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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提要 

一、 研究緣起或動機目的 

過去兩年來，注意到臺南地區春季突然出現多次的反潮現象、出現輻射冷

卻時最低溫不降反升、氣溫有時被高估或低估很多、新營地區輻射冷卻似

乎比嘉義還明顯、寒流過後南部地區有時回暖很快有時回暖很慢、下雨過

後的最高溫常被高估很多…等等。為了要弄清楚這一系列相關的問題，本

研究一方面分析臺南地區氣溫控制的機制及特性，另方面剖析臺南地區各

項天氣系統下的定量溫度影響，才易釐清上述種種疑惑。 

二、 主要研究方法及途徑 

為求深入探究，本文以“量化分析”統計分析臺南氣溫特性；為求廣泛涉

獵，輔佐以“質性分析”全面性地描述臺南氣溫特性的可能機制或原則；

最後為求實用性，討論其對實際預報、觀測、民眾健康生活上的影響。主

要研究工具為 EXCEL及 ACCESS，進行進 50年北中南三地氣溫的統計分析。 

三、 主要研究發現或結論 

第一節：臺灣各緯度受太陽斜射的程度不同，在冬季最是明顯。緯度大約

每增加 1°(或是往北走 100公里左右)即減少 1℃。 

第二節：風可以吹散一地蓄積的高溫或低溫，因而，一天 24小時的熱收

支並非如書本所說(ex.最高溫不一定在午後，也常在一大早)。 

第三節：藉著篩選冷平流、降水及陰晴，發現雲遮蔽對臺北、臺中及臺南

一月份氣溫的影響，其幅度分別是 5.68℃、4.81℃及 2.96℃。 

第四節：無論有無降水，只要雲層夠黝黑，即會對臺北、臺中及臺南一月

份氣溫有影響，其幅度分別是 2.52℃、4.57℃及 6.57℃。 

第五節：篩選風力、降水及陰天晴天後，發現平均/強烈輻射冷卻對臺北、

臺中及臺南一月份氣溫影響，分別是 1.47℃(常見)/4.91℃(？)、3.05℃

/5.94℃(常見)及 3.71℃/6.45℃(常見)。 

第六節：臺北、臺中、臺南及恆春人類活動影響週間(週一至週五)氣溫，

前 20年，週間氣溫小於週末氣溫；第三個 10年(1983-1993年)影響幅度

最大，各地週間氣溫分別高了 0.49℃、0.39℃、0.36℃及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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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議事項 

第一節：南來北往，大約每 100公里差 1℃，若彼此間氣溫差異加大或反

轉，應可考慮是否有其他天氣系統或天氣因子所影響(北部冷平流影響程

度大、南部有海洋調節、雲量、下雨等)。此觀點方便在天氣小幫手詮釋

鄉鎮預報時，可正確快速地研判影響氣溫的天氣因子或天氣系統。 

 

第二節：在冷氣團通過時，北中南氣溫的降幅，不只反應冷平流強弱的影

響，也反應其他天氣因子(雲量有無增多、有無降水、風)的交雜影響，若

能寫入小幫手，更能詮釋其氣溫預報困難之處，且有助於教育民眾。 

 

第三節：雲量是最難預報的天氣因子，一旦陰晴預報錯誤甚至相反，氣溫

的平均誤差就有可能差到 2.96℃-5.68℃之間，而且臺南受雲量遮蔽影響

的幅度不及臺北的一半，換作其它地區受雲量遮蔽影響的幅度亦即可能與

臺北不同，因此，外站觀測職員對雲量的掌握很重要，可以協助預報中心

及時修正氣溫預報。 

 

第四節：臺南氣溫受下雨影響的幅度是臺北 3倍多，臺北的預報經驗不見

得受用於其它地區，如果預報能及時結合外站對當地雲色的觀測，一旦觀

測到雲層黝黑又有高降水機率，日夜溫差就會減少非常多，可回饋預報中

心藉以提升氣溫預報的準確率。為求鄉鎮預報的細緻化，不妨增加全天輻

射儀在某些具氣候代表性的自動氣象站，可替代觀測員對雲色的觀測。 

 

第五節：前一天 17:00-19:00的氣溫降幅，可作為預報隔天清晨最低溫的

有用參考。另外，在東北季風、冷氣團接近情形下，臺灣由北而南冷平流

程度不同，愈往北走氣溫愈低；但是，在東北季風減弱後，臺南(南部)

各地輻射冷卻不同，愈往內陸走氣溫愈低。可適時調整寫入天氣小幫手並

詮釋之。 

 

第六節：全球暖化雖然不全是自然因素影響，但從本研究分析，我們至少

可以知道，人類活動對氣溫影響的最少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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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1摘要 

比對臺南地區實際的氣溫觀測紀錄與氣溫預報，針對異常者試著提出解釋。

但某異常高(低)溫皆是由多項天氣因子(風、雲量、降水)，或由多種天氣系統(逆

溫沉降、輻射冷卻)交互而成，因此，方才提出的解釋極不可靠。書裡提到的也

都是定性部分，為了要清楚異常高(低)溫的原因，藉由統計分析，試著獨立剖析

出各項天氣因子(系統)的定量溫度影響(晴天、海洋調節的溫度升幅以及陰天、

降水、地面輻射冷卻的溫度降幅)以及人類活動所造成的氣溫升幅，以便能夠分

別獨立解釋各項天氣因子、天氣系統所造成的影響。再就其氣溫特性、溫度升(降)

