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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多年前生活智慧大公開 
——探索鹿港「曲巷冬晴」防風建築科學之玄機—— 

 
 

壹、摘要 
       本研究可以說是從「巷道來風」研究探索彰化鹿港的「九曲巷」的建築之玄

機及「曲巷冬晴」的生活智慧。 
      從發現兩邊高樓聳立，風力突然會變大，經詳細穿梭大街小巷注意觀察，發
現在不同的地點，風力大小的確會有不同，對風為什麼會變大變小？是否受高樓的
影響？略有所得，為了進一步解開此謎，首先從設計製作風力計開始進而設計６個
實驗來驗證風撞到建築物後流動特性及各種型態的巷道會產生不同風分佈情形及風
力變化情形；進而探討巷道建物高低、巷道寬窄、長短對風力強弱，風力流動情形，
及巷道風通過連續彎道對風力變化的情形。 
    同時從網站資料得知彰化鹿港的風情--「曲巷冬晴」。 
    為了進一步瞭解「九曲巷」的生活智慧，特地到鹿港的「全盛巷」實地觀察、
實測，研究--------。使大家對鹿港的特色及二百多年前防風建築科學有更進一 步的
認識。 
    總而言之，在二百多年前，鹿港為了阻擋冬季強烈的海風（九降風），巷道設計
採用 T 型交叉方式，狹窄多折，建築房屋每建十間左右，巷道便一曲，這樣便能斷
風沙，釀造春暖，連現代建築師對先民的建築科學都嘖嘖稱奇。 
 
貳、研究動機 
      

冬天每天早晨從家到師院做晨跑時，走到 XX 師院附近（兩邊高樓聳立）時，

風力突然會變大。經詳細觀察發現在不同的地點風力大小的確會有不同。 
    風力為什麼會變大變小呢?是受高樓的影響嗎?為解開此謎，約了同學去請教老

師，老師鼓勵我們進行實驗，同時指示我們對鹿港的『曲巷冬晴』加以探索。 
 
參、研究目的 
 
1、風力計的設計與製作 
2、探討空氣流動特性與受到建築物及地形、障礙物等影響。 

A、探討風撞到建築物後流動特性（流向、風力變化） 
B、探討當建物構成各種型態巷道後，會產生不同風分佈情形及風力變化情形。 
C、探討巷道建築高低、巷道寬窄、長短對風力的影響，及風力流動情形。 
D、探討巷道風通過連續彎道對風力變化的情形。 

3、實地印證建物和風的關係 
A、本校附近大街小巷實地觀察、實測、探討。 
B、探索彰化鹿港的『曲巷冬晴』在強大的海風下不會受海風侵襲的玄機。 
 



6、設計當建物構成各種型態的通道—利用高樓模型—利用高樓模型、排列構

成各種不同角度的型體巷道。

7、利用電風扇及風力計進行實驗 
○１風的流向○２風力變化○３巷道寬、窄、長、短和風力變化的關係。

8、實地印證建物和風力的關係—尋找和各種實驗類型類似的巷道，實地

進行風測，並和 6 個實驗結果做比較印證。探索彰化鹿港的「九曲巷」建

築之玄機及「曲巷冬晴」的生活智慧。 

1、發現問題--穿梭大街小巷注意觀察。 

2、搜集資料—查閱有關空氣流動特性及建築物和風的關係書籍; 電腦網路。

3、設計製作風力計—利用廢物、設計製作準確可用的風力計。

4、檢測風力計—利用電風扇實驗並配合專用風力計作檢測。

5、設計製作高樓模型—利用木材製作長方體高樓模型。

肆、研究設備器材 
 
    自製風力計、專用風力計、長方體木箱（10*10*30cm、10*10*15cm）各 40 個、
電扇、香。 
 
伍、研究過程： 
A 計劃： 

研究歷程表 
 
 
 
 
 
 
 
 
 
 
 
 
 
 
 
 
 
 
 
 
 
 
 
 
 
 
 
 
 
 
 
 



B、過程 
 
研究一 準確可用的風力計設計與製作 
因此我們努力突破設計出下列風力計 
一、A 型風力計 
甲、方法：利用木板鐵絲、膠帶、橡皮筋、吸管、棉線。如下結構製作 
 
 
 
 
 
 
 
 
乙、結果： 

1、風力使風車轉動而拉動指標（棉線和橡皮筋相接處） 
2、以風力能把棉線拉動指標上的格數表示風力強弱。 
3、每次以風車停止時（風車力量拉動橡皮筋極限時）為觀察點。 

