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章
臺灣的環境變遷

第一篇 環境變遷

民國99年國道3號基隆七堵段發生嚴重地滑

教師：謝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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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臺灣的氣候變遷

 臺灣的氣候變遷，可見於氣溫、降水及侵臺颱風

特性的變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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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氣候變遷有什麼趨勢？

 中央氣象局測站觀測資料，臺灣百餘年來的年均

溫上升約1.3℃（平地溫度）。 近50年、近10年更

有加速上升的趨勢

臺灣百餘年
來的氣溫

變化趨勢圖

註：以1986 ∼ 2005年的平均值為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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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溫上升導致：夏季增長、冬季縮短。

 據IPCC的增溫模式推估：

氣溫加速上升

臺灣的年均溫，本世紀末比
民國108年可能上升1℃～3.6℃。

夏季 冬季增加28天 縮短30天

50年來

氣象局天氣溫度觀測溫度分布圖

https://www.cwb.gov.tw/V8/C/W/OBS_Tem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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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降水增加

臺灣年總降水量變化圖

臺灣近百年來的年降水量

變化並不明顯

民國九○年代以

後，豐水年出現的

次數有增加的趨勢



小
百
科 豐水年

降水量多於平均年降水量的年份稱為

「豐水年」，反之則為「少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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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局：警特報 雨量觀測 日累積圖

https://www.cwb.gov.tw/V8/C/P/Rainfall/Rainfall_QZ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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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降水增加

降水強度分級標準，以反映

短時間內的強降水特性。

中央氣象局雨量分級定義與警戒事項說明

名稱 雨量 警戒事項

大雨
80mm／24hr以上

或
40mm／1hr以上

山區或地質脆弱區：可能發生山洪暴發、落石、坍方
平地：排水差或低漥易發生積、淹水
雨區：注意強陣風、雷擊

豪雨
200mm／24hr以上

或
100mm／3hr以上

山區：應防山洪暴發、落石、坍方、土石流
平地：極易發生積、淹水
雨區：視線不良，注意強陣風、雷擊、甚至冰雹

大豪雨
350mm／24hr以上

或
200mm／3hr以上

山區：慎防山洪暴發、落石、坍方、土石流或崩塌
平地：淹水面積擴大
雨區：視線甚差，注意強陣風、雷擊、甚至冰雹

超大
豪雨

500mm／24hr以上

山區：嚴防大規模山洪暴發、落石、坍方、土石流或
崩塌

平地：嚴重淹水，事態擴大
雨區：視線惡劣，注意強陣風、雷擊、甚至冰雹

降水強度分級標準，以反映

短時間內的強降水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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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降水增加
民國五○至九○年代間，北部山區的

豪雨和大豪雨頻率多高於南部山區

九○年代後則南部山區的

頻率增加且高過北部山區

臺灣豪雨日數統計 臺灣大豪雨日數統計
註：以民國70 ∼ 89年的

平均值為基期。
註：以民國70 ∼ 89年的

平均值為基期。

臺灣的旱災通常都何時發生呢？

https://dra.ncdr.nat.gov.tw/Frontend/Disaster/RiskDetail/BAL00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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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臺颱風可能增強但數量減少

 西北太平洋為全球颱風生成數量最多的海域。

 臺灣即位於此區颱風的移動路徑上。

氣象局 警特報 颱風 颱風消息

https://www.cwb.gov.tw/V8/C/P/Typhoon/TY_NEW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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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太平洋海
域侵臺颱風及
強颱個數

侵臺颱風可能增強但數量減少

民國53至70年

 近年來侵臺颱風個數有明顯的階段變化。

侵臺颱風個數相對偏少，平均每年

2∼3個颱風，且幾乎都為強颱

民國98年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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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候變遷帶來哪些影響？

自然災害
增加

物種分布
變化

農業損失
增多

疫情範圍
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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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災害增加

 降水是最主要的致災因子，影響災害程度或頻率。

臺灣梅雨季及颱風季節若

遇到強度過大的降水

冬、春季為臺灣中南部主要

乾季，若不降水日數增加

連續不降水日數增加強降水、強颱次數

洪患更加嚴重；山麓出現

山崩、土石流機率大增

造成水庫水位過低，影響

春耕供水，甚至形成乾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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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7年熱帶低壓帶來大雨，

