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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風對不同建築物的影響情形 

摘要 

首先以風洞實驗器固定風速、風源位置，測定建築物質量與受風面面積的關係。其次採

用攝影機攝影風吹襲不同形體之建築模型，以慢速播放來觀察模型的振動情形；並利用乾冰、

色光照射，佐以攝影播放觀察建築物周遭氣流之流動情形，求取氣流方程式。最後利用上述

方法，測定風對不同複合式建築物之振動及氣流流動變化情形的影響。 

實驗發現建築本體愈重時，風影響其振動頻率也就愈小，這是因建築物受到地球引力愈

大，風要吹動建築物所需的作用力也愈大。而建築物雖受風面面積一樣，但若受風吹襲的方

位不同，仍會造成建築本體振動頻率相當大的差異，這將造成居住在其中的人感到不舒服及

不安。實驗中並發現以另一棟建築相組合(複合式建築)可有效降低振動頻率：若多棟建築地

基連結在一起，則抓地力愈大，穩定度愈高；或當多棟建築本體利用連結建築連接在一起，

則加起來之總質量遠大於單棟建築物之質量，因此風造成振動頻率就變小了。故整體而言，

附加建築是降低風影響建築物振動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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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 

台灣地區常會受到颱風的侵襲，在美洲更飽受龍捲風的威脅。隨著科技的演變及土地

的受限，各建築物愈來愈著重在「向上」而非傳統的橫向發展，各國似乎也當是一種變相

的競爭。從雙子星而到我們的台北１０１大樓，「聳入雲霄」似乎已不再是神話般的建築，

「摩天大樓」也佔據了每個大都會。這些建築的背後蘊藏了許多的高科技。毫無疑問的，

一棟優秀的建築是必須做全方位考慮的，而最主要的因素當然是風的影響，愈是高聳入

雲，所承受風壓必然也愈大。在國中的課程（南一版自然生活與科技）發現到風災對建築

影響的嚴重性，使我們想到許多問題，當風吹過這些高聳且奇形怪狀的建築時，氣流的流

向會如何改變？而風對不同形體的建築又會造成怎樣的影響？一連串的問號迫使我們有

著「心動不如馬上行動」的衝動。因此，我們決定本著防災於未然的心態研究有關這些建

築物之「風的足跡」，到底如何變動？ 

 

貳、 研究目的 

一、 探討受風面面積大小與受風吹襲影響程度的關係。 

二、 探討規則形體（如ｎ角柱）受風吹襲後，形體周遭氣流的變動情形。 

三、 探討不規則形體(如複合式建築)受風吹襲後，形體周遭氣流的變動情形。 

四、 探討建築物受風吹襲後的振動頻率。 

五、 經由資料及數據瞭解建築基本資料與架構，並延伸至日常生活中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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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器材設備 

儀器名稱 數量 儀器名稱 數量 

珍珠板、保麗龍模型 6個 風洞實驗器(25m/s) 1台 

電路組(燈泡、電線) 1組 釘子(3g/個) 約 20個 

座標圖(單位長為 1cm) 1張 乾冰 約 500g 

攝影機 1台 風速計 1台 

數位相機 1台 玻璃紙 (10×10)cm2 

手電筒 2台 魔鬼氈 (15×30)cm2 

 
風洞實驗器 

 
攝影機 

 
三角大樓 

 
公寓型大樓 

 
五角大廈 

 
六角狀建築 

 
羅馬競技場 

 
埃及金字塔 

 

風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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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 探討單一建築物受風吹襲的實驗 

（一）實驗一：測定建築物受風面面積大小與受風吹襲影響程度的關係。(註)(圖一) 

材料：保麗龍板、風洞實驗器、電路組、釘子(3g/個)、鋁箔 

控制的變因：風速、風源位置、保麗龍厚度、模型位置 

操縱的變因：受風面面積 

應變的變因：模型之質量 

實驗步驟： 

1.將貼有鋁箔之保麗龍板一邊固定，用風洞實驗器吹風使保麗龍板升起。 

2.當風將保麗龍板吹升至一定高度(約 8cm)時，鋁箔碰觸線路隨即啟動電路系統而

使燈泡發亮。並逐漸將釘子釘在保麗龍板上，使之重量逐漸加重，測定當振幅為

8cm時的釘子個數，以測定模型本體之重量。 

3.改變保麗龍之受風面面積後重複第 2個步驟實驗。 

4.多次實驗後去掉誤差值超過 10%之數據後平均 

註：由 F=P×A中，因 P不變，此時 A愈大，F 也愈大，故模型受風面面積愈大，

影響程度也就愈大。我們便用物體質量來解釋其程度，因受地球引力愈大，便

須以愈大的 F 吹動達 8cm 的振幅。故建築物質量愈大，代表受風吹襲影響程

度愈高。 

電路尚未啟動 

 

