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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與沙的奇幻之旅 

－探討風、沙與障礙物之間的關係 
 

摘要 

因為風沙的關係，校園非常難打掃，我們就想藉著這項研究，找到風沙的落腳

處佈下重兵，使校園打掃工作事半功倍。但考量到許多因素，我們把研究簡化成在

「模擬風場」裡面，利用積木做成的障礙物和人造風，搭配上同學想到的一些簡單

變因，進行實驗。希望能找出這些變因，和風沙堆積情形的關係。我們得到的結果

是，掃地時要多注意建築物容易積風沙的背風面，而且越矮的障礙物，風速不強時，

還有比較窄小的走廊，造成積沙的範圍都比較大，更要費心打掃。可沿著建築物背

風面兩側設置 90 度的導風轉角，且尺寸不宜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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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 

我們學校位在海邊，校園西面就是防波堤和沙灘。校園常常受到東北季風和海風的吹

拂，尤其在秋冬兩季，吹來的風更是強勁。一陣陣風所帶來的風沙，常使校園佈滿沙土，學

校設施的表面，不一會兒就堆積了一層厚厚的灰塵。我們平常在打掃外掃區時，都要同時一

手拿掃把，一手拿畚斗，馬上將掃起來的砂土和落葉倒入垃圾桶中，否則轉眼間就被強風吹

散了。而且最不公平的是，有的同學根本就不用打掃，掃區就被風幫忙「掃」得一乾二淨了；

有些同學不管怎麼認真掃，沙子和樹葉卻不停的被風「補充」過來，簡直就是事倍功半，永

遠也掃不完。 

所以風與沙是我們學校校園整潔的最大敵人，老師和同學們如何跟隨校園裡「風與沙的

奇幻之旅」，找到風沙的落腳處佈下重兵，甚至使用機關，將使校園打掃工作事半功倍，也能

解省更多時間和人力，去做其他更有意義的事情。 

 

 

 

 

 

 

 

 

 

 

落葉永遠積在我的掃區！                還沒開始掃，就滿天風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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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目的 

我們觀察校園建築物附近的積沙情形，大家覺得中走廊附近最有趣。經過同學的討論之

後，我們提出了許多風和障礙物及中走廊之間，可能互相影響的情形，這些都是可以做做看

的實驗，因此我們選定了下面幾項，作為這次研究的目的： 

一、 探討風沙會堆積於障礙物的迎風面或背風面。 

二、 探討障礙物高度與積沙的關係。 

三、 探討風的強度與積沙的關係。 

四、 探討風沙經過走廊大小與積沙的關係。 

五、 探討風向與走廊的夾角與積沙的關係。 

六、 探討輕鬆省力的消除積沙方法。 

輕鬆省力 

除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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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海沙 

 

 

 

 

 

 

積木 

 

 

 

 

 

 

工業用電扇 

 

 

 

 

 

 

空氣循環機 

 

 

 

 

 

 

碼表 

 

 

 

 

 

 

風速計 

 

 

 

 

 

 

櫥櫃門板 

 

 

 

 

 

 

玻璃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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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 確定題目及實驗內容 

我們的題目其實在去年就已經訂好了，但是要做的內容卻不斷的改變。本來大

家想要研究台灣西部沿岸的風向與積沙情形，甚至還想找出大陸沙塵暴對台灣的影

響範圍。後來覺得有點難，就改成配合季風和海陸風，實地調查校園風沙的堆積情

形。但是考慮到風向常常不確定，也會忽大忽小，甚至一早來積沙和落葉都被同學

打掃光了，經過快一個月的觀察，我們也放棄了。 

過程中老師提醒我們，要把許多不確定的因素都固定下來，所以我們決定把校

園的平面圖描繪出來，用積木做成模型，在無風的走廊以人造風做實驗，最後又將

模型移到教室裡面來。 

但經過觀察後，我們還是認為學校模型太複雜了，不容易看出積沙量的改變情

形。我們只好把模型再「簡單化」，確定只改變障礙物、風和走廊這些單純因素，和

積沙量間相互的關係。雖然研究內容經過了快三個月的改來改去，我們的心情也像

洗三溫暖一樣，一下子沮喪一下子又開心，但這樣子的過程卻是讓我們非常難忘，

應該有很多科學家也是這樣子過來的吧！ 

 