臺南市白河區淹水達一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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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分布變化

 近百年來，臺灣中高海拔地區的某些物種，已遷

移到更高海拔。

例如

玉山杜鵑 冠羽畫眉 黃腹琉璃



黑面琵鷺
受海平面上升影響，近年來棲息地

已由臺南市七股、四草地區向雲林

縣、嘉義縣或高雄市擴增。

臺灣黑面琵鷺
分布變化



黑面琵鷺(冬候鳥)



伯勞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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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損失增多

 全球暖化對臺灣農業的影響：

農作物產量減少 作物時序錯亂
病蟲害發生
頻率增加

夜晚氣溫增加，作物在

晚間的呼吸作用更旺

盛，損失碳水化合物的

累積，產量降低。

氣溫變暖，果樹花

苞休眠期過短，有

時無法結成果實。

氣候暖化使病蟲害

增多，導致農藥的

用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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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範圍擴大

 臺灣氣溫上升，使登革熱病媒蚊更加肆虐。

本土登革熱病例主要出現在

臺南以南地區。

若未來持續增溫，登革熱疫
情的高風險範圍，勢必往北
擴展。



氣候變遷對

人體的危機

影片來源：聖工坊。 1分14秒

點擊播放

A02_教學ppt/B01_課本ppt/D03_Ch03_臺灣的環境變遷/Ch03影片-氣候變遷的人體危機(01：14).mp4
A02_教學ppt/B01_課本ppt/D03_Ch03_臺灣的環境變遷/Ch03影片-氣候變遷的人體危機(01：14).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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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氣候異常影響的農作物

 氣候異常影響作物生長，例如民國108年臺灣

各地出現「荔枝、龍眼不開花、不結果，現代

神農也無奈」的現象。

由表3-2的氣溫變化趨勢及表3-3作物生長條件

之間的關係說明，何種氣候異常現象，導致

這兩種作物在民國108年「不開花、不結果」？

3-1

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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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中南部主要測站民國107年9月∼108年4月的平均月均溫

受氣候異常影響的農作物

3-1

107年 108年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臺中 28.3 24.9 23.4 20.8 19.3 20.5 21.1 24.7

嘉義 28.1 24.6 23.1 20.7 19.2 21.2 21.6 25.1

臺南 28.9 25.8 24.2 21.6 19.7 22.0 22.5 26.0

高雄 29.1 26.8 25.6 23.4 21.9 23.8 24.1 26.9

測站

年

月

荔枝 最適溫度

生長週期

特殊條件

23∼29℃

3∼4月為花期，
7∼8月為果實成熟期

冬季要4∼6週，
低於20℃才能促進開花

民國107年冬溫太

高，以致民國108

年花期開花量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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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中南部主要測站民國107年9月∼108年4月的平均月均溫

受氣候異常影響的農作物

3-1

107年 108年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臺中 28.3 24.9 23.4 20.8 19.3 20.5 21.1 24.7

嘉義 28.1 24.6 23.1 20.7 19.2 21.2 21.6 25.1

臺南 28.9 25.8 24.2 21.6 19.7 22.0 22.5 26.0

高雄 29.1 26.8 25.6 23.4 21.9 23.8 24.1 26.9

測站

年

月

龍眼

最適溫度

生長週期

特殊條件

21℃

12∼1月為花芽分化期，適溫10∼14℃，
3∼4月為花期，7∼8月為果實成熟期

開花適溫20∼27℃

民國107年冬溫太高，
以致影響12-1月間的
花芽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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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氣候異常影響的農作物

面對這個現象，如果你是果農、消費者、政

府官員，會怎麼做？

果農 消費者 政府官員

例：
因收成大減，收入
減少，改種其他作
物或申請政府補助

例：
因 購 買 價 格 上
升，可能選擇減
少消費或不消費

例：
提供農民補助

3-1
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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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灣的自然災害與減災策略

 臺灣常見的自然災害，大多是受極端氣候、塊體

運動及地震所引發造成。

一、臺灣常見的自然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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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災害─ 颱風
颱風

強烈對流 引進西南氣流

暴雨、洪水、暴潮、巨浪、
海水倒灌、山崩、落石、土石流

短時間內帶來強風與大量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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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災害─ 颱風

