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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磁流體及散熱研究 

 

摘要  
 

  看到網路影片磁流體的製作，覺得很簡單，於是想嘗試自己製作，沒想到用四氧

化三鐵做成磁流體放入承載溶液後，所產生的效果大不同。於是利用生活中普遍拿得

到材料進行自製磁流體，測試哪些組合的效果最好，並觀察被磁力作用時的樣貌。 

  從網路搜尋得知，磁流體被應用在散熱方面，藉由學過的電力產生磁力概念，以

漆包線通電後的磁力試試能否吸引磁流體。馬達裝置有漆包線圈，因此成了最佳主角，

它通電後既能產生磁力，運轉時又能產生熱度，是最理想的實驗對象。 

  經過不斷的嘗試發現，自製效果以植物油包覆，酒精當承載溶液最好。對馬達運

轉所產生的磁力不足，我們就利用定點式的散熱及抽換磁流體的過程，證明能夠達到

局部散熱與方便維護的目標。 

 

 

壹、 研究動機 

 

  在學習六年級上學期第四單元電與磁，老師播放網路磁流體的影片，引起我們的

注意。一團黑色的液體被磁鐵吸引時，會滑來滑去，而且出現像山一樣的形狀，移開

磁鐵則恢復成一團液體。很好奇的是，為何液體的磁流體在水中不會被分散？  

  當老師說：「這個好像很好玩！」我們提議把它做出來玩，於是開始一連串的實驗。

首先，從網路得知製作的材料與方式：使用植物油包覆四氧化三鐵，攪拌後放入以水

當承載溶液的瓶子就完成了。但是當我們拿磁鐵吸引時卻產生黏在玻璃壁上，感覺黑

壓壓的一片，一點都不像網路介紹的那樣滑動。最後確定目標朝向改善磁流體產生的

黏滯現象，而且以平常就能取得的材料進行製作。 

  我們曾經使用糖與鹽加入水中改善磁流體的黏滯，但效果不佳；還曾經如果能想

做出浮在水中間的磁流體，用磁鐵吸一定更好玩。可惜天不從人願，即使短暫出現浮

在水中，用磁鐵一吸馬上黏在壁上，一移開磁鐵它就往水底部掉了，後來查了資料才

知道由於比重不同，磁流體幾乎無法浮在水中間。 

  後來，老師帶領我們閱讀別人曾做過的比重實驗與自製磁流體相關實驗結果，搜

尋網路相關資料，才瞭解磁流體被應用於高科技中，因為我們累積的知識不足，只能

藉由課本相關的原理與知識現象對磁流體的測試。 

  於是，課本介紹利用漆包線的電生磁讓指北針產生偏轉現象，就成了我們想瞭解：

多大的磁力才能吸引磁流體？知道磁流體可被應用在散熱方面，我們轉換成漆包線纏

繞的鐵棒，通電會產生高熱的現象，磁流體對它能散熱嗎？後來老師要我們想想，有

哪些物品既能產生磁力又產生熱？因此，小馬達成為最佳的實驗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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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定點式的散熱作用，是因為小馬達製造的效果不佳，加上在自製磁流體過程

中發現，被包覆的四氧化三鐵可能會散開。於是我們思考，機器使用磁流體來散熱，

等哪一天磁流體散開無作用時，是不是能將磁流體做替換或補充呢？因此才有這個實

驗的產生。 

 

 

貳、 研究目的 

 

 針對自製磁流體的實驗，我們想探究的目的如下 

（一） 製作磁流體，觀察在承載溶液中流動情形。 

（二） 利用漆包線通電產生的磁力測試吸引磁流體。 

（三） 利用馬達產生的磁力測試吸引磁流體。 

（四） 利用磁流體對運轉馬達的散熱作用。 

（五） 進行定點式散熱並嘗試抽換磁流體。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針對此實驗我們使用的設備與器材如下： 

 

   化學藥品                            四氧化三鐵 

   包覆油質                            植物油 

                                       煤油 

                                       針車潤滑油 

                                       機車潤滑油 

   承載溶液                               水 

                                          酒精 

                                          醋 

   器具類                              燒杯、滴管、溫度槍       

                                       湯匙、試管、磁鐵 

                                       試管架、攪拌棒 

                                       漆包線、鐵棒 

                                       3V 小馬達、電池盒 

                                       透明壓克力箱、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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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 

