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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現在的教室都已安裝冷氣，且班級學生均能免費使用，讓我們在炎熱的季節 

    得以擁有涼爽舒適的學習環境。 

            然而經長時間的觀察，發現靠近冷氣那兩三排的同學，在開啟冷氣一段時間 

   後，不少人會穿上外套、甚至戴上帽子，而遠離冷氣的幾排同學則依舊喊熱、想 

   要倚賴吊扇強風吹送。 

               再來是親身的體驗。整個七年級我們換了幾次座位，坐在比較靠冷氣的位置 

   時，覺得冷氣很有效果、很涼快。但印象很深是在七下，有次位置換到最靠走廊 

   的第一排，發現冷氣好像沒那麼涼了，離冷氣近的兩排有同學會冷到穿外套，但 

       我們坐第一排卻一直很熱，甚至懷疑冷氣是否故障？甚至曾有同學將冷氣溫度調 

       到很低，但我們第一排悶熱依舊。 

       直到地理老師跟我們說開冷氣時若吊扇也開著，鄰近冷氣的吊扇會將冷氣擋 

住，導致教室左右兩側的溫差，就像寒帶、溫帶、熱帶的差異。於是老師將吊扇 

關閉，很神奇的是第一排漸漸感受到涼風，不到一節課的時間，整個涼爽了起來。 

        所以我們對於教室內吊扇對於冷氣的影響很感興趣，希望能藉由實際的研究 

去探討當中的關聯，用科學的數據去證明其中的影響，並將此觀念推廣出去，讓 

更多班級、甚而更多學校的師生，能更有效率的發揮冷氣帶來的效果。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班級吊扇全開對冷氣冷房效果之影響 

            (二)探討只開遠離冷氣側之吊扇對冷氣冷房效果之影響 

            (三)分析吊扇全開對電費的影響 

            (四)分析只開遠冷氣側之吊扇對電費的影響 

            (五)對班級冷氣輔以吊扇的使用提出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名詞解釋： 

            (一)冷氣冷房原理： 

                      冷氣主要由以下四個部分組成： 

                       1.蒸發器：利用液態冷媒在低壓下易蒸發，轉變為蒸氣並吸收被冷卻介質     

                                         的熱量，達到製冷效果，目的是為了吸收室內環境中的熱量。 

                       2.壓縮機：將流過蒸發器之低壓氣態冷媒加壓，壓縮後的冷媒成為高溫高 

                                         壓氣體。 

                       3.冷凝器：位處室外，利用低於管路內溫度的室外風，將管路內的熱量逸 

                                         散出室外，高壓氣態冷媒於此冷卻為高壓液態。家用空調的冷 

                                         凝器多屬於強制通風的氣冷式。 

 



 

                       4.膨脹閥：由冷凝器流出之液態冷媒

                                         溫低壓狀態

                                         置設有控制閥

                      以上四部件由內部封閉管路相連並填充冷媒

               藉由氣態、液態、低壓

               循環。 

                       由於空間配置、

               氣，由室內機、室外機及連接管路等組成

               帶動，室內熱空氣由室內機上方流入

               片進行熱交換，帶走室內熱量並吹出低溫氣流

               內抽取的熱量於此處

               金屬鰭片，將熱量排出至室外

                       目前本校教室所安裝的即為分離式冷氣

               冷房效果。 

 

     二、氣簾效應： 

                    氣簾亦稱風簾、

            調且進出人次頻繁的場所

                    氣簾應用白努利定理

            直平面會產生停滯點

            產生的氣流打到地板

            外氣流流線交會，因此使室內與室外的空氣不產生交換

                    當教室內開冷氣時

            書籍亦有次建議，例如

                  『大部分時候，保持涼快

          一起使用，也可以大大的減低冷卻空氣的費用和不良後果

          可以將冷卻的溫度提高華氏九度

當於三分之一的冷氣費用

新自然主義。(John C.Ryan

                   『剛打開冷氣時，

          1℃約可節省 6％

          力』（田博元等(2011)

