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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隔」不入之汽車防熱 

壹、摘要 

我們以四個研究過程來了解汽車車廂溫度上升的原因，經由研究過程一：探討影響

車廂內溫度上升的原因，我們了解汽車車廂溫度上升的原理其實和溫室的原理是一樣的，

而影響汽車廂內溫度的因素包含了：1.汽車停放在太陽下的時間；2.太陽照射的角度；3.
汽車的材質；4.當天的氣溫。經由研究過程二：探討不同的材質對車廂隔熱的效果，我們

發現若要有效的隔熱就必須要針對汽車不同的位置與材質以適當的材質作隔熱，例如玻璃

處須以可以阻隔、反射光的材質作為隔熱，如鋁箔；鋼板則以可以隔絕鋼板熱傳導的物質，

如保麗龍，才能有最好的隔熱效果。經由研究過程三、四：探討顏色對隔熱的影響，我們

發現顏色對隔熱的影響並是不明顯，隔熱物質本身的性質對隔熱果的影響較大，如任何顏

色的棉質布效果都比玻璃紙好。 

貳、研究動機 

我們發現夏天時將車子停放在太陽下，經過一段時間後要進入車子內就會覺得很悶熱，

讓人覺得像是一個大烤箱，而開車時也會因車廂溫度太高需要將冷氣打開，使得油耗增加浪

費能源，甚至還發生過娃娃車因車廂溫度太高悶死幼稚園小朋友的不幸事件。在學過「太陽」

和「熱傳播」的課程後，我們很好奇想了解造成車子內溫度上升的原因是什麼呢？要怎麼做

才能讓車廂內的溫度不會升高太多了？為了了解這些的疑問，我們便開始進行這次車廂溫度

探討的實驗。 

叁、研究目的： 

一、探討影響車廂內溫度上升的原因。 

二、探討日常生活中不同材質對汽車車廂隔熱的影響。 

三、探討不同的顏色對車廂內溫度的影響。 

四、尋找出適合應用在車廂內隔熱的方式。 

肆、研究設備及器材： 

 

 

0.3 ㎝玻璃 0.3 ㎝鋼板 500w 鹵素登 1500w 電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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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度計 PP 板 月曆紙(含膜) 鋁箔 

 

瓦楞紙(紙箱) 珍珠板 窗簾布 有防日布的窗簾 

   

各色玻璃紙 各色棉布 帆布 保麗龍 報紙 

 

伍、研究過程或方法： 

為了一一解開上面的疑問，我們收集了一些熱傳導的資料並模擬太陽照射車子使車廂溫

度上升的情形，希望能藉由實驗尋找出適合應用在車廂內隔熱的方式。 

研究過程一：探討影響車廂內溫度上升的原因 

研究方法(一)：以實驗模擬汽車停放在太陽下車廂中溫度上升情形 

1.實驗方法與裝置： 

(1).模擬汽車車廂：以木條和木板自製底座用以鑲嵌玻璃及鋼板，模擬的汽車車

廂大小為 40 ㎝×50 ㎝×40 ㎝，為方便紀錄將各個位置標以代號表示，其四個邊

分別為 A、B、C、D，底座為 E，車頂上蓋為 F，其底部示意圖如下圖一。分

別在 A、C 鑲嵌處插入 40 ㎝×40 ㎝的玻璃，B、D 鑲嵌處插入 50 ㎝×40 ㎝的玻

璃、F 為 54 ㎝×44 ㎝的鋼板。 

(2).模擬太陽照射情形：以 500W 鹵素燈由上方照射，其位置距離車頂上蓋 27

㎝處。 

(3).溫度計設置說明： 

①分別將溫度計黏貼在 A、B、C、D 內面，其液囊距離地面 10 ㎝處，用以

測量車廂內四個面的溫度。 

②在 E(底部)正中央黏貼一支溫度計，以測量車廂底部溫度。 

③在 F(車頂上蓋)內外正中央各黏貼一支溫度計，用以量測車頂內外的溫度。 

④在車廂正中央設置一支溫度計，用以測量車廂內空氣的溫度。 

⑤車廂外距離 10 ㎝處設置一支溫度計，用以測量車廂外空氣溫度的變化。 

共設置 9 支溫度計，以量測車廂內外溫度的變化。 

(4).每隔五分鐘紀錄各處溫度上升的情形。 

(5).為了解汽車主要材質(鋼板及玻璃)在太陽光照射下對車廂內溫度的影響，因

此將 A、B、C、D、F 材質做更動，分別再以上面的方法實驗裝置二：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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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F 皆為玻璃；裝置三：A、B、C、D、F 皆為鋼板；裝置四：A、B、C、

D、為鋼板，F 為玻璃等三種不同設置。 

(6).每個裝置分別實驗三次。 

 

圖二：裝置一

A：40 ㎝ 

B：50 ㎝ 

C：40 ㎝

D：50 ㎝ 

底座 E 

木條
木板 

玻璃或鋼板 
插槽 0.3 ㎝ 

圖四：裝置

研

 

 

圖一：底座各位置代號
 

，A、B、C、D 為玻璃，F 為鋼板 圖三：裝置二，A、B、C、D、F 皆為玻璃 

  

三，A、B、C、D、F 皆為鋼板 圖五：裝置四，A、B、C、D、為鋼板，F 為玻璃

究方法(二)：收集熱傳播方式、保溫、隔熱的資料 

料 

2. 分享收集到的資料，增加大家對研究題目的認識。 

1. 由大家分工合作找尋與熱傳播方式、保溫、隔熱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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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結果：  

表一：裝置一各處溫度隨時間改變上升的情形(A、B、C、D 為玻璃，F 為鋼板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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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時間(分) 

(℃) 溫度

第一次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第二次 21 21 21 21.5 21.5 21.5 22 22 22 
第三次 21.5 21.5 21.5 22 21.5 22 22 22 22 
平均 21.2 21.2 21.2 21.5 21.3 21.5 21.7 21.7 21.7 

外

面 

上升溫度 0 0 0 0.3 0.1 0.3 0.5 0.5 0.5 
第一次 21 37 46 52 55 58 58.5 60 60.5 
第二次 21 37 47 53 56 60 63 65 68 
第三次 19.5 36 48 54 60 60 63 63 64 
平均 20.5 36.2 47 53 57 59.3 61.5 62. 7 64.2 

F 

外 

上升溫度 0 15.7 26.5 32.5 36.5 38.8 41 42.2 43.7 
第一次 20 32 41 48 53 55 57 58 60.5 
第二次 21 32 43 50 55 57.5 59 62 62 
第三次 19.5 32 43 51 55.5 58 60 62 62 
平均 20.2 32 42.3 49. 7 54.5 56.8 58.7 60. 7 61.5 

F

內 

上升溫度 0 11.8 22.1 29.5 34.3 36.6 38.5 40.5 41.3 
第一次 20.5 21.5 22 23 24 26 26 26.5 27 
第二次 19.5 20.5 22 22 24 24.5 25.5 27.5 27.5 
第三次 21 20.5 21 22.5 24.5 25 26 26.5 27 
平均 20.3 20.8 21. 7 22.5 24.2 25.2 25.8 26.8 27.2 

中

間 

上升溫度 0 0.5 1.4 2.2 3.9 4.9 5.5 6.5 6.9 
第一次 20 21 22 23 23 24 25 25 25 
第二次 21 21 22 23 24 25 25 25 26 
第三次 21 22 22 22 23 24 25 25 26 
平均 20. 7 21.3 22 22. 7 23.3 24.3 25 25 25.7 

A 

上升溫度 0 0.6 1.3 2 2.6 3.6 4.3 4.3 5 
第一次 21 22 22 22 23 24 25 25 25 
第二次 21 22 23 24 24 23.5 25 25 25 
第三次 20 21 21.5 23 23 24 24 25 25 
平均 20. 7 21. 7 22.2 23 23.3 23.8 24. 7 25 25 

B 

上升溫度 0 1 1.5 2.3 2.6 3.1 4 4.3 4.3 
第一次 21 22 22 23 23 25 25 25 25 
第二次 22 22 23 25 25 24 26 26 27 
第三次 21 22 22 24 24 24 25 25 25.5 
平均 21.3 22 22.3 24 24 24.3 25.3 25.3 25.8 