丙、發現： 
1、有橡皮筋拉住絲線，並可明確指出風力大小數據。 
2、橡皮筋和絲線連接處的指標較難固定。 
3、較易損壞。 

 
二、Ｂ型風力計 
甲、方法：利用滑軌和橡皮筋的拉力，如下圖製作。 
 
 
 
 
 
 
 
乙、結果： 

1、滑軌固定在木板上非常牢固。 
2、指標固定在滑軌上的受風盤木板支架，牢固又數據明確。 
3、橡皮筋，可隨風力大小變換（增減）橡皮筋。 

丙、發現： 
1、操作方便，結果明確又耐用。 
2、可以利用電扇配合市面上專用風力計，劃定風力指標刻度，便有專用風力計的

功能。 



三、Ｃ型風力計 
甲、方法： 
 
 
 
乙、結果： 

此型風力計效果最理想，可以明確顯出最高風速。 
丙、發現： 

有橡皮筋拉出絲線，塑膠質整理帶只進不能退，可以明確指出最大風力數據。 
 
四、D 型風力計 
甲、方法： 
 

 
 
 
 
乙、結果： 

此型風力計雖然較笨重，但適合在室外大街小巷實測風力。 
丙、發現： 

1、屋外風力較強，需採用較粗的橡皮筋。（可以增加橡皮筋數） 
2、不同地點實測風力，風力計都需保持水平，高度也一樣，結果才能正確（指

同一巷道） 
研究二 自製風力計的檢測 
甲、方法：1、利用電扇實測自製風力計並與專用風力計相互配合檢測再對照。 
           2、利用建物模型排成巷道，並畫出距巷口 10cm，30cm，60cm 實驗地

點，分別用弱風、強風做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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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利用塑膠質整理帶(止進不退

裝置)及橡皮筋拉力製作。 

1、如Ｂ型風力計製法，只是滑軌長一點
（30cm），底盤較粗大，受風盤也較大。
2、利用三夾板及三腳架製作風力計架

子。（三腳架採用能自由伸縮調整高度）



乙、結果： 
A.自製風力計檢測結果記錄表 

風力計 
檢測地點 

巷口 0cm 離巷口 30cm 離巷口 60cm 

次數 1 2 3 平均 1 2 3 平均 1 2 3 平均風
力
弱 

結果 8.6 7.8 9.1 8.5 7.7 7.5 7.3 7.5 10.8 9.8 10.9 10.5

次數 1 2 3 平均 1 2 3 平均 1 2 3 平均

結
果 

風
力
強 結果 10.8 11 12.4 11.4 9.6 9.4 9.5 9.5 13.2 12.5 11.8 12.5

 
B.專用風力計檢測結果紀錄表 

風力計 
檢測地點 

巷口 0cm 離巷口 30cm 離巷口 60cm 

次數 1 2 3 平均 1 2 3 平均 1 2 3 平均風
力
弱 結果 2.1 1.98 2.16 2.08 1.8 1.88 1.87 1.85 2.2 2.4 1.76 2.12

次數 1 2 3 平均 1 2 3 平均 1 2 3 平均

結
果 

風
力
強 結果 2.5 2.3 2.97 2.59 2.1 2.2 1.76 2.02 2.7 2.9 2.92 2.84

 
丙、分析： 
  1、自製風力計實測風力結果和專用風力計效果相同，祗是自製風力計之數字只能

供比較，而專用風力計之數字係真正風力數據。 
2、兩種風力計對照結果相吻合，証明我們所設計自製的風力計是準確可用的。 

 
研究三 探討風撞到建築物後流動特性及風力變化情形。 
註：因空氣（風）是無色無味的東西，我們不易觀察到，藉著燒香白煙的流動，使

我們容易觀察到空氣流動（風）的現象。 
甲、方法：1、利用長方體小木箱排成正方體、長方體、圓柱體建物模型體。 
           2、檢測點分別在建物前、左側、右側及後面，分 A（迎風面）、B1（左

側前）、B2（左側中）、B3（左側後）、C1（右側前）、C2（右側中）、
C3（右側後）、D（背風面）八個測風點。 

           3、檢測方法如研究二，分別做風（空氣）流動情形及風力變化情形實 驗。 



           4、分別記錄比較分析。 

         

 

                         

 