 

研究內容改變的歷程 

 

 

 

 

 

 

 

 

實訪氣象局外埔測站 

 

 

 

 

 

 

實訪海巡署記錄風向風力 

台灣西部沿岸的
風向與積沙情形
(沙塵暴的影響)

實地調查校園風
沙的堆積情形

積木做成校園
模型，模擬風沙

堆積情形

單純的因素，影
響積沙量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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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繪校園平面圖 

 

 

 

 

 

 

校園建築模型 

 

 

 

 

 

 

校園模型模擬風沙 

 

 

 

 

 

 

校舍模型的積沙 

 

二、 蒐集資料 

我們搜尋了網路及相關資料後，發現許多可能影響沙塵堆積的原因，包括：濕

度、風向、風速，還有沙的種類、粒徑大小、重量，和障礙物的大小、排列情形以

及地面的材質和許多其他不確定的因素，這些都是可以考慮並用來做實驗的。我們

本來全部都想要測試看看，順便加上走廊的寬度、高度、深度，還有和風向的夾角

等。不過考量到我們的設備、時間和能力範圍，也許不能做到這麼多的變因。 

三、 確定實驗器材及架設模型 

（一） 載運海沙 

我們到學校旁的沙灘，找了一處被太陽完全曬乾，又沒有其他垃圾、雜質

的沙堆，載運三大桶的沙子回來學校，每一次的實驗都重複使用這些沙子，就

解決了沙子材質不確定的問題。所以前面考慮到沙子的各樣因素，都成了我們

的控制變因。 

（二） 控制風速 

我們從戶外無法控制風向、風速的自然風，試到用學校電風扇吹出的人造

風，但始終無法達到想要的穩定又強力的風量。最後我們借了同學家的工業用

電扇，還有老師家的空氣循環機，才能製造出穩定，可以吹動沙子的強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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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還考慮了戶外吹來得是平行風，大家用吸管製成了一組「風洞」。不過透過「風

洞」，吹出來的風頓時小了許多，因此我們還是用前面的兩種風扇，吹出各組實

驗都一樣的風，使風的各樣因素，也成了實驗的控制變因。 

 

 

 

 

 

 

工業用電扇 

 

 

 

 

 

 

空氣循環機 

 

 

 

 

 

 

風洞的製作 

 

 

 

 

 

 

風洞在風扇前 

（三） 實驗器材的架設「模擬風場」 

我們用了學校一間堆雜物的教室，當作實驗的場地。為了怕沙子一吹就跑

滿整間教室和物品之間，既難清理，沙子也無法會收再利用。我們在風吹經過

障礙物的兩旁，都圍了學校拆除的玻璃窗戶，避免風沙亂跑。而且拆來了櫃子

的門板墊在障礙物下當作地表，避免沙子卡在教室地板的磁磚縫中間；更方便

的是，一做完實驗後，可以立刻用鉛筆在門板表面描出沙子的堆積情形，整組

實驗做完後還可以擦掉重複描畫，真是好用！我們將這整組搭好的實驗設備，

取名叫做「模擬風場」。 

 

 

 

 

 

 

模擬風場 1 

 

 

 

 

 

 

模擬風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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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測量實驗中的風速 

我們剛開始用保特瓶，切割成風扇形狀，自製簡易風速計。但隨著風速控

制越精準，讀取風速更方便，還是買了市面上的風速計來用，它可以很快的就

量出當時的瞬間風速。我們每一次實驗都讓風持續吹沙子二分鐘，在一分鐘整

時，就請同學拿著風速計測量沙堆上的風速，確保風都能控制得固定大小。 

 

 

 

 

 

 

自製簡易風速計 

 

 

 

 

 

 

自製風速風向計 

 

 

 

 

 

 

風速計 

 

 

 

 

 

 

