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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利用中央氣象局觀測資料查詢系統中的 2012-2022 年 6-8 月雨量及逐日平均溫度

資料，將桃園市的 12 個氣象測站數據輸入 excel 中，做成長條圖或趨勢圖並解讀。發現根據

十年來每年 6 到 8 月的平均逐日溫度分布情形，都市熱島效應可能發生於桃園測站附近，可

能及於中壢及八德。逐日平均溫度上升趨勢以龍潭測站最高。A 型午後熱對流降雨雨量上升

趨勢以中壢測站最高。山區的熱對流降雨雨量與逐日平均溫度上升趨勢，與平地或海邊測站

相比都有不及的情況，推測造成平地與山區熱對流降雨降雨量的異常變化有可能與都市熱島

效應有關。 

壹、研究動機  

台灣是一個四季常有雨的國家，降雨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已經是稀鬆平常的一個現象，

台灣地區的降雨常見有梅雨、颱風、低氣壓及午後熱對流降雨。而梅雨、颱風、低氣壓比較

容易受到中、大尺度的環流影響，但是午後熱對流降雨在一些文獻裡，例如嚴文懋(民 104)

與洪敬浤(民 108）等提及，可能會因為小尺度的都市熱島效應影響，造成降雨分布的改變。

經過討論後，我們決定展開一系列調查與探討，研究 2012-2022 年桃園市的熱對流降雨的雨

量與逐日平均溫度在近十年的變化，想印證桃園市是否有都市熱島效應，以及是否因都市熱

島效應導致降水分布的改變，造成異常。 

貳、研究目的 

一、觀察桃園市 12 個測站 2012-2022 年 6~8 月逐日平均溫度的變化，是否存在有都市熱島效

應。 

二、觀察桃園市 12 個測站 2012-2022 年 6~8 月午後熱對流降雨雨量變化與逐日平均溫度變化

的關係。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 電腦及網際網路。 

二、 Microsoft Office Excel 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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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至中央氣象局觀測資料查詢系統蒐集桃園市內測站資料，並把所有桃園市內不可用的測

站先去除，不可用測站為：中大臨海站、觀音工業區、大溪永福、新興坑尾、竹圍、水

尾，剩下 12 個可用測站。 

二、依據王安翔等（民 105），將發生於 6-8 月的午後熱對流降雨分成 A、B 兩型。午後熱對

流降雨 A 型是指 6-8 月每天的 12 點到 18 點產生主要降雨，而在其他時間裡並無降雨；

午後熱對流降雨 B 型是指 6-8 月每天的 12 點到 18 點產生主要降雨，而在其他時間裡也

有降雨，但最大降雨或最大降雨範圍發生在 12-18 時期間。經由討論後，我們採用了林

品芳、張保亮、周仲島（民 101）的文獻，裡面談到：1400 LST 時，對流活動已發生於

雪山和中央山脈的西側斜坡上，一小時候（1500 LST），對流區域逐漸擴大且對流活動

更頻繁，此現象持續至 1600LST，1700LST 後，北台灣的對流活動開始減少（如圖一），

所以 A 型午後熱對流降雨的資料比較符合所謂的夏季午後熱對流降雨。 

 

圖一 所有雨量站之平均時雨量之日變化。取自林品芳、張保亮、周仲島(民 101）。 

三、查找中央氣象局的雨量月報資料（如圖二），將桃園市的 12 個可用測站 2012 年到 2022

年 6~8 月的 A 型當天的雨量總和、逐日平均溫度資料放入 excel 做整理（如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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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桃園測站 2022 年 6 月份雨量月報表 

 

圖三 以平鎮午後熱對流降雨 A 型總數據和楊梅逐日平均溫度數據為例 

四、若午後熱對流降雨雨量出現異常極端值（如圖四），則確認是否為颱風、鋒面降雨及，

如果不是異常極端值則留下。 

 

圖四 紅色標註極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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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把逐日平均溫度異常的資料（如圖五）給去除，留下其餘可用的資料。 

