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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口罩」已經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變成是很重要的隨身物品，所以我們對「平面式

醫用口罩」來進行吸熱與散熱等相關研究的探討。 

  因此本實驗由三個方向來探討，從蒐集資料中找出室內、室外「最徍口罩配戴顏色」： 

一、太陽光下，利用不同顏色口罩研究吸熱與散熱的影響。 

二、實驗箱電燈照射下，利用不同顏色口罩研究吸熱與散熱的影響。 

三、黑暗無光的環璄中，利用不同顏色口罩研究吸熱與散熱的影響。 

  我們認為這個世界上的疑問，很多都不是只有一個答案，我們需要探索各種可能性、大膽

假設並保持好奇心。所以對於實驗的結果，我們會做出一份「問卷調查」，深入社區、詢問一

般民眾對於口罩等相關問題……希望透過本研究對社會有實際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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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自 2020 年以來，全球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持續影響，已改變人們原有

的生活樣貌。 

  一項使用高速視訊的實驗發現，當人們說出一個簡單的片語時，就會產生數百個 20 至 

500 微米的液滴，但是當嘴巴被一塊濕毛巾蓋住時，幾乎所有液滴都會被擋住。另一項針對流

感或普通感冒患者的研究發現，戴「口罩」可以顯著減少 飛沫﹝註 1﹞和 氣溶膠﹝註 2﹞傳

播這些呼吸道病毒的數量。﹝病人護理專欄 （2020）﹞ 

  因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出現及蔓延，口罩已經成為人們出入公共場所、工作

及生活的常用防護用品。 

  但地球的大氣和海洋因溫室效應而造成溫度上升的全球暖化現象，讓每年越來越炎熱，高

溫屢屢創下新紀錄。台灣夏季越來越長，在這麼熱的環境中，臉上還需配戴一層口罩，使得人

們覺得悶熱難受。 

  我發現市面上，因為口罩需求變多，開始有不同顏色的口罩出現。所以我們有一個想法，

就是研究哪一個口罩顏色，在光源下吸熱的情形，找出配戴時，最「不吸熱」、最「舒適」的

口罩顏色；而在室內或陰涼處，找出「散熱」最快的口罩顏色，來達到「涼爽」的效果。希望

藉由這個實驗，讓每個人在選購口罩時，有一個參考依據。 

﹝註 1﹞：是指在口腔或鼻腔等地方出現的含水顆粒或小水滴、小液滴。人們在呼吸、說話、

噴嚏、咳嗽或嘔吐時均會產生飛沫。 

﹝註 2﹞：又稱為氣膠、煙霧質，一般是指固體或液體微粒穩定的懸浮於氣體中，是一種懸浮

微粒。比方說當你在密閉空間抽菸，即使經過一段時間，也還是會聞到菸味。因此，香菸經過

燃燒後所散發的煙霧，即是一種典型的氣溶膠。 

氣溶膠的單一帶病毒量比飛沫傳染來的少，但是傳播病毒的距離比飛沫傳播還遠，尤其是在密

閉環境中（如電梯、郵輪），都是適合氣溶膠發展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7%90%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0%94%E5%B1%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6%B4%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A%AB%E5%AE%A4%E6%95%88%E6%87%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A%AB%E5%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3%E8%85%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C%BB%E8%85%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BC%E5%90%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F%B4%E8%AF%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6%B7%E5%9A%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2%B3%E5%97%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95%E5%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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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一、了解口罩顏色對溫度吸熱、散熱的影響。 

二、不同環境下，找出哪一個口罩顏色比較不吸熱。 

三、不同環境下，找出哪一個口罩顏色比較容易散熱。 

四、找到室外、室內最舒適的口罩配戴顏色。 

五、透過研究結果，做出一份「口罩問卷調查表」，了解民眾想法。 

参、研究設備與器材 

  
  

紙杯 竹籤 膠帶、剪刀 麥克筆 

  

 

 

訂書機 溫、濕度計 物品溫度量測器 口罩 

 

實驗紙箱 

燈泡（110V／4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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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文書軟體 

記錄實驗的數據，比較分析、產生數據圖表。 

 

