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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了解埔里地區的氣候型態及對於在地作物的關聯性。經 2年的觀察、紀

錄和野外調查，埔里盆地的平均溫度約 17至 28度，四季相對濕度約 75%，年雨量約 1612mm，

降雨季節性變化大。日月潭及埔里盆地同屬副熱帶氣候，因此溫度、濕度和氣壓的季節性

變化有相同趨勢，但岩於地理環境不同，影響兩地在溫度、濕度、氣壓上的差異。另外，

兩盆地同樣受地勢阻擋及季節風向的影響，外來天氣系統帶來汙染不易擴氷，讓以第一、

三級產業為主的埔里、日月潭，雨水呈弱酸現象。埔里盆地的土壤種類多元，植物生態豐

富，加上適宜的天氣條件，而成為絲瓜、百香果和筊白筍的盛產地；但季節性的天氣變化

也會影響這些農作物的生長，造成產量減少，市場價格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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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噗通!噗通!台灣跳聲-埔里盆地的天氣觀測與作物關聯性的調查 

壹、 研究動機： 

    埔里位於台灣的中心，卻沒有官方設立的氣象觀測站，埔里的氣象資料多來自日月潭及鄰

近縣市的觀測資料；而六年級的自然課剛好學習到的天氣變化的觀測，讓長年金住於埔里的我

們想進一步深入瞭解埔里的天氣變化型態，因此決定利用學校既有的觀測儀器進行長時間的觀

測與紀錄；另外，埔里地區是個山中盆地，卻盛產各種豐富的經濟作物，例如筊白筍、百香果、

絲瓜、甘蔗和花卉等，這是為什麼呢？是否受到天氣因素的影響呢？因此，希望能透過資料的

收集、野外調查和訪談，瞭解埔里的天氣型態對於作物栽種的影響。

 

貳、 研究問題與目的： 

一、 參訪日月潭氣象站，瞭解氣象觀測和紀錄天氣的方法。 

二、 透過實際的觀察與紀錄，瞭解埔里盆地長時間的天氣變化。 

三、 利用學校的觀測儀器，紀錄並檢測埔里盆地的降雨量及雨水酸鹼值。 

四、 經岩資料分析，瞭解埔里、日月潭兩盆地在各目氣象紀錄上的差異。 

五、 透過野外調查，了解埔里天氣型態與地方作物的相互關聯性。 

參、 實驗設備與材料： 

    雨量計、氣壓儀、風向計、風速計、風向表、酸鹼值檢測計、溫度計、濕度計、錄音筆、
攝影機、數位相機、筆記本、筆、電腦。 

肆、 研究流程與架構： 

 
 

 

 

 

 

 

資料收集整理與閱讀 

1. 氣候觀測儀器書籍閱讀。 

2. 氣候學書籍閱讀。 

3. 歷屆科展地球科學組的閱讀。 

4. 認識埔里盆地的地形特徵、 

氣候型態、經濟作物。 

埔里盆地長期的天氣變化調查與紀錄 

1. 溫度、溼度、氣壓、風向。 

2. 雨量、雨水酸鹼值。 

う推論影響埔里地區的雨水酸鹼值因素え 

3. 瞭解埔里、日月潭兩盆地在各目氣象觀測
紀錄的差異。 

參訪日月潭氣象站 

1. 訪問日月潭氣象站主任。 

2. 認識氣象站的各種觀測儀器。 

3. 瞭解日月潭各目氣象觀測如何進行。 

野外調查與訪談 

埔里盆地的氣候和作物的關聯性： 

1. 筊白筍。 

2. 絲瓜。 

3. 百香果。 

(學校附近最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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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參訪日月潭氣象站，瞭解氣象觀測和紀錄天氣的方法。 

う一え參訪過程： 

 

 圖 1-1 

日月潭氣象站 

入門口 

 

 圖 1-2 

氣象站後方 

的觀測儀器 

 

 圖 1-3 

氣象站主任解說 

氣象站的工作業務 

 

 圖 1-4 

各種觀測的 

電子紀錄儀器 

う二え訪談內容摘要： 

訪 問 對 象 氣 象 中 心 主 任 

訪 談 時 間 1 0 3 年 7 月 1 0 日   下午 2 時 1 5 分 ~ 3 時 3 0 分 

訪 談 問 題 訪 談 紀 錄 

1.請問日月潭氣象站為什麼要設

置在這個地方呢？ 

日治時期就已設置在此地，為了可以增加測量的準確度，所

以四周不能被山脈、障礙物阻擋，這樣氣象資料才不會受到

地形影響う四周沒有比日月潭氣象站還要高的山え。 

設置於貓囒山的日月潭氣象站，海拔約 1020公尺，四周無高山遮蔽 

 

 

2.日月潭氣象站的設置標準？ 
根據國際氣象組織的規定，每個測站規定至少要距離 100公

里，就算合格。 

3.日月潭氣象站所紀錄的氣象資

料有哪些功能呢？ 

氣象站設置在這裡就是紀錄這個地方的特性，目前南投縣有

51個無人雨量測站，是在測量雨量；氣象站則是測量風向、

風速、氣壓、溫溼度這些資料。這些資料可以用來研究日月

潭盆地的氣象，但如果要來研究埔里盆地就會不太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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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月潭氣象站記錄的資料和埔