測量風場風速 

四、 確定要實驗的操作變因 

由於沙的種類和地表材質已經固定了，兩塊玻璃窗間也不能改變風吹入的

角度了，所以我們捨棄了「沙」、「地表」、「風向」這些操作變因。而環境的濕

度，障礙物間的排列情形，都較複雜無法模擬出來，我們也放棄了。最後我們

決定實驗的內容是：先觀察「風沙堆積在障礙物的迎風面或背風面」情形；在

實驗操作變因分別是：「障礙物高度」、「風的強度」、「走廊大小」、「風向與走廊

夾角」，與應變變因「積沙分布形狀」的關係。 

五、 尋找輕鬆省力的自然除沙方法 

由觀察到的「風沙堆積在障礙物的背風面」，我們用生活中垂手可得的「L

型物品」，或「挖了洞的紙杯」，將風導到積沙的背風面，試著將這些積沙吹走。

並以「導風角度」、「L 形導風物件大小」為變因，尋找出最有效的自然除沙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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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結果 

一、 風沙會堆積於障礙物的迎風面或背風面 

（一） 研究方法 

我們覺得，要觀察風沙的堆積情形，一定要先知道到底風沙會堆積在障礙

物的哪一面，是迎風面還是背風面，這樣我們才能觀察到對的那一面。剛好冬

天的時候，學校這附近幾乎都吹東北季風，而學校旁邊的廢棄大樓頂樓很空曠，

周圍都有矮圍牆，所以我們只要仔細看看頂樓風沙的堆積情形就可以了。 

（二） 實驗步驟 

1. 帶著我們自製的簡易風向計和路邊拔的小草，確定廢棄大樓樓頂的風向。 
2. 將沙堆倒於廢棄大樓頂樓的正中央。 
3. 觀察大樓頂樓，矮圍牆周圍風沙的堆積情形。 
4. 注意風向改變後，積沙情形是不是也跟著改變。 
5. 到海邊沙灘，觀察積砂情形，是否與廢棄大樓樓頂相同。 

 

 

 

 

 

 

 

學校旁的廢棄大樓 

 

 

 

 

 

 

將沙子倒在頂樓正中央 

 

 

 

 

 

 

從手中的小草知道風從右吹向左 

 

 

 

 

 

 

沙子堆積在右邊的牆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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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邊風從右吹向左 

 

 

 

 

 

 

堤防邊風從左吹向右 
 

（三） 研究結果 

我們本來以為風吹起沙子，最後會被障礙物擋住而停下來，風沙會堆積在

障礙物的迎風面（如下圖）。結果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迎風面反而都沒有沙子，

風沙都堆積在障礙物的背風面（如下下圖）。 

原本的想像 

 

積
沙

 
真實的情形 

 
（四） 研究發現 

風吹動沙子遇到障礙物，沙子會堆積在障礙物的背風面。 
 

（五） 原因探討 

大概有一半的組員預測正確。儘管障礙物的迎風面風勢超大，首當其衝；但

障礙物的背風面會有一塊無風的小區域，成為積沙的「避風港」。 
 

障礙物 風

積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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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障礙物高度與積沙的關係 

（一） 研究方法 

同學提出一個疑問，障礙物的高度，和積沙的情形會不會有關係。所以我

們決定用積木疊成不同高度的障礙物，放到「模擬風場」中，看看不同高度的

障礙物，背風面的積沙情形會有什麼不同。 

 

（二） 實驗步驟 

1. 在沙堆後方放置長度、寬度各為四格的積木，高度四層。 
2. 在沙堆前方製造固定大小的風量（風速 4.1～4.3 公尺∕秒），持續吹二分

鐘，如下圖。 

3. 重複前面步驟四次，觀察障礙物後方積沙分布的情形。 
4. 將障礙物高度依序增加到五、六、七、八層，重複步驟 1～3。 

 

（三） 研究結果 

我們發現，沙子被風吹到障礙物後面後，會成扇形堆積，雖然兩股的線條

不是完全的直線，但是很明顯得能看出來是個左右對稱的扇形。而且只要障礙

物的高度改變，扇形張開的夾角也會跟著改變。 

風
沙堆

障
礙
物

65cm 7cm

積
沙

4格

4層

障礙物

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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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層） 4 5 6 7 8 