輻，主要做成三區(臺北地區、臺中地區、臺南地區)的比較，以更張顯出臺南地

區的氣溫特性。 

為求深入探究，本文以“量化分析”統計分析臺南氣溫的特性；為求廣泛

涉獵，輔佐以“質性分析”全面性地描述或詮釋臺南氣溫特性的可能機制或原

則；最後為求實用性，討論其對實際預報、觀測、民眾健康生活上的影響。 

第一節：臺灣各緯度受太陽斜射的程度不同，各地區有其獨特的氣溫特性，

而在冬季一月最是明顯。本研究由輻射平衡理論及大氣保溫理論所估算而來的理

論氣溫值，緯度大約每增加 1°即減少 1℃。此觀點方便在天氣小幫手詮釋鄉鎮預

報時，可正確快速地研判影響氣溫的天氣因子或天氣系統。 

第二節：輻射平衡理論是建立在地球並未繞著太陽運轉(公轉、自轉)，也就

是在地球朝向太陽同一面的太陽短波幅射與地表長波幅射達成平衡的假設上。但

是，因為地球有自轉，一天 24小時的熱收支是有變動的，也因此輻射平衡溫度

無法反映在日氣溫上，僅可反映在月均溫上。實際上一天 24小時的熱收支也並

非如書本所說(ex.氣溫極值的大小或是時間偶有異常的情形)，本研究試著詮釋

之。 

第三節：雲量對太陽輻射影響很大，雲層可有效阻擋太陽輻射照進地表。如

果沒有其他天氣系統或天氣因子的影響，整天的陰天當然比晴天的氣溫要低，但

是，到底是低了多少？本研究藉著篩選冷平流、降水及陰晴，分析發現雲遮蔽對

臺北、臺中及臺南一月份氣溫的影響是不同的，分別是 5.68℃、4.81℃及 2.96

℃，臺南受雲遮蔽的氣溫影響最小。 

第四節：降水亦是影響氣溫的可能因子，然而，本研究無法區隔是降水抑或

是降水及雲層加總還是雲層本身的影響。話雖如此，本研究發現無論有無降水，

只要雲層夠黝黑，即會對臺北、臺中及臺南一月份氣溫有影響，其幅度分別是

2.52℃、4.57℃及 6.57℃，臺南受降水(降水+黝黑雲層、黝黑雲層)的氣溫影響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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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在晴朗、弱風及乾燥天氣下，夜間降溫大，靠近內陸陸性率高，比

沿海地區更符合輻射冷卻條件。本研究篩選風力、降水及陰天晴天，分析平均/

強烈輻射冷卻對臺北、臺中及臺南一月份氣溫影響，分別是 1.47℃(常見)/4.91

℃、3.05℃/5.94℃(常見)及 3.71℃/6.45℃(常見)，臺南受輻射冷卻的影響很

明顯。 

第六節：最能反映出人類活動影響氣溫並非是全球暖化，因為全球暖化的原

因交互參雜(太陽幅射減弱、地磁弱化、人類活動溫室氣體增加、火山活動、天

文週期等)。本研究認為週間氣溫比較，最能反映出人類活動對氣溫的影響，研

究發現過去臺北、臺中、臺南及恆春人類活動影響氣溫幅度最大者，週間比週末

氣溫分別高 0.49℃、0.39℃、0.36℃及 0.24℃。 

 

1.2研究項目、單位人員 

本研究計畫主要是蒐集近 50年(1961-2013)臺北、臺中及臺南三地區氣象站

(兼含人工及自動)之各項天氣資料及北中南外海浮標之天氣資料；另方面也不斷

蒐集氣溫異常(氣溫預測值與實際觀測差異頗大)的例子，與課內同仁討論並試著

找尋其機制原因。接著研讀大氣輻射、氣溫相關的書籍，加上相關數據的歸納、

統計，試著分析提出各項天氣因子對氣溫的影響，並試著臺南氣溫特性對觀測、

預報及健康各方面的影響。 

筆者在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象中心氣象觀測課任職，有幸承蒙許多長官及

課內同仁指導及支援。主要協助研究者為厲學成大哥等所有氣象觀測課職員及主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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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緒論 

2.1研究動機及目的 

過去兩年來，注意到臺南地區春季突然冒出多次的反潮現象、出現輻射冷卻

時最低溫不降反升、氣溫有時被高估或低估很多、新營地區輻射冷卻似乎比嘉義

還明顯、寒流過後南部地區有時回暖很快有時回暖很慢、下雨過後的最高溫預報

常被高估很多…等等。為了要弄清楚這一系列相關的問題，本研究一方面分析臺

南地區氣溫控制的機制及特性，另方面剖析臺南地區各項天氣系統下的定量溫度

影響，才易釐清上述種種疑惑。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有：1.探究臺南地區的氣溫特性及機制。2.統計分析臺

南地區各項天氣因子及人類活動的氣溫影響幅度。3.試著做出對觀測氣溫及預報

氣溫的建議。 

2.2研究區域氣候、地形 

 臺南市位於臺灣島的西南部，西側為鹽水溪、曾文溪淤積平原，地勢平緩；

東側有丘陵，屬於阿里山山脈尾段，最高峰為大凍山（標高 1,241公尺）。往西

眺望為臺灣海峽，有 40餘公里的海岸線。海岸線在七股一帶有轉折，七股以北

為東北-西南走向，七股以南為西北-東南走向。 

臺南市全境位於北回歸線之南，屬副熱帶季風氣候與熱帶季風氣候的過渡帶，近

30年(1980-2010年)來，全年平均氣溫 24.3℃，最冷月（1月）17.6℃，最熱月

（7月）29.2℃。全年平均日照時數 2180.8小時，僅次於恆春高雄。臺南市在

此氣候條件下，沿海製鹽業有三百餘年歷史，興盛一時，但已於 2002年停產。

近年，境內科學園區亦以太陽能產業為主軸之一。降雨乾季濕季分明，冬季東北

季風受地形遮蔽影響，雨量較少而為乾季；夏季西南季風盛行及午後熱對流作

用，易生局部陣雨而為濕季。年平均降雨量約 1698.2公釐，降雨日數平均全年

約有 87.4日，8月即佔約 15.3日。 

臺南市是臺灣極早建立氣候觀測的地區。16世紀荷治時期《熱蘭遮城日誌》

中即有簡單紀錄氣候及地震，近代測候則以 1897年臺南測候所的成立為濫觴。

近代觀測亦可知臺南市不曾出現零下氣溫：已知最低溫出現於 1918年 2 月 19

日，氣溫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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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與成果 

3.1 陽光斜射 

3.1.1輻射理論 

從一月份平均氣溫等溫線來看(如圖 1)，

大致是呈現緯度愈高氣溫愈低的情形。這主要

是因為地球接近圓球形，太陽輻射斜射地表角

度不同所致__斜射角度愈大，地表單位面積接

收的輻射愈小(如圖 2)，氣溫愈低。本研究試

著確認幅員不大的臺灣，北中南三地的氣溫是

否主要也是因為太陽輻射斜射地表角度不同所

致，或是還有其他天氣因子參雜其中。 

氣候學告訴我們，地球吸收太陽輻射

=S0(1-αp)πrp
2；地球放出長波輻射=δTe4π

rp
2；地表在沒有大氣保溫的作用下，吸收輻射

及放出輻射兩者若達成平衡，可得到輻射平衡

溫度 Te= 4√[S0(1-αp)/4δ]。若考慮太陽輻

射斜射地表，太陽常數必須乘上太陽入射角的 cos函數，方能得到輻射平衡溫度

Te= 4√[S0 cosψ(1-αp)/4δ]，其中：  

太陽常數 S0=1367w/m2(±3.5%)    ψ為太陽入射角 

Stefan-Boltzmann 常數δ=5.67*10-8w/m2K4 

αp為地表反照率(混凝土 0.22±0.05、綠色作物及深色土壤 0.1±0.05)  

