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理人文專題報告比賽（學校組）（2020-2021年度） 

季軍 

 

學校名稱：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學生姓名：温子柔 

報告題目：穩固的大廈──圖形解構 

 

引言 / 研習動機： 

香港地少人多，大部分的樓宇及建築物都向高空發

展，結構穩固，這是什麼原因呢？為了要瞭解香港樓房

的結構及使其穩固的原理，於是我做了這份專題報告。 

 

研習方法： 

有關香港樓房結構的原理，我透過瀏覽網頁，從中

取得了很多建築原理的資料，令我加深了自己對香港建

築的認識。我又閱讀參考書籍去搜集資料。 

 

我知道香港樓房建築的特色後，便動手做實驗。究竟不同物料及幾何圖形對建築的穩固性有什麼

影響? 

 

是次研習，我運用了膠棒、竹簽及泥膠去拼砌出很多不同的立體建築。 

 

研習過程 / 內容： 

 

第一次測試： 

大多數的樓房建築外型像一個四角柱體。是次研習，我運用了 12 枝

膠棒和 8 粒泥膠拼砌出一個四角柱體來進行測試。 

 

 

 

實驗所得： 

在第一次負重測試中，我按次序擺放物件，到我準備放第 4 本書時，發現這個四角柱體承受不了，

我立刻把書本拿下來，再想辦法穩固這四角柱體。 

 

第一次測試的結果，是可以承受 3 本簿冊及書本。 

 

 



 
第二次測試 :  

    為了要用有限的資源去改良設計，我只增加了 4 枝竹簽，分別加上

2 枝竹簽，交叉疊在上底和下底兩面的正方形平面的對角上，形成 4 個

平面三角形的結構。我還加大泥膠在膠棒和竹簽之間以黏貼支架，再拼

砌出較穩固的立體模型。 

 

實驗所得： 

第二次負重測試中，我提升了立體模型的穩固度後，放上第 4 本書，

這立體模型也可以承受得來，不過再放第 5 本書時，它就承受不了。我認為仍要改良模型。我要從新

再做一個具承托力的模型。 

 

第二次測試的結果，可以承受 4 本簿冊及書本。 

 

第三次測試： 

經資料提示，三角形作為支架會較穩固。 

 

於是，我從新再做一個具承托力的模型。我運用了 9 枝膠棒和 6 粒泥膠拼

砌出一個三角柱體來進行測試。 

 

實驗所得： 

第三次負重測試中，我按次序擺放物件，到我準備放第 4 本書時，發現這個三角柱體承受不了，

我立刻把書本拿下來。資訊中表示三角形的結構承托力比較好。為什麼我的三角柱體模型比上次做的

四角柱體的承托力還差？原來我收窄了上底和下底的面積，所以連 4 本書也承受不了。 

 

第三次測試的結果，可以承受 3 本簿冊及書本。 

 

研習結果及建議 / 總結： 

經過三次測試後，其實三角形結構比四角柱體結構更穩固。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物件應用了三

角形結構的，如嵌在牆上的層架底部會以三角形進行加固；建築用的大型吊臂架亦採用了三角形結構。 

 

因此，我建議日後建築除了用四角柱體結構，也可以運用三角形結構，使建築物更穩固。 

 

研習感想： 

這次的研習讓我明白不同面積大小也會影響承托力。經過這次專題研習，我會更仔細觀察，從生

活中學習；運用所學過的數學、科學等知識應用在生活上。 

 

經過反思和研究，我又嘗試利用剩下來的材料，運用三角形結構，製作了一個兩層的高樓。 



 

 

 

老師評語： 

專題報告設計用心，圖片與內容十分配合，而且能有效帶出報告主題—堅固的建築物結構。三

次測試能改進建築物的負重能力，最後找出三角形結構是最牢固的建築結構。欣賞子柔能提出在現

實樓宇設計中多運用三角形結構。 

 

 

註：除校正如錯別字及標點符號外，以呈現學生作品的原貌為編輯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