 

以下為我們實驗的流程圖： 

 

                                                                   

                            

 

雖說自製，但其實我們使用最重要的材料(四氧化三鐵)，資料顯示它的磁化效果

最好。上網搜尋資料後發現，極性與非極性的液體互不相溶，也就是我們常看到水和

油分離，於是我們找到不同極性與非極性的材料，交叉製作的方式找尋流動性最佳的

磁流體。 

我們設定不同實驗對照組進行比較：以不同油體包覆四氧化三鐵製作磁流體，並

放入承載磁流體的溶液中，以磁鐵吸引進行觀察黏滯現象。 

利用學過漆包線通電產生磁力的概念，用來吸引磁流體是否有作用，並將製作出

流動性較佳的磁流體，放入能產生磁力的電器設備(小馬達)，測試以小馬達的磁力對磁

流體的影響。 

小馬達既能產生磁力，長時間運轉又產生熱，因此我們設計一個壓克力做的透明

箱，將馬達做好防水放入箱中，使用流動性最佳的磁流體材料，進行散熱實驗並測量

溫度的差異程度。針對磁流體的抽換過程，如果它能順利進行，就能設計成做定點式

的散熱。以下為我們探究的實驗過程： 

一、 使用不同油性包覆四氧化三鐵，製作磁流體。 

二、 使用不同的溶液承載製作完成的磁流體。 

三、 使用磁鐵吸引溶液中的磁流體，觀察出現尖端形狀。 

四、 使用磁鐵吸引溶液中的磁流體，觀察黏滯現象。 

五、 利用漆包線札線圈通電產生的磁力，吸引磁流體。 

六、 設計壓克力透明箱放置馬達與磁流體。 

七、 將小馬達通電產生磁力，觀察吸引磁流體情況。 

八、 將小馬達黏貼磁鐵當定點式的散熱，並觀察溫度變化。 

九、 進行壓克力箱中磁流體的抽換試驗。 

 

 

 

 

 

 

 

製作流動性 

佳的磁流體 

漆包線通電 

吸引磁流體 

對運轉馬達 

進行散熱 

定點式散熱 

磁流體抽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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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我們將整個實驗過程分成三部份：一、利用不同材料製作磁流體並使用磁鐵吸

引；二、利用馬達產生的磁力與熱測試磁流體的散熱效果；三、對馬達進行定點式的

散熱並且對磁流體進行抽換。 

         

一、利用不同材料製磁流體並使用磁鐵吸引的實驗結果： 

 

自製磁流體與使用磁鐵吸引觀察紀錄 

第一組 

內容物： 

四氧化三鐵 

包覆體：植物油 

觀察(一)磁流體加入載體 (水) 。 

觀察(二) 用磁鐵吸引的情形。 

觀察結果： 

可被磁力吸引產生不明顯的皺摺，移動磁鐵時整團的磁流體移

動會出現黏滯情形。 

 

 

 

 

 

 

 

 

 

 

 

 

觀察(一)磁流體加入載體 (酒精) 。 

觀察(二) 用磁鐵吸引的情形。 

觀察結果： 

發現黏滯現象不強，磁流體的滑動性好像用酒精當載體比較

好。 

 

 

 

 

 

 

 

 

第二組 

內容物： 

四氧化三鐵 

觀察(一)磁流體加入載體(水、酒精)的情形。 

觀察(二)用磁鐵吸引的情形。 

觀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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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覆體：煤油 可被磁力吸引產生明顯的皺摺，當磁鐵滑動帶動磁流體時產生

的黏滯性減少，並且會成為一團；但是當磁力消失，磁流體則

出現解離成小點往水面上升，一整團磁流體則分散成沙狀。 

 

 

 

 

 

 

 

 

第三組 

內容物： 

四氧化三鐵 

包覆體：針車潤  

       滑油 

 

 

