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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興達港地區氣象觀測 
 

摘要 

 
本研究主要在了解興達港地區的天氣變化，透過學校百葉箱，乾溼球溫度計、雨量筒、

風向風速器、記錄表、電腦、記錄板等儀器，每天固定在上午 9 時 20 分觀測記錄百葉箱內儀

下，測算水汽凝成水珠的速度的實驗，藉著校園氣象站累計的資料並經過 Excel 軟體分析，

研究本區 2008 年 10 月至 2009 年 2 月的天氣，我們發現從氣溫、氣壓及相對溼度間的變化

和天氣關係發現：該天最高、最低溫差越大，相對溼度通常較低，氣壓較高，天氣多為晴天。

當天最高、最低溫差越小、氣壓就小，相對溼度就較大天狀況多陰天或有霧。但願我們的研

究能拋磚引玉，提供大家進一步研究小區域氣象的風氣及培養關心氣象與地方生活環境的態

度。 

壹、 研究動機 

 
我們學校位於興達港邊，聽爸爸說，以前我們的村子除了面對大海外，四周都是魚塭，

沒有一大片的房屋，更没有興達火力發電廠那二根高大的煙囪和情人碼頭，以前到了冬天都

有捕不完的烏魚，有天氣象變化的單元，我們開始注意到天氣的觀測。為什麼？每年冬季清

晨常出現白茫茫的一片濃霧？為什麼冬、春之交吹起南風，家裡的牆壁就會冒出水來?有時候

前天晚上明明没下雨，早上卻發現屋簷下一灘水？這些都是年年發生的問題，也影響我們的

生活。媽媽常說：「春天後母面」，要我多秔一件外套；有時候天氣出現晨霧後陰、多雲時

晴、偶有陣雨，天空也隨著出現各種不同的雲量、雲狀，千變萬化，真是奇妙！這樣的問題，

讓我們想去研究，天氣和我們息息相關，天氣變化總是無常，要如何觀察呢？上自然與生活

科技的時候剛好教到天氣的變化，請教老師，老師說：「答案就在你們的觀測及記錄上啊！」

和老師們討論後，我們就決定研究興達港地區的天氣變化，於是我們在老師輔導下，透過學

校百葉箱，我們幾個好奇寶寶開始了長期的觀測之旅！ 

 

貳、研究目的 

 

一、延伸課本內短期一週的觀測，學習長期觀測家鄉興達港區天氣變化。 

二、能正確使用儀器觀測天氣，進而認識居住環境之天氣概況。 

三、利用本校氣象觀測資料探討興達港區氣溫、氣壓、相對溼度的變化對天氣的影響。 

 

叁、研究設備與器材 
 

百葉箱、乾溼球溫度計、雨量計、風向風速器、記錄表、數位相機、電腦、記錄板、台

南地區百年氣象記錄文獻 

 

肆、研究方法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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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興達港地區氣象觀測 

（一）觀測方法： 

       每天固定在上午 9 時 20 分（第二節下課）觀測記錄百葉箱內儀器所顯示氣象資料及

雨量，興達港地區 97 年 10 月到 98 年 3 月天氣觀測紀錄，包括雲量、天氣狀況、最高及

最低溫度、相對溼度、風向風速、氣壓及降水量等（如附件）。 

 

 
 

圖一：觀測記錄百葉箱內儀器所顯示氣象資料 圖二：每天記錄氣象資料 

 

（二）根據天氣觀測紀錄表資料，依觀測項目，求得興達港地區冬季及初春氣溫、氣壓、相

對溼度、雨量的月平均值，如下表。 

 

表一：興達港地區冬季及初春氣象觀測月平均統計表 

 

       氣象要素 

月份 

全月平均 全月平均 全月平均 
全月總雨量 

氣溫 氣壓 相對溼度 

97 年 10 月 29℃ 1012hPa 75.5% 33 

97 年 11 月 22.9℃ 1015hPa 72% 35 

97 年 12 月 18.9℃ 1017hPa 68.9% 0 

98 年 1 月 16.7℃ 1018.7hPa 72.8% 0 

98 年 2 月 23.3℃ 1014hPa 78% 0.6 

 

