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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們使用福爾摩沙衛星三號在冰島艾雅法拉火山 2010 年爆發期間（2010 年 3 月 5 日～4

月 29 日）測得的大氣資料，討論火山爆發對大氣對流層溫度變化的影響。初步獲得以下結論： 

火山噴發能量大小與大氣層對流層頂降溫溫差成正比；火山噴發能量小，對流層溫度變

化的影響多發生在低空處、火山噴發能量大，對大氣溫度影響高度偏高；以及火山噴發持續

時間對溫度的影響也成正比關係。此外還討論了火山灰雲的分布影響溫度的變化情形：在迎

風處火山灰雲聚集，其聚集處陽光被遮擋了，無法照射到地表，因此溫度較低。 

 

壹、研究目的及前言： 

一個地區的火山噴發不僅僅影響當地，更關係著整個地球，我們使用福爾摩沙衛星三號

（以下簡稱福衛三號）的資料探討火山爆發後對大氣對流層的影響，來比較對流層高度及溫

度的變化，甚至是平流層中的變化情形。 

位於冰島南部的艾雅法拉火山（Eyjafjallajökull）在歷經兩百多年的沉睡以後，又再度於

2010 年 3 月 20 日噴發，而噴發並非只有一次，在同年 4 月 14 日艾雅法拉火山又再一次噴發。 

冰島地震學家華格佛觀察到：「岩漿從火山口南邊的隘口流下峽谷，碰到冰雪就冒出大量

水氣。」冰島政府擔心冰河融化後演變成洪水，周日宣布當地進入緊急狀態，強制疏散住在

火山附近的 500 名居民，往來冰島的國際航班為了避開火山灰，全都繞道而行。而台灣大學

大氣科學系陳正平教授表示：本次冰島火山噴發對於全球影響有多大，取決於噴發規模，如

果火山灰噴得夠高，進入平流層很快會散布到全球，也有可能影響台灣，但火山灰範圍愈大、

濃度愈低，所以全球氣候會不會受到影響，還是要看火山噴發規模。 

在艾雅法拉火山兩次爆發後，許多新聞媒體使用「冰島火山爆，恐禍殃全球」等聳動

的標語，所以我們便決定以此為題，利用福衛三號獲取的資訊進行分析研究，了解火山噴發

對於大氣對流層的影響，例如：對流層的溫度及高度變化、兩次噴發造成影響的歷時長短，

以及比較兩次噴發的強度和大氣變化的相關性。 

 

 

 

 

 

 

 

圖 1 火山爆發之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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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區域介紹： 

一、艾雅法拉火山位置及噴發時間： 

冰島艾雅法拉火山約位於 63°N,19°W，火山口直徑約 3~4 公里。冰島艾雅法拉火山第一次

噴發發生在 2010 年 3 月 20 日(記為 day79，表示 2010 年第 79 天)，持續到 4 月 12 日結束；4

月 14 日第二次噴發(記為 day104，表示 2010 年第 104 天)，持續到 5 月 22 日結束，第二次噴

發的火山灰高度約至 6~9 公里，第二次噴發能量是第一次的十到二十倍。 

二、火山爆發指數： 

火山爆發指數（Volcanic Explosivity Index，簡稱 VEI）是 1982 年美國地質調查局的紐豪爾

教授（Chris Newhall）和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的史蒂芬·塞爾夫(Stephen Cerf)提出的量表，以

噴出物體積、火山灰雲和定性觀測用來量度火山爆發的強烈程度。火山爆發指數採用開放式

尺度，歷史上最大型的火山爆發強度為 9 級，而非爆炸性噴發強度為 0 級，指數每增 1 級表

示火山爆發威力大 10 倍。本篇研究的冰島艾雅法拉火山在 2010 年噴發的 VEI 為 4。 

三、火山噴發特性： 

第一次噴發的地點其實是在艾雅法拉火山（圖 2 之 Ey 處）及凱特拉火山（圖 2 之 Ka 處）

之間，地勢較高、冰層較薄，且所噴發的岩漿中二氧化矽含量較低，約為 47%，因此噴發之

後並沒有形成明顯的火山灰雲。 

第二次噴發的地點則是在艾雅法拉火山的位置上(圖 3)，該處除了冰層較厚之外，岩漿中

的二氧化矽含量較高，約為 58%，因此噴發之後形成明顯的火山灰雲。 

 