第一次 左
右
夾
角
平
均
（
度
）

 

18 15 8 5 4 

第二次 16 10 7 4 5 

第三次 14 19 10 8 4 

第四次 24 16 9 4 3 

平均（度） 18 15 8.5 5.25 4 

＊長寬均為 6 ㎝，每層高度 2 ㎝。 

 

 

（四） 研究發現 

障礙物高度越高，背風面的積沙分布展開的夾角就越小。 

 

（五） 原因探討 

這樣的實驗結果，與我們大家原本的預測完全相反。我們想了好久，推測應

該與障礙物上方的風有關係，上方的風越有障礙物阻隔，無法從上面通過，

只好從障礙物兩側通過，自然就會吹到後方的積沙，使夾角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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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風強度與積沙的關係 

（一） 研究方法 

我們想研究看看，風的強度，和積沙的情形會不會有關係。所以我們決定

在「模擬風場」中，製造出四種不同強度的風，看看障礙物背風面的積沙情形

會有什麼不同。 

 

（二） 實驗步驟 

1. 在沙堆後方放置長度、寬度各為四格的積木，高度五層的障礙物。 
2. 在沙堆前方以黑色電扇前加風洞（如下下圖左），製造固定強度的風（風

速 3 公尺∕秒），持續吹二分鐘，如下圖。 

3. 重複前面步驟四次，觀察障礙物後方積沙分布的情形。 
4. 將黑電扇前的風洞移除，製造固定強度的風（風速 4.1 公尺∕秒），重複步

驟 1～3。 
5. 在沙堆前方以工業用風扇前加風洞（如下圖右），製造固定強度的風（風

速 5.0 公尺∕秒），重複步驟 1～3。 

6. 將工業用風扇前的風洞移除，製造固定強度的風（風速 5.6 公尺∕秒），重

複步驟 1～3。 
 
 

不
同
強
度
的
風

沙堆

障
礙
物

65cm 7cm

積
沙

4格

5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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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結果 

我們發現，當沙子被前兩種強度較弱的風（風速 3.0、4.1 公尺∕秒），吹

到障礙物後面後，會成扇形堆積，如下圖左。但後兩種強度較強的風（風速 5.0、

5.6 公尺∕秒）吹了沙子，卻無法在障礙物後面形成扇形堆積，只有越來越小的

半圓形分布，如下圖右。雖然我們沒有精確的秤重儀器可以量出沙子的重量，

但我們用肉眼可以判斷出，風速越大，障礙物後的沙子越少。 

 

風速（m/s） 3.0  4.1 5.0  5.6   風速（m/s） 5.0  5.6  

第一次 左
右
夾
角
平
均
（
度
）

 

20 15 

無夾角 

 第一次 
半
圓
形
半
徑
（
㎝
）

 

2.6 1.8 

第二次 16 10  第二次 2.4 2.1 

第三次 24 19  第三次 2.1 1.6 

第四次 21 16  第四次 2.4 1.5 

平均（度） 20.25 15 無夾角  平均（cm） 2.375 1.75 

＊長度、寬度均為 6 ㎝，高度 10 ㎝ 

 

 

 

 

 

 

 

 

障礙 物

夾角

扇形 積沙

障礙物

半圓形
積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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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發現 

1. 隨著風速增強，障礙物後方扇型積沙的夾角會越來越小。 
2. 當風速增至一定程度後，後方積沙會呈半圓形，且半徑逐漸縮小。 
3. 後方單位面積的積沙量是隨著風速的增強而逐漸減少的。 

 

（五） 原因探討 

實驗結果，與我們原本的預測大致相符。風速越強，積沙夾角越小，最後成

為半圓形越來越小的積沙；有人聯想到 F-14 熊貓式戰鬥機，飛行速度加快

時，機翼就會收折起來，角度也會越小。 
 

 
F-14 戰鬥機三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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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走廊大小與積沙的關係 

（一） 研究方法 

每次風大的時候，學校的中走廊附近就會積沙，打掃起來非常麻煩。於是

有同學提議，我們可以研究看看，風吹著沙經過走廊後，沙子是如何堆積的，

到時掃地就知道要先從哪裡下手了。 

 

