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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成果報告表單 

主題名稱：浴室開窗抽風地面較易乾？ 

摘要： 

一般人洗完澡後都會把窗戶開著，但我們覺得開窗時可能只會讓抽風機只抽到上面的
空氣，而在地上的水就無法帶上去了，所以我們就製作了一個按原浴室比例縮小的模
擬箱來測試到底要不要開窗，我們還設計了水的蒸發數學模式、能模擬浴室蒸發、模
擬浴室再開多少窗戶的數量的蒸發量，經我們的測試發現當窗戶關起時，從門縫進去
的氣流的確會比較強，於是我們做了兩種實驗：1. 開或關窗戶對於單一抽風扇使地
面乾燥影響的差別 2. 單一窗戶與兩個窗戶使地面乾燥影響的差別，而結果是實驗一
因差距太小無法判斷，實驗二發現開窗的效率的確比較好。 

探究題目與動機 

每次洗完澡後，浴室牆壁與地板總是溼答答的，除了容易使磁磚累積污垢，也容易產
生黴菌，影響身體健康。如何能讓浴室的水較快蒸發呢？一般人洗完澡後都會把窗戶
打開並開著抽風機，但我們覺得開窗可能會讓抽風機抽出去的空氣大多來自窗戶導致
從地面上升的氣流變少，反而需較多時間才能使地面乾燥，我們簡單地測試發現：浴
室抽氣時，當把原先打開的窗戶關上後，從門的透氣縫流入的氣流的確會變強，這讓
我們對此研究大感興趣。 

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研究窗戶的開關對於抽風使地面乾燥程度的影響 

(二)探討開窗數目(一或二個)對於抽風使地面乾燥程度的影響 

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研究器材 

模擬箱照片：如圖一 

     

     

圖一：紙箱各部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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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器材圖：如圖二 

 `  

浴室模擬箱(紙箱) 

(29.6*28*41.4) 

抽風扇 

(直徑:11.5 瓦數:18/16W) 

電子秤 

(最小刻度:0.01g) 

   

培養皿 滴管 燒杯 

   

量筒 計時器 
酒精溶液 

(每次取用重 7.87±0.01g) 

圖二：實驗器材圖 

浴室模擬箱示意圖：如圖三 

 

圖三：浴室模擬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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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浴室照片：如圖四 

  

         圖四 a：原浴室窗戶與抽風機位置圖         圖四 b：原浴室窗戶、抽風機與門分布圖 

(二)實驗設計 

為了研究窗戶的開關對於抽風使地面乾燥程度的影響，我們用紙箱建造一個模擬浴室來
進行研究，測量紙箱底部蒸發皿中的液體的減少量，來代表開關窗使地面乾燥的影
響。實驗裝置設計示意圖如圖五、圖六所示。 

  

                圖五：關窗構想圖                      圖六：開窗構想圖 

1、製作浴室模擬箱 (29.6*28*41.4) (按原浴室比例縮小，原本浴室長:148 公分，寬:140

公分，高:207 公分) 

2、調配出適用的酒精濃度，原本使用水，但發覺蒸發太慢，後來改用酒精蒸發又太快，
所以我們就測試出剛剛好的比例：酒精和水的體積比: 8 比 2。 

3、設計出一種能準確測量以下各物理量的實驗裝置： 

 (1)水溶液的蒸發量 

 (2)水蒸發的時間 

 (3)窗戶數量的影響 

 (4)使地面乾燥的效率 

4、以模擬箱內酒精水溶液的蒸發量模擬浴室地面水的蒸發量。  

5、測試酒精溶液在開窗和關窗時的蒸發量。 

                                           

(三)實驗一(比較開關單一窗戶的差別) 

1、量筒中加入 10 毫升的酒精水溶液，分別倒入兩個培養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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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秤出兩個加入酒精水溶液的培養皿重量，並記錄之。 