里的氣象資料會有差別嗎？ 

溫度、溼度和氣壓應羳不會差太多，雨量可能會有所差異。

這要有實際的測點去比對，以學理判斷溫度會受到高度的影

響，氣溫要還原到高度，每 100公尺下降 0.6度，但是趨勢

會是一樣的，即使兩邊的趨勢會一樣，還是會有落差；至於

日月潭濕度最低的兩個月，至少都還有 76、77%，相對溼度都

偏高，應羳會比埔里還偏高。因為地理位置不同，緯度、高

度不同，環境也不同，就可能不一樣。 

5.埔里和日月潭分別會受到哪個

天氣系統的影響呢？ 

午後雷堕雨和梅雨，日月潭的雨容易受到濁水溪的影響，降

雨會從集集和水里影響到日月潭，可是埔里容易受到眉溪的

影響，這兩個受到的天氣系統不一樣，要看天氣系統是屬於

那個區塊，這是很局部性的。例如在南投地區，你可以感受

到埔里下雨，但日月潭不一定會下雨，但如果是比較大的天

氣系統，比如寒流，南投縣大家都會感覺到冷，不會說只有

日月潭冷，這個就是所謂系統的大小。如果說像是午後雷堕

雨的天氣變化的範圍就比較小，可能只有幾公里到幾十公

里，梅雨的話就比較中尺度的天氣系統，70公里到接近百公

里，不同天氣系統影響的區塊都不同。 

6.對於日月潭氣象站所測到的酸

雨現象有什麼看法？ 

空氣中的雨不一定是 ph7.0，會受到附近工廠或大陸沙塵暴，

整個大系統的影響，所以我們要作長期的環境監測，才能夠

知道沙塵暴這個系統，或者是 311大地震的輻射有沒有影響

到我們，因為輻射會隨著整個大氣環流全世界跑。酸雨究竟

是什麼樣的酸性物質造成的結果，這需要收集資料後才可以

進行研究、預警和事後的防範。 

7.對於研究主題的一些建議？ 

如果是兩地的比較，不要單只看量，因為這樣會失真，而是

要看趨勢，如果趨勢差不多那代表兩個地方的氣候是差不多

的，但是降雨兩地一定不一樣，而這樣的研究一定要長時間

的觀測紀錄，才能去除掉一些區域性變化和擾動。 

(三)參談後的討論： 

1. 兩地的地理位置、高度並不相同，影響兩地的天氣系統也不一樣，測量到的數據就可能不

一樣，若以日月潭氣象站的資料作為研究埔里盆地的資料可能會造成誤差；但如果需兩地

進行比較，須以整體的趨勢作為分析的依據，並且長時間進行觀測。 

2. 埔里盆地位於日月潭盆地的北方，會不會也跟日月潭盆地一樣會檢測到酸雨的情形，讓我

們感到相當的好奇。接下來的研究過程中，我們也將試著採集不同時間的雨水進行檢測，

瞭解埔里盆地雨水酸鹼值的變化，並和日月潭盆地相互比較。 

3. 埔里地區沒有官方設立的氣象測量站，唯一僅有的測站是行政唾環保署針對空氣品質設立

的參考測站，因此氣象資料多來自鄰近的日月潭觀測站；接下來我們決定利用校園的觀測

儀器進行長時間的觀測與紀錄，整理出埔里地區天氣的長期變化，並與日月潭進行比對，

了解兩盆地間的差異；另外，也希望透過野外調查和訪談，瞭解埔里的天氣變化對於當地

經濟作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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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透過實際的觀察與紀錄，瞭解埔里盆地長時間的天氣變化。 

う一え做法： 

1.利用學校現有的氣象觀測儀器，紀錄每日的溫度、溼度、氣壓、風向和雨水的酸鹼值。 

う1え觀測和記錄的地點位於埔里盆地北方的赤崁台地(24°0'34"N、120°56'39"E)。 

う2え學校位於埔里地區的制高點，四周沒有高山遮蔽，因此測量的結果也會比較準確。 

う3え紀錄的時間為 2013年 10月到 2015年 1月，共 15個月。 

う4え紀錄時，以組為單位，每日觀測時間分別為 AM8:00、AM12:00、PM17:00、PM21:00。 

う5え求出每個月四個觀測時段的平均溫度、濕度、氣壓；最多風向次數。 

2.針對觀測記錄進行討論與分析，了解埔里盆地的天氣變化。 

う二え圖示與說明： 

各種氣象觀測儀器 

 

 圖 2-1 

學校的氣象觀測儀器 

 

 圖 2-2 

溫度計 

 

 圖 2-3 

溼度計 

 

 圖 2-4 

氣壓計 

 

 圖 2-5 

風向儀 

 

 圖 2-6 

風速表 

 

 圖 2-7 

雨量計 

 

 圖 2-8 

紀錄觀測結果 

う三え觀測記錄： 

表 2-1埔里地區每天不同觀測時間的每月平均溫度記錄表(2013年 10月~2015年 1月) 

24節氣 秋 冬 春 夏 秋 冬 

埔里四季 秋 冬 春 夏 秋 冬 

年份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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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8：00 22.1 20.7 16.1 14.7 16.9 19 23.3 22.8 26.4 27.5 27.2 26.8 24.2 20.1 16.5 15.6 

AM12：00 22.6 20.8 17.6 17 16.6 19.7 23.8 23.2 26.7 29 28.9 27.3 24.4 22.4 17.7 18.6 

PM17：00 24.9 20.7 17.5 17.7 19.1 20.3 24 24.1 27.2 29.5 29.3 28.5 25.4 22.6 18.1 17.8 

PM21：00 22.9 21.1 17.3 16.8 17.3 19.5 24.1 23.7 26.9 27.6 28.6 27.9 25 22.4 18.2 17.9 

備註 
季節的劃分依據是根據中央氣象局科技研究中心-ひ台灣過去百年的氣候變化特性ふ文章中

所採用的季節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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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埔里地區不同觀測時間的溫度記錄折線圖(2013年 10月~2014年 3月) 

表 2-2埔里地區每天不同觀測時間的每月平均溼度記錄表(2013年 10月~2015年 1月) 

24節氣 秋 冬 春 夏 秋 冬 

埔里四季 秋 冬 春 夏 秋 冬 

年份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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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8：00 74.7 76.1 77.7 71.3 80.5 77.8 74.8 85.6 78.2 74 73.1 75.1 72.3 76.1 81.3 75.4 

AM12：00 80 76.8 76.2 71.7 77 81.7 78.2 83.8 78.1 78.5 78.5 75.8 73.3 75.8 81 78.7 

PM17：00 73.2 77.1 70.7 75.6 80.8 77.4 76.1 81 76.8 71.6 72.6 73.9 69.7 74.2 78 77.2 

PM21：00 71.6 81.5 77.5 75.7 74.3 78.4 73.4 85.5 76.9 70.6 72.2 75.3 70.1 74.8 79.8 78.1 

圖 2-2 埔里地區每天不同觀測時間的每月平均溼度記錄折線圖(2013年 10月~2015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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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埔里地區每天不同觀測時間的每月平均氣壓記錄表(2013年 10月~2014年 3月) 

埔里四季 秋 冬 春 夏 秋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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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8：00 973.9 978.2 983.1 989.4 983 978.9 971.9 971.4 963.7 968.7 963.5 965.8 972.4 977.3 984.3 985.2 

AM12：00 976.6 977.4 983.3 985.3 983.1 978.9 976.7 972 972.3 963.9 967.5 967.9 972.5 976.3 982.9 981.2 

PM17：00 974.4 978 983.2 984.6 981 981.6 974.6 972.7 962.4 960.8 959.3 962.9 969.3 975 980.8 982.2 

PM21：00 973.3 975.9 981.5 982.7 983.1 977.8 973.6 973.3 963.4 961.8 959.7 966.1 967.1 975.4 981.8 981.7 

圖 2-3埔里地區不同觀測時間的氣壓記錄折線圖(2013年 10月~2015年 1月) 

 

表 2-4埔里地區每月平均風向統計次數記錄表(2013年 10月至 2015年 1月) 

埔里四季 秋 冬 春 夏 秋 冬 

年份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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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風 2 1 3 3 2 1 2 4 2 3 2 4 3 2 3 3 

西風 16 19 17 22 16 15 17 12 11 14 18 18 15 18 16 18 

南風 3 2 3 1 － 1 4 1 1 4 5 3 2 1 3 2 

北風 1 － － 1 － － － 1 1 － － 1 1 － － 3 

東北風 － － － － － － － － － － － － － － － － 

東南風 1 － － 2 1 2 1 1 2 4 2 1 1 － － 1 

西北風 7 6 6 － 6 9 5 12 10 2 3 4 6 7 7 － 

西南風 1 2 2 2 3 3 1 － 3 4 1 3 3 3 2 4 

備註 

1. 原始儀器的設定，風向指向東，此時應羳是無風的狀態。 

2. 根據觀測紀錄，觀測時間 12:00能較明確的觀測到風向的變化。 

3. 觀測時間 AM8：00、PM 17：00、PM 21：00大部分都是無風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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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埔里地區每月平均風向統計次數記錄長條圖(2013年 10月至 2015年 1月) 

 

