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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浮沈玩偶或浮沈子，就會聯想到蕭

次融教授。蕭教授在浮沈玩偶或浮沈娃娃之

設計極具巧思，從浮沈娃娃入門到浮沈玩偶

絕招等有非常獨特且精心的設計，浮沈娃娃

是蕭教授最得意的獨門功夫。一些特別的招

數對作者來講，都感到困難度頗高。作者們

曾看過蕭教授數場次相當精彩的演示，每次

也都讓作者感到濃厚的興趣，因此也曾以塑

膠滴管、彩色迴紋針與彩色小石頭組合成浮

沈子(Cartessian Diver)，如封底圖 A。此外，

作者願意在此介紹另類的浮沈子—會發出閃

爍亮光的「發光浮沈子」，與讀者先進分享。 

 
目的 

設計一組漂浮在水面時，不會發光，而

沈入水中時就會發出閃爍亮光的「發光浮沈

子」。 

 
原理 

發光浮沈子與一般的浮沈玩偶或浮沈娃

娃的上浮、下沈的原理是相同的，都是受到

「浮力原理」與「巴斯卡原理」的影響。但

是唯一不同的是發光浮沈子在下沈時會發

光，它是利用購自釣魚用具店的水中燈，在

水中導電而使小燈泡閃爍發亮的原理。將水

中燈加以改裝，使其導線延長並深入一塑膠

滴管頭中，將其置入裝水的保特瓶中，用手

加壓使水進入浮沈子中，浮沈子因重量會漸

漸增加而下沈，當進入浮沈子上方塑膠滴管

頭中之水位漸漸升高，直至水位使兩條導線

的末端接觸到水時，便自動通電而使埋設在

水中燈的發光二極體發出閃爍的亮光。放鬆

手，不再對保特瓶加壓時，塑膠滴管頭中之

水會漸漸排出而使浮沈子重量減輕而上浮，

直至塑膠滴管頭中之水位離開導線末端時即

刻斷電，而使原先發出閃爍的亮光的浮沈子

熄滅。 

 
材料 

塑膠滴管（3 mL） 3 支 

水中燈（購自釣魚用具店） 3 支 

導線 (5 cm 長)  6 條 

透明保特瓶（630 mL） 1 個 

電烙焊槍 1 支 
熱熔膠（槍） 1 組 
 

 
發光浮沈子之設計與組合 
1.至釣魚用具專賣店購買 1 至 3 支水中燈。 

2.將「水中燈」露出外面僅僅 1-2 mm 長的兩

條導線的表面清理乾淨。 

3.取兩條約 5 cm 長的細導線，利用電烙焊槍

分別將其焊接在水中燈的兩條導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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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將延長出來的導線旋轉成螺旋狀，並使導

線末端保持約 2 mm 的距離。 

5.將導線焊接處灌入熱熔膠固定封閉之，並

使焊接點與外面絕緣以防由此處漏電，如

封底圖 B 及封底圖 C。 

6.將 3 mL 塑膠滴管下方剪掉約 13 cm 而成一

長約 5 cm 的塑膠滴管頭。 

7.將水中燈延長出來之導線插入塑膠滴管

頭，然後用熱熔膠將其固定。 

8.用針頭在塑膠滴管頭下方靠近水中燈附近

插 2-3 個小孔，使水由此處進出。至此便

組合成發光浮沈子，如封底圖 D。 

 
發光浮沈子之操作 
1.在一個約 500 mL 的透明塑膠杯中倒入水

至九分滿。 

2.將發光浮沈子置入塑膠杯中，用手擠壓水

中燈上方的滴管頭，使水進入滴管頭，調

整水量使浮沈子能在塑膠杯中輕放後會緩

慢下沈，然後又會緩慢地上浮起來。 

3.選擇一個約 630 mL 的透明保特瓶（表面光

滑者為宜），將其裝水至九分滿。 

4.小心地將調好水量的浮沈子，由保特瓶口

放入，然後將瓶蓋鎖緊。 

5.手持保特瓶緩慢施壓之，則浮沈子會慢慢

地下沈，如封底圖 E。浮沈子下沈之同時

會發出閃爍的亮光，如封底圖 F。 

6.當手漸漸放鬆不再對保特瓶施壓時，發光浮

沈子會漸漸上浮而閃爍的亮光也會熄滅。 

動動腦想想看 
1.發光浮沈子之導線接處到一般自來水時便

會導電而發出閃爍的亮光，若將保特瓶中

的自來水加入少許的食鹽時，閃爍的亮光

是否會更亮？ 

2.從水中燈延長出來的導線長度以 2.5 ～ 3 

cm 為宜，亦即是導線末端大約位在塑膠滴

管頭的中間至三分之二之間。若導線太長

或太短時對發光浮沈子有何影響？ 

3.水中燈與延長導線間之焊接點若沒有將其

封閉，對發光浮沈子有何影響？ 

 

結論 
一般物體在水中或其他液體中之沈浮，

主要決定因素是物體的比重。當物體的重量

大於浮力或比重大於液體時物體便會沈入水

中或液體中。反之，則會從水中或液體中漂

浮上來。浮沈玩偶、浮沈娃娃或浮沈子等雖

製作方法及其型式有異，但其原理皆同。它

是需要靠外界因素來改變其比重，使其比重

在一密閉空間之液體中增大時下沈，減小時

上浮。因此，浮沈玩偶、浮沈娃娃或浮沈子

在保特瓶中要能控制使其上下自如，除了依

據「浮力原理」之外，還需要依據「巴斯卡

原理」—在一密閉容器中，若流體的任何一

部分受到外來的壓力時，所受到的壓力會傳

到流體的每一部分，而且大小不變。因而用

手在幾乎裝滿水的封閉保特瓶中之任一地方

加壓時，瓶子內的浮沈子也會感受到壓力。

設計上，在浮沈子下方留有一開口或一些小

孔，水即由此進或出浮沈子而使其比重增

減，因此浮沈子會沈降或浮出。 

發光浮沈子之浮沈原理也不例外，唯一不同

處是將浮沈子與水中燈結合，使其下沈時

會發出閃爍的亮光，而在漂浮起來時閃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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