                    80 頁） 

                   但本校教室吊扇位置

            時運轉時，吊扇產生的強勁向下氣流

            ，使靠冷氣側冷空氣與另一側

            也無法有效達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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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冷凝器流出之液態冷媒，於此處因膨脹降壓

溫低壓狀態，接著流入蒸發器吸收室內熱能，

置設有控制閥以調節冷媒流量，藉以控制室內冷房幅度

由內部封閉管路相連並填充冷媒，冷媒經過上述四大部件

低壓、高壓等轉變，將室內熱量抽取至室外排放產生製冷

、窗戶設計、減少噪音等因素，目前市場主流為分離式冷

室外機及連接管路等組成。蒸發器位於室內機

室內熱空氣由室內機上方流入，流經蒸發器高密度、易導熱的金屬鰭

帶走室內熱量並吹出低溫氣流。冷凝器則位於室外機

內抽取的熱量於此處，藉由強力風扇將室外空氣吹送經過高密度

將熱量排出至室外。 

教室所安裝的即為分離式冷氣，經由上述的製冷循環過程達到

、風幕、空氣門，廣泛應用在百貨公司、超市賣場等

調且進出人次頻繁的場所，可減少室內冷氣外洩以及室外熱空氣進入的程度

白努利定理中，流體沿流線流動且不穿過彼此，

會產生停滯點，而氣流會從停滯點分開。此原理應用在氣簾產品

產生的氣流打到地板，在地板形成一停滯點連線，使得室內氣流的流線不

因此使室內與室外的空氣不產生交換。（陳忠凱

當教室內開冷氣時，一般習慣開啟吊扇增進氣流流動，許多宣導品

例如： 

保持涼快，一個吊扇已經足夠。即使不夠，

也可以大大的減低冷卻空氣的費用和不良後果

可以將冷卻的溫度提高華氏九度(攝氏五度)，而仍一樣涼爽舒適

當於三分之一的冷氣費用』（楊永鈺(譯)(2001)。七個環保綠點子

(John C.Ryan，1999)。第 93 頁） 

，溫度不要設得太低，一般以 26～28℃為宜

％電力；將風扇和冷氣混合使用，散熱效果佳

(2011)。環境與生活(第二版)。新北市:新文京開發出版

位置緊鄰冷氣室內機，當吊扇與冷氣同 

吊扇產生的強勁向下氣流，可能會造成氣簾效應 

冷氣側冷空氣與另一側的熱空氣無法對流，室內溫度 

達到平衡。(如圖 1) 

圖 1.吊扇氣流造成氣簾效應示意圖

於此處因膨脹降壓而降溫，成為低 

，循環製冷。此裝 

藉以控制室內冷房幅度。 

冷媒經過上述四大部件， 

將室內熱量抽取至室外排放產生製冷 

目前市場主流為分離式冷 

蒸發器位於室內機，由鼓風機的 

易導熱的金屬鰭  

冷凝器則位於室外機，從室 

高密度、易導熱的 

經由上述的製冷循環過程達到 

超市賣場等有開空 

可減少室內冷氣外洩以及室外熱空氣進入的程度。 

，當一氣流打到垂 

此原理應用在氣簾產品上，其 

使得室內氣流的流線不與室 

陳忠凱，2016） 

許多宣導品、坊間 

，將吊扇與冷氣機 

也可以大大的減低冷卻空氣的費用和不良後果。加上一台吊扇， 

仍一樣涼爽舒適，並且相 

七個環保綠點子。臺北市: 

為宜，冷氣每調高 

散熱效果佳，又可節省電 

新文京開發出版。第 

吊扇氣流造成氣簾效應示意圖 

吊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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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立國民中小學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112 年 5 月 29 日修正）： 

