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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過去研究顯示南海季風肇始和台灣地區入梅有很好的關係。本研究進一步針對南海季

風肇始前後和台灣致災降雨特性的變化深入分析，得到以下結論。 
台灣梅雨季嚴重的致災降雨個案通常出現於南海季風肇始後。南海季風肇始日期的氣

候平均值(1979-2010年)為5/15 ~ 5/20，標準差約為11天。肇始日期的年際變化和聖嬰的狀態

並無很大相關。通常南海季風肇始後，通過南海至台灣的西南氣流持續建立，西南氣流提

供充分水氣通量時，台灣梅雨季才進入容易發生持續性大雨的階段。過去幾個嚴重的梅雨

季致災豪雨歷史個案（20050512、20050612、20060609及20120610）都發生於南海季風肇

始之後。但並非每年南海季風的肇始都是清楚分明的，並有時低層大氣環流短暫出現類似

季風肇始的特徵後，再度回復原來狀態。此段時間梅雨鋒面通過帶來的降雨（如20130519
豪雨個案）其強度或規模通常較前述的致災豪雨歷史個案弱。 

本研究也發現臺灣的致災降雨特性在南海季風肇始前後有明顯的變化。首先，根據6
種不同雨量門檻針對全臺灣統計過去21年（1992~2012年）梅雨季不同延時的豪（大）雨事

件發生日數，發現南海季風肇始前，致災降雨事件以短延時者較多；絕大多數長延時致災

降雨事件出現在南海季風肇始後。另外，致災降雨事件的日最大降雨量，在南海季風肇始

前後的差異並不明顯。再者，若依據不同日降雨量門檻(日雨量50mm與130mm兩類)分類，

且分北、南部統計結果，得知南海季風肇始後，北、南部的豪（大）雨降雨天數均較肇始

前增加，可能是因為季風肇始後，增強南來水氣之傳送，導致降雨日數增加。而季風肇始

前，北部發生豪（大）雨區域比例較南部為高；季風肇始後，除了北部、豪雨（日雨量130mm）

類別於南海季風肇始前後降雨範圍變化不大，不論北、南部豪（大）雨降雨區域比例均擴

大，南部、豪雨(日雨量130mm)類別降雨區域比例擴大尤其明顯(增加約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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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長久以來，氣象防災人員注意到台灣梅雨季嚴

重的致災降雨個案通常發生於5月中之後，這也大

約是南海季風肇始的氣候平均時間。通常南海季風

肇始後，通過南海至台灣的西南氣流持續建立，西

南氣流提供充分水氣通量，台灣梅雨季才進入容易

發生持續性大雨的階段(圖1)。過去幾個嚴重的梅雨

季 致 災 豪 雨 歷 史 個 案 （ 20050512, 20050612, 

20060609, 20120610）都發生於南海季風肇始之後。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時低層大氣環流短暫出

現類似季風肇始的特徵後，再度回復肇始前的型

態。此段時間梅雨鋒面通過帶來的降雨其強度或規

模通常較前述的致災豪雨歷史個案弱。去年(2013
年)梅雨季的20130519個案就是這樣的個案。 

本研究有系統地分析過去歷年來南海季風肇

始時間，並分析比較肇始前與後台灣梅雨季致災性

降雨特性的變化，期待分析結果可以提供氣象防災

人員梅雨季豪（大）雨監測與預警的參考。 

二、南海季風肇始  

南海季風肇始普遍被認為是東亞梅雨季的開

端。過去已有許多學者嘗試以東亞區域或南海的風

場或對流的演變，來定義南海季風肇始的時間。

Wang et al.(2004)基於南海季風肇始的低層環流變

化－即西太平洋高壓脊東退出南海、南海南部偏東

風轉為偏西風、南海西南風建立及水氣通量主軸通

過台灣等特徵，來定義南海季風肇始。該定義只需

分析低層（850百帕）緯向（zonal）風的侯變化，

計算容易，因此本研究以其定義分析歷年南海季風

肇始的時間。分析結果顯示，南海季風肇始日期的

氣候平均值(1979-2010年)為第28侯(5/15 ~ 5/20)。年

際標準差約為2.2侯（11天)。此差異和聖嬰發不發

展並無很大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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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歷年南海季風肇始時間之後，再將歷年致