う四え調查結果： 

1. 岩表 2-1每月平均溫度記錄可以看出： 

(1) 冬季(12、1、2月)的溫度較低，進入春季後(3、4、5月)的溫度明顯回升，5月分受梅雨鋒

面的影響，因此溫度略微下降；夏季(6、7、8月)的溫度最高，9月份早秋季節溫度仍舊相

當的高，之後的月份(10、11月)則可以明顯地觀察到溫度下降的現象。 

(2) 觀測時間中，AM8:00的溫度會比較低；AM12：00-PM17:00的溫度會比較高；以季節來看，

春季的溫差比較小，秋、冬兩季的溫差比較大。 

2. 岩表 2-2每月平均濕度記錄可以看出： 

埔里四季的相對溼度都能維持在 75%左右；其中，秋季的溼度會比較低，冬季う11、12、1

月え因受到大陸冷氣團帶來的鋒面系統影響所以濕度比較高。另外，3、5因為分別受到春

雨、梅雨帶來的鋒面影響，相對溼度提高許多，且 7、8月則因午後雷堕雨，因此 AM12：00

的溼度通常也都比較高。 

3. 岩表 2-3每月平均氣壓記錄可以看出： 

埔里地區的氣壓ャ於 960至 990百帕之間，不同季節能觀察到季節性的變化；春、夏季的

溫度越來越高，因此氣壓也漸漸的降低，而秋、冬季節的溫度越來越低，因此氣壓較高。 

4. 岩 2-4埔里地區每月平均風向統計次數記錄： 

大致上埔里全年大多是無風的狀態，以 AM12：00的觀測結果顯示一年中埔里的風向主要是

西風、西北風，並伴隨著些許南風及西南風。 

う五え討論： 

1. 季節的劃分依據是根據中央氣象局科技研究中心-ひ台灣過去百年的氣候變化特性ふ文章中

所採用的季節劃分；這樣的季節畫分和傳統 24節氣相差將近 1個月的時間，同時也和實際

觀測的結果不同，所有季節都有往後杢延的情形。 

2. 剛開始利用乾溼球溫度計進行紀錄，是以人工方式換算相對濕度，因此造成 2013年 10、11、

12月的溼度誤差比較大。 

3. 埔里盆地屬於副熱帶氣候，溫度ャ於 15至 30度之間，最冷月份是 1月，最熱月份是 7月，

冬天不嚴寒，夏天不炎熱，氣候相當宜人；相對溼度約 75%左右，相對濕度冬季較大，夏季

較小；這樣的觀測結果和文獻資料相互符合。 

4. 只有在 AM12：00才能明顯的觀測到風向變化，可能是因為中午對流比較旺盛，容易形成風

的流動，這時才比較能夠觀測到風向的變化；另外，因埔里盆地四周環山，其中以盆地東側

的山勢最高，多為 3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具有阻擋的作用，加上貫穿埔里盆地的眉溪是盆地

西側的缺口，進而影響風向的變化多以西風、西北風為主。(如下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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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A 埔里盆地的風向變化(代表觀測站位置) 

5. 對照 2014 年日月潭、埔里兩地的風向觀測紀錄，發現兩地的風向在春、冬季同樣都是以西

風、西北風為主；但日月潭的的夏、秋兩季則以東南風為主，至於會有這樣的差異，我們推

測原因可能是因日月潭周圍受地形阻擋，以及潭水的影響(夏、秋兩季對流旺盛，早上風多

從潭水吹向兩旁的陸地，晚上則岩陸地吹向潭面)，加上觀測站位於日月潭盆地上方的高地，

而造成這樣的結果。(如下表 A及圖 B)  

表 A日月潭風向紀錄(2014年 1月至 2015年 2月)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四季 冬 春 夏 秋 冬 

年份 2014年 2015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風向 

(最多風向) 

310 320 270 280 350 110 100 100 100 100 90 170 310 290 

西北 西北 西 西 北 東偏南 東偏南 東偏南 東偏南 東偏南 東 南 西北 西北 

 

 

 圖 B 日月潭盆地的風向變化(代表觀測站位置) 

6. 除了溫、濕度季節性的變化，埔里地區季節性的降雨量，以及雨水酸鹼值的變化也是我們想

深入探討的部份，因此接下來的實驗我們將採集不同季節的雨水，了解埔里地區的降雨情

形，並檢測雨水的酸鹼值作為資料分析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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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用學校的觀測儀器，紀錄並檢測埔里盆地的降雨量及雨水酸鹼值。 

う一え做法： 

1. 利用學校的雨水採集桶採集不同時間的降雨。 

2. 將採集的雨水按照不同日期分別收集於乾淨的容器中，並利用 PH計檢測雨水的酸鹼值。 

3. 將檢測的結果羴細的紀錄下來且進行討論和分析。 

う二え過程圖示與說明： 

 

 圖 3-1 

岨園區的 

雨水採集筒 

 

 圖 3-2 

將雨水收集桶裡的 

雨水倒入採集筒 

 

 圖 3-3 

將採集的雨水倒入 

燒杯裡測量酸鹼值 

 

 圖 3-4 

利用 PH計 

檢驗雨水的酸鹼值 

う三え觀測紀錄： 

表 3-1埔里地區的降雨紀錄表(2013年 11月至 2014年 12月) 

季節 秋季 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年份 2013年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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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雨量(mm) 11 88.6 0 48.6 27.8 27 630.2 463.6 119.8 154.2 83.4 0 4.8 52.8 

季節降雨量 － 137.2mm 685mm 737.6mm 88.2mm － 

2014年總降雨量 48.6+685+737.6+88.2+52.8＝1612.2mm 

2014年月平均雨量 1612.2/12＝134.35mm 

圖 3-1埔里地區降雨紀錄長條圖(2013年 11月至 2014年 12月) 

 



 11 

表 3-2-1埔里地區 2014年的雨水酸鹼值檢驗紀錄表 

觀察時間 2015年 2016年 

檢驗次數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酸 

鹼 

值 

1 
無下雨 

紀錄 6.28 6.42 5.4 6.72 7.15 6.62 7.01 6.78 
無下雨 

紀錄 4.64 5.45 5.9 

2  5.8 5.62 5.21 6.38 7.06 6.5 6.8 6.58   5.33 5.8 

3  5.62 5.4 5.08 6.3 6.65 6.34 6.5 5.85   5.26 5.5 

4  5.54 4.73 4.8 6.13 6.41 6.25 6.41 5.7   5.12 5.24 

5  5.31 4.5 4.8 5.8 6.38 6.21 6.33 5.6   4.8 4.88 

6  5.17  4.6 5.7 6.32 6.08 6.33 5.41   4.53 4.7 

7  4.9  4.46 5.4 6.32 5.67 6.25 5.34   4.43 4.68 

8  4.85   5.33 6.25  6.25    4.33  
9  4.68   5.15 5.39  5.8    4.27  
10     5.04 5.32  5.54    4.17  
11     4.8 5.25        
12     4.68 5.12        
13     4.68 4.88        
14     4.55 4.7        
15     4.35 4.65        
16     3.72 3.68        
17     3.64         