Google 搜尋 

查詢研究內容、深入了解及學習，尋找文獻、

學術論文等。 

肆、研究過程及方法 

第一節、研究流程 

一、搜尋相關資料並了解口罩種類、光與顏色的關係。 

二、蒐集材料並加工成符合臉部孤度的實驗器具。 

三、製作簡易的實驗器具，創造不同環境，來觀察口罩溫度的變化。 

四、實驗分析與討論。 

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二節、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物品「平面式醫用口罩」為台灣市面上容易購買且國人普遍配戴率最高的口罩。 

  「N95 口罩」不容易取得且非經常性配戴選項，另外「活性碳口罩」、「棉布口罩」、「海綿

口罩」，無法隔絕細菌病毒；所以不在此研究範圍。 

一、口罩種類介紹： 

 

平面式醫用口罩：可有效過濾細菌 

對於 6μm 以上微粒有 90%阻隔效果，因此可阻隔大部分飛

沫傳染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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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95 口罩：可有效過濾細菌 

能過濾 95%以上的粉塵，包含飛沫跟一些有毒氣體等。因為

這種口罩密度非常高，佩戴後會感到難以呼吸。 

 

棉布口罩：無法隔絕細菌 

主要用於避免吸入灰塵或將飛沫噴出，可過濾大顆粒的物

質，如灰塵等異物。 

 

活性碳口罩：無法隔絕細菌 

因為增加了活性碳層可吸附異味，比如說清潔劑、油漆、汽

機車排放的臭味等等，活性碳本身對於阻絕懸浮微粒及細菌

穿透效果並不佳，因此較不建議用於防疫。 

但若是包裝上有寫明是「醫用」也是可用於防疫的。 

 

海綿口罩：無法隔絕細菌 

質地較柔軟舒適，透氣性也比較好，但主要用於過濾花粉、

塵埃、霧霾，對於病毒的防疫能力不佳。 

﹝Heho 健康 （2020）﹞ 

二、光與顏色的關係： 

  暖色與冷色使人從心理上感覺溫暖或者寒冷。實際上，有些顏色可以反射光線而不吸收熱

量，使物體實際溫度比較低，而有些顏色吸收光線的同時還會吸收熱量，使物體實際溫度比較

高。白色、黃色和淺藍等明亮的顏色可以反射光線，但卻不容易吸收熱量，而黑色和紫紅色等

顏色容易吸收光線和熱量。﹝色彩的學問 （2021）﹞ 

  自然課程曾介紹過，用放大鏡聚焦太陽光線把紙點燃。黑色的紙非常容易點燃，而白色的

紙則需要一段時間。這是由於黑色更容易吸收光線和熱量、溫度也能夠更快上升到燃點的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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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利用此原理，印證口罩顏色是否符合淺色不容易吸熱、深色容易吸熱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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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製作實驗器具 

一、 蒐集材料： 

1.先透過身邊的親朋好友，募集到各種顏色的【平面式醫用口罩】(以下簡稱口罩)。 

2.使用紙杯當本體：因為考量到環保，而且紙杯有弧度，類似臉部戴口罩的樣子。 

3.實驗中的紙杯，尺寸大小必須相同。 

4.完成口罩在紙杯上，掛置的高度。 

二、 完成口罩測試支架 

 

 

 

圖 7 完成口罩測試支架 

 

圖1 在紙杯5.5公
分處，做記號

圖2 將竹籤黏在膠
帶上，並剪下

圖3 將竹籤黏在紙
杯做記號的位置

圖4 將口罩繩交叉
套在竹籤上

圖5 調整口罩與杯
口貼齊

圖6 將口罩2側,用訂書
機釘好並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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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實驗紙箱： 

 

紙箱外圍用封箱膠帶黏好，製造一個實驗暗房空間，使

用筒燈做為固定光源，量測 30 公分﹝燈泡至紙箱底部﹞

並貼上記號，做為口罩固定放置位置。 

 

第四節、研究架構 

 

  

實

驗

流

程 

太陽光下，口罩吸、散熱實驗 

實驗箱內利用筒燈照射，口罩吸、散熱
實驗 

室內黑暗無光的環璄，口罩吸、散熱實
驗 

紀

錄

數

據

並

分

析 

產生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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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實驗 