                    教育部自民國 111 年夏天起，已將安全校園進入舒適校園，不分城鄉，學 

生上課時班班都有冷氣吹。並頒布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詳列班級冷 

氣使用及維護相關原則及規範，其中第七項內容如下：『七、班級冷氣開啟時， 

冷氣溫度宜設定在二十六度至二十八度之間，並輔以電風扇或循環扇；冷氣使 

用時，進出教室應隨手關門。』（教育部國教署。2023） 

                    此項注意事項提到之輔以電風扇或循環扇，並未單指吊扇，但班級教室吊 

扇多為基本配備，因此班級冷氣開啟時所輔以使用的亦多會是吊扇為主，更重 

要的是，各校教室的吊扇與冷氣室內機配置的相對位置不盡相同，以本校為例 

，吊扇就緊鄰冷氣室內機。 

                   因此，本研究將著重探討吊扇運轉時對冷氣冷房效果的影響，以釐清為何 

會產生教室內靠冷氣側、遠冷氣側的明顯溫差，教室不同座位的學生在冷氣使 

用上的不同感受與反應，甚至造成身體的不適等狀況之原因。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本實驗採用實驗研究法，實驗設計與變因如下： 

            1.操縱變因：(1)教室全部吊扇開啟與關閉。 

                                  (2)教室冷氣上下風向固定(約 45 度角向下)與自動(上下擺動)。 

                                  (3)教室右側吊扇開啟與關閉。 

                                  (4)冷氣前吊扇開啟與關閉。 

            2.控制變因：(1)溫度監測使用相同空教室。 

                                  (2)冷氣溫度皆設定 27℃。 

                                  (3)固定溫度監測點為左(近冷氣側)、中(教室中央)、右(遠冷氣側)、 

                                      前(講桌邊緣近學生側)、後(置物櫃邊緣近學生側) 。 

                                  (4)溫度監測之時段皆相同。 

            3.應變變因：操縱變因之(1)(2)(3)為溫度，操縱變因之(4)為風速與風向。 

            4.內部效度之提升：以花蓮氣象站之氣溫數值做為室外環境溫度參照。 

            5.外部效度之提升：移至樓上一層教室重複進行實驗。 

 

    二、研究流程： 

 

 

 

 

 

 

 

凝 

聚 

動 

機 

前 

實 

驗 

探 

究 

 擬 

 定 

 實 

 驗 

 目  

 的 

 文 

 獻 

 探 

 討 

 擬 

 定 

 研 

 究 

 方 

 法 

操縱開∕關全部吊扇之變項 

操縱冷氣風向固定/自動之變項 

操縱開∕關右側吊扇之變項 

操縱開∕關冷氣前吊扇之變項 

觀測依變項－溫度 

觀測依變項－風速 

觀測依變項－風向 

 分 

 析 

 實 

 驗 

 結 

 果 

研 

究 

結 

論 



4 

 

    三、研究器材： 

          (一)溫度計：(如圖 2)  

             1.本實驗使用之溫度計共 5 個，原購 

                得共 6 個，經校準後剔除誤差值過 

                大之 1 個，其餘 5 個彼此間誤差值 

                在 0.2℃以內。 

             2.用於實驗之 5 個溫度計分別標上編號 1 至 5，分別固定測量位置於左、中、右 

                、前、後，因此其彼此間之誤差值在探討同一測量位置之依變項數據時可忽 

                略不計。 

          (二)風速計：測量範圍 0~30m/s，分辨率 0.1m/s，最小 

                                觀測值 0.1m/s，誤差值±5％。(如圖 3) 

          (三)風向標：利用極輕量之紙彩帶剪成細條狀，貼於 

                               長竿(登山杖)上，藉由紙彩帶 飄動方向， 

觀測風向變化。(如圖 4) 

 

    四、研究場地： 

          (一)808 教室位於睿智樓 3 樓，801 

                教室則位於 4 樓，是 808 的正 

                上方。801、808 教室平面配置 

                及溫度監測點如右：(如圖 5) 

