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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毛細現象，搭配資源回收的瓶子及棉繩，設計出能持續保濕的蔬菜自動澆水器。經

過測試，花盆可在走廊上維持一個星期不用澆水，讓土壤中的小白菜、秋葵、辣椒種子順利

發芽成長；發芽後移到日照充足的地方，即使在陽光照射下，也能利用毛細現象持續供水至

少兩日，解決假日日菜苗的澆水問題。有機會利用水撲滿來澆灌，更為廚房洗菜、洗米水的

回收再利用提供一個方便可行的方案。 

 

 

壹、 研究動機 

 

    三年級下學期，自然課學到第一單元「種菜好好玩」老師讓我們分組親自種植，觀察種

子發芽與蔬菜生長的情形。當時最困擾我們的就是澆水的問題，我們種了幾種蔬菜的種子，

有些種子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發芽，有些則是幼苗期較長。遇到假日時，到底是要把植物帶

回家，星期一再帶到學校來？還是星期五拚命澆水，期待星期一這些植物還能活著？我們輪

流利用早自修的時間去澆水，依靠我們這群小農夫來澆水過活。我們在自然課當中學到水的

毛細現象，發現原來古人就曾利用水移動的特性來引水灌溉，這引發我們設計蔬菜自動澆水

器的興趣。我們首先上網搜尋「自動澆水器」尋找可供參考的資訊，發現網路上有許多人和

我們一樣有出遠門盆栽沒法澆水的困境，針對這個困境發展出五花八門的自動澆水設備。有

的自動澆水器非常簡單，只要一個寶特瓶裝水扎兩個小洞倒插在盆栽的泥土裡，好像就能幫

忙出遠門的主人解決澆水的問題；有的自動澆水設備是比較專業的當然也就價值不斐，得接

上水龍頭，還要裝上電磁閥定時開關器來控制澆水時間，加上好複雜的水管管路設計，看得

我們眼花撩亂。由於我們經費有限，就開始針對網路影片上的簡易做法來試做看看可行性。

我們先試了寶特瓶扎洞倒立在盆栽裡的方法，結果發現，水很快就流光了。我們利用棉繩連

接，利用毛細現象所設計出來的自動給水花盆。這給了我們很大的靈感，於是我們搭配資源

回收的瓶子，設計出能夠持續保濕的花盆。 

 

 

貳、研究目的 

 

一、利用毛細現象設計自動給水的花盆。 

二、自動給水的花盆修正與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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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透明瓶子( 200ml)。 

二、棉繩。 

三、量杯、量筒。 

四、雨量杯。 

 

 

透明瓶子 棉繩 

  

雨量杯 量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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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實驗(一)：測量不同粗細、長度 60 公分棉線的水流量，找出適當水流量的棉線粗細。 

  1.將 3 組透明瓶子內，各裝 200 毫升的水(稱給水區)，將 60 公分棉線（一股棉線，3

股棉線、6 股棉線編成麻花狀，共 3 組不同粗細棉線，放入其中。 

2.棉線另一端垂直垂下，在下方放置雨量杯，在不同時間點測量滴下來的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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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二)：測量棉線一端浸在給水區（容器中裝水），另一端棉線頭放入受水容器中的底

部（水過來時棉線頭會完全浸在水中），當受水區那一端的棉線也浸在水中時，會不會

減緩或暫停給水？以達到自動調控給水量的目的。 

1.與實驗（一）一樣，將 3 組透明瓶子內裝 200 毫升的水(稱給水區)，將 60 公分棉

線（一股棉線，3 股棉線、6 股棉線編成麻花狀，共 3 組不同粗細棉線，放入其中。 

2.垂直將另一端棉線頭放在另一燒杯中（稱受水區），在不同時間點測量流下來的水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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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三）：延續實驗（二）的方法，比較給水區放在不同位置︰給水區和受水區等

高、給水區低於受水區 20 公分時，給水情形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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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 四）：將棉線埋入盆栽的土中，觀察是否能有效自動調控給水量？ 

  1.將大、小盆栽，利用大盆栽用 1 股、3 股棉線（編成麻花狀），小盆栽用 6 股棉

線，將棉線埋入盆栽的土中。 

  2.觀察棉線是否可以真正運用毛細現象供水給盆栽。 

  3.觀察如果後來土壤濕潤了，棉線供水速率是否會減緩或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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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利用毛細現象自動給水，並比較不同的棉線粗細、放置棉線方法、給水區放置高度的給

水量，測試看看是否可以自動調控，嘗試找出適合家中盆栽運用的方法。 

 

實驗（一）：測量不同粗細棉線的水流量。 

(單位 ml)   

 
1 股棉線 3 股棉線 6 股棉線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1 小時 0 0 0 0 0 0 0 0 0 

2 小時 0 0 0 0 0 0 0 0 0 

3 小時 0 0 0 2 3 2 3 3 3 

4 小時 2 2 2.5 3 4 3 4 5 5.5 

8 小時 4 4 4 5 5 6 8 8 8 

24 小時 8 8 9 9 9 10 15 15 15.5 

總流量 14 14 15.5 19 21 21 30 31 32 

平均 

總流量 
14.5 20.3 31 

1.一開始沒有包塑膠軟管，發現棉線在實驗過程中， 6 股棉線的水會從棉線中段滴水下

來，不會完全往受水區流水。可能是給水量過多時，在棉線中段會受地心引力的影響而

滴水。 

2.從以上實驗知道不同粗細棉線的水流量，棉線越粗水流量愈多；但是，倍數粗的棉線水

流量不一定是等倍的水流量（ 6 股粗的棉線沒有 6 倍水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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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測量棉線一端浸在給水區（容器中裝水），另一端棉線頭放入受水容器內底部