觀察(一)磁流體加入載體(水)的情形 

觀察(二) 用磁鐵吸引的情形 

觀察結果： 

潤滑油好像不是很好的包覆體因為時間一久磁流體就會散

掉。用磁鐵吸引能夠聚集磁化並形成尖端現象。 

 

 

 

 

 

 

 

 

 

觀察(一) 磁流體加入載體(酒精、醋)的情形 

觀察(二) 用磁鐵吸引的情形 

觀察結果： 

潤滑油好像不是很好的包覆體，因為時間一久磁流體就會散

掉，相較之下植物油的包覆效果較好。 

 

 

 

 

 

 

 

 

第四組 

內容物： 

四氧化三鐵 

包覆體：機車潤 

觀察(一)磁流體加入載體(醋)的情形 

觀察(二) 用磁鐵吸引的情形 

觀察結果： 

滴入承載溶液時成一團，用磁鐵吸引時在試管壁上就出現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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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油 的黏滯現象。 

 

 

 

 

 

 

 

 

突發奇想的第

五組 

內容物： 

四氧化三鐵 

包覆體：水 

觀察(一)磁流體加入載體(植物油)的情形 

觀察(二) 用磁鐵吸引的情形 

因為使用承載溶液是水，發現磁流體的黏滯現象較強，突然發

想是否將極性與非極性的溶液對調所製作的磁流體效果會比

較好？結果反而是更糟糕，因為用水包覆四氧化三鐵都直接沉

底，水對於包覆的效果幾乎沒有作用。 

 

 

 

 

 

 

 產生嚴重的黏滯現象 

 

 

 

 

 

 

使用 25％酒精當承載溶液 

在試管壁上產生黏滯現象 

第六組使用強

力磁鐵吸引磁

流體： 

1.測量產生明顯

磁化現象的距

離為 2~4 公分 

 

2.磁化後，移開

磁鐵產生持續

磁化的現象 

 

 

 

 

 

 

 

 以不同方式測量距離 

 

 

 

 

 

 

 磁鐵吸附磁流體 

 

 

 

 

 

 

 以不同方式測量距離 

 

 

 

 

 

 

 受磁化後的持續性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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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利用馬達產生的磁力與熱測試磁流體的散熱效果 

        我們利用六年級上學期所學到，漆包線通電會產生磁力影響指北針的偏轉，於

是利用馬達通電產生的磁力，測試是否能吸引磁流體，我們增加圈數希望製造出更

強的磁力吸引磁流體，以下為我們的實驗步驟： 

（一） 使用了 100 公分、150 公分、200 公分漆包線纏繞鐵棒。 

（二） 兩端各預留 10 公分並磨掉外層漆預備接電池盒的線。 

（三） 將電池盒串聯紅線（＋極）接黑線（－極）成了有 3V 的電力。 

（四） 將漆包線與電池盒電線連接通電產生磁力。 

（五） 將磁流體的試管移近包漆包線的鐵棒測試，觀察產生磁化的現象。 

 

 

 

 

 

 

 

 

 

 

 

 

 

 

 

 

 

 

 

        

     結論： 

        1、使用較細的漆包線 0.17mm、0.27mm 產生的磁力無法吸引漆包線，  

           只有 0.5mm 漆包線所產生的磁力，能使磁流體有稍微滑動的現象 

           發生。 

        2、我們推論：假設漆包線長度夠長應該可以吸引磁流體讓它移動範圍 

           更大，也因為如此我們將實際使用小馬達進行磁流體散熱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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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嘗試以馬達裡的漆包線線圈通電後產生的磁力進行實驗，主能是從網路獲得的

知識它具有散熱功能，我們進一步假設因為磁流體具有流動性，因此可被附近強的磁力

吸引而附著在物體表面，所以利用在實驗的第一部份，找到自製磁流體效果最好的組合

進行散熱實驗，以下為我們的實驗步驟： 

（一） 討論及畫出如何安裝馬達與磁流體。 

（二） 使用透明壓克力板製作盛溶液的箱子。 

（三） 放置馬達的前後壓克力板挖洞，安裝馬達。 

（四） 使用矽利康膠將馬達及連接電池盒的電線做好防水。 

（五） 使用矽利康將壓克力板黏好成透明箱。 

（六） 將電池盒安裝電池通電並滴入磁流體測試，以及觀察紀錄。 

（七） 使用紅外線溫度槍測量表面溫度。 

（八） 以定點部份進行磁流體的散熱測試。 

（九） 在透明箱中進行磁流體的替換    

 

