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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望在莒-金門起霧日相關研究 

摘要 

 

分析金門氣象站 2004~2011 年的日平均資料，發現二至五月起霧當天的溫度、露點、相

對濕度大致比該月的平均值高，風速則是比平均值低，風向為南至西南風、異於氣候平均值

的東北至東風。再分析起霧前後五天的變化：氣溫、露點、相對濕度在起霧當天最高，風速

則在起霧前一天最低，風向在起霧前以東北至東風為主，起霧前一天及當天則變為南至西南

風。 

 

由於起霧日時霧的不穩定性難以對天然的霧做實驗，因此藉由造霧器可以人工造霧、類

比霧水的情況，我們嘗試改變溶液，進而觀察在相同環境下，霧水可以上升的高度與散去的

速率，發現較有揮發性的液體在相同造霧器下可以上升的高度較高，有雜質的溶液霧氣散去

的速率會較為緩慢，溼度較高散去速率亦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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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 

 

我們生長的家鄉－金門是個欉薾小島，在春季時常起大霧造成飛機及船隻無法行駛，這

現象大約在每年學測之後開始，常常會有欲赴台參加推甄的學長姐因濃霧被困在機場，無法

順利到台灣本島應試，對於憂心忡忡的學長姐們，我們也感同身受。除此之外，因適逢春節、

清明節前後，也常有旅台的遊子因班機取消無法返鄉。更甚者還擔誤到了重症者欲候送台灣

的班機。對於飛機起不起降，經驗富豐的耆老們傳授了一套「望太武山」的方法：若看不見

太武山的話便表示飛機會停飛，最好取消行程另作規劃。有時大霧一起數天，人流及物流被

迫中斷，島上日常所需的物品供應亦跟著減少。再者，我們認為霧對生活影響甚大，不提當

初鐵達尼號沉淪與此相關，在金門造成交通意外及潮濕的不便，島民們常常為此所苦。因此

我們不斷思考：能否事先預測濃霧的發生？並且對此做些防範？哪些因子會影響霧的消散？

種種因素，讓我們想要去了解它，期望能對家鄉有所助益。 

 

貳、 研究目的 

 

首先，想先對金門霧季時，起霧當天的氣象狀況(例如溫度、露點、相對濕度、風速、風

向等)做個了解，再者分析起霧前、後數天的天氣變化情形，嘗試找出引起金門大濃霧的可能

因子，或有無「徵兆」可循，以作為預報參考。 

 

其次，由參考資料一得知，酸霧比酸雨更可怕，不僅因為同一地區酸霧的 pH 值較低，

更是因酸雨用雨傘即可擋去雨水，而酸霧的環境下，我們全身都有可能遭受到酸的侵害。酸

霧的來源來自於空氣中酸性的物質溶解於霧水中，除此之外，空氣中還有各式各樣的懸浮微

粒，有些是很好的凝結核，有利於霧的形成。因此，我們想要試著去探討起霧日與環境的關

係，霧水的種種特性以期能夠更了解霧水的性質。 

 

 

照片一：太武山上的「毋忘在莒」石刻。 

(圖片來源：金門國家公園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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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大致分為兩部份。 

 

一、資料分析 

 

由金門氣象站提供的觀測資料，探討霧季起霧日當天及前後幾天的天氣變化情況。 

 

(一) 先利用能見度資料找出起霧日，統計各個月份的起霧日數，定出霧季。 

(二) 探討霧季時，各個月份起霧當天的氣象要素(包括溫度、露點、相對濕度、風速、風向)

平均，並與長時間的氣候平均值做比較。 

(三) 檢視起霧前五天與後五天的氣象要素變化情形。了解起霧之前大致會有什麼天氣變

化、哪些因子有利於甚至導致濃霧的形成。 

 

二、人造霧實驗 

 

由於要提前掌握何時起霧，並在起霧當天做霧的實驗並不容易，於是我們試著去找人造

霧的方法，發現最簡單直接的造霧方式就是市售的造霧器組。透過實驗組及對照組，一一嘗

試不同的變因，重複多次，紀錄及觀察其結果。 

 

肆、 研究資料、設備及器材 

 