 

電路啟動時 

 

圖一：測定建築物受風面面積與受風吹襲影響的實驗。 

                用以比較相同風速而不同受風面面積與建築物質量的關係。 

 

砝碼 

電池組 

燈泡 

保麗龍 

吸
管
支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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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二：固定風源吹襲單一不同形體之建築物，測定它們的周遭氣流。 

(圖二、圖三) 

材料：珍珠板模型、風洞實驗器、座標圖(單位長為 1cm)、乾冰、攝影機 

控制的變因：受風面面積、風速、風源位置 

操縱的變因：不同形體之建築物模型(如圓柱、三角柱、四角柱等) 

應變的變因：物體周遭之氣流 

實驗步驟： 

1.製作實驗模型，將模型放在自製座標圖之原點。 

2.將風源立在(0，16)處，使風以平行方向吹向模型。 

3.將乾冰放在模型後端(0，－4)。 

4.以攝影機拍攝乾冰附近煙霧小水滴之流動情形。 

5.更換不同形體之建築以觀察氣流流動現象。 

6.利用座標系推算出氣流流動之方程式 。 

 

 

圖二：測定氣流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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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以固定風速吹襲各種不同形狀之建築物觀察乾冰煙霧飄動的情形 

 

 
 
 

 

三角大樓 

 

五角大廈 

 

 

公寓型大樓 

 

 

羅馬競技場 

 

埃及金字塔 

 

實驗所用之乾冰 

 
 
  
乾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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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三：測定風吹襲單一建築物時之振動情形。(圖四、圖五) 

材料：珍珠板模型、攝影機、風洞實驗器、電路組 

控制的變因：受風面面積、風速、風源位置 

操縱的變因：不同形體之建築物模型 

應變的變因：建築物每 10秒之振動次數 

實驗步驟： 

1.製作實驗模型，將模型放在自製座標圖之原點。 

2.將風源立在(0，16)，將風以平行方向吹向模型。 

3.借助電路組測定振動次數：當建築物本體振動達一定幅度時（約 1mm），隨即啟

動電路，燈泡也就隨之亮起。再以攝影機拍攝燈泡亮滅情形，在電腦上以慢速撥

放來觀察燈泡亮滅次數，以推論其振動次數。 

4.測定風對各種不同形體建築物振動次數之影響。 

5.畫出不同形體之建築物模型與振動次數關係圖。 

 

 

圖四：測定振動情形簡圖 

←──────  風 
←──────  吹 
←──────  襲 
←──────  之 
←──────  方 
←──────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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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各種建築物被相同風速的風吹襲時的振動情形 

 

 

 

 

 

 三角大樓 

 

 

公寓型大樓 

 

 

五角大廈 

 

 

羅馬競技場 

.                 

埃及金字塔 
 

觸碰裝置 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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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探討複合建築物受風吹襲的實驗 

（一）實驗四：探討單一建築物附加建築時以固定風速吹襲時之氣流流動的情形。 

材料：複合式建築模型、風洞實驗器、座標圖(單位長為 1cm)、乾冰、攝影機 

控制的變因：主體建築、風源位置、風速、主體建築與附加建築的位置關係(前後) 

操縱的變因：附加建築的不同 

應變的變因：建築周遭之氣流 

實驗步驟： 

1.製作實驗模型，將模型放在自製座標圖之原點。 

2.將風源立在(0，16)處，使風以平行方向吹向模型。 

3.將乾冰放在模型後端(0，－4)。 

4.將手電筒配置紅色玻璃紙，用色光照射乾冰，並觀測煙霧流動情形。 

5.以攝影機攝影並擷取畫面。 

6.將實驗結果以方程式及圖形表達。 

（二）實驗五：探討風吹襲單一建築物附加建築物時其振動情形。 

材料：複合式建築模型、風洞實驗器、座標圖(單位長為 1cm)、攝影機、 電路組 

控制的變因：主體建築、風源位置、風速 

操縱的變因：附加建築的不同 

應變的變因：複合式建築每 10秒之振動次數 

實驗步驟： 

1.製作實驗模型，將模型放在自製座標圖之原點。 

2.將風源立在(0，16)處，使風以平行方向吹向模型。 

3.用電路組輔助以測定振動頻率，當建築物本體振動達一定幅度（和原建築物鉛垂

線比較，架設線路之裸露電線彼此相距約 1mm），隨即啟動電路，而燈泡也就隨

之亮起。再以攝影機拍攝燈泡亮滅情形，在電腦上慢速播放來觀察振動次數。 

4.測定風對不同形體建築物之振動次數。 

5.畫出附加建築之形體與振動次數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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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結果  