以下為實驗結果： 

項目 實驗內容 討論 

第一次進

行磁流體

散熱實驗 

1.使用透明箱進行實驗發現全部漏水，太嚴

重的透明箱就不使用。 

2.老師要我們調比較多的磁流體，四氧化三

鐵 5 公克，與植物油 1：1 及 1：2 及 1：3

三種比例調製。 

3.發現 1：1 的比例無法有效包覆四氧化三

鐵。 

4.磁流體放入運轉中的馬達透明箱中，無法

被吸附。 

 

1.改進壓克力透明箱的防水：塗

較厚的矽利康膠 

2.為何馬達通電後無法吸引磁流

體： 

（1）表示馬達內的漆包線圈無法

產生較強磁力。 

（2）是否馬達與磁流體距離較遠

呢？ 

但是根據之前實驗結果發現，距

離約 2~4 公分才有明顯的磁化現

象(出現明顯尖端)，所以不是距

離問題。 

 

 

 

 

 

 

    按比例進行調製磁流體 

 

 

 

 

 

 

    與植物油攪拌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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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磁流體放入透明箱中 

 

 

 

 

 

 

 裝電池通電運轉發現漏水 

第二次磁

流體散熱 

 

重新製作了透明箱，結果電池裝上卻不會運轉，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們去除

包覆馬達的矽利康膠，發現有水從馬達內流出，應該是第一次實驗時進水，所

以第二次失敗。 

第三次進

行磁流體

散熱實驗 

 

1.塗較多的矽利康膠加強防水層。 

2.買了新的馬達安裝，磁流體製作使用 1：2

比例調製，放入一點點後通電，仍然無法被

產生的磁力吸引 

1.是否換較大的馬達？ 

2.無法利用磁流體的流動特性進

行散熱實驗，我們考慮就直接滴

在馬達上進行實驗。 

第四次進

行磁流體

散熱實驗 

 

    為了節省時間，我們採取磁流體在不同狀況下所產生的效果。分成三組進

行，並在不同時間測量表面溫面： 

 

 

 

 

 

 

  

1.在封閉的透明箱

中，加入酒精與磁流

體，通電讓馬達運

轉，測試量溫度。 

2.在馬達表面滴上的

磁流體並讓馬達運

轉，測量溫度。 

3.不加任何物質讓馬

達運轉。 

 

1.在封閉的透明箱中，加入酒精與磁流體，通電讓馬達運轉，測量溫度： 

 

 

 

 

 

 溫度使酒精蒸發並產生 

 凝結現象 

 

 

 

 

 

  測量溫度為 29.6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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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1） 圖中所得的溫度雖為 29.6 度，但我們會產生疑問：酒精在室溫中

很容易揮發，難道是把它封閉所造成的現象？我們對這個溫度正

確性有疑慮。 

     （2） 測試磁流體在透明箱中的流動性不佳，原因可能是表面塗有矽利

康膠。 

（3） 因為馬達所產生的磁力不足，所以改用在馬達下定點式（放置一

小塊磁鐵來吸附磁流體）的散熱方式與抽換磁流體的實驗。 

（4） 這次馬達運轉時間 2 小時，可再延長時間測試。 

 

2.在馬達表面滴上的磁流體，通電讓馬達運轉，在測量溫度： 

 

 

 

 

 

 

測量溫度為 26.5 度 

 

 

 

 

 

測量溫度為 25.1 度 

 

結論：（1） 表面溫度會隨著時間的增長而降低。 

     （2） 這次塗上少量的磁流體進行實驗，下次塗較多的量進行實驗。 

     （3） 馬達運轉時間左側圖是 2 小時，右側是 4 小時。 

 

3.不加任何物質讓馬達運轉，測量溫度： 

 

 

 

 

 

測量溫度為 26.3 度 

 

 

 

 

 

