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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日照強烈時，衣服的穿著顏色和材質會影響在太陽照射下的涼爽度，正如課本所說的黑色

容易吸熱，所以在室外頭上無任何遮蔽物的情況下，不久後便會覺得頭髮發燙所以本次的

實驗想要以鎢絲燈代替日光的熱能，觀察各種顏色在不同色光的光源照射下得到最終的升

溫幅度，可以讓日照強烈環境溫度高時可以有更多避免內容物受熱變質的選擇。並探討這

些顏色的升溫幅度與RGB三原色，或亮度是否有關。(下圖為報告整體的大概內容)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在南一2上課本中寫到，物體的顏色會影響物體本身的升降溫速度，因此抱著不能輕易相信

課本上完美數據的心情，親自驗證是否如同課本所說的一樣會有所影響，並且根據課本所

提到的內容做出一些更進一步的探究。 

內容中提到色紙在被同顏色的光線照射時，色光下會被反射，所以同色的色紙升溫幅度會

比較小。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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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目的:比較不同顏色的蠟光色紙，用鎢絲燈照射相同時間之後，各種色紙的升溫/降溫

幅度的差異，和亮度是否會影響等。 

2.研究假設: 

(1)色紙在被同顏色的光線的照射時，色光下會被反射，所以同色的色紙升溫幅度會比較

小。(暫時不看是否蠟光塗層會帶來直接的引響) 

(2)混合色的升溫幅度是否會介於混和出其顏色的兩種顏色。 

ex:灰色的升溫幅度是否會藉於黑色和白色之間 

(3)亮度會間接影響升溫幅度，不管色光為何。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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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紙箱內鋪上鋁箔紙，並紙箱的上下墊上絕緣層，將色紙放入紙箱內並在色紙底下墊上絕

緣層，用裝有鎢絲燈泡的檯燈照射，照射時每一分鐘測一次溫度，升溫時間為4分鐘，降溫時

間為2分鐘。觀測各紙張的升降溫幅度，室溫控制在大約18度，紙張原始溫度固定在25.0度

上下。 

選用鎢絲燈的原因: 

這裡跟鎢絲燈比較的是螢光燈，從網路上的參考資料顯示螢光燈會將電能轉換成40%的熱

能和60%的光，所以跟將電能轉換為90%熱能10%光的鎢絲燈相比它更省電，但因為考量

到溫度太低吸熱幅度小，各顏色的數據差距不大不易看出顏色之間有何差別。 

螢光燈: 

 1min 2min 3min 4min △T 

白色 25.4 25.5 25.9 26.2 1.2 

黑色 29.0 30.0 30.5 30.7 5.7 

鎢絲燈: 

 1min 2min 3min 4min △T 

白色 29.2 31.0 31.7 32.7 7.7 

黑色 55.0 56.7 60.9 66.7 20.1 

 

這裡最後的結果是鎢絲燈整體溫度是最高的

，在數據的整體表現中確實可以輕易的看出

白與黑的差距。 

(右圖是鎢絲燈的光譜，直條為色光強度，橫

條為光線波長) 

 

，因此之後的實驗都以鎢絲燈為主，下方為

各顏色的色光波長，和實驗用的蠟光色紙在鎢絲燈的照射下所測量的顏色定位等基本資

料。 

1.紫光(violet)，波長 380–450 nm，頻率668–789 T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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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藍光(blue)，波長450–495 nm，頻率606–668 THz。 

3.綠光(green)，波長495–570 nm，頻率526–606 THz。 

4.黃光(yellow)，波長570–590 nm，頻率508–526 THz。 

5.橘光(orange)，波長590–620 nm，頻率484–508 THz。 

RGB: 

 

顏色定位(鎢絲燈照射下): 

 

接下來要觀察各顏色每分鐘的吸放熱幅度(加熱4min，散熱2min) 

原始溫度控制在大約25.0度,室溫控制在18度左右。 

吸熱: 

 

 1min 2min 3min 4min ∆T 

紅 28.0 29.6 31.4 33.6 8.6 

綠 29.7 32.1 33.9 35.4 10.4 

藍 32.8 33.7 36.4 39.6 14.6 

白 29.2 31.0 31.7 32.7 7.7 

4 
 



黑 38.4 41.8 44.0 45.1 20.1 

黃 29.2 31.0 33.4 34.8 9.8 

灰 32.1 33.8 34.9 36.9 11.9                  

粉 29.5 31.4 33.0 34.1 9.1 

 

放熱: 

 

 1min 2min ∆T 

紅 29.5 26.9 6.7 

綠 29.6 27.7 7.7 

藍 30.5 27.7 11.9 

白 28.3 26.9 6.7 

黑 30.0 28.0 17.7 

灰 29.3 28.2 6.8 

粉 29.5 27.8 6.3 

黃 29.4 28.0 6.8 

這裡的黑白等極端值都有符合假設，但因為鎢絲燈的綠光最少，藍紅光最多且強度最高所以依照

課本裡說的應該綠色的色紙會反射掉量最少的綠光吸走全部的藍綠光間接導致溫度上升幅度劇

烈並升溫速度不亞於黑色，但原本應該最熱的綠色色紙溫度變化卻比藍色來得小，與上述的假設

不符。考慮到亮度也有可能成為變因的其中一還我們查看了數據卻發現在綠色的亮度明顯的低於

藍，與兩點假設有所衝突。之後我們推論這跟顏色原本的特性有所關聯，或許藍色的比熱本就比

綠色高，因此即使綠光吸收了大部分的熱能但升溫幅度仍比藍色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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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依實驗的結果來看，做實驗時不能只看RGB的占比，我們認為蠟光色紙本身顏色的亮度也會影響

吸熱效果，也間影響色紙受鎢絲燈的照射後的升降溫幅度，或是實驗中使用的色紙的蠟光塗層也

是其中一項變因，此次實驗只針對蠟面色紙做測試，也許之後使用非蠟光的色紙做實驗可能會升

溫幅度更大，從實驗中也可以看出除了粉紅色的混合色以外的生溫幅度確實會藉於混合出其色的

兩種顏色之間，我們猜想可能是我們的實驗工具不夠精良，導致我們的實驗驗結果有出入，測出

的黑色與白色也和課本的敘述相同。且紅色色紙在鎢絲燈的照射下後的升溫幅度並列第二，假設

得以驗證。 

這些研究可以證明淺色或亮度高的色彩可以反射更多的光和紅外線，現今也被大眾廣泛的運用著

，但也多了項可以讓人們值得深思熟慮的議題，各種顏色其實有更多各種不同的特性，不一定只

能被侷限於吸放熱這塊用途下，色彩和光這塊領域值得被更多人去挖掘它們的奧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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