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屏東縣第 60屆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作品說明書 

 

科  別：地球科學科 

 

 

組  別：國小組 

 

 

作品名稱：朦朧未必美──空氣汙染指標研究 

 

 

關 鍵 詞：空氣汙染、AQI、汙染指標（最多三個） 

 

 

編號： 

 

 

 

製作說明： 

1.說明書封面僅寫科別、組別、作品名稱及關鍵詞。 

2.編號：由承辦學校統一編列。 

3.封面編排由參展作者自行設計。 

 附件三 



1 

 

作品名稱：朦朧不一定美－空氣汙染指標研究 
摘要（300 字以內） 

本研究想從身邊事物來預測空氣汙染指標。身邊事物有：中央氣象局氣象報告、青山（大

武山）、遠方１號電塔、遠方２號電塔、遠方３號電塔、遠方４號電塔、遠方５號電塔、林邊

溪堤防、溜冰場旁住家、躲避球場旁菩提樹；空氣汙染指標有：學校空汙旗顏色、環保署潮

州站ＡＱＩ指數、環保署林園站ＡＱＩ指數。結果發現：「海上強風特報」、青山(大武山)看不

見、遠方電塔１、電塔２、電塔３、電塔４可成為預測學校空汙旗指標；「青山(大武山)看不

見」可成為預測潮州站 AQI、林園站 AQI 指標；冬季時林園的空氣汙染比潮州嚴重；「海上

強風特報」比「陸上強風特風」、「東北季風」更能預測林邊鄉的空氣品質；離身邊越近的事

物，越無法成為林邊鄉空氣汙染觀測指標。 

一、 研究動機 

升上高年級後，我更上一層樓，教室就在學校最高的四樓。有時下課想遠望大武山，減

輕近視的度數，才發現不僅青山不見了，連天空也灰濛濛的。老師說：這是 PM2.5 太嚴重，

有可能是鄉民燃燒蓮霧樹枝和葉子，也有可能是鄰近的廟宇燒金紙、放煙火造成的。為了瞭

解空氣汙染，以及它對人體的危害，我和好朋友組成了觀測空汙小隊，藉由觀測身邊的事物

來判斷當天空氣汙染的嚴重程度。 

二、 研究目的 

基於以上的研究動機，本研究想探討：身邊事物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的關聯，本研究所

稱身邊事物有：中央氣象局氣象報告、青山（大武山）、遠方１號電塔、遠方２號電塔、遠方

３號電塔、遠方４號電塔、遠方５號電塔、林邊溪堤防、溜冰場旁住家、躲避球場旁菩提樹；

空氣汙染指標有：學校空汙旗顏色、環保署潮州站ＡＱＩ指數、環保署林園站ＡＱＩ指數。

所以我們的研究目的有： 

一、 探討中央氣象局氣象報告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的關聯。 

二、 探討教室前方青山（大武山）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的關聯。 

三、 探討教室前方遠方五座電塔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的關聯。 

四、 探討教室前方林邊溪堤防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的關聯。 

五、 探討教室前方溜冰場旁住家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的關聯。 

六、 探討教室前方躲避球場旁菩提樹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的關聯。 

下頁照片為本研究身邊事物的相對位置，以及我們透過Ｇoogle 地圖、手指來目測標的物

的距離，得到各個身邊事物與學校教室的直線距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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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大武山) 遠方電塔１ 遠方電塔２ 遠方電塔３ 遠方電塔４ 

20 公里 1.14 公里 1.32 公里 1.51 公里 1.65 公里 

遠方電塔５ 林邊溪堤防 溜冰場旁住家 躲避球場旁菩提樹 

1.81 公里 約 400 公尺 約 150 公尺 約 50 公尺 

 

 

本研究生活事物空氣汙染觀測指標相對位置圖 

  

學生練習以拇指測量物體的距離 學生以拇指測量電塔１的距離 

三、 研究設備及器材 

電腦(搜尋中央氣象局網站──天氣概況及 1 週預報、林邊測站觀測資料；行政院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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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監測網──潮州測站與林園測站ＡＱＩ指數)、手機(數位相機)、記錄用紙。 

空氣汙染指標研究架構圖 

四、 研究過程與方法 

針對前述研究目的，我們一共設計了九項觀測指標來進行觀測探討。以下我們分別呈現

每一項觀測的紀錄、結果分析與討論後，以了解本地空氣汙染指標與生活事物間的關聯性。 

基於以上的研究動機，我們完成了以下的研究架構圖： 

 

觀測步驟與記錄說明： 

一、於 108 年 12 月 3 日開始進行空氣汙染指標研究觀測，12 月 3 日到本學期休業式 109 年 1

月 20 日當天為止，每個上課日均於上午 10 時 10 分至 10 時 30 分（第二大節下課時間），

於４Ｆ教室（五甲教室前）進行身邊事物空氣汙染指標觀測，並將觀測結果記錄於觀測

記錄紙上。 

  



4 

 

學生觀測身邊事物空氣汙染指標並記錄 學生觀測身邊事物空氣汙染指標並記錄 

二、室外觀測結束後，進入教室利用班上電腦查詢：中央氣象局網站──天氣概況及 1 週預

報、林邊測站觀測資料；以及行政院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潮州測站與林園測站Ａ

ＱＩ指數。 

  

學生以電腦查詢空氣汙染指標並記錄 學生以電腦查詢空氣汙染指標並記錄 

三、本研究共觀測 32 天，至１０８學年度上學期休業式結束。下方照片為每天 10 時 10 分至

10 時 30 分之間觀測時的照片，表格為本研究觀測記錄總表。 

   

108 年 12 月 3 日 

4F 教室外觀測照片 

108 年 12 月 4 日 4F 教室外

觀測照片 

108 年 12 月 5 日 4F 教室外觀

測照片 

   

