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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氧燃料水火箭 

張凱翔  
新北市立石碇高級中學  

壹、火箭的起源  

火箭是 1 種利用反作用力推動物體前

進的載具，歷史上對火箭最早的紀載為中

國宋朝時期的煙火，到明朝時開始做為軍

事用途。至於現代火箭則是以燃料燃燒後

產生高溫高壓氣體，經過噴嘴加速排出，

達到推動火箭前進的目的。（維基百科，

2016）  

水能夠透過通電分解為可燃的氫氣及

助燃的氧氣，將混合的氫氣及氧氣儲存在

1 塑膠套管中，並以火花點燃，氣體急速

膨脹，推出管中的水，可以產生類似火箭

燃料燃燒排出的效果，製作成「氫氧燃料

水火箭」。  

 

貳、製作材料：  

1. 壓電素子 (PE 035A 型 )。  

2. 9 伏特電池及電池扣。  

3. 不鏽鋼棒 2 支 (長 4~5 公分，寬

1~2mm) 

4. 黑、紅電線各 1 捆。  

5. 熱縮套管 (2 mm 寬 )。  

6. 絕緣膠帶。  

7. 發射用水槽。  

8. 透明塑膠套管 (長 4~8cm)。  

 

參、製作方法：  

氫氧燃料水火箭可分為點火裝置、電

解裝置、水火箭及發射臺 4 個部份，以下

分別說明各部份製作方法。  

 

一、點火裝置： 

點火裝置主要元件為壓電素子，壓電

素子上附有壓電材料 (遇到壓力變形可產

生高壓電的材料 )，以按壓開關產生的高壓

電點火點燃燃料。製作方式如下：  

1. 將壓電素子底端電線，以紅色細電線

連接延長約 5 公分。  

2. 壓電素子底部金屬裸露處，以黑色細

電線連接至底部紅色細電線底端。  

3. 紅、黑條細電線底端，裸露處間隔請

勿超過 0.2 公分。  

4. 壓下壓電素子按鈕，若可見裸露電線

兩端間處產生火花代表功能正常。  

 
圖 1：點火裝置外觀 

二、電解裝置： 

電解裝置以 2 根不鏽鋼棒及 9 伏特電

池組成，可將水電解成氫氣及氧氣做為水

火箭發射燃料。製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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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池扣底部連接 2 條約 20 公分的單

芯線（紅色、黑色各 1 條）。  

2. 2 條單芯線各以熱縮套管連接 1 根不

鏽鋼棒當電極棒。  

3. 以絕緣膠布先纏繞其中 1 根不鏽鋼棒

數圈，再 2 根一起纏繞數圈，使 2 根

不鏽鋼棒不會發生接觸。  

 
圖 2：電解裝置外觀  

三、水火箭： 

以 4~8 公分透明塑膠套管  (約為原子

筆蓋大小 ) 當做水火箭，不需要特別做加

工處理。  

 
圖 3：當水火箭的塑膠套管(長度約 4~8 公分) 

四、發射臺： 

    以大小適當的水槽當做發射臺，組裝

時必須注意以下事項：  

1. 發射前塑膠套管必需完全充滿水 (不

能有任何空氣 )，並將電解裝置 (兩電

極棒 )及點火裝置 (電線裸露處 )伸入

塑膠套管中。  

2. 將塑膠套管以開口朝下方式倒立 (電

解裝置及點火裝置仍在塑膠套管中 )，

必要時可以黏土固定電線避免搖晃影

響發射。  

3. 將電池扣連接 9V 乾電池，此時可見

塑膠套管內的水逐漸被電解為氣體

(電極上有小泡泡產生 )，請以排水集

氣法收集電解氣體。收集氣體量以塑

膠套管容量的 3 分之 1 到 2 分之 1 為

原則，以免因為氫氣太多，產生火花，

氣體急速膨脹時將塑膠套管炸掉。  

 
圖 4：氫氧燃料水火箭組合後外觀  

(等待發射狀態 ) 

肆、水火箭發射方式： 

當累積氣體量達到塑膠套管的 2 分之

1 後，先拆除電池停止電解程序。此時按

下壓電素子按鈕，產生火花點燃氫氣與氧

氣，氣體瞬間快速膨脹，推出水體，產生

之反作用力將火箭升空。氫氣與氧氣燃燒

後、釋放能量形成水。  

 

伍、教學應用與延伸問題：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107 課

綱）自然科學領域與現行課綱最大的不同，

在於強調跨學科統整性及探究與實作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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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國中階段每學期至少安排 1 個跨學科

整合主題，且探究與實作時數至少佔總教

學時數 3 分之 1；普通高中階段則直接增

加 4 學分「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本教案設計時掌握跨學科整合特性，整合

物理 (火箭發射原理 )及化學 (水的電解 )，並

嘗試與地球科學再生能源部份整合進行延

伸探討，教材架構可參考圖 5。  

在進行探究與實作課程時，本教案可

延伸探討的問題如下：  

1. 水槽的大小與深度會影響到操作方便

性與水火箭發射距離，原因是什麼？

塑膠套管的材質與長度也會影響到水

火箭發射距離，要選擇什麼樣的材料

(水槽及塑膠套管 )可以讓水火箭發射

的距離達到最遠？  

2.火箭體的傾斜角度與火箭升空之高度、

距離有關嗎？  

3.電解水的氣體多寡與火箭升空之高度、

距離有關嗎？  

4. 如果水火箭無法順利發射，可能的原

因是什麼？要如何改進？  

5. 如果要以太陽能電池取代傳統乾電池

進行此實驗，要如何調整太陽能板的

角度，可以讓電解水的效率最好？ (備

註 ) 

在教學現場實際應用時，除了針對相

關科學原理及影響火箭射程之變因進行探

究外，亦可以「水火箭射遠比賽」方式進

行評分，增加課程進行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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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教材架構  

物理科：  

牛頓第 3 運動定

律、拋體運動  

應用：  

（水）火箭的發射原

理、射遠比賽  

氫氧燃料水火箭  

化學科：  

水的電解及物質的組成

地球科學科：  

再生能源、太陽運動

軌跡  

學習單延伸討論：  

氫氧燃料電池取代化

石燃料的可能性、太

陽能板發電效率  

應用：  

製造水火箭發射的燃料

氫氧燃料電池（現今用

於電動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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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要探討此問題必需要將電解裝置改以太陽能板製作，做法如下： 

1. 將太陽能板附的 2 條細電線（紅色、黑色各 1 條）各以熱縮套管連接 1 根不鏽鋼棒

當電極。  

2. 以絕緣膠布先纏繞其中 1 根不鏽鋼棒數圈，再 2 根一起纏繞數圈，使 2 根不鏽鋼棒

不會發生接觸。  

 
圖 6：太陽能電解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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