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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戶外水平百葉窗探討其對室內溫度及照度的影響，試驗方式以 1：8 比例縮小建

築物模型進行試驗，探討窗片材質為壓克力、玻璃以及鍍膜玻璃，且分別加上不同角度百葉，

以了解窗片材質、百葉材質、顏色及角度對室內溫、照度之影響。 

試驗以探照燈為固定光源，45 度俯角之方式照射。研究窗片材質、百葉材質、顏色及角

度對室內溫度之影響。將試驗數據整理、分析及探討後，得知百葉角度向上時，室內溫度提

高的速度遠比向下的更快。如深色百葉隔熱效果優於淺色百葉；木質百葉隔熱效果優於鋁片

百葉；壓克力材質窗片隔熱效果優於鍍膜玻璃，且優於普通玻璃材質窗片；百葉角度與光源

成垂直時隔熱效果較佳，與光源夾角超過 90 度之後效果不明顯，但照度明顯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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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從新聞媒體及報章雜誌中得知，因二氧化碳排放問題而導致的溫室效應及全球暖化，加

上全球性的能源衰竭等議題，使得綠建築、節能減碳等名詞持續發燒，成為當下最熱門的話

題，何種方法可以達到節能的效果，一直長駐在我們腦海中。 

去年接觸到土木建築新興科技、工程材料、建築法規等課程，其中有綠建築及節能減碳

等章節，當中提到了許多與節能減碳、綠建築相關的知識以及可以達到節能減碳效果的建材

及設計。反觀現今我們所居住的房子，多半是因當初未能將節能減碳等效果之機能設計於建

築物之中。如何對這些節能效果不佳的建築物進行改善，尋求一種較經濟的方式，達成節能

減碳，改善室內環境品質，即是我們研究的動機。經過網路上資料的收集並與老師討論後，

覺得能夠花費少數的經費，卻又能大大提升隔熱效果的方式並不多，當中以戶外百葉窗為佳。 

戶外百葉窗優點多多，葉片可隨著自己的需求而自由轉動，兼具通風、採光、隔熱、防

盜及窗片吸熱等優點。如何才能使戶外百葉窗發揮最好隔熱的效果，就是我們研究的重點。 

    影響百葉窗效能的因素很多，包括百葉的寬度、百葉的材質及顏色、百葉窗的位置以及

百葉的傾斜角度等等，都是重要的影響因子。因此，我們在有限的經費下，利用 1：8 的擬真

縮小建築模型，針對各種因子之影響來進行實驗，希望找到各因子間的最佳關係，達到最佳

的隔熱減碳效果。 

 

 

 

 

 

 

 

 

 

 



貳、研究目的 

為了瞭解戶外水平百葉窗之葉片於不同角度、不同顏色及不同材質中、窗片材質對室

內溫度和照度的關係，如圖 2-1 所示，藉由試驗結果的分析，來探討葉片於何種角度下，對

室內環境的影響最能符合綠建築之規定及獲得最佳隔熱的效果，進而達到節能減碳之目的。 

校園中有部分教室受西曬所影響，希望能透過本研究的結論，提供具體而有效的方式，

以提供學校進行校園學習環境改善的參考。 

 

 

 

 

 

 

 

圖 2-1 百葉角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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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材料：房屋模型、木質百葉(淺色木質百葉、深色木質百葉)、鋁片百葉、壓克力窗片、透

明玻璃、鍍膜玻璃窗片、各種角度之百葉固定片。如圖 3-1~圖 3-6 所示： 

二、設備：溫溼度計、精密電子照度儀、探照燈(500W)、電風扇、延長線。如圖 3-7~3-11 所

示： 

   
圖 3-1  1：8 房屋模型    圖 3-2 木質百葉        圖 3-3 壓克力窗片 

   
圖 3-4 百葉固定片      圖 3-5 鋁片百葉          圖 3-6 鍍膜玻璃 

    
圖 3-7 探照燈        圖 3-8 電風扇       圖 3-9 延長線 

  
圖 3-10 電子照度儀     圖 3-11 電子溫溼度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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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研究流程 

