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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臺灣分區雨量指數分析百年來降雨變化 

林和駿   洪致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摘要 

本研究取用 1897-2010 年雨量資料，利用臺灣自然地形為分區，將臺灣島分為西北、西南、

東北及東南四個區域，分別計算各區域的降雨指數以探討其雨量變化。結果顯示臺灣島整體降雨

雖然集中在五月開始的梅雨季（五、六月）、夏季（七、八月）到秋季（九、十月），而冬季（十

一、十二、一月）及春季（二、三、四月）屬於雨量較少的乾季，但是各分區降雨指數卻明顯有

南北及東西的差異：西半部受梅雨季降雨影響大，東半部秋季降雨較多。西北區主要降雨時段為

梅雨季；西南區降雨集中在夏季及梅雨季，其中颱風季較多；東南部降雨最主要是秋季及夏季；

東北部降雨則全年變動幅度最小，冬季降雨冠全台；此外，四個地區到了梅雨都有顯著的季節降

雨。若以年代及年代際變化來看，冬季降雨除了東半部在 1940 - 1950 年代有較多降雨，而秋季

及春季在西半部有明顯的年代際變化，並與北太平洋年代際震盪（PDO）有關係。過去百年臺灣

秋季降雨有緩慢增加的趨勢，而春季降雨卻是緩慢減少，這個現象是個值得水資源管理單位注意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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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過去地理及大氣科學界對臺灣地區氣候

分區的研究很多，如蔣丙然（1954）、劉衍淮

（1963）及萬寶康（1974）使用柯本氣候分類

系統，陳正祥（1957）使用桑士偉分類系統，

邱祈榮等（2004）則使用崔瓦沙氣候分類系

統，但多為考量植物生長所制定出來的，參酌

雨量、溫度等多參數的分區研究。若單就雨量

變數而言，目前最常使用的為中央氣象局預報

作業使用的四分區：北區（台北、基隆、桃園、

新竹苗栗）、中區（南投、台中、彰化、雲林、

嘉義）、南區（台南、高雄、屏東）及東區（宜

蘭、花蓮、台東）。吳與陳（1993）以 1942-1991

年 16 個氣象局綜觀測站溫度及雨量資料，用

群落分析法，將臺灣地區氣候區分為七區：北

部（台北、新竹、彭佳嶼），北海岸（基隆），

東北部（宜蘭），中部（台中、日月潭），西南

部（澎湖、台南、高雄），東部（花蓮、成功、

台東、大武、恆春），及山地（阿里山），各個

季節的分區結果略有不同，其中以夏季及梅雨

季大武站歸屬南部區域的差別最大。並指出此

分區方法的結果顯示，大尺度環流及擾動受到

地形，特別是中央山脈的阻擋形成不同的氣候

區。 

本研究為了強調各區域的差異，又不希望

區分太多區而造成應用上的困擾，故以四區為

基本分區概念，利用臺灣地形特性及降雨的空

間特性來區劃。 

 

二、使用資料與研究方法 

(一)資料： 

本研究使用與臺灣降雨指數日資料

（TCCIP-TRI-dex；洪，2012）相同來源的測

站資料，該資料時間為 1897-2010 年，測站數

最多時達到 1182 個站，遍佈全臺灣本島。臺

灣降雨分區指數以此測站資料為主，進行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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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區除了考量臺灣島地形之外，也參考

降雨的空間分布。 

降雨空間分布使用 TCCIP 臺灣降雨網格

資料，該資料為日累積值，經過空間補遺，資

料時間為 1960-2009年，空間解析為 1km x 1km

（翁與楊，2012），作為檢視臺灣本島的降雨

特性，以供分區之參考。 

在分區雨量資料特性的年代際變化分析

與討論時，使用了 20th century reanalysis data

（Compo et al.，2011）的環流場資料、Hadley 

centre 的月平均海溫資料（Rayner et al.，

2003）、及 Pacific Decadal Oscillation（PDO）

Index（Mantua et al.，1997）。 

 

圖 1.五個自然季節各自的台灣本島降雨空間

分布（資料取自 TCCIP-臺灣降雨網格資料）。 

 

