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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大「雨」智水 

摘要 

本研究透過自製簡易雨量筒的方式來監測區域性或局部的雨量。本研究嘗試

使用不同材質來製作簡易雨量筒，其中輕黏土在多次雨水的侵蝕後會變得軟爛、

不平整；而石膏在製作上因水與石膏粉的比例難掌握而失敗率較高；最後，彩色

黏土不易變形、防水性佳，是最成功的雨量筒。 

此外，本研究也測量了學校後山的排水孔出水量，從實驗結果來看，排水孔

的出水量和山坡地的坡度有密切關係；研究發現滲透率最佳的是以草本植物所覆

蓋的土壤層，第二是泥濘的土壤和碎石地。最後，臺北市近年來推廣「家家戶戶

設置一個雨量筒」方案，本研究發現因雨量是區域性且較難預測，設置雨量筒可

增加民眾對雨量的了解，並隨時對天然災提升警覺心，務必將災害的殺傷力減到

最低。 

壹、研究動機 

全球都面臨颱風、豪雨等天然災害的威脅，我們發現，這些天然災害的主要

關鍵幾乎都在於「雨量」的大小。台灣地區每逢夏、秋兩季，飽受颱風災害，颱

風挾其大量雨勢造成各地嚴重災害，以及農作物、財產等損失。 

六年級上學期時，在自然第一單元【天氣的變化】中，發現台灣每年夏秋兩

季均受颱風的襲擊，大量的雨水與強風造成淹水及土石流等天然災害；而在第二

單元【大地的奧秘】中，也學到流水對於地形景觀的影響及改變；在更早的三年

級時，當時的自然課第三單元【認識天氣】就有天候的觀測及雨量的測量等相關

內容。經由這些單元的學習，我們深深體會到雨水與地貌存在著某種因果關係。

而水對地貌產生的改變，不僅在台灣常見，也是地球上各種地形地貌改變即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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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原因。 

在科展進行研究之前，我們從自然老師口中得知，十一年前曾經有一個震驚

台灣的颱風，也就是在災民心中留下陰影的納莉颱風。當時造成大台北地區嚴重

水患，台北市的捷運、車站都淹滿了水，甚至是以往不曾淹水的內湖區也發生土

石流災害。透過老師的描述，讓我們深刻體會到災民的痛苦。 

本組透過取得當年跟風災有關的資料發現，這次淹水慘劇發生的原因有三項：

1.納莉颱風路徑特殊，時雨量太大 2.瞬間雨量過大，排水不易 3.抽水站失靈。而

其中瞬間雨量過大，使得山坡地植被無法有效讓大量的雨水滲透，進而造成嚴重

的土石流，而夾帶大量泥沙的土石直接衝刷至山下，而山下的排水溝讓大量的泥

沙淤積，無法在短時間內讓雨水流入基隆河，使得災情變大。 

因此，透過之前所學的知識來分析納莉颱風遭成災害的主要原因，並以校園

內的後山做為主要的研究對象，首先分析後山的順向坡坡度、雨水侵蝕途徑及水

量，進而製作出最簡單、最容易測量的雨量筒來監測區域性的降雨量，並進行雨

量的觀測和分析，以了解不同雨量在後山順向坡所造成的影響程度，進而預測日

後相同雨量對於內湖地區山坡地的侵蝕情形。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基於上述研究動機，考量自身的研究能力與研究環境，以及可運用的

資源後，經與指導老師討論後，將本次科展所之研究目的及要探討的主題說明如

下： 

一、後山擋土牆之雨水排水效果如何? 

二、不同擋土牆排水孔之雨水出水量如何? 

三、不同地面植被之雨水滲透效果如何? 

四、自製雨量筒與氣象單位的雨量量測結果如何? 

五、簡易型雨量筒之製作方法為何? 