我們的研究流程首先是蒐集百葉窗的相關之料及文獻，接著訂定實驗主題、製作實驗 

表格、製作房屋模型、開始實驗，而實驗所要讀取的數據大致上分為兩個部分，升溫實驗及

照度量測，而實驗模型又可分為對照與實驗兩組，而實驗的組別又分別以六個角度作為基礎，

分別加上不同的變因、將其數據加以分析進而探討成果與結論。如圖 4-1 所示： 

 

訂定實驗主題 

蒐集百葉窗相關資料、文獻 
 

 

 

 

 

製作實驗表格  

 

 

製做房屋模型  

 

一、升溫實驗 二、照度量測 

 

 

 

 

 

 
實驗組 對照組 

 

 

 

無百葉 向上 45 度 向上 15 度 水平 90 度 向下 15 度 向下 45 度
 

 

 

分析實驗數據 

 

 

 

 

探討實驗成果與結論  

 

 

圖 4-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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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製作及介紹 

 

表 4-1 模型尺寸對照表 

 建築物尺寸 模型尺寸 

1. 比例尺 1 : 1 1 : 8 

2. 單位 公分(cm) 公分(cm) 

3. 模型長度 (cm) 520(cm) 65(cm) 

4. 模型寬度 (cm) 350(cm) 43.75(cm) 

5. 模型高度 (cm) 300(cm) 37.5(cm) 

6. 樓地板面積 (cm²) 182000 2843.75 

7. 窗戶開口率 1 / 8 1 / 8 

8. 窗戶面積 (cm) 22750 355.47 

9. 窗戶高度 (cm) 130 16.25 

10.窗戶寬度 (cm) 175 21.88 

11.窗戶位置 (cm) 地版面上方 80 cm 地版面上方 10 cm 

12.屋頂開口面積 (cm²) 25600 400 

13.屋頂開口長度 (cm) 160 20 

14.屋頂開口寬度 (cm) 160 20 

15.屋頂開口位置 屋頂面置中 屋頂面置中 

(一) 說明 

1.依據法規：開口大小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第四十一條第 2 點—住宅之居室，寄宿

舍之臥室，醫院之病房及兒童福利設施包括保健館，托兒所、育幼

院、育嬰室、養建築物之居室，不得小於該樓地板面積 八分之一。 

2.模型材料：保麗龍、模型紙 

3.牆    質：保麗龍、模型紙 

4.黏 著 劑：３M 噴劑、白膠、保麗龍膠 

5.窗戶材質：透明壓克力片、透明玻璃、鍍膜玻璃 

6.百葉材質：深色木質百葉、淺色木質百葉、鋁片百葉 



7.製作方法:  

(A)以 1:8 比例裁 300cm*520cm 模型紙兩片，其中一片於正中位置裁 130cm*175cm 

開口 

(B)以 1:8 比例裁 300 cm *350 cm 模型紙兩片 

(C)以 1:8 比例裁 350 cm *520 cm 模型紙一片，且於正中位置裁 20 cm *20 cm 開口 

(D)以 1:8 比例裁 280 cm *480 cm 保麗龍以及模型紙各兩片，其中兩片於相對位置

裁 130 cm *175 cm 開口 

(E)以 1:8 比例裁 296 cm *346 cm 保麗龍以及模型紙各兩片 

(F)以 1:8 比例裁 516 cm *346 cm 保麗龍以及模型紙各兩片，其中兩片於相對位置

裁 160 cm *160 cm 開口 

(G)將相對保力龍以及模型紙以噴膠黏接 

(H)以一大於 520 cm *350 cm 之模型紙作為基座底板 

(I)將各個牆面以白膠相黏接，再以塑膠繩綑綁，實施假固定 

(J)裁切 130 cm *175 cm、160 cm *160 cm 兩塊透明壓克力版，分別封於窗開口以 

及屋頂開口 

(K)表面以白紙包覆再以噴漆做最後修飾即可   

(二)工具及材料 

    
圖 4-2 模型紙          圖 4-3 保麗龍          圖 4-4 壓克力 

   
圖 4-5 切割墊           圖 4-6 製圖桌          圖 4-7 鐵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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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8 鋁片切割器          圖 4-9 壓克力刀      圖 4-10 美工刀及其刀片 