一、實驗一：太陽光下，測試口罩顏色吸熱情形。 

  因為要測量吸熱的溫度變化，所以必須在有陽光的地方進行測量，可是疫情的關係，導致

無法去人多的公園進行實驗，因此決定在自家大樓的戶外公共區域，進行量測。 

1. 檢討一： 

第一次實驗時，發現口罩曝曬在太陽光下，溫度數據並沒有在特定的時間內，持續升高；

所以決定重新散熱再重做，如此反覆數次，最終還是沒有得到想像中的結果，數據無參考

價值。 

2. 檢討二： 

為了找到問題，決定改變實驗地點，在家中的後陽台進行實驗，並隨著太陽照射方向，改

變口罩的放置方向，發現吸熱溫度有隨著曝曬時間而升高。因為是在下午西曬時間實驗，

最後一次的數據，隨著太陽下山，光線減弱，並未得到完整的結果。 

  透過這些失敗的過程，終於讓我們發現問題與最佳的實驗方法。我們必須在實驗前，先量

好各顏色口罩起始溫度，再記錄後續升高溫度，才能顯示出差異、比較數值；曝曬位置也很重

要，必需是一個完全無遮避、無陰影空間，陽光能充足照射到的地方，最好是晴朗無雲的炎熱

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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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二：太陽光下，測試口罩顏色散熱情形。 

  我們先讓口罩在陽光底下曝曬一段時間，再把它放到陰涼處的地方，觀察口罩的降溫情

形。 

1. 檢討一： 

剛開始測試時，我們直接把它放在陰涼處地板，結果發現不管測量幾次，溫度的變化都不

明顯，所以我們努力想出問題點、查詢網路上的相關探討……了解到房屋是水泥建造，雖

然耐震，但也超吸熱，因為接觸地面，容易有熱傳導，干擾散熱數值，所以我們改變放置

地方，試著將它擺放到陰涼的窗台上，不要接觸到地板，沒想到溫度開始出現降溫的變化。 

2. 檢討二： 

需要一個陽光強烈的天氣，因為如果在陽光不充足或陰天的情形下，沒有讓口罩完全吸收

到光線與熱量，也會造成口罩後續降溫效果不明顯，容易影響實驗結果。 

 

圖1 在陰涼處先量
好起始溫度

圖2準備好實驗器
材

圖3 在陽光充足的
地方，擺放口罩。

圖4 記錄當天的溫
度與濕度

圖5 開始測量各種顏
色的吸熱變化

圖6 記錄測量後的
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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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三：實驗箱內利用筒燈照射，測試口罩顏色吸熱情形。 

 

  

圖1先讓口罩在陽光
下充份吸熱

圖2 先測量陰涼處
溫度

圖3 將曝曬後的口
罩放至窗台

圖4 觀察散熱狀況 圖5 並寫下觀察記錄

圖1 以紙箱做為
實驗暗房

圖2 將紙杯固定
放置位置量測好
並貼上記號

圖3 記錄當天房
間溫度與濕度。

圖4 將各顏色口罩逐
一測量吸熱變化

圖5 記錄測量後的溫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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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四：實驗箱內利用筒燈照射後，測試各種口罩顏色散熱情形。 

 

五、實驗五：室內黑暗無光的環璄，測試口罩顏色吸、散熱實驗。 

 

在房間內，拉上窗簾、關上電燈，創造一個黑

暗無光的環境，觀察各顏色口罩吸熱、散熱情

形、並記錄溫度。 

 

  

圖2 記錄吸熱後的
口罩溫度

圖3 放置房間陰涼
處散熱

圖1 記錄當天房間
溫度與濕度。

圖4 將各顏色口罩
逐一測量散熱變化

圖5 記錄測量後的
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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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1 藍色 2 粉色 3 黃色 4 橘色 

    

5 紫色 6 亮橘色 7 芥茉綠色 8 深紫色 

 

9 桃紅色 

 

10 黑色 

第一節、太陽光下，口罩顏色吸熱、散熱結果檢視。 

表一 口罩顏色吸熱表（室溫 35.2℃、濕度 48% 上午 11 時） 

 

31.0 

31.3 

31.3 

31.2 

31.1 

30.8 

31.0 

30.9 

30.9 

30.9 

36.9

37

37.2

37.3

36.9

37.9

37.7

44.5

41.5

53.3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藍色

粉色

黃色

橘色

紫色

亮橘色

芥茉綠色

深紫色

桃紅色

黑色

溫度

9分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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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熱時間