平均值 － 5.23 5.06 4.83 5.1 5.62 6.17 6.24 5.74 － 4.64 4.69 5.06 

最大值  6.28 6.42 5.4 6.72 7.15 6.62 7.01 6.78  4.6 5.45 5.9 

最小值  4.68 4.5 4.46 3.64 3.68 5.67 5.54 5.34  4.6 4.17 4.54 

 

表 3-2-2雨水酸鹼值檢測紀錄次數分析紀錄表 

時間 2014年 2015年 

PH值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7.4~7.0      2  1      

6.9~6.0 
 

1 1  4 6 6 7 2     

5.9~5.0 
 

5 2 3 6 4 1 2 5   4 4 

4.9~4.0 
 

3 2 4 5 3     1 6 3 

3.9~3.0 
 

   2 1        

酸雨反應  3 2 4 7 4     1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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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埔里地區不同月份的雨水酸鹼值次數統計長條圖 

 

 

表 3-3埔里地區不同月份的雨水酸鹼值統計表 

年分 2014年 2015年 平均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5.31 

PH值 － 5.2 5.1 4.8 5.1 5.6 6.1 6.2 5.7 － 4.6 4.7 5 

 

圖 3-3 埔里地區不同月份的雨水酸鹼值計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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う四え觀測結果： 

1. 埔里地區 2014年總降雨量約 1612mm，低於平均(2120mm)，月平均雨量約 134mm，季節

性變化大；其中僅有 5、6月的降雨超過 400mm，其它月份都低於 200mm。 

2. 季節的降雨量岩多到少，分別是夏季＞春季＞冬季＞秋季；以梅雨季節(5、6月)的降

雨量最多，7、8、9月的降雨則是以午後雷堕雨為主；冬季降雨受大陸冷氣團所帶來的

鋒面影響；秋季降雨機率最低。 

3. 2014年的雨水酸鹼值最大值為 7.15，最小值則為 3.64；平均值則為 5.31，呈現弱酸

性，相當接近酸雨的標準(pH<5.0)。 

4. 2014年的 2、3、4、5、6、11、12月及 2015年的 1月有檢測到酸雨情形；其中 5、6

月的檢測結果甚至會出現酸鹼值達到 pH<4.0的現象。另外檢測到酸雨次數最頻繁的是

5、12月，其次為 2、3、4、6、1月，最後則為 11月。 

5. 春季的雨水酸鹼值為 4.99(pH<5.0)；夏季為 6.01；秋季為 5.19；冬季為 4.99(pH<5.0)；

出現酸雨現象的季節為春季、冬季。 

6. 2014年 7、8、9月的雨水酸鹼值ャ於 pH5.5～7.1之間，並沒有酸雨的現象出現。 

う五え討論： 

1. 文章中對於酸雨的定義是依據(89) 環署空液第 0000713號函，雨水酸鹼度值小於

5.0(pH<5.0)為酸雨；另外，雨量統計採用行政唾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 2013年 11月

至 2014年 12月的資料；雨水酸鹼值則以學校採集的雨水檢測結果為主。 

2. 經岩日月潭氣象站的訪問，知道鋒面降雨容易將外地的空氣汙染，經岩大氣的流動帶

至埔里地區，因此春、夏季的春、梅雨鋒面，以及冬季一波波大陸冷氣團帶來的鋒面

將外地的汙染帶至埔里地區，進而造成雨水的檢測結果出現接近酸雨或酸雨的情形。 

3. 2014年 7、8、9月的降雨多以午後雷堕雨為主，屬於午後對流旺盛形成的小區域降雨，

較不受外地天氣系統的影響，因此雨水檢測沒有酸雨的反應，但酸鹼值還是呈現弱酸

的反應。 

4. 2014年 5月 16日的梅雨鋒面，測得的雨水酸鹼值是 3.64，呈現酸雨的現象，之後受

連續降雨的影響，雨水酸鹼值從 3.5～5.5提高到 6.0～7，岩此可知連續的降雨可能將

空氣的汙染物帶至地面，對酸雨有稀釋的效果。 

5. 位在鄉間的埔里，沒有工業區，車輛也比較少，產業活動以第一級為主，汙染也應羳

會比較少，但雨水的檢驗結果卻出現弱酸的現象，推測可能是受到外來天氣系統帶來

的汙染，以及四周圍高山屏障，造成空氣中的汙染源不易擴氷的影響；這和日月潭氣

象站時所觀測的酸雨結果相同，然而兩地卻分別受到不同天氣系統的影響(日月潭-濁

水溪、埔里-眉溪)，因此為了瞭解兩地間在天氣變化上的差異，接下來我們將比較兩

盆地間在各目氣象數據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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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岩資料分析，瞭解埔里、日月潭兩盆地在各目氣象紀錄上的差異。 

う一え作法： 

   1.整理埔里及日月潭 2013年 10月~2015年 1月的溫度、濕度、氣壓的資料，並製成圖表。 

   2.比較相同時間兩地觀測的溫度、濕度、氣壓數值及雨水酸鹼值有差異嗎？ 

う二え資料分析： 

表 4-1 埔里與日月潭在相同時間觀測的溫度差異比較紀錄表 

埔里與日月潭的溫度差異比較表(AM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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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埔里 22.1 20.7 16.1 14.7 16.9 19 23.3 22.8 26.4 27.4 27.2 26.8 24.2 20.1 16.5 15.6 

日月潭 20 18.3 13.7 13 14 16.1 19 21.2 23.2 23.6 23.1 23.9 20.9 19.2 13.5 13.6 

埔里與日月潭的溫度差異比較表(AM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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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埔里 22.58 20.83 17.61 17.03 16.57 19.71 23.83 23.18 26.67 29.03 28.9 27.33 24.42 22.43 17.66 18.55 

日月潭 23.37 21.53 18.01 17.97 16.99 18.34 22.47 23.07 25.56 27.25 26.28 26 24.28 22.82 17.04 17.88 

埔里與日月潭的溫度差異比較表(PM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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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埔里 24.94 20.67 17.45 17.68 19.07 20.29 23.97 24.07 27.2 29.53 29.26 28.5 25.44 22.6 18.05 17.81 

日月潭 20.43 18.34 14.64 14.98 15.91 18.1 21.39 21.26 23.12 25 23.72 24.06 21.45 19.12 14.11 14.42 

埔里與日月潭的溫度差異比較表(PM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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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埔里 22.9 21.1 17.3 16.8 17.3 19.5 24.1 23.7 26.9 27.6 28.6 27.9 25 22.4 18.2 17.9 

日月潭 18.3 18 12.8 12.3 12.8 16.9 18.4 20.2 21.8 22.8 21.9 22.4 19.8 18 13.3 13.1 

 

圖 4-1 埔里與日月潭在相同觀測時間溫度的差異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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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埔里與日月潭在相同觀測時間溼度的差異比較紀錄表 

埔里與日月潭的溼度差異比較紀錄表(AM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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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埔里 74.7 76.1 77.7 71.6 80.5 77.8 74.8 85.6 78.2 74 73.1 75.1 72.3 76.1 81.3 75.4 

日月潭 81.4 75.8 79.9 66.7 80.4 83.7 84.1 84.5 89.1 87.7 88.5 84.3 81.3 77.9 84.2 75.5 

埔里與日月潭的溼度差異比較紀錄表(AM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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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埔里 79.97 76.77 76.16 71.65 77 81.74 78.23 83.81 78.07 78.52 78.52 75.83 73.26 75.83 81.03 78.71 