（二） 實驗步驟 

1. 在沙堆後方放置深度 4 格、寬度 12 格、高度 6 層的障礙物，中間開出寬 4
格、高 2 層的洞為走廊。 

2. 在沙堆前方製造固定大小的風量（風速 4.1～4.3 公尺∕秒），持續吹二分

鐘，如下圖（a=4 格、b=2 層）。 

3. 重複前面步驟三次，觀察障礙物後方積沙分布的情形。 
4. 將障礙物中間的洞改為 a=6 格、b=3 層，重複步驟 1～3。 
5. 將障礙物中間的洞改為 a=8 格、b=4 層，重複步驟 1～3。 

 

（三） 研究結果 

1. 當走廊洞最小 a=4 格、b=2 層時，我們連續做了三次，積沙的情形幾乎都

相同。 

風

沙堆

障
礙
物

65cm 7cm

積
沙

4格

a

b

12格

6層6層
4格 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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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走廊洞為 a=6 格、b=3 層時，積沙的情形為： 

3. 當走廊洞為 a=8 格、b=4 層時，積沙的情形為： 

我們可以發現，隨著走廊洞的加大，背風面的積沙面積會越來越小，從 U

字形，漸漸成為兩條直線，最後變成兩個小半圓。而且用眼睛就可以非常清楚

看出，積沙面積裡的沙會越來越稀疏。 

（四） 研究發現 

1. 隨著走廊洞的增大，後方積沙的面積會逐漸減小，範圍也會越來越短。 
2. 隨著走廊洞的增大，單位面積的積沙量也會越來越稀疏。 

 

（五） 原因探討 

實驗結果，也與我們原本的預測大致相符。走廊洞越大，通過的風量越多，

越能吹走後面的積沙，自然而然積沙面積就會逐漸縮小，也越來越稀疏。 
 

6格

6格

2.8cm

2.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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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風向和走廊的夾角與積沙的關係 

（一） 研究方法 

做了前一個實驗後，同學提出疑問，不可能每次風吹來的方向，都會和走

廊的方向都一樣，如果風向和走廊的方向不一致，積沙的情形會如何呢？所以

我們就設計了三種夾角，看看沙子是如何堆積的。 

 

（二） 實驗步驟 

1. 在沙堆後方放置深度 4 格、寬度 12 格、高度 6 層的障礙物，中間開出寬 6
格、高 3 層的洞為走廊。 

2. 轉動障礙物，讓走廊的方向和風的方向呈 30 度夾角。 

3. 在沙堆前方製造固定大小的風量（風速 4.1～4.3 公尺∕秒），持續吹二分

鐘。 
4. 重複前面步驟三次，觀察障礙物後方積沙分布的情形。 
5. 將走廊的方向和風的方向呈 60 度夾角，重複步驟 1～4。 
6. 將走廊的方向和風的方向呈 80 度夾角，重複步驟 1～4。 

 

（三） 研究結果 

這次的實驗，走廊開洞的大小和前一項實驗的第二種走廊是一樣的，所以

我們就用那次實驗的結果，來當做夾角為 0 度時的結果，再和夾角為 30 度、60

度、80 度做比較。 

風 夾角

風

沙堆

障
礙
物

65cm 7cm

積
沙

4格

6格

3層

12格

6層6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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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夾角為 0 度時，積沙的情形為： 

2. 夾角為 30 度時，積沙的情形為： 

3. 夾角為 60 度時，積沙的情形為： 

4. 夾角為 80 度時，積沙的情形為： 

（四） 研究發現 

1. 隨著夾角的增大，單位面積的積沙量會越來越密。 
2. 雖然積沙形狀無法找出規則，但夾角越大，積沙的延伸方向會逐漸趨近於

風向。 

風

風 30
0

風 60
0

風

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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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原因探討 

