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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普高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天降奇「雞」，保護蛋蛋大作戰 

一、摘要 

本實驗旨在比較使用三種不同方法來保護蛋的效果，探究將雞蛋從高空擲落後，如何才能保

護雞蛋不破碎。我們使用了一個具有一定高度的平台，將雞蛋從平台上方擲落，並使用不同

材料將雞蛋包裹，分別是非牛頓流體、紙錐和飽和食鹽水，這三種方法所依據的原理則是：

第一，以非牛頓流體包裹雞蛋，當撞擊的瞬間，最外層的流體硬化，吸收衝擊力；第二，將

報紙捲成甜筒錐狀，落地時尖端發生形變，吸收動能；最後，把蛋放入飽和鹽水中，雞蛋將

懸浮於鹽水之上，落地時鹽水可達到緩衝的作用。最終實驗結果顯示，保護力由好至差的排

序為：紙錐>非牛頓流體>飽和鹽水。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新聞播過：北市政府於 2017 年端午節舉辦創意立蛋活動，將雞蛋從高空擲落且不能破。這

個活動當時吸引了許多躍躍欲試的民眾發揮創意與實驗家精神，雖然我們沒能參加到，但對

此深感興趣的我們剛好趁本次實驗體會其中樂趣，組員們分別想出三種方法逐一嘗試，進行

組內對決，我們分別使用非牛頓流體、紙錐、飽和鹽水。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目的： 

1.觀察不同保護裝置的防摔程度 

2.了解不同保護裝置的原理 

3.從日常生活中發現此三類保護裝置的應用性 

1. 觀察不同保護裝 

假設： 

根據非牛頓流體，當受到外力撞擊時，流體會變成堅硬的外殼，可以保護被包裹的蛋；而紙

錐容易受到風的影響，雖然被風吹偏可以稍微減緩撞擊力，但只要一偏移，蛋殼勢必會破

裂，其不可控因素較大；最後是飽和鹽水，就算鹽水可以托住雞蛋，產生緩衝力，但我們仍

不覺得其可以抵抗從二樓落下的重力加速度。因此對於這三種裝置的保護力的假設為：非牛

頓流體>紙錐>飽和鹽水。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探究方法： 

 圖（一）實驗大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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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現問題 

     探討煮熟的雞蛋，在相同擲落高度下，何種保護措施能夠達到緩衝作用以防止雞蛋破裂？ 

二、規畫與研究 

(一) 控制變因 

雞蛋處理方式、擲落高度 

(二) 操縱變因 

保護措施(非牛頓流體/甜筒狀紙錐/飽和食鹽水) 

(三) 應變變因 

蛋殼是否破裂 

(四) 實驗方法 

 

驗證步驟： 

一、實驗器材 

1.蛋 

2.水 

3.塑膠袋 

4.橡皮筋 

5.太白粉 

二、實驗過程 

1. 在進行實驗一（非牛頓流體）時，我們發現將包裹雞蛋的袋子往下擲落後，會發生偏移

6. 報紙 

7. 鹽巴 

8. 攪拌棒 

9. 膠帶 

10.量筒 

 

11. 燒杯 

圖（四）實驗器材 

圖（二）包裝完成的三種保護措施 

圖（三）實驗方法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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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0 秒 34 到 1 秒的過程中，雞蛋從流體的上方，到最後面朝地板大力撞擊，甚至

在碰到地板後進行二次反彈，如圖（五）。 

2. 實驗二（紙錐）有相同偏移情形，紙錐因為輕薄，容易受風的影響，雖然放手時是垂直

墜落，但恰巧實驗時有一陣風吹過，於 0 秒 49 開始有旋轉的跡象，直至最後落地仍是

偏的，甚至變形，導致實驗不如預期的於尖端發生形變保護雞蛋，不過也因為有風，導

致落下的衝擊力減弱，相較其他兩個方法，墜落時長明顯增加，如圖（六）所示。 

3. 實驗三（鹽水托蛋）是我們假設時最不看好的方法，它落下時雖無嚴重的偏移，但雞蛋

隨著重力有向下掉的現象，並非同當初的懸浮於水上，直到最後落地，鹽水沒有托住雞

蛋，而是直接碰撞，袋子甚至承受不住強大的衝擊力而破掉，使鹽水溢出，如圖（七）

顯示。 

 

 

三、實驗結果 

    我們的三組實驗全失敗，沒有一個蛋完好無缺，只能從蛋殼破裂程度看裝置的保護 

圖（五） 

非牛頓流體實驗落下示意圖 

圖（六） 

紙錐實驗落下示意圖 

圖（七） 

鹽水托蛋實驗落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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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表格可知，裝置保護力為:紙錐>非牛頓流體>飽和鹽水，與原本的假設有所出入。 

 

四、實驗分析 

 

1. 實驗一：我們的非牛頓流體量配置不足，無法厚厚包裹住雞蛋，導致最後有包跟沒包差

不多；另一種可能則是流體的比例沒調配好，無法產生最佳效果。 

2. 實驗二：紙錐在落下過程中剛好遇到一陣強風，從原本尖端朝下，到後來的偏移，最後

紙錐側面直接撞擊地面，無保護效果，等同於雞蛋包紙墜落。 
3. 實驗三：飽和鹽水的量配置不夠多，蛋雖然能漂浮在水上，但緩衝部分的鹽水不足以應

付從二樓落下的重力加速度，甚至連同塑膠袋一起破掉。 

 

五、建議與改進 

 

1. 多配置一些非牛頓流體跟飽和鹽水，或是縮小袋子大小。 

2. 找出非牛頓流體的最佳比例與最適粉質。 

3. 控制環境因素，找一個無風的室內環境，重新做一次紙錐實驗。 

4. 多做一組生雞蛋的實驗，觀察蛋殼硬度是否隨著溫度而有所變化。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1.實驗一的非牛頓流體常作用於保護物品，當其受力時，小型粒子（如水分子）會被擠壓排

開，而大型粒子（如玉米粉分子）會受壓聚集排列，最後形成大型分子與小型分子互相鑲嵌

的固體排列 模式，從而衍生出「吃軟不吃硬的特性」。若要將其運用在保護裝置的研發，要

根據受力程度， 去變化作用面積大小和流體厚度，前者的面積愈小，凹陷程度愈大；而後者

表（一）實驗結果比較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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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厚度愈大，能吸收 的力亦愈大。目前已知非牛頓流體可以用在手機保護殼、安全帽、以及

抗震結構上。  

2. 實驗二的甜筒錐狀與轎車安全設計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碰撞時車頭往往變形嚴重，這是因

為它被 設計成空腔吸能結構，讓乘客在安全帶加上氣囊的情況下，於正面碰撞時大概率不受

重傷。  

3. 實驗三的鹽水托蛋是因為二者密度相近，導致雞蛋懸浮在水裡，當落下時，周邊的鹽水能

起到緩 衝的作用，這除了能用於日常買蛋的保護機制，還與「羊水」是相同原理，皆為保護

與減壓的效果，因此可知胎兒在羊水中是相當舒適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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