C 

上升溫度 0 0.7 1 2.7 2.7 3 4 4 4.5 
第一次 20 20 22 23 23 24 25 25 25 
第二次 21 21 22 23 23 25 24 25 25 
第三次 20.5 21 21 24 24 24 25 25 25.5 
平均 20.5 20.7 21.7 23.3 23.3 24.3 24. 7 25 25.7 

D 

上升溫度 0 0.2 1.2 2.8 2.8 3.8 4.2 4.5 5.2 
第一次 20 21 21.5 22.5 22.5 22.5 23 24 24 
第二次 19 20.5 22 23 23 23.5 24 25.5 25.5 
第三次 20.5 21 21.5 23.5 23.5 23.5 24.5 25 25 
平均 19.8 20.8 21.7 23 23 23.7 23.8 24.8 24.8 

底

部 

上升溫度 0 1 1.9 3.2 3.2 3.9 4 5 5 

溫度計位置 

 



 

表二：裝置二各處溫度隨時間改變上升的情形(A、B、C、D、F 為玻璃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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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時間(分) 
度(℃) 溫

第一次 17.5 17.5 17.5 17.5 17.8 17.8 18 18 18 
第二次 18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第三次 18.5 19.2 20 20 20 20 20 20 20.1 
平均 18 18.6 18.8 18.8 18.9 18.9 19 19 19 

外

面 

上升溫度 0 0.6 0.8 0.8 0.9 0.9 1 1 1 
第一次 17 28 32 36 39 41 42 42 42 
第二次 16 26 32 36 39 41 41 43 45 
第三次 18 26.9 32 36.9 38 41.5 41.5 42 42 
平均 17 27 32 36.3 38. 7 41.2 41.5 42.3 43 

F 

外 

上升溫度 0 10 15 19.3 21.7 24.2 24.5 25.3 26 
第一次 17 23 28 32 35 38 39 40 40 
第二次 17 24 31 33.5 36 38 39 40 40 
第三次 18 25 30 35 37 40 40.5 41.5 42.5 
平均 17.3 24 29.7 33.5 36 38.7 39.5 40.5 40.8 

F

內 

上升溫度 0 6.7 12.4 16.2 18.7 21.4 22.2 23.2 23.5 
第一次 17 21 23 24.5 26 27 27.5 28 28.5 
第二次 17 21 23 24.5 26 26 28 28 27 
第三次 18 23 25 26.5 27.5 29 29.5 30 30.5 
平均 17.3 21.7 23.7 25.2 26.5 27.3 28.3 28.7 28.8 

中

間 

上升溫度 0 4.4 6.4 7.9 9.2 10 11 11.4 11.5 
第一次 18 20 22 22 23 24 25 25 25 
第二次 17 19 21 22 24 24.5 25 26 25.5 
第三次 19 21 23 25 25.5 27 27 28 28 
平均 18 20 22 23 24.2 25.2 25.3 26.3 26.3 

A 

上升溫度 0 2 4 5 6.2 7.2 7.3 8.3 8.3 
第一次 17 20 21 22 24 26 26 28 28 
第二次 17 20 21 23 25 26 27 26 25 
第三次 19 21 23 25 25 26 26 27 28 
平均 17.7 20.3 21.7 23.3 24.7 26 26.3 27 27 

B 

上升溫度 0 2.6 4 5.6 7 8.3 8.6 9.3 9.3 
第一次 17 20 22 24 25 25 26 26 26 
第二次 17 21 21 23 25 26 24 25 25 
第三次 19 21 23 26 25 27 28 28.5 29 
平均 17.7 20.7 22 24.3 25 26 26 26.5 26.7 

C 

上升溫度 0 3 4.3 6.6 7.3 8.3 8.3 8.8 9 
第一次 18 20 21 22 23 24 24 24 25 
第二次 17 20 21 24 24.5 25 25.5 25.5 25 
第三次 18 22 23 25 25.5 26 27 28 28 
平均 17.7 20.7 21.7 23.7 24.3 25 25.5 25.8 26 

D 

上升溫度 0 3 4 6 6.6 7.3 7.8 8.1 8.3 
第一次 16.5 20.5 22.5 23 25 25.5 26.5 27.5 27 
第二次 16 20 21 23.5 25 25 25.5 26 27 
第三次 17 21 23.5 25 26 27 27.5 28 29 
平均 16.5 20.5 22.3 23.8 25.3 25.8 26.5 27.2 27.7 

底

部 

上升溫度 0 4 5.8 7.3 8.8 9.3 10 10.7 11.2 

溫度計位置 

 



 

表三：裝置三各處溫度隨時間改變上升的情形(A、B、C、D、F 為鋼板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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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時間(分) 
度(℃) 溫

第一次 17 18 22 23 25 26 26 26  
第二次 18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第三次 17.5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平均 17.5 17.7 19.0 19.3 20.0 20.3 20.3 20.3 17.5 

外

面 

上升溫度 0 0.2 1.5 1.8 2.5 2.8 2.8 2.8 0 
第一次 17 33 44 50 54 55 56 57.5  
第二次 17 33 43 50 54 56 58 61 61 
第三次 17 29 46 53 56 60 60 60 60.5 
平均 17.0 31.7 44.3 51.0 54.7 57.0 58.0 59.5 60.5 

F 

外 

上升溫度 0 14.7 27.3 34 37.7 40 41 42.5 43.5 
第一次 18 30 40 47 52 55 56 57.5  
第二次 16 29 40 47 51 53 55 58 58 
第三次 17 27 37 44 50 54 54 55 56 
平均 17.0 28.7 39.0 46.0 51.0 54.0 55.0 56.8 57 

F

內 

上升溫度 0 11.7 22 29 34 37 38 39.8 40 
第一次 17 17.5 19 20 21 22 22 23  
第二次 16 17 19.5 20 21 22 23 23.5 24 
第三次 17 18 19 20.5 22 22.5 24 24 24.5 
平均 16.7 17.5 19.2 20.2 21.3 22.2 23.0 23.5 24.3 

中

間 

上升溫度 0 0.8 2.5 3.5 4.6 5.5 6.3 6.8 7.6 
第一次 18 18 19 20 21 22 22 22  
第二次 17 18 19 20 20 21 22 22.5 23 
第三次 17 19 19.5 19 20 22 22 22.5 23 
平均 17.3 18.3 19.2 19.7 20.3 21.7 22 22.3 23 

A 

上升溫度 0 1 1.9 2.4 3 4.4 4.7 5 5.7 
第一次 18 18 19 20 21 22 22 23  
第二次 17 17 18 19 20 21 22 22 23 
第三次 17 17 18 19 20 21 22 23 22 
平均 17.3 17.3 18.3 19.3 20.3 21.3 22.0 22.7 22.5 

B 

上升溫度 0 0 1 2 3 4 4.7 5.4 5.2 
第一次 17 18 20 20 21 22 22 22  
第二次 17 18 18 19 20 21 22 22 22 
第三次 17 18 19 19 20 21 21 23 23 
平均 17.0 18.0 19.0 19.3 20.3 21.3 21.7 22.3 22.5 

C 

上升溫度 0 1 2 2.3 3.3 4.3 4.7 5.3 5.5 
第一次 17 18 19 20 21 22 22 22  
第二次 18 18 18 19 19.5 20 21 22 22 
第三次 18 17 18 20 21 22 22 22.5 22 
平均 17.7 17.7 18.3 19.7 20.5 21.3 21.7 22.2 22 

D 

上升溫度 0 0 0.6 2 2.8 3.6 4 4.5 4.3 
第一次 16 17 18 18.5 21 21.5 21.5 22  
第二次 15 16 18.5 19 18.5 20 20.5 22 22 
第三次 16.5 17 16 18 19 20 22.5 22 23 
平均 15.8 16.7 17.5 18.5 19.5 20.5 21.5 22.0 22.5 

底

部 

上升溫度 0 0.9 1.7 2.7 3.7 4.7 5.7 6.2 6.7 

溫度計位置 

 