六、自製不同雨量筒之優缺點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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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本研究所使用的材料多以回收物品為主，其中在實驗進行前，曾使用不同容

量的寶特瓶，但部分寶特瓶並非「平底直筒」，影響量測的結果，因此，在研究

進行前，花費較多的時間蒐集相關材料。 

表 1 研究設備及材料一覽表 

雨量筒的材料 接排水孔的桶子 其他 

2 公升汽水瓶 3 個 2 公升汽水瓶 3 個 滲透率測量筒 1 個 

黏土 1 包 100 毫升量筒 2 個 相機 1 台 

小石頭及卵石 數十個 水管 6 公尺 計時器 1 個 

矽膠、矽膠槍 1 組 奇異筆 1 支 石膏粉 200g 1 包 

捲尺 1 把 漏斗或塑膠杯 3 個 攪拌棒 2 支 

美工刀 1 把 布膠帶 2 捲 5 公升礦泉水瓶 3 個 

磚頭 數個 實驗告示牌 3 個   

肆、研究過程及方法 

步驟一、決定測量雨量的方法 

在進行研究前，本研究先將常用的雨量測量方式彙整及分析，測量雨量的雨

量器有好幾種，最常用的是普通雨量器，這是利用一個量杯，直接讀出雨量。月

雨量器每月測量雨量一次，容量比普通雨量器大。另一類雨量器屬於自記式儀器，

有虹吸式及翻斗式兩種類型。自記式雨量器的記錄表捲在記錄筒上，該筒由時鐘

裝置推動，通常軸心垂直，每天自轉一周,雨水進入虹吸式雨量器時將雨量器內的

浮子提升，浮子帶動筆尖劃線在記錄表上。 

而本研究所採用的雨量測量方式是使用自製的「平底直筒」式的容器，其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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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過程較上述兩種來的簡單些，且容器內的容量可以透過自行設計，較一般的雨

量筒大很多。 

步驟二、分析雨量筒的種類及原理 

本研究除透過自行設計的平底直筒雨量器外，也將一般常見的雨量筒進行分

析，並探討其優缺點。透過網路搜尋方式尋找各種不同型式的雨量筒整理如表 2: 

表 2 不同形式雨量筒分析對照表 

型式 照片 原理 

標
準
型
雨
量
器 

 

直徑約二十公分、開口呈漏斗狀的

筒子。當降雨時，雨水就沿著漏斗

狀的開口往下滴掉進筒子。筒子裏

放了一個有刻度的量杯，雨水最後

就收集到這個量杯。 

秤
重
式
雨
量
筒 

 

按所降落雨水之重量換算成降水深

度，以表示降水量。在承雨口漏斗

下有一儲水器，連接磅秤裝置或平

衡重量裝置，記錄開始後所落降

水，可連續自動記錄降水量之曲線。 

虹
吸
式
雨
量
筒 

  

當虹吸式雨量筒內的水面升高時浮

球隨水面升高垂直移動，帶動自記

筆在自記紙上移動並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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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 照片 原理 

傾
斗
式
雨
量
筒 

 

當降水自雨量儀承水口注入一盛水

斗內而達某一預定雨量時，即因本

身重量而將水傾出；而同時另一盛

水斗即移至承水口下，繼續承受降

水。 

資料來源：http://content.edu.tw/senior/earth/yl_ld/content/6-1/common.htm 

上述雨量筒雖有其優缺點，但也發現其製作過程較為繁瑣，而本組所設計的

雨量筒在製作上較為簡易。 

步驟三、選定後山擋土牆的排水孔及計量方式  

 由於本校是環繞後山，依山而建，而後山與校舍之間是以擋土牆為分割，

因此我們在後山的四周選了三個地點，分別是大門、後山（司令台後方）和誠敬

樓後方，代表後山四周擋土牆，這樣才能測出後山四周的擋土牆的排水量有何差

異。由於每面擋土牆的排水孔都有很多個，我們以隨機的方式選擇其中一個排水

量最大的排水孔為觀察對象。而我們選定排水孔的是透過觀察水流痕跡，以排水

孔的水痕越明顯，當作它的出水量越大。 

步驟四、自製後山擋土牆的排水孔出水桶  

為了確實測量到只有從擋土牆排水孔出來的水，在製作接水的桶子時，我們

特別注意只能接排水孔出來的水。不能讓其他雨水滲入。因此我們以塑膠杯或漏

斗罩住排水孔，再以水管連接接水的汽水瓶，以求研究所得數據的真實性。其製

作步驟如下表： 

http://content.edu.tw/senior/earth/yl_ld/content/6-1/comm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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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量擋土牆排水孔的寬度、大小。 

  

步驟二:在瓶身畫容量刻度（50 ml～2000 ml）。我們跟自然老師借了兩個 100 ml 量

筒，每 100ml 就畫一刻度，畫到 2000 ml 為止。 

 