 

 

 

 

 

 

 

 

 
圖 2 冰島火山分布圖，圖下方 Ey為艾雅法拉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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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據查到的資料，我們知道了在第一次噴發前就已經有能量的釋放。 

 

參、研究方法及步驟： 

我們使用福衛三號擷取的數據資料，進行本研究。福衛三號，是中華民國的其中一顆氣

象衛星，同時也是中華民國國家太空中心「第一期國家太空科技計畫」的第三個衛星。 

針對所需要的溫度及高度資料，我們從福衛三號的資料庫中選取樣本進行分析，步驟如

下： 

一、福衛三號觀測資料的樣本採集及規格之設定： 

（一）日期設定：冰島艾雅法拉火山第一次爆發於 2010 年 3 月 20 日；第二次爆發於 2010

年 4 月 14 日，除了爆發這兩個日期的資料要下載使用，還有前後各十五天的數據資料也一併

下載。 

（二）位置設定：冰島艾雅法拉火山約位於 63°N,19°W，我們在福衛三號中的 high-level 

Interface 定了三個範圍，分別為：58~68°N,4~14°W，58~68°N,14~24°W，58~68°N,24~34°W。 

區域甲：58~68°N,14~24°W，冰島全島幾乎在此範圍內。 

區域乙：58~68°N,4~14°W ，位在冰島東側緯度相同的範圍。 

區域丙：58~68°N,24~34°W，位在冰島西側緯度相同的範圍。 

 

圖 3 079為第一次爆發的中心位置，104為第二次爆發的中心位置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A3%E8%B1%A1%E8%A1%9B%E6%98%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A3%E8%B1%A1%E8%A1%9B%E6%98%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9C%8B%E5%AE%B6%E5%A4%AA%E7%A9%BA%E4%B8%AD%E5%BF%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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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轉檔及製作： 

（一）從網站上下載資料，透過轉檔程式轉為文字檔。 

（二）將資料以日期排序。 

（三）使用 Microsoft Office Word、Microsoft Office Excel 及取所需樣本之範圍（衛星所測

之高度間隔為 0.1 公里，高度在 0~15 公里之間）。 

（四）選取所需之氣溫變化值。 

（五）統計資料結果與現有文獻資料之比對，並提出結論。 

 

肆、研究成果： 

一、冰島當地噴發風向： 

圖 5~16 是火山第二次噴發(day104)後，火山灰雲分布範圍，圖中的紅點為愛雅法拉火山

（參考資料 12）。由 4 月 16 日開始，大量的火山灰飄移到歐洲東部，甚至抵達亞洲，因此我

們推論這幾天應該是以西風的影響比較大；而 4 月 18 日之後，火山灰漸漸向西方飄移，甚至

跨越大西洋，抵達美洲東岸。 

 

 

 

 

圖 4 資料擷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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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010年 4月 14日火山灰雲分布 圖 6 2010年 4月 15日火山灰雲分布 

圖 9 2010年 4月 18日火山灰雲分布 圖 10 2010年 4月 19日火山灰雲分布 

圖 7 2010年 4月 16日火山灰雲分布 圖 8 2010年 4月 17日火山灰雲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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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2010年 4月 20日火山灰雲分布 圖 12 2010年 4月 21日火山灰雲分布 

圖 13 2010年 4月 22日火山灰雲分布 圖 14 2010年 4月 23日火山灰雲分布 

圖 15 2010年 4月 24日火山灰雲分布

1j布 

圖 16 2010年 4月 25日火山灰雲分布

1j4111j11j4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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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7 中的白點為測站的位置。圖 18~29 是我們從網路上擷取下來的兩次噴發當日以及噴

發後五天的風向資料。 

 

 

 

 

 

 

圖 18~23 為第一次噴發當日(3 月 20 日)及噴發後五天(3 月 21 日至 25 日)的風向圖，由下

圖中可以看出第一次噴發期間(3 月 21 日至 24 日)主要是吹東風，只有在 3 月 25 日時的風向比

較不規則。 

 

 

 

 

 

 

 

 

 

 

 

 

 

 

 

 