 

表四：裝置四各處溫度隨時間改變上升的情形(A、B、C、D 為鋼板，F 為玻璃的裝置)。 

 7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時間(分) 
度(℃) 溫

第一次 18.5 19 19 19.5 19.5 19.5 19.5 20 20 
第二次 19 19 19 19.5 19.5 20 20 20 20 
第三次 20 20.5 20.5 21 21 21 21 21.5 21.5 
平均 19.2 19.5 19.5 20.0 20.0 20.2 20.2 20.5 20.5 

外

面 

上升溫度 0 0.3 0.3 0.8 0.8 1 1 1.3 1.3 
第一次 17 29 34 38 39 42 43 44 45 
第二次 18 29 32 36 40 42 43 45 45 
第三次 20 30 36 40 43 44 46 47 47 
平均 18.3 29.3 34.0 38.0 40.7 42.7 44.0 45.3 45.7 

F 

外 

上升溫度 0 11 15.7 19.7 22.4 24.4 25.7 27 27.4 
第一次 17 26 31 36 39 41 42 43 43 
第二次 18 28 31 35 39 41 42 44 44 
第三次 21 25 31 35 38.5 41 42 43 44 
平均 18.7 26.3 31.0 35.3 38.8 41.0 42.0 43.3 43.7 

F

內 

上升溫度 0 7.6 12.3 16.6 20.1 22.3 23.3 24.6 25 
第一次 18 20 25 27 29 30.5 31 32 33 
第二次 18 23 26 27 30 31 32 33 35 
第三次 20 23.5 27 29 31 32 33 33.5 33 
平均 18.7 22.2 26.0 27.7 30.0 31.2 32.0 32.8 33.7 

中

間 

上升溫度 0 3.5 7.3 9 11.3 12.5 13.3 14.1 15 
第一次 18 21 22 25 28 29 29 30 30 
第二次 19 21 24 25.5 27 29 30 31 32 
第三次 19.5 22.5 26 27 30 30 32 32 34 
平均 18.8 21.5 24.0 25.8 28.3 29.3 30.3 31.0 32.0 

A 

上升溫度 0 2.7 5.2 7 9.5 10.5 11.5 12.2 13.2 
第一次 19 22 24 26 29 29 29 31 33 
第二次 18 21 26 26 28 29 31 31 33 
第三次 20 24 25 27 29 30 31 32 34 
平均 19.0 22.3 25.0 26.3 28.7 29.3 30.3 31.3 33.3 

B 

上升溫度 0 3.3 6 7.3 9.7 10.3 11.3 12.3 14.3 
第一次 18 21 23 25 28 30 30 31 32 
第二次 19 22 25 26 28 29 30 31 32 
第三次 20 24 25 27 29 30 31 32 34 
平均 19.0 22.3 24.3 26.0 28.3 29.7 30.3 31.3 32.7 

C 

上升溫度 0 3.3 5.3 7 9.3 10.7 11.3 12.3 13.7 
第一次 18.5 21.5 24 26 29 29 30 32 32 
第二次 19 20.5 22 25 27 28 30 30.5 31 
第三次 18 22 25 26.5 29 30.5 32 33 35 
平均 18.5 21.3 23.7 25.8 28.3 29.2 30.7 31.8 32.7 

D 

上升溫度 0 2.8 5.2 7.3 9.8 10.7 12.2 13.3 14.2 
第一次 17 21 23 25 26 28 28 28 29 
第二次 18 22 25 26 28 28 29.5 30 32 
第三次 19 23 26 28 29 30 31 31.5 35 
平均 18.0 22.0 24.7 26.3 27.7 28.7 29.5 29.8 32.0 

底

部 

上升溫度 0 4 6.7 8.3 9.7 10.7 11.5 11.8 14 

溫度計位置 

備註：因為每支溫度計的開始溫度有差異，所以我們以各時間的溫度－開始的溫度＝各時間

上升的溫度作為比較。 



(四)、發現與討論： 
由實驗數據我們將四種裝置隨時間增加各位置溫度上升的情形分別化製成

圖六至圖九，由這四個圖與實驗數據我們有以下發現： 

1. 不論何種裝置每一處的溫度都會隨時間增加而升高，加熱的前五分鐘溫度上

升最快，加熱 20 分鐘後溫度上升的速度變慢了。所以我們認為將車子停在

大太陽下，車廂內的溫度在 20 分鐘內就以已經很高了。 

2. 比較後發現不論何種裝置大概都是以車廂外空氣的溫度是上升最少的，車廂

上蓋 F 外側因最接近熱源所以溫度最高，車廂中以車廂上蓋最高溫，車廂四

面 A、B、C、D 和底部溫度都很接近為溫度較低的位置，這和我們學過太陽

高度角越高被照射的位置溫度會越高的相同，因鹵素燈對車頂的高度角為

90 度，所以車頂的位置溫度高，而 A、B、C、D 因高度角接近 0 度，所以

溫度比較低。車廂中的空氣溫度則比 A、B、C、D 和底部溫度稍微高一些。 

3. 比較表一至表四較各個位置開始和結束的溫度發現，開始溫度越高，結束時

升高的溫度也越高，跟夏天時氣溫高所以經過一段時間照射後車廂內氣溫會

特別高；冬天時因氣溫較低，車廂經過一段時間照射後氣溫也不會很高。 

圖六：裝置一各位置溫度上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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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裝置二各位置溫度上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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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裝置三：各位置溫度上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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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裝置四各位置溫度上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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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實驗數據我們再比較四種裝置的 F 外側、F 內側、車廂中空氣、A 處四

個位置隨時間增加溫度上升的情形分別化製成圖十至圖十三，我們有以下發現： 
1. 由圖十、圖十一比較四種裝置中車頂內、外側(F 內、外側)溫度上升情形發

現，裝置一(A、B、C、D、為玻璃，F 為鋼板)和裝置三(A、B、C、D、F
皆為鋼板)溫度較高；裝置二(A、B、C、D、F 皆為玻璃)和裝置四(A、B、C、

D、為鋼板，F 為玻璃)溫度較低。我們發現在車頂位置裝設鋼板的比玻璃的

溫度高，這和我們查到的資料符合，因為鋼板熱傳導的速度比玻璃快，容易

吸熱，所以在車頂上方內外測鋼板溫度都比玻璃高。 
2. 由圖十二、圖十三比較四種裝置中造成車廂內空氣溫度和 A 處(汽車側面)

溫度上升情形發現，裝置四的溫度最高，裝置二其次，裝置一和裝置三的溫

度卻是比較低的。結果我們發現造成汽車車廂中的溫度上升主要汽車材質應

該是玻璃，而不是熱傳導效果較好的鋼板。 

圖十：四種裝置F外上升溫度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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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四種裝置F內上升溫度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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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四種裝置車廂中上升溫度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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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四種裝置A處上升溫度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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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實驗結果與查到資料的對照，我們將熱傳導的方式與汽車材料對汽車

車廂中溫度的影響以表五說明，並有以下幾點發現： 

1. 熱是由高溫傳到低溫，熱的傳播方式包含輻射、對流、傳導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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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材質的不同三種熱傳播方式的效果也會有所差異。 