  ＊                         ＊                                 ＊ 

      風源                        風源                            風源 

（電風扇）                  （電風扇）                      （電風扇） 

（二）風撞到建物時，風力變化情形 
風力變化情形記錄表 

建物別 建物受風面窄 建物受風面寬 建物受風面圓 

位置別 A B1 C1 B2 C2 B3 C3 D A B1 C1 B2 C2 B3 C3 D A B1 C1 B2 C2 B3 C3 D

風力 2.59 2.1 2.2 2.3 2.35 2.5 2.6 0 2.59 2.01 2.1 2.2 2.25 2.35 2.4 0 2.59 2.2 2.3 2.35 2.4 2.1 2.05 2.1

備註 利用強風、專用風力計測試 

丙、發現： 
     1、風撞到建物牆壁會反彈，並向四方分散。 
    2、正方體、長方體建物後方沒有風。 
    3、大樓受風面越窄，背風面的面積越小，受風面越寬，背風面的面積越大。 
    4、大樓受風面寬，建物左右兩側風力會增強，大樓窄則沒有。 

5、風撞到圓柱體後，在圓柱體後會有旋流。 
 
研究四 探討風通過直線巷道、無尾巷道（死巷）和轉彎巷道後風流動情

 形及風力變化情形  

乙、結果： 
（一）、風撞到建物時，風向變化情形，觀察燒香的白煙流動情形，如下圖： 

C3 D 
 

B3 

C2 
 B2 

C1 A B1 

C3 
D 

（背風面）
B3 

C2 
 B2 

C1 
 
 

A 
B1 

 

C3 
D 

B3 

 

C2  B2 

C1 

 
 

A 
B1 



甲、方法：1、利用長方體小木箱排成直線巷道、無尾巷道（死巷）和轉彎巷道。 
           2、以燒香的白煙放在風源前，觀看白煙的流動情形。 
           3、以電風扇為風源，在巷道定點○１~○４放置風力計檢測。 
           4、用自製 B 型風力計及專用風力計檢測風力。 
           5、利用點燃臘燭，觀看火焰變化情形(弱風)。 
乙、結果： 

A. 風流動情形記錄圖   風力：弱風  

 
 

B. 風力變化紀錄圖表（一）（自製風力計）風力：強風 
    
    
    
    
    
    
    
    
    
    

結
果 

 

    

檢測點 ○１ ○２ ○３ 

註：● 代表直線巷道 ，▲ 代表轉彎巷道  ， ◆ 代表無尾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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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力變化紀錄表（二）（專用風力計）風力：強風 

    
    
    
    
    
    
    
    
    
    

結
果 

 

    

檢測點 ○１ ○２ ○３ 

註：● 代表直線巷道 ，▲ 代表轉彎巷道  ， ◆ 代表無尾巷 

丙、發現 
（1） 直線巷道離巷口越遠風力變大的情形越大。 
（2） 彎曲巷道○２號處風力會變大但到○３號風力就變小。 
（3） 無尾巷道○２號處風力明顯變小。 
研究五 探討巷道的寬度、長度、高度和風力變化的關係 
甲、方法：A，直巷道巷道寬度 

1. 利用長方體小木箱排成長 60cm、高 30cm 的直巷道，巷寬分別為○1 15cm ○2

25cm ○3 35cm。 

2. 分別在檢測點○1 、○2 、○3 …，利用電扇做成風源分別用自製 B 型風力計和專

用風力計做實驗檢測。 

3. 分別紀錄並製成圖表做分析。 

B，直巷道巷道高度（兩旁建築物高度） 

□１利用長方體小木箱排成長 60cm、寬 20cm 的直巷道，巷高分別為○1 15cm 

○2 30cm ○3 45cm，再如實驗 A 方法進行。 

C，直巷道巷道長度 
□１利用長方體小木箱排成寬 20cm、高 30cm 的直巷道，巷長分別為○1 40cm 

○2 60cm ○3 80cm，再如實驗 A 方法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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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結果： 
A、巷寬 
 
 
 
 
 
 
 
 
 
 

  

 
 
C、巷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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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道寬度、長度、高度和風力變化關係實驗結果記錄圖表 

