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5 台灣的氣候 

一、天氣與天氣因子 

(一)天氣與氣候： 

1.天氣：一地____時間內大氣狀態的變化，如：多雲時晴、艷陽高照。 

2.氣候：一地____時間天氣的_____狀態，如：秋老虎、竹風蘭雨。 

(二)天氣要素： 

1.氣溫： 

(1)指大氣的溫度，常以______(℃)或______(℉)為單位。 

   *華氏(°F)= 攝氏*(9/5)+32, 例如：30℃=86 ℉ 

(2)氣溫高低除隨季節變化外，也會隨_______與_______而變化。 

2.降水： 

(1)空氣中的水氣凝結成液體或固體，從空中落下的現象，包含雨、 

  _____、______等型態。 

(2)降水量指降水的多寡，通常以______(      )為單位。 

(3)降水類型： 

   依氣流_____及移動方式的差異，分為地形雨、鋒面雨與對流雨。 

○1 地形雨： 

 a.當潮濕的空氣沿地勢______，氣溫降低使水氣 

_____致雨，稱為地形雨   

b.特色：____風坡多雨、___風坡少雨。 

○2 對流雨： 

 a.______強烈使_____旺盛，蒸發的水氣上升到高空   

  凝結致雨，稱為對流雨。 

 b.特色：雨時_____、雨區_____、雨勢______，如：台灣夏季常見的 

   ________雨 即為對流雨。 

○3 鋒面雨： 

 a.冷暖氣團相遇，形成_______：暖空氣沿鋒面 

   上升造成降水，凝結致雨，稱為鋒面雨。 

 b.特色：雨時_____、雨區_____，如：台灣___-___月時常見的______。 

3.氣壓： 

(1)地表單位面積所承載的__________即為氣壓，以______(     )為單位 

(2)影響因素：氣壓高低受______與_________影響=> 

  氣溫愈高，氣壓愈_____       

  海拔高度愈高，空氣愈稀薄，氣壓愈_____ (高山症即氣壓太____所致)      

(3)受氣溫影響→熱___壓、冷___壓 

氣溫較高的地方，空氣膨脹上升

，形成____氣壓(   )； 

氣溫較低的地方，空氣收縮下沉

，形成____氣壓(   ) 

 

4.風與風向： 

(1)指空氣的水平流動。兩地氣壓不同，空氣會由氣壓較___處流向氣壓 

較___處，便形成風。 

(2)風向：指風的______，如從東北方吹來的風，即為東北風：____； 

                        從西南方吹來的風，即為西南風：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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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____座號______ 

姓名___________ 



(3)風速：指空氣的流動速度，兩地間氣壓差愈大，風速愈_____。 

(4)風向和風速常受______、________和季節的影響。  

(三)天氣預報：  

中央氣象局透過各地氣象測站(如地面觀測站、氣象雷達)蒐集氣象資料

，繪製成___________圖，加上衛星雲圖讓氣象預報人員可據此預報！ 

二、氣候  

(一)氣候圖的解讀：  

 

 

 

 

 

 

 

(二)台灣的氣候特色 

1.氣溫的南北差異：受緯度的影響 

  (1)夏季：全台_____普遍高溫，除______較涼爽外，南北溫差不明顯 

  (2)冬季：整體而言受到_______影響，故一月南部氣溫較北部溫暖。 

2.氣溫的垂直變化： 

  從右圖可推掄，氣溫變化深受______影響=> 

如：台北七月較高雄熱，主要是受到______地形影響 

3.台灣的降水特色： 

台灣平均年降水量約_______mm，降水呈現___、___分布不均的特色→ 

(1)降水時間分布不均： 

    台灣夏季盛行______季風、冬季盛行_______季風，盛行風帶來雨水

，因此南部降水集中_____，北部則冬季仍有雨，各月降水平均。 

(2)降水空間分布不均： 

○1 山區多______雨，尤其是______部山區年降水量為全台最多(約 3500mm) 

○2 平地較缺乏地形雨，尤其是_______部平原。離島地區因__________的

緣故，為全台降水量較少區。  

4.台灣各區氣候圖判讀： 

 

 

 

 

