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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海平面上升對我們家鄉的影響 

摘要 

海平面上升是全球氣候變化的重要指標之一，對沿海地區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本研究旨

在探討海平面上升對沿海地區的影響，特別聚焦於我們家鄉。首先，海平面上升導致沿海地區的海

岸侵蝕和淹水風險增加，對當地社區和基礎設施構成威脅。其次，海平面上升加劇了颱風和風暴潮

對沿海地區的影響，可能引發更嚴重的洪災事件，對居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造成威脅。此外，海平

面上升也對沿海生態環境產生了不可逆轉的影響，損害了濕地、珊瑚礁等生態系統，減少了生物多

樣性。為因應海平面上升所帶來的挑戰，我們需要採取綜合性的措施，包括建立堅固的防洪和防護

結構、加強海岸線管理和生態保護，以及推動全球氣候變化的應對。本研究旨在提高人們對海平面

上升問題的認識，促進相應的應對措施之制定和實施，以確保家鄉和全球的永續發展。 

 

壹、 前言(含研究動機、目的、文獻回顧) 

在自然課時，我們觀賞了《±2℃》全球暖化台灣版紀錄片，近年來，全球均溫持續上升影響冰川

融冰導致海平面上升是各國關注的議題。台灣為四面環海的海島型國家，台灣地形多樣化及各地區發

展的產業與地形環環相扣，海平面上升的衝擊程度有地區上的差異。環境的改變，不僅對海平面的上

升不僅對於台灣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威脅，連帶影響本島的糧食、生活空間及民生用水。各國都

非常關心海平面上升對自己國家帶來的威脅也致力於因應措施，我們生長在國境之南，家鄉的主要產

業型態為農業，在地的「石獅公」是社區的特色及重要指標，在文史中祂有擋風「護水」庇佑村子安

全的相關記載，且至今仍深植於當地居民心中，所以我們想結合在地文化，透過收集相關數據、研究

科學文獻和使用模擬工具探討全球均溫持續增溫帶動海平面的上升對於我們家鄉的影響為何。 

 
貳、 研究設備及器材 

Microsoft Word 2016 Google 地圖 COASTAL RISK 

SCREENING TOOL 

Flood Map 筆記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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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資料蒐集： 

             (一)觀測資料： 

 1.美 國 國 家 海 洋 暨 大 氣 總 署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

）的全球監測計畫資料，全球平均溫度比較圖，時間為西元2014∼2023年間。 

2.臺灣中央氣象署11個平地氣溫站(基隆、宜蘭、臺北、新竹、臺中、臺南、花蓮、 成功

、臺東、大武、恆春)的資料，資料長度為2013~2022年，單位為℃。 

              (二)模式模擬資料： 

                  1.海平面上升的程度資料取得來自於Flood Map。 

       二、探討全球均溫增加與台灣溫度變化： 

      探討全球均溫增家與台灣溫度變化的關係，作為後續模擬海平面上升所帶來的影響之參考 

     。雖然各國對於全球均溫上升的增加帶來的潛在危害有初步的共識，關鍵在於是否能夠有效地 

      減緩全球增溫的速度。而我們身在台灣，面對氣溫不斷的創下新紀錄，要有所警惕。 

     (一)全球平均氣溫變化趨勢： 

根據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的資

料統計，我們發現2014起全球平均氣溫比過去百年氣候值高，且2023年全球均溫超越了2016 

創下新高(圖1)。 

 

 

 

 

 

 

 

 

 
 

(圖1) 

註 ：百年氣候值為使用西元1901至2000年的100年平均值做為參考。 



 
 

 
 

(二)台灣氣溫檢測站趨勢圖： 

根據交通部中央氣象署11個氣溫監測站的資料顯示(圖2，圖片來源：中國時報2033.07.28)， 

我們發現從2015年起，台灣的年均溫都較百年均溫高。 

 

 

 

 

 

 

 

(圖2) 

