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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學術圈】學術研究團隊專題報導─風工程研究中心

書香聊天室

文／施雅慧、黃宛真採訪整理報導 

緣起：在臺灣並無高樓林立的1980年代，尚無風力工程研究的需求，國內對於風工程

的研究技術也尚未成熟，本校即已踏入了風場特性評估之研究，成為國內首創以「風

洞實驗」進行大氣邊界層特性研究的單位，播下本校「風工程」研究的種子。20多年

來，歷經前人的奠基，現由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鄭啟明帶領，團隊有16位研究員及教

師，堪稱國內首屈一指的「風工程」研究團隊。 

主軸應用 

「風工程研究中心」隱身在本校建築系旁，擁有國內大專院校中數量最多、最完備的

風洞設備，研究主軸有兩個層面：「學術研究」及「工程業務」。「學術研究」及「

工程業務」。 

一、學術研究：風力規範、e-wind、實場量測、CFD流力計算。 

團隊聯合開發兩套專家系統：以風洞實驗資料庫為基礎之高層建築設計風載重專家系

統、以風力規範為藍本之建築耐風設計專家系統，供國內外學者使用參考。e-wind可

定義為在網際網路上提供風工程分析、計算及服務所需的資訊科技、程序步驟和運作

方法。計算風工程（CFD）與實場監測的研究能量持續增進中。學術研究的成果用以

進行相關工程業務，以獲得的利潤協助學術的研究。 

二、工程業務： 

透過業界風洞模擬案與業界合作，以研究中心的成果來提供工程業務服務，而特殊案

例也可作為學術研究的素材。在鄭啟明帶領下，結合多位土木系、水環系等校內外教

授的專長，從事與「風」相關的研究應用，包括風力對各類建築工程及結構影響、大

氣環境研究、風能開發。曾參與的建案包含臺北市政府廣場雙子星、市府轉運站及臺

北大巨蛋等，皆製造等比例的模型，供風洞模擬實驗。 

歷程成果 

走入風工程研究中心的模型收藏室，彷彿來到一個縮小的地球村，裡面擺滿了各國知

名建築物的等比例模型，從美國雙子星大樓到高雄地標85大樓，精緻的壓克力模型都

是研究後留下的成果之一。 

成立期：1980年代，成立「風洞實驗室」 

◎研究重點：1980年代初期，本校航太系教授簡又新與建築系教授陳信彰執行林口新

市鎮開發的風場特性評估研究，首創我國以風洞實驗進行大氣邊界層特性的相關研究



。 

◎成果：1980年代後期，土木系教授鄭啟明與水環系教授盧博堅接連到校服務之後

，開始了淡江大學風工程研究的長期發展。 

奠基期：1990年至2000年 

◎研究重點：1990年代中期，在水環系教授江旭程與教授許中杰的支持之下，使用委

託計畫案的經費，建造一座適合風工程研究的大型邊界層風洞，成為淡江風工程研究

的主要設備。1998年更名為「大氣環境與風力工程研究中心」。 

◎成果：一、透過學術交流與互訪，風工程研究中心與國際上近20個風工程研究機構

建立起良好的雙邊關係。 

二、進行大型研究計畫，風工程研究中心逐年添購研究設備，強化研究能力，站穩了

國內風工程研究的領導地位，研究能量也媲美國際上多數風工程研究機構。 

2002年成立風工程研究中心 

◎研究重點：2012年因應國家科學委員會推動之「提升私立大學校院研發能量專案計

畫」，遂由王人牧、林堉溢、吳重成、張正興、鄭啟明（土木系）、盧博堅（水環系

），李世鳴（航太系）等七位工學院教師，與高雄大學教授陳振華與建國科技大學教

授陳若華組成跨校際之風工程研究團隊，正式成立淡江大學風工程研究中心。 

◎成果：近年淡江大學風洞試驗室已成為國內工程界委託相關案件的首選。每年由穩

定數量工程案件的盈餘可以回饋相當金額供風工程研究中心聘任專任研究人員、添購

研究設備、支持基礎研究、協助國內外學術交流、提供研究生獎學金等。 

未來展望 

一、培育新世代並更新研究設備。 

