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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 天啊!是禿頭!-探討宜蘭縣酸雨氣溫和 PSI(空氣汙染指標) 

一、摘要： 

根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料庫網站所查詢到的資料，將其整合，尋找他們之間的關聯

性，得到結果後分析出宜蘭的雨比想像中酸很多，酸雨的情況很是嚴重。得知生活的環境

已如此嚴重，著實訝異。如何減緩目前情形是很重要的課題。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看到許多雕像都因酸雨而侵蝕，漸漸的發現在不知不覺中酸雨已深深影響我們的生活，再

過幾年周邊的環境會因為酸雨變的怎麼樣呢?我們的日常生活是否會因此而產生劇烈的變

動，下一代又或者下下一代的人們還能否看見目前正竭盡全力保留的美景呢? 

宜蘭在一年之中大約有兩百多天都在下雨，其中又有幾天是在下著酸雨呢？酸雨除了直接

影響我們人體，也能因溶解在水中的有毒金屬物質被植物、動物吸收而危害到我們自身，

不只如此，酸雨還會讓建築物、森林、土壤、魚類……等產生變化，究竟是什麼因素影響著

酸雨，讓酸雨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 pH 值越來越酸呢?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ㄧ、溫度是否會影響雨的 pH 值。 

二、PSI值（空氣汙染指標）是否會影響雨的 pH 值。 

三、溫度和 PSI值（空氣汙染指標）是否有關聯。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步驟 1:到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料庫網站(如參考資料 1)搜尋相關資料。 

步驟 2:利用 Excel 整理搜尋到的資料。 

步驟 3:利用 T.TEST(雙尾檢定)驗證彼此之間是否有顯著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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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的 pH 值(月)和

PSI 值(月)  

月均溫和雨的 pH 值

(月) 

 

PSI 值(月)和月均溫 

 

T.TEST 值 3.53496*10-09 2.50012*10-09 2.32579*10-06 

CORREL值 -0.634504433 0.720222931 -0.455464334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結論一:從 T.TEST 得出的 P 值（＜0.05 代表有顯著關聯）可得知雨的 pH 值(月)和 PSI 值

(月)、月均溫和雨的 pH 值(月)、PSI值(月)和月均溫皆有顯著相關。 

結論二:從 CORREL 值(-1~1 之間)可得知雨的 pH 值(月)和 PSI 值(月)、月均溫和雨的 pH 值

(月)、PSI值(月)和月均溫皆有顯著相關。 

結論三:工廠排放的空污中，內涵臭氧、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和其他 PM2.5 的物質，會造

成酸雨的形成。 

結論四：氣溫與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含量相關，二氧化碳屬於溫室效應氣體，會將熱氣包裹

在地球內，導致溫度上升。 

結論五：根據上述結論可得知雨的 pH 值、PSI 和溫度是有相關性的。 

生活應用:經過調查後才知道，原來宜蘭的雨那麼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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