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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探討熱島效應對林口地區環境溫度影響之研究 

一、摘要： 

  本研究主要透過新北市林口區環境溫度探討都市熱島效應的現象，實驗透過溫度計與

測溫槍來量測氣溫和材質表面溫度，比較不同材質的表面溫度對環境溫度造成的影響。目

前定點已持續量測六個月，可得知植栽為表面溫度最低的材質，推測其在夏季透過蒸散作

用散發水分，調節環境溫度，冬季則受冷空氣影響。磁磚的表面較光滑，不容易吸熱與散

熱。人行道與柏油路表面粗糙、上方較少遮蔽物，因此在陽光持續照射之下，不容易散

熱，造成表面溫度較高。柏油與人行道的組合表面溫度較低，推測此類材質單一存在於環

境中可能造成較大影響，但組合在一起較不會對造成環境負擔。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近年來，天氣一天比一天熱，夏日只要走出冷氣房，就會感到酷熱難耐，而冬天給人

的感覺應該是寒冷的，到了現代卻越來越溫暖，生活在都市的人們，對於這種溫度的改變

更有感覺。有天，看到新聞上在報導近年溫度落差的主因，出現了「都市熱島效應」，是

我們沒有聽過的新詞彙，於是便想深入了解此效應對環境造成的改變。網路資料顯示，此

效應與都市氣候變化有很大的關連，初步了解到其原理後，尋找實際地點觀察，試圖解釋

其如何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我們選擇新北市林口區作為主要觀察地點，希望透過實際調

查，找出對降低環境溫度與減緩都市熱島效應最有效的方法。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氣溫逐漸升高是都市面臨最大的挑戰，查詢其中影響的主要原因，發現了都市熱島效應為影

響的最大因素，於是我們便開始研究。為了觀察熱島效應如何改變，我們訂定了觀測點進行

量測，觀察鄉村與都市的氣溫是否存在明顯差異？周圍材質是否對環境造成影響或負擔？材

質間是否會互相影響？並探討其中的關聯。以下為此實驗之研究目的： 

一、比較不同觀測點的氣溫差異。 

二、探討材質的表面溫度與氣溫之關係。 

三、找出最適於調節氣溫之環境材質及交互關係。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比較不同觀測點的氣溫差異 

1. 討論都市熱島效應： 

（1） 原因：溫室氣體增加、大氣增加吸收熱、人工廢熱排放量過多與地表較不透水。 

（2） 結果：降水型態改變、都市水患機率增加、影響空氣品質監測與溫室效應。 

2. 選擇氣象觀測點： 

選擇在新北市林口區林口里、湖南里、南勢里與東勢里設置氣象觀測點（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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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林口區氣象觀測點分布圖。 

3. 方法與時間： 

（1） 移動觀測法：可直接測量常人活動區域的溫度與濕度，由於溫度受時間與日照影

響甚多，但此方法不具備時間同步性，因此有誤差發生。 

（2） 器材：選用溫度計進行氣溫的測量。 

（3） 時間：平日下午四點至五點，持續六個月。 

4. 實驗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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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冬季測量點平均氣溫比較長條圖 

 

0

10

20

30

40

南勢里 林口里 湖南里 東勢里

溫
度(
攝
氏)

8月 9月 10月
圖二、夏季測量點平均氣溫比較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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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時段，林口里的平均氣溫為最高；南勢里為次高；而湖南里與東勢里則相對較

低溫。由於林口里的人流量與車流量皆為四個點中最多的，湖南里與東勢里則較少人車

經過，因此推測其影響溫室氣體的排放量，進而造成氣溫的差異；在氣溫較低的觀測點

中，我們發現周圍較多種植許多植栽，因此我們推測其可能為影響氣溫的因素之一；另

外，我們觀察到人工建物的分佈對環境溫度也造成影響，可能是因為其大量覆蓋於地

面，使水無法穿透地表，較難調節溫度，形成周圍氣溫較難下降的現象。 

 

二、探討材質的表面溫度與氣溫之關係 

1. 氣象觀測點：新北市林口區林口里、湖南里、南勢里。 

2. 材質選擇：人行道、柏油路、汽車、機車、水泥、磁磚、鐵皮與植栽，共八種。 

3. 方法與時間： 

（1） 方法：使用移動觀測法，觀察材質鄰近位置並測量其表面溫度。 

（2） 器具：選用紅外線測溫槍進行表面溫度的測量。 

（3） 時間：平日下午五點至六點，持續六個月。 

4. 實驗結果與討論： 

 