                1.左：近冷氣側 

2.中：教室中央 

3.右：遠冷氣側 

4.前：講桌邊緣近學生側 

5.後：置物櫃邊緣近學生側 

 

          (二)801 教室垂直空間圖：(如圖 6) 

                       801 教室位於四樓，此樓層教 

               室之天花板為斜面，有別於其他樓 

               層為一般普遍的平面天花板。 

               

          (三)風向、風速觀測位置圖(如圖 7)： 

                1.位置描述： 

                   A：與冷氣、吊扇呈一直線 

                   B：吊扇正中央下方 

                   C：與冷氣、吊扇呈直角 

                2.觀測風速點：A 

                3.觀測風向點：A、B、C 

圖 2.原購得之 6 個溫度計除最左外溫差在 0.2℃內 

圖 5.801、808 班教室平面配置圖 

圖 7.觀測風向、風速位置圖 

圖 6.801 班教室垂直空間圖 

圖 3.風速計 圖 4.風向標 



 

肆、結果與討論 

    一、前實驗探究： 

                於 111 學年下學期末

        動機時，在開著冷氣且

        中，測量吊扇關閉到重新打開

        、右的溫度變化。 

               發現吊扇一關(0:10

       顯下降，而左溫則上升；

       (0:25 處)，中、右溫回升

       推測吊扇的開、關，很可能會

 

    二、溫度監測實驗結果與討論

         (一)教室只開冷氣、開全部

                      本實驗先於 808

               開冷氣之溫度監測，

               均終端溫度較低，808

               差距為 1.4℃（單點最大差距達

               808 教室最大差距達

               測點為中溫 ；4.開啟吊扇時之最低溫測點為左溫

                       綜上所述，發現只開冷氣時冷房較果較佳

               較涼，教室內其餘各

               度均略微上升，推測應是因為均在

               著進行 801 教室的實驗

 

 

 

 

 

 

 

 

 

 

 

 

 

 

 

圖 9.808 教室 7/6 溫度折線圖

圖 11.801 教室 7/6 溫度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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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下學期末，剛產生研究 

開著冷氣且全開吊扇的教室 

吊扇關閉到重新打開，左、中 

0 處)，中、右溫明 

；吊扇重新開啟 

右溫回升，而左溫則回降。溫度曲線大致呈對稱走勢

很可能會對教室冷氣冷房效果產生影響。 

與討論： 

全部吊扇之比較（冷氣風向固定在上下範圍中間

808 教室進行 45 分鐘，接著至 801 教室重複進行

，7/7 則加上吊扇之運轉。發現結果如下：

808 教室差距為 0.46℃（單點最大差距達 1.6

單點最大差距達 2℃）；2.開啟吊扇時各測點溫度差異較大

教室最大差距達 2.9℃、801 教室最大差距達 1.7℃；3.只開冷氣之最低溫

開啟吊扇時之最低溫測點為左溫。 

發現只開冷氣時冷房較果較佳，而搭配開啟吊扇時只有左側

各測點則較熱且溫差較大。而 801 教室前

推測應是因為均在 808 教室實驗完畢後僅 10

教室的實驗，溫度計機體溫度仍稍低的緣故。(如

00:00 00:05 00:10 00:15

左溫 27.2 27.3 27.5 27.8

中溫 27.6 27.5 27.3 26.8

右溫 27.9 27.9 27.7 27.6

26

27

28

29

℃

808教室6/29溫度折線圖

圖 8.808 教室 6/29 溫度折線圖

溫度折線圖—只開冷氣  圖 10.808 教室 7/7 溫度折線圖

溫度折線圖—只開冷氣  圖 12.801 教室 7/7 溫度折線圖

呈對稱走勢(如圖 8)， 

在上下範圍中間）： 

教室重複進行，7/6 進行只 

：1.只開冷氣之平 

1.6℃），801 教室 

開啟吊扇時各測點溫度差異較大， 

只開冷氣之最低溫 

開啟吊扇時只有左側 

前 5 分鐘之監測溫 

10 至 15 分鐘即緊接 

如圖 9、10、11、12) 

