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類別：各類議題 

 

 

 

 

 

 

篇名： 

無「微」不至-微氣候對環境的影響 

 

 

 

 

 

 

 

 

作者： 

駱顥文。縣立明禮國小。六年孝班 

吳奕萱。縣立明禮國小。六年孝班 

賴奕宏。縣立明禮國小。五年忠班 

 

 

 

 

 

 

 

指導老師： 

陳蕙蘭老師 



 無「微」不至-微氣候對環境的影響  

1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學校西北方有一塊草地鋪了一些小石子的停車場，冬天時，東北季風一吹，

校園就有些飛沙，雨天時，常常有一些水窪，走過去鞋子都濕了，於是學校爭取

經費，將它鋪成了水泥的停車場。 

 

自然課剛好上到了氣候，自然老師，拋出了問題給我們：你們站在草地上，

還是站在水泥地上感覺涼快？於是我們找了一些資料，發現了這就是指一個小範

圍的氣候狀況，不時受到周圍環境改變的情形-微氣候，就像草地停車場及水泥

停車場一樣，對氣侯產生了不同的影響，於是我們決定一探究竟。 

 

二、研究問題 

 

    我們不時接收到地球氣候改變的資訊，劇烈的天氣變化、溫室效應、暴雨、

狂風......，或者是緩緩現形的乾旱、土壤沙漠化，甚至有些古文明的消失，科學

都指向氣候的改變，我們處在關鍵的時間點上，如果我們再不改變，就太晚了，

於是我們想探討如果改變小小的微氣候對大環境是否有影響，發揮「蝴蝶效應」

的效果。 

 

三、研究方法與架構 

 

    我們蒐集研讀資料，整理資料，並將在校園的不同區域，在不同的天氣狀況

下，測量地表溫度，記錄並繪製成折線圖，希望藉著校園微氣候的觀察，看看我

們能改變什麼。因為議題甚大，我們將研究範圍設定在「溫度」。 

 

 

 

 

 

 

 

 

圖一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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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微氣候 

 

    微氣候是指範圍極小的地區，例如樹底下、水池邊或田野裡等等，熱度、光

線與溼度的組合。（註一）以溫度為例，離地面愈高愈冷，在水域附近感覺較涼

爽，在柏油地旁就比較熱，不時受到周圍環境改變的影響。 

 

    由於微氣候牽涉到許多陸氣交互作用的過程，而陸氣交互作用又對地球的水

文循環甚巨，許多科學家便致力於微氣候的測量、分析和參數建立等，是想了解

微氣候在氣候變遷、植物生長、碳循環等議題的關連。（註二）為什麼我們對這

議題有興趣呢？慢慢告訴你。 

 

二、氣候過去式— 

 

    自古以來人們習慣觀察天氣的變化，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整理出規則，如我

們農曆的 24 節氣。地球歷史已有 46 億年，其中經過了許多次的冰河時期，離我

們最近一次的冰河時期約十二萬年前開始，在兩萬年前達到最冷，之後逐漸增溫，

到一萬年前最溫暖，之後又有許多次的小冰河期，翻開人類歷史，可以發現在冰

冷的時代，通常都是亂世，不然就是有嚴重的傳染病，所以氣候跟我們息息相關。 

 

  （一）生物的前世與今生 

 

        35 億年前地球開始出現了藍綠藻，經過漫長的 30 億年，5 億年前才開

始出現大量生物，大都生活在海洋裡，三葉蟲就是當時的代表，接著是魚類，

植物也出現在陸地。兩億五千萬年前爬蟲類開始大量出現，恐龍大量繁殖，

直到六千五百萬年前恐龍滅絶，哺乳類取代了爬蟲類。 

 

  不同的時期出現不同的生物，所以現代生物百花齊放，但是預估在 21

世紀末會有 30％的動、植物消失…。（註三） 

 

  （二）神祕消失的古文明 

 

        中央氣象局鄭明典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氣候被拿來解釋古文明崩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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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原因。（註四）在美國「弗德台地國家公園」內有「崖壁宮殿遺址」，

原本住著阿納薩齊人，「宮殿」建於崖壁上，在崖壁上方的台地看不到洞穴

裡的建築物，而崖壁的角度也剛好可以阻擋夏天的豔陽，但是冬天斜照的陽

光卻可以溫暖大部分的建築區，是可防禦又冬暖夏涼的理想居所，顯然他們

找到適合居住的「微氣候」地區。考古學家後來鑑定估計宮殿始建於 1190

年，最新的主建築完工於 1260 年，然後在 1300 年之前被完全棄置，被棄置

時仍有部分建築工程在進行中，顯然被放棄並非經過縝密規劃而是事出突

然。 

 

