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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清涼一夏-冷氣背心 

摘要 

由於台灣地處太平洋熱帶地區，每年夏天的溫度動輒 35、6 度以上，機車騎士在市區騎

車時，常被熱氣燻得頭昏腦脹，尤其是在路口等紅綠燈時，週遭汽機車引擎所散發出的熱氣，

更是令人叫苦連天。 

本作品顛覆傳統觀念，不需將龐大笨重的壓縮機背在身上，僅用一片小小的晶片即可散

熱。當騎士在騎乘機車時，可避免因為悶熱而造成汗流浹背，以致影響騎車的情緒。若騎士

覺得燥熱時，可以打開開關，立即有清涼的冷氣吹在身上，可保持衣服的乾燥與舒爽，減少

炎熱夏天的煩躁，大大提高了機車騎士騎乘時的舒適性，並有助於增進行車安全。 

 

壹、實驗動機 

我爸爸是一位送貨員，經常騎著機車在市區裡穿梭送貨，每當夏天時看到爸爸在艷陽下

揮汗如雨的騎著機車時，就覺得爸爸非常辛苦，但也常在想，有沒有什麼方法讓爸爸騎著機

車時，但也能像開車一樣吹著冷氣輕鬆上路。 

曾經聽人家說有些重型機車配有冷氣，結果那種機車一部動輒新台幣上百萬，根本是遙

不可及的事。有一次去朋友家裡玩的時候，無意中發現他們家魚缸內的魚竟然吹著冷氣，簡

直太神奇了，也造就了這次我們的研究動機。 

 

貳、研究目的 

台灣是屬於亞熱帶的海島氣候，夏天炎熱且潮濕，尤其是在市區走走停停的街道騎車，

更是騎到全身燥熱。目前市面上並無相關產品可以增加騎士在艷陽下騎車的清涼感，頂多穿

得清涼ㄧ點，但是這樣皮膚又會曬黑與脫皮。本作品目的是希望能夠解決機車騎士在市區騎

車時，因為氣候炎熱造成焦慮以及心情浮躁引起的不舒服，而衍生交通意外，因此我們發明

了這項產品，讓機車騎士可以在騎車時同時享受到清涼的冷氣。由於此產品上在市面上並無

相關產物可供參考，因此我們決定應用汽車學課本上引擎進氣真空的變化、節汽門控制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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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一方面將理論與實際結合；另一方面印證理論公式並進行實驗，同時我們希望成品能夠

達到以下的效果： 

1.體積小、重量輕(不超過 1000 公克)、攜帶方便，不會造成騎士額外負擔，而且採用

機車本身電源即可運作。 

2.能夠全自動調節冷度與風量，例如行駛中風量變小、冷度變弱；機車靜止時風量變大、

冷度變強，避免騎士騎車分心引起的危險。 

3.此裝置不希望破壞機車原本結構或設計，希望能夠以外加裝置設計，方便使用在各種

機車上。 

参、研究設備及器材 

由於我們的經費有限，大部分的實驗材料都盡量以隨地能取得為主，目的是資源再利

用，並且可以節省材料費用，其設備與材料項目如下： 

一、設備方面 

虎鉗 銼刀 砂輪機 機車一部 鑽床 

榔頭 鐵剪 熱熔膠 電烙鐵  

二、材料方面 

油門把手 油門線 背心 致冷晶片 電腦風扇 

散熱鋁片 機車電瓶 回拉彈簧 隔熱棉 塑膠接頭 

寶特瓶 塑膠管 汽車用節汽門 漏斗 鐵片與螺絲 

膠帶     

 

肆、研究過程及方法 

為了能夠讓機車騎士在炎熱夏天中享受到清涼冷氣，我們想到以致冷晶片產生冷氣並加

以收集，然後運用風扇將冷氣透過管路吹到騎士身上，目前已完成第一代的作品。不過第一

代產品它有以下缺點：(如圖 1、2所示) 

