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烤」斃了─不同屋頂材料的綠能降溫方式 

摘要 

 為了探討建築選址、材料與遮陰、通風與灑水對於屋內氣溫的影響，我們設計實驗進行

測試。結果顯示不同的因素影響屋內溫度差異很大，在有遮陰的樹下、稻草屋頂、有灑水、

通風良好的組別，其屋內溫度較低；而曝露在陽光下的水泥地、壓克力或是鐵板屋頂、沒有

灑水與通風的組別，其屋內溫度較高。 

 

壹、 研究動機 

炎炎夏日，待在家裡頂樓的房間總會覺得很熱，更不用說在大白天裡走進鐵皮屋倉庫找

東西了！每次都會熱出一身汗來。有些時候家人會在屋頂灑水來降溫；或者有些人家會使用

氣窗或抽風電扇來散熱；甚至有人家選擇在屋頂種植物來遮陰散熱；究竟這些方法實際的效

果如何呢？這是我們打算進行的研究。 

 

貳、 研究目的 

一、    比較不同地點的塑膠箱溫度差異。 

二、    比較不同材質的屋頂在陽光的曝曬下的散熱效果。 

三、    比較有無通風對散熱效果的影響。 

四、    比較不同遮陰材料對於溫度的影響。 

五、    探討灑水降溫的效果。 

六、    討論一般綠建築概念下相關的精神，與我們研究結果相對照。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製作相同厚度之塑膠箱屋數組，並可搭配不同材質的屋頂：壓克力、鐵皮、木板、瓦浪

板、人工草皮、稻草屋頂各一、溫度計數支、量筒一支、噴霧器一個。 

  

肆、 研究過程及方法 

以下以相同設計的塑膠箱，分別控制不同地點(實驗一)、不同的屋頂材質(實驗二)、有無

通風(實驗三)、屋頂遮陰材料(實驗四)、以及灑水降溫效果(實驗五)，分別記錄各塑膠箱箱內

在白天不同時間的溫度變化，並與箱外溫度做對照。注意裝置完成後各次紀錄間應避免移動



裝置，溫度計需避開陽光直曬。 

 

實驗一：不同放置地點造成的差異 

以相同大小的塑膠箱作為屋子的牆壁與地板，為避免地板顏色不同造成吸熱效果有所差

異，統一在地板放置白紙；在箱內放置溫度計以便紀錄溫度。 

使用同樣大小的塑膠箱，製作 4 組完全相同的屋子，分別放置在草地上、水泥地上、遮

陰走廊及遮陰樹下，紀錄不同時間的溫度變化，並且以相對於百葉箱之參考溫度做紀錄，結

果記錄如表一。 

  

  

 

實驗二：不同屋頂材質所造成的影響 

如同實驗一的屋子，分別搭配透明壓克力板、鐵皮、木板、人工草皮、稻草組合成屋頂，

統一放置於連鎖磚地上，記錄溫度隨時間的變化，並以壓克力板屋頂的紀錄當作參考值，結

果記錄如表二。 

 

 



實驗三：通風所造成的影響 

如同實驗一的屋子，統一放置於草地上，記錄溫度隨時間的變化。 

  
 

實驗四：不同屋頂遮陰材料所造成的影響 

如同實驗一的屋子，在屋頂鋪上壓克力板、鐵皮、木板、瓦浪板、稻草，統一放置於連

鎖磚上，記錄溫度隨時間的變化，並以無遮蔭的塑膠箱屋頂的紀錄當作參考值。 

 

 

實驗五：有無灑水造成的影響 

如同實驗一的屋子，取一間每小時以噴霧器灑水，與無灑水的屋子做對照，並均放置於

草地上，記錄其溫度隨時間的變化。 

  

 



伍、 研究結果 

實驗一                                          104.03.28  單位:OC 

 百葉箱 草地 水泥地 遮陰走廊 遮陰樹下 

10:20 AM 28.7 29.8 30.4 26.5 27.5 

11:20 AM 28.8 30.6 31.4 28.1 27.6 

12:20 AM 29 31.9 33.5 28.6 27.6 

平均 28.8 30.8 31.8 27.7 27.6 

表一：不同地點所記錄的溫度隨時間之變化 

 

圖一：不同地點所記錄的溫度隨時間之變化 

 

實驗二                                          104.03.29  單位:OC 

 壓克力板 鐵皮 木板 人工草皮 稻草 

10:20 38.9 33.5 33.1 32.4 30.2 

11:20 40.7 34.1 33.4 32.8 30.9 

12:20 41.8 36.4 33.9 33.2 31.4 

平均 40.5 34.7 33.5 32.8 30.8 

表二：不同屋頂所記錄的溫度隨時間之變化 

 

圖二：不同屋頂所記錄的溫度隨時間之變化 



 

實驗三                                           104.03.30  單位:OC 

 無通風 有通風 

10:20 38.5 35.2 

11:20 42.4 36.7 

12:20 44.8 39.5 

平均 41.9 37.1 

表三：有無通風的屋子記錄之溫度隨時間之變化 

 
圖三：有無通風的屋子記錄之溫度隨時間之變化 

 

