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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遊樂園 隔空點火 
國中理化教師 李頤鋒 

一、 主題導覽 

《科學少年》實驗遊樂園〈隔空點火〉 

關鍵字：1.蠟燭燃燒 2.毛細作用 3.對流 

 科學實驗（科學遊戲）最大的樂趣就在於：藉著親自操作，經過「動手做→失敗→

思考、探索→再動手做」這樣重覆的歷程，直到成功的那種快樂。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們，在本次「實驗遊樂園」隔空點火的主題中，有沒有跟著莉芳老師的實驗步驟，體驗

動手做的樂趣，並接受「隔空點火的距離你能拉到多遠」的挑戰呢？（實驗時，因為有

火，所以要有家長在旁陪伴、指導喔！） 

 依照實驗步驟去操作，發現真的需要不斷的練習，才能爐火純青般的施展隔空點火

的絕技。在成功的隔空點火之後，就開始想把隔空點火的距離拉遠，但總是時而成功時

而失敗，思索著如果讓白煙可以凝聚一下，不散開，成功的機會應該會增加，於是就使

用了20公分的中空透明塑膠管，將蠟燭罩住，在吹熄蠟燭之後，成功的將13公分高的蠟

燭隔空點火哩，燃燒中的蠟燭和等待被點火的蠟燭可是相差7公分的距離唷！ 

（如下圖1~圖4，相關影片可參考以下連結http://youtu.be/2rSALZRvSY0） 

    

圖一 管內蠟燭燃燒一段

時間被吹熄 

圖二 看見塑膠管中間的

火點嗎？（箭頭所示） 

圖三 管內蠟燭剛被隔空

點火成功，產生小小火焰 

圖四 管內蠟燭的火焰變

大了 

 當然，距離愈近，隔空點火成功的機會愈高。一開始兩根蠟燭其實距離只有3公分，

每成功一次，便將塑膠管內的蠟燭切掉1公分，如此兩根蠟燭的隔空點火的距離便增加。

一直切到蠟燭短於13公分（也就是兩根蠟燭的距離大於7公分），發現將無法成功的隔空

點火。大朋友、小朋友們，可以再挑戰看看喔，也許你可以把隔空點火成功的距離拉得

更大呢！ 

 蠟燭的燃燒，可以讓我們學習到，蠟燭的燃燒過程包括了物理變化和化學變化： 

1. 物理變化：物質的狀態改變但本身性質不變。 

蠟燭（固態）→蠟油（液態）→蠟蒸氣（氣態）便是物理變化 

2. 化學變化：物質的狀態發生改變，本身性質也改變了（產生新的物質）。 

http://youtu.be/2rSALZRvS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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蠟蒸氣和空氣中的氧氣燃燒，產生二氧化碳和水蒸氣，同時放出光和熱便是化學變化。 

 除了物質的變化之外，蠟燭的燃燒也讓我們瞭解燃燒的條件： 

1.要有可以燃燒的物質→需有可燃物。 

2.要有幫助燃燒的物質→需有助燃物。 

3.溫度要夠高→需要達到燃點。 

 物質要燃燒，上述三個條件必須同時成立，也因此，只要去除其中一個條件便可達

到滅火的效果。例如：對蠟燭吹氣時，降低溫度也吹散蠟蒸氣（可燃物）。 

 當然，在此不能忘了提到熱對流。空氣被加熱之後，體積膨脹，密度變小，因此受

熱後的空氣會往上跑（如圖五），周圍的冷空氣會補注進來，帶來充足的氧氣，因此蠟

燭就可以持續燃燒。但若將燃燒的蠟燭（相對於塑膠管長度而言，比較短的蠟燭）放在

透明塑膠管中，蠟燭會因為熱空氣往上而阻礙冷空氣進來，因此蠟燭便會因為沒有助燃

物而熄滅。如下圖六、圖七： 

    