108 年 12 月 6 日 4F 教室外觀

測照片 

108 年 12 月 10 日 4F 教室外

觀測照片 

108 年 12 月 11 日 4F 教室外

觀測照片 

   

108 年 12 月 12 日 4F 教室外

觀測照片 

108 年 12 月 13 日 4F 教室外

觀測照片 

108 年 12 月 16 日 4F 教室外

觀測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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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12 月 18 日 4F 教室外

觀測照片 

108 年 12 月 19 日 4F 教室外

觀測照片 

108 年 12 月 20 日 4F 教室外

觀測照片 

   

108 年 12 月 24 日 4F 教室外

觀測照片 

108 年 12 月 25 日 4F 教室外

觀測照片 

108 年 12 月 26 日 4F 教室外

觀測照片 

   

108 年 12 月 27 日 4F 教室外

觀測照片 

109 年 1 月 3 日 4F 教室外觀

測照片 

109 年 1 月 6 日 4F 教室外觀

測照片 

   

109 年 1 月 7 日 4F 教室外觀

測照片 

109 年 1 月 8 日 4F 教室外觀

測照片 

109 年 1 月 9 日 4F 教室外觀

測照片 

   

109 年 1 月 10 日 4F 教室外觀

測照片 

109 年 1 月 13 日 4F 教室外

觀測照片 

109 年 1 月 14 日 4F 教室外觀

測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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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1 月 15 日 4F 教室外觀

測照片 

109 年 1 月 17 日 4F 教室外

觀測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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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汙染觀測記錄總表 

日期 

中央氣象

局氣象報

告 

中央氣象

局氣象報

告 

在地

溫度 

在地

濕度 

在地

雨量 

在地

天氣 

風

力 

學校空

汙旗顏

色 

潮州

站

AQI 

林園

站

AQI 

青山

(大武

山) 

遠方１

號電塔 

遠方２

號電塔 

遠方３

號電塔 

遠方４

號電塔 

遠方５

號電塔 

林邊溪

堤防 

溜冰場

旁住家 

躲避球場

旁菩提樹 

108.12.3 
陸上強風

特報 

東北風明

顯偏強 
19.7 62 0 陰  綠 92 100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108.12.4 
陸上強風

特報 

東北風偏

強 
20.1 66 0 陰 2 綠 124 115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看不到 

不清晰

(模糊) 
看不到 

不清晰

(模糊) 
很清晰 很清晰 

108.12.5 
東北風偏

強 
/ 16.8 79 0 陰  綠 88 80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108.12.6 
陸上強風

特報 

東北風明

顯 
17.4 84 0.5 陰 1 綠 32 47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看不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108.12.9 低溫特報 / 21.1 52 0 晴 2 綠 45 62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108.12.10 低溫特報 / 21.4 48 0 晴 3 綠 64 68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108.12.11 
海上強風

特報 

東北季風

增強 
24 56 0 晴 3 綠 65 69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108.12.12 
東北季風

偏強 
/ 22.5 60 0 晴 1 綠 85 94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108.12.13 
東北風影

響 
/ 21.2 31 0 晴 2 綠 86 100 

不清晰

(模糊)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108.12.16 濃霧特報 / 24.5 58 0 晴 2 綠 88 95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很清晰 很清晰 

108.12.17 
海上強風

特報 
/ 25.2 61 0 晴 2 綠 86 107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108.12.18 
海上強風

特報 

東北風影

響 
25.3 66 0 晴 2 綠 71 71 看不到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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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汙染觀測記錄總表 

日期 

中央氣象

局氣象報

告 

中央氣象

局氣象報

告 

在地

溫度 

在地

濕度 

在地

雨量 

在地

天氣 

風

力 

學校空

汙旗顏

色 

潮州

站

AQI 

林園

站

AQI 

青山

(大武

山) 

遠方１

號電塔 

遠方２

號電塔 

遠方３

號電塔 

遠方４

號電塔 

遠方５

號電塔 

林邊溪

堤防 

溜冰場

旁住家 

躲避球場

旁菩提樹 

108.12.19 
海上強風

特報 

東北風增

強 
20.7 83 0 晴 2 綠 102 126 看不到 看不到 看不到 看不到 看不到 看不到 

不清晰

(模糊) 
很清晰 很清晰 

108.12.20 
海上強風

特報 

東北風影

響 
21.4 76 0 晴 2 綠 89 87 看不到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看不到 看不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108.12.24 
東北季風

減弱 

東北季風

減弱 
24.2 60 0 晴 1 綠 71 90 

不清晰

(模糊)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108.12.25 / / 24.9 67 0 晴 2 黃 98 110 看不到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看不到 看不到 看不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108.12.26 
陸上強風

特報 

東北季風

增強 
23.5 67 0 晴 1 黃 118 106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模

糊) 

108.12.27 
海上強風

特報 

東北風偏

強 
19.2 77 0 陰 2 黃 70 73 看不到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看不到 看不到 看不到 

不清晰

(模糊) 
很清晰 很清晰 

108.12.30 
陸上強風

特報 

東北風明

顯偏強 
23.3 76 0 陰 2 黃 44 58 看不到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108.12.31 
海上強風

特報 

東北風增

強 
22.2 80 0 陰 1 黃 53 63 看不到 看不到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很清晰 很清晰 

109.1.2 
海上強風

特報 

東北風影

響 
22.3  0 陰 2 黃 91 85 看不到 看不到 看不到 看不到 看不到 看不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109.1.3 
海上強風

特報 
/ 20.8 73 0 陰 2 黃 81 104 看不到 

不清晰

(模糊) 
看不到 看不到 看不到 看不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109.1.6 
海上強風

特報 
/ 22.9 70 0 晴 2 黃 94 120 看不到 看不到 看不到 看不到 看不到 看不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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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汙染觀測記錄總表 

