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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風區的奧秘 

摘要：風吹過物體後，會在物體的後面形成無風的區域，本研究及透過自製的儀器測量，並描繪出在 

      不同情況下，無風區的形狀及大小，且驗證無風區面積大小與阻力的關係。 

一、研究動機： 

    有一天氣溫寒冷且北風吹號，我們到操場上體育課，雖然我穿很多衣服，但仍然感到寒風刺

骨，趁老師未到先躲到大樹幹的後面躲避寒風，咦？一躲到樹後，立刻感到體溫上升溫暖許多， 

但在後退幾步或稍向左右偏移，立刻寒氣襲來，為什麼會這樣呢？老師說：「因為你剛好躲在樹

後的無風區，吹不到寒風，當然覺得溫暖，當你踏出無風區，寒風立即吹來所以又冷了起來。」

聽了老師的回答，使我對無風區產生了許多疑問，無風區的面積和大小，和物體的形狀有關嗎？ 

無風區面積的大小和物體的長寬有關嗎？若有二個物體以上，它們不同組合的型態會影響無風區

面積的大小和形狀嗎？為解決心裡的疑問，於是在老師的指導下做了這個研究。 

 

二、研究目的： 

〈一〉自製能測量風力的儀器。 

〈二〉探究物體形狀和無風區的關係。 

〈三〉探究二個物體以上的組合位置和無風區的關係。 

〈四〉探究不同柱體的立體無風區的差異。 

三、研究問題： 

〈一〉能製造出便於測量風力的儀器嗎？ 

〈二〉物體的形狀和無風區的形狀及面積有關嗎？ 

〈三〉物體的高低和無風區的形狀及面積有關嗎？ 

〈四〉物體迎風面的寬度和無風區的形狀及面積有關嗎？ 

〈五〉物體的側面的長度和無風區的形狀及面積有關嗎？ 

〈六〉柱體不同迎風面角度和無風區的形狀及面積有關嗎？ 

〈七〉二物體的橫隔間距或直隔間距和無風區的形狀及面積有關嗎？ 

〈八〉橫列的物體數量和無風區的形狀及面積有關嗎？ 

〈九〉物體組合的型態和無風區的形狀及面積有關嗎？ 

〈十〉圓柱形態不同的變化它的立體無風區的空間是否也不同？ 

〈十一〉無風區面積的大小和形體對風的阻力有相關嗎？ 

 

四、研究器材： 

西卡紙製造的圓柱、三角柱、四角柱、方格紙、自製測風力儀器、風扇、直筒風洞、碼錶、 

轉速計、熱熔槍、吸管、保麗龍膠。 

 

五、研究過程及方法： 

問題〈一〉能製造出便於測量風力的儀器嗎？ 

第一代儀器：製作方法→利用窗簾導輪配上小塑膠片組合成為風車狀，再測出轉速來表示風力 

的大小。 

實驗測風力結果我們發現，用窗簾導輪磨差力大，轉速不順，時快時慢，所以我們認為此儀器 

不理想，於是改良設計第二代儀器。 

第二代儀器：製作方法→我們將窗簾導輪改成用釣魚的浮標，加上扇葉並利用迴紋針當做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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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成第二代儀器。 