        根據考古學家經過各方的驗證，當時阿納薩齊人發展的越來越好，人口

越來越多，破壞了當時居住環境，當從事生產的農民沒辦法生產出足夠農作

物，統治階層者就實施高壓，而引起反抗，埋下崩壞的種子，而在 1276-1299

年間發生了大乾旱，「宮殿」只能被放棄，「氣候變異」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

一根稻草。當時沒有環境保護的觀念，人口過度膨脹及環境受到破壞，而現

在的我們還是沒有學到教訓。 

 

三、氣候進行式— 

 

    現在我們無法阻止地球的暖化，依據 2007 年以科學數據及分析為根據所發

表的 IPCC（政府間氣候變遷委員會）報告書，過去 100 年間氣溫上升了 0.74 度，

因為人為排放量的作用，預測在 2100 年前甚至可上升達 6.4 度，這證明了人類的

活動，會造成地球暖化。（註五）地球持續暖化到 2100 年可能的影響： 

 

  （一）消失的國土-海平面因冰河融解及海水的熱膨脹，最大將上升 88 公分。

吐瓦魯，一個受到海平面上升而國土即將消失的國家，世界上大部分

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區，全球大約 10％，即 6 億以上的

人口居住於此，而這些地區也將沉在水裡。 

 

  （二）生物越來越少-每一種生態系的斷裂或消失都可能引發連鎖性危機，維

持生物多樣性，對全球所有的生物都很重要。 

 

（三）沒有食物可以吃-因害蟲的災害使穀物量驟減，漁獲量也因洋流變化而

受到影響，因暖化影響，生態系混亂，時序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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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極端氣候夾擊-內陸地方持續乾旱，熱帶地區頻繁發生颱風及颶風的災

害。緩緩現形的乾旱，讓我們不知不覺棄守家園。（註六）劇烈的天候

變化讓我們反應不及。 

 

（五）氣候時序混亂-瘧疾及登革熱等熱帶性傳染疾病蔓延地區擴大。由於地

球暖化，讓原本在熱帶地區的傳染病更容易擴散到全世界，現在就連

日本也出現了登革熱。 

 

（六）可燃的冰-因永凍土融解，可能放出大量溫室效應氣體，因本來被包含

在海底及永凍土之中的大量甲烷冰狀固體及二氧化碳被融解出來，將

使地球更加暖化。 

 

四、我們的實驗— 

 

以上種種現象的問題都在於溫度的上升，而溫度的上升與二氧化碳快速增加

有關，除了減少排放二氧化碳外，還要加速提升自然生態的碳吸蓄能力。（註七）

溫度越低時海洋的二氧化碳溶解度愈高，二氧化碳就深深的沉入海底。在我們的

研究目的中提到，小小的微氣候是否可影響到較大環境的溫度呢？於是我們做了

實驗。 

 

我們參考中央氣象局網頁，做了三個氣象觀測用的史帝文生百葉箱，分別放

在草地中央、草地與 PU 球場交界處、PU 球場中央，架高 50 公分，從早上九點

三十分到下午三點三十分，每一小時測量一次，記錄並繪製成折線圖，共實驗二

次，分別是 10 月 24 日及 10 月 30 日，以下是 10 月 30 日記錄表。（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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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明禮國小操場草地、交界處、球場溫度記錄表  103 年 10 月 30 日  

時 間 9：30 10：30 11：30 12：30 13：30 14：30 15：30 

氣象局

溫度 
27.0 度 27.9 度 27.9 度 27.2 度 26.8 度 26.5 度 26.3 度 

氣象局

風速 

西南 

1m/s 

東南東

1 m/s 

東南東

2 m/s 

東 

2 m/s 

東 

2 m/s 

東 

1 m/s 

東北東

2 m/s 

草地 

溫度 
30.0 度 30.0 度 30.0 度 28.0 度 27.5 度 27.5 度 27.0 度 

交界 

溫度 
30.0 度 30.5 度 30.5 度 28.0 度 28.0 度 27.5 度 27.5 度 

球場 

溫度 
31.5 度 31.0 度 31.0 度 29.5 度 28.0 度 28.0 度 27.0 度 

天氣 

描述 
晴 晴 晴 

晴時 

多雲 
多雲 多雲 多雲 

 

 

圖二 明禮國小操場草地、交界處、球場溫度折線圖 

 

（一）本實驗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測量地面上不同鋪面對溫度的影響，以溫度為

主，其他因素不在本實驗考慮範圍。 

 

（二）由圖二，明禮國小操場草地、交界處、球場溫度折線圖可看出，一整天

草地溫度較低，球場的溫度較高。 

 

24.0

25.0

26.0

27.0

28.0

29.0

30.0

31.0

32.0

09:30 10:30 11:30 12:30 13:30 14:30 15:30

溫度

時間

草地、交界處、球場溫度折線圖

草地溫度 交界溫度 球場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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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草地溫度高低相差 3 度，交界處溫度高低相差 3 度，球場溫度高低相差