實驗四                                             104.03.31  單位:OC 

 壓克力板 鐵皮 木板 瓦浪板 稻草 

10:20 38.8 36.5 35.9 34.9 34.8 

11:20 39.2 36.8 36.4 35.1 36.0 

12:20 39.8 38.1 38.8 37.3 37.8 

平均 39.3 37.1 37.0 35.8 36.2 

表四：不同屋頂遮陰所記錄的溫度隨時間之變化 

 

圖四：不同屋頂遮陰所記錄的溫度隨時間之變化 



實驗五                                             104.04.01  單位:OC 

 無灑水 有灑水 

10:20 36.1 30.2 

11:20 43.8 34.5 

12:20 45.2 38.8 

平均 41.7 34.5 

表五：有無灑水所記錄的溫度隨時間之變化 

 

圖五：有無灑水所記錄的溫度隨時間之變化 

 

陸、 討論 

一、我們在實驗一試著了解放置在不同地方，對我們的實驗裝置記錄到的溫度，有什麼影響。

如圖一，結果可以看到，應該是陽光照射、水泥又吸熱的關係，水泥地記錄到的溫度最

高，草地居次，都比百葉箱的參考溫度還要高，而有遮陰的兩個組別溫度較低，都還比

百葉箱低。其中放置於走廊上的，隨著時間接近中午，溫度上升幅度明顯較大。這些結

果與我們的猜想相符，顯示水泥地比較容易吸熱而比較高溫，如果有遮住陽光則比較涼。 

二、我們設計了五種不同材質的屋頂，在實驗二比較對溫度的影響。結果測得溫度由高到低

依序是：壓克力 > 鐵皮 > 木板 > 人工草皮 > 稻草。壓克力似乎很不適合用做屋頂材

質，也可能是因為透光而使得熱都進入箱中，所以箱內氣溫遠高於箱外。其他材質則可

以看出來鐵皮屋頂最吸熱，稻草屋頂最散熱，如實驗表二、圖二。後來我們猜想這些屋

頂的厚度，可能也是重要的影響因子，這仍有待驗證。 

三、一般認為屋子的通風有助於散熱，因此我們設計了實驗三來驗證這點。由表三可以看到，

有通風的屋子溫度較無通風的屋子低超過 3 度，差距很明顯。因此在其他我們的實驗中，

因為沒有通風，都造成屋內溫度較高。 

四、如實驗四所示，不同於實驗二的操作，我們把屋頂材質改成一樣，然後將不同遮陰材質

的板子放在塑膠箱屋上，記錄得到不同的溫度值，結果如圖四。透光的材質依然記錄到

最高的溫度，但是我們的紀錄顯示瓦浪板是最陰涼的，甚至比稻草還要好。而木板居然

在最後一次的紀錄當中溫度高於鐵板，和一般鐵皮屋頂比較會吸熱的想像大有不同。 



五、在實驗五我們比較了有無灑水對於溫度的影響，結果有灑水的組別溫度較無灑水組低 3~9

度之多，顯見水份蒸散吸熱的效果相當的好(見圖五)。 

六、在太陽下我們用溫度計量測時，一開始各種組別常出現遠高於氣溫的溫度(大於四十度)。

後來我們才注意到可能是陽光直接照射到溫度計的影響，因此採用另外在屋內用紙板遮

住溫度計的方式，來改善這個問題。 

七、我們實驗記錄的三個時段中，從 11:20 組到 12:20 組的溫度常有大幅增加，尤其在鐵皮 、

木板、瓦浪板的材質測試中特別明顯(見圖二、圖四)。因此我們猜測這些材質屬於比較難

散熱的材質，在近中午的陽光照射下會使屋內格外增溫。 

八、近來綠建築概念廣受注意。綠建築希望使用高效的自然空間、建材與房屋設計，達到節

能、減廢、符合生態的目標。這個概念簡單舉例來說：如果房屋散熱良好，夏天屋內比

較不熱，可以讓人感覺比較舒適，也能減少使用冷氣，省電又環保。從我們的實驗結果，

不同地點的選擇、屋頂材質的使用、還有通風等，真的都對屋內溫度起到很大的影響。 

九、對於室內溫度的影響因素還有很多有待探討；我們的實驗當中有些偏高的高溫紀錄，其

中原因也需要進一步討論，這是未來有機會可以再研究看看的。 

 

柒、 結論 

一、不同地點的箱屋記錄到不同的溫度，由高到低分別是水泥地上 > 草地上 > 百葉箱中 > 

遮陰走廊 > 遮陰樹下，可見地面狀態、還有遮陰有無，都對屋內溫度有關係。 

二、比較不同屋頂材質對屋內溫度的影響，溫度由低到高依序是：稻草 < 人工草皮 < 木板 <

鐵皮 < 壓克力。 

三、在我們實驗中，有通風組屋內溫度較低，平均較無通風組低了 4.8 度。 

四、在不同遮陰材質實驗中，溫度由低到高依序是：瓦浪板 < 稻草 < 木板~鐵板 < 壓克力。 

五、在我們實驗中，有灑水組屋內溫度較低，平均較無灑水組低了 7.2 度。 

六、綜合我們的研究，我們測試的實驗中，最不怕高溫天氣的建築組合，應該是通風良好的

稻草屋，蓋在有遮陰的樹下，並且有灑水降溫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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