 

步驟三:在排水孔裝上漏斗或塑膠杯以集中出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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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將管子連接漏斗或塑膠杯下端。 

  

步驟五:最後將管子固定牆上，這樣就可以測量出排水孔的出水量。 

步驟五、不同地面材質的滲透率有何分析 

我們使用滲透率測量筒測量不同地面植被的滲透率。這個滲透率測量筒的原

理是：如果滲透率測量筒中的水能透過玻璃纖維下降，代表此材質能讓水滲透。

測量筒的下降量越多，就表示土壤的滲透率越高。我們利用滲透率測量筒在八個

不同材質的地面都測量三分鐘，觀察測量筒的水位下降量是否不同，以及三分鐘

及五分鐘各測一次。以觀察不同地面植被的滲透效果。 

步驟六、自製雨量筒注意事項  

中央氣象局將雨量分為四級，依序為大雨、豪雨、大豪雨和超大豪雨。雨量

分級標準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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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雨量分級標準一覽表 

分級 標準 

大雨特報 24 小時累積量達 50 毫米,且其中至少有一小時雨量達

15 毫米以上之降雨現象 

豪雨特報 24 小時累積量達 130 毫米 

大豪雨特報 24 小時累積量達 200 毫米 

超大豪雨特報 24 小時累積量達 350 毫米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另外，依據中央氣象局淹水警戒的分級。發布淹水二級警戒之鄉(鎮、市、區)

如持續降雨，其轄內易淹水村里及道路可能三小時內開始淹水。而一級警戒較嚴

重，發布淹水一級警戒之鄉(鎮、市、區)如持續降雨，其轄內易淹水村里及道路

可能已經開始淹水。但淹水警戒準確性會受降雨時空分布不均、雨量站密度、地

形地物、河川排水及其當時水位高低、沿海潮位、排水流路阻塞等因素影響。 

當降雨量超過警戒值時，地區就可能發生土石流，目前各地區之土石流警戒

基準值主要分為九個級距(範圍由 200 mm 至 600 mm)。而台北市內湖區則是當時

雨量達到 500 毫米時就要疏散附近居民。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以及預期研究成果將自製雨量筒設計條件訂為如下： 

1. 雨量筒底部一定要平坦，因為這樣才會精準。 

2. 瓶身一定要透明，才方便觀測。 

3. 刻度要準確。 

4. 以市面上有刻度的透明黏貼尺來當作刻度，以免刻度被雨水沖刷或度量不清。 

5. 瓶身是圓柱體，才能達到最佳測量值。 

步驟七、完成雨量筒製作 

許多不同的雨量計都可以測量雨量，而我們希望製作的是簡易雨量筒，材料

盡量以生活中可以取得的為主，也比較環保。 

我們選擇兩公升的汽水瓶來做為雨量筒，但是汽水瓶底部不平整。為了將底

部填平，我們一開始用輕黏土和一些橡皮擦塊填滿底部，不過發現這樣需要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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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黏土，橡皮擦塊也不夠重。於是，我們改用石頭當作填平的主要材料，以矽