三、探討海平面上升的因素及其影響： 

海平面上升只是氣候變遷的其中一種影響。自1880年以來(圖3，圖片來源：Wiki Commons 作者 

Robert A. Rohde)海平面平均已經上升了約23公分，其中約有約7.6公分是在過去25年間增加的。每年

海平面都會再上升約3.2公厘。 

海平面正在加速上升，科學家預測2050年海平面將上升30.5公分。以下就海平面上升的因素進

行探討： 

(一)熱漲冷縮：水受熱時體積就會膨脹。過去25年來，海平面上升的高度中約有一半的原因是

比較溫暖的海洋占據的空間也比較大。 

(二)融化的冰川：冰山之類的大型冰雪構造，夏天時都會融化一點點。到了冬天，主要由蒸發

海水所形成的落雪，通常就足以補足融掉的量。近年來，因為全球暖化造成溫度普遍較 高，導致夏

日融冰量高於平均，再加上冬天延後和春天提早，造成了降雪減少，使得融冰量與降雪量無法平衡

，導致海平面上升。 

(三)格陵蘭和南極洲冰蓋的消失：就像冰山一樣，增溫也使得覆蓋格陵蘭和南極洲的龐大冰蓋

融化速度更快。同時冰蓋上面的融化雪水和底下的海水也滲入了格陵蘭的冰蓋底下， 使得冰川更快

流向大海。 

 

 

 

 

 

 

 

 
 

(圖3) 



 

受海水溫度上升造成體積膨脹，以及全球冰雪覆蓋量減少，冰雪融化匯流入大海的影響，全球

與臺灣平均海平面在過去數十年皆有上升的趨勢。海平面上升對地球和人類社會有著廣泛的影響， 

特別是對於沿海地區和島嶼國家，以下是一些主要的影響： 

1. 海岸線變化：海平面上升可能導致海岸線的後退或改變，影響到沿海地區的生態系統和生

態多樣性。 

2. 海水入侵：海平面上升可能導致地下水和河口地區的淡水受到鹽水的入侵，影響到供水和

農業。 

3. 海嘯風險：海平面上升增加了海嘯風險，因為海嘯在抵達陸地時可以進一步推進更遠。 

4. 島嶼國家的消失：許多低海拔的島嶼國家和沿海城市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嚴重影響，可能導

致這些地區的消失或不適宜居住。 

5. 生態系統影響：海平面上升可能破壞沿海濕地、珊瑚礁和其他海洋生態系統，影響到海洋

生物的棲息地和遷徙路線。 

6. 氣候影響：海平面上升與氣候變化密切相關，而氣候變化又會對降雨模式、氣溫和風暴頻

率等因素產生影響，進一步加劇了海平面上升的影響。 

 

因此，為了應對這些影響，需要採取適當的適應和減緩措施，包括建造防洪堤、保護沿海 

                 濕地、制定氣候變化政策以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 



肆、研究結果 

(圖4) 

  一、全球均溫增加與台灣溫度變化的關係： 

              圖4(圖片來源：「明天過後」的世界──台灣冬天會消失嗎？(2023.08.17)˙  少年報導者)可以看出 

        1980~2022年地球表面平均溫度變化，若溫度高於20世紀均溫，則該區域為紅色；比20世紀均溫低的區 

        域為藍色。根據 NASA 的分析，2022年地球平均表面溫度實際上與 2015 年並列，為有史以來第五高 

        的溫度。隨著地球長期暖化趨勢的持續，2022年全球氣溫將比美國太空總署基準期（1951-1980年）的 

        平均氣溫高出1.6華氏度（0.89 攝氏度）(NASA Kathleen Gaeta, January 12,2023)從圖1、圖2兩張圖表，可 

        以看到2016年全球均溫上升1.03，該年台灣的平均氣溫上升1.41；2020 年全球均溫上升1.01，台灣的平 

        均氣溫上升1.58度，當年度的平均氣溫達24.56為史上新高，因此我們推測台灣的平均氣溫上升與全球 

        均溫上升有相關。 

 二、海平面上升對台灣本島的影響： 

 

