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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百葉窗斜向對室內溫度影響之研究 

一、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百葉窗斜向對室內溫度的影響。我們設計並製作了可調角度的百葉窗實驗

裝置，通過控制熱源類比太陽照射情境，並以溫度感測器及煙霧觀測熱對流路徑。在不同

斜向設置下，記錄室內溫度的變化及煙流路徑，結果顯示調整百葉窗斜向可有效阻礙熱氣

流進入室內，減緩室溫上升速度。本實驗驗證了熱對流對室內溫度的影響，並說明良好的

百葉窗設計有助於改善生活環境與節能效率。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在炎熱的氣候中，室內溫度受外界影響顯著，尤其是熱空氣及陽光穿透窗戶造成室溫上

升。馬來西亞傳統建築的視窗採用百葉窗的設計，其斜向設計可能影響熱流進入室內的程

度。本研究從日常生活出發，嘗試瞭解百葉窗斜向對室溫變化的影響，並結合科學原理與

實驗，驗證其效用。期望結果能為節能降溫及建築設計提供簡單實用的參考。這也符合

SDGs 的第 7、11 和 13 項目標。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目的：研究百葉窗的斜向是否影響室內溫度。通過實驗類比百葉窗，並觀察熱對流對室內

溫度的影響。 

 

假設：不同的百葉窗斜向將造成熱氣流進入室內的差異，從而影響室內溫度變化。若斜向

能阻擋熱氣流流入，則室內溫度上升速度將減緩。這個實驗只討論熱對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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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實驗裝置設計： 

 利用泡沫板製作箱體模擬室內外空間。 

 製作可更換角度的百葉窗框架。 

 裝置透明亞克力方便觀察及錄影。 

 在“室外”區域設置光源與香（模擬熱源與氣流）。 

 使用溫度感測器（LM35）與 Arduino 記錄溫度變化。 

 

實驗一（溫度變化記錄）： 

 點燃蠟燭後開始記錄室內溫度，每組實驗進行 3 分鐘。 

 更換百葉窗方向後重複實驗。 

 比較不同斜向下的室溫上升曲線。 

 

實驗二（熱對流路徑觀察）： 

 放置香並錄影煙霧流動情況，觀察其是否被百葉窗阻擋或引導入室內。 

 重複斜向設置進行對比。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裝置說明： 

我們使用泡沫板製作箱體，以模擬室內與室外空間，如圖 1 所示。左側腔室代表室內

環境，右側腔室則代表室外環境，中間安裝一個可調角度的百葉窗框架，作為兩者之間的

隔間。在右側腔室的右牆及底部分別挖開一個開口，分別類比室外的通風路徑與熱源由底

部上升的情境。 

圖 2 定義了百葉窗的葉片方向“斜向外”與“斜向內”。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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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一： 

在這個實驗中，我們於左側腔室放置溫度感測器（LM35），並將其連接至 Arduino 裝

置以獲取溫度資料。右側腔室底部覆蓋鋁箔紙，並在實驗開始時以點燃的蠟燭加熱鋁箔，

以模擬熱源的效果。 

我們利用 Arduino 輸出時間與溫度資料，並將資料匯入 Excel 進行繪圖處理，分別得

到圖 3 與圖 4。從兩圖比較可觀察到，在相同時間內，窗戶朝外傾斜的情境溫度上升較快。

此外，升溫曲線（藍色點）呈現出兩個明顯的轉捩點，因此我們選取其中較為線性的區段

（橙色點）進行曲線擬合。從擬合結果可見，在單位時間內，斜向外的窗戶其溫度上升速

度約為斜向內的窗戶的兩倍。 

 

實驗二： 

在這個實驗中，我們會讓香放在右側腔室並在箱子上方加上燈條，如圖 5 所示。 

如圖 6 和圖 7 所示，百葉窗的葉片直觀的改變了熱對流的方向（橘色指標）。斜向外

的葉片容易引導熱氣進入室內，而斜向內的葉片可以有效的阻止熱對流指向室內[1,2]。 

 

 

图 3 图 4 

图 5 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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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兩個實驗結果都顯示，根據百葉窗斜向設計，熱氣流可以被阻擋或偏轉熱空氣流進

入室內，驗證了熱對流路徑與百葉窗斜向設計密切相關。 

 

生活應用： 

 改善住宅與教室的百葉窗設計以減緩室內溫度的上升，減少空調負擔。 

 提高建築節能效率，回應綠色環保趨勢。 

 提供建築師與室內設計師更具體的參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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