日期 

中央氣象

局氣象報

告 

中央氣象

局氣象報

告 

在地

溫度 

在地

濕度 

在地

雨量 

在地

天氣 

風

力 

學校空

汙旗顏

色 

潮州

站

AQI 

林園

站

AQI 

青山

(大武

山) 

遠方１

號電塔 

遠方２

號電塔 

遠方３

號電塔 

遠方４

號電塔 

遠方５

號電塔 

林邊溪

堤防 

溜冰場

旁住家 

躲避球場

旁菩提樹 

109.1.7 
海上強風

特報 
/ 23.3 61 0 晴 2 黃 102 124 看不到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109.1.8 
海上強風

特報 
/ 22.8 61 0 晴 2 黃 61 81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109.1.9 
海上強風

特報 

東北季風

影響 
22 69 0 晴 2 黃 92 119 看不到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看不到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109.1.10 
海上強風

特報 
/ 21.8 73 0 晴 1 黃 107 130 看不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不清晰

(模糊)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109.1.13 
海上強風

特報 
/ 19 64 0 晴 3 黃 72 71 看不到 

不清晰

(模糊) 
看不到 

不清晰

(模糊) 
看不到 看不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109.1.14 
大陸冷氣

團 

海上強風

特報 
19.8 68 0 晴 2 綠 85 83 看不到 

不清晰

(模糊) 
看不到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109.1.15 
海上強風

特報 
/ 17.6 76 0 陰 2 黃 87 103 看不到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看不到 看不到 看不到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109.1.17 
海上強風

特報 
/ 20 68 0 晴 2 綠 77 98 看不到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109.1.20 
海上強風

特報 

東北風影

響 
21.3 64 0 晴 1 黃 104 114 看不到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不清晰

(模糊) 
很清晰 很清晰 很清晰 

最大值   25.3 84 0.5  3  124 130          

最小值   16.8 31 0  1  32 47          

平均值   21.6 66.3 0.0  1.9  82.0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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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一】探討中央氣象局氣象報告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的關聯 

一、 研究假設：中央氣象局氣象報告與本地空氣汙染有關聯，東北季風南下時，本地空氣

汙染指標欠佳。 

二、 觀測結果： 

(一)本研究觀測時間自 108 年 12 月 3 日起，至 109 年 1 月 20 日止，扣除星期六日、校

慶補假以及元旦放假日，共觀測 32 天。從觀測結果發現，「陸上強風特風」總共發布 5

次，學校空汙旗出現黃色比率為 40%；未發布次數為 27 次，空汙旗出現黃色比率為

48%，發布「陸上強風特風」比未發布少 8%。「海上強風特報」總共發布 19 次，學校

空汙旗出現黃色比率為 63%；未發布次數 13 次，學校空汙旗出現黃色比率為 23%，發

布「海上強風特報」比未發布多 40%。「東北風或東北季風南下」出現 17 次，學校空

汙旗出現黃色比率為 41%；未發布次數為 15 次，學校空汙旗出現黃色比率為 53%，「東

北風或東北季風南下」時反而少了 12%。 

(二)當發布「陸上強風特風」時，潮州站 AQI 平均值為 82，林園站 AQI 平均值為 85.2；

未發布時潮州站 AQI 平均值仍是 82，林園站 AQI 平均值為 93.6。發布「海上強風特

風」時，潮州站 AQI 平均值為 83.6，林園站 AQI 平均值為 96.2；未發布時潮州站 AQI

平均值是 80，林園站 AQI 平均值為 86.3。「東北風或東北季風南下」時，潮州站 AQI

平均值為 82.7，林園站 AQI 平均值為 88.6；未發布時潮州站 AQI 平均值仍是 81.2，林

園站 AQI 平均值為 96.4。。 

中央氣象局氣象報告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統

計表 

 

中央氣象局氣

象報告內容 

次

數 

空汙旗

顏色 

潮州

站 AQI 

林園站

AQI 

陸上強風特報 5 

綠 92 100 

綠 124 115 

綠 32 47 

黃 118 106 

黃 44 58 

最大值   124 115 

最小值   32 47 

平均值   82.0 85.2 

綠色空汙旗 

次數 
3 60%   

黃色空汙旗 

次數 
2 40%   

92

124

32

118

44

100

115

47

106

58

1 2 3 4 5

Ａ
Ｑ

Ｉ

陸上強風特報發布天數

潮州站AQI 林園站A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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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氣象報告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統

計表 

 

中央氣象局氣

象報告內容 

次

數 

空汙旗

顏色 

潮州站

AQI 

林園站

AQI 

海上強風特報 19 

綠 65 69 

綠 86 107 

綠 71 71 

綠 102 126 

綠 89 87 

黃 70 73 

黃 53 63 

黃 91 85 

黃 81 104 

黃 94 120 

黃 102 124 

黃 61 81 

黃 92 119 

黃 107 130 

黃 72 71 

綠 85 83 

黃 87 103 

綠 77 98 

黃 104 114 

最大值   107 130 

最小值   53 63 

平均值   83.6 96.2 

綠色空汙旗次數 7 37%   

黃色空汙旗次數 12 63%   

 

65

86

71

102

89

70

53

91

81

94

102

61

92

107

72

8587

77

104

69

107

71

126

87

73

63

85

104

120
124

81

119

130

71

83

103
98

114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Ａ
Ｑ

Ｉ

發布海上強風特報天數

潮州站AQI 林園站A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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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氣象報告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統

計表 

 