 

      
      圖 4-11 白膠    圖 4-12 噴膠   圖 4-13 塑膠繩       圖 4-14 魔鬼粘 

                     

圖 4-15 長尾夾      圖 4-16 保麗龍膠      圖 4-17 石頭漆 

(三)模型 

     

圖 4-18 模型屋頂       圖 4-19 頂部開口     圖 4-20 活動式屋頂 

     

圖 4-21 模型組立中       圖 4-22 模型組立中      圖 4-23 以白紙包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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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牆面剖面                 圖 4-25 模型屋完成品 

 

三、實驗過程 

(一) 裝置探照燈，與模型窗戶中心傾斜角為 45 度直射。如圖 4-26 所示： 

 

圖 4-26 安裝探照燈 

(二) 將兩組模型分別置於兩組探照燈相對位置。如圖 4-27 所示： 

 

圖 4-27 安置試驗模型 

(三) 使用電子照度儀量測兩組模型之窗外開口之照度，並調整模型位置，使兩組模

型能接受相同照度。如圖 4-28 所示： 

  

圖 4-28 測量照度、調整模型位置以及照度計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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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溫溼度誤差量測及校正。如圖 4-29 所示： 

 

圖 4-29 溫溼度計校正 

(五)將電子溫溼度計靜置室內、外數分鐘確認兩組無溫差。如圖 4-30 所示： 

 

圖 4-30 量測模型室內外溫溼度 

(六)將兩組模型窗戶開口外側分別安裝上不同角度之百葉。如圖 4-31 所示： 

 

圖 4-31 安裝百葉 

(七)將溫溼度計放置於模型內部之固定位置上。如圖 4-32 所示： 

 

圖 4-32 放置溫溼度計 

(八)蓋上模型上蓋後以探照燈照射，開始進行試驗。如圖 4-33 所示： 

  

圖 4-33 進行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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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模型上方讀數視窗。如圖 4-34、4-35 所示： 

  

              圖 4-34 讀數視窗 

 

              圖 4-35 讀數視窗剖面示意圖 

(十)每十五分鐘讀取一次溫溼度計讀數，共讀三次，計四十五分鐘。如圖 4-36 所示： 

 

圖 4-36 溫溼度計讀數 

 

(十一)試驗後將模型上蓋打開、窗片拆除並以電風扇協助模型散熱。如圖 4-37 所示： 

  

圖 4-37  模型散熱 

 

(十二)完全散熱並達室溫後，開始下一組之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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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模型室內溫度成長之討論與分析   

 

表 5-1 無百葉之模型室內溫度紀錄表 

     10 分鐘 20 分鐘 30 分鐘 40 分鐘 50 分鐘 60 分鐘 

溫度(℃) 24.9 25.6 26.1 26.6 27.1 27.4 

 

 70 分鐘 80 分鐘 90 分鐘 100 分鐘 110 分鐘 120 分鐘

溫度(℃) 27.7 27.8 27.9 27.9 28.0 28.1 

 

 

由表 5-1 與圖 5-1 可知，實驗溫度變化曲線中，10 分鐘至 50 分鐘之溫度呈線性分佈，

時間與溫度呈正比關係，故本研究分析實驗十，以此為參考數據，設定時間為 15 分鐘、

30 分鐘、45 分鐘。 

 

 

 

 

(℃)

溫度 

110 分鐘90 分鐘70 分鐘50 分鐘30 分鐘 10 分鐘 

29 

28 

27 

26 

25 

24 

23 

溫度(℃)

 

圖 5-1 無百葉之模型室內溫度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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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5、30、45 分鐘時各組百葉角度之溫差及效率比(窗戶材質為玻璃) 