00:20 00:25 00:30 00:35 00:40 00:45

27.9 27.9 27.6 27.5 27.3 27.2

26.5 26.4 26.6 27 27.2 27.2

27.5 27.3 27.3 27.5 27.5 27.6

溫度折線圖--冷氣+吊扇(開-關-開)

溫度折線圖--冷氣+吊扇(開-關-開)  

溫度折線圖—開冷氣+吊扇  

溫度折線圖—開冷氣+吊扇  



 

        (二)教室只開冷氣，冷氣風向設自動

                     本實驗將冷氣風向設

               801 教室重複進行，

                1.此四者之平均終端溫度相近

              （依序為圖 13、圖

                溫差會比風向固定

                ，801 教室的 1.9℃

                左側，接著是是中

                中間，而其餘測點溫度會較接近

                        本實驗組與對照組的主要差異在於風向自動上下擺動時

                冷，可推論若左側吊扇開啟

                大，這也是為何許多班級出現左側學生要穿外套

 

 

 

 

 

 

 

 

 

 

 

 

 

 

 

 

 

        (三)教室只開冷氣、開右側吊扇之比較

                      本實驗冷氣風向均設定為上下擺動

              45 分鐘，接著至 801

              發現結果如下：1.808

              上升 0.3℃，以中溫上升

              縮小，兩間教室的終端溫度的高低溫差

                      本實驗組與對照組整體差異不大

              應，且對教室內溫度均勻略有幫助

              上方空間較大，右側風扇開啟時會將上方熱空氣往下吹送

圖 13.808 教室 7/13 溫度折線圖

圖 15.801 教室 7/13 溫度折線圖

6 

冷氣風向設自動與冷氣風向固定(約 45 度角向下

將冷氣風向設為自動(上下擺動)，先於 808 教室進行

，與 7/6 進行之冷氣風向固定的數據作比較

此四者之平均終端溫度相近，分別為 28.5℃、28.58℃、28.54

圖 14、圖 15、圖 16，以下亦同）；2.風向自動時各測點間的

溫差會比風向固定略大，終端溫度的高低溫差分別為 808 教室的

℃、1.1℃；3.風向自動時學生座位區的測點

接著是是中、右，和離冷氣遠近相關；4.風向固定時，

而其餘測點溫度會較接近。 

本實驗組與對照組的主要差異在於風向自動上下擺動時

可推論若左側吊扇開啟，在氣簾效應的作用下，左側會更冷

這也是為何許多班級出現左側學生要穿外套、帶帽子之緣故

開右側吊扇之比較（冷氣風向自動）： 

本實驗冷氣風向均設定為上下擺動，並開啟右側吊扇，先於

801 教室重複進行，與 7/13 進行之只開冷氣的數據作比較

808 教室平均終端溫度微降 0.1℃；2.801 教室平均終端溫度些

以中溫上升 1.3℃最多；3.開右側吊扇除左溫外其餘

的終端溫度的高低溫差均縮小 0.4℃。(如圖 17

本實驗組與對照組整體差異不大，可推論開啟右側吊扇不會產生氣簾效

且對教室內溫度均勻略有幫助。而 801 教室因天花板為斜面設計

右側風扇開啟時會將上方熱空氣往下吹送，使得溫度

溫度折線圖-風向自動 圖 14.808 教室 7/6 溫度折線圖

溫度折線圖-風向自動 圖 16.801 教室 7/6 溫度折線圖

度角向下)之比較： 

教室進行 45 分鐘，再至 

進行之冷氣風向固定的數據作比較。發現結果如下： 

28.54℃、28.64℃ 

風向自動時各測點間的 

教室的 2.3℃、1.8℃ 

學生座位區的測點，溫度最低會在 

，溫度最低會在 

本實驗組與對照組的主要差異在於風向自動上下擺動時，左側會明顯較 

左側會更冷、溫差會更 

帶帽子之緣故。 

先於 808 教室進行 

的數據作比較。 

教室平均終端溫度些 

除左溫外其餘各測點溫差略為 

17、18、19、20) 