實驗測試結果，我們覺得雖然比第一代順暢，但是儀器快轉時會震動，靈敏度仍不足，因此我們 

再設計第三代儀器。 

第三代儀器：製作方法→我們選用更細小的浮標，加上四片小塑膠片做成測轉速儀器，比前兩代

儀器靈敏多了，而且測風力的面積可小至 1.5 平方公分。但是我們仍不滿意，因此利用各種零件

再改良儀器，看是否能做出轉速更快的第四代儀器。 

第四代儀器：製作方法→我們利用錄音帶小導輪，加上四片塑膠扇葉，真的提升了測試的轉速。  

第五代儀器：小風扇的測試儀器雖然靈敏，但是在小空隙測試時，非常容易碰到柱子而停止，因

此我們放棄測轉速的測試方式，改以保麗龍球漂浮的型式來製作第五代的測試儀器，結果在細小

的測試空間也能測出風力值。所以我們就以此儀器展開以下的實驗。 

問題〈二〉物體的形狀和無風區的形狀及面積有關嗎？ 

實驗〈一〉方法〈1〉我們用西卡紙做成截面寬度相同 3 CM 的圓柱、三角柱、四角柱、水滴 

                   形狀等形體。 

              〈2〉分別放置在距離直筒風洞出口相等距離的位置。 

              〈3〉以自製儀器測量靠近物體邊緣周圍的風力及風向。 

              〈4〉描繪出無風區的形狀，並算出無風區的面積。 

實驗結果：我們發現〈1〉各個形體風力最強的位置是在距離物體 1CM 處。 

                  〈2〉每個形體後面的無風區形狀都不一樣，如圖○1 →圖○5 。 

                  〈3〉每個形體後面無風區面積的大小分別是倒三角柱最大，面積達 36 平 

                       方公分，水滴形最小，面積只有 2.1 平方公分。 

                       及表〈一〉。 

                  表〈一〉各形體後無風區的形狀及大小實驗記錄 

形體 

測量 

項目 

圓柱 四角柱 正三角柱 倒三角柱 水滴狀柱 

無風區 

的形狀 

     
無風區 

的面積 
10.5 平方公分 21 平方公分 18 平方公分 36 平方公分 2.1 平方公分 

                 〈4〉迎風面是平面時，無風區的面積比迎風面成角或曲面時大了許多，因 

                      此我們以四角柱不同寬度的迎風面來觀測其無風區的大小。 

 

問題〈三〉柱體高低和無風區的形狀及面積有關嗎？ 

實驗〈二〉方法同實驗〈一〉，但入風口降為 1CM，並以相同的四角柱，柱體高度分別為 1CM、

2CM、3CM、4CM、 5CM、6CM、7CM、8CM，分別測出無風區的形狀及大小。 

實驗結果：我們發現，高度 1CM、2CM 時，無風區的面積很小，但從 3CM 起無風區面積就迅 

          速增加，其中高度 6CM 時的無風區面積最大，但 7CM 和 8CM 時反而略微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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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柱體無風區高低與無風區形狀及大小實驗記錄： 

 柱體 

   高低 

項 

目     

無風區

形狀 

    

無風區

面積 
3CM2 3CM2 6CM2 6.5CM2 

大小 

順序 
7 7 6 5 

柱體 

   高低 

 

項目     

無風區

形狀 

    

無風區

面積 
8CM2 9CM2 8.8CM2 8.5CM2 

大小 

順序 
4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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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物體迎風面的寬度和無風區的形狀及面積有關嗎？ 

實驗〈三〉方法：同時驗〈一〉的方法，但我們將形體改成四角柱，它們的長度相同，但迎風面 

          的寬度分別為 2 公分、3 公分、4 公分、5 公分。 

實驗結果：我們發現： 

〈1〉 迎風面的寬度越寬時，無風區的面積越大，尤其寬度從 2CM 增為 3CM 時，無 

風區的面積增加了 8.4 倍，但寬度從 4CM 增加 5CM 時，無風區面積卻幾乎沒

有增加。如表〈三〉 

表〈三〉不同迎風面寬度的無風區形狀及大小實驗記錄 

  迎風面寬度 

測量 

項目 

2CM 3CM 4CM 5CM 

無風區 

的形狀 

    

無風區 

的面積 
2.5 平方公分 21 平方公分 29.5 平方公分 30 平方公分 

                 〈2〉我們懷疑既然迎風面的寬度和無風區的面積關係密切，那麼側風面的長度是 

否也跟無風區的面積有關呢？所以我們再做下個實驗。 

 

問題〈五〉物體的側面的長度和無風區的形狀及面積有關嗎？ 

實驗〈四〉：方法同實驗〈一〉的方法，但是我們將形狀改成迎風面寬度相同〈3 公分〉而長 

           度分別為 2CM、3CM、4CM、5 CM 的四角柱。 

 

實驗結果：我們發現，側面的長度愈短，無風區的面積反而越大，尤其側面長度從 3CM 增為 4CM 

          時無風區面積從 23 平方公分驟減為 9 平方公分，變化最大。形狀由近橢圓形變成尖 

          錐狀。如表〈四〉 

表〈四〉不同長度物體的無風區形狀及大小實驗記錄 

   物體長度 

測量 

項目 

長 2CM 長 3CM 長 4CM 長 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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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風區 

的形狀 

    

無風區 

的面積 
23 平方公分 21 平方公分 9 平方公分 9 平方公分 

 

