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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气球居然不停地转起来
了！”这是鄞州区江东实验小学的科
学小课堂上，同学们发出的惊叹。一
个小小的气球环在鼓风机的作用
下，像被施了魔法般，并没有被直
接吹走，而是在空中优雅地旋转
起来。

更神奇的是，它始终保持在
鼓风机斜上方，既不上浮也不偏
移，只是不停地旋转、旋转……究

竟是什么力量让气球环如此听话地
旋转而不偏离呢？鄞州区江东实验
小学科学老师陈莹通过这个实验，
告诉孩子们，答案就藏在气流与气
球表面相互作用的微妙关系中——
康达效应和伯努利原理的完美配
合。

康达效应是指高速流动的流体
（如空气、水）倾向于沿着邻近的表
面流动，而不是直接离开表面的现
象。当鼓风机吹出的气流接触到气
球表面时，由于康达效应，气流不会
直接反弹离开，而是会“黏附”在气
球表面，沿着曲面流动。可以想象成
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轻轻拨动气球环
的一侧，持续施加一个旋转的力量。
正是这个力量让气球环开始旋转起
来。

康达效应解释了气球环旋转的
初始动力来源。但为什么气球环能
够持续旋转而不被吹走呢？这就需
要另一个物理原理——伯努利原理
来解释。

伯努利原理是流体力学中的一
个基本原理，它指出在流体流动过
程中，流速快的地方压力小，流速慢
的地方压力大。

在气球环实验中，鼓风机的气
流在气球一侧流过时，由于康达效
应，气流沿着气球表面流动，导致这
一侧的气体流速较大。根据伯努利
原理，这一侧的气压就会相对较小；
相比之下，气球另一侧的气压更大，
理论上这种压力差会使气球向吹风
的一侧移动。但我们的气球环为什
么没有因为压力差而偏移呢？这是
因为鼓风机是斜向上吹的，气流不
仅有向上的分量，还有一个侧向的
分量。这个侧向气流恰好抵消了由
伯努利效应产生的压力差，使得气
球环能够在原地稳定旋转，而不会
被吹离原位。

生活中，我们要学会用科学的
眼光观察日常现象。也许下一次当
你看到旋转的足球、飞驰的列车，或
是简单的风扇吹动纸张时，你会想
起今天学到的知识，并在心中默念：

“看，这就是康达效应和伯努利原理
在起作用！”

空调和风扇是夏季的热销商品，但有趣的是，这两种看似功能相似的电器，在降
温原理上却有着本质区别。空调通过复杂的制冷循环系统，实实在在地将室内热量
转移到室外，降低空气温度；而普通风扇只是让空气流动起来，前后的空气温度几乎
没有变化。

为什么吹风扇会让我们感觉凉快呢？这要从人体的散热机制说起。正常情况下，
人体皮肤温度高于周围环境，热量会通过汗液蒸发不断散发到空气中，而蒸发过程
会吸收大量热量。风扇就像一个高效的“空气搅拌器”，它让流动的空气持续接触皮
肤，加速汗液蒸发，这就是为什么即使空气温度没变，我们也会感觉凉爽。

如何科学使用风扇，将风扇让人感到凉爽的效果达到最好呢？

气球环
空中起舞的奥秘

风扇的智慧：
伯努利原理与降温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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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调房里开电扇，不仅不会“浪费
电”，反而能让人感觉更凉爽，甚至节省
空调能耗。

一方面，空调吹出的冷空气密度较
大，容易沉积在房间下部，风扇通过搅
动空气，打破冷热空气的分层，让冷空
气更快分布到整个空间。另一方面，人
体对温度的感知不仅取决于实际气温，
还受风速影响，当风扇吹拂皮肤时，加
速了汗液蒸发，相当于“强行”从身体带
走更多热量。

在空调房中合理使用风扇，可以使
人体体感温度降低2℃左右。这意味着我
们可以将空调温度调高2℃，同时保持相
同的舒适度，而每调高1℃空调温度，大

约可节省3-5%的制冷耗电量。这种既
环保又经济的降温方式，正是基于对风
扇工作原理的深刻理解。

一台普通的风扇，通过科学的使用
方法，就能变身成为高效节能的降温利
器，让我们的夏日更加清凉舒适。当我们
理解了背后的科学原理，就能跳出“风扇
只能对着人吹”的思维定式，开发出更多
创意应用。

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今天，科学使
用风扇这类简单有效的降温方法，不仅
节省能源开支，更是对环境负责的表现。
让我们用知识武装自己，在享受现代生
活便利的同时，也成为地球资源的明智
管家。

想用风扇降温，最简单有效的莫过
于“风扇+冰块”的组合。这种方法的科学
原理其实与空调扇如出一辙——冰融化
成水时需要吸收大量热量，从而降低吹
出空气的温度。

当风扇前放置一碗冰块或冰冻的
矿泉水瓶时，流经冰块表面的空气会
被冷却。虽然这种方法无法像空调那

样大幅降温，但确实能在风扇原有降
温效果基础上，额外降低出风温度
2℃-3℃。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降温方式会增
加周围空气湿度，在本来潮湿的环境中
可能适得其反，会使人觉得非常闷热。因
此，在干燥炎热地区效果最佳，而在潮湿
的沿海城市则应谨慎使用。

“把风扇对着窗外吹”——这个听起
来违反直觉的建议，实际上是利用伯努
利原理实现室内换气降温的绝妙方法。
伯努利原理指出，在流体（包括空气）流
动过程中，流速大的地方压强小，流速小
的地方压强大。这一原理为我们提供了
优化风扇使用的科学依据。

当我们将风扇放置在距离窗户0.5-
2.1米的位置，并将风扇头朝向窗外开启

时，风扇附近空气快速流动，形成低压区。
根据伯努利原理，房间其他区域的

空气会自然向这个低压区移动，就像被
“吸入”风扇一样排出室外。如果在房间
另一侧打开一扇窗户（即使不在正对
面），室外较凉爽的空气就会被“抽”进室
内，形成持续的气流循环。

这种方法在室外温度低于室内时尤
其有效，能够实现快速换气降温。

伯努利效应：把风扇对着窗外吹

创意降温法：当风扇遇见冰块

1+1>2降温策略：风扇搭配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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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扇前加点冰块降温
效果更佳。 科学小课堂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