可推論開啟右側吊扇不會產生氣簾效 

教室因天花板為斜面設計，教室 

使得溫度稍上升。 

溫度折線圖-風向固定 

溫度折線圖-風向固定 



 

 

 

 

 

 

 

 

 

 

 

 

 

 

 

 

        (四)花蓮氣象站氣溫資料

                      溫度監測實驗時段

              外環境溫度對於冷氣排熱效果之影

              響，參照花蓮氣象站氣溫資料

              對前述實驗結果如下

              1.實驗(一)中 7/6 冷房效果較佳

                 7/6 氣溫較高，可排除環境溫度之

                 影響因素。 

              2. 7/13、7/14 之氣溫相近

                可排除環境溫度之影響

        (五)冷氣使用費率比較：

              1.前述實驗(一)中，只開冷氣之冷房效果優於加開全吊扇

                只開冷氣(編號 1、

                808 教室為例，僅高出

                801 教室差距則為

              2.此費率為教室初開冷氣從炎熱開始降溫的第一節課

                趨於穩定後，依據變頻冷氣之運轉機制

                斂的趨勢。 

              3.本校教室吊扇高速運轉功率為

                 算，每節課 45 分鐘之耗電量為

                 學校平均每度電費設為

              4. 7/13 及 7/14 之實驗

                  一致，因此不予討論

圖 17.808 教室 7/14 溫度折線圖

圖 19.801 教室 7/14 溫度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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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如圖 21) 

溫度監測實驗時段，為排除室 

外環境溫度對於冷氣排熱效果之影 

參照花蓮氣象站氣溫資料，比 

對前述實驗結果如下： 

冷房效果較佳，而 

可排除環境溫度之 

之氣溫相近，實驗(三) 

可排除環境溫度之影響。 

：(如表 1) 

只開冷氣之冷房效果優於加開全吊扇，而

、3)的費率微高於加開全吊扇(編號 2、4)，但幅度很小

僅高出 0.015 元/分鐘，換算一節課 45 分鐘僅差距

為 0.043 元/分鐘，換算一節課為 1.935 元。 

此費率為教室初開冷氣從炎熱開始降溫的第一節課，但隨著室內溫度

依據變頻冷氣之運轉機制，若時間拉長，此費率差距將會有收

本校教室吊扇高速運轉功率為 60W，一間教室有 6 台吊扇，

分鐘之耗電量為 6*60W/1000*0.75h=0.27 度，

學校平均每度電費設為 5 元，則一節課的吊扇電費為 1.35 元

之實驗，其費率差距亦小，且 808、801 教室之費率高低變化不

因此不予討論。而右側吊扇 2 台，一節課電費約為 0.45

溫度折線圖-開右吊扇 圖 18.808 教室 7/13 溫度折線圖

圖 21.實驗期間花蓮氣象站氣

溫度折線圖-開右吊扇 圖 20.801 教室 7/13 溫度折線圖

而兩間教室均呈現 

但幅度很小。以 

分鐘僅差距 0.675 元； 

 

但隨著室內溫度下降、               

此費率差距將會有收 

，依耗電量公式計 

，依據參考資料[註 1] 

元。 

教室之費率高低變化不 

0.45 元，影響亦小。 

溫度折線圖-只開冷氣 

花蓮氣象站氣溫資料 

溫度折線圖-只開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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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風速、風向觀測實驗結果與討論：  