問題〈六〉柱體不同迎風面角度和無風區的形狀及面積有關嗎？ 

實驗〈五〉：我們設計一個可以旋轉角度的圓形底座，在底座上分別黏上四角柱和三角柱，在柱 

           體的中心線作記號，做為迎風角度的基準線。風從 0 度、30 度、60 度、90 度吹入 

           ，關測無風區的形狀及面積大小的變化。 

實驗結果：我們發現→●以三角柱而言，當迎風面角度是 0 度時，無風區面積最大達 36CM2，60 

          度時最小只有 18CM2，剛好是 0 度的二分之一。而 30 度和 90 度都是 24.5CM2。 

          ●以四角柱而言，當迎風面成 30 度時無風區面積最大達 33CM2 ， 0 度和 90 度時最 

          小都是 21CM2。 

          ●不管三角柱或四角柱當它和迎風面角度不對稱時，無風區的形狀也呈現歪斜狀，如 

            下表： 

 

表〈五〉不同迎風角度與無風區形狀及面積實驗記錄： 

迎風角度 0 度 30 度 

項目 

三角柱

 

四角柱

 

三角柱

 

四角柱

 

無風區形

狀 

  

  

無風區面

積 
36CM2 21CM2 24.5CM2 33CM2 

迎風角度 60 度 90 

項目 三角柱 四角柱 三角柱 四角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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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CM2 25.5CM2 24.5CM2
 21CM2

 

 

問題〈七〉物體的橫隔間距或直隔間距和無風區的形狀及大小有關嗎？ 

實驗〈六〉方法：同實驗〈一〉，但我們控制二個圓柱、二個正四角柱及二個三角柱，他們之間 

          的橫隔距離分別 4CM、3CM、2CM、1CM、0CM，比較其無風區的形狀及大小。 

實驗結果：如表〈六〉 

表〈六〉不同橫格間距的無風區形狀及大小實驗記錄 

柱子 

形狀 

  柱子

間

隔 

測量 

項目 

0CM 1CM 2CM 3CM 4CM 

圓柱 

無風區

形狀 

     
無風區

面積 
36 平方公分 28 平方公分 11 平方公分 11 平方公分 10 平方公分 

三角

柱 

無風區

形狀 

     
無風區

面積 
90 平方公分 96 平方公分 59 平方公分 27 平方公分 34 平方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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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角

柱 

無風區

形狀 

     
無風區

面積 
64 平方公分 34 平方公分 24 平方公分 26 平方公分 16 平方公分 

結果我們發現：〈1〉從無風區的圖形來看，圓柱和正四角柱只要中間有空隙時，無風區的圖形就 

                 會被切成二部份；實驗中倒三角形卻最為奇特，雖然他們中間相隔 1CM，但 

                 無風區卻沒有被氣流切分成二部份，只是凹下去一點點而已。 

             〈2〉在相同條件下，倒三角形柱的無風區面積  〉四角柱 〉圓柱。整體來看， 

                  倒三角柱形成的無風區面積約是圓柱的 3 倍，而正四角柱則約為圓柱的 2 

                  倍。 

             〈3〉圓柱和四角柱的無風區都是以沒有空隙時為最大，而間隔越大，無風區越小。 

                 但是倒三角柱最特殊，它是在間隔 1CM 時無風區最大，達 96 平方公分。 

             〈4〉 圓柱和倒三角柱，他們間隔 2CM 時無風區的面及迅速縮小，約縮減了 1/2 

                 。但四角柱則只要間隔 1CM 就驟減約為原來的一半。 

實驗〈七〉：方法：同實驗〈六〉但是我們將橫隔間距改為直行的距離。 

實驗結果：我們發現，直行間距越長，無風區的面積緩慢增加，但增加的面積相差沒有很大。 

表〈七〉不同直行距離的無風區形狀及大小實驗記錄 

柱子形狀 

  柱子間隔 

測量 

項目 

0CM 1CM 

圓柱 

無風區形狀 

  

無風區面積 6 平方公分 6.5 平方公分 

 2CM 3CM 

無風區形狀 

  

無風區面積 11 平方公分 13 平方公分 

 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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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風區形狀 

 

 

無風區面積 15 平方公分  

 

 

問題〈八〉橫列的物體數量和無風區的形狀及面積有關嗎？ 

實驗〈八〉：方法：同實驗〈六〉，我們已間隔 1 CM，測試圓柱分別為 1 個→4 個，測試 

           無風區面積的形狀及大小。 

 

 

 

實驗結果：我們發現：〈1〉圓柱數量由 2 個、3 個或 4 個時，它們形成的無風區面積變化不大。 

                   〈2〉2 個 〉4 個〉3 個〉1 個，但無風區面積相差只有 4 平方公分。 

表〈八〉不同數量橫列物體的無風區形狀及大小實驗記錄 

   橫列柱子個

數 

測量 

項目 

一根圓柱 二根圓柱 三根圓柱 四根圓柱 

無風區形狀 

   

