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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普高組 □技高組  成果報告格式 

題目名稱： 吹頭方法終極 PK 

一、摘要 

本實驗針對網絡上流行的各種快速乾髮技巧，系統性地比較了四種常見吹頭方法的實

際效果，包括普通吹頭法、分層吹頭法、丸子頭吹頭法及毛巾包裹吹頭法。實驗設計以科

學化方式進行，每種方法分別測試 5 分鐘和 3 分鐘兩種時長，並精確測量吹髮前後的質量

變化作為乾髮效率的客觀指標。 

 

結果顯示，無論是 5 分鐘或 3 分鐘的吹髮時長，傳統的普通吹頭法在乾髮效率上都明

顯優於其他三種方法。這一發現顛覆了網絡上「特殊技巧能更快吹乾頭髮」的普遍認知，

證明看似新穎的花式吹頭法可能徒具噱頭，反而不如直接了當的傳統方法來得實用有效。

實驗數據明確指出，當追求快速乾髮時，與其耗時嘗試複雜技巧，不如採用最簡單直接的

吹頭方式更能節省時間與精力。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女生平時吹乾頭髮的時候，所需要的時間往往十分長。若要完全吹乾，則需消耗大量

時間及電能；若不吹乾，則可能會帶來健康問題。 

網上一直流傳不同的吹頭方法，均聲稱可以令吹乾頭髮所需的時間變少，因此我們抱

着疑惑的心態，設計了一系列的科學探究實驗，希望探究不同的吹頭方法的乾髮效率。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探究目的 

探究不同的吹頭方法的乾髮效率 

 

背景資料 

實驗將分成四種不同方法進行研究： 

 普通散發法︰頭髮完全自然垂直放下，無任何束縛或分層。 

 分層吹頭法︰將頭髮分為上下兩層（以耳朵上緣為界），先用髮夾固定上層頭髮，集

中吹乾下層頭髮。 下層乾燥後，放下上層頭髮，整體吹乾剩餘部分。 

 丸子頭法︰將全部濕發擰成一股，在頭頂或腦後盤繞成圓球狀髮髻，用發繩或髮夾固

定。吹風機以環繞式熱風集中吹拂髮髻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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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毛巾包頭吹乾法︰全程使用乾毛巾包裹頭髮輔助吹乾。 

 

實驗假設 

 分層吹頭法：分層吹頭法從下至上吹乾，能有效避免頭發堆積，減少吹風乾擾，均勻

受熱，風力更集中。 

 丸子頭法：集中束起後，頭發與空氣接觸的面積減少，降低水分蒸發時的熱量散失。

丸子頭的團狀結構使風力和熱量更易集中在局部區域，提升熱傳導效率。緊密盤繞的

發束能保留更多熱量，形成局部「高溫區」，加速水分蒸發。 

 乾毛巾包頭吹乾法：可能有吸水與導熱的雙重作用。 

 

我們根據生活經驗，認為分層吹頭法及丸子頭法均較為有效。而乾毛巾包裹法因為水

汽無法散去，而且乾毛巾包裹後熱量無法直接傳遞到髮絲上，影響水份蒸發。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實驗方法 

本次實驗共驗證四種不同的吹頭方法的差異，我們選擇假髮作為測試物。先將假髮徹

底浸濕，然後擰去部分水份，使其處於不滴水的狀態，且總質量約為 250g。 

隨後以不同的吹頭方法分別吹 3 分鐘及 5 分鐘，並測量吹乾後的總質量，以質量的差

值作為實驗數據。每種吹頭方法均會重覆進行三次實驗，盡量消除實驗中的隨機誤差。 

 

實驗過程 

圖 1 分層吹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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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丸子頭法                                       圖 3 乾毛巾包頭吹頭法 

 

 

 

 

 

 

實驗數據 

 

表 1  吹頭時間 5 分鐘數據表 

吹頭時間︰5 分鐘     乾燥假髮的質量︰186.4g 

 假髮質量 (吹頭前 / 吹頭後) (g) 平均減少 

的水量 (g) 
吹頭方法 1 2 3 

普通散髮法 250.33/190.89 251.40/209.18 251.27/201.29 50.33 

丸子頭 249.63/207.48 251.4/209.63 249.64/212.93 40.24 

分層吹頭法 250.72/214.66 250.84/204.66 250.19/206.03 42.13 

乾毛巾吹乾法 249.94/210.83 249.13/218.67 249.54/216.31 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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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吹頭時間 3 分鐘數據表 