圖五 藉由蠟燭燃燒時，投射在白紙上的光

影，可看出熱空氣往上跑 

圖六 燃燒中的蠟燭 圖七 燃燒中的蠟燭

因缺少氧氣而熄滅 

圖八 將塑膠管墊高

蠟燭便可持續燃燒 

 除了在塑膠管中加紙片將塑膠管隔成兩半，形成熱對流以達到隔空救火的目的，我

們也可以像圖八一樣將塑膠管稍稍墊高，讓冷空氣可以補注進去，蠟燭就可以持續燃燒

了，甚至在塑膠管底部挖幾個洞，也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喔！ 

 生活隨處都有科學，別猶豫了，動手操作，一起來隔空點火吧！  

二、 相關教材連結 

 《科學少年》實驗遊樂園〈隔空點火〉文中提到毛細作用、蠟燭的三態變化、燃燒、

冷熱空氣對流等內容，其實可配合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授課或學習時使用，可增加授課

內容的深度及豐富度喔！以下是可配合的單元請參考使用。 

1.南一版 自然與生活科技一上： 4-2 植物體內物質的運輸 

1.南一版 自然與生活科技二上： 5-3 熱的傳播方式 

         6-5 物質變化的粒子觀點 

1.南一版 自然與生活科技二下： 2-1 元素的活性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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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翰林版 自然與生活科技一上： 4-2 植物體內物質的運輸 

1.南一版 自然與生活科技二上： 2-1 物質的三態與性質 

1.南一版 自然與生活科技二下： 2-1 氧化反應與活性 

3.康軒版 自然與生活科技一上： 4-2 植物體內物質的運輸 

1.南一版 自然與生活科技二上： 2-1 認識物質 

         5-4 熱的傳播方式 

1.南一版 自然與生活科技二下： 2-1 氧化反應 

三、 挑戰閱讀王（奪得 10個以上的，閱讀王就是你！） 

又到了挑戰時刻，看完實驗遊樂園〈隔空點火〉，邀你一起來挑戰下列幾個問題喔！ 

（  ）1. 蠟燭燃燒時，燭芯附近的固體蠟熔化成液體蠟油，再將液體蠟油汽化為氣體蠟，

蠟與蠟燭上方氧氣混合燃燒產生火焰。請問液體蠟油是藉由下列何種方式，沿

著燭芯上升並汽化？ 

 （這一題答對可得到 2個  哦！） 

(1)滲透作用 (2)擴散作用 (3)毛細作用 (4)蒸散作用 

（  ）2. 燃燒需要可燃物、助燃物以及溫度需要高於燃點，三個條件缺一不可。通常在

烤肉活動結束之後，整理場地時，為了安全起見，會在炭火上澆水，以防止木

炭再次復燃。請問在木炭上「澆水」的目的，最主要是去除燃燒三個條件的哪

一個呢？ 

（這一題答對可得到 2個  哦！） 

(1)移去可燃物 (2)隔絕助燃物 (3)降低溫度 (4)既移去可燃物也降低溫度 

3. 連連看：蠟燭的火焰分為三部分，外焰、內焰以及焰心。請將這三部位的性質，利用

直線把它們正確的配對出來喔！（這一題答對可得到 3個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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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低，光度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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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列有關冷、熱空氣對流的示意圖，正確的請在括號中填入「○」的符號，錯誤的則

填入「╳」。（這一題全部答對可得到 3個  哦！但只要錯一個就沒有  囉） 

 

 

 

 

 

 

 

 

 

    （   ）       （   ） 

四、 延伸思考 

1. 燃燒的三個條件：需要有可燃物、需要有助燃物、溫度需要高於燃點。只要這三個條

件缺少其中一項，就無法燃燒，利用這樣的特性，我們便可以達到滅火的目的。試著

想一想或上網查詢一下，那些滅火的的技術或預防的措施，是利用去除上述的條件中

的哪一項，來達到滅火或預防火災的發生呢？例如：房子之間為何要有防火巷？ 

熱空氣 

冷空氣 

冷空氣 

熱空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