一、氣象觀測資料：由金門氣象站提供從 2004 年 1 月 16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之能見

度、溫度、露點溫度、相對濕度、風速、風向的日平均資料。 

二、Excel 軟體。 

三、造霧器、變壓器。 

四、各種大小的燒杯、長管、碼錶、雷射筆、溫度計、溼度計、相機。 

五、純水、自來水、生理食鹽水、鹽酸、醋酸、濃銨水、小蘇打、酒精、碘酒、各式汽水、

冰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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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過程與結果 

 

一、第一部份：資料分析 

 

(一) 金門濃霧日數統計 

 

根據小倉義光的《普通氣象學》(參考資料二)，霧依照它形成的原因大致可分成「輻射

霧」、「平流霧」、「蒸氣霧」、「鋒面霧」及「升坡霧」，依金門霧季時起的濃霧動輒半天至數天，

再加上金門的地理條件—無大湖、最高的山僅 253 公尺(參考資料三)來看，應該大部份是屬

於「平流霧」或「鋒面霧」。 

 

    按照世界氣象組織的定義，起霧時水平方向的能見度必須小於一公里(參考資料四)。在

我們的研究裡，由於用的是日平均資料，因此我們定義「日平均能見度小於一公里者，定為

起霧日」。雖然這種方法會低估了起霧的日數，但也可以排除輻射霧的個案。我們將 2004 至

2011 年、共八年的起霧日挑出，按月份做一統計，得到這八年來各月的起霧日數如下。 

 

表一：2004~2011 年 起霧日數統計 

 

從上表可以發現，按照我們的定義，這八年來，只有 2 月至 5 月是有霧的，因此我們將

2 至 5 月定為金門的霧季，之後也只會針對這四個月份做探討。這四個月份裡，又以 4 月份

的起霧日數最多，達到 11 天，平均一年就會有一天多整日的能見度都小於 1 公里，且其日平

均能見度小於 0.5 公里的大濃霧在八年內也有 4 天之多。再來為 2 月，八年內有 8 天的日平

均能見度小於 1 公里，小於 0.5 公里的大濃霧也有 4 天。第三名為 3 月，起霧日有 5 天。起

霧日最少的為 5 月，八年內只有 2 天符合我們的定義。若將表一製成長條圖，可以更清楚的

看見起霧日數的分佈，如下圖一。 

 

圖一：2004~2011年 起霧日數統計 

能見度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0.5km 0 4 3 4 1 0 0 0 0 0 0 0 

<1km 0 8 5 11 2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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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起霧當天的天氣情況 

 

接著，我們想要探討起霧當天的天氣情況。我們將二月至五月起霧當天的溫度、露點、

相對濕度、風速分別做平均，然後再與八年的氣候平均值做比較，如下圖二。 

 

  

  

 

圖二：2004~2011年各個月份起霧當天的平均值(紫色線)、八年的氣候平均值(藍色線)

與八年平均值加、減一個標準差(分別為紅色線與綠色線)。(A)至(E)依序為溫度、露點、

相對濕度、風速、風向（以 360°表示，0°、90°、180°、270°分別代表北風、東風、南

風、西風）。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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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A)顯示二至五月起霧日的平均溫度大致而言都是比當月的平均溫度高的，也就是起

霧時，溫度通常都偏暖。這表示金門的濃霧主要應該是暖空氣平流過來造成的，也就是上述

的「平流霧」，而非「鋒面霧」，因為二至四月的鋒面以冷鋒為主，但冷鋒過境時氣溫應該降

低。其中二月和三月，起霧日的增溫程度可以超過一個標準差，表示這兩個月起霧日的增溫

程度更加明顯，這可能和這兩個月的氣溫較低有關，因此暖空氣平流過來造成的差異就更加

顯著。 

     

在地球科學課程學過，露點可以反映空氣中的水氣含量。當空氣中的水氣含量越多，露

點溫度就越高(參考資料五)。圖二(B)顯示露點的氣候平均值隨著月份逐漸上升，表示空氣中

的水氣含量是隨著月份增加的。而起霧日的平均值也是隨著月份增加，而且都大於八年的氣

候平均值。其中二至四月起霧日的露點都大於氣候平均值一個標準差以上，更加顯示金門的

濃霧是暖濕空氣平流過來的結果。 

 