3. 保溫和隔熱都是利用隔絕或降低熱傳播的方式來達到保溫或隔熱的效果，如

保溫瓶會在雙層材質中抽真空使熱無法對流、傳導，瓶子內側會很光亮，並

會鍍上一層銀膜以減少熱輻射；碗裝泡麵大都是以保麗龍為材質以降低熱的

傳導，碗蓋內側則都是以鋁箔為材質以減少熱輻射；四種裝置中裝置四因為

上蓋為玻璃容易讓光進入，而 A、B、C、D 處為鋼板所以減少了熱輻射出去，

使得裝置四中的車廂溫度是最高的。 

4. 由表五的說明我們知道，其實造成車廂內溫度上升的主要熱傳播方式是輻

射，其次是傳導，對流的方式的最小。也因此玻璃才是造成汽車車廂溫度上

升的主要汽車材質。 
5. 資料收集時，我們發現其實車廂和建造用來種植農作物的溫室的原理很像，

都是密閉的，有透明的玻璃或採光罩，熱以輻射方式進入車廂或溫室中，但

是因被阻隔，熱無法完全反射出去，因此造成車廂和溫室的溫度上升。             

表五：熱傳播的方式與車廂內溫度上升的關係 

傳播的方式 傳遞方式 介質特性 對車廂溫度的影響 

傳導 介質本身

不動 

主要為固體，一般物體傳

熱的快慢順序如下：金屬

＞陶瓷＞玻璃＞水＞木材

＞空氣 

1. 汽車車體中的鋼板為金屬熱傳導速度

快，所以溫度高，玻璃熱傳導較慢，溫

度較鋼板低。 

2. 因為空氣熱傳導的速度很慢，而且一般

汽車車頂內側都會黏貼上保麗龍隔熱，

所以熱很難以熱傳導方式由玻璃和鋼板

將熱傳給空氣，使車廂溫度上升。 

對流 介質本身

帶著熱流

動 

主要是流體(液體或氣

體)，如空氣、水，利用流

體受熱後溫度升高，體積

膨脹密度變小而上升，溫

度低的流體則因密度小而

下沉。 

因車廂為密閉空間，熱無法經由對流方式傳

入車廂空氣中。 

輻射 不需要介

質 

深色粗糙的物體比較容易

吸熱，平滑光亮的物質不

易吸熱，輻射可被阻擋，

但可以穿透玻璃和水。 

1. 熱輻射會被鋼板吸收使鋼板溫度上升，

但鋼板會阻熱隔輻射進入車廂中。 

2. 熱以輻射方式穿透過玻璃進入車廂中，

使車廂中空氣升溫，形成溫室的效果。

由上面四種裝置的實驗，我們知道其實造成車廂內溫度上升的主要原因包含了：時間(汽

車停放在太陽下的時間)、照射的角度、材質及當時的氣溫。若要改善汽車車廂的高溫和悶熱，

我們就必須針對這四個原因來找出解決方法，但是太陽照射的角度和當時的氣溫是我們無法

改變的，汽車停放的時間也不可能都不停超過 5 分鐘，所以我們決定由造成車廂內溫度上升

的材質─玻璃來下手，並試著應用一些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物品來達到汽車隔熱的效果。    

研究過程二：探討日常生活中不同的材質對車廂隔熱的效果 

由研究過程一中的資料我們發現 1.只用 500W 鹵素燈加熱車廂內的溫度大約只上升了 10



度左右，我們認為需要再增加熱源(1500W 的鹵素燈電熱器)和縮短 500W 鹵素燈和上蓋 F 的距

離來提高車廂內的溫度，才能比較清楚的比較出不同材質隔熱效果的好壞。2.因為玻璃對車

廂內溫度的影響比鋼板大，所以我們以裝置二(A、B、C、D、F 皆為玻璃)進行以下不同材質

的實驗。3.因車廂溫度大約經過 20 分鐘後上升的就不多了，所以我們直接紀錄開始和 30 分鐘

後各種材質的溫度。以下為研究過程二的方法與實驗結果： 

(一)、方法： 

1. 架設實驗裝置二(A、B、C、D、F 皆為玻璃)。 

2. 模擬太陽照射情形：以 500W 鹵素燈由上方照射，其位置距離車頂上蓋 15

㎝處；1500W 的鹵素燈電熱器放置在距離 B 處 40 ㎝處。 

3. 溫度計設置說明： 

(1)分別將溫度計黏貼在 A、B、C、D 內面，其液囊距離地面 10 ㎝處，用以

測量車廂內四個面的溫度。 

(2)在 F(車頂上蓋)內外正中央各黏貼一支溫度計，用以量測車頂內外的溫度。 

(3)在車廂正中央設置一支溫度計，用以測量車廂內空氣的溫度。 

(4) 車廂外距離 10 ㎝處設置一支溫度計，用以測量車廂外溫度的變化。 

4. 紀錄各處開始溫度及 30 分鐘後的溫度。 

5. 裁剪 12 種不同材質的物品(報紙、含膜月曆紙、鋁箔、瓦楞紙、珍珠板、PP

板、保麗龍、玻璃紙、帆布、窗簾布、棉質布、含防日布的窗簾) ，將每種

材質黏貼在 A、B、C、D、F 五片玻璃上，實驗時因為各種材質之間的厚薄

不一致，所以可能會造成實驗結果的差異，但我們希望是能由日常生活中的

材質來做隔熱物質，所以我們仍是以各材質一般常見的厚薄來進行實驗。 

6. 每個材質的物品分別實驗三次。 

 

 

  

報紙 含膜月曆紙 鋁箔 

   

瓦楞紙 珍珠板 PP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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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麗龍 玻璃紙 帆布 

   

窗簾布 棉質布 含防日布的窗簾 

 (二)、實驗結果： 

表六：不同材質各位置前後溫度變化 1 

溫度計位置 外面 F 內 中間 A B C D 
時間（分） 0 30 0 30 0 30 0 30 0 30 0 30 0 30 

第一次 22 24 23.5 75 21.5 44.5 22 39 21 45 23 40 21 39 
第二次 

 12

21.5 24 19.5 78 23 45 21 35 21 46 21 41 20 37 
第三次 21.5 24 20 78 21 44.5 21.5 40.5 21 48 21 45 21 42 
平均 21.7 24 21 77 21.8 44.7 21.5 38.2 21 46.3 21.7 42 20.7 39.3 

無
黏
貼
材
質 前後溫差 2.3 56 22.9 16.7 25.3 20.3 18.6 

第一次 23 24.5 23 76 23 45 23 38 25 45 22 45 24 41 
第二次 23 26 21 78 22 43 21 46 21 48 22 45 22 45 
平均 23 25.3 22 77 22.5 44 22 42 23 46.5 22 45 23 43 

報
紙 

前後溫差 2.8 55 21.5 20 23.5 23 20 
因鹵素燈和電熱器距離玻璃太近，加熱過快造成玻璃裂開，因此模擬太陽照射情形修

正為：以 500W 鹵素燈由上方照射，其位置距離車頂上蓋 26 ㎝處；1500W 的鹵素燈電熱器放

置在距離 B 處 45 ㎝處，加熱時間縮短為 25 分鐘，並加測底部的溫度，再繼續進行其他 11 種

材質的實驗。由上面的實驗可以看出以報紙作為隔熱物質效果並不好。 

表七：不同材質各位置前後溫度變化 2 

溫度計位置 外面 F 內 中間 A B C D 底部 

時間（分） 0 25 0 25 0 25 0 25 0 25 0 25 0 25 0 25
第一次 22 26.5 21.5 55 22 39.5 22 35 22 38 23 36 22 34 21.5 33 
第二次 22 25.5 23 52 24 39.5 24 36 23 39 23 34 24 36 22 34.5
第三次 22 26.5 22 53 23 39 22 34 22 40 23 32 22 30 21.5 34 
平均 22 26.2 22.2 53.3 23 39.3 22.7 35 22.3 39 23 34 22.7 33.3 21.7 33.8

無
黏
貼
材
質 溫差 4.2 31.1 16.3 12.3 16.7 11 10.6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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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 22 25 22 58 22.5 36 22 32 23 38 22 32 22 31 21.5 27.5
第二次 21.5 24 22 59 22.5 31.5 22 32 23 39 22 32 22 31 23 29 
第三次 22.5 26 21.5 58 22 35 23 32 22 39 21 31 21.5 30.5 21 27 
平均 22 25 21.8 58.3 22.3 34.2 22.3 32 22.7 38.7 21.7 31.7 21.8 30.8 21.8 27.7

含
膜
月
曆
紙 溫差 3 36.5 11.9 9.7 16 10 9 5.9 

第一次 20 23 20.5 51 20 25 19 22 19 35 19 22 19 22 19 20.5
第二次 22 23 18.5 50 20 25 20 23 19 36 19 22 20 23 19 20 
第三次 21.5 23 22 54 21 26 22 24 21 37 21 24 22 24 20 21.5
平均 21.2 23 20.3 51.7 20.3 25.3 20.3 23 19.7 36 19.7 22.7 20.3 23 19.3 20.7

鋁
箔 

溫差 1.8 31.3 5 2..7 16.3 3 2..7 1.3 
第一次 21 24 19.5 55 21.5 34 22 32 18.5 32 21 32 21 30 20 25.5
第二次 19 21 18 56 18 31.5 19 30 19 31 19 28 18 28 18 24 
第三次 19 20.5 17.5 57 18.5 32.5 19 31 21 34 19 29 19 29 17.5 23 
平均 19.7 21.8 18.3 56 19.3 32.7 20 31 19.5 32.3 19.7 29.7 19.3 29 18.5 24. 

