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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幾年全球暖化的問題益加嚴重，不只氣溫的上升，土壤的溫度也跟著上升，

本實驗探討可以降低土壤溫度的方式及不同土壤的保濕程度比                

本實驗探討不同土壤保濕力之差別以及土壤溼度和 

 

 

 

 

 

 

 

 

 

 

 

 

 

 

 

 



研究動機 

一、動機 

   都市愈來愈熱，大家都有感；熱島效應，大家也朗朗上口，但想讓都市降溫，

卻是個大工程。綠化、透水、隔熱、減少能耗、車輛排熱削減都可以減緩熱島效

應。暖化除了對氣溫、氣候和地面上的生物造成影響外，對地底下土壤中的生物

一定也造成很大的衝擊，而土壤含水能力正是影響氣溫很重要的因子，因此我們

想要了解在地球暖化的過程中，到底土壤濕度與溫度的關係為何呢?不同成分的

土壤其保濕能力致使溫度變化程度有何差異?於是便開始了這次的實驗。 

  

 

二、相關原理及文獻資料 

1、熱島效應是一個自 1960年代開始，在世界各地大城市所發現的一個地區性氣

候現象。具體來說，無論從早上到日落以後，城市的氣溫都比周邊地區來得

高，並容易產生霧氣。這個現象的發現，是由於人造衛星的出現，使人類得

以利用人造衛星從高空以紅外線拍攝地球。這種拍攝的最初目的，是作氣象

觀測用途，用以分析雨雲的構成。可是，後來人類從紅外線影像中發現城市

與週邊地區的溫度有著很明顯的差異，看起來城市就好像在周邊地區中間的

一個浮島。以下是可能導致城市熱島效應的原因：來自於樹木和裸地的減少，

降雨滲透地面減少，進而蒸發或蒸散量的減少。來自於空氣污染，大氣吸收

的太陽熱的增加。來自於被低反照率的柏油和玻璃幕牆和混凝土覆蓋，地表

面吸收太陽熱的增加。來自於產業活動和汽車、空調設備等的人工廢熱。來

自於屏風樓，減少風的變化和流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4%E6%B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80%A0%E8%A1%9B%E6%98%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85%E5%A4%96%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A3%E8%B1%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A3%E8%B1%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2


貳、研究目的 

一、測試不同土壤保濕力之差別探討。 

     實驗 1-1、不同土壤顆粒大小之差別 

 

     實驗 1-2、不同土壤保濕度差別探討 

    

二、測試不同濕度土壤對上方空氣的溫度變化。 

三、測試加入不同多孔物質對土壤上方空氣溫度與濕度變化。 

四、測試放入不同高度草皮和不同比例石頭對土壤上方空氣溫度 

    和濕度變化。 

    實驗 4-1、與實驗三相同種類土壤加入不同比例石頭測量其上方空氣濕 

             度和溫度 

      

     實驗 4-2、與實驗三相同種類土壤放入不同高度草皮測量其上方空氣濕 

             度和溫度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1、放大鏡 

 

2、保麗龍箱 

 

3、發泡煉石 

 

4、蛭石

 

5、珍珠岩 

 

6、溫度計 

 

7、量杯 

 

8、標籤紙 

 

9、土壤溼度計

 

10、烤箱

 

11、土 A(沙土)共 6600ml 

 

12、土 B(泥土) 

 



 

 

 

 

模擬城市箱 

16、150w 鹵素燈 17、紙板 18、木板 

 

 

 

 

 

 

 

 

13、土 C(培養土) 

 

15、計時器 

 



肆、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實驗架構 

 

 

 

 

 

 

 

 

 

 

二、實驗步驟 

一、不同土壤保濕力之差別探討 

  (1) 實驗 1-1 不同土壤之差別 

  步驟 1:使用放大鏡觀察土壤 A(沙土)、B(培養土)、C(黏土)之顆粒大小 

  步驟 2:紀錄描述土壤顆粒大小外觀差異。 

(2)實驗 1-2 不同土壤保濕力之差別探討 

  步驟 1:取土壤 A(沙土)、B(培養土)、C(黏土)各 7000cm3放入烤箱烘乾至濕度  

        皆為 10%並控制同濕度下後測濕度。之後置於空氣中每 5分鐘讀取濕 

        度，一天測量十次 

  步驟 2: 從紀錄中製成表格和圖表探討各種土壤濕度變化趨勢 

  



 二、測試不同濕度土壤的上方空氣溫度變化 

  步驟 1:取實驗一中土壤 A(沙土)來測試，每 1000cm3為一等份，共分四等份  

  步驟 2:分別加入 50ml、100ml、150ml、200ml的水量並測量其濕度以及上方 

        空氣濕度和溫度 

  步驟 3:將不同濕度土壤放入城市模擬箱，使用 150w鹵素燈照射(模擬日照)， 

        每隔 2分鐘紀錄各區上方空氣的溫度計讀數 

  步驟 4: 從紀錄中製成表格和圖表探討不同濕度土壤上方空氣溫度變化趨勢 

         

 三、測試加入不同多孔物質土壤溫度與濕度變化 

  步驟 1:取實驗一中土壤 A(沙土)來測試，每 1000cm3為一等份，共分為三等 

         份 

  步驟 2:並將各沙土放入烤箱烘乾至濕度皆為 60%並控制同濕度下，分別加入  

        發泡煉石、蛭石、珍珠岩各 500cm3測量其上方空氣溫度和上方空氣  

        濕度 

  步驟 3:將加入不同多孔物質土壤放入城市模擬箱，使用 150w鹵素燈照射(模 

        擬日照)，每隔五分鐘記錄各區上方空氣的溫度計讀數和濕度計讀數 

  步驟 4:從記錄中製成表格和圖表探討加入不同多孔物質下土壤上方空氣溫度 

        和濕度變化趨勢 

 

 

 四、測試加入不同高度草皮和不同比例石頭對土壤上方空氣溫度 

     和濕度變化 

(1) 實驗 4-1 與實驗三相同種類土壤加入不同比例石頭測量其上方空氣 

溫度和濕度 

  步驟 1:取實驗一中土壤 A(沙土)來測試，每 1000cm3為一等份，共分為三等 

        份(如實驗三) 

  步驟 2:並將各沙土放入烤箱烘乾至濕度皆為 60%並控制同濕度下，分別加入 

        100%、50%、25%的石頭測量其上方空氣溫度和上方空氣濕度 

 

 

   



100%石頭 50%石頭 25%石頭 

   

圖 4-1-1 

 

 

 

 

 

 

 

 

 

 

 

 

 

 

 



伍、研究結果 

 

 

 

 

 

 

  

 

   

 

 

 

 

 

 

 

 

 

 

 

 

 

 

 



陸、結論 

 

 

 

 

 

 

 

 

 

 

 

 

 

 

 

 

 

 

 

 

 

 

 

 

 

 

 

 

 

 

 

 



柒、過程回顧及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