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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親懷孕過程中(受孕期、第一妊娠期、第二妊娠期與第三妊娠期) 極端低溫(每日平均溫低於攝氏10

度的天數)或高溫(每日平均溫高於攝氏30度的天數)會使新生兒的出生體重減輕，但對於一年內的新生
兒死亡率則無顯著關聯。

研究目的

本計畫以新生兒健康及死亡率為例，結合全民健保資
料以及高解析度之氣候變遷、空氣汙染及社會經濟資
料，應用【擬實驗方法】與【機器學習方法】，矯正
以往文獻中內生性與樣本變異不足所造成之偏誤，解
析氣候與環境因子對婦幼健康影響之因果關係與關鍵
因子，協助政府找出可因應少子化的氣候調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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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氣溫(TX01) 

•最高氣溫(TX02) 

•最低氣溫(TX04) 

•降水量(PP01) 

•日射量(SWCLD) 

•濕度(RH2) 

•邊界層高度(PBLH)

•風速(U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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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tal Origins Hypothesis (1995)
David Barker (1938-2013)於1995年提出了「成人疾
病的胎兒起源」假說(Fetal origins hypothesis)，認
為胎兒在媽媽懷孕的中晚期營養不良，會引起生長
發育失調，從而導致成年後易患冠心病，該假說成
功解釋了孕婦宮內環境在成年慢性疾病發生過程中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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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WMO及聯合國UNEP 共同發表之「評估脆
弱度及氣候變遷健康調適方法」(WHO et al., 2003)

報告指出，目前許多研究已指出暴露極端溫度對健
康的效應，需要掌握外在環境與個人健康之交互作
用及其影響途徑，找出可能的調適介入點後，提出
有效建議及預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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