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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個百年以上測站分析臺灣氣候變遷特徵

1) 年平均溫度的暖化現象十分明顯。1911-2009
年期間氣溫上升了1.4℃，1980-2009年上升幅
度是百年趨勢值的兩倍。

2) 百年變化以秋季溫度的暖化幅度最大，但30年
(1980-2009)年的變化以冬季增溫幅度大於其
他三季。

3) 降雨的百年線性變化趨勢不明顯，但有明顯的
年代際變化。

4) 降雨日數普遍呈現減少的趨勢。四個季節的雨
日都呈現減少趨勢，以夏季的減少幅度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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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地 (13個)
淡水、基隆、台北、新竹

台中、台南、高雄、恆春

宜蘭、花蓮、成功、台東、大武

2. 北部山區 (2個)
鞍部、竹子湖

3. 南部高山 (3個)
日月潭、阿里山、玉山

4. 外島 (3個)
彭佳嶼、澎湖、蘭嶼

分析測站

‧ 6 個測站：1911~2013年 ‧ 21個測站：1951~2013年

分析時間

增加更多測站分析臺灣氣候變化



年平均溫度變化

a) 21個測站年平均溫度變動和百年測站變化非常接近。

b) 所有分區在2001-2010年都是最暖的十年，1990年開始，都市與山區、外島
的溫度差距加大，因此台灣最近暖化現象在都市比較明顯。

c) 近30年西岸增溫趨勢高於東岸。



a) 各季氣溫都呈現上升趨勢，但變化特徵有所不同。在1950至1970年代，夏
季和秋季呈現持平的變化，春季和冬季則有上下振盪的現象。

b) 1991-2010年冬季溫度距平高於其他三季。

c) 四個季節在2001-2010年期間都市暖化程度較大。

季平均溫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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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總雨量變化

a) 臺灣年總雨量有上下振盪的變化，年代際變化明顯。

b) 2001-2010年雨量變動程度大。



季總雨量變化百分比

近30年春季和冬季（乾季）雨量有減少的趨勢，夏季和秋季（雨季）則有增加
趨勢，尤其是在南部山區和外島的變化最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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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降雨日數變化 季降雨日數變化

a) 21個測站的年總雨日變化和百年測站變化一致，呈現減少的趨勢。

b) 除了北部山區在1960年代雨日偏少，四個分區都顯示2001-2010年是雨日最
少的十年。

c) 四季都顯示出雨日減少的趨勢，春、冬季近20年雨日減少至平均值以下。



日最高溫度變化 日最低溫度變化

a) 近20年都市日最低溫度升溫幅度比其他地區大，而最高溫度的升溫幅度則
比其他地區來得小，表示都市暖化現象主要來自於最低溫度上升顯著。

b) 近20年北部山區增溫主要受到日最高溫度的影響。



日照時數 相對濕度



1) 2001-2010年的平均溫度是自1911年以來最暖的十年
，在此期間都市與山區、外島之間的溫度差異更大，
顯示臺灣近20年發展較快的都市暖化現象較明顯。

2) 近30年雨量在乾季呈減少趨勢，雨季則有增加的情形
。所有測站春季雨量都有減少現象，南部山區和外島
夏季雨量增多現象明顯。

3) 近20年都市日最低溫度升溫幅度大於日高溫度，表示
都市暖化現象主要是受日最低溫度上升顯著的影響。

4) 臺灣日照時數和相對濕度有類似變化，從1960年開始
有明顯減少的趨勢，但日照時數在2000年之後有回升
現象。

結 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