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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的好壞影響人們的衣著，但除了溫度以外，溼度及風速也都是影響人體感受的重要因素，而體感溫度就是一個包含這
三項因素的溫度指標，但它仍然是以數字的形式來呈現，我們希望能做出一個更直覺的參考指標，告訴大家對於不同天氣
狀況適合的衣著。 
由於在台灣春季的天氣總是忽冷忽熱，而華岡因地理條件與平地不同，溫度、風速等影響天氣的要素也不同，所以本次研
究主要以華岡地區春季的天氣作為主軸，探討人們對於天氣的感受。 

 中央氣象局觀測資料查詢(CODiS) 

 中央氣象局體感溫度預報服務 
 華岡測候站 
 Robert G. Steadman , 1984 , J Clim Appl Meteorol 

 許玉金 , 2005 , 台灣體感溫度初步分析 
 黃靜宜 , 2005 , 新竹地區居民體感溫度的識覺與衣著

調適行為之研究 

 在不同天氣條件下對華岡地區（圖1）學生進行問
卷調查，收集在不同體感溫度下對天氣的感受以及
穿衣的選擇。 

 使用華岡測候站觀測資料，以人工方式將每分鐘溫  
度及溼度與每秒風速等天氣要素的資料建檔，再以
氣象局體感溫度公式計算，建立逐秒的體感溫度。
T：溫度(℃) , RH：相對溼度(%) , V：風速(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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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感溫度(℃) = 1.04T + 0.20e – 0.65V – 2.7 
 利用NCL繪製出感受-體感溫度、穿著-體感溫度的

箱型圖（示意圖如圖2），並分析不同的體感溫度
對人的感受以及穿衣的選擇。 

以問卷方式統計華岡地區在不同天氣的感受，把對溫
度的感受分為五個等級，分別為炎熱、溫暖、涼爽、
寒冷與極度寒冷（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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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華岡地區 
定義虛線內為華岡地區範圍 

 圖2. 箱型圖之示意圖 

 圖3. 散佈圖 
X軸為溫度，Y軸為相對溼
度，圖上每一點代表一筆
天氣資料，黑點為沒有發
放問卷時的天氣資料，其
餘顏色為填答者對不同天
氣的感受，不同顏色代表
不同的感受。 

 圖4. 感受-體感溫度箱型圖 
每個箱型範圍代表每個感受的體感溫度
分布 

 圖5. 感受-體感溫度箱型圖 
將全部樣本分為怕冷及怕熱兩種感受 

將填答者分為怕冷與怕熱兩種，並詢問當天最適合的穿著。 
由圖４及圖５可知不論怕冷或怕熱的人，對於感受到涼爽
的體感溫度區間是一致的，而怕熱的人確實比怕冷的人更
耐寒，不過在溫度較高的部分，怕冷與怕熱並無明顯區別，
甚至與預期不符，我們認為原因有二，一為春季高溫出現
的次數較少，因此收集的樣本數不足，二為本次研究採隨
機樣本，所以會因隨機填答者對天氣感受的感受差異所產
生的誤差。 

從以上分析結果（圖6）可得出不同的溫度會選擇不同服裝，溫度較高選擇的衣服較薄，溫度較低則會選擇較厚的衣物，
因此我們就可以依照這個結果做出穿衣的參考，當一筆天氣資料輸入時，經體感溫度公式換算後，便可直接對照這個穿衣
參考，而得出最適合這個天氣的衣著。以華岡地區為例，使用華岡測候站10年的天氣資料做出平均後得出，華岡地區春
季的平均體感溫度大約落在18-21℃之間，經對照後可得知在華岡地區適合的穿著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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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 衣物-體感溫度相形圖 
不同選擇衣物的體感溫度分布區間及分為怕冷及怕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