瓦
楞
紙 

溫差 2.1 37.7 13.4 11 12.8 10 9.7 5.5 
第一次 20 23 18.5 47 19.5 32.5 19 31 19 35 19 32 20 32 19 28 
第二次 21 23 21 46 21 33.5 21 32 21 34 21 32 21 31 20 28.5
第三次 19 20 18 47 19 33 20 34 19 34 19 31 18 30 19.5 28 
平均 20 22 19.2 46.7 19.8 33 20 32.3 19.7 34.3 19.7 31.7 19.7 31 19.5 28.2

珍
珠
板 

溫差 2 27.5 13.2 12.3 14.6 12 11.4 8.7 
第一次 20 24 19.5 52 20 38 20 35 20 41 20 32 20 33 19 32 
第二次 21 24.5 19 52 20 37.5 19 34 20 38 20 33 20 32 19.5 32 
第三次 22 24 21 57 22.5 38 20 35 21 41 23 36 22 35 23 34 
平均 21 24.2 19.8 53.7 20.8 37.8 19.7 34.7 20.3 40 21 33.7 20.7 33.3 20.5 32.7

P
P
板 

溫差 3.2 33.8 17 15 19.7 12.7 12.6 12.2 
第一次 21 23 19 43 19 29.5 20 30.5 20 33 20 28 20 29 19 27 
第二次 20 22 20 43 20 32 20.5 30 20 36 20 28 20 30 19 25 
第三次 21 26 18 42 21 32 20.5 30 20 34 20 28 20 29 20 27 
平均 20.7 23.7 19 42.7 20 31.2 20.3 30.2 20 34.3 20 28 20 29.3 19.3 26.3

保
麗
龍 

溫差 3 23.6 11.2 9.9 14.3 8 9.3 7 
第一次 20 24 20 50 20 33.5 20 32 20 35 21 31 20 32 20.5 34 
第二次 20 23 18 50 19 32 20 31 20 36 20 31 20 31 19 32 
第三次 20 24 19 48 20 35.5 20 32 20 35 20 31 20 31 20.5 32.5
平均 20 23.7 19 49.3 19.7 33.7 20 31.7 20 35.3 20.3 31 20 31.3 20 32.8

紅
色
玻
璃
紙 

溫差 3.7 30.3 14 11.7 15.3 10.7 11.3 12.8 
第一次 21 23 20 53 20 36 20.5 31 20.5 41 20 31 20.5 31 20.5 31 
第二次 20 21 22 58 21.5 38 20 31 22 43 23 34 21 32 22 31.5
第三次 20 21 18.5 49 19.5 38.5 18.5 27.5 19 39 20 30 18.5 29 19 32.5
平均 20.3 21.7 20.2 53.3 20.3 37.5 19.7 29.8 20.5 41 21 31.7 20 30.7 20.5 31.7

帆
布 

溫差 1.4 33.1 17.2 10.1 20.5 10.7 10.7 11.2 
第一次 20 24 18.5 52 19 34.5 18 29 18 38 20 30 18 29 19 26 
第二次 19 21 19 52 19 34.5 18 29 19 40 18 29 18 30 19 28.5
第三次 21 22 22 52 20.5 36 20 31 23 40 20 29 20 31 20.5 31 
平均 20 22.3 19.8 52 19.5 35 18.7 29.7 20 39.3 19.3 29.3 18.7 30 19.5 28.5

窗
簾
布 

溫差 2.3 32.2 15.5 11 19.3 10 11.3 9 



 14

第一次 16 19 16 49 18 34 17 30.1 16 36 17 29 18 28 17.5 28 
第二次 17.5 19 16 51 17 33 17 28 17 37 16.5 28 17 28 17 27 
第三次 17 20 21 56 18 35.5 18 30 20 39 20 30 18 30 18 29.5
平均 16.8 19.3 17.7 52 17.7 34.2 17.3 29.4 17.7 37.3 17.8 29 17.7 28.7 17.5 28.2

棉
質
布 

溫差 2.5 34.3 16.5 12.1 19.6 11.2 11 10.7 
第一次 20 22 21 45 20 25 20.5 24 20 28 20.5 24 20 23 20 22.5
第二次 19.5 21 21 42 20 26.5 20.5 25 19.5 27 19.5 25 19.5 24 20 24 
第三次 20 22 21 48 20 25.5 21 25 20 30 20 23 20.5 23.5 20.5 23 
平均 19.8 21.7 21 45 20 25.7 20.7 24.7 19.8 28.3 20 24 20 23.5 20.2 23.2

有
防
日
布
的
窗
簾 

溫差 1.8 24 5.7 4 8.5 4 3.5 3 

 

(三)、發現與討論： 

1. 由實驗的資料我們將各位置的各種材質隔熱的效果整理成表八，發現各種材

質在車廂中各處的隔熱效果並不一致，例如：瓦楞紙、鋁箔等，在接近熱源

的地方(上蓋 F 和車廂側面 B 處)和車廂中、車底部的位置效果是不同的，很

難找到在每個位置隔熱效果是一致的。 

2. 人進入車廂中感覺到的是空氣中的悶熱，並不是車頂或車廂玻璃等的溫度，

因此我們以汽車廂廂中空氣及底部的溫差作為隔熱效果好壞的判斷，我們可

以將十二種材質大致分 (1)有隔熱效果的，包含鋁箔、有防日布的窗簾、保

麗龍、含膜的月曆紙、珍珠板、瓦楞紙等 6 種；(2)不具隔熱效果的，包含窗

簾布、玻璃紙、棉質布、帆布、PP 板、報紙等 6 種。 

3. 由表八我們發現在最接近熱源的地方(上蓋 F 和車廂側面 B 處)以保麗龍和有

防日布的窗簾隔熱效果最好，因此我們認為汽車製造商會在車頂鋼板的內側

貼上保麗龍也是因為保麗龍對車頂的隔熱效果最好，而且鋼板很容易吸熱造

成溫度上升，若有黏貼保麗龍，也可以減少鋼板傳熱到空氣中。 

4. 由表八和表九我們發現有些材質不但沒有隔熱的效果，甚至於還讓車頂或 B

處會有增溫的效果，如 PP 板、棉質布。 

5. 鋁箔在 F 內側和 B 處並無隔熱效果，但在對底部及車廂中的隔熱效果卻是最

好的，我們認為這應該是因十二種材質中只有鋁箔是金屬和我們在實驗過程

一中以鋼板作為車頂時，雖然金屬(鋼板、鋁箔)本身因吸熱快溫度上升很快，

但因會阻隔輻射進入車廂內，所以車廂中的溫度反而是比最低的。 

6. 不同材質間的隔熱效果好壞和厚薄並沒有明顯的關係，例如鋁箔是其中最薄

的，但是隔熱的效果卻比 3mm 的 PP 板好；同樣是 3mm 的 PP 板、瓦楞紙、

珍珠板隔熱效果也不一致，因此我們認為隔熱的材質比厚薄對隔熱效果的影

響大。 

7. 若要有效的隔熱必須要針對不同的汽車位置、汽車材質以適當的材質作隔

熱，例如玻璃處要以有反光、可以阻擋光的材質較佳，如鋁箔、有防日布的

窗簾，鋼板部分則以可以阻隔鋼板傳熱的，如保麗龍，這樣才能有最好的隔

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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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不同材質各處隔熱效果比較表 