3、放入開窗戶的模擬浴室，開始抽風。 

4、計時 15 分鐘。 

5、取出兩個培養皿，再次秤重，並紀錄之。 

6、比較兩次秤重，計算其差異。 

7、重複步驟一到步驟六。進行三次實驗。 

8、重複步驟一到步驟六。但模擬浴室改為關窗戶，再進行三次實驗。 

9、依據上述六次實驗數據，比較開關窗戶對培養皿中液體揮發的影響。 

 

(四)實驗二(比較同時開關兩個窗戶的差別) 

1、量筒中加入 10 毫升的酒精水溶液，分別倒入兩個培養皿中。 

2、秤出兩個加入酒精水溶液的培養皿重量，並記錄之。 

3、放入開兩個窗戶的模擬浴室，開始抽風。 

4、計時 15 分鐘。 

5、取出兩個培養皿，再次秤重，並紀錄之。 

6、比較兩次秤重，計算其差異。 

7、重複步驟一到步驟六。進行三次實驗。 

8、重複步驟一到步驟六。但模擬浴室改為關兩個窗戶，再進行三次實驗。 

9、依據上述六次實驗數據，比較開關兩個窗戶對於培養皿中液體揮發的影響。 

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討論 

1、實驗一(比較開關單一窗戶的差別)我們由三次關窗和開窗的蒸發百分比，可知有時是
開窗蒸發的比較多，有時是關窗蒸發的比較多，所以較難從數據裡得出結論，因為開
窗的百分比分別是: 25.00%、19.06%、20.05%，而關窗的百分比分別是: 24.02%、
23.03%、22.97%。 

2、實驗二(比較同時開關兩個窗戶的差別)我們由三次關窗和開窗的蒸發百分比，可知開
窗蒸發的比較多，因為開窗的百分比分別是:45.93%、43.96%、39.95%，而關窗的百
分比分別是:35.88%、38.96%、34.90%。 

3、關於第一個研究目的，我們發現因為兩者操縱變因的差距太小了，所以只要有一點誤
差，測量的數據就不準，數據無顯著差異。 

4、關於第二個研究目的，我們發現了開窗的效率比較好，因為影響蒸發效率的因素應該
是能夠通風的面積。 

5、我們的模擬箱都是照一般浴室等比例的縮小的，所以測出的數據會更接近實際情形。 

6、我們原本是用單個培養皿，但後來為了增加精準度，所以我們用了兩個培養皿以增加
關窗和開窗的差距，而每個培養皿改成加入五毫升的酒精水溶液。 

7、因為在蒸發時酒精水溶液裡的酒精會先被蒸發導致蒸發前和蒸發後的密度不同，因此
我們用質量來計算蒸發量。 

8、原本要拿來蒸發的溶液是水，但是因為測量時間太短，所以差距太小。之後改成使用
蒸發效率較高的酒精代替。 

9、關於圖二的浴室一號和二號的大小沒有差別，因為二號浴室是為了增加效率才打造
的，所以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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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一的測量結果(比較開關單一窗戶的差別) 

  

表一：實驗一的數據 圖七：實驗一的圖表 

(三)實驗二的的測量結果(比較同時開關兩個窗戶的差別) 

  

表二：實驗二的數據 圖八：實驗二的圖表 

 (四)結論 

1、實驗一(比較開關單一窗戶的差別):從數據來看開窗和關窗其實沒有甚麼差別，因為兩
者之間操縱變因的差距太小了，所以只要有一點誤差，測量的數據就不準，以至於數
據無顯著差異。 

2、實驗二(比較同時開關兩個窗戶的差別):因為增加了窗戶的數目，所以開窗和關窗的差
別就比較明顯。我們透過數據可以知道開窗的蒸發效率比較好，雖然關窗時從地面上
去的氣流比較強，但因為氣流並不是跟我們想的一樣，當在開窗時並不是所有風都是
從窗戶進去的，而是當抽風機抽氣時，空氣由四面八方去補起來(如圖九)，所以開窗
時並不是地面的水氣都不會被抽上去，而且開窗時還能增加通風口，所以開窗時的蒸
發效率才會比較好。 

 

圖九：開窗時，空氣補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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