圖 17 圖中白點為觀測站 

圖 18 2010年 3月 20日風向 

圖 19 2010年 3月 21日風向 

圖 20 2010年 3月 22日風向 

圖 21 2010年 3月 23日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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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2010年 4月 16日風向 

 

 

 

 

 

 

 

 

圖 24~29 為第二次噴發當日(4 月 14 日)及噴發後五天(4 月 15 日至 19 日)的風向圖，由下

圖中可以看出第二次噴發當日(4 月 14 日)主要是吹西南風，而之後(3 月 16 日、17 日)漸漸由

西南風變成了北風，之後(4 月 18 日)又變成西南風，最後(4 月 19 日)又變為北風。 

 

 

 

 

 

 

 

 

 

 

 

 

 

 

 

圖 22 2010年 3月 24日風向 

圖 23 2010年 3月 25日風向 

圖 24 2010年 4月 14日風向 

圖 25 2010年 4月 15日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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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甲：58~68°N,14~24°W 

（一）比較火山第一次噴發（day79）及第二次（day104）的溫度變化： 

 

 

 

 

 

 

 

 

 

 

 

圖 27 2010年 4月 17日風向 

圖 28 2010年 4月 18日風向 

圖 29 2010年 4月 19日風向 

圖 30 day79及 day104溫度變化圖 

高度(km) 

氣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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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高度中，day104 的溫度均高於 day79 的溫度，僅在三公里處有稍微較低。由資料

所知，第二次（day104）的爆炸威力是第一次（day79）的十到二十倍，我們推論這或許就是

day104 在各高度的溫度均高於 day79 的原因。 

 

（二）比較第一次噴發前五天（day74~78）及第一次（day79）的溫度變化： 

 

 

 

 

 

 

 

 

在高度十公里以下，day79 的溫度為最低，我們推測這是因為火山噴發後產生的火山灰阻

擋了太陽照射進地表，溫度因而相對較低；day74、75、77 溫度曲線相似，而 day76、78 溫度

有略微降低的情形。我們推論火山並不是一路安靜直到 day79 才突然爆發，而是在 day74、75、

77 就有小規模的火山運動，而使對流層低部溫度略高，從出處資料中便可看出此現象。 

 

（三）比較第一次(day79)及噴發後五天（day80~84）的溫度變化： 

 

 

 

 

 

 

 

 

 圖 32 day79~84溫度變化圖 

高度(km) 

溫度(℃) 

溫度(℃) 

高度(km) 

圖 31 day74~79溫度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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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0~2 公里處，第一次噴發溫度很明顯的低於噴發後五天；但在 2 公里以上，溫度及和

後五天略同；我們推測是因為在 day79 其火山灰噴發，遮住了陽光照射進地表，使 0~2 公里

處的溫度較低於後五天；而在 2 公里以上，可能不受到火山灰雲的影響，所以溫度相似。 

 

（四）比較第二次噴發前五天（day99~103）及第二次（day104）的溫度變化： 

 

 

 

 

 

 

 

 

 

根據圖表顯示，在 0~10 公里處噴發前五天的溫度高於第二次噴發當天，我們推測這是因

為火山噴發所產生的火山灰阻擋了太陽照射入地表，使其溫度較低於其前五天；而在 10 公里

以上溫度則是噴發當天高於前五天，根據前面的資料：第二次火山噴發的能量大且噴發高度

高，所以我們推論第二次噴發對高空的影響較大，使其溫度明顯上升。 

將此圖與圖 31 比較，在高度 10 公里以下，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出在同一高度中，day104

下降的溫度差距大於 day79；而在高度 10 公里以上，day79 和後五天溫度並無太大變化，但

day104 在同一高度卻大於整整 10℃；根據資料顯示，第二次噴發能量為第一次的十到二十倍，

我想這正是其原因所在。 

圖 33 day99~104的溫度變化圖 

高度(km) 

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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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比較第二次（day104）及噴發後五天（day105~109）的溫度變化： 

 

 

 

 

 

 

 

 

 

 

在研究內容中，圖 5 為第二次噴發(day104)的火山灰雲分布圖，根據分布圖，隨著西風吹

拂，至圖 8(day107)為火山灰雲影響範圍最廣，到圖 9(day108)便漸漸減少；在圖 34 中，day107

當天的溫度有明顯的不同，在 8 公里以下，同一高度中其溫度皆為最低，我們推論這便是因

為火山灰在噴發當天開始漸漸累積，到 day107 的時候火山灰的量達到極致，因此陽光更加無

法照射到地表，所以其溫度甚更低於爆發當天。 

 