隔熱效果比較 
位置 

具有隔熱效果的材質 不具隔熱效果的材質 具有增溫效果的材質

F 內側 保麗龍＞有防日布的窗簾＞珍珠

板 

玻璃紙＞沒有黏貼任何物質＞

報紙＞鋁箔＞窗簾布 

帆布＞PP 板棉質布含

膜月曆紙＞瓦楞紙 

B 處 有防日布的窗簾＞瓦楞紙＞保麗

龍＞珍珠板 

玻璃紙＞含膜月曆紙＞鋁箔＞

報紙＞沒有黏貼任何物質 

窗簾布＞棉質布＞PP

板＞帆布 

中間 鋁箔＞有防日布的窗簾＞保麗龍

＞含膜月曆紙＞珍珠板＞瓦楞紙

＞玻璃紙 

窗簾布＞報紙＞沒有黏貼任何

物質＞棉質布＞PP 板＞帆布 

 

底部 鋁箔＞有防日布的窗簾＞瓦楞紙

＞含膜月曆紙＞保麗龍＞珍珠板

＞窗簾布 

棉質布＞帆布＞沒有黏貼任何

物質＞PP 板＞玻璃紙 

 

備註：各材質的隔熱效果都是與裝置二(沒有黏貼任何物質)相比較，各位置的各材質須溫差有

低於裝置二 2℃以上才算有隔熱效果，高於 2℃則列為有增溫效果。 

 

由研究過程二我們知道不同材質對車廂的隔熱效果是有差別的，並須選擇合適的材質才

能夠有效的降低車廂中的溫度，但是不同的顏色對汽車隔熱的結果會有影響嗎？因此我們進

行研究過程三探討不同顏色物質對汽車隔熱的影響。 

 

 

研究過程三：不同顏色物質對車廂隔熱的影響 

為了要了解不同顏色物質對汽車車廂的隔熱效果，我們選了顏色種類較多的兩種材質─

玻璃紙及棉布來進行實驗，針對這兩種物質我們分別在進行下面實驗作為比較。 

(一)方法：  

1. 架設實驗裝置二(A、B、C、D、F 皆為玻璃)。 

2. 擬太陽照射情形：以 500W 鹵素燈由上方照射，其位置距離車頂上蓋 33 ㎝

處；1500W 的鹵素燈電熱器放置在距離 B 處 60 ㎝處。 

3. 溫度計設置說明： 

(1)分別將溫度計黏貼在 A、B、C、D 內面，其液囊距離地面 10 ㎝處，用以

測量車廂內四個面的溫度。 

(2)在 F(車頂上蓋)內外正中央各黏貼一支溫度計，用以量測車頂內外的溫度。 

(3)在車廂正中央設置一支溫度計，用以測量車廂內空氣的溫度。 

(4)車廂外距離 10 ㎝處設置一支溫度計，用以測量車廂外溫度的變化。 

4. 紀錄各處開始溫度及 10 分鐘後的溫度。 

5. 裁剪 2 種不同材質的各種顏色，並黏貼在 A、B、C、D、F 五片玻璃上。 

6. 每個材質的各種顏色分別實驗三次。 



 

紅色玻璃紙 藍色玻璃紙 紫色玻璃紙 

  

綠色玻璃紙 黃色玻璃紙 

 

 

紫色棉布 紅色棉布 藍色棉布 

 

綠色棉布 黃色棉布 黑色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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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結果： 

表九：不同顏色玻璃紙對車廂的隔熱效果 
溫度計 
位置 外面 F 內 中間 A B C D 底部 

時間（分）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第一次 21 23 21 36 21 30 21 28 21 32 22 29 21 27 19.5 28 
第二次 23 25 22 36 22 30.5 22 28 22 32 22 29 23 28 21 29.5
第三次 20 22 22 36 22   30.5 22 28 21 32 20 30 21 27 20 26.5
平均 21.3 23.3 21.7 36 21.7 30.3 21.7 28 21.3 32 21.3 29.3 21.7 27.3 20.2 28 

紅
色
玻
璃
紙 前後溫差 2 14.3 8.6 6.3 10.7 8 5.6 7.8 

第一次 21 23 21 36 21 29 20 29 20 32 19 27 19 28 21.5 27 
第二次 19 23 20.5 34.5 19.5 28.5 20 28 19 30 20 26 19 28 19.5 26 
第三次 21 24 21 35 21.5 29.5 22 28 20 32 22 27 21 29 21.5 27 
平均 20.3 23.3 20.8 35.2 20.7 29 20.7 28.3 19.7 31.3 20.3 26.7 19.7 28.3 20.8 26.7

紫
色
玻
璃
紙 前後溫差 3 14.4 8.3 7.6 11.6 6.4 8.6 5.9 

第一次 21 23 20 34 21.5 29.5 21 27 20 32 20 26 21 27 21.5 27 
第二次 19 23 19.5 33 20 28.5 19.5 27 19.5 30 19 25 19 25 20 26 
第三次 21 24 21 35 21.5 30 22 28 21 33 21 27 21 27 22 27.5
平均 20.3 23.3 20.2 34 21 29.3 20.8 27.3 20.2 31.7 20 26 20.3 26.3 21.2 26.8

綠
色
玻
璃
紙 前後溫差 3 13.8 8.3 6.5 11.5 6 6 5.6 

第一次 20 24 21 35 20 29 23 28 20 30 22 24 22 26 20 27.5
第二次 21 23 22 36 21.5 30.5 22 28 20 30 22 28 23 29 22 28.5
第三次 19 23 19 36 19.5 29.5 19.5 27 19 31 19 27 20.5 27 19 28 
平均 20 23.3 20.7 35.7 20.3 29.7 21.5 27.7 19.7 30.3 21 26.3 21.8 27.3 20.3 28 

藍
色
玻
璃
紙 前後溫差 3.3 15 9.4 6.2 10.6 5.3 5.5 7.7 

第一次 19.5 20.5 19.5 33 19.5 28 19 26 19 30 21 26 18.5 25 19.5 26 
第二次 19 23.5 20 33 20 27.5 19 26 20 30 20 25 20 26 20 26 
第三次 20 24 22 35 20 30 22 28 20 30 23 28 23 28 21.5 28 
平均 19.5 22.7 20.5 33.7 19.8 28.5 20 26.7 19.7 30 21.3 26.3 20.5 26.3 20.3 26.7

黃
色
玻
璃
紙 前後溫差 3.2 13.2 8.7 6.7 10.3 5 5.8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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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不同顏色棉質布對車廂的隔熱效果 

溫度計 
位置 外面 F 內 中間 A B C D 底部 

時間（分）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第一次 18 21.5 17 32 17 25.5 18 23 18 30 19 24 18 22 18.5 23.5
第二次 19 21.5 19.5 33 18 27.5 20 25 20 30 18 24 20 25 16.5 23 
第三次 17 20 16.5 31 18.5 25 18 22 17 29 18 22 17 22 17 22 
平均 18 21 17.7 32 17.8 26 18.7 23.3 18.3 29.7 18.3 23.3 18.3 23 17.3 22.8

紫
色
棉
布 

前後溫差 3 14.3 8.2 4.6 11.4 5 4.7 5.5 
第一次 19.5 22 20.5 32 17.5 24 18 23 19 29 20 25 18.5 23 18 24 
第二次 18 20 16 31 17 24 16 21 15 30 17 22 16 21 16.5 22 
第三次 18 23 17.5 33.5 18 26 18 21 17 29 18  23 18.5 23 17 23 
平均 18.5 21.7 18 32.2 17.5 24.7 17.3 21.7 17 29.3 18.3 23.3 17.7 22.3 17.2 23 

紅
色
棉
布 

前後溫差 3.2 14.2 7.2 4.4 12.3 5 4.6 5.8 
第一次 19 22 18 33 18.5 25 19 24 19 32 18 22 18 23 18 22 
第二次 20 22 20.5 33 19 26 21 22 20 31 20 22 19 23 19 24 
第三次 18 23 17.5 33.5 18 26 17.5 23 16.5 29 19 24 19 23 20 22 
平均 19 22.3 18.7 33.2 18.5 25.7 19.2 23 18.5 30.7 19 22.7 18.7 23 19 22.7