項目 寬   度 高   度 長   度 

寬高長度 大 
35cm 

中 
25cm 

小 
15cm

大 
45cm

中 
30cm

小 
15cm

大 
80cm 

中 
60cm 

小 
40cm

結果 
比較名次 3 2 1 1 2 3 1 2 3 

備註 風力：強風                  1 代表風力最大 
風力計：專用風力計 

丙、發現： 

（1） 直通巷道，巷道寬度和巷道內的風力變化情形成反比。 

（2） 直通巷道，巷道高度和巷道內的風力變化情形成正比。 

（3） 直通巷道，巷道長度和巷道內的風力情形成正比。 
 
研究六探討風流入巷道岔道內的分佈情形及風力變化情形。 
甲、方法：1.利用長方體大小木箱排成岔巷道（如下列圖形） 

2.如研究四實驗方法進行檢測。 
乙、結果： 
註：A、B、C 巷道寬度均為 20cm。 
 
 
 
 
 
 
 
 
 
 
 
 
 
 



A、風力分布情形  風源：電風扇 
 

 
 



岔道類型 

檢測點 

丙、發現： 
圖（一）風由 A 巷口吹入，沿著 B 巷道右側風力較大，左側只有很微弱的風，但到

巷口○４有均勻的風出現。（左、右） 
圖（二）風由 A 巷口吹來，沿著 B 巷道右側風力較大，B 巷口左側的風都很微弱，

風繼續延右側流動而造成左小右大的情形。 
圖（三）風由 A 巷口吹入，由於風直接撞到 C 巷道，所以反彈後就充滿 C 巷道，而

風經此岔道會在 B 巷道中形成彎曲的氣流。 
圖（四）風由 A 巷口吹入，A 巷、C 巷成一直線，遇到左側的 B 巷道岔道處，會在

B 巷道中形成角度較小的彎曲氣流。 
圖（五）風由 A 巷口吹入，由於風直接撞到 C 巷道而產生＞150°的入射角，所以反

彈後就充滿 C 巷道，在 B 巷道岔道口出現風力微弱的現象。 
圖（六）風由 A 巷口吹入，撞到 C 巷道反彈後會與原來的風混雜，而造成岔道處風

力紊亂且反向流入 B 巷道中。 
 
B、風力變化情形 

巷道岔道內風力變化檢測結果記錄圖表 

項目 
 

○1  ○2  ○3  ○4  ○5  備註 

岔道（一） 2.53 0 2.3 2.1  
岔道（二） 2.51 2.1 1.58 1.84 1.65 
岔道（三） 2.54 2.42 2.3 2.2  
岔道（四） 2.52 0.81 2.4 2.1 1.14 
岔道（五） 2.48 0.2 2.31 2.1  

結 
 
 
 
 

果 
岔道（六） 2.56 0.56 2.24 2.15 0.2 

風力計：
專用風力計

風力： 
強風 

 
研究七探討巷道風通過連續彎道對風力變化的情形。 
 
甲、方法：1.利用長方體小木箱排成連續彎道（如下面圖形） 

2.如研究四實驗方法進行檢測。 
 
 
 
 



乙、結果 
 

 

 

 

 

 

連續彎道風力變化情形檢測結果記錄圖表 
      
      
      
      
      
      
      
      
      
      

結
果 

 

      

檢測點 ○１ ○２ ○３ ○4  ○5  

註：● 代表無蓋   ▲ 代表有蓋        風力：強風 

丙、發現：1.風進入巷道後的風力都大為減弱。 
   2.單向連續彎曲設計的巷道，更不利於風的流通。 

  3.彰化鹿港的「九曲巷」就是利用此原理建築房屋之時，    
    每十間左右路便一曲，一來風力即被建築物所阻而分   
    散，冬天寒意逼人、但「九曲巷」內則靜暖如春，證 
    明曲巷有著不受海風侵襲的功用。 

研究八實地印證建築物和風的關係。 
甲、方法：(A)、本市大街小巷，不同巷道（限風的來向和巷道走向相同）利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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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製 C 型風力計實地檢測風力的變化情形。 
           (B)、探索彰化鹿港的「九曲巷」建築之玄機。 
乙、結果： 

A、本市巷道實地檢測結果 
 
 
 
 
 

 

B、彰化鹿港「九曲巷」建築玄機 
 

 
 

 
 
 
 