膠黏合，再用彩色黏土將上部鋪平。如此一來，重量比較重，也比較節省黏土用

量。為了防止雨量筒傾倒，我們可以放在較平坦的地方，如果還是會倒，可以在

四周放磚塊，讓雨量筒更穩固。 

另外我們也試著利用石膏來做雨量筒的底部。我們上網查調配石膏粉和水的

比例是 2:1，但我們用這個比例調配，結果卻失敗了。原因是我們的水加太多了， 

20 分鐘後石膏還沒硬化，所以第一次的實驗失敗。後來我們重做了一次，我們把

水量減少，一點一點的加，不像第一次一次加完，結果非常成功。 

但第三次的實驗又失敗了，主要的錯誤有三點：一、我們在量石膏的時候為

了可以把它弄平可以平視所以一直敲，因此變得比較紮實，所以每次量的量都不

相同 。二、我們沒把石膏粉攪拌均勻，導致瓶角的粉沒有被攪散。三、因為我

們沒掌握好時間，所以當我們還沒做好時，石膏就乾了二分之一。石膏為底的雨

量筒旁邊會有空隙，因此水會滲透下去冒泡泡。 

伍、研究結果 

結果一、校園內擋土牆之雨水排水效果分析 

本研究選定校園內三個觀測點進行擋土牆雨水排水效果分析，這三個觀測點

分別是 A1 大門、A2 後山（司令台後方）和 A3 誠敬樓後方的擋土牆中，排水最

好的是 A2，只要有下雨，排水測量筒就會接近全滿（約 4890ml）。地點 A3 的排

水量也很大（約 3500ml），但是因為膠帶黏著力不夠強，塑膠杯不夠牢固，所以

我們少了很多天的紀錄。不過由每天去記錄雨量時的觀察，A3 排水孔的流量似乎

比後山小一些。而 A1 的排水量都是 0 ml。 

我們選擇每一面擋土牆的排水孔的依據是水流痕跡，後來觀察下雨的時候或

是下雨過後，果然都是水流痕跡最大的那幾個排水孔的排水量最大。以司令台後

方那面擋土牆最明顯，排水都集中在面對擋土牆的右邊幾個排水孔，左邊的排水

孔都沒有出水，也一點水痕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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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校後山擋土牆排水量分析圖 

結果二、不同擋土牆排水孔之出水量差異性分析 

三個雨量觀測站區域量到水雨量大致相同，但三個觀測站的出水量都不一樣。

後山和誠敬樓的出水量比較多，而大門出水量都接近 0。由此，我們推論後山排

水的水流方向是朝後山和誠敬樓的東南方向，而不是朝北方的大門。為了驗證我

們的推論，我們上網查詢臺北市大地工程處的山坡地地理資訊系統，找到我們學

校的山坡地坡度資料。如下圖所示，紅框表示可愛國小範圍，也可見後山東南側

（也就是後山和誠敬樓）的坡度較大，介於 6 級至 7 級坡。其他山坡地的坡度則

在 3 級坡至 5 級坡左右。 

  

圖 2 本校校園坡度分析圖 

結果三、不同地面植被之雨水滲透效之差異性分析 

為探究校園內不同植被的雨水滲透效果，選定校園內八個不同植被及透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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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進行實驗觀察，選定的方式包括土讓的性質、土壤的黏稠狀況、礫石的分布情

形、植被的茂密及生長狀況等，其結果詳如表 4： 

透過表 4，發現 A1（後山生態池邊）、A3（後山步道中段）、A7、（後山步道

上端）等三處，雨水滲透效果最佳，平均 5 分鐘的滲透率在 5ml 左右，這三處的

植被屬性為『砂質壤土且碎石分布均勻』、『砂質壤土』、『無植被且泥濘的土壤』。

此三處的植被高度均不超過 10 公分或無植被，且表層土壤有碎石均勻分布。 

滲透效果最差為 A5（學校 PU 跑道），其滲透率接近 0 ml，顯見本校所使用

的 PU 跑道並未使用透水性較好的材質進行施工。 

表 4 不同地面植被之雨水滲透效果分析表 

地點

代碼 
位置 植被情況 

土壤結

構 

滲透情況(ml) 
滲透分析 

3 分鐘 5分鐘 

A1 
後山生
態池邊  

草 本 約
2~10cm 
植被鬆散  

砂 質 壤
土 且 碎
石 分 布
均勻 

2ml 5ml 

因為土壤附近有石頭，
所以地面凹凸不平，讓
水能填補進，所以滲透
率才能如此佳。 

A2 
後山涼

亭旁 

草 本 約
2~10cm 

植被鬆散 

砂 質 壤

土 
1ml 3ml 

土讓附近沒有石頭也無
凸起物，加上土壤本身

就含有一點水分，所以
滲透率不是很好。 

A3 
後山步
道中段  

草 本 約

10~15cm 
植被緊密 

砂 質 壤
土 

4ml 5ml 

土壤較乾燥，所以能吸

的水也比較多，滲透率
較佳。 

A4 
後山石
階旁 

草 本 約
2~5cm 植
被鬆散 

泥 濘 的
土壤 

2ml 2ml 
土壤本身就有含較多的
水分所以下降量較低，
有水印，並且凹下去。 

A5 
學校 PU

跑道 
無 無 0ml 0ml 

跑道也是凹凸不平的，
雖然接觸到的地方濕濕
的，可是水並沒有滲透

到 PU 跑道內，所以滲透
率並不佳。 

A6 
後山木
棧板 

無 無 1ml 1ml 

接觸到的地方雖然濕濕
的，但木棧板的密度較
高，水不容易滲進，所
以滲透率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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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代碼 
位置 植被情況 