綠
色
棉
布 

前後溫差 3.3 14.5 7.2 3.8 12.1 3.7 4.3 3.7 
第一次 19 22 17 32 19 26 18 23 20 31 19 23 19 23 20 23 
第二次 19.5 20 18 34 20 27 18 24 20 30 18 24 18 23 19 23 
第三次 18.5 22 18 34 18 26.5 16 23 19 32 18 24 20 23 18 24 
平均 19 21.3 17.7 33.3 19 26.5 17.3 23.3 19.7 31 18.3 23.7 19 23 19 23.3

藍
色
棉
布 

前後溫差 2.3 15.6 7.5 6 11.3 5.4 4 4.3 
第一次 19.5 22.5 19.5 34 20 27 19 24 20 29 20 25 19 24 19 23 
第二次 19.5 22.5 18 32 19 28 18 24 18 28 20 25 18 23 19 24 
第三次 19.5 21 19 30.5 20 26 20 25 19 27 19 24 19 23 20 24 
平均 19.5 22 18.8 32.2 19.7 27 19 24.3 19 28 19.7 24.7 18.7 23.3 19.3 23.7

黃
色
棉
布 

前後溫差 2.5 13.4 7.3 5.3 9 5 4.6 4.4 
第一次 19.5 20 19.5 33 18 26 19 24 19 31 19 24 18 23 18 22 
第二次 18.5 23 20 34 18 26 21 25 20 30 20 25 20 25 20 23 
第三次 18.5 23 18.5 33 19 26 19 24 20 30 19 24 19 24 19 23 
平均 18.8 22 19.3 33.3 18.3 26 19.7 24.3 19.7 30.3 19.3 24.3 19 24 19 22.7

黑
色
棉
布 

前後溫差 3.2 14 7.7 4.6 10.6 5 5 3.7 

(三)、發現與討論： 

1. 由實驗的數據我們整理出兩種材質不同顏色在車廂中各位置隔熱的效果如表十

一、表十二，結果發現兩種材質的隔熱效果差不多，在靠近熱源的位置 F 內側

和 B 處都是以黃色隔熱效果比較好一點，車廂中及車底兩處則是以綠色、黑色

隔熱效果稍微好一些。 

2. 從實驗數據中我們發現其實每個顏色隔熱效果的差異並不大，不論在哪個位置

隔熱效果最好和最壞的溫差大約都只有 2 度，所以其實很難判斷出顏色對汽車

車廂隔熱的影響。 

因為這次的實驗結果差異不大，無法以明確的判定哪種顏色的隔熱效果較好，我們

認為應該是我們都只以一層的材質進行實驗，光很容易就可以透過，對兩個車廂都形成



相同的溫室效果，所以無法明顯的比較出不同顏色的影響(如研究過程二中玻璃紙和棉質

布)。因此我們想將棉質布和玻璃紙多加幾層，再試試看不同顏色物質的隔熱效果，看看

是否能找出顏色與隔熱的關係。 

表十一：不同顏色玻璃紙對車廂各處隔熱效果比較表 

車廂中位置 不同顏色玻璃紙隔熱效果排名 

F 內側 黃(13.2℃)＞綠＞紅＞紫＞藍(15℃) 

B 處 黃(10.3℃)＞藍＞紅＞綠＞紫 (11.6℃) 

中間 紫=綠(8.3℃)＞紅＞黃＞藍(9.4℃) 

底部 綠(5.6℃)＞紫＞黃＞藍＞紅(7.8℃) 

 

表十二：不同顏色棉質布對車廂各處隔熱效果比較表 

車廂中位置 不同顏色玻璃紙隔熱效果排名 

F 內側 黃(13.4℃)＞黑＞紅＞紫＞綠＞藍(15.6℃) 

B 處 黃(9℃)＞黑＞藍＞紫＞綠＞紅 (12.3℃) 

中間 紅=綠(7.2℃)＞黃＞藍＞黑＞紫(8.2℃) 

底部 綠=黑(3.7℃)＞藍＞黃＞紫＞紅(5.8℃) 

 

研究過程四：探討不同顏色的隔熱效果 

我們仍以玻璃紙及棉布兩種材質來進行實驗下面實驗作為比較。 

(一)、方法： 

1. 將各色的玻璃紙及棉布裁剪成 40 ㎝×40 ㎝大小。 

2. 在溫度計外面分別包上以相同的方式摺疊的各顏色玻璃紙。 

3. 將溫度計同時放至於 500W 鹵素登下 26 ㎝處，每隔一分鐘紀錄溫度，至 10

分鐘後停止。 

4. 進行三次實驗以求平均。 

5. 改以各種顏色的棉質布進行上述實驗。 

五種顏色玻璃紙隔熱效果實驗 六種顏色棉質布隔熱效果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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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結果： 

表十三：不同顏色玻璃紙的隔熱效果 

時間（分） 玻璃紙
顏色 

實驗次數
與平均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第一次 19.5 23 26 27 28 29 30 31 32 33.5 34.5
第二次 19.5 23 25 27 28 29.5 31 32 33 34 35 
第三次 20.5 26 29 32 34 36 37 38 39 40 40.5
平均 19.8 24 26.7 28.7 30 31.5 32.7 33.7 34.7 35.8 36.7

無包裹
玻璃紙 

上升溫度 0 4.2 6.9 8.9 10.2 11.7 12.9 13.9 14.9 16 16.9
第一次 20 23 28 29.5 31.5 34 35.5 38 38 39 40 
第二次 20 23 25 31 34 36 38.5 40 42 43 45 
第三次 21 26 31 35 38 40 42 43 45 47 48 
平均 20.3 24 28 31.8 34.5 36.7 38.7 40.3 41.7 43 44.3

紅色 

上升溫度 0 3.7 7.7 11.5 14.2 16.4 18.4 20 21.4 22.7 24 
第一次 20 25 29 30 32 34 35 38 40 42 42 
第二次 20 23 26 28 29 30 32 33 35 36 37 
第三次 20 25 29 35 35 37 39 40 42 43 44 
平均 20 24.3 28 31 32 33.7 35.3 37 39 40.3 41 

綠色 

上升溫度 0 4.3 8 11 12 13.7 15.3 17 19 20.3 21 
第一次 21.5 24 27 29.5 32 34 36 37 39.5 41 42 
第二次 20.5 23 25 31 34.5 38.5 40.5 43 45 47 49 
第三次 20 23 27 32 36 39.5 42.5 44 46 48 49 
平均 20.7 23.3 26.3 30.8 34.2 37.3 39.7 41.3 43.5 45.3 46.7

藍色 

上升溫度 0 2.6 5.6 10.1 13.5 16.6 19 20.6 22.8 24.6 26 
第一次 20.5 23.5 27 28.5 31 33 34 35.5 37 38.5 39.5
第二次 20 23 26 28 31 33 35 36 37 39 40 
第三次 21 25 29 32 34 36 37 38 39 40 41 
平均 20.5 23.8 27.3 29.5 32 34 35.3 36.5 37.7 39.2 40.2

紫色 

上升溫度 0 3.3 6.8 9 11.5 13.5 14.8 16 17.2 18.7 19.7
第一次 19.5 23 27 27 30 32 33.5 35 36 37 38 
第二次 19 22 24.5 27 29 31 34 34 35.5 37 38 
第三次 20.5 25 30 33 37 40 42 44.5 46 48 49 
平均 19.7 23.3 27.2 29 32 34.3 36.5 37.8 39.2 40.7 41.7

黃色 

上升溫度 0 3.6 7.5 9.3 12.3 14.6 16.8 18.1 19.5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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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不同顏色玻璃紙的隔熱效果 

時間（分） 棉布 
顏色 

實驗次數
與平均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第一次 21.5 30 33 34 36 37 38 38 39.5 40 41 
第二次 21 30 37 41 43.5 47 49.5 51 53 54 55 
第三次 20.5 28 31 32 35 36 37 38.5 39.5 40 41 
平均 21 29.3 33.7 35.7 38.2 40 41.5 42.5 44 44.7 45.7

