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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城市都有屬於自己的微氣候，像極了愛情。
隨鳳凰花樹開謝，送走了似錦前程的畢業生，迎來了新一批成大新鮮人，聚集

了來自全台各地優秀的學生，一隻隻陽傘如雨後新生的花，綻出一個個完美的

圓，初乍來到成大的中北部學生說有些不適應南方的炙熱天氣。除了南部的溫

度比中北部高以外，走在市區的街道上，覺得比郊區來得悶熱，這就是「都市

熱島效應」(圖1)。

諾成大一片涼蔭，許建築側身流風。

掌智慧若靜水涼，擁風廊持永續心。 

（圖 1）氣溫分布趨勢圖顯示成功大學較市中心溫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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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建築學系林子平特聘教授與他的研究團隊，

透過跨國 /跨領域合作，致力推動都市降溫，並

建立了全球第一個「亞熱帶 /熱帶區人體熱舒適

溫度範圍」。針對使用者進行戶外環境溫度的感

受調查，林教授與國際研究團隊於2009年發表於

頂尖國際期刊Building and Environment的研究結

果證實，在臺灣夏季戶外環境中，超過90%的行

人或旅客的移動路徑受到遮蔭區影響；同時亦歸

納出臺灣居民感受到溫度舒適的戶外首要條件為

「避免日照直射」，以及「體感溫度約在26-30

度之間」。林教授提到「看著臺灣人在騎車或步

行時想盡辦法躲在陰影下的有趣景象，是驅動我

開始進行人體熱舒適與都市遮蔭研究的動力。」

研究成果被來自德國、日本、加拿大、澳洲、以

色列、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印尼等學者引用，

過去國際上常以寒冷地區人體熱舒適喜好做為基

準，事實上不同氣候領域的舒適標準的設定需要

因地制宜，歐洲人相較於亞熱帶地區人口嗜愛熱

度與陽光，喜愛在夏天時聚集於沙灘享受日陽，

而亞熱帶/熱帶區居住者雖耐熱度較高，戶外休憩

時較喜歡待在涼爽陰涼的地方，這些都與居住地

息息相關，稱作「熱的經驗」。目前「亞熱帶/熱

帶區人體熱舒適溫度範圍」在臺灣已應用在臺中

花博花舞館、臺南沙崙國中、高雄大東文化藝術

中心等地。來自北部、中部、南部與東部的學生

對溫度的接受度有0.3~0.5度的差別，成大校園也

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前來就讀，考量國際學

生來自不同氣候，有不同的溫度舒適要求，因此

教室裡適當的空調溫度才能不造成能源的浪費。

「保持既有的綠化，也是基地通風的一種。」從

林子平教授團隊繪製高解析度的都市氣候地圖以

及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饒見有教授成大3D模型等

研究成果顯示，成大涼蔭的植披為臺南市區帶來

降溫的作用，從熱影像圖可以清楚看到，成大的

指標「大榕樹」下的遮蔭為榕園帶來一片涼爽(圖

2)，在氣溫相同的情況下，給予不同的體感溫度

(圖3)。假日能在此看到許多家庭帶著小孩來野餐

（圖 2）榕樹的葉片蒸發作用吸收熱氣，因此我們又會稱樹木為

「天然的冷氣機」。

（圖 3）氣溫相同，體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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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增加建築物棟距，讓路給風走。

（圖 4）熱影像圖觀察宿舍冷氣空調使用的情形。

享受天倫之樂，暑期更可以發現許多青春活力的大

學生於此辦理營隊。值得一提的是，利用熱影像圖

可以觀察出上課時間宿舍冷氣空調使用的情形 (圖

4)，亦可以用此來找出寒暑期忘記關閉空調的房間，

節省能源，人人有責，減少用電量更是保護大家的

荷包。

團隊也協助臺中市建立全國首創的「基地通風

率」，更將其納入「臺中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

法」，透過量化評估建築基地通風設計，讓被一棟

棟高樓佔領的都市，留下給風走的廊道，當通風率

高於30%時，最高可增加4%的樓地板面積，並期許

過去舊有法律能新增其他考量項目，例如『將遮蔭

設施亦納入容積計量的規範』等，多方納入可降溫

的因素，都市才能真正「退燒」。成大校園內的通

風率長年不錯，除了綠茵茂然的光復校區為校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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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都市計畫學系系館陰影處降低建築溫度