 

無風區面積 10.5 平方公分 28 平方公分 24 平方公分 26 平方公分 

 

 

問題〈九〉物體組合形態和無風區的形狀及大小有關嗎？ 

實驗〈九〉：方法：同實驗〈一〉，但我們將圓柱組合成， 

、 、 、 、 、 、 等各種組合形態，測量形成的無風區形狀及大小。 

 

實驗結果：我們發現： 

〈1〉 無風區面積以 為最大，達 64 平方公分， 為最小，只有 12 平方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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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形狀上 和 剛好相反， 的中間無風區最短小，而 則是中間無風區最

大最長。如表〈九〉 

 

表〈九〉不同組合形態的無風區形狀及大小實驗記錄 

無風區形狀 

   

無風區面積 27 平方公分 30 平方公分 12 平方公分 

無風區形狀 

   

無風區面積 58 平方公分 40 平方公分 38 平方公分 

無風區形狀 

 

  

無風區面積 64 平方公分   

 

問題〈十〉圓柱形態不同的變化它的立體無風區的空間是否也不同？ 

實驗〈十〉我們的想法→我們前面的每一個實驗，測量風力的高度都是在 5CM 的位置〈即測量

器的開口與底面距離 5CM〉，但是在問題〈三〉測量柱體的高度時，我們必須將風力器開口降低

〈否則無法測量柱高較低得柱形〉，這時我們腦中忽然有了個想法，如果我們將低、中、高三層

的無風區串連起來形成立體狀，那麼不是能更具體的表達出無風區的空間嗎？而且我們也想探究

如果圓柱的形狀有所變化時，無風區的形狀及空間是否也不同呢？於是就做了這項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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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方法：我們改變各種圓柱的造型，原本分別在柱體的 1CM、3CM、5CM、7CM 處做無風區的

測量，再用有顏色的縫衣線串聯成無風區的立體空間，但結果我們發現測量的無風區間格太密集 

，縫衣針很難操作串聯色線，且都是以中間 5CM 處的無風區最大，而越往上下兩端則越來越小，

所以我們改成在 1CM、5CM、7CM 處測量串聯成立體空間。如下表： 

 

表〈十〉圓柱形態不同變化立體無風區的形狀及大小實驗記錄： 

 圓柱

形態 

 

 

 

項目 

 

○2  

 

○3  

 

○1  

 

○8  

 

○5  

面

積

變

化 

上 2 3 4.5 0.5 0.5 

中 12.5 11 28 7.5 10 

下 3 1 4 3.5 2 

合 17.5 15 36.5 11.5 12.5 

無風

區的

立體

空間

狀態 

     

 圓柱                           

形態 

 

 

 

項目 

 

○5  

 

○10  

 

○6  

 

○9  

 

○4  

面

積

變

化 

上 1 1 0.25 0.5 0.5 

中 8 3 11 9 10.5 

下 3.5 1.5 1 0.5 3.5 

合 12.5 5.5 12.25 10.5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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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風

區的

立體

空間

狀態 

     

 

問題〈十一〉無風區面積的大小和形體對風的阻力有關嗎？ 

          我們懷疑是否物體後面無風區的面積越大，該物體對風的阻力也越大，為解決此疑問 

          我們用三組無風區面積不同的形狀來比較，他們對風的阻力。 

實驗〈八〉：方法：我們取實驗〈一〉的倒三角柱和正三角柱，實驗〈二〉的迎風面寬度 5 CM 和    

           2CM 比較它們阻力的差別。 

阻力的測試方法：我們在相同的四輪車上分別裝上如上述的二組型體，啟動風扇時先用手擋住四 

                輪車，放開後測試氣流將四輪車從 10CM 推到 36CM 處所需要的時間。 

                我們以測得的時間值表示風的阻力。 

實驗結果： 如表〈八〉 

表〈八〉無風區面積的大小與阻力關係記錄表實驗記錄 

無風區照片 

    

測試型態 

    

無風區面積 36CM2 18 CM2 30 CM2 2.5 CM2 

阻力值 3 秒 6 秒 2 秒 7 秒 

 