4.5 度，球場溫度落差較大。 

 

（四）11 點 30 分至 13 點 30 分，風較大、雲開始增多時，球場的溫度下降的

最快，草地及交界處相對穩定。 

 

（五）由本實驗可得到，在草地附近是可以得到較舒適的溫度。如果多種植植

物，減少不必要的鋪面，是可以有效的降低溫度， 

 

我們也找到了相關研究對不同鋪面材料對微氣候有影響。（註八）草地比柏

油路、水泥地、石英磚、水泥磚、紅磚，降溫的效果都較好，而且顏色較深的紅

磚及柏油路鋪面較容易吸熱，會造成較高的溫度。 

 

另外不同樹蔭覆蓋程度也可達到降溫的效果。（註九）樹蔭濃密度愈高對於

降溫效果最佳，樹冠形狀以傘形能形成遮蔭範圍最大，圓形能形成遮蔭濃密度較

高，葉質感為革質、厚紙質，葉色多為深綠色，陽光照射不易透過，葉排序多為

緊密排列，葉片重疊度高，陽光光線照射經過層層葉片攔截，落下地表光線微弱。

符合上面的述敘，有麵包樹、龍眼、芒果、黑板樹、鳥桕、鳳凰木、茄苳、樹蘭、

銀葉樹，降溫效果好。 

 

如果我們能注意一下我們周遭的環境，能用較自然的材料來建設我們的環境，

降低一點溫度，小小的草地也是可以讓我們更舒適。鋼筋水泥叢林所導致的就是

越來越熱的大都市，即為「熱島現象」，就是都市的氣溫比周邊郊區高的情況。

花蓮緯度比台北低，但是夏天時花蓮溫度較低，冬天時花蓮溫度較高，因我們有

較多的植物，較少的水泥建築。 

 

表二 臺北花蓮月平均溫                單位：攝氏度 

地

名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11

月 

12

月 

平

均 

統計

期間 

臺

北 
16.1 16.5 18.5 21.9 25.2 27.7 29.6 29.2 27.4 24.5 21.5 17.9 23 

1981- 

2010 

花

蓮 
18.0 18.4 20.2 22.7 25.1 27.1 28.5 28.2 26.8 24.8 22.2 19.3 23.4 

1981-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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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氣候改變式— 

 

針對我們的研究題目「微氣候」，我們整理出幾個改變氣候環境的方法，讓

「微氣候」的影響力到達每個角落，無「微」不至。 

 

（一）原本不適合生物生存的地球，經過植物在漫長的歲月中進行光合作用，

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轉換為碳水化合物，並且放出氧氣，使地球逐漸

擁有以氮氣與氧氣為主的大氣。目前有關植樹造林減少二氧化碳的議題

已受到全世界的重視，不當的土地利用與砍伐，都是加速地球暖化的幫

兇。植物對調節氣候與減緩暖化是重要的方法，就算只是一塊小小的草

皮，也可以發揮微氣候的功能，調節溫度。 

 

（二）植物有吸收蓄存二氧化碳的能力，為了要少砍伐森林，第一步要做的就

節省使用木材，「少印一張紙，就能少砍一棵樹」，就有更多的微氣候影

響地球溫度了。 

 

（三）這學期自然課上「綠建築」，我們也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微氣候相關良好

示範，利用建材及格局的設計方式，用自然的方式降溫，不會因為開冷

氣而增加戶外的溫度。如果都是這樣的建築，夏天戶外溫度就不會再讓

人難以忍受了。 

 

六、氣候未來式— 

 

自然老師讓我們看了一部影片，「第十一個小時」，由影星李奧納多·狄卡皮

歐製作的影片，請了七十一位國際學者，七十一位學者一再強調人類在地球出現

的時間很晚，但人類已大量耗盡資源，破壞環境，人類所造成的暖化、海洋污染

等，將使許多生物物種快速消失，當然包括人類，但是地球會繼續存在，看看過

去地球的歷史，可以推論新的物種將會再出現。我們真的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嗎？

希望神祕消失的古文明事件，再次重演嗎？ 

 

地球未來的氣候等著我們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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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讓地球喘息吧！（註十）2007 年 2 月 1 日晚，法國巴黎艾菲爾鐵塔熄燈五分

鐘，呼籲大家給地球五分鐘喘息的時間，藉以喚起世人對氣候變遷、全球暖化問

題的注意。減少碳的排放是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才能有效減緩快速上升的氣溫，

讓惡化的地球環境可以修復。 

 

個人可以做什麼，我們的研究主題「微氣候」，多種植物可以降低溫度，不

失為一個好方法，另外當然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可以做的是，減少日常用電，選

擇低碳載具，使用節能產品，培養綠色消費。期望小小的「微氣候」可以影響大

大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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