（三）從上面氣象觀測資料結果可知： 

1.興達港地區冬季全季氣溫平均在 19.1 度左右，氣壓平均在 1017.8 hPa 左右，相對溼度

平均在 71％左右，全雨量不到 70 公釐。10 月秓末及 2 月初春氣壓較冬季低，相對溼

度較冬季高，天氣變化較大。 

2.本地區下雨及生霧時候、氣壓、最高、最低氣溫及相對溼度都會起變化。 

3.由二、三月觀測表得知氣溫變化相當劇烈，有高近 30℃以上的高溫，也有 12℃以下低

溫，氣溫分布跨越了寒冷、稍有寒意、舒適、炎熱、非常炎熱五個範圍，難怪媽媽常

說：春天後母面，要我多秔一件外套，因此這句諺語是符合春天的氣溫的確多變化。 

4.如按氣候學之四季劃分方式(每五天均溫超過 20℃者為夏季，10℃以下者為冬季，介於

10℃至 20℃者為春季或秓季)來看：興達港區並没真正的冬季，月均溫不到 20℃較涼

的月份為十二、一月，亦均在 16℃以上。今年 2 月月均溫為 23.3℃對照台南測候所

1897 年至 2008 年每月平均溫度資料來看，今年 2 月月均溫為 111 年來最高的一年。 

5.就降水量來看依台南測候所的統計，興達港區年平均雨量多達 1771.3 公釐，應該已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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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雨區(氣候學上稱年雨量一千五百公釐以上之地區為多雨區)。但依據我們測得冬季

三個月(十一、十二、一月)的雨量僅得 35 公釐，僅佔全年雨量的 1.97％。可見冬季應

為乾季。 

 

（四）觀察風向、風速： 

1.看風標箭端所指的方向，即為當天的風向，一天中風向的變化很多，以最多風向為當

日風向。 

2.冬季風向：冬季風向：冬季以北風、東北風為出現頻率最大的風向。 

其中尤以北風為最，約占所有風向的 39%；東北風次之，占 31%；以上二種風向合占

所有風向的 70%左右。平均風速約為 3.6 m/s 左右。 

3.天氣變壞時，風向會改變，氣溫降低，有時候天空多雲，氣溫反比晴天高，那一天可

能風力不大。 

 

二、由上述的研究得知氣候變化受多種氣象要素的影響，我們進一步探討和我們生活最有關 

的水氣變化，試著找出天氣變化的關鍵，因此設計實驗來測量空氣中的水氣愈冷凝結成

水珠的溫度（露點） 

（一）實驗方法：  

      1.準備工作：備齊實驗器材並將鋼杯擦拭乾淨，以便稍後觀察水氣的凝結。 

      2.測量室溫：將溫度計懸掛於陽光不能夠直射的通風處，待溫度平衡後，讀取室溫。 

      3.降低溫度：將溫度計放入鋼杯中，再將室溫下的水加入鋼杯中，水位高度以能淹沒

溫度計的酒精球為原則。然後緩慢地加入少許的冰水。使用棒子攪拌，使鋼杯中的二

種水混合均勻。 

      4.測量露點溫度：觀察鋼杯外有無結霧。若沒有，則再重複步驟。當鋼杯外一開始結

霧，立刻讀取溫度計的溫度。這個溫度非常接近我們所要觀測的露點溫度。 

 

  

一、實驗器材 二、室溫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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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入冰水直到杯外起霧 四、杯外起霧時讀取溫度計數值。 

圖三：測量空氣中的水氣愈冷凝結成水珠的溫度（露點） 

 

（二） 結果如下： 

 

1.室內一室溫 22℃，水溫 22℃ 

 

表二：室內露點測算表 

     組別 

實驗次數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平均 

第一次 18℃ 14.5℃ 13℃ 

13.9℃ 
第二次 13.5℃ 15℃ 13℃ 

第三次 13℃ 13℃ 12℃ 

平均 14.8℃ 14.2℃ 12.7℃ 

 

 

2.室外一室外氣溫 21.5℃、水溫 22℃ 

 

表三：室內露點測算表 

     組別 

實驗次數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平均 

第一次 19℃ 10℃ 12℃ 

12.2℃ 
第二次 13℃ 11℃ 12℃ 

第三次 12℃ 10℃ 11.5℃ 

平均 14.7℃ 10.3℃ 11.8℃ 

 