顏色 0分 3分 6分 9分 溫差

藍色 31.0 35.5 36.5 36.9 5.9℃

粉色 31.3 35.5 36.3 37.0 5.7℃

黃色 31.3 35.6 36.3 37.2 5.9℃

橘色 31.2 35.7 36.3 37.3 6.1℃

紫色 31.1 35.6 36.2 36.9 5.8℃

亮橘色 30.8 36.1 36.9 37.9 7.1℃

芥茉綠色 31.0 36.7 37.0 37.7 6.7℃

深紫色 30.9 38.6 39.0 44.5 13.6℃

桃紅色 30.9 37.3 38.6 41.5 10.6℃

黑色 30.9 45.3 47.9 53.3 22.4℃
 

從表格中可得知，吸熱溫度變化由大到小排序為： 

22.4℃(黑色) > 13.6℃(深紫色) > 10.6℃(桃紅色) > 7.1℃(亮橘色) > 6.7℃(芥茉綠色) 

 > 6.1℃(橘色) > 5.9℃(藍色、黃色) > 5.8℃(紫色) > 5.7℃(粉色) 。 

一、 從測量數據中，得知各顏色於太陽底下吸熱 9 分鐘前後，其溫度變化明顯有差異。 

二、 從橫條圖中，發現吸熱 0 分鐘～9 分鐘過程溫差最大的是黑色，從原先的 30.9℃上升 到

53.3℃，總上升溫度為 22.4℃。 

三、 從橫條圖中，發現吸熱 0 分鐘～9 分鐘過程溫差最小的是粉色，從原先的 31.3℃上升 到

37.0℃，總上升溫度為 5.7℃。 

  



16 
 

表二 口罩顏色散熱表（室溫 33℃、濕度 53% 上午 11 時） 

 

           散熱時間

顏色 0分 3分 6分 9分 溫差

藍色 35.9 32.1 31.8 31.8 4.1℃

粉色 35.5 32.2 31.9 31.7 3.8℃

黃色 35.9 32.2 31.9 31.8 4.1℃

橘色 35.7 32.0 31.7 31.6 4.1℃

紫色 35.8 32.2 31.9 31.8 4.0℃

亮橘色 35.8 32.0 31.8 31.7 4.1℃

芥茉綠色 35.9 32.2 31.7 31.7 4.2℃

深紫色 37.3 32.1 31.9 31.8 5.5℃

桃紅色 36.0 32.2 31.8 31.8 4.2℃

黑色 37.8 32.1 31.8 31.7 6.1℃
 

從表格中可得知，散熱變化由大到小排序為： 

6.1℃(黑色) > 5.5℃(深紫色) > 4.2℃(桃紅色、芥茉綠色) > 4.1℃(亮橘色、橘色、藍色、黃色) 

>4.0℃(紫色) > 3.8℃(粉色) 。 

一、 從測量數據中，得知各顏色於太陽照射後，放置陰涼處散熱 9 分鐘前後，其溫度變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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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有差異。 

二、 從橫條圖中，發現散熱 0 分鐘～9 分鐘過程溫差最大的是黑色，從原先的 37.8℃下降到

31.7℃，總下降溫度為 6.1℃。 

三、 從橫條圖中，發現散熱 0 分鐘～9 分鐘過程溫差最小的粉色，從原先的 35.5℃下降 到 31.7

℃，總下降溫度為 3.8℃。 

第二節、實驗箱內利用筒燈照射下，口罩顏色吸熱、散熱結果檢視。 

表三 口罩顏色吸熱表（室溫 19.9℃、濕度 70% 上午 1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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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熱時間