 

圖五 2021 年 7 月 3 日~5 日 異常資料(如圖中 x 處) 

六、把處理好的數據轉換成 2012－2022 年十年來的折線圖與趨勢線，並運用一元一次方程

式：y=ax+b 找出趨勢線的傾斜程度（公式中的ａ為傾斜程度）（如圖六）。 

 

圖六 以新屋測站 2012-2022 年十年來午後熱對流降雨 A 型的折線圖為例，黑線為趨勢線

（縱軸為雨量，單位為 mm。橫軸是資料數） 

七、將折線圖中趨勢線的斜率（y=ax+b 裡的＂a＂）取出，並運用 12 個測站斜率的平均值與

標準差來互相比較（如圖七）。 

 

圖七 各測站逐日平均溫度或 A 型午後熱對流降雨雨量折線圖中趨勢線斜率（a）的平均值

與標準差 

八、計算 2012-2022 年各年 6 到 8 月的逐日溫度平均值（如圖八），並繪製成各測站十年來的

長條圖（如圖九）來做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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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以新屋測站為例，2012-2022 年各年 6 到 8 月逐日溫度的平均 

 

圖九 2012-2022 年 12 個測站每年 6 到 8 月的平均逐日溫度長條圖 

伍、研究結果 

由圖九可看出，2012-2022 年每年 6-8 月各測站平均溫度的分布，桃園測站是所有測站中

十年來溫度分布最高的測站，而新屋、蘆竹和八德測站十年來溫度較其他測站呈現相對較高

的情況。 

接著，我們下載並篩選出了所有測站的 A 型午後熱對流降雨雨量資料（如圖十到圖二

十一，橫軸皆為資料數），並把十年來趨勢線的斜率取出做成標準差比較。同時也下載並處

理逐日平均溫度資料（如圖二十二到圖三十三，橫軸皆為資料數），將趨勢線的斜率利用標

準差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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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觀音測站 2012-2022 年 A 型午後熱對流

降雨雨量分布圖 

圖十一 蘆竹測站 2012-2022 年 A 型午後熱對

流降雨雨量分布圖 

 

  

圖十二 楊梅測站 2012-2022 年 A 型午後熱對

流降雨雨量分布圖 

圖十三 中壢測站 2012-2022 年 A 型午後熱對

流降雨雨量分布圖 

 

  

圖十四 桃園測站 2012-2022 年 A 型午後熱對

流降雨雨量分布圖 

圖十五 龜山測站 2012-2022 年 A 型午後熱對

流降雨雨量分布圖 

 

  

圖十六 平鎮測站 2012-2022 年 A 型午後熱

對流降雨雨量分布圖 

圖十七 新屋測站 2012-2022 年 A 型午後熱對

流降雨雨量分布圖 
  

圖十八 八德測站 2012-2022 年 A 型午後熱對

流降雨雨量分布圖 

圖十九 大溪測站 2012-2022 年 A 型午後熱對

流降雨雨量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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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 龍潭測站 2012-2022 年 A 型午後熱對

流降雨雨量分布圖 

圖二十一 復興測站 A 型午後熱對流降雨資

料 2012-2022 年 A 型午後熱對流降雨雨量分

布圖 

 

  

圖二十二 新屋測站 2012-2022 年逐日平均溫

度分布圖 

圖二十三 觀音測站 2012-2022 年逐日平均溫

度分布圖 

 

  

圖二十四 蘆竹測站 2012-2022 年逐日平均溫

度分布圖 

圖二十五 楊梅測站 2012-2022 年逐日平均溫

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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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 中壢測站 2012-2022 年逐日平均溫

度分布圖 

圖二十七 桃園測站 2012-2022 年逐日平均溫

度分布圖 

 

  

圖二十八 龜山測站 2012-2022 年逐日平均溫

度分布圖 

圖二十九 平鎮測站 2012-2022 年逐日平均溫

度分布圖 

 

  

