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耳溫槍的原理 

其他的體溫計在哪了? 

事實上我們常見的還有額溫計、水銀溫度計、
肛溫計，而最準的是肛溫計，其次是耳溫槍，
至於常有人問那為什麼不用鼻子呢?原因在於
鼻子濕度較高，且有鼻黏膜等等影響測量 

因為鼓膜的血管連接下視丘，而下視丘是管
控人體體溫的中樞，所以鼓膜溫度可以說是
直接反應人體體溫。耳孔很小，不會反射大
部分的光線，可以視為完全吸收體，因此近
似一完美的黑體，所以我們選擇量耳溫來測
量人體的溫度。 

http://www.phys.ncku.edu.tw/~astrolab/astrolab_old/e_book/lite_secret/images/radiation_blackbody.jpg


    耳溫槍的設計原理是利用
耳朵內的下視丘發出的紅
外線，在利用維恩位移定
律Λt＝Constant，利用偵
測紅外線的波長轉換成溫
度，即可得知體溫 

 
  

維恩定律的圖 

http://www.phys.ncku.edu.tw/~astrolab/astrolab_old/e_book/lite_secret/images/radiation_blackbody.jpg


 

至於我們看到的紅點是什麼呢?那其實不是
紅外線，因為紅外線是看不到的，那是雷射。  

 紅外線溫度計的原
理就是用物體散發
出的熱，換算成溫
度。物體越熱，其
分子就愈加活躍，
它所發出的紅外能
量也就越多。  

在特定溫度下，物體對輻射能之 

放射率或吸收率與表面之性質有關 

 

黑色物質對輻射能具有較大的吸收能力 



何謂黑體？ 

〝黑體〞是一個理論性的完美吸收者，
它能吸收所有波長的輻射，而不會反
射任何光線 

通常一般人會認為黑色茶壺就是所謂
的黑體，茶壺本身只是黑體模型裡面
的腔體。  



    量身體不
同部位的
溫度再與
耳朵所量
到的溫度
做比較 



紅外線熱感圖 
當物體大於0K
時便會釋放出
紅外線的微波
輻射，但因為
釋放出來的並
非可見光波長，
所以我們並沒
有辦法用肉眼
看到。  

人體溫度範圍所輻射出的
電磁波主要在紅外線的範
圍。人的眼睛感測不到紅
外線的信號，但如果紅外
線信號夠強，我們的皮膚
可以感覺出熱的感覺。例
如現代很多防盜器，其實 
便是紅外線感測器。 

一般可見光波長約在400nm~700nm之間 



馬克斯·普朗克於1900年
建立了黑體輻射定律的
公式，並於1901年發表。
其目的是改進由威廉·維
因提出的維因近似，維
因近似在短波範圍內和
實驗數據相當符合，但
在長波範圍內偏差較大 

http://zh.wikipedia.

or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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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幫宇宙量體溫- 

宇宙的耳溫槍 

經由宇宙溫度的測量，目前我們可以
推斷宇宙目前的年齡是137億 ± 2億歲，
而 根 據 現 今 的 模 型 我 們 推 
斷出宇宙目前正在膨脹。 

所測量出的平均溫度是3k。宇宙並非
每個地方都是３k，因為並沒有均勻
擴 散 ， 所 以 造 成 能 量 分 佈 不 均 
勻，因此才有高低溫度的差異。 



Wilhelm Wien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1911  

  Wilhelm Wien(1884-1928）德國物

理學家，研究領域為熱輻射與電磁學

等。1893年，維恩經由熱力學、光譜

學、電磁學和光學等理論支援，發現

了 維 恩 位 移 定 律 ( λ m a x T = c ；

c=2.898×10-3m。K)，並應用於黑體等

學術理論，到了十九世紀末並揭開量

子 力 學 新 領 域 。   

http://silverbirdcage.babyblue.jp/img/sozai/sky31/sky031-580479-apua-1.jpg
http://nobelprize.org/index.html


  
 

維恩與蒲朗克 

雷利近似、維恩定律與蒲朗克定律比較圖 

獵戶座 

不同溫度下的黑體
輻射的電磁波譜  

http://silverbirdcage.babyblue.jp/img/sozai/sky31/sky031-580479-apua-1.jpg
http://nobelprize.or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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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輻射的能量分布問題很早就

在人們的生活和生產中有所觸及。例

如：爐溫的高低可以根據爐火的顏色

判斷；明亮得發青的灼熱物體比暗紅

的溫度高。近來也廣運用於生活中，

例如：耳溫槍、測量太陽表面之溫度。  

 