1. 機車騎士必須背著騎車，體積有點龐大，恐怕想不引起旁人的目光都很難，比較內向的騎

士可能不敢背著上路。 



2. 出風口僅有二條風管，吹到身體的面積有限，無法面面俱到，可能脖子冷了但是背部仍熱

到流汗。 

3. 由於吹風量為固定式，僅有 ON/OFF 開關，對於騎士來說會感到不便也容易分心。事實上，

在騎車時迎風面吹來並不會感到很熱，反倒是停下等紅綠燈時，前後左右車輛同時排放的

熱氣散開，又沒有風吹過來，這時才是騎士覺得最熱的時候。 

4. 要將溫度ㄧ次降 10 度以上需要一點時間，全賴晶片的功率決定，至少也要 30 秒左右。若

使用大功率晶片則效率提高很多，但是成本與耗電量也增加，所以我們希望取得一個折衷

點來達成。 

為了改進以上的缺點，我們經過與老師的討論後，變更了一些設計，首先將冷氣機的本

體利用掛勾固定在機車上，這樣一來，騎士也不用背著一台冷氣騎車，下車時也可以拆下帶

走；第二，使用 PVC 塑膠袋作成風袋，緊貼於衣服的內裡，不但不會增加衣服的厚度，冷風

從 PVC 塑膠袋表面的小孔均勻吹出，騎士也會覺得比較舒服；第三，運用機車的油門開關來

自動控制風量大小，當騎士在騎車催油門時，風量變小，一旦紅燈停車時，騎士放鬆油門，

則風量自動變大，可免去操作的麻煩。 

        

圖 1、2.第一代冷氣背心出風口為二條風管設

計，且騎士必須背著上路。 

  圖 2.背負式設計，體積比較大實用性較低。 

 

 

ㄧ、研究流程圖 

 

 5
 
題目構思

與討論 
資料收集

與探討 
零件購買

與實驗 
作品製作

與組裝 
作品完成 



二、作品架構圖 

油門

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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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心  節氣門 
冷空氣

集中 

散熱 排氣風扇 

置冷晶片 

進氣風扇 

電瓶

電源 

圖 1. 冷氣產生動作方塊圖 

三、實驗流程 

實驗一：文氏管應用 

我們上汽車學的時候，發現汽車駕駛人踩油門時，實際上是控制節氣門的開度來決定引

擎轉速，節氣門決定了噴油嘴的噴油量，也就是油門踩愈重，空氣與汽油噴射量噴愈多。組

員發揮創意時，覺得這原理可以用在我們的冷氣控制上，因此我們決定將節氣門反過來運用

的控制當作開關設計，也就是當機車騎士催油門持續加速行駛時，冷氣節氣門從全開時逐漸

關閉，當油門催到底，冷氣節汽門即完全關閉，這時冷氣被儲存在文氏管左側，冷風從最大

到最小呈線性控制；當機車停止不動，沒有催油門時，節氣門則是全開狀態，此時冷氣源源

不絕吹到騎士身上，這樣一來，不但不會浪費冷氣，冷氣也會更冷。(如圖 3、4)（如表 1） 

 

 

 

 

 



.節氣門關閉時（騎車狀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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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節氣門關閉，冷氣集中在左側，風扇轉速慢，流出的冷氣少，因此冷氣被儲存起來。 

 

節氣門打開時（停車狀態）示意圖 

 

                                         真空小       

                         真空小                        

致冷晶片 
空
氣
進
入 

風
量
大

 
真空小 真空小 

 

圖 4，節氣門打開，風扇轉速快，冷氣快速被抽出，排出的冷氣多，此時冷氣吹出去。 

 

 