若假設地表反照率為 0.1，由幾何分析(圖 2)及計算來看，臺南地區在冬至

時節平均太陽輻射入射角

43.5°，輻射平衡溫度 Te=4

√(1367*cos43.5°

*0.9/4*5.67*10-8) 

=257.14K(約-16.0℃)。 

由表 1可知，1 月輻射

平衡溫度與 1月實際均溫落

差很大，顯示出地球大氣保

溫效應的影響是很明顯的(差異約有 34℃)。大氣會吸收來自地表的輻射，同時

也會放出輻射到地表讓地表增溫。如圖 3所示，若考慮有大氣保溫的作用下，當

地表熱收支保持平衡時，我們有：  

δTs4=δTa4+(1-r)S0/4 

圖 1 一月份實際平均氣溫分布 

圖 2 太陽斜射角度 VS地表受光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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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Ts4=2δTa4 (Ta=Te) 

Ts=4√2*Te (Ts即地表溫度) 

依據上述公式計算而得理論地表溫度即與實際溫度的落差大幅縮小。 

 

3.1.2綜合論述與成果 

第一：金星過熱(太陽常數較大、大氣濃密)，使得溫室效應明顯；火星偏冷

(太陽常數較小、大氣稀薄)，使得溫室效應微弱，唯地球適合生命繁衍。 

第二：從冬季 1月份來

看，臺北臺中臺南理論地表溫

差約 1.3℃，與圖 1之一月份

平均氣溫等溫線圖相似，顯示

月均溫的分布是以太陽斜射

角度為主要因素。 

第三：除了太陽斜射角度

外，太陽輻射在地球各緯度所

穿透的大氣層厚度不一，且日照時間亦隨著緯度、時節而變化(圖 4)，這兩項也

是影響不同緯度地區氣溫的因素，然而，其影響幅度遠遠不及太陽斜射角度對氣

溫的影響，故在本研究中忽略之。不過，日照時間雖然對不同緯度的月均溫影響

不大，卻對一天內的氣溫變化有影

響，容筆者在第二節論述。 

第四、除了臺中臺南實際觀測值

與理論值有正相關外，臺北卻顯得相

當奇特。若以臺南氣溫為基準，臺北

高溫比理論溫度低了 1.2℃，低溫卻

比理論溫度高了 2.4℃。如果是冷氣

團的影響，高低溫應該同時都比理論

溫度低才合理。能夠同時降低高溫又

能增加低溫，或許是雲的影響了，尤

其是冬天期間，東北季風在明顯受到

中央山脈阻擋下，位於中央山脈背風

側的臺南臺中經常是晴天，而臺北經常是陰天，容筆者在第三節詳述。 

第五、北中南三地在其他季節，不如在冬天的氣溫差異這般顯著，故本文僅

選擇 1月份資料進行統計分析。 

第六、在太陽斜射影響下，大約每往北方走 1°緯度或是 100公里，氣溫就

降 1℃左右，南來北往可藉此觀點來調整穿著。從表 1來看，清晨從臺南出門，

圖 3 大氣的溫室效應 

圖 4  

日照時數

與緯度、時

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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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到達臺北，溫差約 5℃，減一件衣物；清晨從臺北出門，中午到達臺南，溫

差約 9℃，可減到兩件衣物(一般而言，每差 5℃可增減一件衣物)。 

冬至

期間 

冬至輻射平衡 

溫度 K(℃) 

冬至理論地表 

溫度 K(℃) 

一月高溫

(℃) 

一月低溫

(℃) 

一月均溫

(℃) 

臺北 (-18.2℃) (22.1℃) 19.1℃ 13.9℃ 16.1℃ 

臺中 (-17.1℃) (23.4℃) 22.0℃ 12.9℃ 16.6℃ 

臺南 (-16.0℃) (24.7℃) 22.9℃ 14.1℃ 17.6℃ 

 

3.1.3對業務有關之改進建議事項 

南來北往，大約每 100公里差 1℃，若差異加大或反轉，應可考慮是否有其

他天氣系統或天氣因子所影響。比方說，若發現臺南高溫比臺北高了 5℃或低了

2℃，此現象就不能再單單以太陽斜射程度來說明，而必須試著尋找其他原因(北

部冷平流影響程度大、南部有海洋調節、雲量、下雨等)。此觀點方便在天氣小

幫手詮釋鄉鎮預報時，可正確快速地研判影響氣溫的天氣因子或天氣系統。 

 

3.2 熱收支不均 

3.2.1熱收支理論 

上述之理論地表溫度，是假設

地球固定同一面朝向太陽，且熱收

支達到平衡(地球放出長波輻射=太

陽對地表放出輻射+大氣對地表放

出輻射)後得出的，但地球並非是靜

止不轉動的，一天之內地球自轉一

圈，其熱收支是變動的。理論上，

就一地來說，熱量收入大於熱量支

出時氣溫升高，熱量收入小於熱量

支出時氣溫降低，如圖 5。 

而氣象觀測站全天輻射儀測得

的 GR值，除直達日射外尚有天空全

方向入射之散亂光，因此 GR值可假設為熱量收入。地表長波輻射若為黑體幅射，

可假設為熱量支出。根據史蒂芬‧波茲曼輻射定律，氣溫可換算得輻射量，要注

意的是 GR值的單位為 MJ min-2，須換算為 kwmin-2(1kwmin-2=3.6MJmin-2)。圖 6～

8分別代表北中南三地連續三天(時間先後是由左至右，三個峰值分別代表三天

圖 5 輻射能量與氣溫的熱收支日變化 

表 1   臺北臺中臺南輻射平衡、溫室平衡及氣溫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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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整點的熱收支圖。 