登陸本島的第二～四類路徑：

占總次數的35.77% 

東半部，受到颱風的威脅大

侵臺主要路徑：
從東向西前進

侵臺颱風路徑分類圖
（1911 ∼ 2019年）



「山神一家」
我的名字是石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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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災害─ 颱風

西半部地勢低平、人口眾多

若遇到第七、九類路徑的颱風

因颱風未受到中央山地破壞，

或颱風引進西南氣流，山地西

側成為迎風坡，往往導致更嚴

重的災情

侵臺颱風路徑分類圖
（1911 ∼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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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災害─ 颱風 民國98年莫拉克颱風引進的
西南氣流，在中南部降下驚
人雨量，成為臺灣氣象史上
傷亡最慘重的颱風水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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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災害─ 梅雨

西部低窪地區淹水；

亦可能引發山區坡地災害。

西半部出現較強雨勢

梅雨鋒面期間若伴隨強勁的

西南季風



第
二
節

坡地災害─山崩、地滑與土石流

經濟發展、人口不斷增

加，導致耕地、建成區

快速往山坡地擴張

先天陡峻的地勢

破碎的地質構造

颱風豪雨的頻仍
臺灣山坡地易發生
山崩、地滑、土石流

民國88年集集大地震後，
中部山區土石被震鬆，導
致若發生地震或豪雨，即
容易出現塊體崩壞的災情

人
為
干
擾

先
天
因
素



土石流像瀑布

影片來源：華視新聞-土石流像瀑布。 1分42秒

點擊播放（需有網路環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BYgI4hae2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BYgI4ha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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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8年莫拉克颱風引進的西南氣流，導致楠梓仙溪流域
小林村東北側的獻肚山，因不堪豪大雨沖刷而發生地滑，
大量土石向西傾洩，幾乎覆滅了整個小林村落。

民國98年1月 民國98年8月前 後



地

理

小林村事件

一個寧靜純樸的小鎮，

一場大雨，天地變色！

2009年8月8日下午3點多，小林村旁的小⽵溪因

集中⼜強勢的⾬量而暴漲，土石隨小⽵溪的溪水

漫流到路上，居民緊急動用怪⼿搶救，但水來得

⼜快⼜急。



花博動畫—

面對臺灣的真相

影片來源：公園花博。0分30秒。

點擊播放

A02_教學ppt/B01_課本ppt/D03_Ch03_臺灣的環境變遷/Ch03影片-面對臺灣的真相預告片(00：30).mp4
A02_教學ppt/B01_課本ppt/D03_Ch03_臺灣的環境變遷/Ch03影片-面對臺灣的真相預告片(00：30).mp4


地

理

小林村事件

小林滅村過程是幾個坡地災害連續串接所造成的
悲劇：

一. 持續性降⾬使得溪水暴漲、多處地區發生崩塌與
土石流災害，獻肚山的大規模山崩掩埋了部分的小
林村；

二. 崩落的土石阻塞河道形成堰塞湖；

三. 堰塞湖潰堤讓大量土石隨氾濫的河水往下游沖刷，
重創整個村落。

資料來源：報導者基⾦會。https://www.twreporter.org/a/bookreview-typhoon-morakot-xiaolin-village-disaster-causes。
《颱⾵：在下一次巨災來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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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earth

歐亞板塊

菲律賓
海板塊

太平洋
板塊

板塊接觸位置

地質災害─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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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災害─地震

 地震活躍帶可分為下

列三帶：
西部地震帶

東北部地震帶

東部地震帶

臺灣災害地震震央分布圖（1901∼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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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災害地震震央分布圖（1901∼2000年）

地質災害─地震

自臺北南方經臺中、嘉義至臺

南，集中於斷層構造區附近

地震震源深度淺、數量較少，

餘震頻繁、影響範圍廣，造成

的災情較嚴重

範圍

特色

西部地震帶

西部地震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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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災害地震震央分布圖（1901∼2000年）

地質災害─地震

東部地震帶

東部地震帶

經過花蓮、成功到臺東

地震數量多但震源較深

範圍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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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部地震帶

