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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產量未來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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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溫情境下，全臺水稻產量呈現減少趨勢，二期作平均減產程度較一期作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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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模擬係針對500公尺以下網格(深綠色)，
四分區以農糧署各分署轄區範圍作為基準

*GCM模式：MPI-ESM1-2-LR (SSP5-8.5)

(a)全臺水稻產量改變率 (b)全臺四大分區水稻產量改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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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森林與臺灣特有種(水青岡)未來適生面積變化趨勢

現在 2035 21002065

➢ RCP4.5情境下，高山生態系對夏季溫度上升敏感，在缺乏遷徙途徑與暖
化效應加成影響下，預測高山灌叢與鐵冷杉森林的適生區域至世紀末大
幅減少(僅餘現生面積16%至50%之間)

➢ RCP4.5情境下，臺灣水青岡是臺灣特有的冰河孑遺物種，目前僅存臺灣
北部的少數稜線上，其適生區域在世紀中及世紀末呈現嚴重縮減趨勢(僅
餘現生面積的7%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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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林務局、林試所



埃及斑蚊未來分布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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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溫情境下，世紀中埃

及斑蚊分布可能跨過現

有臺南嘉義交界，向北

延伸。花東地區亦有向

北延伸趨勢，導致登革

熱發生風險增加

➢ 世紀末埃及斑蚊分布範

圍向北持續擴大

(a)世紀中埃及斑蚊分布 (b)世紀末埃及斑蚊分布

*使用GCM模式為HadGEM2-CC，RCP8.5情境，模式基期為1976-2005、世紀中為2046-2065、世紀末為2081-2100

基期埃及斑蚊分布範圍

世紀中較基期埃及斑蚊
擴增的分布範圍

基期埃及斑蚊分布範圍

世紀末較基期埃及斑蚊
擴增的分布範圍



極端降雨與淹水發生機率未來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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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臺極端降雨(最大24小時累積

雨量95百分位數值)，除中部地

區於世紀中略為減少，其他區

域皆呈現增加趨勢

➢ 以臺北、宜蘭、臺南、高屏四

分區淹水發生機率為例(以現有

條件進行模擬)，世紀中較基期

之淹水機率呈現持平或略為增

加，世紀末增加幅度更為明顯

*衝擊模擬使用HiRAM動力降尺度RCP8.5情境資料，模式基期為1979-2008、世紀中為2039-2065、世紀末為2075-2099

(a)極端降雨變化趨勢 (b)四個分區淹水發生機率變化趨勢



山區極端降雨與坡地崩塌率未來變化趨勢

➢ 坡地重點集水區極端降雨(最大

24小時累積雨量95百分位數值)，

世紀中除中部山區外，其餘為

增加趨勢；世紀末增加趨勢更

為明顯

➢ 坡地崩塌潛勢模擬，以新店溪、

曾文水庫集水區為例(以現有條

件進行模擬)，世紀中較基期之

崩塌率呈現持平或略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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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山區極端降雨變化趨勢 (b)新店溪、曾文水庫集水區之
崩塌率變化趨勢

*衝擊模擬使用HiRAM動力降尺度RCP8.5情境資料，模式基期為1979-2008、世紀中為2039-2065、世紀末為2075-2099



春季流量未來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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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中及世紀末之模擬為四個情境的綜合結果，包含SSP1-2.6、SSP2-4.5、SSP3-7.0及SSP5-8.5
*模式基期為1985-2014、世紀中為2036-2065、世紀末為2071-2100

➢ 升溫情境下，世紀中春季(2至4月)

流量變化大致呈減少趨勢；世紀

末變化更為顯著，可能增加枯旱

的風險

北區 春季流量 中區 春季流量

東區 春季流量南區 春季流量



海岸地區未來颱風風浪與颱風暴潮衝擊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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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浪

暴潮

➢ 全臺沿岸地區颱風風浪衝擊

以東北及東南部海岸衝擊較

大，升溫情境下，其衝擊增

加率亦高於其他地區

➢ 全臺沿岸地區颱風暴潮衝擊

以北部、東北部及中部海岸

衝擊較大，升溫情境下，其

衝擊增加率亦高於其他地區

*世紀末(2075-2099)RCP8.5情境下，颱風風速平均增強8%。故使用歷史颱風的颱風路徑，將1978-2017年間，共125場歷史颱風的風速提高8%，進行未來颱風
風浪與暴潮的衝擊模擬評估。

風浪 暴潮



未來海平面上升變化趨勢-大臺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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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IPCC AR6之升溫2°C情境，

將導致臺灣周邊海域海平面上

升0.5公尺，升溫4°C情境，將

導致海平面上升1.2公尺

➢ 大臺北地區因海平面上升造成

的溢淹，主要發生在淡水河出

海口一帶。在現有堤防保護下，

都市區域影響相對較小

海平面上升0.5公尺 海平面上升1.2公尺
SSP3-7.0情境(第95百分位) SSP5-8.5情境(第95百分位)



未來海平面上升變化趨勢-西南沿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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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沿海以臺南地區為例，海平

面上升可能導致地勢較低窪地區

有溢淹情形(以現有地形資料模

擬)。溢淹較深區域以沿海養殖魚

塭、濕地及沙洲較為顯著

海平面上升0.5公尺 海平面上升1.2公尺
SSP3-7.0情境(第95百分位) SSP5-8.5情境(第95百分位)



臺灣空氣品質變化趨勢

冬季空氣品質不良(AQI>100)日數變化

*冬季為12、1、2月平均；
平地為海拔500公尺以下區域平均

+2oC +4oC➢ 升溫情境下，因氣候因素(風

力減弱、穩定度增加、邊界

層變淺)造成冬季空氣品質不

良(AQI指數大於100)的情況

在西半部有增加趨勢，中、

南部區域增加較明顯(以現有

條件進行模擬)

*AQI：空氣品質指標(Air Quality Index, AQI)為依據監測資料將當日空氣中臭氧 (O3)、細懸浮微粒 (PM2.5)、懸浮微粒 (PM10)、一氧化碳 (CO)、二氧化硫 (SO2) 及二氧化氮
(NO2) 濃度等數值，以其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程度，分別換算出不同污染物之副指標值，再以當日各副指標之最大值為該測站當日之空氣品質指標值 (A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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