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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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建築會呼吸！」——探討台灣常見植物對綠建築降溫的成效 

一、摘要 

隨著全球暖化加劇，台灣夏季電力需求不斷上升，導致環境與能源問題日益嚴重，而綠建

築的出現成為了永續發展的重要解方。此研究欲探討常見植物於建築空間中的降溫效益，

透過實驗比較不同植物、種類在降溫效果上的差異，模擬其在綠建築中的應用。此研究可

為建築設計、都市綠化與節能策略上作參考，協助提升環境舒適度並達成永續發展。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隨著全球暖化加劇，夏季極端高溫頻繁發生，台灣夏季用電需求屢創新高，冷氣使用量飆

升，台灣夏季用電需求屢創新高，進一步加重電力負擔，若能有效利用綠植降溫技術，不

僅可以減少能源消耗、減輕電網壓力，亦能降低碳排放，促進環境永續發展。 

近年來，「綠建築」因其在建築物的能源使用上實現更高效率，降低建築的能源需求，進

而減少能源支出，且其節能、資源利用、減少廢棄物、優化室內環境品質、降低對環境的

衝擊、提高水質和空氣質量……等特色，成為發展永續建築的趨勢，新竹縣竹北市的綠建

築案例——「若山」，以自然融入設計理念，運用綠植覆蓋技術，成功降低建築溫度並減

少能源消耗，成為永續建築設計的典範，展現出綠建築在台灣發展的潛力。 

然而，不同種類的植物降溫效果可能有所差異，如何選擇適合台灣氣候的植栽，進一部提

升綠建築的降溫效果，仍值得探討。 

本研究將透過實驗測試不同植物對空間溫度的影響，以模擬綠建築環境。我們將比較多種

植物在相同條件下的降溫效果，分析其蒸散作用與遮蔽能力。此研究可為未來綠建築植物

選擇提供依據，進一步優化城市綠化策略，以減少能源消耗，提升環境永續發展。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植物的降溫效果，分析其對綠建築環境溫度的影響，以提供未來綠建

築植物選擇的參考。透過比較不同植物的降溫效果與遮蔽能力，評估其在木材建築中的應

用，以期減少能源消耗，提升環境永續發展。 

假設一: 葉片面積大和茂密的植物，在具備良好蒸散作用的情況下，能提供較佳的遮蔽效

果，能減少陽光直射，進而降低溫度。 

假設二: 不同種類的植物(攀藤類、草本、喬木、多肉…等)可能影響降溫效果。 

假設三：耐旱性較強的植物降溫效果較差，因其蒸散作用較弱，無法有效帶走環境熱量。  

四、 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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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探究方法:  

1. 文獻回顧法 

2. 實驗法 

二、 種植植物能降溫的原理: 

1. 植物的蒸散作用：植物透過葉片中的小孔把小份蒸發出去，蒸發過程中吸取了

周圍的熱量。 

2. 太陽傘效應： 植物的葉片覆蓋範圍愈大，就可以蒸發愈多的水分，而且葉片可

以抵擋太陽直接射到天台的表面，能有效地降低室內溫度。 

三、 實驗不同類型植物的降溫效果: 

1. 使用器具: 深色雙層木頭櫃子、垃圾袋、紅外線溫度計、六盆不同種類植物 

2. 實驗植物: 萬壽菊、馬拉巴栗(發財樹)、吊蘭、毬蘭、黃金葛、羅漢松 

3. 實驗進行: 

 步驟一: 將垃圾袋封住木頭櫃子，使櫃子內部為密閉空間，溫度上升加快。 

 步驟二: 將深色木頭櫃子放置在太陽下，使溫度升高。 

 步驟三: 測量木頭櫃子在太陽下曝曬十五分鐘後的溫度，作為原始溫度，並

分別測量櫃子頂端、櫃子上層、櫃子下層之溫度。 

 步驟四: 取一盆(一種)植物放於櫃子頂端，植物發揮太陽傘效應，使櫃子降

溫。 

 步驟五: 靜至十分鐘後，分別測量櫃子頂端、上層、下層的溫度，查看其降

溫效果。 

 步驟六: 完成一組實驗後，再拿取其他植物反覆步驟三到五進行實驗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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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驗結果數據(過十分鐘後與原始溫度之差距): 

1. 第一次實驗: 

天氣: 風大、陽光忽大忽小 

時間:下午三點到四點 

 植物 

位置 

萬壽菊 馬拉巴栗

(發財樹)  