無包裹
棉質布 

上升溫度 0 8.3 12.7 14.7 17.2 19 20.5 21.5 23 23.7 24.7
第一次 24 25 26 29 29.5 30.5 33 33 34.5 35 36 
第二次 21.5 23 25 27 30 31 32 34 35 36.5 37 
第三次 20.5 22.5 24 26 27 29 29.5 30.5 31 32 33 
平均 22 23.5 25 27.3 28.8 30. 31.5 32.5 33.5 34.5 35.3

紅色 

上升溫度 0 1.5 3 5.3 6.8 8 9.5 10.5 11.5 12.5 13.3
第一次 22.5 23 23.5 24.5 24.5 25.5 27.5 28 29 29.5 30.5
第二次 20 21.5 23.5 25.5 27.5 29 30.5 31.5 33 34 35 
第三次 18.5 20 22.5 24.5 26 27 28 29 30 31 31.5
平均 20.3 21.5 23.2 24.8 26 27.2 28.7 29.5 30.7 31.5 32.3

綠色 

上升溫度 0 1.2 2.9 4.5 5.7 6.9 8.4 9.2 10.4 11.2 12 
第一次 24 25 27 30 32 34 35 36 37 38 39 
第二次 22 24 29 30 34 35 37 38 40 41 42 
第三次 20 22 26 30 32 33 35 36 37 38 39 
平均 22 23.7 27.3 30 32.7 34 35.7 36.7 38 39 40 

藍色 

上升溫度 0 1.7 5.3 8 10.7 12 13.7 14.7 16 17 18 
第一次 25 26 29 30.5 32.5 34.5 36 37 38 39 40.5
第二次 22 25 28 30 33 35 37 38 40 41 42 
第三次 21 25 27 30.5 33 35.5 37 38 40 41 42 
平均 22.7 25.3 28 30.3 32.8 35 36.7 37.7 39.3 40.3 41.5

紫色 

上升溫度 0 2.6 5.3 7.6 10.1 12.3 14 15 16.6 17.6 18.8
第一次 23 24 24 24.5 24.5 25.5 27 28 28.5 29 29.5
第二次 21.5 23 25 27 29 31 32 34 35 36 37 
第三次 20.3 22 23 24 25 26 27 28 28.5 29 29 
平均 21.6 23 24 25.2 26.2 27.5 28.7 30 30.7 31.3 31.8

黃色 

上升溫度 0 1.4 2.4 3.6 4.6 5.9 7.1 8.4 9.1 9.7 10.2
第一次 22 22.5 24 24 25.5 28 29 30 30.5 31.5 32.5
第二次 20.5 23 26 29 31 32.5 34 35.5 36.5 37.5 39 
第三次 19.5 22.5 25 28 29.5 31 32 33 34 35.5 37 
平均 20.7 22.7 25 27 28.7 30.5 31.7 32.8 33.7 34.8 36.2

黑色 

上升溫度 0 2 4.3 6.3 8 9.8 11 12.1 13 14.1 15.5

(三)、發現與討論： 

1. 由實驗數據繪製成圖十四，我們發現玻璃紙不論何種顏色溫度都比沒有包裹玻

璃紙的溫度計溫度高，我們認為這和玻璃紙可以透光造成溫室的效果有關。 

2. 由圖十四，發現五種顏色的玻璃紙中以藍色、紅色上升的溫度較多，紫色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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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實驗結束後十分鐘我們還發現其他顏色的溫度計都回復到室溫了，但是

包裹藍色玻璃紙的溫度計溫度仍比室溫高 5℃左右，可見藍色的玻璃紙是最不

容易散熱的。 

3. 不論何種顏色的棉質布溫度都比沒有包裹布的溫度計溫度低，棉質布都有不錯

的隔熱效果，和在研究過程二中發現棉質布並無明顯的隔熱效果不同，討論後

我們認為因為研究過程二的實驗棉質布只有一層，光很容易透過，所以會在車

廂中形成溫室的效果，這次實驗我們則是將棉布反覆折了好幾層，光不易透過，

所以棉質布也可以將熱隔絕在外。 

4. 由圖十五發現，六種顏色的棉質布中以紫色、藍色上升的溫度最多，隔熱效果

最不好；黃色溫度上升最少，隔熱效果最好，和研究過程三中黃色的隔絕效果

較好相似，和一般我們認為淺色的衣服可以防熱，深色衣服可以隔熱相同。 

5. 我們發現實驗用兩種不同材質比較不同顏色的隔熱效果，結果卻因為材質不

同，效果完全相反，棉質布不論何種顏色都是可以隔熱的，但玻璃紙卻因為可

以讓光透過造成和溫室一樣的效果，所以不論何種顏色溫度反而都是上升了，

因此我們認為隔熱物質材質的影響遠比顏色重要。  

圖十四：不同顏色玻璃紙溫度上升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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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不同顏色棉質布溫度上升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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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綜合上面四個研究過程我們有以下幾點發現，當車子停放在大太陽下不啟動時： 

1. 車廂中空氣溫度上升的熱傳導方式主要是以輻射的方式進入車廂中，因空氣的熱傳

導效果很差，很難藉由傳導方式使空氣升溫，而車廂是密閉的比較難以對流方式和

外界傳熱。所以汽車車廂內溫度會上升的原因其實和種植農作物所建造的溫室或地

球可以維持固定範圍溫度的溫室效應原理是一樣的，都是因為光或熱輻射進入車

廂、溫室、地球後無法完全散出，使得熱會殘留造成溫度的上升。 

2. 造成車廂內溫度上升的主要汽車材質是玻璃，而不是傳熱較快的鋼板。因為鋼板雖

然傳熱效果好，可以造成鋼板部分溫度很高，但是因為鋼板會阻隔光和熱輻射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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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廂中，反而不是讓車廂溫度上升的主要材質，玻璃雖然熱傳導的效果不好但是可

以讓光和熱輻射透過，形成溫室的環境，才是主要影響車廂溫度的汽車材質。 

3. 因汽車材質的不同若要有效的隔熱就必須要針對不同的位置與汽車材質以適當的材

質作隔熱，例如玻璃須要以可以阻隔、反射光的材質作為隔熱，如鋁箔、有防日布

的窗簾；鋼板部分則需要以可以隔絕鋼板熱傳導的物質，如保麗龍，才能有最好的

隔熱效果。 

4. 物質本身的材質比厚薄、顏色對車廂內隔熱的影響大，例如鋁箔好雖然很薄隔熱效

果卻很好、不論何種顏色的棉質布隔熱效果都比玻璃紙好。 

二、建議 

1. 下面三個圖是現在汽車中有的隔熱設備，是汽車廠商設計以捲軸的方式讓乘客在乘

座汽車時可以拉起來遮日又不會影響到視野，但這種以網狀黑色的布作為隔熱的材

質，在車子停放在太陽下時對降低汽車車廂內溫度的效果並不大，我們建議也可以

這種方式改用鋁箔或有防日布的窗簾來作為隔熱的材質，或者以含有防日布的窗簾

當汽車的防塵套，效果應該會不錯。 

2. 玻璃才是讓汽車車廂溫度上升的主要材質，因此我們建議可以在不影響駕駛員視野

的情形下將汽車玻璃的面積減少。 

3. 因為我們進行實驗時都不是在夏天，氣溫不夠高，我們無法實際以太陽、汽車進行

實驗，所以可能會因我們設計與車子的不同而有些差別，所以未來我們希望可以在

酷熱的夏天再進行有關汽車隔熱的實驗。 

 

以捲軸方式將隔熱布由車門縫拉起 

柒、參考資料 

1. 康軒文教事業(民 94)。自然與生活科技五上教師手冊。台北市：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2. 康軒文教事業(民 95)。自然與生活科技五下教師手冊。台北市：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3. 台 灣 師 大 物 理 系 教 學 示 範 實 驗 室 ─ 物 理 與 生 活 應 用 衣 服 與 絕 熱 ：

http://www.phy.ntnu.edu.tw/demolab 



評    語 

081506  『隔隔』不入之汽車防熱 

1.實驗器材製作有創意。 

2.表達能力待加強。 

3.實作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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