災降雨事件區分成肇始前和肇始後兩類別，分別統

計與比較這兩類的差異，結果分述於後。 

三、南海季風肇始前後降雨特性分析

之一：六種延時致災降雨類別 

龔等人（2012、2013）的研究分析過去鄉鎮淹

水雨坡地災害警戒雨量值與過去災害之降雨特

性，並參考氣象局豪(大)雨日雨量門檻值，分別定

義短延時（1、3、6小時）與長延時（12、24小時）

的致災降雨門檻值（50毫米、130毫米、200毫米、

350毫米、350毫米）。其中，因考量淹水與坡地災

害的差異，多設定了一組24小時致災降雨門檻值

（600毫米）。依據這些門檻值，使用1992～2011
氣象局傳統測站與自動雨量站共482個測站的雨量

資料，建立全台致災降雨事件簿。再從中挑出5、6
月的事件做為梅雨季的分析個案。分析時並以分別

以(1)全台和(2)北部/南部為對象，呈現分析結果。 

重要結論詳列如下： 

(一) 降雨日數統計(全台)（圖2） 

1. 過去21年（1992~2012年中）中，除了1993年，

南海季風肇始之後，六種延時致災降雨類別

的降雨日數均較南海季風肇始肇始前多。 

2. 南海季風肇始前，梅雨季致災降雨事件以短

延時者較多。而絕大多數長延時致災降雨事

件出現在南海季風肇始後。 

3. 無論短或長延時致災降雨事件，造成降雨的

主要影響天氣類型都以鋒面和春夏季降雨為

主。 

(二) 降雨日數統計(分北/南部) （圖3） 

1. 不論北或南區，南海季風肇始之後，六種延

時致災降雨類別的降雨日數均遠較南海季風

肇始前多。 

2. 不論南海季風肇始前或肇始後，1小時致災降

雨類別的降雨日數遠較其他類別的降雨日數

多出3倍以上。造成這些降雨事件的天氣型態

主要是鋒面，其次為春夏季對流降雨。 

3. 絕大多數較長延時（大於或等於3小時）致災

降雨事件出現在南海季風肇始後，且發生於

南部。 

(三) 日最大降雨之平均值統計(全台) 

1. 致災降雨事件的日最大降雨量，在南海季風

肇始前後的差異並不明顯。 

2. 造成梅雨季較大雨勢的主要影響天氣類型為

鋒面、低壓(帶)、熱帶擾動與春夏季降雨等。 

四、南海季風肇始前後降雨特性分析

之二：大雨/豪雨事件分析 

另一組分析係針對日雨量，參考中央氣象局大

雨/豪雨定義，以較低的降雨門檻(日雨量50mm與

130mm兩類)重新挑選個案。本研究以1993-2010年

氣象局主觀分析地面天氣圖來分析鋒面影響日

數，並挑選全台地面雨量觀測資料(時雨量資料) 18
年皆有資料之測站為「可用站」，分成北區和南區

來統計，總計北區有47站、南區有72站資料可用。

依據不同降雨門檻值分類之後，重要結果（圖4）

詳列如下： 

(一) 豪（大）雨降雨天數 
於南海季風肇始後，南、北區的豪（大）雨

降雨天數均較肇始前增加，可能因為季風肇

始後，增強南來水氣之傳送，導致降雨日數

增加。 

(二) 豪（大）雨降雨範圍 
季風肇始前，北部發生豪（大）雨區域比例

較南部為高；季風肇始後，除了北區、日雨

量130mm類別於南海季風肇始前後降雨範圍

變化不大，不論北、南部豪（大）雨降雨區

域比例均擴大，南部、豪雨(日雨量130mm)
類別降雨區域比例擴大尤其明顯(增加約一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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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南海季風肇始前(左，以 20050502 事件為例)和肇始後(右，以 20120612 事件為例)臺灣梅雨季豪(大)

雨事件環境水氣通量和降雨特性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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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南海季風肇始前後臺灣梅雨季不同研時致災降雨事件的發生日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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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南海季風肇始前（上圖）與肇始後（下圖）臺灣梅雨季北部（藍）和南部（紅）不同研時致災

降雨事件的發生日數統計 

 

圖 4 南海季風肇始前後梅雨季致災降雨的降雨日數與範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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