土壤結

構 

滲透情況(ml) 
滲透分析 

3 分鐘 5分鐘 

A7 
後山步
道上端  

無 
無 植 被
且 泥 濘
的土壤 

2m 5ml 

我們在泥濘的土壤測量
三分鐘後，下降量達
2ml。可能是土壤本身就
有含較多的水分所以下
降量較低，也有水印，
並且凹下去。 

A8 

後山碎
石瓦礫
地 

無 

泥 濘 的
土壤，上
方 覆 蓋

礫石 

2ml 3ml 

還沒測量的時候，石頭
是乾的，碎石地的下面
是土壤，可能是我們測
量瓦礫地時並沒有接觸
到土壤，所以下降量

低，將測量筒移開後有
一圈濕濕的水印。 

此外 A2、A4、A8 等地點，其雨水滲透率每五分鐘平均值約為 3ml 左右，觀

察發現，草本類的植物對於水分的蘊含效果並不如預期的好，因此也證明台灣許

多山破低廣種檳榔及茶葉數，確實會影響水土保持。圖 3 為不同地面植被之雨水

滲透之實地量測情形。 

A1 後山生態池邊 A2 後山涼亭旁 A3 後山步道中段 A4 後山石階旁 

 
.  

 

 

A5 學校 PU 跑道 A6 後山木棧板 A7 後山步道上端 A8 碎石瓦礫地 

    

圖 3 不同地面植被之雨水滲透情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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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四、自製雨量筒與氣象單位的雨量量測結果之差異性分析 

透過表 5 可以了解，大門、後山和誠敬樓這三個觀測站的雨量大致相同，但

是仍有一些差異，可能是因為放置位置附近有一些遮蔽物，例如誠敬樓的雨量筒

旁有一面牆，後山的雨量筒旁有涼亭及樹木，可能會影響雨量測量的結果。 

另外，實驗當天，我們的三個觀測站雨量高達 60 至 70 毫米左右，但是內湖

氣象站雨量卻是 0 毫米。這是因為實驗前及前兩日適逢假日，我們沒有到學校來

做雨量紀錄，所以實驗當日的雨量值其實是累積了三天左右的雨量。當時假日有

下雨，但是到星期一就放晴了，而我們查的內湖站雨量是星期一的紀錄，所以才

會有如此大的差異。 

此外，我們也到中央氣象局查當日內湖氣象站的雨量來跟我們觀測的結果比

較，有些日子的雨量差異很大。 

表 5 內湖氣象站和後山周圍雨量筒之雨量值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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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6 資料分析，2012 年 11 月 23 日、27 日和 12 月 5 日這三天，三個觀

測站的雨量都比內湖氣象站多了許多，但是 11 月 26 日、30 日這兩天卻又是內湖

氣象站的雨量比可愛國小多。本組想降雨不一定是位於陽明山的氣象站就會比較

多或是靠山邊的可愛國小比較多。降雨的時間沒有一定的規律性，降雨是區域性

的，而內湖氣象站位於陽明山，並不能夠代表內湖地區每個地方的雨量。因此，

我們認為家家戶戶都應該要自行設置雨量筒，好方便時時觀測時雨量是否已達到

警戒值，尤其是颱風季節的時候。 

表 6 後山周圍雨量觀測值與內湖氣象站雨量值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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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日雨量觀測紀錄表 