中央氣象局氣

象報告內容 

次

數 

空汙旗

顏色 

潮州站

AQI 

林園站

AQI 

東北風增強 2 
綠 102 126 

黃 53 63 

東北風偏強 3 

綠 124 115 

綠 88 80 

黃 70 73 

東北風明顯 1 綠 32 47 

東北風明顯偏

強 
2 

綠 92 100 

黃 44 58 

東北風影響 5 

綠 86 100 

綠 71 71 

綠 89 87 

黃 91 85 

黃 104 114 

東北季風影響 1 黃 92 119 

東北季風偏強 1 綠 85 94 

東北季風增強 2 
綠 65 69 

黃 118 106 

最大值   124 126 

最小值   32 47 

平均值   82.7 88.6 

綠色空汙旗次數 10 59%   

黃色空汙旗次數 7 41%   

102

53

124

88

70

32

92

44

86

71

89 91

104

92

85

65

118

126

63

115

80

73

47

100

58

100

71

87 85

114
119

94

69

106

1 2 3 4 5 6 7 8 9 1011121314151617

Ａ
Ｑ

Ｉ

東北（季）風南下天數

潮州站AQI 林園站AQI



13 

 

 

三、 研究討論： 

(一) 「陸上強風特風」發布時，學校空汙旗出現黃色比率為 40%，不發布時出現黃色

空汙旗比率為 48%，發布「陸上強風特風」比未發布少 8%。「海上強風特報」發布時，

學校空汙旗出現黃色比率為 63%，未發布時學校空汙旗出現黃色比率為 23%，發布「海

上強風特報」比未發布多 40%。「東北風或東北季風南下」時學校空汙旗出現黃色比率

為 41%，未發布時學校空汙旗出現黃色比率為 53%，「東北風或東北季風南下」時反而

少了 12%。由觀測結果得知：發布「陸上強風特風」、「東北風或東北季風南下」，本地

空氣汙染指標──學校出現黃色空汙旗次數減少，而發布「海上強風特報」本地空氣

汙染指標──學校出現黃色空汙旗次數增加。顯示：「中央氣象局氣象報告──發布海

上強風特報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學校空汙旗」較為相關。 

(二)發布「陸上強風特風」時比未發布時，潮州站 AQI 平均值兩者相差為 0，林園站

AQI 平均值少 8.4，約 10%。發布「海上強風特風」時比未發布時，潮州站 AQI 平均值

多 3.6，約 4%，林園站 AQI 平均值少了 9.9，約 10%。發布「東北風或東北季風南下」

比未發布時，潮州站 AQI 平均值多了 1.5，約 2%，林園站 AQI 平均值多了 7.84，約 9%。

由此可知：發布「陸上強風特風」、「海上強風特風」、「東北風或東北季風南下」時，

潮州站 AQI、林園站 AQI 互有增減，或少 10%，或多 10%，顯示：「中央氣象局氣象報

告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潮州站 AQI、林園站 AQI」並無相關。 

【研究目的二】探討教室前方青山（大武山）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的關聯 

一、 觀測假設：青山（大武山）的可見度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有關，當看不見青山（大武

山）或青山（大武山）朦朧時，本地空氣汙染指標欠佳。 

二、 觀測結果： 

60%

37%

59%

40%

63%

4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陸上強風特報 海上強風特報 東北季風南下

比
率

中央氣象局氣象報告內容

中央氣象局氣象報告與學校空汙旗出現比率

綠旗 黃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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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觀測結果發現：當青山（大武山）很清晰時，學校空汙旗出現黃旗比率為 20%；

當青山（大武山）不清晰(模糊)時，學校空汙旗出現黃旗比率為 11%；當青山（大武山）

看不到時，學校空汙旗出現黃旗比率為 72%。不清晰(模糊)、看不到與青山（大武山）

很清晰時相較，學校空汙旗出現黃旗比率分別少 9%、多 52%。 

(二)當青山（大武山）很清晰時，潮州站 AQI 平均為 53.4；林園站 AQI 平均為 65.4。當

青山（大武山）不清晰(模糊)時，潮州站 AQI 平均為 93.1；林園站 AQI 平均 98.6。當青

山（大武山）看不到時，潮州站 AQI 平均為 88.4；林園站 AQI 平均 96.6。不清晰(模

糊)、看不到與青山（大武山）很清晰時相較，潮州站 AQI 平均分別多 39.7(多 74%)、

多 35（多 66%）；林園站 AQI 平均分別多 33.2（多 51%）、多 31.2(多 48%)。 

 

教室前方青山（大武山）很清晰時，空氣汙

染指標統計表 

 

青山清

晰度 

出現

次數 

空汙旗

顏色 

潮州站

AQI 

林園站

AQI 

很清晰 5 

綠 32 47 

綠 45 62 

綠 64 68 

綠 65 69 

黃 61 81 

最大值   65 81 

最小值   32 47 

平均值   53.4 65.4 

綠色空汙

旗次數 4 80%   

黃色空汙

旗次數 1 20%   

 

  

32

45

64 65
61

47

62
68 69

81

1 2 3 4 5

Ａ
Ｑ

Ｉ

青山（大武山）很清晰觀測天數

潮州站AQI 林園站A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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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前方青山（大武山）不清晰（模糊）

時，空氣汙染指標統計表 

 

青山清

晰度 
次數 

空汙旗

顏色 

潮州站

AQI 

林園站

AQI 

不清晰

(模糊) 
9 

綠 92 100 

綠 124 115 

綠 88 80 

綠 85 94 

綠 86 100 

綠 88 95 

綠 86 107 

綠 71 90 

黃 118 106 

最大值   124 115 

最小值   71 80 

平均值   93.1 98.6 

綠色空汙

旗次數 
8 89%   

黃色空汙

旗次數 
1 11%   

 

92

124

88 85 86 88 86

71

118

100

115

80

94
100

95

107

90

106

1 2 3 4 5 6 7 8 9

Ａ
Ｑ

Ｉ

青山（大武山）不清楚（模糊）觀測天數

潮州站AQI 林園站A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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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前方青山（大武山）看不到時，空氣

汙染指標統計表 

 