I=σT4 

I：黑體輻射強度 

σ：常數 5.77*10-11 kW‧m-2‧K-4 

T：物體絕對溫度 

3.2.2綜合論述與成果 

第一：以 2012年 3月 14日(第一天)來說，臺北有雨、冷平流及陰天的影

響，臺中有冷平流及陰天的影響，而臺南僅冷平流的影響。可見，北中南三地不

論是全天輻射量 GR值，還是當天氣溫變化，都是差異明顯的。而這又經常是北

中南三地的實際天氣情況。 

第二：如圖 5理論所述，一天之內熱收支是變動的，但從本研究可清楚看

出，增降溫時間點與圖 5理論所述不同。理論所述，要等到熱量收入大於熱量支

出後，氣溫才會上升；但是本研究發現，一旦有熱量收入(太陽升起)，氣溫就會

跟著升高。詮釋如下：在清晨，地

表氣溫已與大氣氣溫保持平衡，不

用等待熱量收入大於支出，有增加

熱量收入氣溫便升高；在正午，有

風的吹拂下，熱量無法在一地蓄

積，也不用等待熱量收入小於支

出，氣溫便無法升高。在 2012 年 3

月 16日(第三天)中午，臺南風力是

臺中、臺北兩倍，臺南最高溫提前

了(臺南最高溫時間在 11:35，臺

中、臺北最高溫時間分別是 14:18

及 14:20)。 

第三：2012年 3月 16日臺南

各地出現了非常明顯的反潮，比起

當年 2月 22日的反潮還嚴重，因此

「反潮」這議題引起了各家媒體的

注意，筆者家裡地磚也在 3月 16日當天隆起爆裂(通常反潮出現在天氣變化大的

時候，連續幾天低溫將房屋結構體、地板降溫至 20℃以下，接下來溫暖潮濕空

氣進入家中使氣溫突然飆高，而產生結露、反潮的現象。)，反潮的嚴重性可見

圖 6   臺北地區 2012 年 3 月 14-16 日熱收支 

圖 7   臺中地區 2012 年 3 月 14-16 日熱收支 

圖 8   臺南地區 2012 年 3 月 14-16 日熱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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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斑。兩次反潮的天氣變化情形都很類似，都是正值冷氣團結束，高壓迴流轉南

風的天氣變化。就 3月 16日當天來舉例，冷氣團正要減弱結束，但臺南市清晨

還是冷颼颼，且已經歷連續一週的低溫，房屋建築體非常地冰冷，在高壓迴流轉

偏南風情形下，加上臺南海岸線走向緣故(臺南市南方是暖濕海風，臺中市南方

是陸風，而臺北市南風不明顯)，下午才轉變的暖濕偏南風使臺南氣溫迅速飆高

14℃(17.0→30.7℃)，水汽也迅速多灌入 54%(18.1→27.8hpa)，造成冰冷房屋

結構體很快進入暖濕的環境中，像是從冰箱取出飲料罐進入暖空氣中結露般，使

得臺南各地反潮明顯。然而，並不是冷氣團結束，高壓迴流轉南風就會有反潮，

2012年 3月 5日即是一例，那天轉偏南風是清晨 4點，這時間點的海風並不暖

濕，也就沒有出現反潮。在全球氣候極端化的趨勢下，海溫似乎有升高的趨勢，

如果趨勢不變，未來應會有更多反潮出現的機會，而初步來看，反潮不難預報，

應可在適當時機寫入天氣小幫手。 

第四、林山貢司(2011)指出，長時間待在冷氣房內，身體沒有辦法依照環

境日夜溫差而改變，使得身體容易失調而引發冷氣病(手腳發冷、肩頸頭部痠痛、

胃腸障礙及失眠等)，溫度應設在 28℃為宜，應可在適當時機寫入天氣小幫手，

提醒民眾留意節能減碳並保健康。 

 

3.2.3對業務有關之改進建議事項 

從第二個論述可知，風對氣溫的表現有很大的影響，同時說明清晨最低溫

時間可提前及中午最高溫時間亦可提前的緣故，亦同時說明低溫比原先預估還

高、高溫比原先預估還低的緣故，還延伸說明了午後降水有時提前或有時延後

的可能機致，在回覆民眾一些相關疑問時，可以更有把握說明之；從第三個論

述可知，在冷氣團通過時，北中南氣溫的降幅，不只反應冷平流強弱的影響，

也反應其他天氣因子(雲量有無增多、有無降水)的交雜影響，若能寫入小幫手，

更能詮釋其氣溫預報困難之處，一方面其論述真實，另方面亦有助於教育民眾。 

 

 

 

 

 

 

 

 

 

 
圖 9   地球熱平衡 



 14 

3.3 雲遮蔽 

3.3.1雲遮蔽分析方法 

雲量對太陽輻射影響很大，厚雲層可有效阻擋太陽輻射照進地表，一般估

計有 28%之多(戚啟勳編‧大氣科學)，如圖 9。一地經常性雲量多寡，足以影響

該地平均氣溫的表現。而臺灣在冬季期間，東北季風在明顯受到中央山脈阻擋

下，位於中央山脈迎風側的臺北經常是陰天，而位於中央山脈背風側的臺南臺

中卻經常是晴天，如圖 10，這樣的結果當然

會影響北中南三地月均溫的比較。假如能夠

分析單獨雲量對氣溫的影響幅度有多少，或許

能夠幫助我們對雲遮蔽的影響抽絲剝繭，更加

地了解北中南三地的雲遮蔽控制氣溫的機制。

但影響氣溫的因子何止雲量一項，為了要分析

出單獨雲量對氣溫的影響幅度，必須先做一些

假設及篩選。本節研究假設，影響每年一月份

期間日氣溫變化的因子僅有雲量、冷平流、風

力及降水四項，在篩選出非冷平流、限制風力、

排除降水影響的日子後，從這些篩選出來的日子當中，分開比較晴天及陰天的

氣溫，進行單獨雲量對氣溫的影響幅度粗略分析。 

篩選非冷平流的方法，以每天 17Z整點(清晨 1點)氣溫做比較，前後兩天

17Z氣溫變化幅度若是不超過 0.5℃，就把前一天當作是非冷平流影響的日子(一

整天下來的冷平流強度若是一樣時，此方法便無法篩選非冷平流的日子，不過，

本節研究旨在探討如何得到雲遮蔽對氣溫的影響幅度，因此仍然適用。關於篩

選非冷平流，嚴謹的說法應是篩選掉冷平流引起氣溫變化的日子。)另外，從上

節熱收支的觀點來看，風力大小足以影響一地氣溫的累積，或是來源地氣溫的

干擾(像是海洋氣溫調節等干擾)，因此必須再限制風力在一個範圍內，其方法

為取當天 17Z-06Z整點風力(平均風)皆小於或等於 3級風的日子為分析樣本；

而限制降水的方法，即是取當天 17Z-06Z皆無降水的日子為分析樣本。上述三

項氣象因子(冷平流、風、降水)所篩選出來的日子取其交集，配合當天 03Z，06Z

兩整點雲量皆為 0作為晴天樣本，配合當天 03Z，06Z兩整點雲量皆為 10 作為

陰天樣本。結果如圖 11-圖 13所示。 

3.3.2綜合論述及成果 

圖 10 東北季風影響下的雲分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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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臺北地區陰天晴天的平均氣溫比較 