一、 探討單一物體受風吹襲的實驗 

（一）實驗一：測定建築物受風面面積大小與受風吹襲影響程度的關係。（請參照 p4） 
(表一、圖六) 
表一：各種保麗龍板被固定風速吹襲時所能負載釘子個數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9×9 10×10 

第一次 2 3 5 6 9 13 17 19 23 25 

第二次 3 4 4 6 9 14 19 19 23 25 

第三次 3 3 6 8 8 14 17 19 24 24 

平均 3 3 5 7 9 13 18 19 23 25 

測定風對建築物質量之影響

0

10

20

30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9

1
0
×1
0

保麗龍板面積(cm2)

 

圖六：被固定風速吹襲時所負載釘子個數與保麗龍板受風面面積關係圖 

 

結果：由(表一)發現保麗龍板表面積愈大，可負載更多的圖釘，即受風吹之面積愈

大，受風吹的力量也愈大，故模型質量愈大就能承受更大的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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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二：固定風源吹襲單一不同形體之建築物，測定它們的周遭氣流。（請參照 p5） 
(表二、圖七) 

以下方程式是以攝影機錄影，再以電腦快速播放後擷取畫面所計算出來的，因
氣流在快速播放後會幾近於一直線，故可利用此來計算。 

如三角大樓之氣流通過點為(?1，?17.5) (0，7.5) (1，7.5)，這樣便可計算出該氣
流方程式為 y= ?3(x?2)²+10.5。 

表二：各種單一建築物受固定風速測試數據及氣流流動之方程式 

  

  

  

圖七：不同建築模型受固定風速的風吹襲後氣流流動之方程式 

物體形狀 實驗數據 氣流流動之方程式 

三角大樓 
(?1，?17.5) (0，7.5) 

 (1，7.5) 
y= ?3(x?2)²+10.5 

(?9 x 9)≦ ≦  

公寓型大樓 
(?5，?51.9) (0，14.7) 

 (6，?24.2) 
y=?1.8(x?1.2)²+17.3 

(?7 x 7)≦ ≦  

五角大廈 
(?3，?4.8) (0，17.7) 

 (5，?4.8) 
y= ?1.5(x?1)²+19.2 

(?6≦x 6)≦  

六角狀建築 
(?3，20.7) (0，22.9)  

(4，?7.8) 
y= ?1.2 (x+1.2)²+24.6 

(?5 x 5)≦ ≦  

羅馬競技場 
(?6，?82.8) (0，6.2) 

 (5，3.4) 
y= ?1.4(x?2.3)²+13.6 

(?7 x 6)≦ ≦  

埃及金字塔 
(?3.6，?22.8) (0，20.4)  

(2.7，1.8) 
y= ?3(x?0.2)²+20.5 

(?4 x 4)≦ ≦  

羅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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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上圖是以友立資訊 DV Player快速播放後，由其影像擷取 10張不同時間之畫面

重疊後，取其出現次數最多者，並由此畫面之座標系(實驗時桌面已放置座標圖)

求出氣流方程式。但研究發現建築物角數較多者擾動氣流也較多，此部分因所

學有限，希望再以後深入研究時，能正確探討出其相關性。 
 
（三）實驗三：測定風吹襲單一建築物時之振動情形。（請參照 p7）(表三、圖八) 

表三：以固定風速的風吹對各種單一建築物的振動次數 

 

三角 
大樓 

公寓型 
大樓 

五角 
大廈 

六角狀

建築 
羅馬 
競技場 

埃及 
金字塔 

第一次 24 35 24 18 13 10 

第二次 20 31 25 14 14 13 

第三次 29 37 21 17 13 11 

平均 24 34 23 16 13 11 

24

34

23
16 13 11

0

10

20

30

40

振動次數
(次/10s)

建築物類型

風對單一不同建築物所造成之振動頻率

 