我們發現：〈1〉阻力的大小除了和無風區的面積關係密切外，和迎風面的大小也有關連。所以在 

          實驗中發現無風區面積達 30 平方公分且迎風面寬 5 公分的四角柱阻力最大。其次是  

          無風區面積達 36 平方公分、迎風面寬為 3CM 的倒三角柱。 

         〈2〉阻力最小則是無風區最小，且迎風面也最窄的四角柱。 

六、討論與結論： 

〈一〉實驗〈一〉裡我們發現，五種基本柱型的最大寬度一樣，但迎風面是平面的柱型，它的無風區 

面積比迎風面成曲面或角狀的大了非常多。如四角柱是水滴狀柱體的 10 倍，而到三角柱更是 

水滴狀柱體的幾近 18 倍。 

〈二〉在實驗〈二〉我們發現柱體的高度確實會影響無風區的大小，當柱體高度在 1、2CM 時，無 

風區面即很小，但從 3CM 起無風區面積迅速增加，到達 6CM 時無風區面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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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實驗〈三〉和實驗〈四〉我們看出，測試的四角柱正好是 4 種柱型被氣流從互相垂直的方向 

吹拂所產生的無風區圖形，我們將兩組無風區面積相加，結果以正四角柱的值最大，2X3 的四 

角柱最小，而 4X3 和 5X3 的四角柱雖柱型較大卻具有第二的無風區面積。因此我們覺得，在 

室外的公共建築的柱型，可做成扁長形四角柱，且將較窄的面朝向經常有強風的方向。這樣的 

柱型又堅固又有較低的風阻。 

實驗〈二〉柱型 

    

無風區面積 2.5 平方公分 21 平方公分 29.5 平方公分 30 平方公分 

實驗〈三〉柱型 

    

無風區面積 23 平方公分 21 平方公分 9 平方公分 9 平方公分 

兩無風區面積和 25.5 平方公分 42 平方公分 38.5 平方公分 39 平方公分 

〈三〉由實驗〈五〉中知道迎風面的角度確實會影響無風區的大小。 

             ◎若迎風角度沒有和物體對稱時，所形成的無風區也是歪斜的。 

三角柱 30 度 三角柱 90 度 四角柱 30 度 四角柱 60 度 

     

             ◎當三角柱和迎風面成 0 度時，無風區面積最大，有 36CM2。 

             ◎四角柱和迎風面成 30 度時，無風區面積最大，有 24.5CM2。 

〈四〉在實驗〈六〉中三種不同柱型的不同橫向間距我們也發現很有趣的無風區圖樣及現象： 

〈1〉 當柱型之間沒有空隙時，3 種柱型組合都呈現完整無風區圖塊，而且面積也最大。其中 

又以倒三角柱的無風區面積最大。 



13 

間距為 0 

的無風區

圖樣 

   

無風區面

積 

36 平方公

分 

90 平方公

分 

64 平方公

分 

〈2〉 圓柱和正四角柱在測試時，只要柱子中間一有空隙，就會將無風區圖塊一分為二，形成 

左右兩塊互相對稱的無風區圖塊。從兩組柱型測試數據可看出，正四角柱的無風區面積 

約是圓柱的 2 倍。 

〈3〉 最特殊的是倒三角柱的無風區圖樣，三角柱間距是 1→2CM 時，後方的無風區竟然沒被 

氣流切開，間距 1CM 時在兩柱型間內凹一些，呈現出所有實驗組合最大的無風區面積 

，是 96 平方公分的心形圖塊。更奇特的是在間距 2CM 時，內凹加大，後方無風區縮小 

後形成一個有雙螯的龍蝦狀無風區圖塊，且無風區面積也達到 59 平方公分。整體來看 

倒三角柱的無風區面積約是圓柱的 3 倍。 

                 
〈六〉實驗〈七〉種我們只用無風區最小的圓柱做直向間距的測試，我們發現到，無風區面積隨著 

間距加大而加大。 

圓柱不同間

距圖樣 

     

無風區面積 6 平方公分 6.5 平方公

分 

11 平方公分 13 平方公分 15 平方公分 

〈七〉實驗〈八〉裡，圓柱的無風區並沒有因為柱子的數量增加而倍增，兩根圓柱時反而最大，是 

      28 平方公分，雖著圓柱增加無風區面積反而減少。柱子數量是偶數時，左右無風區圖塊是對 

      稱的，然而奇數時，中間圓柱後方會出現寶劍形無風區圖樣。 

〈八〉在利用五根圓柱組合出不同柱型的實驗〈九〉裡，我們發現到： 

      〈1〉不同柱型組合無風區面積比較 

柱型組合圖 

       