日期 紀錄時間 氣溫 
內湖氣象站 誠敬樓 後山 大門 

雨量 雨量 雨量差異 排水量 雨量 雨量差異 排水量 雨量 雨量差異 排水量 

11 月 15 日 09:00 25 0    0 25 0    

11 月 16 日 12:30 28 0 0 0 0 0 0 0 0 0 0 

11 月 20 日 12:40 23 16 28 -12 * 18 -2 滿 18 -2 0 

11 月 21 日 16:00 24 4 0 4 0 0 4 0 0 4 0 

11 月 22 日 12:40 21 18 25 -7 滿 23.5 -5.5 滿 31 -13 0 

11 月 23 日 12:40 18 0 32 -32 * 30 -30 滿 20 -20 0 

11 月 26 日 12:40 21 38 22 16 * 18 20 滿 20 18 0 

11 月 27 日 13:20 18 7.5 30 -22.5 * 20 -12.5 滿 20 -12.5 0 

11 月 28 日 15:00 20 0 0 0 * 0 0 0 0 0 0 

11 月 29 日 12:50 17 23 45 -22 * 28 -5 滿 23 0 0 

11 月 30 日 12:45 18 42 35 7 * 35 7 滿 35 7 0 

12 月 3 日 12:59 19 0 66 -66 * 64 -64 滿 70 -70 0 

12 月 5 日 13:00 19 0.5 18 -17.5 * 18 -17.5 0 18 -17.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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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五、簡易型雨量筒之製作方法 

在填平底部時，我們用了兩種方法，一是利用輕黏土加上橡皮擦塊，二是撿

小石頭及卵石以矽膠黏合，再用彩色黏土填平。我們實際量測雨量一個月後，發

現用輕黏土的那一組雨量筒不堪雨水侵蝕，底部變得不平且與雨水混合在一起，

都看得見藏在裡面的橡皮擦塊，已經不能夠再繼續測量雨量。但是用彩色黏土的

雨量筒還是完好如初，可能是彩色黏土較輕黏土防水，用小石頭填充也比較不容

易傾倒。因此，我們提供了最佳的雨量筒製作方法供大家參考，希望家家戶戶都

能設置雨量筒。 

製作雨量筒時，要準備的材料都是生活中隨手可得的物品。要準備的東西有

2 公升汽水瓶 1 個、彩色黏土 1 包、細小石頭數塊、矽膠、矽膠槍、直尺 1 把、

美工刀 1 把、奇異筆 1 支、磚頭或可以穩固雨量筒的東西等。簡易雨量筒製作步

驟如下： 

  

步驟一:準備 2 公升汽水瓶 1 個，將瓶身割開，保留側面平坦部分。 

  

步驟二:到後山撿小石頭，放在雨量筒底部，增加重量以保持雨量筒穩定度。石

頭越小越好，因為石頭間的空隙會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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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在瓶身畫上雨量刻度。雨量單位是毫米，用直尺每 10 毫米劃一刻度。 

 

 

步驟四：將石頭放進瓶子，加入矽膠稍微固定黏合。等矽膠乾了之後再利用彩

色黏土填平自製雨量筒底部。 

  

步驟五:將製作完成的雨量筒放置觀測位置，並以磚塊稍加穩固，使雨量筒不易

傾倒。 

結果六、自製不同雨量筒之優缺點分析 

在自製雨量筒方面，因需考量材料的取得及製作的難易度，因此在只要製作

材料方面分為『油性黏土加石頭』、『彩色黏土』、『石膏』等三類，經由實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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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缺點如表 8： 

表 8 黏土和石膏做雨量筒的優缺點比較分析 

製作材料 優點 缺點 

油性黏土加石頭 

 製作成本較低 

 比較不容易毀壞 

 保存較容易 

 水溶液滲進去 

 測量結果較不準 

彩色黏土 

 做法較簡單 

 成本較低 

 較容易取材 

 外觀漂亮 

 不容易保存 

 容易被雨水侵蝕 

 較不耐用 

 凹凸不平 

石膏 

 比較堅固 

 不容易毀壞 

 比較耐用 

 製作過程較困難 

 製作成本較高 

 製作失敗率很高 

陸、討論 

一、在後山擋土牆之雨水排水效果方面： 

後山四周設置的三個雨量筒的數值稍有不同，這可能是因為雨量筒的附近有

遮蔽物，例如：誠敬樓的雨量筒旁有一面牆，後山的雨量筒旁有涼亭及樹木，所

以測量的結果就會有些許差異。而經由觀察發現，本校司令台後側擋土牆之排水

效果最佳，經由詢問資深的老師後得知，此擋土牆在當年建造時，使用大量回填

土，因此土壤內保留較多的礫石，本此研究推測土壤內含大量的礫石使得本擋土

牆的排水效果較其他區域的排水效果佳。 

二、在不同擋土牆排水孔之雨水排水量方面： 

後山和誠敬樓的排水量差不多，但卻和大門差很多。依據民國 88 年台北市

大地工程處的山坡地資料顯示，後山和誠敬樓的坡度是在 6 級至 7 級，而大門的

坡度在 3 級至 5 級左右。因為後山和誠敬樓的坡度較大，所以我們推測水流的方

向可能是朝後山和誠敬樓的東南方向，而不是朝北方的大門，所以三處的排水量

才會差異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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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不同地面植被之雨水滲透效果方面： 