青山清

晰度 
次數 

空汙旗

顏色 

潮州站

AQI 

林園站

AQI 

看不到 18 

綠 71 71 

綠 102 126 

綠 89 87 

黃 98 110 

黃 70 73 

黃 44 58 

黃 53 63 

黃 91 85 

黃 81 104 

黃 94 120 

黃 102 124 

黃 92 119 

黃 107 130 

黃 72 71 

綠 85 83 

黃 87 103 

綠 77 98 

黃 104 114 

最大值   107 130 

最小值   44 58 

平均值   84.4 96.6 

綠色空汙

旗次數 
5 28%   

黃色空汙

旗次數 
13 72%   

 

 

71

102

89

98

70

44

53

91

81

94

102

92

107

72

85 87

77

104

71

126

87

110

73

58
63

85

104

120
124

119

130

71

83

103
98

114

1 2 3 4 5 6 7 8 9 101112131415161718

Ａ
Ｑ

Ｉ

青山（大武山）看不到觀測天數

潮州站AQI 林園站A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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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討論： 

(一)從觀測結果發現：青山（大武山）不清晰(模糊)、看不到與青山（大武山）很清晰

時相較，學校空汙旗出現黃旗比率分別少 9%、多 52%，雖然青山（大武山）不清晰(模

糊)時黃色空汙旗出現次數減少，但青山（大武山）看不到時，黃色空汙旗比率明顯增

加了 52%。所以本研究假設：「青山（大武山）的可見度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有關，當

看不見青山（大武山）時，本地空氣汙染指標──黃色空汙旗欠佳」獲得支持。 

(二) 從觀測結果發現：青山（大武山）不清晰(模糊)、看不到與青山（大武山）很清晰

時相較，潮州站 AQI 平均多 39.7(多 74%)、多 35(多 66%)；林園站 AQI 平均多 33.2(51%)、

多 31.2(48%)，當青山（大武山）不清晰(模糊)、看不到時，不論是潮州站 AQI 增幅大

於 65%，林園站 AQI 增幅約 50%，都有顯著增加。所以本研究假設：「青山（大武山）

的可見度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有關，當青山（大武山）不清晰(模糊)、看不見時，本地

空氣汙染指標──潮州站 AQI、林園站 AQI 欠佳」獲得支持。 

【研究目的三】探討教室前方遠方五座電塔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的關聯 

一、 觀測假設：教室前方遠方五座電塔的可見度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有關，當看不見遠方

五座電塔或遠方五座電塔朦朧時，本地空氣汙染指標欠佳。 

二、 觀測結果： 

(一)因為本研究教室前方遠方電塔有１號到５號，資料繁多，因此本研究僅呈現５座電

塔統計資料的平均值、空汙旗出現顏色次數。從觀測結果發現：當「遠方電塔１、電

塔２、電塔３、電塔４、電塔５」很清晰時，學校空汙旗出現黃旗比率分別為 25%、

25%、25%、29%、17%；當「遠方電塔１、電塔２、電塔３、電塔４、電塔５」不清晰

(模糊)時，學校空汙旗出現黃旗比率為 50%、50%、40%、37.5%、47%；當「遠方電塔

１、電塔２、電塔３、電塔４、電塔５」看不到時，學校空汙旗出現黃旗比率為 75%、

80%
89%

28%

20%
11%

72%

0%

20%

40%

60%

80%

100%

很清晰 不清楚(模糊) 看不到

比
率

青山可見度

青山(大武山)與學校空汙旗出現比率

綠旗 黃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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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7%、78%、55%。當遠方電塔１不清晰(模糊)、看不到與很清晰時相較，學校空

汙旗出現黃旗依次多 25%、多 50%；當遠方電塔２不清晰(模糊)、看不到與很清晰時相

較，學校空汙旗出現黃旗依次多 25%、多 47%；當遠方電塔３不清晰(模糊)、看不到與

很清晰時相較，學校空汙旗出現黃旗依次多 15%、多 42%；當遠方電塔４不清晰(模糊)、

看不到與很清晰時相較，學校空汙旗出現黃旗依次多 8.5%、多 49%；當遠方電塔５不

清晰(模糊)、看不到與很清晰時相較，學校空汙旗出現黃旗依次多 30%、多 38%。 

(二)當「遠方電塔１、電塔２、電塔３、電塔４、電塔５」很清晰時，潮州站 AQI 平均

依序為 66.3、66.4、73.1、73.4、69.5；林園站 AQI 平均依次為 80.9、80.9、88.4、88.1、

79.5。當「遠方電塔１、電塔２、電塔３、電塔４、電塔５」不清晰(模糊)時，潮州站

AQI 平均依序為 87.7、87.1、80、82.9、85.1；林園站 AQI 平均依次 95.6、95.4、86.1、

89.2、95。當「遠方電塔１、電塔２、電塔３、電塔４、電塔５」看不到時，潮州站 AQI

平均依序為 85、87.5、93.2、87.1、85.5；林園站 AQI 平均依次 98.5、98.2、106.1、97.7、

94.6。當遠方電塔１不清晰(模糊)、看不到與很清晰時相較，潮州站 AQI 平均依次多

21.4(32%)、多 18.7(28%)；林園站 AQI 平均依次多 14.7(18%)、多 17.6(22%)。當遠方電

塔２不清晰(模糊)、看不到與很清晰時相較，潮州站 AQI 平均依次多 20.7(31%)、多

21.1(32%)；林園站 AQI 平均依次多 14.5(18%)、多 17.3(21%)。當遠方電塔３不清晰(模

糊)、看不到與很清晰時相較，潮州站 AQI 平均依次多 6.9(9%)、多 20.1(27%)；林園站

AQI 平均依次少 2.3(3%)、多 17.7(20%)；當遠方電塔４不清晰(模糊)、看不到與很清晰

時相較，潮州站AQI平均依次多 9.5(13%)、多 13.7(19%)；林園站AQI平均依次多 1.1(1%)、

多 9.6(11%)；當遠方電塔５不清晰(模糊)、看不到與很清晰時相較，潮州站 AQI 平均依

次多 15.6(22%)、多 16(23%)；林園站平均 AQI 依次多 15.5(19%)、多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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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座電塔可見度與空氣汙染指標統計表 