（圖 7）雲平大樓附近的透水磚可以涵養雨水，促進蒸發降溫。

為涼爽的天地外，利用測本校量及空間資訊學系饒

見有教授成大3D模型可以發現學生活動中心的設

計也符合了林子平教授團隊提出的三個為都市退燒

的概念「降溫、通風、遮蔭」，作法分別為「多綠

少空調、讓路給風走、遮蔭供人行」，建議建築物

「側身」面對常年的風向或潛在有風的區域(圖5)，

並加大建物間的距離，增加通風性，另外本校都市

計畫學系的建築設計也讓建築物本身散熱容易 (圖

6)，而蒼翠蓊鬱的工學大道更是種植了兩排整齊的樹

木，帶來綠意，帶走熱氣，讓騎單車往返校園的學

生們在夏季能更舒適自在的行動。

在校園內少數沒有植披的地方也沒有被放棄散熱的

可能，諸如在雲平行政大樓附近則建有植草透水磚

(圖7)，透過連鎖磚可以減少校園內淹水的情形，

讓夏季颱風或西南氣流強降雨時可以協助排水的作

43

○○○○●○○



用，成功湖更能利用水不易升降溫度的特性，讓水域

蒸發帶走熱量，炎炎夏日待在湖邊能感受到涼爽，冬

季也能感受到暖和，是校園內非常好的調劑。

除了湖水為調劑外，風是城市的最重要的天然降溫

劑，當風速每秒增加○．五公尺，夜間溫度便下降

一度，由本校建築系教授林子平、工程科學系教授

吳毓庭、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教授王驥魁，和林教

授所帶領的「建築與氣候研究室(BCLab)」成員對都

市氣候研究的投入與付出，一同完成了臺南市地面

風速趨勢圖(圖8)，由圖可以看出機場周圍為高風速

區，臺南火車站附近則為低風速區，低風速區易造

成熱度以及空氣汙染難於排散等問題。此成果為成

大寶貴的跨領域團隊合作，除了教授之間不同領域

的交流，也感謝學生不畏辛勞到處架設機台來調查

風速。「與學生一起到現場勘察環境、架設儀器、

分析數據、撰寫成果，並與產業及政府共同討論如

何應用及管制，是十分愉快且有成就感的過程。」

林教授說「以科學的路徑，對症下藥，解決都市退

燒問題。」

嘗試解決了戶外高溫的問題，那麼一進到室內該如

何不被悶熱給難住呢？林子平教授表示，都市熱島

不只讓人感到悶熱不舒服，也攸關個人健康與荷

包。根據研究顯示，位於高溫市中心的1戶住宅，

每年會比低溫郊區1戶多出新台幣6400元的電費。

因此，給予同學們一些有效解決室內悶熱與荷包瘦

扁的折衷方法。首先，一進入到室內應當先將窗戶

打開通風，讓室內牆壁溫度散熱，接著才將冷氣打

開，設定26-27度區間，然後檢視自己的服裝，因

為人體的溫度與衣著息息相關(圖9)，譬如近年來日

（圖 8）臺南市地面風速趨勢圖，由圖可以看出海域、養殖魚塭

及機場周圍為高風速區，臺南火車站附近則為低風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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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班族也逐漸以簡單的服飾取替西裝與領帶。在

一些公司與學校也有調和公約，像是相關冷氣管理

制度，舉例來說會限制在中午十二點時冷氣自動斷

電，有人需要時才會手動開啟，林教授特別說道，

「智慧是工具，不是目的。」在節能方面中的彈

性，不需要過度仰賴自動，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費。

「就像我們是自發性感到熱而去開空調，而非機器

提醒我們去使用，或是機器自動開機，節能是大家

的責任。」善用窗簾與電風扇來增加氣流，讓牆壁

降溫，選購市面上變頻、節能的冷氣機。

在林子平教授引以為傲的成果外，我們回到最初的

起點，林教授說自己會著手開始研究這個主題的契

機為發現臺灣人較歐洲人耐熱，卻比歐洲人更依賴

空調，這代表我們需要的不是冷氣，而是可以透過

設計去辦到讓建築物涼爽的方法。近年來國中小學

逐漸裝設冷氣，林教授說實為可惜，因為通常校園

是城市中可以降溫的好所在，當商業區百貨公司已

經無法避免去整日開設空調時，住宅區與學校應該

以新的思維、新的建築模式去改善都市熱島效應。

許多人在頂樓加設鐵皮屋是為了減少建築物溫度，

然而這部分是可以使用太陽能板去改善的(圖10)，我

們居民應該主動提出需求，透過公民討論，找出折

衷的解決方法，而非被動的接收或是被迫使用較差

的解決方案。

「建築可以改變環境，甚至影響氣候三十年。」目

前建築設計面對的挑戰是氣候變遷為首要課題，正

視需求，融合生活經驗，用以創意來解決大問題，

人人有社會責任，處處持永續心，側身換個角度看

世界，庇未來一片涼蔭綠地。

（圖 9）	人體的溫度與衣著息息相關。

（圖 10）	太陽能板能解決屋頂高溫。

4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