 
陸、討論 
一、二百多年前先民防風建築科學（鹿港「九曲巷」）的探討。 
1、 由電腦網路所得—大部分的鹿港老街中的巷道大多可稱為「九曲巷」。它是鹿港

巷道的一大特色。其中以「金盛巷」在「九曲巷」方面的特色表現最明顯。同時

也保存的最為完整，因此在此研究中，就以「金盛巷」作為研究對象。 
2、 由金盛巷實地觀察，現有保存下來的古代民居所得發現： 

（1）巷道：狹隘彎曲多折，設計原則為 T 型交叉方式和一般的十字交會方式不

一樣，十分特別巧妙。 
（2）房屋：建築時，採迂迴方式排列建築，每建 10 間左右路便一曲。 

二、鹿港「九曲巷」的生活智慧。 
    由實地檢測結果： 
    印證：九曲巷的曲折雜亂隨者產生了幾個功能。 
1、 防風防砂：巷道狹隘彎曲多折，強勁的風力被建築物所阻而分散，削弱了風力。 
2、 防盜匪：鹿港接近河岸洪口，時有海盜出沒，由於巷道曲折，可以防止海盜土匪   

的侵擾。 
3、 形成一種特殊的生活空間—冬天寒意迫人，但進入「九曲巷」內則靜暖如春，成 

為左鄰右舍往來交談及孩童嬉戲玩耍的最佳空間。 

穿梭大街小巷 
觀察、研究、實測 

日誌 
實測紀錄表 

九曲巷地圖 

      九曲巷 
觀察、研究、實測 

日誌 
實測紀錄表 

本市建市之初街道方
位之取向何風向關係
探討紀錄 
○1 訪問氣象所記錄 
○2 訪問市府記錄 

訪問鹿港
鎮公所記
錄 
訪問鹿港
鎮老人會
記錄 



三、本市街道設置之初，是否有避開東北季風來向的考量？ 
我們穿梭學區內(舊市區)大街小巷，首先利用風向器，測定風向來選擇測試地

點，發覺本市建市時(日本統治期)對舊市區街道走向規劃和東北季風風向有關，

引起我們研究興趣。 
結論： 
1.本市市街最先是棋盤型再擴展成輻射型設計。 
2.街道的走向和東北季風的風向不同，大概有避風的考量。 

(詳細探討過程請看附件) 
柒、研究結論 
1、大家所搜集設計製作的風力計，都無法簡單明確顯現出明確的數據不

理想也不完美。 
2、我們所設計的風力計不易對很微弱風的測定，應設法找到更精準的測

微風風力計。 
3、風是直線進行的，遇障礙物會轉彎轉向，造成同時間風向不同。 
4、風撞到較高的建築物，風必定四散，致使風越強。 
5、樓層低的建物對四週風力影響不大，大致維持在原受風的狀況。 
6、建物高低，在建物附近的風向都會向建物左、右兩側偏向。 
7、風撞到較寬的建物，風會往四周分散，且擋風面較寬，使風力更為增

強。 
8、大樓寬、窄和背風面的面積或正比。 
9、直巷道巷道兩旁建物的高度，巷道的寬度、巷道的長道、巷道的長度

會影響巷內風力的變化。 
10、單向連續轉彎彎曲設計的巷道，不利於風的流通，使原來的強風變小

變無。 
11、巷道內有銳角與鈍角的分岔巷道，出現時，風會向角度較大（鈍角）

的方向流去，在形成銳角方向的巷道幾乎無風。 
12、當有分岔巷道正對主風道時，流入分支道中的流量隨夾角的不同，流

量會有差異。 
13、當巷道角度成直角（90°）時，在垂直風向的岔道內的風力非常微弱，

可見空氣無法垂直轉彎。 
14、風通過單向的彎道（L 型）時，風力可在轉彎處突然增加，但若遇到



單向的連續彎道，則第一個轉彎處就被阻擋了。 
15、大樓旁有小巷，風由正前方吹入時，經過小巷左側中，左側後，風力

會增強。 
16、風由寬巷進入窄巷時，風力都會增強；若由窄巷進入寬巷，則風力明

顯的減弱。 
17、風吹入巷道，風力會集中在巷道中間，致使風力增強。 
18、蠟燭火焰對風非常敏感，由觀察火焰的走向，可以看出空氣的流動情

形。 
19、本研究最得意的是： 

A、日常生活用品製作實驗器。 
B、研究工作不停，如風力計的製作，在地方展一週前才研發出 C

型。地方評分前一天才發現利用蠟燭火焰來觀察風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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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組 生活與應用科學科 

 

佳作  

 
080819 

200 多年前生活智慧大公開-探討鹿港『曲巷

冬晴』防風科學之玄機 

 

臺中市西區忠孝國民小學 

 

評語： 

本作品探討建築物排列對風的影響，且自製風

力計與模擬巷道，兼具創意與動手能力，且作

品持續改良並到鹿港實地驗證，故推薦為佳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