圖八：不同形體建築物在受風面積相同、風速相同下受風吹襲之振動頻率關係。 

結果：很明顯的，當受風面面積相同時，建築物與地面接觸面積愈大，振動頻率就

愈小，因為著地力愈大，建築物振動的情形也就愈小。另外振動的頻率和風

向與受風面位置、形狀關係也有很大的關係。這方面牽涉到建築物結構學的

部分，因所學有限，仍待日後突破。 

埃
及
金
字
塔 

 

羅
馬
競
技
場 

 

六
角
柱
建
築 

 

五
角
大
廈 

 

公
寓
型
大
樓 

 

三
角
大
樓 

物 

體 

形 

狀 

每 
10 
秒 
之 
振 
動 
次 
數 實 

驗 
別 



 13 

 

二、 探討複合式建築物受風吹襲的實驗 

(一) 實驗四：探討單一建築物附加建築時以固定風速吹襲時之氣流流動的情形。 

（請參照 p9）(表四、表五、表六、表七) 
 
表四：以固定風速吹襲主體建築為三角大樓時，各附加建築之測定數據及氣流流動方程式 

 

附加建築之形體 實驗數據 氣流流動之方程式 

公寓型大樓 (?4，?33.6) (0，14.4) 
 (3，8.4) 

y= ?2(x?1)²+16.4 
(?6 x 5)≦ ≦  

五角大廈 (?6，1.7) (0，18.5) 
(5，5) 

y= ?0.5(x+0.2)²+18.5 
(?7 x 7)≦ ≦  

六角狀建築 (?6.5，?10.8) (0，21.4) 
(7，?29) 

y= ?0.9(x+0.5)²+21.6  
 (?7 x≦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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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以固定風速吹襲主體建築為公寓型大樓時，各附加建築之測定數據及氣流流動方程式 

 

附加建築之形體 實驗數據 氣流流動之方程式 

公寓型大樓 
(?10，?0.5) (0，18.7) 

 (11，?6.4) 
y= ?0.2(x+0.2)²+18.7  

(?12 x 12)≦ ≦  

五角大廈 
(?4，16) (0，19.4)  

(5，?3.4) 
y= ?0.6(x+1.3)²+20.4  

(?7 x 7)≦ ≦  

六角狀建築 
(?7，?36.3) (0，21.6)  

(8，3.7) 
y= ?0.7(x?2.4)²+25.6 

(?9 x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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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以固定風速吹襲主體建築為五角大廈時，各附加建築之測定數據及氣流流動方程式 

 

附加建築之形體 實驗數據 氣流流動之方程式 

公寓型大樓 (4.6，0.3) (0.2，28.4)  
(?3.2，?7.8) 

y= ?1.6(x?0.4)²+28.5  
(?5 x≦ ≦5) 

五角大廈 (4.2，?5.4) (?0.5，?27.1) 
(?3.5，?21.5) 

y= ?3(x?0.7)²+31.4 
(?6 x 5)≦ ≦  

六角狀建築 (?2.5，?1.3) (0，?16.2)  
(3，4.2) 

y= ?2(x?0.5)² +16.7 
(?4 x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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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以固定風速吹襲主體建築為六角狀建築時，各附加建築之測定數據及氣流流動方程式 
 

附加建築之形體 實驗數據 氣流流動之方程式 

公寓型大樓 
(0，20.5) (1，19.6)  

(?1，19.6) 
y= ?0.9x²+20.5 

(?6 x 6)≦ ≦  

五角大廈 
(1，18.9) (0，23.1)  

(?2，22.5) 
y= ?1.5(x+0.9)²+24.3 

(?5.5 x 6)≦ ≦  

六角狀建築 
(3，24.5) (0，22.3)  

(?6，?79.2) 
y= ?1.8(x?1.7)²+27.5 

(?7 x 7)≦ ≦  

  

 

 

 

結果：當主體建築為三角形時，迎風角較小時氣流會較向內。我們發現若主體為五邊形、

六邊形，迎風角較大氣流會較往外。故主體建築的迎風角大小會影響到附加建築的

振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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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五：探討風吹襲單一建築物附加建築時其振動情形。(請參照 p9) 
(表八、圖九、表九、圖十、表十、圖十一、表十一、圖十二) 

 
表八：以固定風速吹襲主體建築為三角大樓時，各種附加建築的振動次數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 

公寓型大樓 16 15 16 16 

五角大廈 17 16 18 17 

六角狀建築 14 16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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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以固定風速吹襲主體建築為三角大樓時，各附加建築的振動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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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以固定風速吹襲主體建築為公寓型大樓，各種附加建築的振動次數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 