圖 12  臺中地區陰天晴天的平均氣溫比較 

圖 13  臺南地區陰天晴天的平均氣溫比較 



 16 

第一：統計結果顯示，臺北地區近 50年來，有 24個陰天及 7個晴天符合上

述篩選條件，從 13:00 整點平均值資料來看，臺北晴天氣溫比陰天高出 5.68℃，

如圖 11；臺中地區近 50年來，有 24個陰天及 70個晴天符合上述篩選條件，從

13:00整點平均值資料來看，臺中晴天氣溫比陰天高出 4.81℃，如圖 12；臺南

地區近 50年來，有 18 個陰天及 73個晴天符合上述篩選條件，從 13:00 整點平

均值資料來看，臺南晴天氣溫比陰天高出 2.96℃，如圖 13。各地區氣溫特性做

成總表 2。從資料中可以發現，臺北陰晴的氣溫差>臺中陰晴的氣溫差>臺南陰晴

的氣溫差。筆者曾在臺北讀書工作超過 10年，憑著印象初步認為，這是北中南

三地在冬天的雲層厚薄不同，或者是雲層中所含小水滴大小不同所致，臺北的雲

層一般比較厚或是顏色比較黑，在完全陰天的情況下，陽光穿透雲層的量來得比

較少，而臺南的雲層一般比較薄或是顏色比較白，陽光穿透雲層的量來得比較

多，臺中則介在其中。 

第二：從 1月平均最高溫來看，臺中臺南差 1℃，臺北臺中卻差 3℃。臺中

平均雲量(5.2/10分量)與臺南的(5.0/10分量)接近，其溫差的 1℃，應足以說

明主要是因為太陽輻射角度所致；而臺北平均雲量高(8.0/10分量)，就臺北比

臺中低了 3℃來說，亦可指出其主要是因為臺北經常是陰天的緣故。如果把北中

南三地的雲量去掉，也就是排除冷平流、風雨後所取得的晴天資料來看，如表 2

所示，臺中臺南也是差了 1℃，但是臺北卻比預期高約 1℃，以致於臺北氣溫還

要比臺中高一點，讓人不免聯想到都市化所造成的影響，關於此點容筆者於第

六節討論之。如果從排除冷平流、風雨後所取得的陰天資料來看，臺北臺中溫

差 1℃，亦足以說明其主要是因為太陽輻射角度所致，但是臺南卻比預期高了約

2℃，讓人不免聯想到海洋調節所造成的影響，關於此點容筆者於第五節討論之。 

 

 

第三：從比較後可發現，北中南三地晴天清晨的氣溫皆比在陰天清晨的氣

溫低，這是幅射冷卻造成的。但印象中幅射冷卻幅度沒有這麼少，應該是條件

篩選的問題，關於幅射冷卻必須在篩選風力上及水氣壓上著墨才行，關於此點

容筆者於第五節討論之。 

第四：圖 11-圖 13除了繪出陰天晴天下的平均氣溫分布，也繪出了加減標

期間 一月觀測平均最

高溫(℃) 

晴天 13:00均溫(℃) 

(晴：03Z,06Z雲量 0) 

陰天 13:00均溫(℃) 

(陰：03Z,06Z雲量 10) 

雲量影響氣

溫幅度 

臺北 19.1℃ 22.69℃(7天) 17.01℃(24天) 5.68℃ 

臺中 22.0℃ 22.59℃(70天) 17.78℃(24天) 4.81℃ 

臺南 22.9℃ 23.52℃(73天) 20.56℃(18天) 2.96℃ 

表 2   雲量影響氣溫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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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差後的氣溫分布，以虛線表示之(晴天藍實線、陰天灰實線、晴天加減標準差

藍虛線、陰天加減標準差灰虛線)。就 24小時標準差資料比較後可發現，北中

南三地都是正午標準差比較大，也都是深夜標準差比較小。此點佐證了深夜氣

溫受地表長波幅射為主，比較單純，而白天氣溫除受地表長波幅射外，還受太

陽短波幅射，比較複雜。另外，就晴天陰天的標準差資料比較後可發現，晴天

標準差大過陰天標準差，亦佐證了即使白天氣溫受地表長波幅射及太陽短波幅

射比較複雜，但再加上雲量的影響其複雜性更多。 

3.3.3對業務有關之改進建議事項 

雲量是最難預報的天氣因子，一旦陰晴預報錯誤甚至相反，氣溫的平均誤

差就有可能差到 2.96℃-5.68℃，而且臺南受雲量遮蔽影響的幅度不及臺北的一

半，換作其它地區受雲量遮蔽影響的幅度亦即可能與臺北不同，在臺北的預報

經驗不見得受用於其它地區，因此，外站觀測職員對雲量的掌握很重要，可以

協助預報中心及時修正氣溫預報。 

3.4 降水作用 

3.4.1降水作用質性分析 

時常注意到，在陰雨天的時候，一整天的氣溫都是在當天最低溫附近徘迴，

使得冬天的氣溫預報錯得很離譜。可是，陰雨天不一定是下整天的雨、下雨可能

會出現空檔、甚至是雲層有散開，太陽偶有露臉，在這些情況下氣溫仍有回升的

機會。所以，陰雨天若是真的把氣溫報在最低溫附近，也是容易出錯。 

而且，整天氣溫都在低溫附近擺盪的結果，並不一定是單獨降水造成，從前

一節成果得知，陰天對氣溫也是有影響的。目前在陰雨天的天氣情況下，尚無法

區隔兩者之間誰佔了多少比重，也就是說，尚無法獨立分析降水因子對氣溫的影

響幅度。不過，通常在量化分析上行不通的研究，可試著先從質性分析上著手。

本研究從臺北 1983年 1月 21日、22日兩天的氣溫、降水情形來比較探討，如

圖 14  臺北地區 1983年 1月 21-22日陰天雨日的氣溫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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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這與村山貢司(2011)在書中指出的類似__下雨天的白天氣溫幾乎都沒有