*地面天氣圖：圖中的線條為_______線 

 數字往中心愈大者為_______→H， 

 數字往中心愈小者為_______→L 

___鋒 ___鋒 ________鋒

(梅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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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的氣候災害 

(一)寒害： 

1.冬季時，形成於_______與_________的大陸冷氣團南下，造成氣溫驟降 

[小常識]冬季受大陸冷氣團(冷高壓)影響，若台北的最低氣溫在以下範圍，氣象報導會： 

       14℃以上→受「東北季風增強」影響；14℃~12℃→受「大陸冷氣團」影響； 

       12℃以下→受「強烈大陸冷氣團」影響；10℃以下→低溫特報/寒流影響 

2.寒流來襲時，低溫常造成_____、________業的嚴重損害。 

(二)旱災： 

1. 台灣降雨季節分布不均，尤其是_______部的_____季為乾季。 

2. 乾季時，需仰賴積存在_______或地下水的水源，若雨季時降水量 

不足，可能會有缺水問題。 

3.台灣最缺水的時間點：_____季末期，若梅雨遲到或沒來(稱為空梅)， 

  乾旱情形更嚴重。 

(三)水災：  

1. 最常發生在每年____、____月間的梅雨季及____、______時的颱風季

，為台灣最主要的水資源來源，若短期內降水過多則易造成水災。 

2. 梅雨：____、____月間因____空氣爬升到____空氣的上方形成_______

鋒帶來連綿的雨→全台皆有，範圍大! 

過境台灣後會持續向____方移動，6-7月之間移動到中國長江一帶 

3. 颱風： 

(1)發生於______帶海上因對流旺盛形成的_______性________壓。 

(2)多發生於_____、___之際，夾帶大量風雨，過境後常引進_____氣流 

，也可能造成豪雨。 

【會考這樣考】 

(   )1 附圖為 1946 年至 1995 年臺灣月平均晒鹽產

量統計圖，其中某些月分的產量明顯較低。根據臺灣

晒鹽產區的氣候特性判斷，造成這些月分產量較低的

氣候因素最可能為下列何者？【110】(A)蒸發較弱 

(B)降水量較多 (C)風力較強勁 (D)日照時數較短  

(   )2 附圖為位在臺灣北部的某工業區及其鄰近社區的

分布圖，工業區排放廢氣會影響鄰近社區的空氣品質。

若僅根據臺灣不同季節的盛行風向判斷，冬季時圖中哪

一社區受該工業區廢 氣的影響最大？【109】(A)甲 

(B)乙 (C)丙 (D)丁  

(   )3 為臺灣某月分的月平均等雨量線圖，根據附圖中降水量

的分布狀況判斷，該月分臺灣的氣候特色為下列何者？ 

【106】(A)高溫多對流雨 (B)易形成滯留鋒 (C)東北季風盛行

(D)易受颱風侵襲  

(   )4 附圖為颱風、梅雨、寒害、乾旱在臺灣

西南部主要發生的月分，下列配對何者正確？

【104】 (A)甲為梅雨 (B)乙為颱風(C)丙為寒

害 (D)丁為乾旱  

(   )5「當年我到屏東築堤防時，每天下午只要看到西邊天空變黑，不到半

小時光景，像李子 般大小的雨點就落了下來，即便穿著雨衣，撐著雨傘，

還是被雨淋得溼透，溪水也因此暴漲，但是到了傍晚雨就停了。」上文最可

能是對哪一季節的描述？【103 】(A)春季 (B)夏季 (C)秋季 (D)冬季 

(   )6「在臺灣，當冬季季風越過山嶺後，空氣變的乾燥溫暖

，因此減少病蟲害的發生，提高洋蔥的產量。」若僅根據上文

的條件判 斷，則附圖中甲、乙、丙、丁何處最適合洋蔥的栽

種？ (A)甲 (B)乙 (C)丙 (D)丁 【98基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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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6 台灣的水文 