 
(一) 十五分鐘時各組百葉角度之溫差及效率比之討論與分析 

 

表 5-2 十五分鐘時各組百葉角度之溫差及效率比 

 無百葉 向上 45 度 向上 15 度 水平 90 度 向下 15 度 向下 45 度

溫差

(℃) 
0.95 0.57 0.71 0.50 0.57 0.47 

效率比 

(%) 
100 60 74.7 52.6 60 49.4 

 

 

由十五分鐘時各組百葉角度之溫差圖以及十五分鐘時各組百葉角度之效率比圖(圖 7-1、

圖 7-2)中可知，實驗模型無裝設百葉時,因無障礙物阻擋光源進入模型，所以升溫最多，此點

與理論相符合。而葉片向下 45 度時，因與光源平行，升溫效果理應大於同為向上開啟的 15

度百葉窗，但結果卻沒有，此點明顯與理論不符。預測分析可能原因，應為溫溼度量測點位

置於模型最下方，必須等室內溫度升溫到一定程度之後，下底溫度才會改變。 
 
 
 
 
 
 
 
 
 
 
 
 
 
 
 
 
 
 
 
 



 
 

0

0.2

0.4

0.6

0.8

1

溫差(度)

組別

15分鐘各式百葉角度之溫度差

無百葉

向上45度

向上15度

水平90度

向下15度

向下45度

 
圖 5-2 十五分鐘時各組百葉角度之溫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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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鐘各式百葉角度之效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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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十五分鐘時各組百葉角度之效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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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十分鐘時各組百葉角度之溫差及效率比之討論與分析 
 
表 5-3 三十分鐘時各組百葉角度之溫差及效率比 

 無百葉 向上 45 度 向上 15 度 水平 90 度 向下 15 度 向下 45 度

溫差

(℃) 
1.90 1.49 1.38 1.37 1.18 1.11 

效率比 

(%) 
100 78.4 72.6 72.1 62.1 58.4 

 

 

由三十分鐘時各組百葉角度之溫差圖以及三十分鐘時各組百葉角度之效率比圖(圖 7-3、

圖 7-4)中可知，實驗模型無裝設百葉時,因無障礙物阻擋光源進入模型，所以升溫最多；裝設

向上 45 時則因與光源平行所以效果為次，升溫效果按照無百葉、向上 45 度、向上 15 度、水

平 90 度、向下 15 度、向下 45 度的順序呈降冪排列，此點與理論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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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差(度)

組別

30分鐘各式百葉角度之溫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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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三十分鐘時各組百葉角度之溫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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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三十分鐘時各組百葉角度之效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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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十五分鐘時各組百葉角度之溫差及效率比之討論與分析 

 

 

表 5-4 四十五分鐘時各組百葉角度之溫差及效率比 

 無百葉 向上 45 度 向上 15 度 水平 90 度 向下 15 度 向下 45 度

溫差

(℃) 
2.64 2.19 1.87 1.86 1.75 1.63 

效率比 

(%) 
100 82.9 70.8 70.4 66.2 61.7 

 

 

由四十五分鐘時各組百葉角度之溫差圖以及四十五分鐘時各組百葉角度之效率比圖(圖

7-5、圖 7-6)中可知，實驗模型無裝設百葉時,因無障礙物阻擋光源進入模型，所以升溫最多；

裝設向上 45 時則因與光源平行所以效果為次，升溫效果按照無百葉、向上 45 度、向上 15 度、

水平 90 度、向下 15 度、向下 45 度的順序呈降冪排列，與三十分鐘時相同，此點與理論相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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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四十五分鐘時各組百葉角度之溫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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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四十五分鐘時各組百葉角度之效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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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不同材質之窗片於各組百葉溫差比較之討論與分析 

 

表 5-5 不同材質窗片之各組百葉溫差(百葉為木質百葉)                    單位：(℃)             