日月潭 64.32 68.03 67.35 53.23 72.11 78.1 73.37 81.1 82.1 76.52 78.52 78.4 70.71 68.13 75.58 67.33 

埔里與日月潭的溼度差異比較紀錄表(PM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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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埔里 73.16 77.07 70.71 75.58 80.82 77.42 76.07 81 76.8 71.58 72.58 73.9 69.71 74.2 77.97 77.19 

日月潭 70 76.33 87.43 54.29 64.75 74.33 79.67 91.86 92 84.23 86.5 85.4 77.16 78.63 83.23 75.22 

埔里與日月潭的溼度差異比較紀錄表(PM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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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埔里 71.6 81.5 77.5 75.7 74.3 78.4 73.4 85.5 76.9 70.6 72.2 75.3 70.1 74.8 79.8 78.1 

日月潭 85.1 79.6 76.6 72.7 85.1 87.1 82.3 86.1 91.3 90.2 91.3 89.9 83.9 84.2 87 80 

 

 

圖 4-2 埔里與日月潭在相同時間觀測溼度的差異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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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埔里與日月潭的在相同時間觀測氣壓的差異比較紀錄表 

埔里與日月潭的氣壓差異比較表(AM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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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埔里 973.9 978.2 983.1 989.4 983 978.9 971.9 971.4 963.7 968.7 963.5 965.8 972.4 977.3 984.3 985.2 

日月潭 902.5 905.7 904.9 906.5 904 904.9 904.8 901.4 896.7 897.8 899.3 900.4 903 905.2 906.9 906.9 

埔里與日月潭的氣壓差異比較表(AM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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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埔里 976.6 977.4 983.3 985.3 983.1 978.9 976.7 972 972.3 963.9 963.1 967.9 972.5 976.3 982.9 981.2 

日月潭 900.6 905 904.9 905.8 903.1 904.5 902.8 901.3 896.9 897.7 899.2 900.1 902.5 904.1 906.3 906.3 

埔里與日月潭的氣壓差異比較表(PM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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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埔里 974.4 978 983.2 984.6 981 981.6 974.6 972.7 962.4 960.8 959.3 962.9 969.3 975 980.8 982.2 

日月潭 902.2 903.9 904.6 904.2 905.3 902.2 900.7 899.5 897.7 898.3 898.1 898.7 901.9 903 905.5 905.4 

埔里與日月潭的氣壓差異比較表(PM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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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埔里 973.3 975.9 981.5 982.7 983.1 977.8 973.6 973.3 963.4 961.8 959.7 966.1 967.1 975.4 981.8 981.7 

日月潭 901.4 905.6 903.9 906.6 903.2 905 903.1 901 897.1 897.5 900 900.6 903.5 904.8 906.8 906.7 

 

圖 4-3 埔里與日月潭在相同時間觀測氣壓的差異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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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埔里和日月潭各月份雨水的平均酸鹼值差異比較紀錄表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平均 

埔里 － 5.2 5.1 4.8 5.1 5.6 6.1 6.2 5.7 － 4.6 4.7 5 5.31 

日月潭 － 4.9 4.7 4.4 5.8 5.8 5.7 5.9 5.1 － 4.6 4.9 5.4 5.18 

圖 4-4埔里和日月潭雨水的平均酸鹼值差異比較統計長條圖 

 
う四え比較與發現： 

1. 大致看來，埔里盆地的溫度比日月潭盆地高；四個觀測時段中，AM12:00的時候兩地的溫

差最小，PM17:00和 PM21:00的溫差最大。 

2. 埔里和日月潭盆地的溫度變化具有相同的趨勢，同樣具有季節性的變化；冬季(12、1、2

月)的溫度較低，進入春季後(3、4、5月)的溫度明顯回升，5月分因受梅雨季節的影響，

溫度略微下降；夏季(6、7、8月)的溫度最高，9月份(早秋)溫度仍舊相當的高，但之後

(10、11月)則可以明顯地觀察到溫度下降的現象。 

3. 兩地的相對濕度都有 75%以上，日月潭的相對溼度比埔里還要高，變動的幅度比埔里大，

ャ於 95%至 55%之間；其中，兩地以 AM12:00的相對溼度比較接近(撇除埔里盆地前 3個

月的記錄誤差)。1月份因無降雨，溼度較低，比較乾燥，以日月潭的變化起伏最明顯。 

4. 3月份因春雨的來臨，兩地的溼度都有明顯的上升；另外，可能因潭水的關係，PM8:00

日月潭的溼度比埔里高，埔里反而下降；AM12:00可以明顯的觀察到溼度明顯的上升，埔

里甚至會比日月潭還要高。PM:1700時兩地的溼度差不多，PM21:00則明顯的上升。 

5. 梅雨季節，兩地的濕度明顯上升，之後便持續下降(6、7、8、9、10月)；進入冬季後(11、

12月)因大陸冷氣團帶來的鋒面降雨讓濕度再度上升。 

6. 埔里和日月潭的氣壓主要受海拔高度的影響；埔里的海拔低，氣壓較高；日月潭的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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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氣壓較低。另外，兩地的氣壓高低的季節性變化具有一致性，夏季的氣壓是全年最

低，冬季的氣壓是全年最高。至於埔里的氣壓季節性的變化幅度會比日月潭還要明顯，

埔里的氣壓ャ於 960至 990百帕間起伏比較大，日月潭則ャ於 900百帕上下，起伏較小。 

7. 日月潭雨水的平均酸鹼值比埔里低(5.18＜5.31)，兩地在雨水酸鹼質的檢驗結果有相同

的趨勢變化；在春、冬季節時雨水的酸鹼值比較低，呈現酸雨的現象；至於夏、秋兩季

的雨水酸鹼值則比較高。 

う五え討論： 

1. 日月潭盆地和埔里盆地都屬於副熱帶氣候，地形上為盆地地形，但因為日月潭盆地是地

勢比埔里盆地高，因此溫度、氣壓都比埔里低；而日月潭多屬於湖水，溼度會比埔里高，

變化幅度也比埔里大。 

2. 埔里的氣壓變化季節性起伏會比日月潭還要明顯，起伏比較大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埔里盆

地多屬於陸地，吸熱快、氷熱也快，溫度的變化較為明顯，而日月潭盆地以潭水為主，

吸熱較慢、氷熱也較慢，溫度比較恆定，具有調節天氣的功能，進而影響兩地在氣壓、

溼度及溫度的變化。 

3. 兩地在 AM12:00的溫、溼度的落差比較小，AM8:00和 PM21:00的落差較大；會有這樣的

現象我們推測可能是因為日月潭盆地受到潭水反射太陽光的影響，且潭水吸熱較慢，氷

熱也慢，因此造成溫度上升；至於 AM12:00埔里溼度比較高的原因，則可能是因為中午

時對流比較旺盛，水蒸氣聚積在空中，造成濕度上升，進而形成午後的雷堕雨。 

4. 日月潭的產業以第三級產業的觀光為主，車輛及遊艇排放的廢氣相較於埔里會比較多，

影響當地的空氣品質，我們推測這可能是造成其雨水酸鹼值比埔里還要低的原因；另外，

兩地受外來天氣系統的影響都非常的明顯，因此春、冬兩季雨水酸鹼值明顯偏低。 

5. 埔里地區的產業活動以第一級產業為主，農作物相當的多元，包含筊白筍、百香果、絲

瓜、甘蔗、各種花卉、香草植物等；在了解埔里盆地季節性的天氣變化後，我們也很好

奇天氣的變化對於這些農作物的栽培是否有直接的影響疫在，因此接下來我們將透過野

外調查和訪談，探討埔里的天氣變化與當地作物兩者之間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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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透過野外調查，了解埔里天氣型態與地方作物的相互關聯性。 