圖三十 八德測站 2012-2022 年逐日平均溫度

分布圖 

圖三十一 大溪測站 2012-2022 年逐日平均溫

度分布圖 

  

  

圖三十二 龍潭測站 2012-2022 年逐日平均溫

度分布圖 

 

圖三十三 復興測站 2012-2022 年逐日平均溫

度分布圖 

 

從 2012 年到 2022 年 6 到 8 月逐日平均溫度趨勢線斜率的標準差看起（如圖三十四)，可

以發現龍潭高出一到兩個標準差；平鎮、觀音、蘆竹、大溪、八德高出一個標準差以內；中

壢、桃園、新屋、復興低於一個標準差以內；楊梅、龜山低於一到兩個標準差以內。我們將

不同的標準差與平均值間距以不同的顏色標記在桃園市 12 個測站位置圖中（如圖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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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四 2012-2022 年逐日平均溫度標準差數據 

 

圖三十五 2012-2022 年逐日平均溫度趨勢線斜率的標準差分布與測站位置疊圖 

另外，從 2012-2022 年 6 到 8 月 A 型午後熱對流降雨趨勢線斜率的標準差資料（如圖三

十六)，可以發現中壢測站雨量高出了兩到三個標準差，是測站裡面最高的；蘆竹測站則是

高出一到兩個標準差；新屋、觀音、八德、大溪和龜山高出一個標準差以內；桃園、平鎮、

龍潭、復興低於一個標準差以內；楊梅低於兩到三個標準差。我們將不同的標準差與平均值

間距以不同的顏色標記在桃園市 12 個測站位置圖中（如圖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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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六 2012-2022 年 A 型午後熱對流降雨標準差數據 

 

圖三十七 2012-2022 年 A 型午後熱對流降雨雨量趨勢線斜率的標準差分布與測站位置疊圖 

陸、討論 

根據圖九，我們將 2012-2022 年每年 6-8 月逐日溫度的平均溫度分布長條圖中，溫度分

布最高的桃園測站及其餘溫度分布相對較高的蘆竹、八德、新屋測站以不同顏色的記號標示

於桃園市各測站位置圖上(如圖三十八)。發現桃園市 2012-2022 年十年來溫度較其他測站

高，有可能發生熱島效應的區域應該在桃園測站附近，這與林子平(2021)所提及桃園市的都

市熱島效應主要位於中壢火車站以東、桃園區市區及部分八德區有相類似的情況(如圖三十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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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八 2012-2022 年每年逐日溫度平均值較高的測站分布圖 

 

 

圖三十九 桃園市秋季日間平均氣溫分布圖，取自：林子平(2021)，都市的夏天為什麼愈來

愈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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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三十五，我們發現 2012-2022 年十年來，龍潭測站是溫度上升趨勢最多的一個測