臺灣災害地震震央分布圖（1901∼2000年）

地質災害─地震

東北部地震帶

由琉球群島向西南延伸，

主要在宜蘭

屬淺層震源活動帶

範圍

特色



 臺灣島的形狀–南北向
 山脈走向–南北向

 新褶曲山脈為臺灣地形主體
 地震頻繁、多火山地形

東海海板塊





出現頻率：東部 >西部



災害程度：西部 >東部

1906年死亡
1,258人

1935年死亡3,276人

1946年
死亡74人

1964年死亡
106人

1999年死亡
2,415人

1904年死
亡145人

1941年死亡
358人

2016年死亡
1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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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災害─地震

 臺灣平均每年大小地震超過4,000個，有感地震可

達200餘個，部分地震甚至帶來災情。

– 1906年，嘉義梅山地震

– 1935年，苗栗關刀山地震

– 1999年，南投集集大地震



梅山



梅山



梅山



新竹
台中



新竹
台中



新竹
台中



集集



集集



台南



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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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集大地震

集集大地震全
臺震度分布圖

集集地震及其餘震的災區範
圍，北至臺北，南達嘉義。
臺灣有史以來損失最嚴重、
災區範圍最廣的地震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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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減災策略有哪些？

 政府在全國各行政區進行相關的災害潛勢評估調

查，以利推動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等工作。

– 土壤液化潛勢調查，以作為預先規劃防災的參考。

– 在社區設立防災避難看板、災害應變中心、民生物資

儲備場所及避難收容場所等。

– 定期辦理防救災教育訓練及演練。

– 災害發生時設立災害緊急通報機制，並成立災害應變

中心，以期能夠及時保護人民生命與財產的安全。

第
二
節



防災避難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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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豪雨來臨時，學校可能面臨什麼災害危機?

 近年來，氣象局常在雨季發布大豪雨或超大豪雨

的警訊，提醒民眾為避免豪雨成災，應提前做好

災前的防範工作。試著以學校所在的鄉鎮市區為

主，上網調查，在豪雨來臨時，是否有淹水或坡

地災害的危險？以下活動，分組後依照說明步驟

進行操作。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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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豪雨來臨時，學校可能面臨什麼災害危機?

步驟一：掃描右側QRcode進入災害潛勢地圖

網站，或輸入網址：https://is.gd/Noh3yi。3-2

步驟二：進入網頁後，

點選「縣市」→「鄉鎮

市區」→「天然災害潛

勢地圖」

選擇學校所在縣市
與鄉鎮市區1

點選天然災害
潛勢地圖2

https://is.gd/Noh3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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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災害
潛勢地圖3

3-2

查看「天然災害
潛勢地圖」中的
災害警戒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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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豪雨來臨時，學校可能面臨什麼災害危機?

3-2

Ｑ1 將學校資料和查詢到的災害警戒值填入下表中：

學校名稱： 所在縣市鄉鎮市區：

坡地災害警戒值 土石流警戒值 淹水降雨警戒值(24小時)

一級： 二級：

河川水位站 河川水位警戒值

一級： 二級：

----------

彰化縣溪湖鎮

---------- 300 260

大肚橋 20.9 19.0

成功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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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豪雨來臨時，學校可能面臨什麼災害危機?

由天然災害潛勢地圖上判識：

(1) 學校附近是否有活動斷層經過？是 否

(2) 學校附近是否有土石流潛勢溪流經過？是 否

以查詢到的資料判斷，討論學校所在鄉鎮最有

可能發生什麼樣的災害？

坡地災害 土石流災害 淹水災害一級

淹水災害二級 無災害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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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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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豪雨來臨時，學校可能面臨什麼災害危機?

就查詢到的資料討論，當災害發生時，個人應

採取何種緊急應變措施？

提高警覺，準備防災用品（現金、印鑑、身分

證、健保卡等重要證件；以及小包乾糧、飲用

水、哨子、輕便雨衣、工具刀、小型手電筒、

保暖衣物、防雨器具、手機、醫藥盒、救生繩

等防災用具），遇到狀況時即可隨身攜帶前往

事前規劃的避難處所避災。

3-2
Ｑ4



極端氣候衝擊

臺灣

影片來源：中華電視公司。4分46秒。

點擊播放（需有網路環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kst6AEDdZI&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kst6AEDdZI&feature=youtu.be


用創新科技對

抗氣候變遷

影片來源：中華電視公司。5分46秒。

點擊播放（需有網路環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P6aYCWYXp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P6aYCWYXp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