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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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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接受來自太陽的
熱，會再釋放回太空，
而空氣中的溫室氣體
會讓向外釋出的紅外
線反射回到地球表面，
使地球維持溫暖。然
而造成溫室效應的氣
體量增多時，太陽的
熱會不斷累積在地球
表面，造成氣溫逐漸
上升。 

氣候變遷-溫室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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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溫室氣體 

 二氧化碳 (CO2) 

 氟氯碳化物 (CFCs) 

 甲烷 (CH4) 

 氧化亞氮 (N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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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溫室效應 



 利用衛星記錄估算的1970-2005年線性全球溫度趨勢圖，
左邊是地面溫度趨勢圖， 右邊是地面到約10公里高度的
對流層溫度趨勢圖。灰色區域表示資料不完整。請注意當
地面溫度變化時，如果對流層衛星記錄中存在空間上比較
一致的變暖，那麼這種變暖與陸地和海洋的關係就更明顯。
(摘自HadCRUT3數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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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溫室效應 



 全球暖化的指標性觀測證據 

 全球平均氣溫上升 

 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 

 全球多處冰河與冰山面積縮減 

 全球大氣溫室氣體含量增加 

 其中以溫度的觀測資料最長最密也最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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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 

IPCC AR4 

 1961年-2003年全球平
均溫度約上升0.47°C。 

 1961年-2003年全球平
均海水位約上升
77mm。 

 1961年-2003年全球平
均冰雪面積約減少180
萬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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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氣候事件與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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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北半球酷暑  

 罕見的高溫熱浪2010年6月襲擊北半球多個國家，這也是
全球自1880年有紀錄以來最炎熱的6月。大陸華中、華北
地區最高溫達42℃以上。美國東部等地一度逼近40℃。
烏克蘭、俄羅斯遭遇130年來最高溫；歐洲芬蘭、德國、
比利時、義大利等也遭遇75年來創紀錄高溫34℃~35℃。 

 

極端氣候事件與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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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南半球奇寒 

 同一期間，南半球卻紛紛遭遇數十年不遇的極端寒冷天
氣。祕魯南部一些地區僅有-23℃，凍死數百人，全國進
入緊急狀態。智利、阿根廷至少數十人因低溫而死亡。
南美洲多個城市創歷史最低溫。南非世界盃足球賽，因
遭逢幾十年來最寒冷的比賽天氣，導致收入大幅縮水。 



 2010年中國水災，自2010年5月10日起，共28省(自治區、
直轄市)出現強降雨，截止8月5日已造成1,072人因災死亡，
619人失蹤，110萬間房屋倒塌，大量農作物受損，直接
經濟損失達到2,100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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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氣候事件與災害 



 2010年7月5日在東京市區降下每小時超過100毫米的驚
人雨量，導致東京市區大淹水，將近130棟民宅受災，一
人失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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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氣候事件與災害 



 自 2010 年 12 月至 2011 年 1 月底止，接連洪水侵襲澳
洲昆士蘭州，包括首府布里斯本在內，昆士蘭州超過 3/4 
面積被宣布為災區，20 萬以上居民受災，至少造成 35 
人死亡，9 人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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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氣候事件與災害 



 2010年巴基斯坦因季風所帶來的暴雨而引發嚴重水災，
估計造成超過1600人死亡，65萬棟房屋被毀，150萬人
無家可歸，超過55萬公頃農田被毀，2,000萬人受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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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氣候事件與災害 



 2011年在泰國南部地區因持續暴雨而引發的洪災，泰國
76個行政區劃中有50個受到洪水影響，全國四分之三泡在
水裡，造成至少366人死亡，經濟損失1,000億泰銖以上。 

 

 2012年澳洲東部的昆士蘭、新南威爾士和維多利亞各州因
連日豪雨，導致河水高漲，農田淹沒，橋樑和道路交通切
斷。兩省淹浸在洪水的面積相等於一個法國（法國面積約
67萬平方公里）。 

 

 2012年10月下旬，颶風珊迪於加勒比海海域形成，隨後
侵襲了包括美國、海地、古巴等國家，造成253人死亡，
損失估計超過650億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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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氣候事件與災害 