(圖5)北北基區域海平面上升1公尺模擬圖 

 
 



 

(圖6)北北基區域海平面上升5公尺模擬圖 
 

(圖7)北北基區域海平面上升9公尺模擬圖 

 

從圖5~圖7，我們發現北北基在海平面上升1公尺，少部分靠近河域的地區淹沒；海平面上升5公

尺，部分靠近河域的地區淹沒；海平面上升9公尺，多處靠近河域的地區淹沒。隨著海平面上升，北

北基地區沿海地區的淹水風險將增加，除此之外，海平面上升也會增加岸線侵蝕的速度及程度，可能

會導致海水入侵、淹水事件增加，對當地的居民、建築物、生態系統及水資源的運用都構成威脅。 

 
 



 
(圖8)中部區域海平面上升1公尺模擬圖 

 

(圖9)中部區域海平面上升5公尺模擬圖 

 
 



 

(圖10)中部區域海平面上升9公尺模擬圖 

 

從圖8~圖10，我們可以看到海平面上升的模擬圖顯示，中部沿海地區從海平面上升1公尺、海平

面上升5公尺及海平面上升9公尺的陸地覆蓋程度。沿海地區地勢較為低漥的區域需要積極的加強防洪

措施，沿海生態系統遭到影響，如濕地、沼澤和其他濱水區域，可能導致生態平衡的改變，影

響當地的生物多樣性。沿海地區的基礎建設，也可能因為海平面的上升而需要調整或遷移， 

進而影響到了沿海地區的經濟行為，如：漁業、旅遊業和船舶運輸等。 

 

(圖11)嘉南平原海平面上升1公尺模擬圖 



 

(圖12)嘉南平原海平面上升5公尺模擬圖 

 

(圖13)嘉南平原海平面上升9公尺模擬圖 

 

圖11~13為嘉南平原海平面上升的模擬圖，我們在社會課學過，嘉南平原是台灣西南部的一個廣

闊平原，更是台灣最主要的農業產區。由於農業灌溉用水大多取自於地下水，長期的抽取地下水，嘉 

 南平原可能存在著地層下陷的危機，海平面的上升可能加劇地層下陷的程度。因為嘉南平原的氣候型 

 態屬於夏雨東乾，沿海地區更有鹽分高的問題，面對海平面上升問題，我們要關注的是土地鹽鹼化 

 的問題，影響了農業生產。 

 
 



 

(圖14)高屏地區海平面上升1公尺模擬圖 

 
(圖15)高屏地區海平面上升5公尺模擬圖 



 
 

(圖15)高屏地區海平面上升9公尺模擬圖 

從圖13~圖15可以看出海平面上升對於高屏地區地沿海鄉鎮的人民財產及生命安全產生威脅，除

此之外，南部屬夏雨冬乾的氣候型態，導致高屏地區長期以來淡水資源的使用較為受限，若是海平面

上升海水滲入地下淡水，不但衝擊人民的日常生活用水，更影響了農業養殖漁業的用水。 

(圖16)宜蘭地區海平面上升1公尺模擬圖 

 
 



 

(圖17)宜蘭地區海平面上升5公尺模擬圖 

(圖18)宜蘭地區海平面上升9公尺模擬圖 

圖16~18為宜蘭海平面上升1公尺、5公尺及9公尺的模擬圖，從圖中發現，蘭陽平原在海平面上升5公尺

的時候，幾乎有三分之一的陸地受到影響；更是在海平面上升達9公尺時，宜蘭縣政府也面臨了遷移的

問題。 

 
  

  一、海平面上升對屏東縣的影響： 

伍、討論 

         在全球氣候變遷之影響下，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極端及異常氣候發生頻率逐年增加且加劇，嚴重 