（三）由上面實驗可知： 

室內空氣露點較室外空氣露點高，可見室內空氣中含有水汽較多，較潮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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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認識相對溼度-----空氣中含水汽的多少？ 

（一）實驗方法： 

1.取甲、乙、丙三之溫度計，分別包住棉花，且將甲、乙、兩支溫度計球沾溼，丙溫

度計表記保持乾燥。 

2.將甲溫度計置於瓶內經過沖洗潮溼的三角錐瓶中，並塞上橡皮擦。 

3.將乙、丙兩支溫度計置於空氣內。 

4.經過 10 分鐘後觀測溫度計的度數紀錄如下： 

 

表四：相對溼度測算表 

溫度計種類 （甲）溼度-三角錐瓶 （乙）溼度-空氣中 （丙）乾球 

溫度 21℃ 19℃ 21.5℃ 

 

（二）討論：乾球為 21.5℃、溼球為 19℃，溼球比乾球多 2.5℃，瓶中的溼球溫度為 21℃，

比乾球少 0.5℃；由於三角錐中是潮溼的，可見乾球和溼球兩者溫度相差越少表示空氣中

含有水汽越多，相對溼度越大。 

 

四、溫度和相對溼度的關係？ 

（一）實驗方法： 

1.將乾溼度計置於空氣中，觀測其乾球溫度及溼球度數，並對照求出常溫下的相對溼

度。 

2.將乾溼度計置於冰桶內數時後，觀測其溫度與溼度。 

 

表五：溫度和相對溼度的關係測算表 

         溫度與溼度 

實驗類別 
乾球 溼球 相對溼度 

室內常溫下 23℃ 20℃ 72％ 

冰桶中 8℃ 4℃ 48％ 

 

（二）結果：由以上兩個實驗可證明溫度高低，和相對溼度兩者相互關係，也就是溫度低，

相對溼度也小，溫度高相對溼度也大。 

 

五、實驗在相同溫度及不同溼度下，測量水汽凝成水珠的速度，本來我們想要以同一實驗來 

    觀察，但是影響天氣變化很複雜，我們為了要接近常態，作分三天完成。 

（一）實驗方法： 

1.選擇不同日但室溫同為 27℃，測出相對溼度並進行實驗。 

2.取鋼杯加入水 1/2 杯，然後放入等量的冰塊。 

3.將溫度計插入鋼杯中，觀測杯璧附著水珠的溫度及時間。 

 

（二）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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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室溫 27℃，相對溼度 67％ 

 

水溫℃ 28 26 24 22 20 18 16 14 12 10 

外表附著水

珠所需時間 

（分、秒） 

     4 分

50 秒 

3 分

30 秒 

2 分

50 秒 

2 分

05 秒 

1 分

10 秒 

 

2.室溫 27℃，相對溼度 81％ 

 

水溫℃ 22 20 18 16 14 12 10 

外表附著水

珠所需時間 

（分、秒） 

  2 分 

50 秒 

2 分 

20 秒 

1 分 

40 秒 

1 分 

15 秒 

44 秒 

 

3.室溫 27℃，相對溼度 70％ 

水溫℃ 20 18 16 14 12 10 

外表附著水

珠所需時間 

（分、秒） 

 3 分 

35 秒 

3 分 

03 秒 

2 分 

25 秒 

1 分 

45 秒 

56 秒 

 

（三）討論：由上面的實驗結果發現： 

1.室溫 27℃，相對溼度為 81％空氣中的水汽凝結成水珠最快，其次是相對溼度為 70％，

最慢的是相對溼度 67％。 

2.水汽凝結成水珠的條件，不但要低溫，還要有較大的相對溼度。 

3.由以上實驗可知氣溫越低，大氣所能容納的水汽就越小。一旦空氣中的水汽達到飽和

至露點時，便開始凝結成水珠。 

3.早上學校屋簷下有時會積一灘水推論可能是白天溫度比較高，空氣中可容納較多的水

汽。但是到了夜間，溫度下降了，空氣中能容納的水汽的能力減少了，空氣冷卻時，

水汽會慢慢凝結。所以，寒夜過後的早上，往往可在學校屋簷下發現一灘水漬。 

 