三、區域乙：58~68°N,4~14°W 

（一）比較第一次（day79）及第二次（day104）噴發的溫度變化和能量關係： 

 

 

 

 

 

 

 

 

 

圖 34 day104~109的溫度變化圖 

溫度(℃) 

高度(km) 

圖 35 day79及 day104溫度變化圖 

氣溫(℃) 

高度(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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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 4 公里到 10 公里，在同一高度中，day104 的溫度均高於 day79 的溫度；而我們也可

以明顯看出 day79 的對流層高度為 10 公里，然而在此圖表的 day104 中，至 15 公里仍無法精

確看出其對流層高度；由資料所知，第二次（day104）的爆炸能量是第一次（day79）的十到

二十倍，這或許就是其原因所在。 

 

（二）比較第一次噴發前五天（day73~78）及第一次（day79）的溫度變化： 

 

 

 

 

 

 

 

 

 

在第一次噴發(day79)的溫度並沒有明顯高於噴發前幾天的溫度；根據資料顯示，第一次

噴發能量並不大，而且這裡又是位於噴發當地的東方，因此我們推論這裡受火山噴發影響不

大，所以第一次噴發的溫度變化並不明顯。 

 

（三）比較第一次(day79)及噴發後五天（day80~84）的溫度變化： 

 

 

 

 

 

 

 

 

 

圖 36 day73~79溫度變化圖 

高度(km) 

溫度(℃) 

圖 37 day79~84溫度變化圖 

溫度(℃) 

高度(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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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表顯示，在高度 2~10 公里處，day79 的溫度皆高於後五天，其現象並非和圖 33 相

似，我們推論是因為此時間所盛行的風向為東風，而此經度為 4~14°W，於艾雅法拉火山的東

方，所以並沒有受到其火山灰的影響，因此噴發當天的溫度些許高於後五天；而我們也可以

很清楚看出在 day79 當天其對流層高度約為 10 公里，其後五天的高度皆小於 day79，我想這

便是因為火山噴發所釋出的能量影響。 

依據圖表，第一次噴發過後，隔天對流層的溫度就有下降，由此我們推論火山噴發後是

會影響大氣的變化，但此改變的時間很短，僅持續一天而已。 

 

（四）比較第二次噴發前（day99~103）及第二次（day104）的溫度變化： 

 

 

 

 

 

 

 

 

 

 

在 0~10 公里處，day104 的溫度大多低於其前五天，我們推論其是因為火山噴發所產生的

火山灰因西南風吹拂，而此地又位於噴發地點東側，因此火山灰多集中於此，阻擋太陽照射

入地表因而降溫；而資料指出 day104 為其第二次爆發日，噴發高度約為 6~9，因此此圖在 11

公里以上，day104 的溫度高於前五天的溫度，實為因火山噴發會影響大氣之變化的應證。 

高度(km) 

溫度(℃) 

圖 38 day99~104的溫度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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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比較第二次（day104）及噴發後五天（day105~110）的溫度變化： 

 

 

 

 

 

 

 

 

 

 

根據圖表，在 0~9 公里處中，day104 為最高溫，其次為 day105，我們推論是因為在 day104

火山爆發後，其所噴發的火山灰隨著此時的西南風吹至此地區，如圖 5~圖 16 所示，其所噴

發的火山灰漸漸累積、擴大，所以我們推論在 day104 溫度較高於後五天是因為其火山灰較少

於後幾天，因此所照射進來的能量便較高於後五天。 

 

四、區域丙：58~68°N,24~34°W 

（一）比較第一次（day79）及第二次（day104）噴發的溫度變化和能量關係： 

 

 

 

 

 

 

 

 

 

 

圖 39 day104~110的溫度變化圖 

111的溫度變化表 

高度(km) 

溫度(℃) 

圖 40 day79及 day104溫度變化圖 

氣溫(℃) 

高度(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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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 10 公里以下，day104 的溫度均高於 day79 的溫度。根據資料顯示，第二次（day104）