一、水循環：  

(一) 水的分布：海水 97% +陸地上的水 3%， 

陸地上的水→77%_______+22%_______+1%其他 

(二) 水循環歷程： 

歷程：蒸發(蒸   )→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水系、集水區、流域、分水嶺 

(一)水系：雨水順著地勢匯集成河川，河川的分支

-_____流匯集到____流，主流與支流構成水系 

(二)集水區與流域 

1.河道中的某一點的______

區域，即為集水區。 

2.一條河川河口以上的集水區，即整條流河流的集水區，即為_______。 

(三)分水嶺 

 1.相鄰流域或集水區的分界線稱為分水嶺。  

2.通常會是______。 

**例題： 

 

 

 

三、 台灣河川的特色： 

(一)主要河川_______分流、河川_______： 

  1._________縱貫全台，為主要分水嶺，因此河川呈現_______分流 

2.____部較____部河川長=>原因：中央山脈偏____分布。 

 

想一想 Q：淡水絕大部分的比例都存在_________中，人類可用

的水資源主要來自_______，比例多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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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一下 

Q1：圖中的河川呈現甚麼形狀?_________ 

Q2：觀察左圖的河川分支狀態，請問：圖中上游位於?______、 

下游位於？______ 

Q1：圖中有幾個水系？______個 

Q2：甲~丁中，何處的水量最多？_____ 

Q3：甲~丁中，何處的污染可能會最嚴重?_____ 

Q4：右下水系的主流流向？________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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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台灣河川長度比較：1-_______、2-_______、3_______ 

4.河川流域面積比較：1-_______、2-_______、3_______   

(二)河川坡___流____：因地形高低落差大，上游多位於山區，坡陡流急 

(三)乾、雨季流量變化大： 

1.受到降雨_____分布不均影響，雨季時水量豐富、乾季時河床乾涸 

→故有_______型河川之稱，全台尤以______部地區最為明顯。  

2._____部四季有雨，河川流量較穩定，如：______河、_______溪…等 

，可終年通航。 

(四)年輸沙量高： 

   台灣因地質脆弱，加上河川___________沖刷力強，大量砂石常被暴

雨沖刷入河川，搬運至中下游或河口，如：中部的_______溪，因水色

混濁得名。 

(五)主要河川比較： 

河川 特色 

淡水河 1. 流量穩定，昔日許多聚落因_____而發展，如：艋舺、大稻埕 

2. 因河道淤積，目前無航運之利，轉型為_____使用→藍色水路 

濁水溪 台灣最長河；輸沙量大，_____資源豐富，如：_____溪多水電廠 

高屏溪 

 

流域最廣；是____、____地區主要農業、民生用水的主要來源 

四、 水資源利用與保育： 

1. 台灣水資源問題：台灣年降水量是世界平均的 2.4倍，但平均每

人可再生水資源量卻排名 106=> 

2. 可能缺水的原因？ 

(1)台灣雨量多，但因_________高，每人可分到的水量有限。       

  (2)降水______、_______分布不均，且因___________，雨季時河水直流  

    入海，不易儲存，____季經常發生缺水問題。 

(二)河川的水資源開發 

1. 為解決乾季缺水問題，河川上游多興建水庫： 

 台北都會區 桃園 台南 

供水水庫 ________水庫 _______水庫 _______水庫 

水源 ________溪 ________溪 ________溪*全台最大水庫 

3. 現況：部分水庫因______嚴重，降低了蓄水功能，如：石門水庫淤

積>30% 、曾文水庫淤積 40% 

4. 因應： 

(1)在_______做好水土保持，防止邊坡坍塌； 

(2)興建水庫/攔沙壩的影響： 

 ○1 中下游的沙源______(減少 or 增加)→ 海岸線______、國土流失 

    ○2 造成河川________改變，如：魚難以洄游產卵。 

(三)地下水的開發與保育： 

(1)地層下陷問題：_____部地區因農業與________業超抽地下水， 

   造成地層下陷、__________、_________等問題。 

(2)因應：注意控制抽取量_____補注量，以促進地下水的永續利用； 

保留______、減少______等人造鋪面，讓地表水能滲透入地下水層，

如：台灣的______在插秧初期會大量灌水，有助於補充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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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台灣跟世界大多數國家相比，是缺水或剩水國?台灣有缺水問題嗎? 