    圖二(C)為相對濕度，起霧日的相對濕度都明顯比該月份的氣候平均值高出一個標準差以

上，表示起霧日與非起霧日在相對濕度的表現上有很大的差異。相對濕度越高、空氣越接近

飽和，水氣越容易凝結(參考資料五)。 

 

    圖二(D)為風速。二月至五月起霧日的風速都比氣候平均值稍微低一些，雖然沒有超過一

個標準差，但還是有偏低的傾向。我們推測，風速小，霧較不會散，有利於濃霧形成。 

 

圖二(E)是風向的部份。以氣候平均值而言，二月到五月都是吹東北風，但起霧日的平均

值是明顯轉為南風至西南風。南來氣流暖濕，是造成濃霧的極有利因子。而金門尚義機場就

位於金門的南面沿海(如下圖三)，首當其衝，以致於非常容易受到濃霧的影響。 

 

 

圖三：金門平面圖及尚義機場位置圖(黃點)。圖片來源：Google地圖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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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起霧日前、後五天的天氣變化 

 

    我們已知起霧當天的天氣概況，再者我們好奇的是，在起霧日的前、後幾天，上述氣象

要素又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在起霧前或起霧當天有沒有什麼「徵兆」？起霧後又對天氣會有

什麼樣的影響？所以我們進一步探討起霧日前、後五天的氣象要素變化情形。 

 

  

  

圖四：起霧前五天與後五天的溫度變化情形。0代表起霧當天，-1代表起霧前一天，以此類推。

(A)至(D)分別代表二至五月份。各種顏色的線分別代表每個起霧日，粗黑線則是代表該月所有起

霧日的平均值。 

 

    圖四(A)至(D)分別是二月到五月，起霧當天(用 0 表示)以及前五天(用負數表示)和後五天

(用正數表示)的溫度變化情形。我們針對起霧日平均值(粗黑線)來探討。從圖中可以看出，二

月、三月、四月這三個月起霧前的氣溫都會逐漸上升，代表這個時候有暖空氣逐漸移來，一

直到起霧當天溫度是最高的。起霧日過後，溫度就快速下降，可能是因為起霧之後日照量大

減，所以氣溫降低，且降溫的速度大致比升溫的速度快。此外，這個降溫的現象不像升溫現

象可以持續四、五天，大概降到第二、三天後溫度就不再下降。至於五月份的個案數太少，

不過平均值還是大致呈現出起霧當天溫度最高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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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起霧前五天與後五天的露點溫度變化情形。0代表起霧當天，-1代表起霧前一天，以此類

推。(A)至(D)分別代表二至五月份。各種顏色的線分別代表每個起霧日，粗黑線則是代表該月所

有起霧日的平均值。 

 

    圖五是露點溫度的變化情形。比較圖五和前述圖四，發現露點溫度的變化幅度比氣溫變

化還要顯著，顯示在這幾個月裡起不起霧和空氣中的水氣含量有很大的關係。二、三、四月

的平均值(粗黑線)反映出在起霧前露點會逐漸升高，顯示暖濕空氣移近，空氣中的水氣越來

越多，到起霧當天達到最大值，起霧日過後露點便在一、兩日內快速下降，第三天後露點的

變化情形就比較不一致。同樣的，五月份因個案少，平均值可能較不具代表性，不過還是約

略可以看出平均值在起霧當天最高。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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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起霧前五天與後五天的相對濕度變化情形。0代表起霧當天，-1代表起霧前一天，以此類

推。(A)至(D)分別代表二至五月份。各種顏色的線分別代表每個起霧日，粗黑線則是代表該月所

有起霧日的平均值。 

 

圖六是相對濕度的變化情形。二、三、四月的平均值也都是在起霧之前逐漸升高，到起

霧當天最高，達 90%以上，起霧之後逐漸下降。不過五月份的變化趨勢並不是很明顯。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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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起霧前五天與後五天的風速變化情形。0代表起霧當天，-1代表起霧前一天，以此類推。

(A)至(D)分別代表二至五月份。各種顏色的線分別代表每個起霧日，粗黑線則是代表該月所有起

霧日的平均值。 

 