公寓型大樓 27 29 26 27 

五角大廈 30 32 29 30 

六角狀建築 28 26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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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以固定風速吹襲主體建築為公寓型大樓，各附加建築的振動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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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以固定風速吹襲主體建築為五角大廈，各種附加建築的振動次數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 

公寓型大樓 20 19 22 20 

五角大廈 17 16 19 17 

六角狀建築 15 14 1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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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以固定風速吹襲主體建築為五角大廈時，各附加建築的振動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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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以固定風速吹襲主體建築為六角狀建築，各種附加建築物的振動次數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 

公寓型大樓 13 11 11 12 

五角大廈 10 10 11 10 

六角狀建築 9 10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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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以固定風速吹襲主體建築為六角建築時，各附加建築的振動次數 

 
    結果：實驗發現，在建築物的背風面通常是整個風場的風力最弱處，是建築房屋的最佳

地點。另外也發現若將多棟建築物連結在一起，將可有效減低振動情形，因為當
地基連結在一起時，整體建築的底面積將大幅加大，相對的，抓地力也就更大了。
由表四及圖九發現，主體建築為三角大樓附加五角大廈之受風面積大於主體建築
為三角大樓附加公寓型大樓，故振動頻率較大；由表五及圖十發現，主體建築為
公寓型大樓與附加五角大廈與附加六角狀建築，受風面相等，但前者質量小於後
者，故振動頻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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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研究討論 

研究討論 

一、 探討單一物體受風吹襲的實驗 

(一) 實驗一：測定建築物受風面面積大小與受風吹襲影響程度的關係。 

討論：由 p10的(表一)及(圖六)可由 F＝P×A推知，當風壓(P)固定不變時，受風面

面積(A)愈大，則建築物受到的力(F)也愈大。如此便可推論出建築物受風面

面積與受風吹襲之振動影響程度。 

(二) 實驗二：固定風源吹襲單一不同形體之建築物，測定它們的周遭氣流。 

討論：由 p11(表二)及(圖七)中可看出單一建築受風吹襲後的氣流流動情形。迎風

角愈大之建築物。氣流吹過建築後開口也愈大，由此可推論出在迎風角較

大之建築物後方較不受風吹襲之影響。 

(三)：實驗三：測定風吹襲單一建築物時之振動情形。 

討論：由 p12的(表三)及(圖八)顯示了不同形體之建築物受風吹襲後之振動關係。

數據顯示：當受風面面積相同時，該建築物之底面積及質量均會變大(因實

驗設計將模型製成正 n角柱)，可推論出受風吹襲後之振動與建築物底面積

和質量的關係。在實驗中發現公寓型大樓之振動頻率會突然大增，使我們

檢討出實驗設計的小失誤，因我們當初在設計四角柱體時沒有注意到迎風

角這個細節，而將整個四角柱體之迎風角設計成 180°其餘的角柱體則都

是設計成稜角(小於 180°)對著風源，這得考慮到流體力學，我們能力尚不

足以解決，需留待日後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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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探討複合式建築物與風吹的實驗 

(一) 實驗四：探討單一建築物體附加建築時以固定風速吹襲時之氣流流動的情形。 

討論：在複合式建築物中必須要有強勁且穩定的風源，並有良好的抓地力，才能有

較精準的數據，這幾點我們大致上皆克服了。我們利用風洞實驗器及魔鬼氈

來解決，具有一定的準確性。 

(二) 實驗五：探討風吹襲單一建築物附加建築時其振動情形。 

討論：大致而言，建築物整體的質量愈大，振動頻率愈小，但仍須考慮受風面積。

受風面積愈大，所受之風力也愈大(風速固定)，故振動頻率也變大，所以建

築物的振動頻率與整體質量及受風面積有密切關聯性。但建築物的風場關係

到許多層面，不能只以單棟建築物來考量，此實驗便是探討各建築物間的關

係。各建築物間的風場必定互相影響，所以我們先探討各種不同複合式建築

物的風場，再推論何處將可有效減低振動情形。另外，也探討風吹襲複合式

建築物的振動情形，再與單棟建築物比較，如此將可推論出主體建築與附加

建築之間的振動關係。但由 p13及 p14的實驗圖中可發現，當主體建築的寬

度比附加建築的寬度來的小時，將會造成受風面面積增加，此時雖附加建築

的質量與底面積增加了，但仍會使振動頻率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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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研究結論 