站，而鄰近的大溪、八德與平鎮測站溫度上升趨勢是次多的情況，顯示靠近桃園市山區的龍

潭、大溪、與平鎮地區可能有普遍性都市溫度上升趨勢較其他區域為多的情形。 

根據圖三十七，2012-2022 年 A 型午後熱對流降雨雨量上升趨勢最多的測站為中壢測

站，雨量上升趨勢次高者為蘆竹測站，而復興、龍潭、平鎮、楊梅與桃園測站 A 型午後熱

對流降雨雨量上升趨勢情形都低於平均值至三個標準差之間，甚至山區的復興及靠近山區的

龍潭、平鎮、楊梅測站十年來 A 型午後熱對流降雨雨量上升趨勢是負的(如圖十二、十六、

二十、二十一)，但平地如新屋、觀音、蘆竹、龜山、中壢、和八德測站的十年來 A 型午後

熱對流降雨雨量上升趨勢都高於平均值至三個標準差之間(如圖三十七)。 

若將 A 型午後熱對流降雨雨量上升趨勢(如圖三十七)與十年來逐日溫度平均值分布(如圖

九)的測站做一個比對，會發現溫度比較高的測站(如新屋、蘆竹、桃園及八德測站)都有 A 型

午後熱對流降雨雨量上升趨勢較多的情況，特別的是，有可能位於熱島效應附近的中壢測

站，雨量上升趨勢是最多的。 

因此，我們推論 2012-2022 年十年來平地的熱島效應造成午後熱對流降雨雨量有上升的

趨勢，因熱對流降雨已下在平地區域，導致山區的熱對流降雨就會有減少的趨勢。而嚴文懋

（民 104）的文獻中提到，熱島效應是因都市區域的氣溫會高於鄰近的山區地區，像一個由

高溫形成的島嶼，在氣象學中稱之為「都市熱島效應」。熱島效應會造成都市的氣溫高於山

區，因而加強都會區的對流系統，造成雨還沒到達山區就已經下完了（如圖四十）。我們的

發現與嚴文懋（民 104）有非常類似的情形。 

 

圖四十 熱島效應導致空氣提前抬升（引用自 Lin 等人,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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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們分別比較新屋測站與蘆竹，中壢及桃園測站，與復興測站等五個測站十年來

逐日平均溫度分布、十年來逐日平均溫度上升趨勢及十年來 A 型午後熱對流降雨雨量上升

趨勢的程度(如圖四十一)。 

 

圖四十一 2012-2022 年新屋、蘆竹，中壢、桃園與復興測站五個測站十年來逐日平均溫度

分布、十年來逐日平均溫度上升趨勢及十年來 A 型午後熱對流降雨雨量上升趨勢的程度比

較圖 

新屋站為氣象局新設立的標準測站，而蘆竹測站則接近林口台地，兩個測站位置都比較

偏向海邊。如圖四十一顯示，新屋與蘆竹十年來的平均逐日溫度每年的平均是差不多的，但

新屋與蘆竹十年來的 A 型午後熱對流降雨是蘆竹較高，逐日平均溫度上升趨勢也是比新屋

來的高。因此，我們推論可能是蘆竹人口由 2012 年的 146779 人增加至 2022 年 166300 人，

較新屋的 2012 年 48276 人增加至 2022 年 49205 人，增長的更快速，都市化的程度也比較

大，使得都市氣溫上升後，造成午後熱對流降雨雨量上升趨勢更多。 

我們也分別比較中壢及桃園測站。中壢、桃園測站位於熱島效應的核心。在圖四十一

中，中壢測站雖然氣溫沒有桃園測站高，但是中壢測站 A 型午後熱對流降雨雨量上升趨勢

比桃園測站高許多。在林子平(2021)描述桃園市的熱島效應呈現雙核心的情況，所以中壢測

站十年來氣溫分布應該與桃園測站不相上下，但是林子平(2021)認為中壢與八德地區因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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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的埤塘在調節氣溫，所以夜間時中壢的溫度降得比桃園多(如圖四十一)。也因此有可能

造成本研究中，中壢測站十年來的逐日平均氣溫低於桃園測站。因為中壢較桃園偏西方，我

們推論有可能午後熱對流降雨降在中壢的雨量越來越多，導致桃園的午後熱對流降雨雨量上

升趨勢不高。而在曾維德、廖學誠(民 106)應用新聞報導內容分析探討桃園市的自然災害特

性的文獻中，在 1986-2015 年間統計桃園市各區發生水災的次數，以中壢區最多(如圖四十

二)，與本研究的發現有高度類似情況。 

 

圖四十一 桃園市都會區秋季夜間平均氣溫分布圖取自：林子平(2021)，都市的夏天為什麼

愈來愈熱？ 

 



 

15 

 

 

圖四十二 桃園市各區 1986-2015 年間災害報導次數統計，取自：曾維德、廖學誠(民 106) 

 