（水過來後，棉線頭會完全浸在水中），試試看受水區那一端的棉線也浸在水中

時，會不會減緩給水或暫停給水？以達到自動調控給水量的目的。 

(單位 ml)   

 
1 股棉線 3 股棉線 6 股棉線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1 小時 0 0 0 0 0 0 0 0 0 

2 小時 0 0 0 0 0 0 0 0 0 

3 小時 0 0 0 3 3 3 4 4 4 

4 小時 3 3 3 4 5 5 7 7 7 

8 小時 5 5 5 7 7 8 10 11 10 

24 小時 10 10 10 12 13 13 20 20 20 

總流量 18 18 18 26 28 29 41 42 41 

平均 

總流量 
18 27.7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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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比較給水區放在不同位置：給水區和受水區等高、給水區低於受水區 20 公分、

時，給水情形有何不同。 

 

給水區與受水區端等高                                                (單位：ml) 

 
1 股棉線 3 股棉線 6 股棉線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1 小時 0 0 0 0 0 0 0 0 0 

2 小時 0 0 0 0 0 0 0 0 0 

3 小時 0 0 0 2 2 2 3 3 3 

4 小時 2.5 2.5 3 3.5 3.5 4 5 5 5 

8 小時 5 5 5 6 6 6 8 8 8 

24 小時 10 10 11 11 11 11 17 17 17 

總流量 17.5 17.5 19 22.5 22.5 23 33 33 33 

平均 

總流量 
18 22.7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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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水區低於受水區 20 公分                                            (單位：ml) 

 
1 股棉線 3 股棉線 6 股棉線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1 小時 
0 0 0 0 0 0 0 0 0 

2 小時 
0 0 0 0 0 0 0 0 0 

3 小時 
0 0 0 0 0 0 0 0 0 

4 小時 
0 0 0 0 0 0 0 0 0 

8 小時 
0 0 0 0 0 0 0 0 0 

24 小時 
0 0 0 0 0 0 0 0 0 

總流量 
0 0 0 0 0 0 0 0 0 

平均 

總流量 
0 0 0 

其他 

說明 

1 股、3 股和 6 股棉線都沒有水滴出來，感覺好像對抗不了地心引力，但是大約

在 8 小時的時候，用手輕觸受水端棉線頭時，棉線有一些濕潤，但不足以滴出水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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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四)：將棉線埋入盆栽的土中，觀察是否能有效自動調控給水量？ 

 大盆栽/1 股棉線 大盆栽/3 股棉線 小盆栽/6 股棉線 

1 小時 0 0 0 

2 小時 0 0 0 

3 小時 0 2 3 

4 小時 3 4 6 

8 小時 5 7 9 

24 小時 11 12 18 

總流量 19 25 36 

其他說明 沒有如預期因土壤濕潤暫停給水，由此可知沒有自動調節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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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 利用毛細現象自動給水，並比較不同粗細的棉線、埋棉線方法、給水區放置不同高度的給

水量，測試看看是否可以以自動調控水量，嘗試找出適合盆栽運用的方法。 

實驗(一)測量不同粗細的棉線的水流量 

    1.從實驗中了解不同粗細棉線給水流量不同，棉線愈粗給水量愈多，但不是等倍多的流水量

（3倍粗的棉線沒有3倍的水流量）。所以在實際操作盆栽時，不能用等倍水量來預估，

要實際測試水量才會準確。 

    2.根據棉線粗細給水量不同，可以做為不同盆栽所需水量時的參考，如需水量較多的植物就

用較粗的棉線，需水量少的則反之。 

 

實驗(二)測量棉線一端浸在給水區（容器中裝水），另一端棉線頭放入受水容器中底部（水過

來時棉線頭完全浸在水中），受水區那一端的棉線也浸在水中時，會不會減緩或暫停給

水？以達到自動調控給水量的目的。（是想模擬若土壤水量已充足時，是否可有此假設的

效果。） 

 

結果發現︰並不會減緩或暫停給水，反而流水量更多。好像有接觸到水時，水和水之間會有

一種拉力，讓水更容易流過去。 

 

實驗(三)給水區放在不同位置(給水區與受水區等高、給水區低於受水區時），是否可以正常

給水： 

1.給水區的高低一定會影響水流量，給水區高於盆栽時，水流量較多，愈高水流量愈多，但

在兩者等高時，水流量明顯減少；若是給水端低於盆栽時，流水量幾乎只有棉線濕潤，植

物仍然可以獲得水，應該是當棉線水遇到土壤時，繼續毛細現象，讓土壤保持濕潤。 

2.不同植物需水量不同，高低位置也是在實際操作盆栽時，可以當做調控給水量的方法。 

 

實驗(四)將棉線埋入盆栽的土中，觀察是否能有效自動調控給水量？ 

1.本來的想法是：若是土壤水份充足時，能減緩或停止給水，就能達到自動調控的效果。 

2.實際操作的結果是：可以有效給水，但是土壤濕潤後，給水速率不會減緩，水還是流個不

停。 

3.棉線要如何放置效果最好、最省事，又不用破壞原來盆栽的狀況。是我們在實驗中所追求

的便利性，這樣才會更多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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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一、從實驗（一）到實驗（四）中，可以了解，利用棉線吸水的毛細現象，確實可以解決我們

因為假日放假不能澆水的困境，只需要利用生活中簡單物品，不需要太多花費，就可以達

到自動澆水的功能。 

二、只是在實驗（四）中，發現給水量的部份還無法達到如預期的土壤水充足時可以暫停給水

自動調控的想法，現在只能先利用棉線的粗細及給水區高低來控制給水量，雖然不是全自

動，但已達到能自動供水的目的。 

三、這次研究主題很有趣，雖然實驗過程中不能達到預期自動調控的功能，但是也激發我們想

要找出其它可以達到目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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