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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主要參考資料

1896/12/20
71m, 120°40′E, 24°02′N

建臺中測候所
借小川光三房舍，後來搬到
小北門家屋

界線：旱溪、大里溪

下水道建設

暑期計畫之初，缺乏歷史研究經驗，花
兩星期瀏覽過往文獻，才探出大致方向。

過程中，看到臺中測站搬了三次，便著
手回顧其歷史；又想探討測站搬遷，會不會
影響觀測？

而臺中恰自清朝起，便有臺灣府城的興
建，後續又有日治的計畫發展，後續在民國
時期便突飛猛進地擴張，至今已成為全臺第

二大直轄市；因此想一併觀察都市發展，能
否從氣象數據判釋？

礙於時限力有未逮，目前僅有完成：回
溯測站歷史、初判發展對數據影響；搬遷影
響觀測，則未能實現。

本海報研究呈現架構為：搬遷歷史與發
展總表、初步分析觀測數據、研究結論與延
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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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緣起與說明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

從氣象觀測數據發掘都市發展軌跡：以臺中為例
Yu-Hao Wang(王祐顥)1*, Yi-Hsuan Chen(陳毅軒)2**

二、臺中氣象測站與都市發展軸線

藉大氣水文資料庫數據，讀取
1897 年至 2023 年的小時資料；繪製
氣溫、相對溼度、降水量如右上圖。

發現到小時資料有過多抖動，加
上降水量受採樣率不同有不同峰值分
布。因此重採樣至日，方式為：

• 將氣溫(T)、相對溼度(RH)每日平均

• 降水量(Prec.)依日加總

並繪製每日狀態如右下圖。

除了過濾掉小時信號抖動外，亦
消除採樣率及峰值落差；並計算總共
46386筆日數據之統計量：

資料尋找過程中，發現較少
有針對氣象站沿革、歷史研究；
希望投入更多研究。

而觀測資料雖已數位化，但
格式仍難讀取、使用，須具備較
高階的時序分析能力，又有一定

氣象學識才能善加利用、解讀。

因此，文史領域數據仍僅為
輔佐文獻之用；觀測數據為少見
的客觀史料，卻近用不易，難以
藉此界定異常、回推事件，相當
可惜。

1911→1935

1935臺中州告示第001號
1942臺灣總督府報告示第273號

1943臺灣總督府報告示第415號
1954臺中市都市計畫(舊市區計畫)

三、觀測數據分析 年代 計畫名稱 簡要說明

1975 臺中市第一期擴大都市計畫 西屯

1977 臺中市第二期擴大都市計畫 省轄臺中市
的範圍，自
此確立

1977 臺中市第三期擴大都市計畫

1977 臺中市第四期擴大都市計畫

1986 變更臺中市主要計畫 通盤檢討一

1995 變更臺中市主要計畫 通盤檢討二

2004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不包括大坑風景區) 通盤檢討三

2018 變更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通盤檢討四
https://www.taichung.gov.tw/1606718/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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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國
1880 1890 1900 1910 1920 1930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2030

日本國（臺灣總督府） 中華民國 未來
測站

都市
抗日四起

區域計畫 國土計畫

1899/04/16
77.1m, 120°41′E, 24°09′N

搬遷至預定地
城內工兵營東兩千餘坪土地

1954/04/01
84.04m, 120°41′02.6′′E, 24°08′44.6′′N

測候所遷至公園
臺中市商業同業公會，認為測站有礙商業
繁榮，陳情遷移；測站奉令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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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史研究偏少；數據也能作為史料，但不易近用

都市變遷能否從數據中窺見？都市計畫扮演角色？
臺中迅速都市化，始終與計

畫密不可分；自西式計畫首次公
布，即設立測站觀測天氣，至今
僅小幅遷移。

雖依目前初步結果，觀測數
據沒有明顯地看出都市化變遷或
發展，而導致的變化。

礙於學理尚淺，無法分析信
號中各類組成，進一步地分離、
解構，或是比較；過程尚未周全
嚴密謹慎，僅初步判斷。

都市化耦合自然、經濟、社
會三方因素，機緣良好下才得以
進行；臺中自然條件適宜。

也不排除是因為都市計劃的
關係；臺中計畫之初，便有意識
地充分考量水文、氣候、綠化等
環境因素。因此，這部分目前無
法下結論。

延伸一個問題，都市計畫到
底能不能抑制都市活動產生之各
類污染呢？待後續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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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資料庫
• 大氣研究與應用資料庫[Link]

• 國史館臺灣文獻資料庫[Link]

• 國圖館臺灣記憶資料庫[Link]

• 地圖與遙測數位資料庫[Link]

市區改正階段 市區計畫階段 都市擴張/都市計畫階段 廣域計畫階段

1911臺中廳告示第178號
1914臺中廳告示第128號
1916臺中廳告示第019號
1921臺中州告示第072號

1924臺中市告示第016號
1928臺中州告示第043號
1930臺中州告示第077號
1930臺中州告示第390號

奠定方格放射狀
路網、在臺首次
公告西式都計

界線：柳川

1900臺中縣告示第05號
1901臺中縣告示第75號

由於行政區重劃

1900→1911

給縱貫線通過空間

界線：梅川、綠園道

臺中市區改正

臺中市街市區計畫

1935→1943→1975

臺中市市區擴張計畫

開發市地範圍

1975→現今

取自：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透過市地重劃，不斷地快速開發，蔓延極快

界線：行政區界 臺中市都市主要計畫圖

都市計畫之上位計畫

臺中市未來空間整體發展構想圖（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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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平均之後，週期性仍強，藉由
傅立葉變換日平均資料，繪製 Power 
Spectrum 以查看週期分布狀況。步
驟如下：

1. Detrend，僅減去LS趨勢線及平均

2. FFT，使用 scipy.signal 套件

最後以頻率對結果平方做圖，如下：

1.繪製原始數據

階段 市區改正 市區計畫 都市擴張 都市計畫

面積(km2) 2.2452494 4.47847861 10.2110219 36.8544988

Statics Temp. Prec. RH

Count 46386

Mean 22.868 4.718 78.760

Std 4.788 18.114 7.361

Min 5.896 0.000 32.000

25% 18.850 0.000 74.375

50% 23.963 0.000 79.000

75% 27.200 0.700 83.375

Max 32.100 751.700 100.000

2.Power Spectrum看週期

3.藉分段，尋找階段對月變化
上面三張古老的計畫圖，裡面方

格大小類似，可發現每個階段的範圍
逐漸擴大。因此，本研究透過計畫階
段區分為：一、 1897-1911 ；二、
1912-1935 ；三、 1936-1975 ；四、
1976-2023；總共四個階段。

並與本筆資料每年之同月平均繪
圖比較，試觀察其是否具有關聯性，
如右圖。其中開始年皆為一月一日，
結束年皆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 1896/12/20，台中測候所正式
設立於大墩街29號，以民屋稍
加修繕成為辦公室兼事務所，
在南側空地放置觀測坪。

• 1897/03/14，臨時測候所搬至
台中縣廳所管，位於小北門街
的家屋，於一個街廓外的縣廳
前方草地，以竹棚圍繞成觀測
場，

• 1899/02/05取得用地，於月中
開始興建廳舍，於4月16日落
成同時搬入，於新址觀測。

頻譜分析中數據週期最
大訊號為年、半年；降水與
相對溼度有更多高頻組成。

另外，經四個階段分別
比較發現：氣溫逐漸升高，
但不確定歸因為都市熱島或
全球暖化；其餘差異並不顯
著。推測都市發展可能對當
地氣象影響較弱。

4.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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