 

 

 

 

 

 

 

 

 

 

 

  夏季時，植栽為表面溫度最低的材質，推測其透過蒸散作用使周圍空氣中的水

分增加，可用來調節氣溫；磁磚的表面溫度也較低，其表面平滑，較不容易留住空

氣中的熱；而表面溫度最高的即是人行道與柏油路，此類材質表面粗糙，且上方無

遮蔽物，太陽熱直接接觸表面，因此不容易散熱，形成周圍氣溫較高的環境。 

圖三、冬季測量點平均氣溫比較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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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時，植栽依然是表面溫度最低的材質，且較夏季表現更明顯，推測由於其

蒸散出的水分受冷空氣影響，造成表面溫度較氣溫低出許多；柏油路的表面溫度依

舊很高，因為車流量與人流較多，使原本不易流失的熱留在表面，因此影響其表面

溫度與周圍氣溫；至於鐵皮在冬季時表面溫度較氣溫低，推測應是表面與冷空氣接

觸後，表現會較夏季明顯。 

 

三、找出最適於調節氣溫之環境材質及交互關係 

1. 氣象觀測點：新北市林口區湖南里。 

2. 材質選擇：人行道與鐵皮、人行道與柏油路、植栽與石地板，共三種組合。 

3. 方法與時間： 

（1）方法：移動觀測法，測量材質相距五公尺交界點之表面溫度，與材質進行比較。 

（2）器具：選用紅外線測溫槍進行表面溫度的測量。 

（3）時間：平日下午六點至七點，持續五個月。 

4. 實驗結果與討論： 

 

 

 

 

 

 

 

 

 

 

-2.5

-2

-1.5

-1

-0.5

0

0.5

1

1.5

人行道 柏油路 汽車 機車 鐵皮 植栽 磁磚 水泥
溫
度(

攝
氏)

11月 12月 1月

圖五、冬季材質的表面溫度與氣溫之關係長條圖 

 

19.4 

19.9 
20.0 

19

19.2

19.4

19.6

19.8

20

鐵皮 交互 人行道

平
均
表
面
溫
度(

攝
氏)

圖六、鐵皮與人行道交互關係比較長條圖 



5 
 

 

 

 

 

 

 

 

 

 

 

 

 

 

  在人行道與鐵皮的組合中，交界處之表面溫度介於兩者之間，因此推測兩種材

質將無關聯，不太會互相影響；但在人行道與鐵皮的組合中，其交界處反而為三者

中最低溫的，因此我們推測以上兩種材質單一存在時會各自給環境造成不小的負

擔，但組合起來反而會互相影響，緩解各自所帶來的影響。 

 

 

 

 

 

 

 

 

 

 

 

 

  植栽與石地板的結合所形成的表面溫度介於植栽與石地板之間，植栽為三者中表

面溫度最低的材質，石地板為表面溫度最高的材質，且石地板與兩種材質結合後所形

成的表面溫度較接近，因此我們推測此組合對於熱島效應較無影響，反而植栽的比例

較石地板多才有可能將此組合的表面溫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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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結論： 

1. 人流量與車流量是影響氣溫最主要的因素，由實驗中可得知市區之氣溫較郊區高出許多

因為市區的人工廢熱排放量較多，且植栽相對較少，造成溫室氣體無法順利被吸收。 

2. 「植栽」於任何時段皆為表面溫度最低的材質。透過蒸散作用使周圍水氣增加，使周圍氣

溫不易大幅改變，可用來調節環境溫度。 

3. 「磁磚」在氣溫較高時，表面溫度較低；氣溫低時，表面溫度反而較氣溫高。材質表面平

滑，不容易吸收熱輻射，因此表面溫度較固定，對周圍溫度改善較不明顯。 

4. 「人行道、柏油路」任何時段的表面溫度明顯較高。此類材質比熱較小、表面粗糙，經過

的人車皆較多，因此不容易將熱反射，造成表面溫度向上飆升，周圍氣溫較高。但兩種材

質組合在一起卻可以降低表面溫度，因此兩種材質組合後可減免對周圍環境的影響。 

生活應用： 

  透過實驗結果繪製出校園配置圖，可在設計環境配置時參考，透過自然材質與人工材質

的結合來降低人工廢熱的產生量，使校園改變為更涼爽的環境，甚至應用到都市中，試圖緩

解都市熱島效應。新穎的實驗非常有趣，期待之後可以延續下去，並提供給更多設計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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