上升，使得身體原本應有的節奏失調，容易降低身體免疫力而生病。 

3.4.2綜合論述及成果 

第一：從圖 14可知，1月 21日稍為還有受冷平流影響(24點氣溫比 1點氣

溫低)，但是白天氣溫還是有回升；而 1月 22日幾乎不受冷平流影響(24 點氣溫

與 1點氣溫差不多)，但是白天氣溫卻在最低溫附近擺盪，這真的是表示下雨的

緣故嗎？再仔細比較這兩個陰天(兩整天的雲量皆為 10/10)，發現後一天是從上

午 11點才開始下雨，可是從 7點到 11點之間並沒有下雨，氣溫也沒有爬升跡象。

詮釋如下：理論上，雲內的水滴若是比較大顆，雲色較黝黑，它會遮蔽比較多陽

光的照射。或許，在 1月 21日(陰天)的層積雲雲色較淺；而 1月 22日(雨天)

的層積雲雲色較黝黑(雲色黝黑純粹是猜測，沒有觀測紀錄)。如果此推論無誤，

黝黑的陰天就如同下雨的天氣一般，白天氣溫也會在最低溫附近擺盪。 

第二：若結合上一節研究成果來看，北中南三地陰天的平均溫差各為 2.52

圖 15  臺中地區 2012年 1月 15-16日陰天雨日的氣溫比較 

圖 16  臺南地區 1983年 1月 17-18日陰天雨日的氣溫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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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4.49℃)、4.57℃(17.78℃-13.21℃)及 6.57℃(21.14℃-14.57

℃)。從本研究成果來看，北中南三地陰天的溫差，亦反映出灰白陰天與黝黑陰

天(下雨)的溫差。本節研究所舉臺北實例，最高溫溫差 3.4℃(13.1℃-9.7℃)，

減去兩天彼此溫差 1.4℃，可得陰天雨日溫差 2.0℃；本節研究所舉臺中實例，

最高溫溫差 7.6℃(23.0℃-15.4℃)，減去兩天彼此溫差 2.2℃，可得陰天雨日溫

差 5.4℃；本節研究所舉臺南實例，最高溫溫差 7.5℃(26.5℃-19.0℃)，減去兩

天彼此溫差 1.4℃，可得陰天雨日溫差 6.1℃。如此一來，臺南下雨後氣溫下降

幅度大約是臺北的三倍。如果說氣溫每下降 5℃，就要多添一件衣物，那麼冬天

的臺北在下雨時，還不需要添衣物，可是，冬天的臺南在下雨時，添一件衣物尚

嫌不夠。因此，在冬天的臺南只要一下雨，經常感覺氣溫差異是非常地顯著。圖

15、圖 16分別為臺中、臺南兩地的陰天雨日氣溫比較圖。 

3.4.3對業務有關之改進建議事項 

如果預報能結合外站對本地雲色的觀測(目前無此觀測項目)，一定能夠提升

氣溫預報的準確率。也就是說，一旦觀測到雲層黝黑又有高降水機率，日夜溫差

就不用照著模式預報，而可以據此觀點自行縮短日夜溫差，提升氣溫預報的準確

率。而且臺南氣溫受下雨影響的幅度是臺北 3倍多，換作其它地區受下雨影響的

幅度亦即可能與臺北不同，在臺北的預報經驗不見得受用於其它地區。 

然而，有人的氣象站不多，為求鄉鎮預報的細緻化，不妨增加全天輻射儀在

某些具氣候代表性(以臺南為例，除都會地區已有南區中心及永康氣象站，可另

外選擇沿海地區、平原空曠地區及丘陵地區)的自動氣象站，原理與這節討論一

樣，只要沒有太陽輻射進帳，氣溫是難以爬升的，可替代觀測員對雲色的觀測。 

3.5 輻射冷卻 

3.5.1輻射冷卻分析方法 

在晴朗、弱風及乾燥情況下，夜間地面降溫的幅度最大。對平地而言，愈

靠近內陸水氣愈少風力愈弱(陸性率高)，理論上受輻射冷卻效應最大。本節研

究除了統計分析北中南各地陸性率與輻射冷卻幅度的關係，也試著比較北中南

三地彼此之間輻射冷卻幅度的差異性，因為常聽到輻射冷卻效應的地區為嘉

義、新營一帶，但是，同是往內陸 40公里的臺北則較少聽到。因此本研究依據

圖 17  臺南各地區輻射冷卻效應的平均氣溫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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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性率高低，由內而外(沿岸)測站的選擇是：臺北地區(臺北-淡水)、臺中地區

(臺中-梧棲)、臺南地區(新營-佳里-七股)，進行輻射冷卻的氣溫分析研究。 

因為新營自動氣象站並沒有觀測水氣壓，實驗組(新營自動氣象站)雖可篩

選出晴朗及弱風的日子，卻無法篩選出這些日子的乾燥與否。所以，本節研究

把七股雷達站、佳里自動氣象站及新營自動氣象站的小時均溫都拿來作為對照

組，再選新營自動氣象站在晴朗、弱風 0-0.7m/s的篩選日子作為實驗組，也不

失為一個比較方法。臺中地區及臺北地區也如此仿照辦理：對臺中地區而言，

把梧棲氣象站及臺中氣象站的小時均溫拿來作為對照組，再選臺中氣象站在晴

朗、弱風 0-0.7m/s的篩選日子作為實驗組；對臺北地區而言，把淡水氣象站及

臺北氣象站的小時均溫拿來作為對照組，再選臺北氣象站在晴朗、弱風 0-0.7m/s

的篩選日子作為實驗組。 

為了分析輻射冷卻效應對氣溫的影響，得要篩選出晴朗的日子、還要從中

篩選出符合弱風的日子：一、篩選晴天方面，因為新營自動氣象站是無人觀測

站，故取臺灣南區中心 18Z、21Z雲量為 0(0/10)的日子，當作新營地區雲量為

0(0/10)的日子依據，而臺北氣象站、臺中氣象站即是取樣 18Z、21Z雲量為

0(0/10)的日子作為樣本；二、篩選弱風方面，分析結果顯示 21Z風力在 0-0.7m/s

之間，輻射冷卻幅度最大且幾乎一致(標準差小)，故篩選臺北氣象站、臺中氣

象站及新營自動氣象站 21Z風力在 0-0.7m/s的日子作為樣本。統計結果顯示，

新營地區 10年來，有 32天符合上述篩選條件，各整點氣溫值平均後，如圖 17

及如表 3所示。從 06:00 整點資料來看，新營在弱風無雲情況下，氣溫較新營

平均值低 2.74℃，較佳里平均值低 3.48℃，較七股平均值低 4.09℃。臺中地區

10年來，有 32天符合上述篩選條件，各整點氣溫值平均後，如圖 18及如表 3

圖 18  臺中各地區輻射冷卻效應的平均氣溫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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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從 06:00整點資料來看，臺中在弱風無雲情況下，氣溫較臺中平均值低