的爆炸威力是第一次（day79）的十到二十倍，且此地為艾雅法拉火山噴發的西側，根據資料

指出，第一次爆發時，所盛行的風向為東風，而第二次所盛行風為西風，我們推測在 day79

時此地或許有較多隨著盛行風吹來的火山灰雲擋住陽光照射入地表，因此溫度也較 day104 低。 

 

（二）比較第一次噴發前五天（day73~78）及第一次（day79）的溫度變化： 

 

 

 

 

 

 

 

 

 

 

根據圖表顯示，day79 的溫度比噴發前幾天都要低，此地位於噴發當地的西側，而根據資

料第一次噴發為吹東風，所以我們推測這是因為火山噴發所釋放出來的火山灰多被吹至此

地，阻擋陽光照射入地表，因此在高度 8 公里以下，day79 的溫度皆較低於前五天的溫度，且

根據資料顯示，火山在 day79 噴發以前，就已經有些微能量的釋放，雖然可能只是很輕微的

釋放，但仍影響到大氣的變化，所以在靠近噴發當日的溫度才會比較高。 

圖 41 day73~79溫度變化圖 

 

高度(km) 

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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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較第一次噴發 day79 及噴發後五天（day80~84）的溫度變化： 

 

 

 

 

 

 

 

 

在 0~8 公里處，溫度並沒有很明顯的差異，根據資料顯示，我們所取的經度範圍是 24~34

°W，位在噴發的西側，且根據資料這裡是吹東風，所以我們推論火山灰多被吹到此處，而火

山灰散去的速度不快，因此溫度的變化並不明顯。 

 

（四）比較第二次噴發前五天（day99~103）及第二次（day104）的溫度變化： 

 

 

 

 

 

 

 

 

 

根據圖表，10 公里以下，在噴發當天的溫度比噴發前來的低，我們推論，除了噴發前有

些微的能量釋放之外，噴發當天因為火山灰被噴發到高空，而擋住陽光，因此溫度反而更低。

而 12 公里以上的溫度以噴發當天較高，根據資料顯示，第二次噴發的能量及高度皆較高，因

此對高空影響較大。 

 

圖 42 day79~84溫度變化圖 

高度(km) 

溫度(℃) 

圖 43 day99~104的溫度變化圖 

溫度(℃) 

高度(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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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比較第二次噴發（day104）及噴發後五天（day105~109）的溫度變化： 

 

 

 

 

 

 

 

 

第二次噴發後，溫度的變化並不明顯，一直到 day109 後才有些微下降，根據資料(圖 5~16)

顯示，這裡應該是吹西風，且此地又位於噴發地點的西側，所以我們推論噴發的影響對這裡

並不大，因此溫度的變化並沒有很明顯。 

 

五、同一時間，區域甲、乙、丙的比較 

（一）比較在第一次噴發(day79)的溫度變化： 

 

 

 

 

 

 

 

 

 

根據圖表顯示，高度 8 公里以下，在噴發地點的東方，也就是區域乙的溫度比噴發區域

甲及區域丙的溫度更高，根據資料第一次噴發風向為吹東風，所以我們推論火山灰多被集中

到噴發地點的西方，因此遮擋了太陽光的照射，所以在這張圖中才會顯現出經度在區域乙的

溫度比較高。 

圖 44 day104~109的溫度變化圖 

111的溫度變化表 

高度(km) 

溫度(℃) 

圖 45 區域甲，區域乙，區域丙的溫度變化圖 

111的溫度變化表 

 

溫度(℃) 

 

高度(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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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度 8 公里以上，則是區域甲的溫度最低，根據資料顯示，因為第一次噴發的高度及

能量並不大，所以我們推論，這一次噴發對較高空處的影響並不大，因此溫度才會最低。 

 

（二）比較在第二次噴發(day104)的溫度變化： 

 

 

 

 

 

 

 

 

 

根據圖表顯示，高度 10 公里以下，在噴發地點的東方，也就是區域乙的溫度比區域甲和

丙的溫度更高，根據圖 5~16 顯示，在噴發之後，火山灰一開始是受到西風影響而被吹到東方，

因此我們推論能量也是多被集中到噴發地點的東方，因此在這張圖中才會顯現出經度在區域

乙的溫度比較高。 

而高度 10 公里以上，則是區域甲的溫度比較高，根據資料顯示第二次火山噴發的高度比

較高，所以我們推論，這就是區域甲的溫度會比區域乙和丙的溫度都要高的原因。 

 