【會考這樣考】 

(    )1 根據經濟部水利署的統計，截至 2019 年底，臺灣 40 座主要水庫中，淤

積率超過 30%的共有 15 座，例如；霧社水庫淤積率達 74.8%、烏山頭水庫達

49.2%，顯示臺灣水庫淤積程度嚴重，影響水庫蓄水功能。下列何項策略最能有

效改善上述現象？【111】 (A)強化集水區崩塌裸露地的植被復育 (B)擴大在河川

下游種植防風林的面積 (C)減少都市不透水鋪面，增加雨水入滲 (D)增加地面水源

供應，以取代地下水源      

(    )2 附表是 1949 年至 2014 年臺灣北、中、南、

東四大區域平均逕流量的相關數據，其中何者為南部

區域？【108】(A)甲 (B)乙 (C)丙 (D)丁    

(    ) 3.「暑假期間，小茹與家人一起到臺灣東部的溪

邊玩水。她所在的下游地區天氣晴朗，但她抬頭望見上游山區開始變得烏雲密布

，身旁河川的水位也漸漸上升，她馬上警覺到可能即將山洪暴發！」文中所描述

的情形，除夏季的暴雨因素外，還與該地河川的何種特色最有關係？(98 一基) (A)

含沙量大 (B)坡陡流急 (C)汙染嚴重 (D)侵蝕旺盛 

(    )4. 《諸羅縣志》記載：「⋯ ⋯ 為縣治往郡必由之路。舊時冬春架竹為之，

上覆以土；夏秋水漲漂去，設渡以濟行人。」上文是描述臺灣某地過去在冬春時

，會架起簡易的竹橋以利通行，夏秋時則因竹橋會遭沖毀遂改以渡船代之。上述

不同季節的過溪方式，與當地河川的何種特色關係最密切？【105】  (A)坡陡流

急 (B)泥沙含量偏高 (C)流向多為東西向 (D)屬於荒溪型河川    

 

(    )5 附表的甲、乙、丙代表臺灣的三條主要

河川，根據表 中資訊判斷，此三條河川由北而

南的分布依序為何？(100-2)  (A)甲乙丙 (B)乙

丙甲(C)甲丙乙 (D)丙乙甲 

 

 

(    )6.附圖虛線為臺灣部分縣市的畫分界線，小胖觀察到該

界線與圖中實線 所代表的某種天然屏障有密切關係。該天然

屏障為下列何者？(99-2)  (A)峽谷 (B)斷層 (C)山脈 (D)河川 

(    )7.根據歷年經驗，謝先生從臺北返回彰化老家過農曆年

，沿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在新竹、 苗栗一帶經常是陰雨綿綿

，而臺中一帶卻天氣晴朗。導致天氣如此轉變，是因下列哪

一盛行風受地形影響的結果？(99-2)  (A)東南季風 (B)東北季風 (C)西南季風 (D)

盛行西風  

(    )8.附圖為阿華在不同月分於住家附近河

川所看到的景觀，該圖呈現出臺灣河川的某

種特性。該特性對於臺灣的影響較可能為何

？(98-2)  (A)地下水位持續降低 (B)夏季時多颱風侵襲 (C)造成河口地層下陷 (D)

須建水庫調節供水 

(    )9.附圖為某區域的等高線地形圖，「X」是建於河流

上的水庫。圖中甲、乙、丙、丁發生的大規模崩塌，何者

對該水庫水質的影響最大？【107】  (A)甲 (B)乙 (C)丙 

(D)丁  

(    )10.「⋯ ⋯ 每年這個時節是河流乾枯最明顯的時候，

我常回到屏東陪著爺爺沿著堤岸散步。爺爺說這時裸露荒涼的河床總讓他想到兒

時的故鄉，勾起他對遠方親友的思念⋯ ⋯ 。」上文描述的最可能是哪一個時節？

(95-2)  (A)春末 (B)夏末 (C)秋末 (D)冬末 

(    )11.附圖為某熱帶海域的地面天氣圖。若僅根據

圖上的數值判斷，哪 一地區形成颱風的可能性較高

？(97-1)  (A)甲 (B)乙 (C)丙 (D)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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