        (一)風速變化 

                  本實驗將風速計至於冷氣出風口 

          前方約 3 公尺距離之測點 A，可測量 

          到冷氣吹出風速約 1 m/s (如圖 22)， 

          當吊扇一開啟運轉後，冷氣吹出風速 

          驟降為 0 m/s (如圖 23)。 

                  此步驟重複三次結果皆同，可證 

          明吊扇之氣簾效應阻擋冷氣出風。 

        (二)風向變化 

             1.在測點 A 之風向標可 

                測得來自冷氣出風口 

                吹出之風向(圖 24)， 

                當吊扇開啟後此風向 

               消失，風向標變為微 

               幅飄動且不定向，即 

               風向為不穩定之小紊 

               流(圖 25)。 

             2.在測點 B 之風向標可 

                測得來自冷氣出風口 

                吹出之風向(圖 26)， 

                當吊扇開啟後此風向 

                消失，風向變成由上 

                往下 (圖 27)。 

             3.在測點 C 之風向標可 

                測得來自冷氣出風口 

                吹出之風向(圖 28)， 

                當吊扇開啟後此風向 

                消失，風向變成由上 

                往下(圖 29)。 

                    綜合以上三個風向觀測點之結果，可證明吊扇開啟時會產生氣簾效應，阻 

            擋冷氣出風，且阻擋範圍不僅止於吊扇與冷氣之直線方向，在呈直角之吊扇兩 

            側亦然。 

編號 1 2 3 4 5 6 7 8 

教室∕日期 808 班 7/6 808 班 7/7 801 班 7/6 801 班 7/7 808 班 7/13 808 班 7/14 801 班 7/13 801 班 7/14 

費率(元/分鐘) 0.451 0.436 0.49 0.447 0.443 0.432 0.42 0.443 

備註 只開冷氣 加全吊扇 只開冷氣 加全吊扇 只開冷氣 加右吊扇 只開冷氣 加右吊扇 

表 1.各次實驗之冷氣費率表 

圖 22.未開吊扇之冷氣風速 圖 23.吊扇開啟後之冷氣風速 

圖 24.測點 A，未開吊扇 圖 25.測點 A，開啟吊扇 

圖 26.測點 B，未開吊扇 圖 27.測點 B，開啟吊扇 

圖 28.測點 C，未開吊扇 圖 29.測點 C，開啟吊扇 



 

伍、研究結論 

    一、結論： 

      (一)班級吊扇全開之冷氣

                根據教室溫度監測結果

        會產生明顯的氣簾效應

        室外，僅在近冷氣側較涼

        室內冷房速度慢且溫差大

                溫度監測結果顯示

        ，單點平均溫差可達 2℃
 

 

 

 

 

 

 

 

 

 