       表 1，風量大小與節汽門角度的線性關係。 

實驗方法： 

1. 節氣門打開及關閉，觀察文氏管左右側溫度變化情形（如圖 5、6所示） 

由於ㄧ般等紅綠燈都不會太長，因此我們測量的溫度設定最長到 2 分鐘。 



                                                  （室內溫度：攝氏 23 度） 

時間 節氣門狀態 節氣門左側溫度（進風口） 節氣門右側溫度（出風口） 

全閉 12.4 度 18.2 度 

開度 1/4 12.5 度 16.7 度 

開度 1/2 12.8 度 15.3 度 
一分鐘 

全開 13.2 度 14.1 度 

全閉 8.6 度 15.0 度 

開度 1/4 8.8 度 13.8 度 

開度 1/2 9.2 度 11.5 度 
二分鐘 

全開 10.1 度 10.6 度 

                

圖 5.測量進風口溫度                             圖 6.測量出風口溫度 

2. 節氣門開閉，觀察文氏管右側空氣流速變化情形 

化油器是以文氏管原理的實際應用，也就是一條由大到小，再由小到大的管子中，再同

一時間內，流經管內每一斷面的空氣體積皆相等；當斷面積愈大，空氣流速愈慢，真空愈小，

斷面積愈小，空氣流速愈快，真空愈大。 

根據白努利定律        A1 X V1 = A2 X V2    

                         A：體積；V：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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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公式的意思是指文氏管內的氣體流速依照體積決定，因此我們將管子以節氣門區隔左

右二側，在管子左方部分，藉由真空力量將外界空氣帶進來，並以致冷晶片降低空氣溫度，

利用這裡斷面積大的地方儲存冷氣，此時的空氣流速較慢，冷氣也比較容易集中；在節氣門

右方管徑縮小並設置一風扇，負責將空氣抽走，且節氣門與風扇採用聯動設計，節氣門角度

開大時，風扇速度變快，左側冷氣快速被抽走，兩邊真空一樣；若節氣門開啟角度較小時，

二邊真空不一樣，風扇轉速跟著變小，可避免風扇抽不到空氣而燒毀。 

小結： 

我們利用節氣門的控制，可以避免冷氣外洩及有效儲存冷氣在管內，並且利用二側真空

差及文氏管的應用，達到增強風量的效果。 

 

實驗二：空氣對流原理 

由於我們在文氏管末端裝上一風扇當成抽風機，利用風扇的吸力模擬引擎運轉時產生真

空的狀態，因此只要文氏管內產生真空時，外面的空氣只會進入到文氏管內，而冷氣不會外

洩。所以這個實驗是在測試致冷晶片凝結冷空氣後，是否會因為節汽門開啟角度的改變而使

冷空氣倒流出去。 

實驗方法： 

1.利用香的煙霧飄散情形，觀察氣體是否會倒流出去。（如圖 7、8所示） 

2.利用乒乓球的移動及目視煙霧飄散，並且紀錄下來。（如圖 9、10 所示） 

 

節氣門狀態 乒乓球移動方向 煙霧漂移方向。 

全閉 不彈出 煙霧不吸入也不流出。 

開度 1/4 向外彈出，高度約 20 度。 吸入速度緩慢。 

開度 1/2 向外彈出，高度約 30 度。 吸入速度稍慢。 

全開 向外彈出，高度約 45 度。 吸入速度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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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節汽門全開時煙霧迅速流入            圖 8. 節汽門全閉時煙霧緩慢流入 

 

        

       圖 9.節汽門打開時乒乓球吹出          圖 10. 節汽門關閉時乒乓球吸入 

小結： 

第ㄧ代的作品，我們使用吹風的形式，即在入口處裝設風扇，利用空氣的對流，將冷氣
 10



吹出。但是因為這樣會造成撞風的問題，若風扇轉速太慢，吹出的風量太小；若風量加大，

因為管徑的問題，有部份空氣被彈出來，風量並未成正比，造成效率降低。這次我們改採抽

風方式，即在出口處將冷氣抽出，風量的效率即提高很多。 

 