從滲透率實驗結果發現，滲透率最佳的是『砂質壤土且碎石分布均勻』、『砂

質壤土』、『無植被且泥濘的土壤』。本實驗發現，水沒有辦法滲透到 PU 跑道和

木棧板，其中橡園內 PU 跑道占地較廣，幾乎佔校舍面積之一半，使得大雨來臨

時，因 PU 跑道無法滲透雨水，使得跑道東側較容易受大量之雨水侵蝕。因此，

水土保持和山坡地排水也有很大的關係。而本校 PU 跑道經常修繕，經過本次的

研究發現，可能也與跑道的低滲透率有關。 

四、在自製雨量筒與氣象單位的雨量量測結果方面： 

研究發現，後山量測到的雨量和內湖氣象站的雨量數據資料有些許差異，本

組認為在雨量筒的製作上可能未盡精準，也有可能是大台北地區較為複雜的『微

氣候』有關，這使得降雨量在部分區域出現較顯著的差異。因此本研究亦發現，

台北盆地的微氣候隨著不同地區有明顯的差異。 

五、簡易型雨量筒之製作方法及其優缺點方面： 

簡易雨量筒在製作過程中使用大量的軟土及礫石，而也必須使用矽膠將底部

固定，但整體來說，其製作過程不會過於繁瑣，而雨量筒的刻度必須精準，不然

會影響實驗結果，最好使用市面文具店所販售的透明黏貼性較佳的皮尺。 

最後，我門發現內湖雨量站所量測到的雨量無法代表內湖每一個地方的雨

量 ，所以我們覺得各個學校都要有一個雨量筒，才能準確的觀測出每個地方的

雨量，且而成本又不高，環保又便宜，也可以運用在自然科教學上，可說是一舉

數得。 

柒、結論 

科技發達的今日，人類尚無法控制及避免天然災害的發生，也無法改變天然

災害發生的時機，但部分的天然災害是可以預期的，像颱風或豪大雨的發生，氣

象單位可事先掌握預計發生的時間、地點、路徑，以及可能造成的災害，讓人們

可以做預先的避難或防範。透過這次的科展，經由觀測雨量的多寡，以及土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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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透情形，可模擬未來當大雨來臨時，可能產生的災害。而我們也深深體會到台

灣目前對山林的濫墾與濫伐，以及在山坡地大量種植茶樹及檳榔樹等淺根的作物，

這些都會對水土保持產生負面效果，也因此當天然災害發生時，大自然將會無情

的對人類反撲。 

此外，在這次的科展當中，我們學到了很多豐富的知識，如:滲透率、順向

坡、逆向坡、製作雨量筒、製作接後山擋土牆排水孔出水量的桶子等等……這些

都是學校課程所沒有的內容，此外，為了讓科展進行順利，我們也上網搜尋中央

氣象局和一些網站作為這次的相關資料，而這次的實驗讓我們瞭解為什麼當初納

莉颱風(Nari Typhoon)會造成如此嚴重的傷害。原本我們還擔心如果沒下雨會影響

我們的實驗和進度，讓我們非常困擾，但是後來出乎我們的意料，大部分測量的

時間都有下雨，使我們的實驗非常順利。 

在這次科展中我們學會同心協力完成每樣實驗及如何將資料總整理，感謝博

學多聞的自然老師提供我們許多寶貴見意及幫我們找到這次科展的許多問題。 

最後，經過這次科展，名次已經沒那麼重要，對我們來說，這次的科展我們

得到的知識和寶貴的經驗都是得來不易的寶物，希望到了國中之後，還能繼續參

加科展比賽，讓我們能留下屬於自己的共同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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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ntent.edu.tw/senior/earth/yl_ld/content/6-1/common.htm 常用雨量筒 

http://content.edu.tw/senior/earth/yl_ld/content/6-1/comm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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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滲透率的真正物理量定義要再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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