  影響人類生命及財產安全。而屏東縣近年氣候亦飽受暴雨、颱風、土石坍方等災害，使生活、生產及生 

  態等各方面均面臨嚴峻考驗與挑戰。 

 
 



     (一)地理位置：屏東縣的西部為地形較平坦的屏東平原，農漁業發達，是人口集中的菁華區。平原區 

           以東則為地勢較高的丘陵與山地，屬中央山脈南段，其中北大武山海拔逾三千公尺，是山脈南段 

          、也是全縣的最高峰，也是台灣原住民排灣族群的聖山。山區的地勢往南陡降，並延伸到恆春半 

           島。 

     (二)氣候：屏東縣全境位於北回歸線以南，除高山地區以外皆屬於熱帶季風氣候。氣溫全年溫差不 

            大，夏季潮濕多雨，冬季較乾燥，平均高溫 24-27 度，低溫 16-19 度。 

      (三)屏東縣海平面上升10m模擬圖： 
 

(圖19) 

              經過使用海平面上升模擬圖程式Flood Map，我們可以發現海平面上升對於四周環海的台灣來說 

    ，影響的範圍以沿海區、河流流經區域為首當其衝。 

                    甲說：雖然海平面要上升10公尺，也許還要很久的時間，但是如果我們的全球暖化導致氣候異常  

                     沒有有效的改善，在未來的某一天就會發生。從圖19的模擬圖可以發現，屏東縣在海平面上 

                    升約10公 尺，地勢比較低窪的區域，東港、林邊、枋寮等沿海地區，陸地已經低於海平面。 

        乙說：這學期社會課第一單元家鄉的產業，老師有給我們看林邊、佳冬的養殖漁業影片，長期的超 

                     抽地下水已經對當地帶來地層下陷危機，若是海平面不斷上升，對於這些地區的居民更是迫 

                     在眉睫的問題。我們應該要把我們在學校學到的相關內容，回家與家人分享，我們要一起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8F%E6%9D%B1%E5%B9%B3%E5%8E%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5%B1%B1%E8%84%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A4%A7%E6%AD%A6%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E%92%E7%81%A3%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6%B1%E5%B8%B6%E5%AD%A3%E9%A2%A8%E6%B0%A3%E5%80%99


                     全球暖化帶來的自然災害做一份努力。 

        丙說：我們身為地球上的公民，全球暖化帶來的氣候災難，大家應該要共同面對、改善目前所遭遇 

                      到的問題，如：溫室氣體的排放帶來的全球溫度上升、氣候異常帶來的災害等。常常聽到媽 

                       媽說我們高樹鄉地勢比較高，不需要太擔心啦！ 

       乙說：不然，我們來用COASTAL RISK SCREENING TOOL 模擬看看，海平面上升對我們高樹鄉有什 

                      麼衝擊？ 

  二、海平面上升對我們的家鄉─高樹鄉帶來的影響： 

       屏東縣國土計畫統計，屏東縣耕地面積約70,660.69公頃，屏東縣農地面積占全縣面積比例約皆於31%

至32%之間，相當於全縣三分之一土地為農業使用，屏東縣以果品、蔬菜及稻米為主，其中農地總面積

以高樹鄉最大，約6,617公頃，又高樹鄉臨二重溪、隘寮溪及荖濃溪沿岸，因此面對全球暖化、海平面上

升，身為高樹鄉的學子，我們如何因應與守護家鄉呢？ 

        (一)地理位置： 

 
 

(圖20) 

        高樹鄉(圖20)位於臺灣屏東縣北部，位處屏東平原東北部，除東南方的丘陵外，全境均屬高屏溪眾

多支流所沖積而成的平原，地勢平坦，東有中央山脈阻隔，氣候上屬熱帶季風氣候。居民產業以農業為

主，近年來，觀光業也頗有發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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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B2%E6%A5%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B2%E6%A5%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7%80%E5%85%89%E6%A5%AD