 無百葉 向上 45 度 向上 15 度 水平 90 度 向下 15 度 向下 45 度

玻璃 1.9 1.49 1.38  1.37 1.18 1.11 

壓克力 1.39 1.11 1.03 0.84 0.87 0.69 

鍍膜玻璃 1.7 1.275 1.25 0.67 0.65 0.61 

 

由表 5-5 以及圖 5-8 中可知，玻璃材質窗片之各組百葉溫差遠大於壓克力材質窗片之各組

百葉溫差，而鍍膜玻璃的升溫曲線在百葉開啟角度為無百葉、向上 45 度、向上 15 度時，其

隔熱效果介於透明玻璃和壓克力之間；但是在開啟角度為水平 0 度致向下 45 度時，隔熱效果

卻又優於其它兩種窗片，因此可得知角度的改變對於鍍膜玻璃的影響十分的大，且以長時間

來看，模型裝設窗片為鍍膜玻璃材質時其隔熱效果十分明顯且所測得之溫度也都偏低，因此

我可由此推得模型裝設鍍膜玻璃窗片時較可達到隔熱節能的效果。 

 
 

不同材質窗片之各組百葉溫差(百葉材質為木質百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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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不同材質窗片+深色木質百葉之各組百葉角度溫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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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不同顏色百葉對各角度百葉溫度差之討論與分析(窗片材質為玻璃) 

 

 

表 5-6 不同顏色百葉對各角度百葉之溫度差(窗片材質為透明玻璃)              單位：(℃) 

 向上 45 度 向上 15 度 水平 90 度 向下 15 度 向下 45 度 

木質百葉 

(淺色) 
1.6 1.43 1.5 1.3 1.18 

木質百葉 

(深色) 
1.38 1.33 1.25 1.2 1.05 

 

 

由表 5-6 不同顏色百葉對各角度百葉之溫度差以及圖 5-9 不同顏色百葉對各角度百葉之溫

度差中可知，淺色百葉之各組角度百葉溫差遠大於深色百葉之各組角度百葉溫差，模型裝設

百葉為淺色時升溫效果十分明顯且所測得之溫度也都偏高，因此由試驗結果可以得知，模型

裝設深色百葉時可達到較佳之隔熱效果，本試驗之深色百葉之隔熱效果比淺色百葉高 13%。 
 

 

 

不同顏色之各式百葉角度之溫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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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不同顏色百葉對各角度百葉之溫度差(窗片材質為透明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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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不同材質百葉對各角度之溫差表 

表 5-7 不同材質百葉對各角度之溫度差(窗片材質為透明玻璃)                  單位：(℃)          

 向上 45 度 向上 15 度 水平 90 度 向下 15 度 向下 45 度 

木質百葉 
1.49 1.38 1.37 1.18 1.11 

鋁片百葉 
2.15 1.75 1.95 1.75 0.8 

 

 

由表 5-7 不同材質百葉對各角度之溫度差以及圖 5-10 不同材質百葉對各角度之溫度圖中

可知，鋁片百葉之各組角度百葉溫差遠大於木質百葉之各組角度百葉溫差，模型裝設百葉為

木質時，升溫效果十分明顯且所測得之溫度也都偏高，雖然向下 45 度時鋁片百葉的隔熱效果

遠佳於木質百葉，但推得是因為鋁片反光性強，擺設角度於向下 45 度時剛好與照射光源成垂

直，因此由試驗結果可以得知，模型裝設木質百葉時可達到較佳之隔熱效果，本試驗之木質

百葉之隔熱效果比鋁片百葉高 15.2%。 

 

 

 

不同材質百葉對各式角度之溫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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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不同材質百葉對各角度之溫度圗(窗片材質為透明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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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各組百葉角度之累積溫度差與效率比之討論與分析 

 

 

表 5-8 各組百葉角度之累積溫度差                                          單位：(℃) 

 無百葉 向上 45 度 向上 15 度 水平 90 度 向下 15 度 向下 45 度

15 分鐘 0.95 0.57 0.71 0.50 0.57 0.47 

30 分鐘 1.90 1.49 1.38 1.37 1.18 1.11 

45 分鐘 2.64 2.19 1.87 1.86 1.75 1.63 

 

