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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 「氣候變遷」逐漸取代「全球暖化」，溫度以外之天氣變數同樣重要

◼ 世界衛生組織(WHO)嚴厲指出「沒有心理健康，就沒有真正的健康」

◼ 目前研究大多探討溫度對心理健康之影響

◼ 臺灣降雨情形已不同於以往

研究目的

◼ 供各領域專業參考

◼ 心理諮商服務規劃考量

◼ 結合降雨精準預測系統，提升民眾心理健康

研究資料

◼ 台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TCCIP)

￮ 臺灣歷史氣候重建資料(兩公里網格)

◼ 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

￮ 心理健康指標:PHQ-4

￮ 人口、社經變數

圖一、2012年平均日雨量分布 圖二、2020年平均日雨量分布

表一、主要敘述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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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效果模型

￮ 線性:

圖三、2012與2020年變化

￮ 非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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𝑝ℎ𝑞4𝑖𝑦𝑡𝑐:第i位受訪者在y年t日c鄉鎮市區的心理健康；

𝑟𝑎𝑖𝑛𝑦𝑡𝑐:受訪者居住地受訪當日降雨量、

過去7、14、30日平均每日降雨量、

過去7、14、30日累積雨日；

𝑊𝑦𝑡𝑐:氣溫變數；𝑋𝑖𝑡:受訪者個體差異；

𝛾𝑦𝑡:時間固定效果；𝜃𝑐:地區固定效果；𝜀𝑖𝑦𝑡𝑐:誤差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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𝛽𝑗𝑟𝑎𝑖𝑛𝑗,𝑦𝑡𝑐:依資料分布，以虛擬變數劃分區間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方法

結論與討論

表三、累積雨日估計表二、平均雨量估計

圖四、過去三十日累積雨日估計(10mm)

◼ 因應氣候變遷所致降雨變化配置心理諮商資源

◼ 未來研究降雨可能的累積或長期影響

◼ 具政策意涵，提升民眾心理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