二、提升實場量測與計算風工程／計算流體力學（CFD）的研究能量。 

三、投入針對「暴風」的研究。 

風工程研究中心將在本學年開始針對兩座使用年齡較長的邊界層風洞陸續更換風扇及

動力系統，提升風洞性能。期待在短期內，年輕化的風工程研究團隊，帶著更新的研

究設備與更全面性的研究能量，展開風工程研究的新紀元。 

除了持續增進風洞試驗能力之外，研究團隊近年來積極的提升風工程研究中心在實場

量測與計算風工程（CFD）的研究能量。實場量測的重要性，在於它是走出戶外的實

地量測，相較於風洞的室內實驗，研究數據更為難能可貴，但是難度也相對提升，其

研究經費的增加與技術理論的加深，亦需要的人力與經費的投入。「計算流體力學」

的研究，是風工程團隊近期發展的主軸，它是以電腦模擬流體通過物體所產生的各種

現象，以取代部份的風洞功能。「計算流體力學」是一套補足風洞實驗不足的方法

，主因在於風洞實驗是屬物理模擬，沒有完整的理論模式，這使風洞在面對複雜問題



時，無法有效提出解決方案。然而「計算流體力學」可以節省風洞實驗時間，得到初

步風場分析的資料。「計算流體力學」雖是未來研究上不可或缺的方法，但現今國內

電腦的速度與流量，仍不足以支持龐大的數據計算。鄭啟明表示，即便如此，我們仍

持續累積經驗，期待「計算流體力學」在風工程領域研究上，比別人早一步，站穩在

起跑點，等待下一波的革命。 

「暴風」是指瞬間產生的風，在實驗中變數較多。風工程研究中心本學年聘請對「暴

風」多有研究的土木系助理教授羅元隆加入，也期望未來團隊能購入「暴風」研究的

相關設備。 

天道酬勤  專家系統終獲國內外工程師肯定 

文／鄭啟明、羅元隆 

我們風工程研究中心座落在校園較外圍的角落，即使外界對我們也許有些陌生，我們

團隊對於風工程是有感情的，中心外觀是不起眼的鐵皮建造，甚至到了大半夜11、

12點，依舊是燈火通明。然而，在機械聲聲作響的當下，我們正從事無數風洞的實驗

，企圖將大樓的建造與四周安全，設計為最符合人類居住的環境。 

我們的團隊，早於1980年代即開始研究風場特性的評估，首創我國以風洞實驗進行大

氣邊界層特性的相關研究。近年，透過爭取國科會大型研究計畫，逐年添購研究設備

，強化研究能力，站穩了國內風工程的領導地位。例如與世界接軌的「華人風工程」

，是由我們團隊發起的國際風工程學術研討，我們邀請全球的華人來台，針對風工程

的研究、設計與發展，進行跨領域的學術發表。對我們而言是一大進步，讓我們更有

自信在研究上，有朝一日與國際平起平坐。 

目前人才斷層與研究產業「質」的不足，依舊是我們憂心的難題。學生的求知慾不積

極，面對風工程領域是一較深層的理論架構與實務經驗，學生多所畏懼並轉換領域

，招募優秀新血的難度逐年提升。再者，國內的建案產業中，大型建物與橋樑數量並

不多，這使得風工程研究能參與的深度有限，無法與國際相比。 

「天道酬勤」是我們團隊的精神，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句話。意即：努力就有回報，以

此精神，我們正一步步在前進。很慶幸，我們是團隊，這是很大的特色，因為相較他

校僅是1至2人在研究，我們有7位老師，各專精於高層建築、橋樑工程、結構控制、

電腦輔助設計與數值流力模擬，也因此我們總能激盪出更多的學術能量，進行更多層

次的突破。舉例來說團隊人工智慧與專家系統（AI, Expert System）的研發，將風

工程研究成果透過電腦化與網路化，讓設計者更便於使用。我們部份研究成果透過網

路化的專家系統，提供國內外工程師高樓耐風設計的資料庫資訊與相關服務。不僅在

國內有數百位工程師註冊使用，也有來自國外的使用者，這在今日國內的風工程學術

研究中，是少數能享有的榮譽與肯定。 



我們計畫將既有的研究成果和外面的顧問公司合作，爭取符合研究能量的發揮，藉由

風工程中心的學術與研究經驗，進行更多的交流與實質的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