無風區面積 12CM2 27 CM2 30 CM2 38 CM2 40 CM2 58 CM2 64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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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順序 最小→1 2 3 4 5 6 最大→7 

     〈2〉同樣是 5 根圓柱排列組合，在無風區的表現上仍有很大的差別，若建築的柱型組合，可 

          採用無風區最小的五角形柱陣，會產生最小的風阻。 

     〈3〉V 字形排列時因為像一個容器，把風收納後呈外八字形噴出，在正中圓柱後形成很大的無 

         風區面積達 58 平方公分；但是倒 V 字形柱型的無風區卻馬上縮小 20 平方公分的面積，且 

         變成中間最小兩邊較大的無風區圖樣，風道也改變成內八字形。 

     〈4〉像奧運圖樣的圓柱陣形，產生的無風區面積最大，達到 64 平方公分；倒過來的奧運標 

         誌陣形卻產生像機器人圖樣的無風區區塊，面積立即縮小 27 平方公分。由此可見，建築 

         物的柱子組合形態在設計時真的需要多多思量呢！ 

〈九〉在實驗〈十〉中我們得知： 

     ◎因圓柱外表的型態不同，所形成的立體無風區形狀和大小變化也很大。 

     ◎圓柱外面有凸起的圓粒時，形成的立體無風區面積最大，上、中、下三層無風區總合達到 

       36.5CM2。這使我們想起都市裡某些大樓建築，有時為了美觀或空間的應用，會將窗台外推、 

       增建鐵窗、加掛廣告招牌、設置突出的造型等……，這種情況就和我們的實驗結果相同， 

       會使得建築物受到更大的風阻。如下圖 A 

○A  ○B  ○C  ○D  

○E  ○F  ○G  

     ◎而受風阻力最小的柱體形狀是中間細小、上下較粗〈如上圖 B〉，但是實際建築物因為牽涉到 

       建築工法、材料力學等因素，應該很少見到這種型態的建築。 

     ◎圖 C 在柱體上有直條狀凹槽，無風區比圓柱少了 6CM2；圖 D 在柱體上具有凹洞，無風區面 

       積減少了 5CM2；如圖 E 將圓柱切削成相同層疊造型也比圓柱減少了 5.25CM2，在台北市曾是 

       世界第一高樓的 101 大樓就運用了圖 C、圖 D、圖 E 的三種特性使得風阻減小許多。 

     ◎圖 F 的柱型是上細下粗，無風區面積減少了 5CM2，圖 G 不斷稍微扭曲的柱型，不但造成無風 

       區形狀偏移，也減少了無風區面積 2.5CM2，這和我們見到的建築有什麼關係呢？這時我們突 

       然想起，現在世界第一高樓是杜拜塔，他的高度已遠比 101 大樓高上許多，原本的抗減風阻   

       的方法已不能使用，查閱了大量杜拜塔的圖片，我們發現這位建築師也使用了圖 F、G 的減 

       風阻方式，A 將底座設計成寬大穩固。B 建築越高越尖細。C 隨樓層上升時，讓樓層稍微扭 

       轉方向，一直改變到頂樓，使得風無法在大樓的後方形成對稱的無風區，因此風阻大減。〈 

      無風區對稱時風的作用力最大，若兩邊不對稱作用力減小〉。 

〈十〉我們利用西卡紙製作的簡易四輪車，組合四組柱型後測試結果，我們知道影響風阻的因素不只 

      有無風區的面積，還有迎風面的大小和造型。別把柱型設計成迎風面大、無風區也大，那時 

      建築物可能在強風吹拂下搖搖晃晃的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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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心得與感想： 

      完成這個實驗後，我們深深的體會到自然界裡奧妙無窮。無形透明的風，當它通過每一樣 

物體後，都會在物體的後面形成各式各樣的無風區圖樣，而且這個無風區竟然和風阻有著密切的關係 

，讓我們想起老祖先為什麼這麼重視風水。日後當我們看到各式各樣的建築時，也想像自己當起小小

建築師研究一番呢！真是有趣呀！ 

 

八：參考資料： 

〈一〉 新世紀科學百科全書 --------------- 流體的力 

〈二〉 世界飛機圖像大百科 



【評語】080112 

1. 測風計的設計，深具巧思，並且相當靈敏，是不錯的設計。 

2. 以模型呈現三 D 無風區的方法，值得肯定。 

3. 小組的傳達能力頗佳。 

 

080112-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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