測量溫度為 31.0 度 

結論：（1） 馬達的溫度隨時間增長而升高。 

     （2） 馬達運轉時間左側為 2 小時，右側為 4 小時。 

 

第四次進行磁流體散熱實驗總結論： 

1. 磁流體有散熱效果，但不是很明顯。因為忘了測量室內的溫度進行比較。 

2. 可再延長時間才能更確定磁流體的散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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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四次磁流體散熱實驗後，為了確認散熱效果，這次我們採用在馬達表面滴上較

多的磁流體，讓馬達長時間運轉，再測量溫度。以下為實驗步驟： 

   （一） 將磁流體直接滴在馬達表面上。 

   （二） 電池盒通電後讓馬達運轉直到沒有電力為止。 

   （三） 使用紅外線溫度槍進行測量表面溫度。 

   （四） 量測範圍為 1.磁流體表面、2.電線連接地方、3.其他未塗有磁流體的地方。 

     測量結果如下圖所示： 

 

 

 

 

 

（1）室溫 25.7 度 

 

 

 

 

 

（2）馬達側面 26.5 度 

 

 

 

 

 

（3）馬達側面 26.3 度 

 

 

 

 

（4）磁流體表面 27.2 度 

圖（1）~（4）紅外線溫度槍量測距離為 60~70 公分，

發現磁流體反而高於側面溫度。這時候的馬達已運轉

7 小時。 

 

 

 

 

 

（5）馬達側面 26.8 度 

 

 

 

 

 

（6）磁流體表面 31.2 度 

 

 

 

 

 

（7）其他處 34 度 

 

 

 

 

 

（8）電線連接處 35.2 度 

圖（5）~（8）紅外線溫度槍量測距離為 6~8 公分，

確認（1）馬達的側面溫度較低；（2）發現電線連接

處溫度高出很多，表示馬達運轉時後端熱度較高。這

時候的馬達已運轉 9 小時。 

 

 

 

 

 

（9）磁流體表面 29.6 度 

 

 

 

 

 

（10）其他處 31.5 度 

 

 

 

 

 

（11）電線連接處 33.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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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磁流體表面 30.3 度 

 

 

 

 

 

（13）其他處 32.2 度 

 

 

 

 

 

 

（14）電線連接處 34.9 度 

圖（9）~（14）紅外線溫度槍量測距離為 6~8 公分，確認這三處有磁流體的表

面溫度較低，約 2~4 度。這時候的馬達已運轉 10 小時。 

 

 

 

 

 

（15）磁流體表面 30.3 度 

 

 

 

 

 

（16）馬達後端塑膠處

34.8 度 

 

 

 

 

 

（17）電線連接處 34.7 度 

 

 

 

 

 

（18）磁流體表面 26.1 度 

 

 

 

 

 

（19）馬達後端塑膠處

33.2 度 

 

 

 

 

 

（20）電線連接處 33.6 度 

 

 

 

 

 

（21）磁流體表面 27.0 度 

 

 

 

 

 

（22）馬達後端塑膠處 32

度 

 

 

 

 

 

（23）電線連接處 32.2 度 

圖（15）~（23）為增加在馬達後端塑膠處與電線連接處塗上磁流體測試散熱。

發現有磁流體的表面溫度皆比未塗磁流體前的溫度低約 3 度。這時候的馬達已

運轉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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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進行定點式的散熱與透明箱中磁流體的抽換。 

      當我們透過實驗得知，磁流體在運轉的馬達上有散熱功能。如果想要針對物體的

某部位進行散熱作用，或許可以使用磁流體的流動特性與受磁力作用產生磁化，進行

定點式的散熱，因此成為我們所要測試的重點；至於當磁流體逐漸失去散熱效果時，

如何將它抽換也是我們模擬的重點。以下為我們的實驗步驟： 

（一） 在馬達底部放置一小塊磁鐵，當成是部位散熱的定點。 

（二） 在透明箱中倒入酒精與滴入磁流體。 

（三） 在透明箱外部使用更強的磁鐵進行吸附。 

（四） 移動透明箱底部的外部磁鐵，沿著透明箱出口吸引出磁流體。 

 

      以下為實驗結果： 

 