（二）分區方法： 

臺灣地形陡峭，山勢起伏變化大，主要山

脈走向為南北方向，且臺灣位處東亞季風區，

冬季、夏季常有固定風勢，因此容易將雨水留

在迎風面，形成地形雨。如圖 1 所示，冬季

（NDJ）降雨集中在北海岸及東北地區；春季

（FMA）則移往西北部地區；臺灣梅雨季（MJ）

全臺雨量普遍增加，但以山地的西側增加較

多；夏季（JA）雨量也多半出現在山的西側，

極大值出現在南部山區的西側，此時西北部海

岸的降雨則偏少；秋季（SO）雨量集中在山脈

的東側，其中最大值則出現在蘭陽平原南側的

山區。不同季節有不同的降雨分布，隨著冬季

到夏季再到秋季的時序，大致上降雨極大區是

圍繞著臺灣中央山地而逆時針繞行，而且季節

性盛行風向的迎風面降雨較多，如冬季的東北

部、夏季的西南部降雨都明顯多於背風面。因

此，選用能將臺灣東西及南北切割的分區方

法，會是比較好的方式。 

我們將分區的主要分界線定在臺灣主要

山脈的稜線上，切開臺灣為東西兩半，加上濁

水溪雪山-中央尖山連線，切開臺灣分為南北兩

區（如圖 2 黑色線）。分區後的測站數目，西

北、西南、東北、及東南區分別為 386、589、

87、及 114 個站。 

 

圖 2.臺灣地形圖、四區降雨分區及其雨量測站

分布圖：（a）西北區（NW）386 個測站，（b）

西南區（SW）區 589個測站，（c）東北區（NE）

87 個測站，（d）東南區（SE）114 個測站。測

站以白圓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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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數計算： 

將上述分區方法套用於臺灣測站，每一分

區雨量指數的計算比照 TRI-dex 指數（洪，

2012）製作方法：單一測站日雨量除以該站的

年總雨量平均值，再將該分區各站（測站分布

如圖 2）的值平均起來，就完成此區當天的分

區雨量指數。以下將分別就四區雨量年循環圖

及分季年平均雨量圖，檢視分區雨量指數在各

季不同的特性，並討論上述特性可能衍生出的

科學議題。 

 

三、結果與討論 

（一）分區雨量特性： 

1. 年循環特性： 

臺灣降雨主要來自於梅雨及颱風雨的貢

獻，本研究將颱風季前期（JA）稱為夏季，颱

風季後期（SO）稱為秋季，各區降雨的年循環

如圖 3 所示。 

 

圖 3. 分區雨量指數年循環圖 

 

2. 年代際變化特性： 

檢視分區雨量指數的二十一年滑動平均變

化（圖 4），發現以下的年代際變化特性為：夏

季（JA）東北區及秋季（SO）各區雨量有增加

趨勢；春季（FMA）各區及梅雨季（MJ）東北、

東南區有減少趨勢；夏季（JA）西北、東南區

雨量大致持平；春季（FMA）各區、秋雨（SO）

西半部、及夏季（JA）西南區有週期性年代際

變化；而西北及西南區春雨、秋雨反相位，

1960-1970 東北區的秋雨明顯增加、秋雨明顯

減少。 

 

圖 4. 各季節分區降雨指數的年代際變化：（a）

冬季（b）春季（c）梅雨季（d）夏季（e）秋

季。 

 

3. 各區重要的季節降雨分別為： 

西北區除了梅雨季、夏季的降雨多，春雨

為全台之冠，也是重要的春耕水源，重要性不

小；西南區降雨集中在夏季及梅雨季；東北區

降雨季節變異最小，秋季、冬季及梅雨季示最

主要的降雨季節；東南區則是自梅雨季、夏

季、到秋季降雨達到最多。 

以上為依據分區雨量指數所整理出的臺灣

島降雨的時空分布特性，值得注意的是，西半

部地區的春雨及秋雨之年代際變化呈現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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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震盪，並有春季降雨及秋季降雨反相位的變

化，下一段將討論造成此現象的大尺度環流特

徵。 

 