一、 風對建築物的影響，關係到風向、建築物造型、質量、周遭建築的風場影響等等。

當建築物本體愈重時，風對建築物的影響也就愈小。因為當建築物本體質量愈重時，

受到地球引力的影響也就愈大，而風要吹動它所需要的作用力也就愈大，故風吹襲

建築物的振動影響程度和建築物質量有很大的關係。 

二、 建築物的造型和風向對建築物也有很大的影響。如 p7的實驗三：測定風吹襲單一建

築物時之振動情形中，四角柱模型雖和其他角柱相同，但因擺放的方位不同仍會造

成建築物本體振動頻率相當大的差異，將造成居住在其內的人感到不舒服。 

三、 當地基愈穩時，建築物整體穩定度也愈高，如 p7的實驗三：測定風吹襲單一建築物

時之振動情形中，當角柱體邊數愈多時，底面積也就愈大，建築物的抓地力也就愈

大，故整體建築穩定性也就增加了。 

四、 根據單棟建築的振動頻率和複合式建築物的振動頻率來分析，發現附加建築可有效

降低振動頻率，這是因底面積愈大，穩定度愈高的關係(若多棟建築物地基連結在一

起)。或者是因多棟建築物加起來之質量遠大於單棟建築物之質量，因此風所造成的

振動影響也就變小了(若多棟建築物本體利用連結建築物連接在一起)。故整體來說

附加建築物是降低振動的好方法。 

五、 若多棟建築物未連結在一起而分別獨立，那建築物的風場勢必影響到彼此的振動情

形。若想要避開這種情形，在建屋時應考慮當地常有的風向、風速以及當地的風場，

將預計建造之建築物設定在風場中風力最弱處，而風力最弱處通常在整體建築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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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風面。若無法確定時，仍可經由測試當地的風場是否會造成預建建築物強烈振

動或倒塌，來有效預防風對吹襲建築物所造成之影響。 

六、 摩天大樓也會因風而產生振動，尤其對較細長的建築而言，情況將更明顯；突如其

來的陣風也會使結構體振動超過正常的狀態，這些皆會影響居住的舒適度。而作用

於建築物外牆(被覆)的風載重，在迎風面通常承受的是向內推擠的力量(正壓);與受風

面平行的牆面〈背風面〉，則受到向外吸引的力量(負壓)，因此考慮一個建築物受風

吹襲的因素，是關係到許多層面的，但原則上，較細長的建築受風影響也更嚴重，

但若有附近其他形體的建築物能分散風力，就能增加建築的安全性。 

  心路歷程 

  自從和自然與生活科技接觸後，我們對壓力與形變產生極大的興趣。在討論多

次後，深深被建築學所吸引，便投入研究。一開始探討同一建築物之不同數目支撐

腳與抗壓之關聯，我們用紙黏土來試，但效果不彰，令人十分沮喪。實驗幾天後突

然靈機一動，想起家政課用過的香精黏土，不論是硬度或受熱後的可塑性，皆是實

驗的好材質。我們信心滿滿的從第 I代建築開始實驗，採用吸管當圓盤型香精黏土建

築的四角支架，經過了多次實驗，對測定數據的方式仍找不到頭緒，但憑著一股衝

勁的堅持，改良了第 II代、第 III代的建築，測量了重量對吸管形變的影響，但是反

覆實驗後發現並不客觀。幾經思索，我們毅然決然的考慮從「風」與「建築」著手。

我們不畏懼眾人嘲笑的目光，一開始運用理化學到光線反射的「光槓桿原理」，搭配

鏡子觀察風對建築形體的振幅大小，但卻因鏡子質量太大，而放棄這個實驗。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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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專業人員發現振幅對建築物影響不大(台北 101 頂樓的振幅只有 20cm)，決定採

用振動頻率與風向氣流的變動。實驗中，我們採用數位相機、攝影機等儀器來輔助

記錄，而氣流的觀察也從線香、蚊香，改良到乾冰的煙霧，並以演唱會的打光效果

去觀察。再屢次挫敗的過程中，我們慢慢改進生澀的實驗技巧，這份經驗難能可貴。

老師全程的陪同讓我們有更加走下去的決心，以「雙倍的認真，嚴選的堅持」利用

中午及課餘不斷的進行實驗，終於熬出這份研究，心中滿是成就感。 

  未來展望 

     我們計劃未來利用更高深的流體力學與建築學等學識，運用於建築物上的探

討。而一套完整的風洞設施也是我們期待的目標，期望未來能對這門領域展現更多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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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測量儀器設計具有創意，若能在建物模型

上增加孔洞，將更符合實際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