    圖七是風速的變化情形。從二、三、四月的圖形中，我們可以看到風速大致在起霧之前

會逐漸下降，到起霧的前一天風速最小，然後快速上升，大約在起霧之後的第二天風速最大。

之前圖二(D)中，我們得到在起霧當天的風速比起該月的平均值而言是偏小的，這可能是因為

風速較小的話霧也較不易散。而從圖七的結果更可進一步發現起霧當天風速並不是最小的，

而是起霧的前一天。我們推測可能是因為前一天風速小、天氣穩定，更有利於地面降溫，因

此當暖濕的氣流一移過來，馬上就起濃霧。起霧日當天風速小固然有利於濃霧形成，但「前

一天的風速很小」可能更是關鍵。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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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2004~2011年各個月份起霧前一天的風速平均值

(紫色線)、八年的氣候平均值(藍色線)與八年平均值

加、減一個標準差(分別為紅色線與綠色線)。 

 

圖二(D)中，各月份起霧當天的風速平均值比起氣候平均值雖然偏低，但並沒有超過一個

標準差。由於我們已知風速是在起霧前一天最小，因此我們再次計算起霧前一天的風速平均

值，然後再與氣候平均值做比較，如上圖八。由圖可看出，起霧前一天的風速平均值明顯小

於氣候平均值，尤其二、三月都低於一個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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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起霧前五天與後五天的風向(以 360°表示：0°、90°、180°、270°分別代表北風、

東風、南風、西風)變化情形。0代表起霧當天，-1代表起霧前一天，以此類推。(A)至

(D)分別代表二至五月份。各種顏色的線分別代表每個起霧日，粗黑線則是代表該月所有

起霧日的平均值。 

 

圖九為起霧日前、後五天的風向變化情形。二至四月的平均值清楚的顯示出在起霧前兩

天之前主要都是以東北風至東風為主，但在起霧的前一天，風向會大幅度的轉為偏南風，此

現象可持續至起霧當天，霧日隔天之後風向又快速回歸到東風至東北風。由此可知，東風至

東北風的環境下較不利於金門形成濃霧，南風則有利於濃霧形成，且特別的是在起霧的前一

天就已經轉為南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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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一部份資料分析結果討論 

 

我們由 2004 年至 2011 年的資料分析中，可以發現這八年來金門有濃霧的季節大約是二

至五月，其中尤以四月份最多。五月份則因個案太少(八年中只有兩天)，相關分析儘作為參

考。以二至四月來看，起霧當天的溫度、露點、相對濕度平均都明顯高於氣候平均值，風速

則是略低於氣候平均值。起霧當天的風向平均為南至西南風，與氣候平均值的東北至東風明

顯不同。 

 

至於起霧前、後五天的天氣變化情形，以二至四月來看，溫度、露點、相對濕度都會在

起霧之前逐漸上升，起霧當天達最高，起霧之後便下降，由此可見金門的濃霧是以暖濕空氣

平流過來的「平流霧」為主。風速並非在起霧當天最低，而是在起霧的前一天，可能表示「前

一天風速很小、天氣相當穩定」比起「當天風速很小」更是有利於濃霧形成的因素。風向在

起霧前、後是以東北風至東風為主，但在起霧的前一天及當天則是轉變成南至西南風。 

 

整體而言，以平均值來看，我們可以看到起霧前後的一些天氣變化，特別是在起霧前氣

溫會逐漸上升，起霧前一天的風速會最低、風向會由東北風轉為南至西南風，似乎代表著金

門大濃霧的發生有些徵兆可循，可以做為預報的參考。不過因為我們分析的是平均值，而不

是每一個個案，因此目前的結果只是一個大概趨勢，未來還可以進一步去分析每個個案，檢

視有多少個案符合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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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部份：人造霧實驗 

 

(一)造霧器的霧之基本性質 

 

   

(1)水族箱 

   

(2)1000mm燒杯 

    

(3)500mm燒杯 (4)250mm燒杯 

   

(5)100mm 燒杯 

照片二-各種容器霧高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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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中發現，任何開口的燒杯，對同一高度相同的液體，霧氣上升的高度差異不大。我