六、氣溫、氣壓及相對溼度間的變化和天氣關係： 

（一）方法：將 97 年 12 月份氣象資料中的氣壓，最高、最低溫度，及相對溼度數值，繪製

成曲線圖，來探討氣溫、氣壓和相對溼度對天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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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97 年 12 月份、氣壓、氣溫、相對溼度關係曲線圖 

 

 

（二）探討： 

1.由上圖曲線可看出：通常該天最高、最低溫差越大，相對溼度通常較低，氣壓較高，

天氣多為晴天，如：12 月 1 日高、最低溫差為 10℃，氣壓為 1019.2 hPa，相對溼度為

69%，天氣晴朝。 

2.當天最高、最低溫差越小、氣壓就小，相對溼度就較大，天氣狀況多陰天或有霧。例

如：12 月 29 日，溫差為 1.5℃，氣壓為 1015 hPa，相對溼度為 80%，陰天有霧。 

 

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從所觀測氣象要素月平均統計分析結果可發現： 

（一）興達港地區冬季全季氣溫平均在 19.1 度左右，氣壓平均在 1017.8 hPa 左右，相對溼度

平均在 71％左右，全雨量不到 70 公釐。10 月秓末及 2 月初春氣壓較冬季低，相對溼

度較冬季高，天氣變化較大。 

（二）冬季風向：冬季以北風、東北風為出現頻率最大的風向。 

其中尤以北風為最，約占所有風向的 39％；東北風次之，占 31％；以上二種風向合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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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風向的 70％左右。 