實驗三：歐姆定律 

這個實驗是用來驗證風扇加上一可變電阻後，是否能隨意地改變風扇轉數。根據歐姆定

律，當電壓 V 不變時，電阻 R 變大則電流 I 變小，二者呈現反比狀態。 

V = I ＊ R 

V：電壓（伏特）  I：電流（安培）   R：電阻（歐姆） 

實驗方法： 

1.挑選 0~500Ω、0~1K 及 0~10K 三顆可變電阻，依序接上數顆不同轉數風扇後，並旋轉旋鈕

90 度改變電阻值，觀察風扇轉數變化。（如圖 11、12 所示） 

2.依序紀錄不同電阻值改變影響風扇轉速的變化。                              

電阻值 0~500Ω 0~1K 0~10K 

2500 轉 高速~慢速 高速~停止 高速~停止 

10000 轉 高速~慢速 高速~停止 高速~停止 

20000 轉 

風扇

轉數

變化 高速~慢速 高速~停止 高速~停止 

    

   圖 11.測試電阻值範圍                    圖 12.使用烙鐵將電阻焊在節汽門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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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散熱風扇的效率攸關致冷晶片效率的好壞，我們考量到晶片的體積很小，因此選擇小型

的電腦散熱風扇，這次測試的電腦散熱風扇轉速有 2500rpm、10000rpm 及 20000rpm 三種。由

於致冷晶片的冷氣效果取決於散熱效率，若轉速不夠快，會造成晶片散熱不良而燒毀。經過

測試後也證明了風扇轉速愈高散熱效果愈好，所以決定使用 20000rpm 的風扇。此外，由於可

變電阻與節汽門採取聯動設計，但節汽門開度最大僅有 90 度，因此這三顆可變電阻在測試

後，我們發現除了以 0~500Ω這顆可變電阻在轉了 90 度之後風扇仍然慢速運轉外，其餘的電

阻值都因為太大，會導致風扇停止轉動。 

 

實驗四：耗電量測試 

由於散熱風扇與致冷晶片使用電源為 DC 12V 形式，因此在電源上可以與機車共用，但我

們擔心機車電力不足，因此找一部 50cc 機車實際測量用電情形。 

實驗方法： 

1. 採用發動及不發動二種情況測試，每隔 5 分鐘分別測量電壓值，檢視電力是否充足。 

2. 依序紀錄不同電壓值變化。 

表 1 機車電瓶耗電能力測試         （電瓶規格 12V5A） 

實驗後電壓降 

時間 

接上本作品並發動引擎 接上本作品不發動引擎 

1 分鐘 13.5V 12.7V 

5 分鐘 13.6V 12.6V 

10 分鐘 13.4V 12.5V 

15 分鐘 13.6V 12.5V 

20 分鐘 13.3V 12.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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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發現接上冷氣負載後，即使機車不發動情況下，在使用 20 分鐘之後，機車電瓶電壓仍

然有 12V 以上，證明冷氣背心所需要電力相當低。 

 

實驗五：節汽門聯動電阻 

實驗ㄧ及實驗三提到為了讓機車騎士能夠在等待紅綠燈時享受到冷氣，我們藉由節氣門

控制風扇轉數。此實驗希望由機車油門控制節氣門，當機車騎士催油門愈大時，風量及冷氣

愈小；反之愈大，所以等待紅綠燈時風量及冷氣最大，這樣一來，冷度可以更冷，風扇不須

一直高轉速運轉，也會比較省電。 

實驗方法： 

1. 我們在汽車工場內找到一顆廢棄的節氣門，但是節氣門都是常閉式設計，要怎麼改成常開

式呢？本來想外接彈簧把節汽門軸拉開，後來組員靈機ㄧ動，將節汽門軸的彈簧顛倒裝，

竟然成功了。（如圖 13、14 所示） 

2. 由於節汽門本身都有位置感知器，那是由可變電阻所構成的，本來想用現成的零件，不過

再怎麼測還是沒辦法讓電阻值呈線性變化，最後外接ㄧ顆 0~1K 可變電阻後搞定（見實驗

三）。 

3. 將可變電阻與風扇以串聯方式連接電源線，風扇轉速隨著可變電阻而改變。 

小結： 

利用節汽門軸連接可變電阻，當軸轉動時，可變電阻也跟著改變電阻值。這種設計不需

要騎士手動控制風扇，其風扇轉數完全因應騎士騎車速度自動改變，形成ㄧ部全自動風扇，

也比較省電。 



   