臺灣氣候變遷 

16 



臺灣氣候變遷 

 台灣百年來年均溫已上升
1.2度，尤以近二十年來上
升速率最快。 

 冬季變化幅度較大，近二
十年來暖冬現象明顯。 

 夏季溫度變化較小，但二
十世紀前半期與後半期有
明顯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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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的日夜溫差自1970
年後就大幅減少約15%。 

 日間高溫變化較小，但近
二十年來上升速率增加。 

 夜間低溫持續上升的趨勢
明顯，相對溼度也逐漸降
低。 

 溫差的減少與雲量增加、
懸浮顆粒增多、土地利用、
都市熱島效應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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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氣候變遷 



 臺灣於1901年 – 2006年之間有明顯的增溫，平
均增溫率約為1.4°C，而全球100年(1906-2005
年)的温度上升為0.74°C，台灣地區的增溫約為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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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氣候變遷 



 白天與夜晚的增溫幅度有所不同，最明顯的增溫
發生在夜晚，增加率約為2.5°C/百年，約為全球
的3.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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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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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氣候變遷 

 受到全球增溫的影響，臺灣周遭的海水位也在上
升 



 臺灣的年降雨天數，除了台中和新竹等少數地區
外，各地年降雨天數都明顯減少，其中台東成功
60年來減少約44天，居全臺之冠。 

 雖降雨天數減少，但年降雨量並沒有降低的趨
勢，而降雨強度有增強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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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氣候變遷 



 從每十年的相對濕度分
佈變化情況，也可以看
出下雨天都明顯減少。 

 其中又以夜晚的相對濕
度減少最為明顯。 

 主要原因為小雨(降雨強
度小於5mm/hr)的發生
次數顯著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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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氣候變遷 



 2009年唯一侵台的莫拉克颱風，在掠過北台灣時
所引進的旺盛西南氣流，為南台灣降下世紀僅見
的超大豪雨，造成慘痛的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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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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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之影響 

 近年來全球氣候異常，一再發生超乎設計負荷容
量之暴雨，因而淹水事件層出不窮。 

 其設計雨量、降雨強度、海水位均有所變化，同
為10年重現期降雨，10年前與10年後絕然不同。 

 極端事件雨量增加，原防洪設施已不足以保護。 

 降雨事件之強度增大，原有的設計洪峰延時與降
雨雨型已不合時宜。 

 雨量及雨型的變化，使得洪峰之流量及水位高
升，增加溢堤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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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有的設計標準，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下，現今均
已不足保護。 

新北市 - 塔寮坑溪排水系統各重現期降雨量比較 (mm) 
統計年份 5年重現期 10年重現期 20年重現期 25年重現期 

1972-1997 172 224 
1978-2004 186 249 

彰化縣 - 二林溪排水系統各重現期降雨量比較 (mm) 
統計年份 5年重現期 10年重現期 20年重現期 25年重現期 

1952-1996 193 254 
1952-2006 227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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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之影響 



 氣候變遷的影響下，未來海水位上升可分為全球
海水位上升量、區域海水位上升量及暴潮增加量
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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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之影響 



 平均海水位上升，讓防潮閘門開啟時間縮短、抽
水站功率下降及河川水位上升等。 

 防潮閘門開啟時間縮短、抽水站功率下降使得低
窪地區內水排出困難，外水又因河川水位上升，
有溢淹進下游低窪地區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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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之影響 



 因氣候變遷，降雨事件分佈不均 

 濕季時間縮短，降雨集中，水庫蓄洪能力受到
考驗，洩洪時機需更加精準，準備時間更加短
促。 

 乾季時間增長，小雨減少，颱風季蓄水評估需
更加精準，春作農耕用水更加吃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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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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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之影響 

 海平面上升將對低漥及海
岸地區形成直接且嚴重的
威脅與損害。 

 右圖中深藍色的地區將會
首先受到衝擊 。 



防災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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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因應對策 