名稱 可見度 
潮州站

平均值 

林園站

平均值 
綠旗 

綠旗出現

比率 
黃旗 

黃旗出

現比率 

電塔１ 

很清晰 66.3 80.9 6 75% 2 25% 

不清晰（模糊） 87.7 95.6 10 50% 10 50% 

看不到 85 98.5 1 25% 3 75% 

電塔２ 

很清晰 66.4 80.9 6 75% 2 25% 

不清晰（模糊） 87.1 95.4 9 50% 9 50% 

看不到 87.5 98.2 2 33% 4 67% 

電塔３ 

很清晰 73.1 88.4 6 75% 2 25% 

不清晰（模糊） 80 86.1 9 60% 6 40% 

看不到 93.2 106.1 3 33% 6 67% 

電塔４ 

很清晰 73.4 88.1 5 71% 2 29% 

不清晰（模糊） 82.9 89.2 10 62.50% 6 37.5% 

看不到 87.1 97.7 2 22% 7 78% 

電塔５ 

很清晰 69.5 79.5 5 83% 1 17% 

不清晰（模糊） 85.1 95 8 53% 7 47% 

看不到 85.5 94.6 5 45% 6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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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討論： 

(一)當遠方電塔１、電塔２、電塔３、電塔４、電塔５都很清晰時，天空大多是很亮的

藍色，而且學校升綠旗的機率都超過 70%，只有 30%以下的機率出現黃旗，顯示：當

可以清楚看到遠方五座電塔時，空氣品質大多為良好狀況。當五座電塔為不清晰(模糊)

時，仍有超過 50%以上的機率出現綠旗，黃旗出現機率從 37.5%到 50%，顯示：五座電

塔不清晰(模糊)時，空氣品質良好機率為 50%；不過，當五座電塔都看不見時，學校升

綠旗的機率最高 45%，最低只有 25%，升黃旗機率則為 55%到 75%，顯示：看不到五

座電塔時，空氣品質明顯下降。顯示：本研究假設：「教室前方遠方五座電塔的可見度

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有關，當看不見或遠方五座電塔不清晰(模糊)時，本地空氣汙染指

標──學校空汙旗欠佳」獲得支持。 

(二)當遠方電塔１、電塔２、電塔３、電塔４、電塔５都很清晰時，潮州站 AQI 約在 70

上下，而林園站約在 80 到 90 區間，均屬於普通等級。當教室前方遠方五座電不清晰

(模糊)、看不到時，潮州站 AQI 上升到 80 到 90 區間，林園站升至 90 至 100 區間，遠

方電塔３在看不到時，平均甚至達到 106.1，到了對敏感族群不健康的地步。且遠方電

塔１不清晰(模糊)、看不到與很清晰時相較，潮州站 AQI 平均多了約 30%；林園站 A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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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多了 20%。當遠方電塔２不清晰(模糊)、看不到與很清晰時相較，潮州站 AQI 平

均約多了 30%；林園站 AQI 平均約多 20%。當遠方電塔３不清晰(模糊)、看不到與很

清晰時相較，潮州站 AQI 平均多 9%與 27%；林園站 AQI 平均少 3%、多 20%；當遠方

電塔４不清晰(模糊)、看不到與很清晰時相較，潮州站 AQI 平均多 15%左右；林園站

AQI 平均多 1%、11%；當遠方電塔５不清晰(模糊)、看不到與很清晰時相較，潮州站

AQI 平均多 20%左右；林園站平均 AQI 都是多了 19%。遠方電塔１、電塔２在不清晰

(模糊)、看不到時增幅最為明顯，其次是電塔５，最後則是電塔４。而遠方電塔３潮州

站、林園站ＡＱＩ起伏較大。顯示：本研究假設：「教室前方遠方五座電塔的可見度與

本地空氣汙染指標有關，當看不見遠方五座電塔或遠方五座電塔不清晰(模糊)時，本地

空氣汙染指標──潮州站、林園站ＡＱＩ欠佳」部分成立：遠方電塔１、電塔２看不

到時，本地空氣汙染指標──潮州站 AQI 會比清晰時增加 30%；遠方電塔１、電塔２、

電塔５看不到時，林園站 AQI 會比清晰時增加 20%。 

【研究目的四】探討教室前方林邊溪堤防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的關聯 

一、 觀測假設：教室前方林邊溪堤防的可見度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有關，當看不見林邊溪

堤防或林邊溪堤防不清晰(模糊)時，本地空氣汙染指標欠佳。 

二、 觀測結果： 

(一)從觀測結果發現，當「林邊溪堤防」很清晰時，學校空汙旗出現黃旗比率為 46%；

當「林邊溪堤防」不清晰(模糊)時，學校空汙旗出現黃旗比率為 33%；本研究觀測期間

(從 108 年 12 月 3 日至 109 年 1 月 20 日)，「林邊溪堤防」看不見次數為 0 次，故無看

不見時空汙旗相關數據。「林邊溪堤防」不清晰(模糊)時與很清晰時相比，學校空汙旗

出現黃旗出現比率反而少了 13%。 

(二) 從觀測結果發現，當「林邊溪堤防」很清晰時，潮州站 AQI 平均值為 79.6；林園

站 AQI 平均值為 91.3。潮州站 AQI 平均值為 92.5；林園站 AQI 平均值為 96.3；本研究

觀測期間(從 108 年 12 月 3 日至 109 年 1 月 20 日)，「林邊溪堤防」看不見次數為 0 次，

故無看不見時潮州站與林園站 AQI 相關數據。「林邊溪堤防」不清晰(模糊)時與很清晰

時相比，潮州站 AQI 平均多了 11.7(15%)；林園站平均 AQI 多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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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前方林邊溪堤防與空氣汙染指標關聯表  

