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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氣候：

立春、春分、立夏、夏至

立秋、秋分、立冬、冬至

 天氣現象：

雨水、穀雨、小暑、大暑

處暑、白露、寒露、霜降

小雪、大雪、小寒、大寒

 物候變化：

驚蟄、清明、小滿、芒種







崇禎皇帝



崇禎皇帝敗給氣候!

崇禎元年，全陝天赤如血。五年大飢，六年
大水，七年秋蝗、大飢，八年九月西鄉旱，
略陽水澇，民舍全沒。九年旱蝗，十年秋禾
全無，十一年夏飛蝗蔽天……十三年大
旱……十四年旱

《漢南續郡志》

現代的損失隨氣候變遷越來越多?

‧人口數、經濟(財富、收入、
GDP)、保險….等，將其因素列
入考慮

‧扣除掉以上的成長，天然災害幅
度並未成長!

$$

年

Bouwer 2011 分析 22篇研究報
告，指出全球各地各種天災雖
明顯增多，但經考慮人口、經
濟或保險等因數考慮在內，將
其扣除掉，天然災害損失幅度
並未隨氣候變遷而增加。



The table of 
the 22 
studies

Have Disaster 
Losses Increased 
Due to 
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
Laurens M. 
Bouwer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Volume 92, Issue 1 
(January 2011) pp. 
39-46

現今的糧食危機

•只要產量損失約 10‐20%

•上漲幅度卻 60%
•天災是起漲因 熱錢流入炒作

•是天災更是人禍

•糧食危機會更引發政治不穩定

•全球暖化導致各地內戰頻傳?



• 許靖華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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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院士的結論

• 化石燃料的燃燒引起二氧化碳的加速排放,
這終將會導致全球變暖,不過歷史記載表明,
總體來說,全球變暖對人類是一個福音. 反
之,全球變冷會導致農業減產、饑荒和民族
大遷移. 

• 也許當前最重要的任務不是用電腦來類比
溫室效應對全球氣候的影響,而是進行水利
和農業研究以確保不斷增長的人口的食物
供應.



利用MODIS衛星資料發現格陵蘭地表冰覆有大面積的融化
7月8日(左圖)至12日(右圖)格陵蘭地表的冰覆融化率，比起過去30年的歷史觀測還要
快速，7月8日尚有40％的冰覆率，很快的到7月12日全島97％的冰皆已融化。





格陵蘭冰蓋融化







Inconveniently 
misrepresent 
the truth.

三菱UFJ經濟循環研究
所所長

早稻田大學客座教授



太陽活動影響經濟景氣
「農林水產品收成」學說

「人類心理」學說

「能量需求」學說

因太陽活動循環使得人類對能量需求量變動

『經濟景氣循環對應太陽活動與氣候週期』學說

揉合「經濟景氣循環」及「太陽活動與氣候週期」兩者，
所創造出之理論。

太陽活動與
氣候週期

產品收成 原物料 工業利潤 地區進口 地區出口

減少 上漲 降低 減弱 減少

增加 下跌 增加 增強 增加

太陽活動與
氣候週期

電磁
平衡錯亂

人類
心理變化

太陽活動週期 經濟景氣循環
聖嬰現象 基欽循環

El Niño Cycle Kitchin Cycle
3.5 年週期 40月 (短期循環)
太陽熱輻射循環 庫存循環
史瓦貝循環 朱格拉循環

Schwabe Cycle Juglar Cycle
11 年週期 10-11年 (中期循環)
太陽黑子循環 經濟投資循環
海爾循環 庫茨涅茲循環

Hale Cycle Kuznets Cycle
22 年週期 (兩次史瓦貝循環) 20-22年 (長期循環)
太陽黑子磁極循環 生產、價格及建設循環
吉村循環 康得拉捷夫循環

Yoshimura Cycle Kondratieff Cycle
55 年週期 (五次史瓦貝循環) 50-60年 (長期波動)
太陽活動大週期 物價、技術革新循環



Percent devia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long-term trends as 
calculated via 11-year moving 
averages. The arrows point at 
the “significant”  DJIA peaks. 
The last arrow is a forecast (Jun-
2008)

道瓊工業平均指數

In 2010, Tom McClellan
noted in a short memo that in
the postwar period, peaks in
the US unemployment rate
followed about 3 years after
the peaks in sunspot activity
(McClellan, 2010)

美國失業率

Earth’s Atmosphere



Earth’s Atmosphere



A combination of low temperatures and elevated 
chlorine and bromine concentration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destruction of ozone in the upper stratosphere 
thus forming a “hole”.  (Kerr, 1987)

www.met.sjsu.edu/~cordero/ education/education.ht



「
時間 記事

1840 C.F. Shoenbein發現臭氧並為臭氧命名

1920 G.M.B. Dobson 研發監測總大氣臭氧的儀器

1928 Thomas Midgley 研發出CFC

1928 G. Findlay發現UV輻射線會導致皮膚癌

1974.6 美國加州大學Sherwood Rowland教授和Mario Molina博士在
Natural 雜誌上發表論文指出CFC對臭氧層的破壞

1977.3 UNEP設立「臭氧層問題調節委員會」

1983.5.30 我國禁止輸入、製造及販賣含CFC之化妝品

1985.8 NASA發表南極上空臭氧洞的衛星觀測照片

1987.9 UNEP在加拿大召開會議，通過「蒙特羅破壞臭氧層物質議定
書」，將五種CFC及三種海龍列管，共有24個國家及歐洲經濟共
同體簽署



雸濟州記錄到的臭氧
時間 記事

1989.1.1 蒙特婁議定書生效

1990.9 NASA觀測到南極上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臭氧洞

1991.8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設置跨部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蒙特婁議定
書專案小組」

1992.5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蒙特婁議定書專案小組」擴編為「行政院
對外工作會報全球環境變遷工作小組」

1992.11.24 「中華民國臭氧層保護協會」成立

1997.1.26 「中華民國臭氧層保護協會」舉辦為臭氧層而跑活動

1995.11 Sherwood Rowland 和Mario Molina 因發現CFC對於臭氧層的破
壞而獲得1995年諾貝爾化學獎

1997.7 「中華民國臭氧層保護協會」更名為「中華民國大氣層保護協
會」

2006.9 美國NOAA科學家觀察2006年南極洲記錄到的臭氧層破洞範圍又
是一歷史新高

http://www.atmosp.physics.utoronto.ca/SPARC/Newsletter32_web/Figure2.gif



•全球暖化是臭氧洞造
成的!

•因為有蒙特婁協議，
減碳協議也可以仿效。



http://earthobservatory.nasa.gov/Features/GlobalWarming/images/msu_1978‐2010.png

地表溫度 vs 平流層溫度

火山噴發影響



溫室氣體 vs 臭氧層洞關係圖

結語

• 臭氧層破洞問題，還沒結束! 全球
暖化下的氣候變遷，與臭氧層之關聯，
造成複雜的交互作用，仍有許多未解
之處。

• 天、地、人的關係必須重新思量，順
天應時。

• 大氣保護尚未成功，同志仍需繼續努
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