熱輻射與生活 

在大氣層之外與在地球 
表面的太陽放光頻譜 。 

http://silverbirdcage.babyblue.jp/img/sozai/sky31/sky031-580479-apua-1.jpg
http://earth.fg.tp.edu.tw/learn/solar/photo/sun_big.gif
http://nobelprize.org/index.html


Arno Penzias & 

Robert Woodrow Wilson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1978  

 他們發現宇宙背景輻射為宇宙

大爆炸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宇宙

的演化起始，始終是人類最想探究的

議題。因此便有許多的相關理論而有

所產生，如大爆炸理論便是其中最知

名的一樣。 

http://silverbirdcage.babyblue.jp/img/sozai/sky31/sky031-580479-apua-1.jpg
http://nobelprize.org/index.html


 Arno Penzias 及Robert Woodrow 

Wilson 架設了一台喇叭形狀的天線，

用來接受「回聲」衛星的信號。 

 他們發現，在某一波長一直有

一個各向同性的訊號存在，這個信號

沒有周期性的變化，因而可以判定與

地球的公轉和自轉無關。因此開始

「宇宙背景輻射  」的一串研究。 

發現宇宙背景輻射的軼事 

魏金森微波各向異性探測器觀測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結果。  

http://silverbirdcage.babyblue.jp/img/sozai/sky31/sky031-580479-apua-1.jpg
http://nobelprize.org/index.html


John C. Mather & 

George F. Smoot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2006  

 發現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黑體

形式和各向異性。使用宇宙背景探測

器(Cosmic Background Explorer)衛星，

鞏固宇宙大霹靂理論。據諾貝爾獎委

員會記載，此〝COBE計畫〞，堪稱

是宇宙步入精確科學的一個起點。 

http://silverbirdcage.babyblue.jp/img/sozai/sky31/sky031-580479-apua-1.jpg
http://nobelprize.org/index.html


大霹靂理論(Big Bang)是天體物理關於

宇宙起源的理論。根據大霹靂理論，

宇宙是在大約140億年前由一個密度極

大且溫度極高的狀態演變而來的。此

理論產生於觀測到的哈柏定律下星系

遠離的速度，宇宙空間可能膨脹。延

伸到過去，這些觀測結果顯示宇宙是

從一個起始狀態膨脹而來。在這個起

始狀態中，宇宙的物質和能量的溫度

和 密 

度極高，而其他發 

展的過程就是 

“大霹靂” 

 

 

大霹靂理論 

http://silverbirdcage.babyblue.jp/img/sozai/sky31/sky031-580479-apua-1.jpg
http://nobelprize.org/index.html


支持宇宙膨脹兩個論點 

1.星系紅移為基礎的哈柏膨脹：哈伯

對46個星系觀察的結果顯示，這些星

系正在遠離地球 ，而在越外圍的遠離

的速度也就越快 

2.宇宙微波背景的細緻測量：宇宙不

斷膨脹，根據廣義相對論，宇宙微波

背景輻射的波長會不斷被拉長。  

 

兩個星系遠離對方
的速度與它們之間
的距離成正比  

http://silverbirdcage.babyblue.jp/img/sozai/sky31/sky031-580479-apua-1.jpg
http://nobelprize.org/index.html


發射率 

黑 1黃0.98白0.9綠0.88藍0.82紅 0.8 

另外，漆器的發射率大約在
0.80~1.00之間。 



至於我們看到的紅點是什麼呢?那其實不是
紅外線，因為紅外線是看不到的，那是雷射。  

 紅外線溫度計的原
理就是用物體散發
出的熱，換算成溫
度。物體越熱，其
分子就愈加活躍，
它所發出的紅外能
量也就越多。  



1.發射率的大小主要決定於物體的成分以及表面
光潔度，所以材質也會影響。 

2.做發射率的實驗應該全部跟“黑色”作比較。 

3任何有溫度的物體均會發出不可見的紅外線能
量。發射的能量比例於該物體溫度，及該物體

發射紅外線的能力，此能力稱作發射率。 

4發射率大小取決於物體的組成成份和表面的亮
潔度。 

5發射率是介於0.17和1之間的值。通常預設為
0.95，因90%被測物約在此值附近。 

在特定溫度下，物體對輻射能之放射率
或吸收率與表面之性質有關，一般而言
黑色物質對輻射能具有較大的吸收能力 



如何調整發射率? 

1.將帶測物貼上黑色膠帶或塗上黑色塗劑 

2.對準黑色膠帶或黑色塗面，將發射率ε調整在0.95 

3.對準黑色膠帶或黑色塗面，按下扳機測量出的溫度
直射為T1 

4.去除黑色膠帶或塗面，再次對準相同區域，按下扳
機測出的溫度為T 

5.逐漸改變發射率ε，直到T=T1及此物體的發射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