林邊溪

堤防 
次數 

空汙

旗顏

色 

潮州站

AQI 

林園站

AQI 

很清晰 26 

綠 92 100 

綠 88 80 

綠 32 47 

綠 45 62 

綠 64 68 

綠 65 69 

綠 85 94 

綠 86 100 

綠 86 107 

綠 71 71 

綠 89 87 

綠 71 90 

黃 98 110 

黃 44 58 

黃 91 85 

黃 81 104 

黃 94 120 

黃 102 24 

黃 61 81 

黃 92 119 

黃 107 130 

黃 72 71 

綠 85 83 

黃 87 103 

綠 77 98 

黃 104 114 

最大值   107 130 

最小值   32 47 

平均值   79.6 91.3 

綠色空汙  14 54%  

92
88

32

45

6465

858686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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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邊溪堤防很清晰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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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次數 

黃色空汙

旗次數 
 12 46%  

 

教室前方林邊溪堤防與空氣汙染指標關聯表  

林邊溪

堤防 
次數 

空汙旗

顏色 

潮州站

AQI 

林園站

AQI 

不清晰

(模糊) 
6 

綠 124 115 

綠 88 95 

綠 102 126 

黃 118 106 

綠 70 73 

黃 53 63 

最大值   124 126 

最小值   53 63 

平均值   92.5 96.3 

綠色空汙旗

次數 

 4 67%  

黃色空汙旗

次數 

 2 33%  

 

三、 研究討論： 

(一)當「林邊溪堤防」很清晰時，學校空汙旗出現黃旗比率為 46%，不清晰(模糊)時，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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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空汙旗出現黃旗比率為 33%，黃旗出現比率反而下降 13%，與本研究假設「教室

前方林邊溪堤防的可見度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有關，當看不見林邊溪堤防或林邊溪堤

防不清晰(模糊)時，本地空氣汙染指標──學校空汙旗欠佳」未獲支持。 

(二)而當「林邊溪堤防」很清晰時，潮州站與林園站 AQI 折線有高有低，忽上忽下，變

動太大；當「林邊溪堤防」不清晰(模糊)時，潮州站與林園站 AQI 有越來越低的趨勢。

因此，本研究假設「教室前方林邊溪堤防的可見度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有關，當看不

見林邊溪堤防或林邊溪堤防不清晰(模糊)時，本地空氣汙染指標──潮州站與林園站

AQI 欠佳」未能獲得支持。 

【研究目的五】探討教室前方溜冰場旁住家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的關聯 

【研究目的六】探討教室前方躲避球場旁菩提樹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的關聯 

一、 說明：本研究觀測結果教室前方溜冰場旁住家、躲避球場旁菩提樹數據相同，所以將

【研究目的五】、【研究目的六】一起討論 

二、 觀測假設：教室前方溜冰場旁住家、躲避球場旁菩提樹的可見度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

有關，當看不見溜冰場旁住家、躲避球場旁菩提樹或溜冰場旁住家、躲避球場旁菩提

樹朦朧時，本地空氣汙染指標欠佳。 

三、 觀測結果： 

(一)當「溜冰場旁住家」很清晰時，學校空汙旗出現黃色比率為 48%；當「溜冰場旁住

家」不清晰(模糊)只出現一次，為 108 年 12 月 26 日，學校空汙旗出現黃色；潮州站

AQI 為 118；林園站 AQI 為 106。本研究觀測期間(從 108 年 12 月 3 日至 109 年 1 月 20

日)，「溜冰場旁住家」看不見次數為 0 次，故無空汙旗相關數據。 

(二) 當「溜冰場旁住家」很清晰時，潮州站 AQI 平均值為 80.9；林園站 AQI 平均值為

90.3。當「溜冰場旁住家」不清晰(模糊)只出現一次，潮州站 AQI 為 118；林園站 AQI

為 106。本研究觀測期間(從 108 年 12 月 3 日至 109 年 1 月 20 日)，「溜冰場旁住家」看

不見次數為 0 次，故無潮州站與林園站 AQI 相關數據。 

教室前方溜冰場旁住家、躲避球場旁菩提樹與

空氣汙染指標統計表 

溜冰場旁住

家、躲避球場

旁菩提樹 

次

數 

空汙旗

顏色 

潮州站

AQI 

林園站

AQI 

很清晰 31 

綠 92 100 

綠 124 80 

綠 88 80 

綠 32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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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 45 62  

綠 64 68 

綠 65 69 

綠 85 94 

綠 86 100 

綠 88 107 

綠 86 71 

綠 71 87 

綠 102 126 

綠 89 90 

綠 71 90 

黃 98 110 

綠 70 73 

黃 44 58 

黃 53 63 

黃 91 85 

黃 81 104 

黃 94 120 

黃 102 124 

黃 64 81 

黃 92 119 

黃 107 130 

黃 72 71 

綠 85 83 

黃 87 103 

綠 77 98 

黃 104 114 

最大值   124 130 

最小值   32 47 

平均值   80.9 90.5 

綠色空汙旗次數  18 58%  

黃色空汙旗次數  13 42%  

 

  

92

124

88

32

45

6465

85868886

71

102

89

71

98

70

44

53

91

81

94
102

64

92

107

72

8587

77

104
100

8080

47

62
6869

94
100
107

71

87

126

9090

110

73

58
63

85

104

120
124

81

119

130

71

83

103
98

114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Ａ
Ｑ

Ｉ

拎冰廠旁住家、躲避球場旁菩提樹很清晰天數

潮州站AQI 林園站AQI



26 

 