2.89℃，較梧棲平均值低 3.18℃。臺北地區 10年來，僅有 2天符合上述篩選條

件，各整點氣溫值平均後，如圖 19及如表 3 所示。從 06:00整點資料來看，臺

北在弱風無雲情況下，氣溫較臺北平均值低 3.44℃，較淡水平均值低 2.29℃。 

以南部地區幅射冷卻效應來看，不論是七股(沿海)、佳里還是新營，大約

18:00整點左右氣溫都還是大致差不多的，19:00整點之後氣溫下降才開始分道

揚鑣。本節研究的幅射冷卻定義為，18:00到隔天早上 06:00的氣溫降幅，有了

這個統一的定義，才能做彼此之間的比較。 

 

3.5.2綜合論述及成果 

第一、從統計結果來看，北中南各地的輻射冷卻確實如同平時所經驗到的，

臺南的平均輻射冷卻強(3.71℃)、臺中的平均輻射冷卻次之(3.05℃)、而臺北

的平均輻射冷卻弱(1.47℃)，臺南臺中的輻射冷卻是臺北的兩倍以上。 

第二、如圖 17，南部地區七股的輻射冷卻有 2.38℃，佳里的輻射冷卻有 2.69

℃，新營的輻射冷卻有 3.71℃(弱風無雲篩選之新營的輻射冷卻有 6.33℃)，一

方面顯示南部地區的氣溫分布特性

是，愈往內陸幅射冷卻愈強，且在弱

風無雲的情形下最明顯；至於中部地

區，如圖 18，梧棲的輻射冷卻有 1.33

℃，臺中的輻射冷卻有 3.05℃(弱風

無雲篩選之臺中的輻射冷卻有 5.76

℃)，雖亦顯示中部地區的氣溫分布

圖 20臺灣附近 2013年 10月 4日海溫分析圖 

圖 19  臺北各地區輻射冷卻效應的平均氣溫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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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也是愈往內陸幅射冷卻愈強，且在弱風無雲的情形下最明顯，但從本節分

析可發現，梧棲的輻射冷卻幅度似乎比七股少了一半，應是梧棲不受中央山脈，

風力較大，幅射冷卻所形成的冷空氣不易蓄積的緣故；至於北部地區，如圖 19，

淡水的輻射冷卻僅有 1.10℃，臺北的輻射冷卻僅有 1.47℃(弱風無雲篩選之臺

北的輻射冷卻有 4.55℃)，顯示北部地區的輻射冷卻並不明顯，應是臺北位於臺

灣北部盆地，在冬天雲量總是偏多的情況下，幅射冷卻被雲擋住而輻射成效不

彰的緣故。 

第三、圖 17-圖 19亦有顯示出海洋調節的影響，可參考圖 20，在冬天，北

部海溫較低，使得夜間淡水平均氣溫比內陸臺北低；中部海溫居中，夜間梧棲

與內陸臺中氣溫相似；南部海溫較高，夜間七股平均氣溫比內陸新營高。 

第四、在冬季夜間，臺南

地區的氣溫分布常常如圖 21

所示，以新營及嘉義地區為中

心，呈現同心圓狀向外增加。

這是因為臺南地區的海岸線

在七股區有轉折，轉折以北海

岸線大致呈東北西南向，轉折

以南海岸線大致呈西北東南

向，再從海洋調節角度來看，

臺南地區愈往內陸氣溫愈

低，就造成左半側同心圓的結

果；至於右半側同心圓的原

因，尚屬猜測階段，猜測其一

是因為夜間吹山風，山底下附

近的風把冷空氣吹散掉或是

空氣塊在下沉時絕熱增暖

了、猜測其二是因為臺南關子

嶺及嘉義中埔都是溫泉區，地

熱會有加熱空氣的作用。 

 第四、從圖 17可發現在

17:00-19:00有一個氣溫變化曲線的反曲點，此反曲點的斜率(氣溫下降的速率)

與輻射冷卻效應有很好的正比關係，做成表 4。由表 4中各項資料比較，可得知

只要氣溫下降的速率在 17:00-19:00之間有 1℃/小時以上，就有機會在隔天清

晨出現 6℃左右的輻射冷卻，表示一天當中的日夜溫差可達 12℃左右，這是相當

圖 21  南部地區 2013年 1月 21 日清晨地表氣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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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溫差值，何況這個數據還是平均值，例如新營地區在冬季無風無雲乾燥的天

氣下，有出現 15℃的日夜溫差都是屢見不顯的。溫差一旦有 15℃，外出就必須

有增減三件衣物的準備，且得注意心臟血管方面的身體不適。 

 

 

 

 第五、理論上，在空氣中水氣含量不變的情形下，相對濕度是氣溫的函數，

氣溫愈低飽和水氣壓愈低，相對濕度就會提高。如圖 22所示，在南部地區經常

會看到此一現象，夜間隨著輻射冷卻作用，氣溫下降使得相對濕度升高，一旦相

對濕度衝高到 90百分比以上時，空氣中的水氣容易擬結為小水滴而成為輻射

霧，能見度下降(2004 年 1月 31日當天能見度為不足 1公里)，只要太陽一出來

期

間 

一月觀測

平均最低

溫(℃) 

一月觀測

18:00 

平均溫(℃) 

一月觀測

06:00 

平均溫(℃) 

一月觀測06:00平

均溫(℃)(弱風、

無雲) 

平均輻

射冷卻

影響氣

溫 

平均較強輻

射冷卻影響

氣溫 

臺

北 

13.9℃ 16.36℃(市

區) 

14.89℃(市

區) 

11.45℃(市區) 1.47℃ 4.91℃(2

天) 

臺

中 

12.9℃ 17.09℃(市

區) 

14.04℃(市

區) 

11.15℃(市區) 3.05℃ 5.94℃(32

天) 

臺

南 

14.1℃ 17.32℃(新

營) 