 

表 5-9 各組百葉角度之隔熱效率比 

 無百葉 向上 45 度 向上 15 度 水平 90 度 向下 15 度 向下 45 度

15 分鐘(倍) 1 1.67 1.34 1.9 1.67 2.02 

30 分鐘(倍) 1 1.28 1.38 1.39 1.61 1.71 

45 分鐘(倍) 1 1.21 1.41 1.42 1.51 1.62 

 

 

由表 5-8、表 5-9、圖 5-11 以及圖 5-12 中可知 45 分鐘時累積溫差大於 30 分鐘時的累積溫

差大於 15 分鐘時的累積溫差，此點與理論完全符合。因此可由此推斷我們所進行的實驗是與

實際情況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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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各組百葉角度之累積溫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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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各組百葉角度之隔熱效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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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組百葉角度之室內外照度比之討論與分析 

 

表 5-10 各組百葉角度室內外照度比及效率比(壓克力窗片+不同材質百葉) 

 向上 45 度 向上 15 度 水平 0 度 向下 15 度 向下 45 度 

木質百葉

(淺色) 
121.45 49.48 30.64 13.99 5.69 

木質百葉

(深色) 
118.4 44.85 24.9 8.74 4.29 

鋁片 114.6 74 52.55 42.79 11.45 

 

表 5-11 各組百葉角度室內外照度比及效率比(玻璃窗片+不同材質百葉) 

 向上 45 度 向上 15 度 水平 0 度 向下 15 度 向下 45 度 

木質百葉

(淺色) 
136.38 65.73 24.28 16.41 7.13 

木質百葉

(深色) 
133.58 63.2 21.7 16 2.64 

鋁片 98 91.54 50.9 48.9 13.12 

 

表 5-12 各組百葉角度室內外照度比及效率比(鍍膜玻璃窗片+不同材質百葉) 

 向上 45 度 向上 15 度 水平 0 度 向下 15 度 向下 45 度 

木質百葉

(淺色) 
34.55 14.36 19.43 5.04 0.8 

木質百葉

(深色) 
31.41 14.12 9.75 3.4 1.17 

鋁片 30.19 22.87 14.94 13.92 4.96 

 

由表 5-10 各組百葉角度室內外照度比及效率比(壓克力窗片+不同材質百葉)、表 5-11 各

組百葉角度室內外照度比及效率比(玻璃窗片+不同材質百葉)、表 5-12 各組百葉角度室內外照

度比及效率比(鍍膜玻璃窗片+不同材質百葉)、圖 5-13、圖 5-14、圖 5-15、中可得知，照度值

實驗模型無裝設百葉時,因無障礙物阻擋光源進入模型，所以照度最強；裝設向上 45 時則因

與光源平行所以效果為次，按照無百葉、向上 45 度、向上 15 度、水平 90 度、向下 15 度、

向下 45 度的順序呈降冪排列，此實驗結果與溫度值相驗證則趨勢相符合。且可得知玻璃的透

光率較鍍膜玻璃以及壓克力窗片為高，因而模型內照度也提高，但相對隔熱效果便低於另兩

種窗片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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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各組百葉角度室內外照度比及效率比(壓克力窗片+不同材質百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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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各組百葉角度室內外照度比及效率比(玻璃窗片+不同材質百葉) 

0

5

10

15

20

25

30

35

照度値(lux)

木質百葉(淺) 木質百葉(深) 鋁片

不同材質百葉

鍍膜玻璃於不同材質百葉對各角度之照度

鍍膜玻璃 向上45度

鍍膜玻璃 向上15度

鍍膜玻璃 水平0度

鍍膜玻璃 向下15度

鍍膜玻璃 向下45度

 

圖 5-15 各組百葉角度室內外照度比及效率比(鍍膜玻璃窗片+不同材質百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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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組百葉昇溫趨勢分析 

表 5-13 各組百葉升溫趨勢表                                               單位：(℃) 