吊蘭 毬蘭 黃金葛 羅漢松 

頂端 -5.4°C -0.9C -0.3°C -1.4°C +1.2°C +1.9°C 

上層 -2.1°C +1.0°C -1.0°C -1.0°C +1.4C +1.5°C 

下層 -4.6°C +1.0°C -1.1°C -0.9°C +1.4°C +1.8°C 

 

2. 第二次實驗: 

天氣: 微風、陽光強烈 

時間:下午四點到五點 

 植物 

位置 

萬壽菊 馬拉巴栗

(發財樹)  

吊蘭 毬蘭 黃金葛 羅漢松 

頂端 -1.6°C -1.0°C -0.1°C -1.2°C -0.6°C +4.5°C 

上層 -0.5°C -0.3°C -1.8°C +0.5°C -0.8°C +3.2°C 

下層 -0.4°C -0.2°C -1.9°C +1.7°C -0.4°C +3.9°C 

 

五、 實驗結果分析: 

1. 萬壽菊: 有明顯的降溫能力，可能與蒸散力強或遮蔽性有關 

2. 馬拉巴栗(發財樹): 數值變化明顯，可能是實驗條件不同的影響較大，例如光照

角度或葉片調節溫度的能力 

3. 吊蘭: 呈現穩定的降溫能力，特別是靠近地面的下層部分，可能是枝葉密集提供

良好的遮蔽效果 

4. 毬蘭: 第一次實驗有成功降溫，但第二次轉升溫，可能和光照角度或葉片散熱慢

導致熱積聚效應 

5. 黃金葛: 結果差異大，降溫作用不穩定，可能是曝曬陽光過久，降溫速度不及吸

熱速度 

6. 羅漢松: 兩次實驗結果均升溫，推測不適合做為降溫植物，可能是葉片較窄硬 

六、 實驗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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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降溫效果佳: 萬壽菊、吊蘭 

2. 降溫穩定但效果不強: 馬拉巴栗(發財樹) 

3. 數值反覆不穩定: 毬蘭、黃金葛 

4. 較不適合降溫使用: 羅漢松 

5. 午後時間越晚，陽光照射強度減弱，植物表面溫度變化趨緩。 

6. 陽光強度越穩定且強烈，植物的吸熱與溫度變化越顯著。 

7. 風大時可能加速散熱，使植物降溫效果明顯。 

七、 假設驗證分析: 

1. 假設一 → 支持 

 萬壽菊：葉片茂密、廣大 → 顯著降溫 

 黃金葛：地被植物、葉面積大，但升溫或降溫效果小（甚至微升溫）→ 效

果不明顯 

 馬拉巴栗：葉片大但疏散，在某些情況下出現升溫 → 非預期現象 

 羅漢松：葉片茂密但不大，卻升溫明顯 

2. 假設二 → 支持 

 攀藤類: 黃金葛: 葉片面積雖大、分布廣，蒸散能力不強 → 降溫效果不顯

著。 

 草本植物: 萬壽菊: 葉片密集、蒸散力強 → 降溫表現最佳 

 喬木類: 馬拉巴栗、羅漢松: 葉片稀疏或蒸散弱 → 表現差異大 

 吊蘭：接近多肉植物特性，儲水能力強 → 降溫有限。 

3. 假設三 → 支持 

 羅漢松（耐旱常綠植物）: 兩次實驗中皆顯著升溫 → 強烈支持假設。 

 吊蘭: 亦具一定耐旱性，降溫表現較差（溫度變化幾乎持平或微降）→ 再

次印證耐旱植物蒸散能力較弱。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台灣屬於副熱帶氣候，全年溫暖且濕度高，特別是夏季氣溫常飆升，導致冷氣使用頻繁，

使電力需求大增。因此，推動綠建築能有效降低能源消耗，減輕電網負擔，同時減少碳排

放，對環境永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台灣因地處副熱帶氣候，擁有豐富的植物種類，適合且能妥善運用於綠建築的降溫設計。

透過選擇適合的植物，例如降溫效果、遮蔽能力較佳的品種，可進一步提升建築的降溫效

果。 

此外，木材作為建材具透氣與調節濕度的特性，搭配綠植設計，可打造更舒適的居住環

境。本研究的成果可應用於未來都市建設，提供綠建築植物選擇的參考依據，進一步優化

城市綠化策略，使台灣建築更具節能與環保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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