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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大專/社會組  科學文章格式 

文章題目： 綠建築借鑑白蟻巢穴？！ 

摘要：白蟻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常常帶來困擾，讓人聞之色變。而綠建築在世界已推廣多

年，這兩者看似毫無關聯，卻能透過模仿白蟻巢穴的結構，來解決人類面臨的氣候問題並

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讓我們一同深入探討其建築原理吧！ 

文章內容：（限 500 字~1,500 字） 

關於白蟻： 

  白蟻是一種和蟑螂是親戚的昆蟲，但跟螞蟻不同類，主要分佈在熱帶及亞熱帶地區。

白蟻喜歡較潮濕、陰暗的地方，最適合的溫度在 15~30 度之間，溫度過高或過低都會影響

白蟻的活動力。其巢穴的主要結構透過圖一（參考資料 12 後製）介紹，巢穴內、外部的溫

度變化可透過圖二（參考資料 8 後製）來自非洲撒哈拉沙漠的巨型白蟻丘研究變化圖了解。 

 

 

 

 

 

 

 

 

 

 

 

 

     圖一 白蟻巢穴主要結構介紹      圖二 白蟻巢穴內部與外部的氣溫變化圖 

巢穴的設計： 

  白蟻特別注重溫度與空氣的流通，巢內維持穩定的環境，夏季保持在 25-28℃，冬季則

維持在 20-25℃。以下為冬暖夏涼的設計要點： 

1. 蟻塚的通風系統 

• 蟻塚內有四通八達的蟻道（圖一，參考資料 12 後製），其表面帶有孔洞或具有透氣

系統，因而能透過晝夜溫差進行氣流交換。 

2. 「煙囪效應」幫助降溫 

• 蟻塚內的「中央煙囪」類似煙囪的通風機制，而產生「煙囪效應」（圖三，根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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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6 與 7 自行繪製）。 

 

 

 

 

 

 

 

 

 

圖三 煙囪效應 

• 在白天，蟻巢外的空氣升溫變輕，帶走巢內的熱空氣、二氧化碳與甲烷，較冷的空氣

從巢穴的底部或外圍進入，冷空氣下沉，形成對流循環（圖四，參考資料 3、5 與 12

後製）。 

 

 

 

 

 

 

 

 

 

圖四 白天氣流變化圖 

• 在夜晚，蟻巢外的氣溫下降，巢穴內部的熱量會從底部沿中央煙囪上升，向外釋放。

外圍的冷空氣則進入巢穴，形成相反的氣流循環（圖五，參考資料 3、5 與 12 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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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夜晚氣流變化圖 

3. 維持濕度與氣流交換 

• 透過空氣的對流循環，白蟻群擁有足夠且大量的氧氣以應付其旺盛的新陳代謝。 

• 透過氣流也調節巢內的濕度，主要巢穴深入地底，亦避免劇烈的溫度變化。 

世界第一座模仿白蟻丘的十層樓高建築－東門購物與辦公中心（Eastgate Shopping and 

Office Centre）： 

  位於辛巴威首都哈拉雷（Harare）。其建築物的屋頂設有 48 個連接內部的煙囪，將辦

公室的熱空氣排出。美食廣場跟停車場天花板上方的夾層中設有 32 組高低流量風扇，以抽

取中庭的空氣（圖六圈起處，參考資料 3、8、9 與 11 後製）。 

 

 

 

 

 

 

 

 

 

 

 

 

 

 

圖六 白天氣流變化圖 

  被抽入的空氣沿著中央的垂直管道（即圖六與圖七的藍色區塊，參考資料 3、8、9 與

11 後製），進入帶有孔洞的生態混擬土樓板，再由窗戶下方的進氣口進入室內。辦公室內

的空氣因人類活動而變暖，熱空氣上升至拱形天花板，再透過其末端的排氣口進入中央垂

直煙囪排出（圖七，參考資料 3、8、9 與 11 後製）。圖八（參考資料 3、8、9 與 11 後製）

為夜晚的氣流變化，透過調節空氣的高低流量，來模仿蟻巢內的天然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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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辦公室內部氣流變化圖 

 

 

 

 

 

 

 

 

 

 

 

 

 

 

 

圖八 夜晚氣流變化圖 

  辦公室的拱形天花板與地板皆利用生態混凝土（eco-concrete）的蓄熱能力及恆溫特性，

來調節室內溫度及降低建築的能源消耗（圖九，參考資料 8）。凹凸有致且布滿規則孔洞的

建築物外觀（圖十，參考資料 8 與 10）是模仿仙人掌的，因為刺狀物體能更快散熱。 

  在建築完成後，設計團隊記錄了該建築能透過不依賴燃料的方式實現冬暖夏涼的效果

（圖十一，參考資料 9 後製），因此，營運成本降低了超過 10%。此外，整體建造成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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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了 350 萬美元，這無疑是一個相當成功的案例。 

 

 

 

 

 

 

 

 

        圖九 拱形天花板與生態混凝土         圖十 東門購物與辦公中心外觀 

 

 

 

 

 

 

 

 

 

 

 

 

 

圖十一 東門購物中心每日溫度數據紀錄表（1998 年 4 月） 

結論： 

  台灣位於亞熱帶區域，氣候條件與辛巴威相似，因此，這種模仿白蟻巢穴的建築設計

在台灣具有推廣的潛力。儘管在施工技術、建築規範和文化差異上可能面臨挑戰，但該設

計所能帶來的能源節省、環境友好性和經濟效益是相當可觀的。因此，值得在台灣試著應

用於高層建築、捷運站或學校，提升都市環境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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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未使用本競賽官網提供「科學文章表單」格式投稿，將不予審查。 

2. 字數沒按照本競賽官網規定之限 500 字~1,500 字，將不予審查。  

PS.摘要、參考資料與圖表說明文字不計入。 

3. 建議格式如下： 

⚫ 中文字型：微軟正黑體；英文、阿拉伯數字字型：Times New Roman 

⚫ 字體：12pt 為原則，若有需要，圖、表及附錄內的文字、數字得略小於 12pt，不得

低於 10pt 

⚫ 字體行距，以固定行高 20 點為原則 

⚫ 表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表上方置中、對齊該表。圖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圖下方置中、

對齊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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