 26

 15 分鐘 30 分鐘 45 分鐘 60 分鐘 

無百葉 

(透明玻璃) 
25.25 26.1 26.85 27.4 

向上 45 度 

(鍍膜+淺木質) 
28.4 28.9 29.35 29.85 

向上 15 度 

(鍍膜+深木質) 
28.45 29.05 29.55 29.75 

水平 0 度 

(玻璃+鋁片) 
29.7 30.2 30.85 31.2 

向下 15 度 

(壓克力+淺木質) 
24 24.5 25 25.3 

向下 45 度 

(壓克力+深木質) 
24.2 24.6 25 25.3 

時 
間 變 因 

 

 75 分鐘 90 分鐘 105 分鐘 120 分鐘 

無百葉 

(透明玻璃) 
27.75 27.9 28.05 28.2 

向上 45 度 

(鍍膜+淺木質) 
30.2 30.5 30.8 31.1 

向上 15 度 

(鍍膜+深木質) 
29.9 30.1 30.3 30.5 

水平 0 度 

(玻璃+鋁片) 
31.6 31.8 32 32.2 

向下 15 度 

(壓克力+淺木質) 
25.6 25.9 26.1 26.2 

向下 45 度 

(壓克力+深木質) 
25.6 25.8 25.9 26 

變 因 間 時 

 

備註：無百葉(透明玻璃)        =模型無裝設百葉、窗片材質為透明玻璃 

      向上 45 度(鍍膜+淺木質)  =模型裝設向上 45 度淺色木質百葉、窗片材質為鍍膜玻璃 

      向上 15 度(鍍膜+深木質)  =模型裝設向上 15 度深色木質百葉、窗片材質為鍍膜玻璃 

      水平 0 度(玻璃+鋁片)     =模型裝設水平 0 度鋁片百葉、窗片材質為透明玻璃 

      向下 15 度(壓克力+淺木質)=模型裝設向下 15 度淺色木質百葉、窗片材質為壓克力 

      向下 45 度(壓克力+深木質)=模型裝設向下 45 度深色木質百葉、窗片材質為壓克力 

 

 



 

 

 

由表 5-13 升溫趨勢表和圖 5-16 升溫趨勢圖中可得知，模型實驗時以任一種開啟角度、

任一種百葉材質及任一種窗片材質，從起始到 45 分鐘的昇溫曲線約略成等比例的線性關係，

45 分鐘到 90 分鐘的曲線亦則較為減緩，因此可由此推得訂定實驗時間一組為 45 分鐘是正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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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 各組百葉升溫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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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討論 

一、作實驗時需隨時確認照度以及百葉角度是否正確，以免造成實驗數據上的誤差。 

二、雖然模型、比例、牆質已盡力擬真，但還是未能達到 100%的擬真，如：膠結材、樑、柱

等，希望後續研究能夠更為精進，如：模型材質全部使用 PC 材料且以細石子代替骨材等。 

三、本次研究百葉部份僅使用木頭材質及鋁片材質，期待後續研究能夠加入其他材質相互比

較。 

四、本次研究百葉角度部份僅使用無百葉、向上 15 度、向上 45 度、水平 90 度、向下 45 度、

向下 15 度加以比較，期待後續研究能夠增加其他百葉角度相互比較，如 30 度、60 度等。 

五、本次研究光源角度只有俯角 45 度，希望後續可加入更多不同的入射之角度。 

六、本次研究使用之窗玻璃為透明玻璃、壓克力以及鍍膜玻璃，希望後續的實驗能加入各式

種類之玻璃，例如：強化玻璃、隔熱紙玻璃、膠合玻璃…等。 

七、因為此次研究歷經了冬、春、夏三個季節，起始溫度變化十分大，也間接影響度數據的

分析及探討，後續實驗希望可以在恆溫的空間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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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論 

