皮泥固定吸管，封住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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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C 小心地朝吸管中吹氣，目的是把氣體送進瓶中，增加瓶中的壓力，從而

使水從瓶中慢慢壓向吸管。當停止吹氣時會看到吸管中的水慢慢上升到

瓶口上方。 

 

 

 

 

 

                                              

                   

2.2D 用筆在吸管的最高水位處做一個刻度。 

 

 

 

 

 

 

 

 

 

 

2.2E 把自製的温度計放進盛載 65℃熱水的器皿和盛載 0℃冰塊的器皿中， 

觀察水位的高低。 

    

 
 
 
 
 
 
 
 

三. 自製温度計與水銀温度計進行比較的實驗過程 

3.1. 於二零零九年二月二十五日 

兩組先自製温度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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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把自製温度計和水銀温度計一起放進盛載 65℃熱水的器皿中，然後計時，

在一分鐘內，水銀温度計上升，而自製温度計需要一分鐘 30 秒的時間才

上升，由此得出自製温度計上升的速度比水銀温度計慢。 

 

 

 

 

 

 

 

 

 

 

 

 

 

 

 

 

 

 

 

 

 

3.3  把自製温度計和水銀温度計一起放進盛載 0℃冰塊的器皿中，然後計時，

在一分鐘內，水銀温度計下降，而自製温度計需要兩分鐘才下降，由此得

出自製温度計上升的速度不及水銀温度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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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兩組研究員認真把水銀溫度計和自製溫度計的溫度變化記錄下來。 

第一組測量結果如下: 

 

 

 

 

 

 

 

 

 

                                      

 

第二組測量結果如下: 

 

 

 

 

 

 

                                  

 

 

 

 

 

四. 自製温度計與水銀温度計進行比較的實驗結果 

   實驗證明：自製溫度計能測量溫度的變化，但需時較久和溫度變化不太明顯。 

 

 

 

 

第一次測量(冰塊中)       測量 

類別 開始溫度 一分鐘後溫度 

水銀溫度計 18℃ 10℃ 

自製溫度計 水柱離玻璃瓶 

口 2厘米 

在原來的刻度

上升了毫米 14

℃ 

第二次測量(熱水中)       測量 

類別 開始溫度 一分鐘後溫度 

水銀溫度計 22℃ 50℃ 

自製溫度計 水柱離玻璃瓶 

口 2厘米 

溫度沒有改變 

第一次測量(冰塊中)       測量 

類別 開始溫度 一分鐘後溫度 

水銀溫度計 25℃ 10℃ 

自製溫度計 水柱離玻璃瓶 

口 2厘米 

17℃ 

 

第二次測量(熱水中)       測量 

類別 開始溫度 一分鐘後溫度 

水銀溫度計 22℃ 50℃ 

自製溫度計 水柱離玻璃瓶 

口 2厘米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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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結論與建議 

一.研究結論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利用水銀溫度計來測量溫度，而水銀溫度計的原理很簡單，就

是利用水銀熱脹冷縮的特性。當溫度升高時，水銀受熱膨脹，溫度計中的水銀柱上升；

當溫度降低時，水銀遇冷收縮，水銀柱下降。 

    本次實驗，我們把溫度計中的水銀改用水來自製一個溫度計。我們發現自製出來的

溫度計，測量溫度時比較緩慢；儘管我們把實驗環境理想化，如把自製的溫度計分別放

在 65℃的熱水中和 0℃的冰塊中進行測量，但它的溫度變化而不明顯。其原因是水的膨

脹系數比水銀小，故用水自製出來的溫度計測量溫度的能力較弱。 

   

二.研究建議 

    起初根據搜集的資料，我們全體同學都認為自製溫度計很容易，步驟又少，但是當 

我們進行第一次試製溫度計時，發現原來吹氣到玻璃瓶中，使吸管中的水慢慢上升，這

一個部分是相當困難的，我們還有一組同學失敗了，不過我們並沒有放棄，反而互相討 

論，經過彼此分析彼，我們都認為是固定吸管的橡皮泥太硬，不能封住瓶口，故改用了 

寶貼，由於寶貼比較硬和黏，所以我們都成功製出溫度計。                                   

  

三.研究後感想 

           研究員:詹穎欣 

                   今次能夠跟同學一起動手做溫度計，覺得既開心又好玩。在製作

前，梁老師要求我們於春節期間上網找一些有關自製溫度計的資料。 

               初時，我不知從哪裡入手，找來找去也找不到相關的資料，後來找到

了，又不懂儲存。經過多次失敗後，最終都能把老師交托的任務完成， 

            真的很高興。 

 

研究員:鄭敏怡 
    我很開心能參與這個自製溫度計的動手做研究，可以和一班 

好朋友一齊找資料，一齊合力做一個溫度計出來，那份喜悅，真 

的很難用筆墨形容。希望有機會參與下一個動手做研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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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邱曉彤                                       研究員：吳凱彤 

   老師邀請我參加動手做研究                           能夠親手製做一個溫 

，真是又驚又喜。初時什麼也不                       度計來測量溫度變化，我覺 

懂，後來得到梁老師的悉心指導                       得很有成就感。不過我們的 

，慢慢明白該做什麼。第一次的實                     研究並不是一帆風順。記得 

驗中，我組自製的溫度計不成功，                     第一次做出來的溫度計不能 

測量不到溫度變化，有點失望。不                     測量溫度，有點失望，但我 

過，我們沒有因此而氣餒。在第二                     沒有為此而灰心，反而更加 

次實驗中，我們終於成功了。我深                     積極做第二次實驗，就在永 

刻體會到“失敗乃成功之母＂。                       不放棄的精神下，我終於成 

                                                   功了。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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