吹頭時間︰3 分鐘     乾燥假髮的質量︰186.4g 

 假髮質量 (吹頭前 / 吹頭後) (g) 平均減少 

的水量 (g) 
吹頭方法 1 2 3 

普通散髮法 250.81/214.39 250.17/218.41 251.41/233.06 28.75 

丸子頭 250.28/226.12 250.86/230.78 250.61/219.36 24.96 

分層吹頭法 249.73/222.73 250.31/224.56 251.46/223.59 26.87 

乾毛巾吹乾法 249.88/219.72 249.12/233.94 249.31/228.77 21.97 

 

表 3 四種吹頭方法數據對比 

吹頭方法 
平均減少的水量  

(5 分鐘) 

平均吹乾 

的百分比 

平均減少的水量  

(3 分鐘) 

平均吹乾 

的百分比 

普通散髮法 50.33 78.86% 28.75 44.71% 

丸子頭 40.24 63.02% 24.96 38.89% 

分層吹頭法 42.13 65.64% 26.87 41.87% 

乾毛巾吹乾法 34.26 54.12% 21.97 34.85% 

 

 

 

 

數據分析 

吹髮方法實測數據分析：傳統方法最快速穩定   

 

●  5 分鐘 vs. 3 分鐘吹髮效果 

數據顯示，5 分鐘的吹髮時間已能達到接近 80%的乾燥程度（普通散髮法 78.86%），

此時頭頂基本全乾，僅髮梢略帶濕氣，已不影響日常造型；而 3 分鐘的吹髮效果則稍弱

（普通散髮法 44.71%），頭頂可能仍有微濕，但已能大幅減少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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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散髮法效率最高   

無論是 5 分鐘或 3 分鐘，普通散髮法的乾髮效率均明顯優於其他方法（5 分鐘：

78.86% vs. 其他方法 54-65%；3 分鐘：44.71% vs. 其他方法 35-42%）。這直接證明，網路

流行的特殊吹髮技巧（如丸子頭、分層吹乾）並未提升效率，反而可能拖慢乾髮速度。   

 

● 傳統方法穩定性最佳  

特殊吹法（如丸子頭）的乾燥效果波動較大，例如 5 分鐘吹髮時，乾燥百分比可能從

63%到 75%不等；而普通散髮法的數據始終維持在 75%以上，顯示其操作簡單且效果穩

定，不易受手法或環境影響。   

 

● 生活應用建議：回歸簡單最有效   

實驗結果清楚表明，與其耗時嘗試複雜技巧，不如直接用傳統吹髮法，既能節省時

間，又能確保效果穩定。若趕時間，優先吹乾頭頂與髮根（5 分鐘可達 80%乾），髮梢殘

留少量水分自然風乾即可，讓日常護理更輕鬆高效！ 

 

實驗誤差 

 丸子頭吹法的固定問題：我們原本預期將頭髮盤成丸子頭後，能集中熱風加速乾燥。

然而在實際操作時發現，假髮缺乏真人頭髮的彈性和摩擦力，丸子頭在吹風過程中容

易鬆散脫落，導致熱風無法集中作用，這可能是造成其乾燥效率不穩定（數據波動較

大）的主要原因。 

 乾毛巾法的操作限制：採用乾毛巾包裹吹乾時，理論上能利用毛巾吸收水分並保留熱

能。但實驗中發現，假髮髮絲較滑，毛巾包裹時容易有碎髮漏出，導致熱風逸散。同

時，假髮與毛巾的貼合度不如真人頭髮緊密，影響了熱傳導效率，使得實際乾燥效果

比預期差。 

 假髮與真人頭髮的差異：真人頭髮在吹整時會因頭皮溫度、髮絲油脂等因素影響熱風

效果，而假髮的固定性和材質特性使得某些需要"抓握"或"分層"的吹整技巧難以完全複

製真實情況。這提示我們，雖然實驗數據顯示傳統吹法最穩定，但在真人實操時，某

些技巧（如分層吹乾）可能因個體髮質差異而略有不同效果。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 5 分鐘還是 3 分鐘的吹髮時間，傳統吹髮法的乾髮效率都明顯

高於其他方法。這直接打破網路傳言，證明所謂「特殊技巧能更快吹乾頭髮」的說法並不

成立，花式吹法看似新奇，實際上反而更耗時。實驗數據清楚證明，若想快速吹乾頭髮，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最有效的方法。與其浪費時間嘗試複雜技巧，不如直接用傳統方式吹

髮，省時又省力。下次吹頭髮時，不妨對照我們的實驗結果，選擇最務實的方式，讓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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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更輕鬆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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