（二）西半部春雨、秋雨反相位之大尺度環境

場分析： 

西北區及西南區的春季降雨與秋季降雨

年代際變化呈現反相位，也就是春季降雨（圖

5a）較多（少）的年代秋季降雨（圖 5b）較少

（多）。將秋季降雨減去春季降雨並減去簡單

線性趨勢後，得到一組能凸顯此一年代際變動

的指數（圖 5c），此一指數與 PDO 指數的年代

際變動相仿但是反相位，兩者的相關係數為

-0.87。取圖 5c 三個極值年（1934、1965、1988）

及其前後七年共十五年代表各個時期，計算後

一個時期減去前一個時期（也就是 1981-1995

減去 1958-1972、1958-1972 減去 1927-1941）

的環境場。結果如圖 6 顯示，春雨較多（少）

的時期，赤道太平洋東側海溫較高（低），而

中太平洋中緯度則海溫較低（高），這種約二

十年的海溫變化，正是 PDO 影響之下的結果。 

 

圖 5. 各項指數年代際變化（a）春季降雨

（b）秋季降雨（c）b減去 a之後，除去

簡單線性趨勢（d）PDO。本圖皆由年際資

料取二十一年滑動平均得來。 

 

Hung et al.（2004）曾經探討臺灣北部氣

象局綜觀測站（鞍部、臺北、彭佳嶼及淡水）

春季（FMA）降雨與 PDO 之間的關係，指出

赤道東太平洋海溫較高時菲律賓海附近形成

反氣旋距平，並加深臺灣附近的槽線，此一現

象與圖 6c 及 6d 的結果相同。 

 

圖 6. 三個時期海溫的兩兩相減：（a）春季

1981-1995減去 1958-1972（b）春季 1958-1972

減去 1927-1941（c）與 a相似，但為秋季（d）

與 b相似，但為秋季。 

 

但本研究發現，檢視春季多（少）雨時期

秋季的海溫距平，發現其配置與春季相當，如

圖 6a、6c（圖 6b、6d），菲律賓海附近也有低

層的反氣旋（氣旋）存在，如圖 7a、7c（7b、

7d），但此時春季與秋季不同點，在於反氣旋

及氣旋距平的位置更靠近臺灣，導致對臺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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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是由反氣旋及氣旋距平本身的直接影

響。而使得反氣旋距平出現的位置降雨變少，

氣旋距平出現的位置降雨增加。 

 

圖 7. 三個時期 850hPa 風場的兩兩相減：（a）

春季 1981-1995 減去 1958-1972（b）春季

1958-1972減去 1927-1941（c）與 a 相似，但

為秋季（d）與 b相似，但為秋季。圖中以「C」

及「A」標示菲律賓海附近的氣旋式及反氣旋

式差距的位置。 

 

四、結語 

分區雨量指數的年代際變化（圖 4）曲線

顯示四區在不同季節有不一樣的關係：冬季

（NDJ）臺灣東半邊（東北、東南區）的降雨

有類似的年代際變化（圖 4a）；春季（FMA）

除了東南區變化不明顯之外，三者有相同的年

代際變化，降雨指數大小則分為北邊與南邊兩

群（圖 4b）；臺灣梅雨季（MJ）時，分為西部

及東部兩群，西半部兩區不論數值大小或年代

際變化都非常相似，東半部兩區數值較西半部

小（圖 4c）；夏季（JA）西半部兩區年代際變

化相似，東北區幾乎無年代際變化，東南區則

有自己的年代際變化（圖 4d）；秋季（SO）雨

量變化大致可以區分為東西兩群，1920 年之後

東北區、東南區變化幾乎一致，東南、西南區

變化一致（圖 4e）。 

西北區及西南區的秋季及春季降雨之週

期性年代際變化是反相的，而東北區的降雨則

在 1960-1970 年代改變最大，春季減少而秋季

增加。臺灣地區春季降雨與秋季降雨年代際變

化的反相特性，與 PDO 的變化有關係，PDO

相位為正的時候，春季在菲律賓海有反氣旋距

平引發臺灣附近較深的槽線，臺灣島降雨變

多，而秋季原本在菲律賓海的反氣旋距平直接

影響到臺灣而使此時期秋季雨量減少。 

總結來說，以不同自然季節的降雨特性來

看，本研究所使用的四分區的方法，大致上能

區分出季節盛行風迎風面雨量較多的特性，包

括：冬季東北部多雨、春季西北部多雨、梅雨

季西半部多雨、夏季西南部雨特多、及秋季東

部多雨等等。臺灣地形陡峭，許多降雨類型都

有東西半部或是南北之分，分區雨量指數的建

立除了能提供降雨氣候特性分析之外，期盼能

作為非氣象界使用降雨資料的媒介，提供一個

簡單使用、具長時間記錄的降雨變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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