們還發現，雷射光無法穿過我們造出來的霧。 

 

 

 

 

我們製造出來的霧水無法通過雷射光，顯示造霧器造出的霧水對雷射光線有很好的散射

效果，因此可以確定，我們製造出來的霧水是非常微小的分子，可以用來類比真實的霧水。 

 

此外，製造出來的霧從碘酒的實驗中發現，其性質與測試的水溶液是相關的。因此我們

可以由改變水溶液來改變霧的性質。 

 

  

(1)霧呈黃色 (2)燒杯上放張紙，揮發的碘酒呈紫色 

照片四-人造霧與水溶液相關 

  
(1)綠光雷射打在霧氣側視圖 (2)綠光雷射打在霧氣俯視圖 

  
(3)紅光雷射打在霧氣側視圖 (4)紅光雷射打在霧氣俯視圖 

照片三-雷射光打在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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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態下造霧器實驗 

 

在實驗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一個特別的現象，就是我們嘗試把造霧器放入醋酸溶液裡，

在斷電後似乎有感覺到消散的速度比水慢，於是我們用相同的燒杯，同時實驗，對照醋酸霧

和自來水霧的差異，並每分鐘拍照做記錄。 

 

 

(1)斷電瞬間 

  

(2) 斷電後 1分鐘 (3) 斷電後 2分鐘 

照片五-人造霧的消散情形。左杯為自來水，右杯為醋酸。 



 

 

第 17 頁 

使用較長的試管來做相同的實驗： 

 

 

(1)斷電瞬間 

  

(2) 斷電後 1分鐘 (3) 斷電後 2分鐘 

照片六-人造霧的消散情形。左杯為自來水，右杯為醋酸。 

 

不論是燒杯或是長管，自來水皆在 2 分 15 秒左右散去，而醋酸大約在 2 分 45 秒左右散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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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開始懷疑水中的雜質會影響霧散去的速率，於是我們使用飽和的蘇打水溶液來做相

同的實驗。亦使用較長的試管來做。小蘇打水的霧氣完全散去的時間大約是 3 分 30 秒左右。 

 

  

(1)斷電瞬間 (2) 斷電後 1分鐘 

  
(3) 斷電後 2分鐘 (4) 斷電後 3分鐘 

照片七-人造霧的消散情形(燒杯)。左杯為自來水，右杯為蘇打水。 

 

  

(1)斷電瞬間 (2) 斷電後 1分鐘 

  

(3) 斷電後 2分鐘 (4) 斷電後 3分鐘 

照片八-人造霧的消散情形(試管)。左杯為自來水，右杯為蘇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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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都使用自來水做為對照組，而開始懷疑自來水中亦有部分的雜質，於是我們再

用純水實驗對照。亦使用較長的試管來做。純水散去的時間比自來水快的許多，大約在 1 分

45 秒左右。 

 

 

(1)斷電瞬間 

  
(2) 斷電後 1分鐘 (3) 斷電後 2分鐘 

照片九-左自來水，右純水 

 

 

(1)斷電瞬間 

  

(2) 斷電後 1分鐘 (3) 斷電後 2分鐘 

照片十-左自來水，右純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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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中我們推測雜質會影響消散速率，故又試了其他許許多多的溶液，赫然發現酒精溶

液霧的高度比其他還來的高，於是推測是否因揮發性之故，從而調整變因(改變酒精比例)，

並使用純水來做對照組。 

 

 

(1)斷電瞬間 

  

(2) 斷電後 1分鐘 (3) 斷電後 2分鐘 

照片十一-左純水，右酒精+純水(1:1) 

 

5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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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斷電瞬間 

  
(2) 斷電後 1分鐘 (3) 斷電後 2分鐘 

照片十二-左純水，右酒精+純水(1:2) 

 

實驗發現，酒精溶液散去的時間比純水慢，大約在 2 分 15 秒左右，於是確定霧水中若有

雜質，雜質是影響消散速率的因素。並在酒精溶液與純水的實驗中發現，酒精溶液霧的高度

會較高，當酒精與水 1:1 時長管高度約在 500mm，而 1:2 時高度約在 400mm，這應該是溶液

揮發性所造成的結果，且兩組的酒精溶液消散時間約略是一樣。 

4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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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們又做了許許多多的溶液實驗去觀察霧與雜質的關係。實驗中我們發現，雖然酒