 

 

 

 

 

在透明箱中倒入酒精與滴

入磁流體 

 

 

 

 

 

將磁流體滴入靠近底部

的小磁鐵 

 

 

 

 

 

磁流體被吸附在馬達底

部 

 

 

 

 

 

用磁鐵吸引依附在馬達的

磁流體 

 

 

 

 

 

移動外部磁鐵吸引磁流

體 

 

 

 

 

 

緩慢移動磁鐵吸引磁流

體 

 

 

 

 

 

  吸引磁流體至出口處 

結論： 

（1） 確實能將吸附在馬達底部的磁流體吸引至透

明箱的出口。 

（2） 由於透明箱表面有矽利康膠凹凸不平的影響

無法很順利的讓它完全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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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當我們在進行製作和測試磁流體的過程時，除了出現磁流體黏滯現象的情形，還

另外發現某些現象，以下為我們製作過程中，為了改善理想磁流體所引發的討論問題： 

一、 會影響磁流體流動性的素有哪些？ 

 （一）油的性質會影響 

        因為油本身的黏度不一，導致在包覆四氧化三鐵時會產生完整或鬆散，對於  

    磁力的作用可能會產生反效果，出現尖端不明顯，例如煤油包覆會散掉，機車潤 

    滑油就太黏。 

（二）磁力的大小會影響 

              剛開始我們拿一般磁鐡吸引時無法有較大的反應，直到使用強力磁鐵後反應 

          變得更明顯，經過不同組合溶液的試驗，發現因為溶液有不同的黏度會影響黏滯 

          的程度，即使用強力磁鐵去吸引。 

      （三）不同承載溶液會影響 

        1.試了不同非極性(當包覆溶液)與極性(當承載溶液)的溶液實驗發現，用植物油包 

         覆與酒精當承載體滑動的效果最好。 

        2.我們突發奇想用極性溶液包覆四氧化三鐵，非極性溶液當承載體，結果滑動效 

         果相當不理想。 

        3.我們還調配 25％的酒精濃度當承載溶液，結果出乎意外的是磁流體黏在試管  

         壁，因此我們認為承載溶液的不同的確會影響磁流體的滑動。 

二、 為何包覆四氧化三鐵的油不會浮在水面上？ 

    一般而言極性與非極性會分離，而油比較輕會浮在水面上。當我們使用暖暖包

的鐵粉為實驗對象時，油容易浮在水面，但是使用四氧化三鐵為實驗對象較少發生。

可能是四氧化三鐵是粉末狀容易與油結合，而油有黏度可充分包覆粉末，我們使用

油與四氧化鐵的比例是 1：2，如果太多則可能會浮在水面上。 

三、  為何當承載溶液為酒精時顏色會從白色變成黃色？ 

            原本以為酒精可與植物油互溶，但實際上植物油包覆四氧化三鐵，卻是整團沒 

       有分散，經過查證得知酒精它的特性，可溶解一些油的成分而已，所以在我們的實驗 

       過程才會出現，原本是無色的酒精，經過二天後卻變成黃色的酒精，表示黃色的植物 

       油與酒精互溶。 

四、  為何使用強力磁鐵吸引磁流體時，必須相隔距離才能出現明顯的磁化現象？ 

        磁鐵會在兩端點產生封閉的磁力線，而且是磁力最強的地方。因此我們認為 

（一）可能強力磁鐵的磁力太強，如果太靠近管壁，整的磁流體被吸住四氧化三鐵 

    之間產生磁化又互相吸引，導致整團出現尖端不明顯。 

      （二）2~4 公分的距離，兩端磁力線的強弱之分產生對磁流體的影響，才會出現中間 

           有明顯尖端，周圍則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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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為何磁流鐵所產生的磁化現象(出現尖端)的時間不一致呢？ 

  （一）根據實驗發現，被植物油包覆的四氧化三鐵比較容易持續磁化(出現尖端)，黏 

        度性不佳的煤油包覆時容易散開，被磁化的現象也隨著磁鐵的移開而消失。 

     （二）植物油不會被磁化才對，那究竟是何因素造成磁化(出現尖端)能持續？我們獲 

           得的資料為四氧化三鐵能被磁化，再者與包覆油的黏度有關。當磁化後尖端的 

           形狀出現後，被油的黏度牽引，即使移走磁鐵也不會立即回復原狀與使用煤油 

           的情形完全不同。 

六、  對磁流體進行散熱實驗，可能影響測量的因素為何? 