13.61℃(新

營) 

10.87℃(新營) 3.71℃ 6.45℃(32

天) 

期間 臺北

(強) 

臺北 淡水 臺中

(強) 

臺中 梧棲 新營

(強) 

新營 佳里 七股 

斜率(℃/小

時) 

0.53 0.23 0.32 1.11 0.77 0.33 1.35 1.11 0.86 0.53 

輻射冷卻

(℃) 

4.55 1.47 1.10 5.76 3.05 1.33 6.33 3.71 2.69 2.38 

表 3   輻射冷卻效應影響氣溫對照表 

表 4   輻射冷卻效應與氣溫下降速率對照表 

圖 22  臺南地區 2004年 1月 30-31日氣溫、相對濕度及水氣壓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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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射，輻射霧很快便會原地消散。這是在北部地區不易見到的現象，因為北部地

區的雲量多、較潮濕、風力也大，平均輻射冷卻效應低了很多的緣故。 

 第六、村山貢司(2011)認為，氣溫急劇降低(冷鋒過境)容易引發腦部疾患。

而新營一帶平原空曠地區輻射冷卻偏強，是否亦為腦部疾患症者較頻繁的地區，

值得後續深入研究。 

3.5.3對業務有關之改進建議事項 

 臺南內陸(新營一帶平原空曠地區)輻射冷卻相當明顯，日夜溫差非常大，不

論是進出室內室外，抑或是進出郊區市區，都得注意溫差變化所造成的身體不

適，諸如此類可寫入天氣小幫手；另外，前一天 17:00-19:00的氣溫降幅，可作

為預報隔天清晨最低溫的有用參考。 

 一般，在東北季風、冷氣團接近情形下，臺灣由北而南冷平流程度不同，愈

往北走氣溫愈低；但是，在東北季風減弱後，臺南(南部)各地輻射冷卻不同，基

本上，愈往內陸走氣溫愈低。在寫天氣小幫手時，可適時

調整並適當詮釋之。 

3.6 人類活動 

3.6.1人類活動分析方法 

關於氣候變遷下氣溫變暖的議題，已經有大量的前人

研究過。不過，從本研究前幾節討論可知，太陽輻射、雲

量、雲厚(顏色)、風力、風向、降水、輻射冷卻、冷平流

及海洋調節等，都是影響氣溫變化的因子。筆者認為，若

沒有控制以上這些天氣因子，所得到的全球暖化趨勢是可

被質疑的，遑論把責任全都推給人類活動。然而，要控制

這些天氣因子又不切實際，因為篩選後所剩的樣本不足

以做實驗組及對照組了。而本節研究試著從另個角度著

手，由於最能反映出人類活動的情形是週休假日，週一

至週五為上班日，週末兩天為休假日。本節研究假設，

週一至週五白天為人類較多活動的時間，週末兩天為人

類較少活動的時間，如圖 23、圖 24。這樣便能從週間氣

溫的變化情形，求得人類活動能夠影響氣溫的最少輻度。 

3.6.2綜合論述及成果 

第一、圖 23分別比較一個星期以來，臺北、臺中、

臺南及恆春近 50年的最高溫及最低溫分布。整體而言，

從北中南四地的最高溫情形來看，非假日的氣溫確實要

高一些：臺北高 0.12℃，臺中高 0.03℃，台南高 0.11

圖 23  北中南四地區 1961年-2013

年人類活動影響週間氣溫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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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春高 0.04℃。這樣的結果一方面確實證明了人類活動會對氣溫有影響，

另方面亦指出人類活動對各都會區的氣溫影響幅度。從分析數據來看，臺北及臺

南的人類活動影響氣溫幅度是其他地方的 3倍。以臺北來說，臺北都市化明顯、

人口亦較多，人類活動影響氣溫幅度較大是合理的；但以臺南來說，臺南都市化

程度甚至還沒有臺中明顯、人口亦較少；而從北中南四地的最低溫情形來看，臺

北高了 0.06℃，臺中高了 0.04℃，台南高了 0.15℃，恒春高了 0.06℃，除了週

五外，亦顯示非假日相對來說氣溫確實要高一些，從分析數據來看，臺南的人類

活動影響氣溫幅度又是其他地方的 2倍多。人類活動似乎對臺南地區的最高溫最

低溫都影響最大，其真正機制尚不清楚。 

 第二、上述統計是近 50年來的氣溫平均值，在都市人口變遷下，每個都市

發展時程不同，理應逐年統計才有意義，但顧及週間氣溫統計必須要大量資料才

能獲得有統計意義的數據，因此本研究取各地區近 10年的資料統計進行分析，

如圖 24。此項作法亦是嘗試解開上述機制的辦法。成果顯示北中南四個地區，

圖 24 北中南四地區 50年來 5個時段之人類活動影響週間氣溫變化：由左而右依序是臺北、臺中、臺

南及恆春；由上而下依序是 1961-1971、1972-1982、1983-1993、1994-2001(缺)、2002-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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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個 10年人類活動尚未升高週間氣溫，反而是週間氣溫偏低；第三個 10 年顯

示人類活動改變週間氣溫，從臺北、臺中、臺南到恆春，其影響幅度為 0.49℃、

0.39℃、0.36℃及 0.24℃，顯示出人類在週間活動有明顯增加的趨勢。第四個

10年可以看出週間氣溫普遍呈現跳動的情況，可能是由於人類在週末的活動開

始增多，不過，部分測站有資料缺漏及比對的問題，可性度較低；最後一個 10

年，除了恆春站以外，大致還是週間氣溫高、週末氣溫低的情形，可是，從臺北、

臺中、臺南到恆春，人類活動改變週間氣溫影響幅度已經大幅降低，分別為 0.20

℃、0.18℃、0.10℃及 0.11℃，各地降低幅度至少都有一倍以上，此點支持人

類在週末的活動開始增多的論點。而且，這最後一個 10年(2002年-2012 年)的

時間，相當符合國人於 2000年之後開始實施週休 2日，假日旅遊活動增多的時

間。 

 第三、村山貢司(2011)發現，都市化使得都會區氣象變得和週邊地區不一

樣，變化最大的是氣溫、濕度以及空氣汙染。對於從郊區到都會區上班上學的人

來說，每天都可能要經歷類似寒流經過的短時間氣象變化。 

 3.6.3對業務有關之改進建議事項 

全球暖化雖然不全是自然因素影響，但從本研究分析，我們至少可以知道，

人類活動對氣溫影響的最少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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