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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最佳的降落傘 

一、摘要： 

  因為萬有引力的影響，地球上任何有質量的物體都會受到地心引力的作用從高處落下。降落

傘的原理主要是利用空氣阻力來減緩物體的降落時間。透過張開傘面造成最大的空氣阻力，以減

緩物體降落到地面所需的時間和力道。我們想知道影響降落傘降落時間的因素。 

  因此，我們依序改變了傘面面積、傘面形狀、繩子數量、以及不同配重測試。最後我們發現，

使用愈大的圓形或方形傘面和越多的繩線數量，可以做出效果最好的降落傘。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我們在網路上看到了關於跳傘挑戰的影片，其中降落到地面時所使用的降落傘引起了我們的

好奇，光靠一個傘面就能支撐一個成年人的重量，其中想必有許多科學原理吧。查詢資料後理解

到，因為萬有引力的影響，地球上任何有質量的物體都會受到地心引力的作用從高處落下。降落

傘的原理主要是利用空氣阻力來減緩物體的降落時間。透過張開傘面造成最大的空氣阻力，以減

緩物體降落到地面所需的時間和力道。 

  我們想知道要怎麼做才能做出效果最好的降落傘呢？因此，我們開始著手製作自己的小型降

落傘。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 探究目的 : 

為了製作出效果最好的降落傘，我們想知道有那些因素會影響降落傘降落的時間，

因此設計了以下實驗： 

1. 降落傘傘面的形狀是否會影響降落傘下降時間。 

2. 降落傘傘面的面積大小是否會影響降落傘下降時間。 

3. 降落傘上綁的繩子數量是否會影響降落傘下降時間。 

（二） 探究假設 : 

1. 我們認為形狀愈接近圓形，降落傘落下時間愈短。 

2. 我們認為傘面面積愈大，降落傘落下時間愈長。 

3. 我們認為繩子數量愈多，降落傘落下時間愈短。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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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驗流程與步驟 

1. 實驗材料：剪刀、直尺、圓規、筆(做記號用)、紙(記錄用)、碼錶垃圾袋(塑膠、降落傘)，

棉線、重物［便條紙(1.25 g)、便條紙(2.5 g)、便條紙(5 g)、尺(10 g)、橡皮擦(20 g)］，膠

帶(固定用)。 

2. 實驗流程： 

實驗 1：改變降落傘形狀和面積 

控制變因：下降高度（200 cm），材質（塑膠），線條數（4 條） ，風速（0 m/sec），

重物重量（1.25 g, 2.5 g, 5 g, 10 g, 20 g），降落傘面積（768 cm2, 1546 cm2, 3092 cm2）。                                

操縱變因：降落傘形狀（圓形、正方形）。 

應變變因：下降時間（sec.）。 

實驗步驟： 

(1) 將垃圾袋（塑膠）剪成特定形狀（圓形、正方形）與特定面積（768 cm2,  1546 cm2, 3092 

cm2），再將四條棉線的其中一端分別用膠帶貼在塑膠袋的四角，再把四條線的另一

端用膠帶綁在一起，並在四條線集合處用膠帶黏上重物（1.25 g, 2.5 g, 5 g, 10 g, 20 g）。 

(2) 兩個人站在椅子上，各拿塑膠袋的兩角，把重物底端與兩百公分處的記號對齊，另一

人負責計時（下降時間＝重物開始移動~重物碰到地板）。 

(3) 記錄下降時間。 

 

圖 1：不同面積的降落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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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不同形狀的降落傘 

 

實驗 2：改變降落傘繩子數 

控制變因：下降高度（200 cm），材質（塑膠），風速（0 m/sec.），重物重量（10 g），

降落傘面積（3092 cm2），降落傘形狀（圓形、正方形）。 

操縱變因：繩子數（3、4、5、6、7、8）。 

應變變因：下降時間（sec.）。   

實驗步驟： 

(1) 將垃圾袋（塑膠）剪成特定形狀（圓形、正方形）與特定面積（3092 cm2），再將棉

線（3、4、5、6、7、8）的其中一端分別用膠帶貼在塑膠袋的各角落，再把線的另一

端用膠帶綁在一起，並在線集合處用膠帶黏上重物（10 g）。 

(2) 兩個人站在椅子上，各拿塑膠袋的兩角，把重物底端與兩百公分處的記號對齊，另一

人負責計時（下降時間＝重物開始移動~重物碰到地板）。 

(3) 記錄下降時間。 

(4) 另外，我們也測了重物不加降落傘的下降時間，目的是為了和有加降落傘的下降時間

做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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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驗結果與討論 

實驗 1：改變降落傘形狀和面積 

實驗結果： 

一、數據：                       

表 1：不同形狀與面積的降落傘落下時間表 

 

註:1.表中物重為重物的重量（例”768 圓”表示降落傘面積為 768 cm2, 且降落傘形狀為圓形。） 

註:2.表格及圖表中的數據為下降時間（sec.） 

 

 

圖 1：不同形狀與面積的降落傘落下時間長條圖 

 

實驗結果： 

二、分析： 

1. 在我們的實驗中，最佳的降落傘配置其面積為 3092 平方公分，形狀則是正方形。 

2. 降落傘的面積越大，落下的時間越長，但當重物過重時，加降落傘的下降時間很

接近未加降落傘的下降時間，顯示降落傘失去作用。 

3. 面積小的降落傘形狀對降落時間沒有明顯影響，大面積的降落傘則是方形的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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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較長，顯示方形傘面可以延緩降落傘落下的時間。 

4. 對重量較小的重物,最好的降落傘配置為方形;至於重量較大的重物,最好的配置為

圓形. 

 

實驗 2：改變降落傘繩子數 

實驗結果： 

一、數據 

表 2：不同繩子數的降落傘落下時間表 

 

       註：表格及圖表中的數據為下降時間(sec.) 

 

圖 2：不同繩子數的降落傘落下時間長條圖 

 

二、分析： 

降落傘之繩子越多，其所能承受的重量就越重，推測原因為：它可以讓重物的重量平均分

配在降落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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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從實驗結果可以得知， 

1. 使用正方形的傘面平均與圓形的傘面效果是差不多的。然而，面積小的圓形降落傘較相

同面積的長方形降落傘能承受重量。 

2. 使用愈大的傘面，其所受的空氣阻力也隨之增加，降落傘下降所需的時間也增加。 

3. 使用愈多的繩線，其所承受的重量也愈大，因為繩線可以使載的重物平均分配在降落傘

上。 

因此，使用圓形的傘面與較大的面積和較多的繩線數量，降落的時間也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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