顏色 0分 3分 6分 9分 溫差

黃色 21.1 21.5 21.6 21.8 0.7℃

粉色 21.1 21.3 21.3 21.5 0.4℃

藍色 21.1 21.7 21.8 21.9 0.8℃

橘色 21.0 21.6 21.9 22.0 1.0℃

紫色 21.0 21.1 21.2 21.6 0.6℃

亮橘色 20.8 21.6 21.8 22.1 1.3℃

芥茉綠色 21.1 21.5 21.8 22.3 1.2℃

深紫色 21.4 22.0 22.7 23.0 1.6℃

桃紅色 20.9 21.7 21.9 22.4 1.5℃

黑色 21.3 22.2 23.4 25.9 4.6℃
 

從表格中可得知，吸熱溫度變化由大到小排序為： 

4.6℃(黑色) > 1.6℃(深紫色) > 1.5℃(桃紅色) > 1.3℃(亮橘色) > 1.2℃(芥茉綠色) > 1.0℃(橘色) > 

0.8℃(藍色) > 0.7℃(黃色) > 0.6℃(紫色) > 0.4℃(粉色) 。 

一、 從測量數據中，得知各顏色於實驗紙箱內，利用筒燈照射，吸熱 9 分前後，其溫度變化

有些微差異。 

二、 從橫條圖中，發現吸熱 0 分鐘～9 分鐘過程溫差最大的是黑色，從原先的 21.3℃上升 到

25.6℃，總上升溫度為 4.6℃。 

三、 從橫條圖中，發現吸熱 0 分鐘～9 分鐘過程溫差最小的粉色，從原先的 21.1℃上升 到 21.5

℃，總上升溫度為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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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口罩顏色散熱表（室溫 19.9℃、濕度 70% 上午 11 時） 

 

           散熱時間

顏色 0分 3分 6分 9分 溫差

黃色 21.7 21.5 21.3 20.9 0.8℃

粉色 21.3 21.2 21.1 20.9 0.4℃

藍色 21.9 21.4 21.1 20.8 1.1℃

橘色 22.0 21.8 21.1 20.4 1.6℃

紫色 21.6 21.2 21.2 21.0 0.6℃

亮橘色 22.1 21.3 21.0 20.8 1.3℃

芥茉綠色 22.3 21.7 21.3 21.0 1.3℃

深紫色 23.0 21.4 21.2 20.8 2.2℃

桃紅色 22.4 21.6 21.2 20.6 1.8℃

黑色 25.9 22.5 20.8 19.7 6.2℃
 

從表格中可得知，散熱溫度變化由大到小排序為： 

6.2℃(黑色) > 2.2℃(深紫色) > 1.8℃(桃紅色) > 1.6℃(橘色) > 1.3℃(亮橘色、芥茉綠色) > 

1.1℃(藍色) > 0.8℃(黃色) > 0.6℃(紫色) > 0.4℃(粉色) 。 

一、 從測量數據中，得知各顏色於筒燈照射後，放置陰涼處散熱 9 分前後，其溫度變化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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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差異。 

二、 從橫條圖中，發現吸熱 0 分鐘～9 分鐘過程溫差最大的是黑色，從原先的 25.9℃下降 到

19.7℃，總下降溫度為 6.2℃。 

三、 從橫條圖中，發現吸熱 0 分鐘～9 分鐘過程溫差最小的粉色，從原先的 21.3℃下降 到 20.9

℃，總下降溫度為 0.4℃。 

第三節、室內黑暗無光的環境，口罩顏色吸熱、散熱結果檢視。 

表五 口罩顏色溫度變化表（室溫 18.3℃、濕度 66% 上午 1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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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度變化

顏色 0分 3分 6分 9分

黃色 21.4 20.9 20.7 20.6

粉色 21.2 20.6 20.7 20.6

藍色 21.4 20.9 20.7 20.6

橘色 20.9 20.7 20.6 20.6

紫色 21.2 21.0 20.6 20.6

亮橘色 21.5 21.3 20.7 20.6

芥茉綠色 21.9 21.0 20.7 20.6

深紫色 21.3 20.9 20.6 20.6

桃紅色 21.1 21.0 20.7 20.6

黑色 21.2 20.6 20.6 20.6
 

一、 從測量數據中，得知各顏色於黑暗無光環境，放置 9 分鐘前後，其溫度變化極微小差異。 

二、 從橫條圖中，發現在各時段裏，各顏色口罩溫度緩慢降溫，在 9 分鐘後，溫度變化都一

樣。 

三、 所以在無光線情況中，各顏色沒有發揮吸收熱量作用，緩慢散熱後情形都一樣，沒有差

異。 

﹝實驗過程部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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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吸熱，是指物體本身的溫度升高，吸收外界的熱量；散熱，是指物體本身的溫度降低，向

外界放出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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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光照到一個表面時，光會根據表面的顏色被反射或吸收。白色表面能反射彩色光的整個