        (二)家鄉的農業與信仰： 

                 高樹鄉的蜜棗栽培面積約 550 公頃、木瓜 304 公頃，鳳梨 800 公頃，皆是全國栽種面積與產量最 

        多的鄉鎮，連芋頭種植面積也廣達 400 公頃，位居全國第二。 

              本校屬於客家村，文史記載中提到「大路關歷史，就是與水拚博的歷史」，大路關移民幾乎與 

        水有關。而且在莊民的信仰中，石獅公具有鎮風、止煞、擋雨的神力，傳說石獅曾顯靈警示、阻擋 

         水災等，如八八水災期間，口社溪大氾濫讓村莊堤防破堤，水流卻在河岸半倒屋旁邊轉一大圈，又 

         退回原來河道，村民們相信是石獅公護佑平安。 

 

         (三)海平面上升對家鄉的影響： 
 

(圖21)海平面上升10尺對高樹鄉的影響 
 

 



 

(圖22) 海平面上升20尺對高樹鄉的影響 

 

甲說：真的耶！我們高樹鄉地勢很高，圖21、圖22的模擬圖顯示，海平面上升10公尺、20公尺，

我們高樹鄉的陸地都還不會低於海平面之下。 

丙說：你別忘了，我們高樹鄉可是緊鄰二重溪、隘寮溪及荖濃溪的沿岸。海平面上升不就表

示這些溪流的水位、水流量也會跟著變多升高嗎？還有，我們家鄉的產業以農業

為大宗，如果溪水因海平面上升而水位上升，不就表示我們部分的農耕地也會受

影響嗎？ 

乙說：雖然海平面上升10公尺、20公尺甚至上升更多都不會是現在就馬上發生的事情

，但是，就像我們上課時看《±2℃》時，影片裡面有提到，若是大家都還沒 

        有很積極的行動來減緩、改善全球暖化的現象，那麼就可能出現「今日馬紹

爾，明日台灣」，你們快來看，我用COASTAL RISK SCREENING TOOL，海平面

上升的模擬上限是60 公尺(圖23)。 



 

(圖23) 海平面上升60尺對高樹鄉的影響 

           丙說：天啊！海平面上升60公尺，我們高樹鄉鄰近的鄉鎮都泡在水裡面了，高樹也岌岌可危了！ 

                           而且我們的產業勢必會受到更多的影響。我們應該要有更多的積極行動對於全球暖化的 

                          減緩。 

          乙說：大家其實都知道這件事情正在發生，但大家真的要更積極的從自己做起，否則我們共同生 

                         活在這個地球，我們要共同承擔全球暖化所帶來的氣候災害。 

 

陸、結論 
 

一、本研究將全球均溫變化圖與臺灣長期氣候監測圖做個比較，我們發現臺灣的氣溫變化受全球暖化 

影響，平均氣溫在近幾年不斷的再攀升，我們推估全球均溫的增加對於各國的氣候也是有相對的影

響，是世界各國須持續關注的面向，擬訂有效的方針使全球暖化的效應趨緩，以減緩全球均溫增加

的腳 步。 

二、本研究透過COASTAL RISK SCREENING TOOL及FLOOD MAP的海平面上升模擬程式， 海平面上升 

對於像台灣這類海島型國家來說，是一項非常迫切且棘手的狀況，臺灣地形多樣化，但靠海的縣市

面對海平面上升更是迫在眉睫，我們的首都─台北，更面臨了整座城市有可能因海平面上升而泡在

水裡。尤其我們在國境之南─屏東，許多靠海的鄉鎮也是面臨同樣的問題。 

三、本研究透過海平面上升模擬圖發現，雖然高樹鄉位於較高緯度的區域，短時間我們不會受到直接的 

影響，但若是沒有採更積積的作為去改善全球暖化帶來的災害，海平面高度持續上升，地處溪流交

界的高樹鄉，也是一大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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