      (二)只開遠離冷氣側之吊扇可讓室內溫度較均勻

                根據溫度監測結果

        的阻礙，與不開吊扇的冷氣冷房效果

        吊扇的風也能使坐在遠冷氣側座位的學生體感溫度降低

        降幅較小的不足。而未在四樓的教室

        方熱空氣被帶下，會需要較長的冷房等待時間
 

      (三)冷氣吊扇全開與只開冷氣

                只開冷氣不開吊扇

        氣流循環，更充分的將教室內的熱量帶出室外

        時略高一點，但吊扇運轉也會耗電

        此在電費費率上是差不多的
 

      (四)開冷氣及右側吊扇與只開冷氣不開吊扇的電費費率

                 若只開右側吊扇時

         一致，808 教室是開右側吊扇冷氣費率略低

         率略高，因此在本實驗中並未發現有明顯影響
 

      (五) 對班級冷氣輔以吊扇使用之

        (一)基於本研究的結論，

              側的吊扇，以充分發揮班級冷氣的效能

              ，更可避免吊扇運轉的噪音

              讓班班有冷氣的良善政策徹底發揮效果

        (二)坊間書籍或大眾刻板認知

              殊不知風扇有分吊扇

              冷氣一定要配風扇，

圖 30.未開吊扇時冷氣氣流

冷氣 

9 

冷氣冷房效果較差 

溫度監測結果、風速和風向觀測結果，發現靠冷氣側吊扇開啟時

明顯的氣簾效應，阻擋冷氣吹出的氣流，使教室內熱空氣無法有效被帶出

僅在近冷氣側較涼，在冷氣側吊扇處之左右產生明顯的冷熱溫差

室內冷房速度慢且溫差大，而冷氣下方的學生可能會過冷需要穿外套

溫度監測結果顯示，開冷氣加上吊扇與不開吊扇的室內平均溫度差距可達

℃。而開冷氣加上吊扇造成的教室內溫差，

只開遠離冷氣側之吊扇可讓室內溫度較均勻 

根據溫度監測結果，只開遠離冷氣側之吊扇，不會對冷氣出風造成

與不開吊扇的冷氣冷房效果差異不大，但可讓室內溫度較均勻

吊扇的風也能使坐在遠冷氣側座位的學生體感溫度降低，彌補遠離冷氣座位

而未在四樓的教室，由於斜面天花板的設計，

會需要較長的冷房等待時間。 

與只開冷氣不開吊扇的電費費率相近 

只開冷氣不開吊扇，由於沒有氣簾效應的阻擋，能順利在教室內產生大範圍

更充分的將教室內的熱量帶出室外，因此冷氣的運轉費率較全開吊扇

吊扇運轉也會耗電，若將此部分考慮進去，可視為互相抵消

此在電費費率上是差不多的。 

開冷氣及右側吊扇與只開冷氣不開吊扇的電費費率無明顯差異

若只開右側吊扇時，其冷氣費率和不開吊扇相比，在兩間教室呈現的結果不

是開右側吊扇冷氣費率略低，而 801 教室則是開右側吊扇冷氣費

因此在本實驗中並未發現有明顯影響。 

對班級冷氣輔以吊扇使用之建議： 

，建議在使用班級冷氣時，吊扇最好能關閉

以充分發揮班級冷氣的效能，使教室內學生能擁有真正的

更可避免吊扇運轉的噪音，也避免近冷氣側學生因過冷加上強風而身體不適

讓班班有冷氣的良善政策徹底發揮效果，營造優良的學習環境

坊間書籍或大眾刻板認知，多認為冷氣房內加上風扇會加強冷房效果與省電

殊不知風扇有分吊扇、立扇、循環扇，而設置位置更會有不同的影響

，這部分觀念仍有待導正。 

未開吊扇時冷氣氣流 

圖 31.吊扇開啟後

冷氣 吊扇

發現靠冷氣側吊扇開啟時， 

使教室內熱空氣無法有效被帶出 

吊扇處之左右產生明顯的冷熱溫差，造成教 

而冷氣下方的學生可能會過冷需要穿外套。(如圖 30、31) 

與不開吊扇的室內平均溫度差距可達 1.4℃ 

，最大可 2.9℃。 

不會對冷氣出風造成氣簾效應 

但可讓室內溫度較均勻，而此處 

遠離冷氣座位氣溫 

，開吊扇會造成上 

能順利在教室內產生大範圍 

因此冷氣的運轉費率較全開吊扇 

可視為互相抵消，因 

差異 

在兩間教室呈現的結果不 

教室則是開右側吊扇冷氣費 

最好能關閉，或只開遠冷氣 

生能擁有真正的舒適溫度 

也避免近冷氣側學生因過冷加上強風而身體不適 

學習環境。 

多認為冷氣房內加上風扇會加強冷房效果與省電， 

而設置位置更會有不同的影響，絕非開 

吊扇開啟後產生風簾效應之冷氣氣流 

吊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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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展望 

         (一)研究循環扇、立扇等不同風扇種類，放在不同位置的冷房效果。 

         (二)增加溫度監測點，或使用熱成像儀，更全面的分析室內溫度變化情形。 

         (三)在有全班學生的教室內進行研究，以期更貼近實際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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