實驗結果，幾乎沒有組員能完全正確預測到： 
1. 隨著夾角的增大，前方有更多的障礙物擋風，甚至到 80 度時，幾乎有兩

層障礙物擋風；所以背風面的積沙更可以高枕無憂，越來越密。 
2. 角度超過 30 度後，風通過走廊會轉彎，到 60 度時，積沙受風轉彎的干擾

更大，故有圖中積沙形狀與風向角度的產生。 
3. 但隨著角度更大，風不會從走廊中過了，幾乎可將這形狀的積木視為單純

無走廊的障礙物，所以積沙延伸的方向就會逐漸趨近風向了。 
 

 
 
 

六、 導風角度與積沙的關係 

（一） 研究方法 

我們試著用小形圓形紙杯，剪出 90 度及 120 度不同的導風角度，看看風

繞過不同導風角度後，所造成的積沙情形。 

 

（二） 實驗步驟 

1. 在沙堆後方放置長度、寬度各為六格，高度五層的積木。 

5層

 
2. 在積木背風面左右前側轉角處放置小型紙杯，且紙杯各開出兩個夾角為 90

度，長寬各為 2cm 的開口。 
3. 在沙堆前方製造固定大小的風量（風速 4.1～4.3 公尺∕秒），持續吹一分

鐘。 
4. 重複前面步驟三次，觀察障礙物後方積沙分布的情形。 

障礙物
沙
堆

          

900

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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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積木背風面左右前側轉角處放置小型紙杯，且紙杯各開出兩個夾角為 90
度，長寬各為 2cm 的開口。重複步驟 1～4。 

障礙物
沙
堆

        
 

（三） 研究結果 

1. 導風紙杯開口夾角為 90 度，出風口明顯吹掉一塊沙，且積沙較稀疏。 

   

6格

 
 

2. 導風紙杯開口夾角為 120 度，出風口吹沙不明顯，且積沙較密，範圍明顯。 

   

6格

 
 

（四） 研究發現 

兩側用導風角度為 90 度的紙杯，除沙效果會比 120 度的紙杯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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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L 形導風物品大小與積沙的關係 

（一） 研究方法 

由觀察到的「風沙堆積在障礙物的背風面」，我們試著用 L 形（90 度）物

品，將風導到障礙物背風面，把沙吹走，希望在現實生活中，能讓建築物背風

面的沙，不用人來打掃就自動消失了。我們選用了兩塊長方形磁鐵組成的 L 形

小轉角，和 L 型鐵製書架（大轉角），並分別用一個與二個來試試看。 

 

 

（二） 實驗步驟 

1. 在沙堆後方放置長度、寬度各為六格，高度五層的積木。 

5層
 

2. 在積木背風面左前側 2cm 處放置小型 L 形磁鐵轉角。 
3. 在沙堆前方製造固定大小的風量（風速 4.1～4.3 公尺∕秒），持續吹一分

鐘。 
4. 重複前面步驟三次，觀察障礙物後方積沙分布的情形。 

6格

 
5. 在積木背風面左右兩前側 2cm 處放置小型 L 形磁鐵轉角，重複步驟 1～4。 

6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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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積木背風面左前側 4cm 處放置 L 形鐵製書架，重複步驟 1～4。 

障礙物
沙
堆

 
7. 在積木背風面左右兩前側 4cm 處放置 L 形鐵製書架，重複步驟 1～4。 

障礙物
沙
堆

 
 

（三） 研究結果 

1. 在積木背風面左前側 2cm 處放置小型 L 形磁鐵轉角，風經過轉角後，即吹

掉一塊積沙，且背風面積沙比較稀疏。 

    
 

2. 在積木背風面左右兩前側 2cm 處放置小型 L 形磁鐵轉角，風經過兩側轉角

後，均各吹掉一塊積沙，且背風面積沙又更稀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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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積木背風面左前側 4cm 處放置 L 形鐵製書架，風經過轉角後，吹掉一塊

積沙的面積更大，但另一側轉角處積沙更密，且書架也成為一個大型障礙

物，書架的背風面也積了更多的沙了。 

    
 

4. 在積木背風面左右兩前側 4cm 處放置 L 形鐵製書架，雖然風經過兩側轉

角，都明顯吹掉兩塊積沙，但兩個書架後的積沙也更密更大塊了。 

   