精溶液的霧散去之時間並不會因為酒精與水的比例而變(只會影響平衡時霧水的高度)，但食

鹽水與銨水，濃度降低後霧散的速率反而變慢，整理表格如下： 

 

溶液 消散時間 溶液 消散時間 

自來水 2分 15秒 純水  1分 45秒 

醋酸 2分 45秒 碘酒 2分 

蘇打水 3分 30秒 酒精溶液 2分 15秒 

飽合食鹽水 5分 30秒 生理食鹽水 6分 30秒 

濃銨水 1分 30秒 稀銨水(1:1) 2分 15秒 

表二-各溶液消散時間 

 

觀察實驗的結果發現，霧散去所花費的時間似乎和溶液主要物質的分子量有關，因此我

們合理推測，可能和化學課所學到的擴散速率有關，分子移動的速率比和分子量的根號成反

比，所以霧散去的時間理論上是和分子量的根號( m )成正比，於是我們整理我們實驗主要物

質的分子量，並開根號求得其數值的比。 

 

溶液 純水 醋酸 蘇打水 酒精溶液 濃銨水 稀銨水 

分子量m  18 60 84 46 17 17 

m  4.24 7.7 9.16 6.78 4.1 4.1 

18m /  1 1.83 2.16 1.60 0.97 0.97 

wTT /  1 1.57 2 1.14 0.85 1.29 

表三-分子量、根號分子量、根號分子量與水的比值、與純水的散去時間比 

 

實驗的結果，消散時間與水的比值大多比理論值低，推測水滴雖然有混合物質，但還是

由水的成分在主導。較稀的銨水散去的時間比理論值要久，推測與銨易溶於水的特性，在稀

銨水中有足夠的水份讓銨補捉，因而讓稀銨水消散的時間變的比理論值大。 

 

溶液 飽合食鹽水 生理食鹽水 

分子量m  58.5 58.5 

m  7.65 7.65 

18m /  1.80 1.80 

wTT /  3.14 3.71 

表四-食鹽的分子量、根號分子量、根號分子量與水的比值、與純水的散去時間比 

 

生理食鹽水與飽合食鹽水霧水散去的速率比理論值慢的許多，顯示鹽類的水氣有不一樣

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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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潮溼環境下造霧器實驗 

 

金門在四月經常起霧，某次的實驗中，發現所有的實驗結果，除了純水外，霧散去的時

間都比以往慢了許多，甚至到十分鐘之久還無法散去，才發現在高溼度的環境下，霧水散去

的時間要比正常溫溼的狀況下多很多的時間，於是我們在相對溼度 90%以上的時候，做了相

同的實驗，整理成表格如下。  

 

  

(1)斷電瞬間 (2)1分鐘 

   

(3)2分鐘 (4)3分鐘 (5)4分鐘 

照片十三-左純水，右稀釋銨水(1:1) 

 

經過一系列的實驗，其結果明顯的比正常溼度下霧散去所花費的時間慢了許多，且散去

的時間很難固定，因此我們只能大致整理出霧到極稀薄所花費的時間，比較特別的是，純水

完全散去的速率完全不受環境影響，這是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溶液 消散時間 溶液 消散時間 

自來水 3分 30秒 純水  1分 45秒 

醋酸 5分 45秒 酒精溶液 8分 15秒 

蘇打水 7分 20秒 碘酒 無實驗 

飽合食鹽水 6分 30秒 生理食鹽水 7分 15秒 

濃銨水 5分 30秒 稀銨水 6分 

表五-各溶液消散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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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部分實驗結果討論 

 

對此，我們查了許多資料，想探究為何無雜質的純水並不受到環境濕度的影響，由參考

資料七中得知，霧的形成需要凝結核，若沒有凝結核，水氣也未必會發生凝結，而在第二部

分的實驗中，若水溶液中含有雜質，經由造霧器所形成霧水的中即含有眾多的粒子可作為凝

結核，一般開放的環境下，相對溼度並不到 100%，故人造霧所製造出的霧會逐漸消散，但是

造霧器所製造出來的霧水中一定含有溶液的雜質，所以我們推測以下原因讓有雜質的霧水消

散時間變長： 

 