教室前方溜冰場旁住家、躲避球場旁菩提樹與空氣汙染指標統計表 

溜冰場旁住家、 

躲避球場旁菩提樹 

次數 空汙旗顏色 潮州站 AQI 林園站 AQI 

不清晰(模糊) 1 黃 118 106 

看不到 0    

 

四、 研究討論：雖然「溜冰場旁住家」，很清晰時，學校空污旗出現黃旗比率為 42%，潮州

站與林園站 AQI 均超過 120，可是「溜冰場旁住家」不清晰(模糊)次數只有一次，黃旗

比率為 100%，但母數過小，無法支持「教室前方溜冰場旁住家、躲避球場旁菩提樹的

可見度與本地空氣汙染指標有關，當看不見溜冰場旁住家、躲避球場旁菩提樹或溜冰

場旁住家、躲避球場旁菩提樹朦朧時，本地空氣汙染指標欠佳」。 

五、 討論 

一、 「海上強風特報」、青山(大武山)看不見、遠方電塔１、電塔２、電塔３、電塔４可成

為預測學校黃色空汙旗指標： 

由觀測結果得知：學校空汙旗出現黃旗比率，在發布「海上強風特報」時為 63%，

青山(大武山)看不見時為 72%，遠方電塔１看不到時為 75%，電塔２看不到時為 67%，

電塔３看不到時為 67%，電塔４看不到時為 78%。而中央氣象局氣象報告──陸上強

風特報與東北季風南下、林邊溪堤防、溜冰場旁住家、躲避球場旁菩提樹，則無法成

為本研究中有效的空氣汙染預測指標。 

二、 「青山(大武山)看不見」可成為預測潮州站 AQI、林園站 AQI 指標： 

由觀測結果可知：青山(大武山)在不清晰(模糊)、看不見與很清晰時相較，潮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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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I多了 74%、66%；遠方電塔１、電塔２在不清晰(模糊)、看不見與很清晰時相較，

潮州站 AQI均多了 30%。林園站 AQI，青山(大武山)在不清晰(模糊)、看不見與很清晰

時相較，多了 51%、48%；遠方電塔１、電塔２、電塔５在不清晰(模糊)、看不見與很

清晰時相較，林園站 AQI 均多了 20%。其中青山(大武山)增幅遠大於遠方電塔１、電

塔２、電塔５，成為最適合判斷潮州、林園空氣汙染的指標。 

三、 冬季時林園的空氣汙染比潮州嚴重： 

在冬天的時候，林園站 AQI最大值 130，最小值 47，平均值 92.3；潮州站 AQI最

大值 124，最小值 32，平均值 82，林園站 AQI平均比潮州站高 10.3。可能是因為高雄

市林園區是石化工業區，排放廢氣量較多所致。屏東縣潮州鎮雖然位於西南季風的下

風處，且沒有工業區，但我們觀測的季節是冬季，西南季風不明顯，觀測期間林邊鄉

平均風力為 1.9，還沒到輕風狀態，只到「風拂面，樹葉有聲，普通風標轉動」，未能

吹散汙染物質，反倒是東北季風帶來境外汙染物，讓潮州的空氣品質欠佳。 

四、 「海上強風特報」比「陸上強風特風」、「東北季風」更能預測林邊鄉的空氣品質： 

因為林邊鄉位處中央山脈南端，學校離台灣海峽僅 2.2 公里，雖然冬季東北季風

強勁，但台灣海峽的海風吹拂下，學校空汙旗出現黃旗比率，除發布「海上強風特報」

時超過 50%以外，發布「陸上強風特風」與「東北風或東北季風南下」則在 40%，由

此可知：「海上強風特報」比「陸上強風特風」與「東北風或東北季風南下」能影響林

邊的空氣品質。 

五、 離身邊越近的事物，越無法成為林邊鄉空氣汙染觀測指標： 

由本研究可知：低於 1 公里的觀測指標──林邊鄉堤防(距離觀測處約 400 公尺)、

溜冰場旁住家(距離觀測處約 150 公尺)、躲避球場旁菩提樹(距離觀測處約 50 公尺)，均

無法觀測本地空氣汙染情況。但是青山(大武山，距離觀測處約 20 公里)、遠方１號到

５號電塔(距離觀測處約 1.81 公里至 1.14 公里)看不到時，則學校空汙旗出現比率都在

70%左右。因此可知：遠處高聳的物體較能判斷林邊鄉空氣汙染情況。 

六、 未來與展望： 

1. 觀測期只有一個月： 

本研究觀測期間為 108 年 12 月 3 日起至 109 年 1 月 20 日止，除假日外，共觀測 32

天(次)，觀測期僅為冬季期間的１個月。如果能記錄１年期的觀測資料，就可以知道

林邊鄉一年四季的空氣汙染情況，並發掘出林邊鄉在不同季節可以觀測空氣汙染情

況的生活周遭事物指標。我們會再接再厲，繼續我們的研究，讓我們的研究更完美。 

2. 觀測時間只在上午 10 時 10 分至 10 時 30 分： 

本研究只在上午第二大節下課時進行觀測，只觀測到林邊鄉上午時的空氣汙染情況，

因下午第二大節為全校打掃時間，無法進行觀測。下學期進行研究時，可以在放學

後(16：00)進行觀測，就可以更加瞭解一天中空氣汙染變化的情況。 

3. 觀測指標多，統計資料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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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有許多觀測指標，資料統計複雜，雖然有老師幫忙處理解說，我們也常常感

到一頭霧水。看來我們要多閱讀統計相關書籍，才能增強統計資料處理與理解能力。 

六、 結論 

一開始我不清晰「科展」到底是什麼？只是因為老師叫我們做，我們就做。沒想到前面

的觀測就花了我們不少時間，再加上老師說：「科學就是要提出證據的學問。」我們又上網搜

尋，找到了「如何利用拇指來測量我們與物體間的距離」，也學到了觀測空氣品質的方法，瞭

解到生活周遭空氣污染的情況，可說是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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