光譜，而黑色表面不反射任何東西，而是吸收光。所以當光照落在有顏色的物體上時，一部分

的光被反射，另一部分會被吸收。﹝Goldwell﹞ 

  所以不同的顏色即使處在同一位置，帶給每個人的生理、心理感受也是不同的。 

第一節、口罩吸熱、散熱實驗分析 

一、 此次的研究實驗，使我們知道＂不同顏色和吸熱、散熱＂有關，在太陽光照射下，前後

溫差有很明顯的差異；在室內實驗箱中使用筒光照射下，因為光源較弱，前後溫差些微

明顯，還是有差異；在室內黑暗無光下，因為無光、無吸收熱量，最後表現結果沒有差

異。 

二、 在第一、二個實驗中，分別利用太陽光、及筒燈照射，我們發現有趣的順序，顏色越淺

色時會產生反射、隔絕熱能，所以較不容易吸熱，可以比較出類似順序為 粉色<紫色<

黃色<藍色<橘色。 

而顏色越暗時，容易吸收到所有光源的熱量，一下子就熱呼呼，可以比較出類似順序為 

黑色>深紫色>桃紅色>亮橘色>芥茉綠色。 

三、 在第一、二個實驗中，分別利用太陽光、及筒燈照射，拿到陰涼處進行散熱，我們可以

發現越深色，雖然吸熱快，但是放熱也快，放到陰暗的地方，一下子就變涼快了，可以

比較出類似順序 黑色>深紫色>桃紅色>亮橘色>芥苿綠色，有較快的散熱效果。 

淺色因為沒有吸入較多的熱量，相對也較慢散熱，可以比較出類似順序為 粉色<紫色<

黃色<藍色<橘色。 

第二節、口罩問卷調查之說明與分析 

一、 綜合以上實驗結果，讓我們充滿興趣與好奇，我們很想進一步了解，民眾如果得知「口

罩顏色會影響臉部配戴的舒適度」，會有怎樣的想法與選擇……。 

所以我們決定設計一份「口罩問卷調查」表，調查對象為各行各業、路人……進行隨機

取樣 30 份，落實、驗證實驗精神，找出答案之外，也希望透過本研究對於社會能有貢獻

及幫助。 

https://www.goldwell.com/zh-hk/education/hairscience/color-theory/color-s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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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但是我們在實行問卷調查的過程中，時常會遇到被拒絕填寫的

情形，因為民眾反映個人資料欄位過於詳細敍述，所以再次修

正問卷調查內容，採取不填寫個人資料、使用側面拍照記錄為

佐證，並且都有得到當事人同意願意公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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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問卷調查 

1. 年齡： 

□18 歲以下 □18-25 歲 □26-40 歲 □41-60 歲 □60 歲以上 

2. 口罩購買種類： 

□平面式醫用口罩 □N95 口罩 □棉布口罩 □活性碳口罩 □海綿

口罩 

3. 口罩替換率： 

□每天 □2-3 天 □1 週 □1 週以上 

4. 口罩購買管道： 

□網路 □藥局 □口罩專賣店 □其他：             

5. 口罩對您而言的意義：（可複選） 

□配合法規而配戴 □防止疫情傳染 □展現個人特色 □其他：     

6. 偏好購買的口罩顏色：（請勾選 2 種） 

    

□藍色 □粉色 □黃色 □橘色 

    

□紫色 □亮橘色 □芥茉綠色 □深紫色 

 

□桃紅色 

 

□黑色 

7. 若實驗研究結果顯示，配戴 粉色口罩，會比上述顏色來的 更舒適、較不悶熱，

是否會列入購買考量： 

 

□是 □否，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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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問卷調查統計表  （※ 紅色數字為統計結果） 

1. 年齡： 

1 18 歲以下 8 18-25 歲 10 26-40 歲 9 41-60 歲 2 60 歲以上 

2. 口罩購買種類： 

28 平面式醫用口罩 0 N95 口罩 1 棉布口罩 1 活性碳口罩 0 海綿口罩 

3. 口罩替換率： 

19 每天 112-3 天 01 週 01 週以上 

4. 口罩購買管道： 

12 網路 20 藥局 1 口罩專賣店 3 其他：康士美、家人購買、子女提供、團購 

5. 口罩對您而言的意義：（可複選） 

22 配合法規而配戴 29 防止疫情傳染 5 展現個人特色 0 其他：     

6. 偏好購買的口罩顏色：（請勾選 2 種） 

    

18 藍色 9 粉色 4 黃色 4 橘色 

    