圖 13.改裝汽車的節氣門裝置                 圖 14.節汽門軸另一側裝置可變電阻 

 

實驗六：外接油門裝置 

本來想要使用機車本身的油門線帶動冷氣節汽門，但考量到一來需要大幅改裝；二來就

無法使用在別部機車上。為了提升使用上便利性，我們決定製作ㄧ外接油門，並且套在機車

把手上，當騎士催油門時，我們的外接油門也跟著轉動，即可達到控制節汽門的效果。 

實驗方法： 

1. 由於連接節汽門的油門鋼索鐵片形狀為半圓形，我們決定加以改裝，首先以砂輪機將多餘

的鐵磨掉，再用挫刀磨到平滑，並且在上方鑽ㄧ小孔。（如圖 15 所示） 

2. 利用另一片鐵片剪成長方形，並且彎成機車把手的半圓形，在前端磨成ㄧ小塊突出，運用

槓桿原理以這小塊突出物勾住另一片油門鋼索鐵片，再以螺絲鎖住，即可因應不同的把手

直徑做不同的調整了。（如圖 16 所示） 

      

圖 15.活動外接油門裝在機車把手上。         圖 16.二片鐵片折成半圓形，以螺絲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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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裝上外接的油門把手後，再將鋼索分別裝於油門及節汽門上，這時已經可以利用油門控

制了，不過由於外接油門會佔據一部分把手空間，會造成騎士在催油門時握把面積變短，也

是這個設計的一小缺點。 

 

實驗七：製作空氣袋裝置 

由於這次的改良重點希望騎士騎車時背後能全面吹到冷氣，因此我們決定在衣服的內裡

黏上ㄧ片 PVC 塑膠袋，只要將空氣灌入後，即可透過表面的小孔吹到身上。 

實驗方法： 

1. 首先找ㄧ張 PVC 塑膠袋，長與寬分別為 30cm 與 25cm，在ㄧ面上方鑽洞讓空氣吹出。 

2. 利用熱熔槍黏貼 PVC 塑膠袋四邊，並用雙面膠粘附在衣服內裡。 

3. 以塑膠管連接冷氣本體與 PVC 塑膠袋，測試是否正常。 

      
 

冷氣吹入 
 
 
 
 
 
 

                                   

                                             圖 15.冷氣出風示意圖 

小結： 

塑膠袋上方的孔徑與間隔，我們並沒有特別計算，主要看送風風扇效率決定，除了以 pvc

塑膠袋當作出風口外，我們使用魔鬼氈來黏貼塑膠袋與背心，這樣不但衣服方便清洗，若要

換別件衣服時，也很容易更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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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路圖 

我們的冷氣背心電路利用機車 12V 直流電源，同時並聯了致冷晶片、二部風扇，且在送

風風扇前端加裝ㄧ顆 0~500Ω可變電阻，以控制風扇轉數。 

 

 