う一え 野外調查與訪問的過程： 

野外調查和訪問過程 

 

 圖 5-1 

參訪百香果園 

 

 圖 5-2 

參訪筊白筍岨 

 

 圖 5-3 

參訪絲瓜園 

 

 圖 5-4 

整理和歸納野外 

調查時得到的資料 

百香果的生長過程 

 圖 5-5 

百香果的生長 

(莖與葉) 

 

 圖 5-6 

百香果的花 

 

圖 5-7 

結實纍纍的百香果 

 

 圖 5-8 

連續降雨及高溫潮濕 

所造成的落果 

絲瓜的生長過程 

 

 圖 5-9 

早上的絲瓜花 

 

圖 5-10 

成熟的絲瓜 

 

 圖 5-11 

休耕期 

(枯萎的絲瓜植株) 

 

 圖 5-12 

整理棚架 

準備另一作物的栽種 

筊白筍的生長過程 

 

 圖 5-13 

夜間照光 

  圖 5-14 

採收筊白筍 

 

 圖 5-15 

採收後的筊白筍岨 

 

 圖 5-16 

浮在筊白筍岨的浮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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う二え 調查記錄： 

表 5-1埔里地區每天不同時間的每月平均溫度記錄表(2013年 10月~2015年 1月) 

24節氣 秋 冬 春 夏 秋 冬 

埔里四季 秋 冬 春 夏 秋 冬 

年份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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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22.1 20.7 16.1 14.7 16.9 19 23.3 22.8 26.4 27.5 27.2 26.8 24.2 20.1 16.5 15.6 

12：00 22.6 20.8 17.6 17 16.6 19.7 23.8 23.2 26.7 29 28.9 27.3 24.4 22.4 17.7 18.6 

17：00 24.9 20.7 17.5 17.7 19.1 20.3 24 24.1 27.2 29.5 29.3 28.5 25.4 22.6 18.1 17.8 

21：00 22.9 21.1 17.3 16.8 17.3 19.5 24.1 23.7 26.9 27.6 28.6 27.9 25 22.4 18.2 17.9 

平均溫度 23.1 20.8 17.1 16.5 17.4 19.6 23.8 23.4 26.8 28.4 28.5 27.6 24.7 21.8 17.6 17.4 

 

圖 5-1埔里地區不同時間的溫度記錄折線圖(2013年 10月~2014年 3月) 

 

 

表 5-2埔里地區每天不同時間的每月平均溼度記錄表(2013年 10月~2015年 1月) 

24節氣 秋 冬 春 夏 秋 冬 

埔里四季 秋 冬 春 夏 秋 冬 

年份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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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74.7 76.1 77.7 71.3 80.5 77.8 74.8 85.6 78.2 74 73.1 75.1 72.3 76.1 81.3 75.4 

12：00 80 76.8 76.2 71.7 77 81.7 78.2 83.8 78.1 78.5 78.5 75.8 73.3 75.8 81 78.7 

17：00 73.2 77.1 70.7 75.6 80.8 77.4 76.1 81 76.8 71.6 72.6 73.9 69.7 74.2 78 77.2 

21：00 71.6 81.5 77.5 75.7 74.3 78.4 73.4 85.5 76.9 70.6 72.2 75.3 70.1 74.8 79.8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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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埔里地區每天不同觀測時間的每月平均溼度記錄折線圖(2013年 10月~2015年 1月) 

 
表 5-3埔里地區降雨紀錄表(2013年 11月至 2014年 12月) 

季節 秋季 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年份 2013年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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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雨量(mm) 11 88.6 0 48.6 27.8 27 630.2 463.6 119.8 154.2 83.4 0 4.8 52.8 

季節降雨量 － 137.2mm 685mm 737.6mm 88.2mm － 

圖 5-3埔里地區降雨紀錄長條圖(2013年 11月至 2014年 12月) 

 
表 5-4-1埔里絲瓜的生長周期表 

24節氣 
立春 春分 穀雨 立夏 夏至 大暑 立秋 秋分 霜降 立冬 冬至 小寒 

2.4 3.20 4.20 5.6 6.21 7.23 8.8 9.23 10.24 11.7 12.22 1.6 

季節劃分 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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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長期             

育苗時間             

移栽+攀爬              

開花(花期)             

採收期(成熟)             

休耕期             



 25 

表 5-4-2埔里絲瓜的野外調查及訪談紀錄 

訪問時間 20140414下午 5：00、20140528下午 5：00 

訪問地點 學校岨園區旁邊的絲瓜園 

訪談對象 絲瓜阿嬤(周婆婆)的和他的兒子、張叔叔 

訪談問題 訪談紀錄 

絲瓜的種植時間大約在每年的

什麽時候呢？ 

約在二月初う立春え開始育苗在泥炭土的培養土中，到二月中

旬要將絲瓜苗移植到岨地的土裡。大概都是每兩天在下午 5點

左右澆一次水就可以了，絲瓜喜歡土壤濕濕的環境。 

絲瓜的生長期約需要多久？ 約從 2月～9月う立春～秋分え 

絲瓜何時開始開花，花期有多

長？從開花後到結果採收約需

多久的時間？什麽時候可以開

始採收？ 

絲瓜在三月初開始開花，每次開花時間大約有二十多天，當絲

瓜花完全枯萎的時候，也是絲瓜快要成熟可以採收的時候。 

什麽樣的天氣變化會對絲瓜的

品質造成影響呢？ 

沒有，不過絲瓜比較怕風。梅雨季節對絲瓜開花沒有影響，因

為絲瓜會在絲瓜季節前的兩個星期就會開始開花。 

絲瓜開花授粉時間以早上為主，如果早上下雨，蜜蜂就不會授

粉，會影響絲瓜的結果收成；如果下午下雨影響就不大，所以

午後雷堕雨對絲瓜的授粉影響比較小；另外，絲瓜結果後，對

絲瓜沒有影響。 

因為絲瓜是夏季作物，比較耐熱，而且絲瓜比較不怕水，但是

如果一連下好幾天的雨，產生積水現象，會造成絲瓜根部泡爛。 

 

表 5-5-1埔里百香果的生長週期 

24節氣 
小寒 大寒 立春 春分 穀雨 立夏 夏至 大暑 立秋 秋分 霜降 立冬 冬至 

1.6 1.20 2.4 3.21 4.20 5.6 6.22 7.23 8.8 9.23 10.24 11.7 12.22 

季節劃分 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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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長期              

栽種時間              

攀爬期              

開花(花期)              

採收期(成熟)              

休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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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2埔里百香果的野外調查及訪談紀錄 