  （一）我們認為透明箱必須是封閉狀態，才能確定不是外界室溫所導致降溫。 

  （二）承載磁流體的溶液本身就有降溫作用。 

  （三）我們採用單純以磁流體附著在運轉的馬達上測試降溫效果。 

  （四）在測量溫度時發現，使用紅外線溫度槍最好是近距離，因此我們後來在 10 公 

        分以內進行量測，以免溫度槍因遠距離造成誤差太大。 

  （五）必須以長時間讓馬達運轉再測量溫度的差異程度，這次連續運轉時間為 11 小 

        時，或許下次能運轉 24 小時。 

 

 

 

                        柒、結論 

 

       對於磁流體的內容，受限於我們的知識無法太深入瞭解，但基於好玩及出現特  

殊造型卻能引起我們的興趣。大部份相關的知識，皆從網路搜尋得知，包含別人已做

過相關磁流體的實驗與應用。以下是我們從實驗中所獲得的幾點結論： 

一、 在自製磁流體的過程，從四氧化三鐵入手比較有信心，因為它是粉末狀與暖暖包    

     的鐵粉差別很大。我們發現用植物油包覆四氧化三鐵與酒精當承載溶液擁有較佳 

     的滑動性，是符合我們將來做散熱作用的標準。 

二、 使用 25％的酒精溶液當承載溶液效果很不好。 

      三、 要讓磁流體產生較明顯磁化現象（出現尖端），磁鐵的位置必須距 離 2~4 公分。 

      四、 利用漆包線紮線圈通電能吸引磁流體移動，無法產生明顯磁化現象（出現尖端）。 

      五、 將極性（當承載磁流體溶液）與非極性（包覆磁流體溶液）調換使用是錯誤的。 

六、 利用小馬達線圈產生磁力吸引磁流體，卻成為實驗的限制，結果實驗沒有成功。 

           必須找更大的馬達試試看。 

      七、 使用紅外線溫度槍測量必須在近距離才比較準確，因為我們測的點的範圍小。 

八、 在馬達上滴磁流體進行散熱實驗，測量結果是有降溫 2~3 度。 

九、 基本上做定點式的散熱是可以成功的，但是抽換磁流體時，因器材製作的因素， 

           導致無法很完整的抽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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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檢討與改進 

 

      對於散熱實驗，我們有獲得降溫的事實；而假設性的定點散熱應該也可 以成功，只是

礙於時間不夠沒有進行溫度的測量。以下是針對磁流體的實驗提出檢討與改進： 

一、 或許我們可以直接利用漆包線紮線圈所產生的磁力，來測試吸引磁流體的大小， 

 更可利用通電時被纏繞漆包線的鐵棒所發的熱度，進行磁流體的散熱作用，但對  

 於定點式的散熱可能沒有真實應用的感受。 

二、 馬達必須要換大顆才能產生足夠的磁力。 

三、 磁流體有流動的特性，有散熱作用，我們做定點式的散熱假設：是針對機械可能  

 局部產生高熱須進行散熱，或者是小範圍的封閉空間散熱。在不拆除其他零件的 

 情況下，會減少時間與人力的消耗，甚至藉由磁流體可受磁化作用，連帶一些可 

 被磁化的物質，例如鐵屑，將它吸引出機械體外，避免累積形成故障的因素。 

四、 目前，我們從日常生活中容易找到的材料來進行實驗，或許將來我們可以製作高 

 科技的奈米磁流體。 

五、 從開始進行實驗到目前為止，實驗的結果不如我們所預期，雖然如此，我們對於 

 問題的提出與進行驗證的過程與方法總算有比較清楚的構想。目前受限於知識的 

 不足，但是科學的探究是無限制的，只要遇到問題能自己先搜集資料多向別人請 

 教，相信能獲得更多不同想法與視野的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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