五、實驗過程產生問題及解決方法 

 (一) 提升冷房效率 

我們研究的過程中首先發現了致冷晶片的散熱非常重要，要是散熱稍有不良，致冷晶片

接上電源運作不久之後便會報銷。因為冷的那一面會被熱的那面影響，導致無法完全散熱。

為了解決這個問題，就是使用 20000 轉的高轉速風扇迅速將熱帶走，如此一來，致冷晶片的

冷面效果很好，甚至表面還會結霜。 

雖然冷端表面的平均溫度約在攝氏 6度左右，但是空氣室內的溫度並未降低，表示空氣

的熱交換效率太慢，於是我們想到了以下解決的方法： 

    1.並將冷端部分的空間加大，形成一個密閉的空氣室，這樣可將冷空氣集中並避免外洩。

不過空氣室的空間非常重要，太小的空氣室造成熱效率交換不及，使得冷度不足；太

大的空氣室則會造成體積太大，不易攜帶。 

2.使用鋁製大型散熱鰭片，可增加冷卻面積，並在底部緊貼住冷端表面，讓溫度快速下

降。為了防止冷氣外洩，內部再鋪上隔熱棉，以完全杜絕外界空氣的交換。如此一來，

冷空氣不但不會外洩，還不會受到外在溫度的影響而降低冷度。 

（二）冷氣油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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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冷氣油門採用外接裝置，因此我們必須外接ㄧ條油門連接機車把手與冷氣節汽門，

但是因為油門鋼索的長度是固定的，為了能夠緊拉住油門，我們把冷氣節汽門設計成滑軌活

動式，以便因應不同機車高度調整。 

 

伍、研究結果 

1. 我們拋棄了傳統龐大又高耗電量的壓縮機，設計出吊掛在機車上輕巧的冷氣機，使用

機車電源即可作用，而且沒有冷媒的汙染與公害，最重要花費不到新台幣 500 元，真

是環保又實用的產品。 

2. 這件作品顛覆騎車無法吹冷氣的思維，並且成功改良第一代產品的缺失。我們也考量

到騎士在騎車時雙手不易操作的困擾，採用機械式全自動送風裝置，故障率可降到最

低。 

3. 它的拆裝非常容易，即使換車騎乘也很容易移植到另ㄧ部機車上。 

4. 致冷晶片作用原理是高科技的結晶，以我們高中生的程度，這次可以充分運用並重新

加以改造應用在生活中，同學們都很興奮。希望未來再研究時能夠發揮致冷晶片熱能

的功能，以發揮學校所學的專長。 

陸、 討論 

1. 是否能夠冷暖二用？ 

我們這次僅使用致冷晶片冷端面的部分，熱端面卻完全沒應用到，要應用在冬天使用

暖氣時，可以將熱端的空氣集中起來。但是我們這次的設計是將熱氣排放至大氣中，

並未收集起來，若要收集則必須重新規劃整個管路，或是利用閥門控制，有點類似汽

車暖氣的功用，預計在未來的產品中，再加入暖氣的設計。 

2. 電源是否可以利用太陽能？ 

利用太陽能電池當作電源是一定可行的，但是這樣必須將太陽能板背在身上，這樣一

來會造成騎士的行動很不方便。以目前太陽能板的效率與價錢而言，在經濟效益上十

分不划算，而且成本提高很多。因此目前我們的考量點以方便、便宜，並使機車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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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熱夏天能夠達到舒適騎車為目的。 

柒、結論 

在指導教師的指導與嚴格要求之下，我們花了半年以上的時間蒐集資料，也歷經了多次

的實驗後，終於成功完成這件作品，因此本研究的完成是經過本組成員共同探討並開發出來

的，也深刻體會到理論與實際的結合之重要性。 

在當今社會一片節能減碳中，如果能夠減少開車的頻率，不但環保也比較省錢。夏天時

會選擇開車的原因，是因為汽車有冷氣，比較舒適。因此在我們討論要如何才能不要將龐大

又笨重的壓縮機背在身上，卻又可以擁有冷氣的效果時，利用了致冷晶片的熱電效應原理取

代冷媒的使用，不但可以提高冷房效益，在大熱天騎車也不會熱得發昏，甚至可以加以改裝

放置於機車置物櫃內，變成ㄧ部小型冰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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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40802 

利用致冷晶片設計一個可以穿上身的散熱背心，並展示其可

行性，確實是一項創意。若能在安全性、散熱效率及小型化

等問題上多一些討論，並作適當的呈現，會讓此作品更為完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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