 根據氣候持續暖化帶來的威脅，要加強推動前瞻
預測、因應減緩、適應調適等三大策略。 

 前瞻預測：深入分析氣候變遷對環境、基礎設施和生產系
統的影響，以為減緩和調適策略作科學的探討。對一般民
眾來說，時時掌握天然災害的訊息，處處留意環境的變化，
更是不能忽略。  

 因應減緩：發展綠能科技，調整生活方式，建立節能低碳、
充分使用資源(4R )的社會；加強生態環境的保育，恢復
大地的健康體質，保護地球環境，也保護自己健康 。 

 適應調適：趨福避禍，遠離危險易受災的地區，遷出未來
會被淹沒的海岸區，建立自主性高的社區(能源、糧食、
水資源、公共衛生)；加強防災、救災體系的連繫與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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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因應對策-束範洪流 

 建堤岸或防洪牆以約束洪流， 此為最早且最廣
泛採用的方法。 

台南鹽水溪堤防 堤防的防護工用來防止洪水的沖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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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因應對策-疏導洪流 

 以截彎取直及挖深來改
善河槽(如圖)，以暢通
洪流，使河槽流量增加，
降低洪蜂。包括浚渫河
川或整理河川，以增加
排洪的斷面面積與排洪
能力。  

截彎取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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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因應對策-分洩洪流 

 開闢疏洪道(又稱減河)與泛區來分擔主河的洪
水流量，將洪水從疏洪道導引至適合地點排放，
減少洪水對主河兩岸高度開發區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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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因應對策-攔蓄洪流 

 建造水庫或湖泊池塘，
可以蓄積雨水，減小洪
峰流量，降低水庫下游
河道洪水量或減少湖泊
池塘附近的地面積水。
水庫可預留某些空間儲
存洪水，減少下游發生
洪患的機會，以保護城
鎮、都市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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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因應對策-集水區治理 

 以水土保持的方法(造林、
植草、防砂壩等)防止集
水區土壤沖刷、改善地
面水流匯聚的情形降低
洪峰流量、利用防砂措
施減少河水中的含砂量
及規劃土地之利用加強
集水區管理。但對於高
強度的暴雨，水土保持
的防洪及減輕沖刷的效
果很小。 

苗栗縣獅潭鄉新店溪永興段 

全面魚道式防砂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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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因應對策-抽水排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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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因應對策-都市排水設施 

 都市的排水設施包括雨水下水道和抽水站的設置，
可迅速將都市的地面逕流排走，減少路面、街道
的積水。但會使得位於都市下游的河川流量增加，
洪峰提前來臨。可以設置調洪池（即蓄洪池），
先將洪水暫存起來，過一段時間後再排走。 

調洪池可以暫時儲存洪水，減少下游 
河川的洪水量，圖為新店市的青山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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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因應對策-洪水平原管理 

 洪水平原為洪水來臨時可讓洪水順利通過無阻礙
之地區，對於尚未有防洪設施或設施不夠的地方，
限制土地的使用，保留河水的行水區及自然的洩
洪道，預留防洪措施所需使用的土地，避免過度
密集的發展，使洪水通過洪水平原到達河海或排
水良好的區域，不造成水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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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因應對策-洪水警報 

 推算雨量及洪水的流量及水位，於洪水來臨前即
時發出預報及警告，使低漥及水庫下游地區，預
先知道洪水而警戒防範，以適時採取措施或遷避，
減少人命及財產損失。  

發布洪水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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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因應對策-洪水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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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因應對策-疏散機制與程序 

 洪氾平原或經常積水地區遭受洪水侵擾時往往造
成人員及財物損失，為避免人員傷亡及減少損失，
應事先規劃疏散路線(逃生路線)，並配合洪水預
報系統，當發生洪水可能造成淹水時，此系統對
可能淹水地區可事先發出警報，以便人員得以循
適當路線儘快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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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因應對策-洪水保險 

 事先投保、分攤風險，損失可以得到補償，是一
種分擔損失或儲蓄以復原的觀念。 

 必須先規劃好以下幾個標準： 

 洪氾區劃設之標準。 

 洪災損失之調查。 

 洪災保險頻率及保險費。 

 政府輔助比例標準。 

 洪災保險制度之作業程序。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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