訪問時間 20140713下午 5：00 

訪問地點 埔里廣成里的百香果園 

訪談對象 張叔叔 

訪談問題 訪談紀錄 

百香果的種植時間大約在每年的什

麽時候呢？ 

百香果在每年う國曆え12月～1月間開始種植，百香果會

攀爬到 2公尺左右就會開始開花。百香果所需要的水分比

蔬菜還要少，適合在山坡地種植，如果梅雨期間是不需要

澆水。 

百香果何時開始開花，花期有多長？

從開花後到結果採收約需多久的時

間？什麽時候可以開始採收？ 

百香果種植兩個月後，就會開始開花。大約 20幾天花謝

之後，就會開始結果，結果期大約需要兩個月。百香果在

每年 8月開始採收，百香果的採果期相當長，大約有半年

う六個月え的時間，在每年 7月到 12月。 

什麽樣的天氣變化會對百香果的品

質造成影響呢？ 

梅雨會造成根部腐爛和葉部的病蟲害，雷堕雨影響性較

小。颱風的強風豪雨會將百香果的果實從枝節處吹斷，造

成果實掉落，即使架網子也沒有用，因為百香果還沒成熟。 

下雨會降低甜度，日照時數短也會比較酸，尤其 11 月之

後，天氣較冷日照數也變短。溫差大，百香果會比較甜。

埔里的風比較小，適合百香果的生長，因為風太大會影響

百香果的棚架和果實的生長的穩定度。 

埔里赤崁台地的早晚溫度低適合百香果和絲瓜生長，百香

果和絲瓜會輪作，到 12月要重新整地，百香果最大量期

是 8月份，大約在中秋節前後的百香果最好吃。 

 

表 5-5-3埔里百香果的相關新聞報導(2014年 7月 4日星期五-自岩時報) 

 

新聞報導的內容 

每年 7月是埔里百香果的盛產期，產期大約可以

持續半年，但是モ年的氣候條件不佳，梅雨季節

連續下了 2個星期的大雨，果樹根部泡水，影響

生長，結果又碰上高溫和午後降雨，高溫潮溼交

替，容易導致疫病與落果，造成產量減少，因此

價格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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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1埔里筊白筍的生長週期 

24節氣 
小寒 大寒 立春 春分 穀雨 立夏 夏至 大暑 立秋 秋分 霜降 立冬 

1.6 1.20 2.4 3.21 4.20 5.6 6.22 7.23 8.8 9.23 10.24 11.7 

季節劃分 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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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長期               

栽種時間              

採收時間     ◎   ◎     

夜間照光              

品質最佳             

休耕期               

表 5-6-2埔里筊白筍的野外調查及訪談紀錄 

訪問時間 20140317下午 5：00 、 20140503下午 3:00 

訪問地點 一新里善新橋旁的筊白筍岨 

訪談對象 筊白筍爺爺、張叔叔 

訪談問題 訪  談  紀  錄 

目前台灣栽種筊白筍的品

種有哪些？ 

秋季栽種的品種有標當、青殼；冬季有紅殼。在埔里以標當為主，標當

又稱為賊仔種。 

埔里的筊白筍的種植時

間，在一年當中的何時栽

種？生長期約需要多久？ 

筊白筍從每年的 12 月初種植，等到隔年的清明節前可以採收，所以筊

白筍種植後大約需要 4個月的時間，才可以開始採收。 

什麽時候採收的筊白筍品

質最好？ 
在清明節前後的品質最好，還有秋天的品質也很好。 

種植筊白筍有哪些需要注

意的事情呢？ 

剛種植時溫度需要低溫，但是莖部う筊白筍的採收部位え在生長時溫
度需要比較高，但也不能太高。 

筊白筍適合栽種的水質以山泉水最好，地下水次之，最後是溝渠水。 

要注意噴灑農藥的時間，大約是採收的前一個月。 

要隨時將生病的葉子，從莖部拔除。 

筊白筍岨的水面會種植大面積的浮萍，可以避免陽光直射，減緩水溫
上升，以前也種過大萍，但是效果不好。 

如何利用晚上照燈來控制

筊白筍的生長期，種多久後

開始要照燈？ 

照燈的時間大約 60 天，也是筊白筍的葉子和根部在生長的時候，等到

莖部開始生長就不能再照燈，照燈的時間是從晚上 6點到隔天早上 6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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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3埔里筊白筍的相關新聞報導 

 

2014年 4月 8日星期二/自岩時報 

新聞報導的內容 

每年的四月進入筊白筍的盛產期，但是進入春

季後，因為有強烈的大陸冷氣團甚至寒流報

到，農民認為雖然筊白筍是利用抽取的地下水

來灌溉，較不怕低溫，但生長的速度難免會受

到影響，造成產期的延後。埔里的筊白筍因為

受到春季低溫的影響，造成產期延後，產量也

只有去年同期的 3分之 1，產量減少，因此價

格上升。之後等待天氣較為穩定，預計四月的

或五月初的產量就可以顯著提升。 

 

2015年 4月 4日星期六/自岩時報 

新聞報導的內容 

南投縣埔里鎮筊白筍在清明節左右進入盛產

期，一期受到嚴重乾旱影響，產量較去年約減

少 3成。農民指出，部分山邊湧泉區的筊白筍

岨產量還能維持不變，但距離水源較遠的岨

區，產量不如以往，只有大約去年 7成，更嚴

重的甚至只有一半。未來清明節前後雨量如果

仍未增加，持續缺水，恐影響五、六月的主要

產期。 

う三え 野外訪談與調查結果： 

1. 埔里四季的相對溼度都能維持在 75%左右，很適合耐濕性很強的絲瓜；另外，絲瓜和百香

果的生長期剛好是埔里氣溫較高、日照較充足的季節，有助於果實的生長。 

2. 岩於絲瓜和百香果的生長期極為相似，因此農家會採取絲瓜和百香果輪作的方式維持農

地的使用；另外，埔里早晚溫度低，且風比較小，適合百香果、絲瓜的生長，因為風太

大會影響棚架和果實生長的穩定度。 

3. 連續性的降雨、日照時數的長短、溫度的落差會影響百香果的甜度；另外高溫和午後降

雨帶來的高溫及潮濕交替現象，以及連續性降雨、颱風的強風豪雨，同樣會影響百香果

的生長，造成植株傷害、病蟲害；至於早上時間的降雨及連續性的降雨則是影響絲瓜產

量的主要因素。 

4. 絲瓜花期(3至 8月)對於往後絲瓜的採收量有著非常直接的影響，這段時間的是蜜蜂授粉

的主要時間，降雨則會影響蜜蜂的授粉，影響最大的是早上的降雨，下午的影響比較小，

3至 8月這段期期間同樣以梅雨季節的降雨影響最大，不僅會造成絲瓜根部泡水腐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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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也會影響絲瓜的授粉，進而影響後來的產量；至於 7、8月的午後雷堕雨影響相較之下

