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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大專/社會組  科學文章表單 

文章題目： 關於微波爐那些你不知道的大小事 

摘要：介紹關於微波爐的加熱原理，發射微波的磁控管介紹，以及關於電漿葡萄現象背後的

科學效應。 

文章內容：（限 500 字~1,500 字） 

在生活周遭都很常見的加熱電器-微波爐。在超商或是家中，都能見到這個電器，不論是熬夜

加班的上班族、想吃消夜的大學生、或是沒有時間吃飯的大主管，只需要將食物放入，動動

手指頭且稍等片刻，就能夠立即擁有一份熱騰騰的食物，對現在快餐時代的人們幫助巨大。

那經常使用的我們可知道微波爐的加熱原理？以及哪些東西能夠使用微波爐加熱而哪些不行

嗎？要是放置錯誤的容器及食物，還有可能導致電器毀損甚至爆炸！！就讓我們來探討有關

微波爐的知識吧！ 

 

微波爐的加熱原理： 

微波是電磁波的一種，波長範圍在 1 mm 到 1 m 之間，一般常用的微波波段式 2.4GHz，波

長約 12cm。 

微波能容易穿透絕緣物體，但遇到食物內的極性分子便會使其一起以相同的頻率振蕩，振簜

中分子與分子互相摩擦，從而產生熱量，水分子在微波中每秒振蕩 24.5 億次(2.45GHz)，這種

振蕩幾乎是在食物的內外各部分同時發生，因此微波加熱的食品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把整

份食物煮熟。 

 

圖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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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適合微波爐的盛裝容器： 

微波有一個特性，它遇到金屬便反射回來，所以用金屬容器盛載食物，在微波爐中不能被加

熱，長時間還可能損壞微坡爐，原因是發射出去的微波沒有損耗地全部反射回來，後果是使

發射微波的器件產生高溫從而損壞。因此用微波爐煮食物，應選用絕緣耐熱材料制成的容器，

如陶瓷、耐熱玻璃 

 

微波爐的核心—磁控管： 

微波爐的主要核心在於他的磁控管，這個磁控管能夠發出 2.45GMz 的微波，再經過波導管傳

入分散器，射入烹煮室內，達到加熱食物的效果。 

但在最早期，磁控管並不是用作加熱食物用的，而是作為戰爭的用途，在二戰期間被研發當

作雷達等軍事用途，直到戰爭結束後，才慢慢轉移到民生及工業設備上。磁控管有許多的優

點，它的構造簡單、體積較小、功率的密度高，造價也相對便宜。但對應的也有缺點，因為

功率高，體積小的因素，它的散熱不易，很容易造成過熱，造成內部的線路損壞。所以微波

爐都會有一個較好的散熱裝置，將磁控管產生的熱量散出去。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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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放在微波爐裡的特殊食物： 

在不能放入微波爐的食物中，有一項食物肯定要被提及到，那就是 ”葡萄”，之所以葡萄不能

放入微波中，是因為會產生電漿及火花，因為特別的視覺效果，這個現象在網路上被大量的

轉發。這個現象也被人拿出探究相關的原理，在美國 PNAS 就有學者提出相關論文解釋其現

象。 

葡萄之間產生的電漿，是因為微波爐用來加熱的微波，在充滿水分的葡萄中傳導時大約是 1.25

公分，我用簡單的式子來證明此事： 

波長＝波速/頻率 

已知: 光速為 3×10 ¹⁰ cm  G=10⁹ 

波速為光速： 3×10 ¹⁰ cm/s，頻率為 2.4GHz 

3× 1010 cm/s 除以 2.4×109 Hz 等於 1.25cm 

而 1.25 公分大約就是葡萄的直徑，於是微波與葡萄中的水分產生共振，兩個葡萄之間的交界

處就出現了空氣的電漿態，從而產生火花與閃光。 

 

A是對切的葡萄 

 

B是兩個完整的葡萄 

 

C是兩顆塑膠球 

 

D是葡萄電漿的光譜 

圖四 

實際圖片          紅外線照片      理論模擬電場強度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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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漿葡萄現象中，最主要的原理是關於電磁波的 MDRS 共振效應(morphology-dependent 

resonances)，指的是在波動受到與波長尺度接近的物體，能夠產生共振的發生。電漿葡萄的

現象，讓複雜的理論能透過簡單的實驗去解釋。 

 

結論： 

在日常普遍能見到的電器中，也能產生出令人驚嘆的科學現象，從微波的加熱方式，磁導管

的組成，或是電漿葡萄的特殊現象，都說明在生活周遭一些簡單的事物中，都可能都蘊藏著

不為人知的科學道理，只要在日常的生活能夠去多觀察不同的事物，或許就能從中學習到許

多不同面向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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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未使用本競賽官網提供「科學文章表單」格式投稿，將不予審查。 

2. 字數沒按照本競賽官網規定之限 500 字~1,500 字，將不予審查。  

PS.摘要、參考資料與圖表說明文字不計入。 

3. 建議格式如下： 

⚫ 中文字型：微軟正黑體；英文、阿拉伯數字字型：Times New Roman 

⚫ 字體：12pt 為原則，若有需要，圖、表及附錄內的文字、數字得略小於 12pt，不

得低於 10pt 

⚫ 字體行距，以固定行高 20 點為原則 

⚫ 表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表上方置中、對齊該表。圖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圖下方置中、

對齊該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