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風湧而上～高雄展覽館 
校  名：高雄市三民區愛國國民小學 

指導教師：陳建良、陳清桔、王雅秀、楊馥嫚 

類  別：物理類 

一、活動目的 

亞洲新灣區有許多建築設計與流體力學息息相關，其中包含著名的曲面屋

頂、無柱空間的高雄展覽館，其外觀採波浪意像，流線型曲線屋頂設計，抗風

壓特別好，能將風阻降低，在我們這緊鄰海岸的高雄市更顯特別需要。 

我們將設計各種造型之屋頂結構，搭配不同大小的風力，藉由學生實地的

製作、操作與觀察，讓孩子們更加理解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科學。 

二、實驗器材 

吸管、圓形管、保麗龍球、紙條、紙盒、瓦楞板、風機、風扇、自製風洞。 

三、活動過程 

(一)伯努利原理體驗 

1.準備1支圓形管，管內裝數顆細小的保麗龍球，

闖關者以吸管在管口位置吹氣，觀察管內小保

麗龍球的移動情形。(如右圖 1) 

2.準備數個盒子，分別將不同材質的長條形紙條

其中一端固定於盒上，闖關者持吸管向長條形

紙條上方吹氣，觀察盒上不同材質紙條的變化

情形。(如右圖 2) 

3.過程中，只能以吸管吹氣的方式使球或紙條作

動，不可以利用手或吸管推動球或紙條。 

 

(二)屋頂風樂園 

1.準備 4個不同屋頂形狀的模型（如下圖 3），在屋頂中央位置下方分別設

置 1支裝有半滿水的透明管柱。 

2.闖關者手持風機向屋頂吹氣，觀察風經過屋頂時，屋頂正下方管內水柱的

情形。 

3.闖關者對屋子上方模擬屋頂進行吹氣，挑戰不同形狀的屋頂，找出風阻較

小(表示氣流流速較快)的屋頂設計，就算闖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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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體驗區 

1.設計大型高雄展覽館屋頂模型，展示屋頂抗風情形，進行高雄展覽館屋頂

設計原理解說。 

2.利用風洞實驗箱結合水煙效果，測試不同風力大小流經建築物屋頂時，屋

頂上方風的流動情形，並配合解說。(如下圖 4) 。 

 

 

 

 

 

四、活動原理探討 

從白努力原理(Bernoulli principle)-流動的流體(液體或氣體)其壓

力比靜止時低可以推知，當風通過有形狀變化的屋頂(如瓦片或波浪狀的鐵

皮屋頂)時，必須經過較長距離的那一端就會加速，由於加速，使得壓力下

降，壓力下降的程度與風速的平方成正比。但在建物內側，即屋頂下方的

氣壓並未改變，而此壓力差會使屋頂承受一股往上的作用力，尤其在屋脊、

屋簷處，流體通過此銳緣後產生造成極大之吸力(suction force)，建築物

的屋頂常因此被掀飛。這些在空中飛行的石板或鐵板是非常危險的。為了

預防屋頂被掀飛，在常有大風侵襲的地區，往往會特別注意屋頂的設計，

如支座固定的加強，或用石頭來加重屋頂的重量等。 

※屋頂風樂園說明 

模擬颱風時風吹過屋頂，風速很高，壓力變小，

屋內空氣壓力相對就較大，所以屋頂會被掀起。 

 

五、參考資料： 

(一)建築印象#046高雄展覽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222&v=i9tdYM6Xi0k 

(二)高雄展覽館。https://pwbgis.kcg.gov.tw/ke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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