障礙物
沙
堆

 
 

（四） 研究發現 

1. 導風轉角較小時，兩側會比一側的除沙效果好。 
2. 導風轉角較大時，雖能於轉角處明顯吹掉積沙；但轉角可視為一大型障礙

物，也會更多造成積沙。且兩側轉角會比一側轉角積沙更密更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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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於校園現場的運用 

（一） 研究方法 

找出學校建築物的背風面，將上一點 L 形轉角實際設置在校園中，以減輕

實際打掃時的負擔，讓建築物的背風面，積沙更少一點。 

 

（二） 實驗步驟 

1. 呼應上一點，L 形轉角不用太大。我們用學校辦活動的塑膠帆布標語和椅

子，製作成 L 形轉角，讓風可以轉彎，吹過建築物的背風面，且帆布的底

邊貼齊地面。 

   
2. 為了增加帆布的穩定度，我們將帆布頂部的繩子，綁在椅背最上面處，方

便固定。使得整個帆布懸空，下方有一些空隙。 

   
 

（三） 研究結果與發現 

原本我們只是因為要將帆布固定更穩固，而將帆布懸空綁在椅子上： 
1. 懸空的 L 形轉角，建築物後面的積沙，竟然比貼齊地面的 L 形轉角，積沙

還要來得少。 
2. 帆布本身的背風面都沒有積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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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討論 

一、 由上述實驗結果我們發現： 

（一） 風吹動沙子遇到障礙物，沙子會堆積在障礙物的背風面。 

（二） 障礙物高度越高，背風面的積沙分布展開的夾角就越小。 

（三） 隨著風速增強，障礙物後方扇型積沙的夾角會越來越小，最後縮小成

為半圓形，且單位面積的積沙量會逐漸稀疏。 

（四） 隨著走廊洞的增大，後方積沙的面積會逐漸減小，單位面積的積沙量

也會越來越稀疏。 

（五） 隨著風向與走廊夾角的增大，單位面積的積沙量會越來越密，積沙的

延伸方向會逐漸趨近於風向。 

（六） 導風轉角為 90 度時，自然吹除背風面沙的效果，比 120 度時好。 

（七） L 形（90 度）導風轉角越大，反而會形成另一障礙物，造成更多積沙；

所以設置兩側的小型 L 形導風轉角即可。 

（八） 若 L 形導風轉角可以懸空，除沙的效果會比貼齊地面更好。 

二、 從（二）、（三）、（四）點看來，障礙物越高、風速越強或走廊的洞增大，障礙物

背風面的積沙量都會逐漸減少。 

三、 我們做的實驗考量的情形有點單純，還有其他許多因素都要納入，其實真正的情

況是很複雜的，如果時間或器材許可，我們還可以將實際情況模擬得更真實。 

四、 我們這次實驗，模型和沙子的比例，和真實現場比起來，可能有點不同，如果有

經費，當然越真實越好。且真實的風沙，顆粒大小都有，還夾帶著樹葉垃圾，不可

能都會被均勻的吹起。 

五、 模擬的風和現實的風大不相同，自然中的風風向不定，瞬時風速可能會非常大，

都增加很多不確定性。 

六、 雖然以上三點和現實情形不一樣，不過我們體驗了利用作研究的過程，探究現象

形成的原理，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很好玩！ 

 

柒、 結論 

我們掃地時，要多注意建築物容易積風沙的背風面，而且越矮的障礙物，風速不強時，

還有比較小的走廊，積沙的範圍都比較大，更要費心打掃。可沿著建築物背風面兩側設置 90

度懸空的導風轉角，且尺寸不宜太大。 

 



 27

捌、 參考資料及其他 
康軒書局主編（2011）。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第 7 冊，1 天氣的變化。台北：康軒。 

康軒書局主編（2011）。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第 7 冊，2 大地的奧秘。台北：康軒。 



【評語】080505 

1. 實驗步驟詳實，同時以校園實際風沙堆積情形製做模擬進行實

驗，具有實用性。 

2. 團隊合作表現佳。 

3. 若能將變數再加強的話，如沙堆與障礙物位置、風速等則會更

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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