圖 46 區域甲，區域乙，區域丙的溫度變化圖 

高度(km) 

 

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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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一、day79及day104溫度變化圖 

 

 

 

 

 

 

 

 

 

 

 

 

 

 

在同一高度中，day104的溫度均高於day79的溫度。由資料所知，第二次（day104）的爆

炸威力是第一次（day79）的十到二十倍，我們推論這或許就是day104在各高度的溫度均高於

day79的原因。  

此外，在區域丙的溫差明顯比區域甲跟區域乙大，我們推測是因為區域丙位於噴發地的

西側，而第一次噴發（day79）為吹東風，火山灰多集中於此，遮擋了陽光的照射，且第二次

噴發（day104）的能量又大於第一次噴發（day79），所以才會有這個現象。 

圖 35 區域乙 

氣溫(℃) 

高度(km) 

氣溫(℃) 

圖 40 區域丙 

高度(km) 

圖 30 區域甲 

氣溫(℃) 

高度(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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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day79及day104兩次噴發和噴發前的溫度變化圖(區域甲) 

 

 

 

 

 

 

 

（一）觀察噴發前是否就有能量的釋放： 

  在這兩張圖中，可以看出噴發當日的溫度均低於噴發前五天的溫度，而第一次的溫差並

沒有像第二次一樣那麼明顯，我們推論這是因為在第一次噴發前就已經有能量的釋放了，因

此其溫差才沒有很大，而之後我們也有查到資料來證明我們這項推論。 

（二）能量集中何處： 

  在兩張圖中可以看出在高度兩公里以下是以第一次噴發時的溫差比較大，而高度兩公里

以上則是第二次較大，根據資料顯示，第二次噴發的能量大於第一次噴發的能量，因此我們

推論這就是造成此現象的原因。 

（三）1~2 公里逆溫： 

  在圖 31 中可以看到在高度一公里左右有一個很特別的逆溫現象，根據查到的資料，艾雅

法拉火山的高度大約兩公里，而且第一次噴發的高度及能量皆不大，因此推論岩漿多聚集於

此，使這部分的溫度升高，因此產生逆溫現象；而在第二次噴發時，根據資量噴發高度約為

6~9 公里，因此我們推論這就是造成在圖 32 中高度 10 公里以上的溫度會高於噴發前五天的

原因。 

 

三、day79 及 day104 噴發後的溫度變化圖(區域甲) 

 

 

 

 

 

 

圖 31 day74~79溫度變化圖 

溫度(℃) 

高度(km) 

溫度(℃) 

高度(km) 

圖 33 day99~104的溫度變化圖 

圖 32 day79~84 溫度變化圖 

高度(km) 

溫度(℃) 

圖 34 day104~109的溫度變化圖 

高度(km) 

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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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兩張圖中我們可以看出：第一次噴發（day79）在兩公里以下的溫度為最低，在十公

里以上同樣為最低，所以我們推論第一次噴發（day79）影響最大即是在噴發當天。 

第二次噴發則是在 day107 為最低，所以我們推論第二次噴發（day104）後還有持續的影

響，一直到 day107 的影響達到最大。 

 

四、day79 火山噴發後火山口及其下風處的溫度變化圖 

 

 

 

 

 

 

 

在兩張圖中我們發現：在火山口的地方其溫度最低為 day79，而在下風處溫度最低則為

day82，我們推測是因為第一次噴發能量小，火山灰一開始沒有很多集中到下風處，一直到

day82 時，火山灰聚集最多，因此溫度最低。 

 

五、day104 火山噴發後火山口及其下風處的溫度變化圖 

 

 

 

 

 

 

 

在兩張圖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火山口的位置，其溫度最低為 day107；而在下風處溫度則是

漸漸降溫的狀態。我們推測是因為在火山口處的火山灰噴發後受西風出拂被帶到下風處，在

day107 時火山灰的量達到最多，因此在本島其溫度為最低；而下風處則因火山灰漸漸累積，

所以溫度呈現漸漸降溫狀態。 

溫度(℃) 

高度(km) 