由第五章可得知，模型室內溫度成長之討論與分析 (模型為無百葉)、  15、30、45 分鐘

時各組百葉角度之溫差及效率比(窗戶材質為玻璃)、不同材質窗片之各組百葉溫差比較之討論

與分析、不同顏色百葉對各角度百葉溫度差之討論與分析(窗片材質為玻璃)、不同材質百葉對

各角度之溫度差、每增加 15 分鐘之各組百葉角度之累積溫度差與效率比之討論與分析)、各

組百葉角度室內外照度比及效率比及升溫趨勢分析之結果，將其歸納出下列幾項結論： 

一、經實驗分析，發現在 45 度俯角之光源照射下，以向下 45 度之百葉遮陽效果最佳，

為無百葉之 1.62 倍，故百葉角度與光源成垂直為最佳。 

二、不同窗片材質(壓克力、玻璃、鍍膜玻璃)之透光率會影響其內部接受熱源之多寡，

試驗中以玻璃所穿透之熱源較多，故室內溫度上升較為快速為壓克力材質的 1.44

倍，而鍍膜玻璃之隔熱效果在水平 0 度之後效果最佳，以長時間來看鍍膜玻璃為

最佳。 
三、葉片顏色會影響其溫度，以淺色系而言，它容易反射並將光源射入室內使其溫度

升高，反之以深色系而言，它較能吸收光線使室內溫度不易升高，如此便能有效

降低室內溫度。為試驗知深色百葉之隔熱效果比淺色百葉高 13%。 
四、百葉材質也會影響其溫度，根據實驗結果得知，木質百葉之隔熱效果優於鋁片百

葉之隔熱效果，因木質百葉熱傳導性較鋁片百葉為低，也不易將光源折射入模型

內部。由試驗可得知木質百葉之隔熱效果比鋁片百葉高 15.2% 

五、試驗結果經分析後，以無百葉為 100%為基礎，比較其隔熱之效率，以 

無百葉<向上 45 度<向上 15 度<水平 90 度<向下 15 度<向下 45 度。 

百葉向下 45 度之隔熱效果為無百葉之 1.62 倍。 

百葉向下 15 度之隔熱效果為無百葉之 1.51 倍。 

百葉水平之隔熱效果為無百葉之 1.42 倍。 

百葉向上 15 度之隔熱效果為無百葉之 1.41 倍。 
百葉向上 45 度之隔熱效果為無百葉之 1.21 倍。 

六、由室內外照度百分率與各組隔熱效率比分析可知，遮陽效果愈佳則相對照度效率

愈低。 

七、在持續的燈源照射下,不論裝設何種窗片或何種百葉，室內溫度一定會隨著時間增

加，但室內照度不變。 

八、實驗結果得知於實驗模型裝設任一種不同變因，其 0 到 45 分鐘以及 45 分鐘到 90

分鐘之升溫曲線都成一定比例關係，證明實驗訂定時間為 45 分鐘是正確的。 

因此，我們建議大家於建築物裝設深色的戶外水平百葉窗，且開啟角度以與光源垂直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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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參考資料及其他 

1. 研究生：連憶菁  〈水平導風百葉開口部對室內自然通風效果影響之研究 〉 

指導教授：江哲銘/國立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博士班/91/碩士/091NCKU5222019  

2. 中華民國建築技術規則  /內政部營建署 

3. 研究生：陳世明  〈高效率百葉窗鰭片式熱交換器之三維熱液動性能分析 〉 

指導教授：張錦裕/國立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碩博士班/91/碩士/091NCKU5490096  

4. 百葉窗各種原理。奇摩知識+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508110207657 

5. 百葉窗的優缺點。奇摩知識+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10505070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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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91203 

1、 由生活細節觀察而提出節能減碳之研究題材值得嘉許。 

2、 試驗成果可供實務應用之參考。 

3、 模型之試驗設計及實作符合教材相關性。 

4、 圖表呈現頗具系統性。 

 


	091203
	封面
	摘要
	壹、研究動機
	貳、研究目的
	參、研究設備及器材
	肆、研究過程及方法
	伍、研究結果
	陸、討論
	柒、結論
	捌、參考資料及其他
	評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