應羳會比較小。 

5. 7月至 12月是百香果的採收期，這段時間剛好也是埔里降雨機率比較低的時刻，其中 7、

8月的降雨應以午後雷堕雨為主，還是可能會影響百香果的甜度；採收期前的梅雨季節

(5、6月)的連續降雨對於百香果的生長有著非常直接的影響。 

6. 根據紀錄顯示筊白筍種植時間為 12月初，這時也是埔里比較低溫的月份(15~18度)，而

4月到 9月的氣溫ャ於 23℃~28℃之間，相當符合筊白筍的種植時需要低溫，嫩莖生長時

則需高溫う25 ℃え的條件。另外，為了避免陽光直射，造成溫度過高影響筊白筍的生
長，筊白筍岨的水面會種植大面積的浮萍來減緩水溫上升。 

7. 採收期間以清明節前後、秋天的品質最佳；然而進入春季時，強烈大陸冷氣團、寒流，

以及春、梅雨季節的降雨情形卻會影響筊白筍的生長。 

う四え 討論： 

1. 野外訪談調查的結果與新聞報導內容相符合，顯示梅雨季節的連續降雨、高溫和午後雷

堕雨，都會是影響百香果、絲瓜生長，造成產量減少的原因；另外，持續性的低溫以及

較差的降雨情形則是影響筊白筍生長的原因。 

2. 埔里地區位於北迴歸線附近，平均溫度約 17至 28度，冬季不嚴寒，夏季不炎熱，年雨

量達 1612mm，溼度也都維持在 75%左右，氣候相當宜人；另外，根據本校 99年度ひ揭開

土壤的神秘面紗ふ科展研究指出：埔里盆地的土壤種類相當多元，因此植物生態豐富，

所以埔里的農作物才能如此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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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 

一、 埔里盆地的平均溫度約 17至 28度，冬季溫度較低，春季後溫度明顯回升，5月因受

梅雨季節的影響，溫度稍微下降；夏季溫度最高，入秋後溫度明顯下降。另外，四季

的相對濕度約 75%，春、冬兩季分別受春、梅雨及大陸冷氣團帶來的鋒面系統影響，

濕度較高，秋季濕度較低。 

二、 埔里的年雨量約 1612mm，月平均雨量約 134mm，低於平均，季節性變化大；季節降雨

量岩多到少，分別是夏季＞春季＞冬季＞秋季；以梅雨季節的降雨量最多，夏季降雨

則以午後雷堕雨為主；冬季降雨受大陸冷氣團所帶來的鋒面影響；秋季降雨機率最低。 

三、 埔里和日月潭盆地都屬於副熱帶氣候，因此在溫度、濕度和氣壓的季節性變化具有相

同的趨勢；岩於地理環境的差異，地勢比埔里高的日月潭，溫度、氣壓都比埔里低，

以水為主的日月潭，溼度則比埔里高，變化起伏比較大；其中，因湖水具有調節天氣

的功能，進而影響日月潭在溫度、氣壓上的季節性變化起伏就比較小。 

四、 埔里和日月潭盆地因受地勢阻擋的影響，一年中埔里的風向的變化主要是西風、西北

風，伴隨著些許南風及西南風。日月潭的風向在春、冬季節也是以西風、西北風為主；

但夏、秋兩季受地形阻擋及湖水的影響，因此以東、東南風為主。 

五、 埔里和日月潭盆地受外來天氣系統帶來的空氣汙染，以及周圍高山屏障的影響，雨水

的平均酸鹼值都偏低(弱酸性)，相當接近酸雨標準；其中，春、冬兩季容易出現酸雨

的現象；兩地雨水酸鹼值有相同的季節性變化趨勢。而且日月潭的車輛、遊艇排放的

廢氣，加上地勢較高，受高山屏障的現象更明顯，進而影響當地的空氣品質，雨水酸

鹼值比埔里還低。 

六、 埔里四季的相對溼度都能維持在 75%左右，很適合耐濕性很強的絲瓜；早晚溫度低，

且風比較小，加上絲瓜和百香果的生長期剛好是在埔里氣溫較高、日照較充足的季節，

有助於果實的生長；採收期前的梅雨、颱風季節的連續降雨，以及午後降雨帶來的高

溫及潮濕交替現象會影響絲瓜、百香果的生長，造成植株傷害、病蟲害進而影響後來

的產量；另外，早上的降雨會影響蜜蜂的授粉；連續性的降雨、日照時數的長短、溫

度的落差會影響百香果的甜度。 

七、 冬季埔里的低溫很適合筊白筍的種植，春、夏季的溫度ャ於 23℃~28℃，符合嫩莖生

長時需高溫う25 ℃え的條件；以清明節前後、秋季時採收的品質最佳。種植過程中，
筊白筍岨的水面會種植大面積的浮萍來減緩水溫上升；至於持續性的低溫以及較差的

降雨情形則會影響筊白筍生長。 

八、 埔里盆地屬於副熱帶氣候，平均溫度約 17至 28度，冬季不嚴寒，夏季不炎熱；四季

相對濕度約 75%，氣候相當宜人；然而降雨季節性變化較大，且受地勢阻擋及季節風

向的影響，外來天氣系統帶來汙染更不易擴氷，讓產業活動以第一級為主的埔里，雨

水呈現弱酸性的現象。另外，因為多元的土壤種類，加上適宜的氣候條件，因此農作

物才能如此豐富，使埔里成為百香果、筊白筍、絲瓜的盛產地；然而季節性的天氣變

化卻可能會影響這些在地農作物的生長，造成產量減少，市場價格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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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建議 

一、 長久以來埔里享有好山、好水的美名，農產品更是聞名全台；然而埔里酸雨的現象，

以及近期的全台性的乾旱情形會不會影響在地農作物的生長，都是未來我們能持續追

蹤與探討的方向。 

二、 可以試著與鄰近台中、彰化的氣象觀測站的各目氣象資料互相對照，並將懸浮微粒的

相關資料納入討論與分析的範圍，藉岩這樣來驗證我們觀測結果的正確性。 

捌、 參考資料 

一、 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 http://www.cwb.gov.tw/V7/index.htm 

二、 埔里鎮公所-認識埔里-http://www.puli.gov.tw/web_travel/index.php 

三、 行政唾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http://taqm.epa.gov.tw/pm25/tw/default.aspx 

四、 張瀞文、王毓雯(2014)。要命的空氣(PM2.5全台追蹤報導)。商業週刊。1429期。 

五、 陳雲蘭(2008)。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科學發展。424 期。 

六、 中央氣象局氣象科技研究中心(2009)。台灣過去百年的氣候變化特性。中央氣象局。 

七、 陳昭銘(2006)。氣候變異。中興(台北市)。 

八、 第 53屆中小學科學展覽國中組地球科學作品。埔里鋒雲-雲雨埔里在地天氣相關探討。 

九、 涂建翊，余嘉裕(2003)。台灣氣候。遠足文化(台北市)。 

十、 東方編輯小組(2006)。氣象大觀測。東方(台北市)。 

十一、 任立渝(2002)。四季風情。如岨(台北市)。 

十二、 任立渝(2001)。透視氣象。如岨(台北市)。 

玖、 附件 

一、 埔里盆地的地形、土壤和氣候型態。 

二、 認識筊白筍、百香果和絲瓜的生長。 

三、 日月潭的氣象儀器ャ紹。 

四、 埔里盆地的各目氣候觀測紀錄う溫度、溼度、氣壓え。 

五、 日月潭盆地的各目氣候觀測紀錄う溫度、溼度、氣壓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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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議題在地化！試著探討氣象與在地農作物關係。唯埔里氣

象條件特徵可再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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