7 紫色 2 亮橘色 0 芥茉綠色 1 深紫色 

 

2 桃紅色 

 

13 黑色 

7. 若實驗研究結果顯示，配戴 粉色口罩，會比上述顏色來的 更舒適、較不悶熱，

是否會列入購買考量： 

 

21 是 9 否，為什麼：  
5 不愛粉色 、2 只用藍黑 、 

1 只用黑色 、1 各人喜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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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口罩問卷結果顯示 ﹙※ 紅色數字為統計結果﹚： 

1. 問卷年齡：平均 18～60 歲居多。 

2. 民眾口罩配戴種類：選擇「平面式醫用口罩」佔絕大多數。其中棉布口罩使用者，我因

為好奇而詢問，得知是在「平面式醫用口罩」上，再多加「棉布口罩」在最外層，多一

道防護更安心；而「活性碳口罩」使用者，是之前購置有剩餘，所以暫且使用。 

3. 口罩替換率：每天替換者居多；2-3 天替換者，詢問並了解，調查者覺得並不是整天待在

戶外、偶爾短暫外出、無與人交談或節省口罩使用。 

4. 口罩購買管道：藥局、網路購買居多，我覺得調查結果，很符合現在的生活型態，藥局

設置普遍可見、而且能提供購買的口罩選擇越來越多；另外選擇網路購買者，他們覺得

只要動動手指頭透過手機或電腦下訂，就能配送到指定地點，能節省時間又便利。 

5. 口罩配戴的意義：政府密集的宣導，發揮良好的作用。從原先的「配合法規而配戴」，到

大家對於防疫觀念越來越清楚、正確，了解到保護自己也能保護他人，好好配戴口罩就

能「防止疫情傳染」。 

再則，少數人覺得口罩除了不傳播疫情之外，也能透過顏色來展現「個人特色」，增加好

心情。 

6. 偏好口罩顏色：大多數人還是喜歡目前最普遍可見的藍色口罩，其次是黑色口罩，詢問

黑色口罩使用者，部份人覺得比較耐髒、少數受到電視藝人影響，覺得配戴黑色口罩很

流行，再來才是粉色＞紫色口罩，只有極少數人會選擇亮橘色、深紫色、桃紅色或芥茉

綠色口罩。 

7. 購買考量：研究結果顯示，有 70% 的一般民眾得知粉色口罩在配戴時，能讓臉部更舒適、

比較不悶熱的情況下，願意購買並優先選擇使用粉色口罩。另外 30%的一般民眾因為對

顏色有個人偏好，不考慮使用。 

  而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通常不考慮使用粉色口罩的一般民眾，佔大部份是 18-25

歲的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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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一、 吸熱實驗證實了，深色比淺色更容易吸熱，淺色因為會反射陽光、光源，相對比較不會

吸收熱能，所以夏天很熱，就配戴粉色口罩，會比較涼快一些；而冬天很冷，可以配戴

黑色口罩，因為它容易吸熱的本性，所以會比較保暖。 

二、 散熱實驗證實了，深色雖然吸熱快，但是散熱也快。所以在室內時，因為陽光少或照射

不到的因素，黑色不會發揮吸熱的特性，只會發揮它散熱快的本領，所以能快速的排走

皮膚表面的熱度；若要將臉部所散發出來的熱量，透過口罩散發出去，深色口罩會比淺

色口罩來的較快，所以在室內時，可以配戴黑色口罩來達到涼爽效果。 

三、 這次實驗，我們發現溫度受太陽忽隱忽現、或環境變化影響，過桯中數值記錄也會忽高

忽低。透過增加實驗次數，並將全部數據加總起來，準確性能夠有效提升，亦有助於選

擇最穩定的記錄。 

四、 口罩問卷調查中，大多數人得知若能更舒適、不悶熱，願意選擇粉色口罩配戴，所以我

們覺得這樣的實驗結果，也許也可以應用在機車騎士的安全帽選擇上，當做一個使用參

考。利用粉色能反射光線，較不吸收熱量，可以有效避免讓頭部溫度不至於太高，防止

中暑。 

五、 本研究選擇口罩相關實驗，因為沒有太多的文獻資料可供參考，過程中有些辛苦。經由

我們努力的思考、大膽的假設並且一再修正，讓我們學習到「科學就是求實、創新」，持

之以恆並反覆的驗證，就能得到真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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