綜合新屋、蘆竹，中壢、桃園與復興測站，以桃園測站的十年來逐日平均溫度分布最

高，以蘆竹測站的十年來逐日平均溫度上升趨勢最高，以中壢測站十年來 A 型午後熱對流

降雨雨量上升趨勢最高。而這五個測站中唯一位於山區的復興測站，不管在十年來逐日平均

溫度分布、十年來逐日平均溫度上升趨勢及十年來 A 型午後熱對流降雨雨量上升趨勢，都

排在五個測站的最末位，顯示山區的熱對流降雨雨量與逐日平均溫度上升趨勢，與平地或海

邊測站相比都有不及的情況。 

柒、結論 

一、2012-2022 年桃園市 12 個測站每年 6 到 8 月的平均逐日溫度分布情形，以桃園測站最

高，新屋、蘆竹和八德測站次之，都市熱島效應可能發生於桃園測站附近。 

二、2012-2022 年桃園市 12 個測站 6-8 月各個測站十年來逐日平均溫度趨勢的標準差比較，

由高到低分別為：龍潭高出一到兩個標準差；平鎮、觀音、蘆竹、大溪、八德高出一個

標準差以內；中壢、桃園、新屋、復興低於一個標準差以內；楊梅、龜山低於一到兩個

標準差以內。十年來逐日平均溫度上升趨勢以龍潭測站最高，平鎮、觀音、蘆竹、大

溪、八德測站次之，楊梅及龜山測站最低。 

三、2012-2022 年桃園市 12 個測站 6-8 月各個測站十年來 A 型午後熱對流降雨雨量趨勢的標

準差比較，由高到低分別為：中壢測站雨量高出了兩到三個標準差；蘆竹測站則是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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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兩個標準差；新屋、觀音、八德、大溪和龜山高出一個標準差以內；桃園、平鎮、

龍潭、復興低於一個標準差以內；楊梅低於兩到三個標準差。十年來 A 型午後熱對流

降雨雨量上升趨勢以中壢測站最高，復興、龍潭、平鎮、楊梅測站上升趨勢為負的。 

四、桃園市的平地測站(如新屋、觀音、蘆竹、龜山、中壢和八德測站)因都市熱島效應導致

十年來雨量上升的趨勢較多，而靠近山區或位於山區的測站(如復興、龍潭、平鎮、楊

梅測站)十年來雨量卻有減少的趨勢。 

五、位於海邊的蘆竹測站與新屋測站相比，蘆竹測站十年來逐日平均溫度與午後熱對流降雨

雨量上升趨勢皆比新屋測站來的高，可能是靠近山區，容易發生午後對流且都市化程度

較高，有較多的都市熱島效應。 

六、位於都市的中壢測站與桃園測站相比，中壢測站在每年 6 到 8 月的平均逐日溫度分布情

形，雖然沒有桃園測站高，但是十年來 A 型午後熱對流降雨雨量上升趨勢較桃園測站

多。可能是中壢測站位於桃園測站西方，因雙核心的都市熱島效應，午後熱對流降雨先

下在中壢，使得中壢測站十年來雨量上升趨勢比桃園測站高很多。 

七、唯一位於山區的復興測站，不管在逐日平均溫度分布、逐日平均溫度上升趨勢及 A 行

午後熱對流降雨雨量上升趨勢，都比在平地或海邊測站還低。 

推測造成 2012-2022 年桃園市平地與山區熱對流降雨降雨量的異常變化有可能與都市熱

島效應有關。我們的都市正面臨越來越現代化，隨著發展，柏油路漸漸變多，都市污染日益

嚴重，都市的高樓導致能提供有效散熱的地方逐漸減少，使得空氣溫度逐漸升到比附近溫度

要來的高，所以才會造成空氣在到達了中壢區附近的時候，空氣提前受熱上升，提前降雨，

導致其餘區域降雨因而受到影響而減少。 

未來我們希望能夠加入更多的考量因素，例如海溫、氣壓、風速和風向等等，探討與午

後熱對流降雨的關係，或者試著研究在其他的月份內是否也有此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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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30510 

溫度的分析需要考慮細分到上午、午前，晚上等等，以日平均溫度會

受到下雨等過多因素的影響而產生誤差。 

觀察仔細，水災因素不能當作直接證據，還需考慮其他因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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