斷電後，有凝結核的水珠在吸熱的同時也會併吞其他水珠，而這個吸熱與附著水珠的過

程，讓水珠變成水蒸氣的時間增加。另外，鹽是非常好的凝結核(參考資料七)，吸溼性很強，

這也說明含鹽的水氣消散的時間比理論值慢很多的原因。 

 

而純水並沒有含任何的雜質，因此，即使在高溼度的環境下，也不受凝結核的影響，由

參考資料七中可知，在絕對潔淨的空氣中，只要沒有凝結核，即使相對溼度達 100%也不會產

生霧水，因此，純水的霧消散所花費的時間，就是讓水珠吸收足夠的熱後變成水氣的時間，

影響純水的霧變成水氣的因素只剩下吸熱的速率，因此不論環境的溼度如何改變，純水的消

散時間完全相同。 

 

由以上的討論可以得知，凝結核是影響霧水消散時間的重要因子。 

 

 

 

 

 

 

 

 

 

 

 

圖十：大小水珠消散與凝結示意圖。藍色為凝結，紅色為蒸發，紫色圓表凝結核。理論

上，若有凝結核，可提供水氣附著，即形成半徑較大、曲率較小的水珠，附著速率會較快，

消散則較慢。若無凝結核，曲率較大，消散會較快、附著較慢。然而，在一般開放空間下，

未到達飽和蒸氣壓，消散大於附著的速率，我們所看見的霧便會逐漸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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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 

 

一、第一部份： 

 

(一)、利用金門氣象站提供之 2004 至 2011 年日平均能見度資料，顯示金門易起濃霧的季節為

二月至五月。其中這八年內以四月的霧日最多、五月的霧日最少。 

(二)、起霧當天的氣溫、露點、相對濕度平均值大致都比該月份的氣候平均值高，風速大致

比氣候平均值低。風向方面，二至五月的氣候平均值為東北風至東風，霧日的平均則是

南至西南風。 

(三)、分析起霧前、後五天的變化，發現氣溫、露點、相對濕度大致都在起霧前逐漸上升，

起霧當天達最高點，起霧之後逐漸下降。風速則是在起霧的前一天最低。風向在起霧前

是東北風至東風，起霧前一天則轉變為南至西南風，並持續至起霧當天，起霧後一天又

恢復為東北風至東風。 

 

二、第二部份： 

 

(一)、霧水消散的時間和溶質分子量的根號有正比關係。 

(二)、酒精的揮發性質會影響造霧時的平衡高度，但不影響消散的時間。 

(三)、食鹽水溶液所造的霧消散時間較一般溶液時間長，且比理論時間高出 1.5 倍。 

(四)、環境濕度較高霧消散較慢。若溶液為無雜質的純水，則不影響消散時間。 

 

柒、 展望 

 

從霧日的資料分析中，我們可以更了解起霧時的氣象狀況，尤其也發現金門濃霧的發生

是有些徵兆可循，未來若能逐一個案探討，並配合霧日的地面天氣圖，就更能掌握導致金門

濃霧的氣象因子與天氣狀況。希望將來能準確預測金門的霧日，如此一來，就可以事先知道

哪幾天不適合搭機，行程不致於被霧打亂，也就不用再「霧望在莒」、或受困機場而對著太武

山「望霧興嘆」了。 

 

我們已知含有溶質的霧水較純水形成的霧水消散時間慢。若能降低空氣中的汙染、使懸

浮粒子減少，或許就能減少霧對我們所造成的傷害。當人類愛護地球的同時，也是造福了我

們自己本身，如何與地球永續發展下去，是我們該學習的課題，以及現在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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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40502 

很具鄉土性與日常生活實用性之科展題目。作法仔細且完整，

學生獨立操作完成之比例高，平均之偏差量可以加強分析。另外海

溫空間分布之影響也是重要因素應進一步分析探討。氣象資料日期

稍短，基本觀念清楚，主題有生活實用性，科學方法適切，鄉土性

高。團隊表現佳，可再針對起霧原因作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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