（三）由二、三月觀測表得知春天氣溫變化相當劇烈，氣溫分布跨越了寒冷、稍有寒意、舒

適、炎熱、非常炎熱五個範圍，難怪媽媽常說：「春天後母面」，要我多秔一件外套，

這句諺語符合春天的氣溫的確多變化。 

（四）每當室內地板、牆壁溼漉漉，衣物潮溼時，該天天氣多半是南風，能見度低，當風向

轉為北風，地版、牆壁等馬上乾了，能見度低也提高了。 

（五）天氣變壞時，風向會改變，氣溫降低，有時候天空多雲，氣溫反比晴天高，那一天可

能風力不大。 

二、從相對溼度的實驗結果發現： 

（一）水汽凝結成水珠的條件，不但要低溫，還要有較大的相對溼度。氣溫越低，大氣所能

容納的水汽就越小。一旦空氣中的水汽達到飽和到露點時，便開始凝結成水珠。 

（二）早上學校屋簷下有時會積一灘水推論可能是白天溫度比較高，空氣中可容納較多的水

汽。但是到了夜間，溫度下降了，空氣中能容納的水汽的能力減少了，空氣冷卻時，水

汽會慢慢凝結。所以，寒夜過後的早上，往往可在學校屋簷下發現一灘水漬。 

三、興達港區氣候因素： 

（一）根據本研究所得資料與台南測候所氣象資料做比較：由於我們觀測的資料僅有 97 年

10 月至 98 年 3 月，不足以反應本區全年天氣概況，因此我們需借助台南測候所氣象資

料，台南測候所與興達港緯度相差約四分左右；地勢上，台南測候所海拔高度為 11.4 公

尺，而興達港海拔高度不足 10 公尺；且兩地周圍均無高山環繞，均西濱台灣，因此以

台南氣象測候所之資料作為興達港氣候條件的參考 

（二）如按氣候學之四季劃分方式(每五天均溫超過 20℃者為夏季，10℃以下者為冬季，介於

10℃至 20℃者為春季或秓季)來看：興達港區並没真正的冬季，月均溫不到 20℃較涼的

月份為十二、一月，亦均在 16℃以上。今年 2 月月均溫為 23.3℃對照台南測候所 1897

年至 2008 年每月平均溫度資料來看，今年 2 月月均溫為 111 年來最高的一年。 

（三）就降水量來看依台南測候所的統計，興達港區年平均雨量多達 1771.3 公釐，應該已屬

多雨區(氣候學上稱年雨量一千五百公釐以上之地區為多雨區)。但依據我們測得冬季三

個月(十一、十二、一月)的雨量僅得 35 公釐，僅佔全年雨量的 1.97％。可見冬季應為

乾季。 

（三）就地理位置而言，興達港區位於亞熱帶氣候區，雨量集中在夏季，因鄰近海洋，受海  

洋氣候影響，氣候較溫和。年平均溫度為 23.4 ℃，最冷的月份為一月 15. 7℃，次為十

二月 18.8℃；最熱的月份為七月，次為八月。最冷月與最熱月月均溫之較差為 11.1 度，

年溫差不大，此現象可能與本區相對溼度大有關，12 月最乾燥時的全月平均相對溼度

68.9％，其他 1、2、10、11 月全月平均相對溼度均在 72％以上，對照前述相對溼度較

大時，當天最高、最低溫差越小的結論，至於本區為何相對溼度大可能與鄰近海洋，受

海洋的調節，由於海洋蒸發使得空氣中含有較多水汽，因此相對溼度大。 

四、為什麼興達港現在捕不到烏魚呢？根據從小住茄萣鄉在漁會工作爸爸的回憶，民國 70 年

代，一年可以捕獲二百萬尾烏魚。但是從水試所沿近海資源中心的統計，民國 82 年只

剩廿四萬尾，今年詢問興達港區漁會這次捕烏季更只捕獲十萬多尾烏魚。當地老漁民說

烏魚最喜歡 22℃的水溫，但是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今年 12 月冬至時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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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週邊海域等水溫線圖發現，興達港沿海一帶水溫 24-26℃，水溫偏高不適合烏魚之洄

游。可見興達港附近的氣溫及水溫比起以前變暧和了，也使得烏魚不再游到興達港附近。 

 
圖四：2008 年 12 月 20 日、21 日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台灣週邊海域等水溫線圖 

 

興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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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2008 年 12 月 20 日、21 日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台灣週邊海域等水溫線圖 

 

陸、結論與心得 

一、結論： 

（一）從氣溫、氣壓、風向及相對溼度間的變化和天氣關係發現影響本地區天氣變化的機制

為： 

1.通常該天最高、最低溫差越大，相對溼度通常較低，氣壓較高，天氣多為晴天。 

2.當天最高、最低溫差越小、氣壓就小，相對溼度就較大，天氣狀況多陰天或有霧。 

3.每當室內地板、牆壁溼漉漉時，該天天氣多半是南風，能見度低，當風向轉為北風，

地版、牆壁等馬上乾了，能見度低也提高了。 

4.冬季風向：冬季以北風、東北風為出現頻率最大的風向。 

5.根據氣候學文獻對四季劃分標準來看：興達港區並没真正的冬季，月均溫不到 20℃較

涼的月份為十二、一月，亦均在 16℃以上。且降水量僅佔全年的 2.89％。今年 2 月月均

溫為 23.3℃，為 1897 年有紀錄以來史上最高的一年。 

興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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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就相對溼度來分析，最冷月與最熱月月均溫之較差為 11.1 度。年溫差不大，此現象可

能與本區相對溼度大有關，12 月最乾燥時的全月平均相對溼度 68.9％，其他 1、2、10、

11 月全月平均相對溼度均在 72％以上，至於本區為何相對溼度大可能與鄰近海洋，受

海洋的調節有關。 

7.依據農委會水產試驗所今年 12 月冬至時候台灣週邊海域等水溫線圖資料發現，興達港沿

海一帶水溫維持在 24-26℃，使本區漁獲可能受影響，尤其本鄉的烏金已不如早年的豐

收，大家都感到失望，聽爺爺說烏魚在 21℃至 22℃的水溫才會來？這個疑問值得我們

繼續追踪，從探索氣候變化與海水溫度的關係，進一步探討對本地區農漁業養殖的影響。 

二、研究心得： 

1.這次做科展，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考驗，不但資料龐大，而且資料非常難以整理和

分析，我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整理出來。我們不但能從中學習到如何把校園氣象

站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也使我們的電腦運用及分析資料的能力更靈活，而且對於季節

氣候變化更了解。 

2.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只能以5個月的觀測資料進行研究，希望將來能有機會做更長期

的觀測，相信對於及氣象觀測準確度的驗證會更加完整和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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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0504 

研究主題貼近鄉土特色，參與學生能結合簡易實驗和實地觀

測之氣象資料，嘗試提出興達港地區天氣變化之機制，及討

論附近海域烏魚洄游問題。惟部分相關結論需較長期的觀測

資料才能驗證，可以作為未來進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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