圖 42 區域丙 圖 32 區域甲 

高度(km) 

溫度(℃) 

圖 34 區域甲 

高度(km) 

溫度(℃) 溫度(℃) 

高度(km) 

圖 39 day104~110的溫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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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根據前面的分析，我們推論出一些結論： 

一、火山噴發的能量大小會影響對流層的溫度變化，第一次噴發(day79)能量小，因此溫度變

化不大；而第二次(day104)能量較大，所以溫差也較大。 

二、當地的風向影響火山灰雲分布狀況，而火山灰雲會對溫度有所影響，在迎風處火山灰雲

聚集，其聚集處陽光被遮擋了，無法照射到地表，因此溫度較低。 

三、第一次火山噴發的能量小，所以影響範圍集中在比較低空處；第二次噴發能量較大，且

噴發的高度也比較高，所以影響多半在高空處。 

四、第一次火山噴發影響時間約為一天；第二次影響時間則約持續兩天，因此可看出──火

山噴發的能量不同也會造成此次噴發對溫度的影響時間長短不同。 

 

柒、參考資料： 

一、蘋果日報：冰島火山爆 恐禍殃全球     (2013.12.01 查詢) 

http://www.appledai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00324/32382863/ 

二、強哥部落格：2010 冰島火山爆發與火山灰雲之謎   (2013.12.01 查詢) 

http://mygeotravel.org/hcc/blog/2010/05/01/4450.htm 

三、維基百科：2010 年艾雅法拉火山爆發    (2013.12.01 查詢)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10%E5%B9%B4%E5%86%B0%E5%B2%9B%E7%81%AB%E5%B1

%B1%E7%88%86%E5%8F%91 

四、互動百科：冰島火山爆發    (2013.12.01 查詢) 

http://www.baike.com/wiki/%E5%86%B0%E5%B2%9B%E7%81%AB%E5%B1%B1%E7%88%86%

E5%8F%91 

五、公共電視-有話好說：冰島火山爆發 歐洲全面重創！航空大停擺，經濟恐重傷 重大天災

頻傳，火山爆發原因與影響？    (2013.12.01 查詢) 

http://talk.news.pts.org.tw/2010/04/blog-post_19.html 

六、NOWnews 今日新聞：冰島火山爆發歐洲蒙塵，北歐英愛空中大亂  (2013.12.01 查詢) 

http://www.nownews.com/n/2010/04/15/735515 

七、維基百科：火山爆發指數    (2014.03.02 查詢)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1%AB%E5%B1%B1%E7%88%86%E7%99%BC%E6%8C%87%

E6%95%B8 

八、Average Weather In March For Reykjavík, Iceland    (2014.03.02 查詢) 

http://weatherspark.com/averages/27562/3/Reykjavik-Capital-Region-Iceland 

http://mygeotravel.org/hcc/blog/2010/05/01/4450.htm
http://talk.news.pts.org.tw/2010/04/blog-post_19.html


24 

 

九、Average Weather In April For Reykjavík, Iceland    (2014.03.02 查詢) 

http://weatherspark.com/averages/27562/4/Reykjavik-Capital-Region-Iceland 

十、Ash generation and distribution from the April-May 2010 eruption of             

Eyjafjallajökull, Iceland    (2014.03.02 查詢) 

 http://www.nature.com/srep/2012/120813/srep00572/full/srep00572.html 

十一、2010 eruptions of Eyjafjallajökull    (2014.03.02 查詢) 

 http://en.wikipedia.org/wiki/2010_eruptions_of_Eyjafjallaj%C3%B6kull 

十二、WeatherSpark   (2014.04.03 查詢) 

 http://weatherspark.com/#!dashboard;a=Iceland/Eyjafjallaj%C3%B6kull 

十三、王乾盈(2012)，高中課本：基礎地球科學(上)，全華出版社，第 106 頁~117 頁 

十四、王秋原(2012)，高中課本：地理(第一冊)，南一出版社，第 82 頁~86 頁 



【評語】040502  

這個議題掌握當前氣候變化研究之熱點，運用福衛三號的觀測

資料探討火山爆發對大氣的影響，研究結果清晰具體，若能多參考

前人相關之研究成果，相互比較，應會有更好的討論。相關之背景

知識可以再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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