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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據過去 40 年之水文乾旱事件紀錄，分析在乾旱發生時之梅雨季月平均環

流、5 日平均環流和低層水氣通量、鋒面影響天數、鋒面頻率之分析，以及颱風

形成位置。結果顯示，在台灣地區發生乾旱時，梅雨鋒面影響台灣地區之天數低

於平均值，鋒面通過台灣地區之次數與平均值相近。從中高層環流和距平分析顯

示，梅雨季少雨之情況，中高層環流有 2 種類型，一種副高脊西伸至華南地區，

台灣地區籠罩在正距平下。另一種，副高脊位在 130°E 以東或附近，台灣地區上

空為負距平。低層水氣通量在副高脊強時，水氣從南海進入華南地區；當副高脊

弱時，水氣通量從台灣東部外海通過。此導致即使鋒面南下，也無法發生較強降

雨，故使得台灣地區發生缺水的情況。 

關鍵字：台灣梅雨季、梅雨鋒面 

一、 前言 

台灣水資源需仰賴水庫蓄存，因

此降雨量多寡對於工業、農業及民生

用水之調節與運用有莫大影響。從水

文乾旱事件紀錄顯示(表 1)，過去 40

年共有 11 次較大規模的乾旱事件。而

台灣梅雨季之降雨約占北部地區全年

降雨的 1/4 弱，在南部地區約為 1/4

強(陳和廖，1980)，此期間為農業一期

稻作收割和二期稻作播種之交替期，

因此對於水資源控管上是一項挑戰。 

過去在梅雨季探討乾梅之研究顯

示，受西太平洋高壓脊位置、強度的

影響可能造成梅雨季降雨較少的情況

(陳和廖，1980；陳，1981c；陳，1987)。

同時，在中高層大氣也呈現重力位正

距平，不利於對流發展(徐和紀，1974；

紀，1978；王等，1992)。 

而本研究依據水文乾旱事件發生

時間，選定乾旱發生時之梅雨季進行

降雨、月平均環流、低層 5 日平均環

流和水氣通量、鋒面影響天數，以及

鋒面頻率進行分析，以了解在乾旱發

生時，台灣梅雨季環流之情況。 

二、 資料來源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之梅雨季定義採氣象局之

定義，即每年 5 月至 6 月為梅雨季。

而分析資料包括，氣象局 1979‐2009

年之地面天氣圖進行梅雨鋒面頻率和

影響日數統計，採用陳(1988)所定義之

鋒面影響範圍(21°‐26°N，118°‐123°E)進

行分析。由地面天氣圖所分析出之梅

雨鋒面在此範圍內持續存在 24 小時，

則定義當天為受鋒面影響之日期。另

外，統計梅雨季之颱風生成與位置，

則使用美國聯合颱風警報中心(JTWC)

佳颱風路徑(best track)資料。 

氣候平均場、重力位高度場，及

低層水氣通量之計算，則使用美國國

家環境預報中心(NCEP)之全球再分析

網格資料(解析度 2.5°x2.5°)。氣候平均

場則以此資料，選定 1980‐2010 年為計

算時段所得。 

而 Chang  and  Chen  (1995)判定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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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風爆發以 850hPa 風場來定義，因此

低層 5 日平均水氣通量與環流之計算

也沿用此高度層定義，計算方式如式 1；

式中 Mf 表水氣通量(g kg‐1 m s‐1)，q 為

比濕(g kg‐1)，v 表風速(m s‐1)。 

Mf=q‧v                                (1) 

在降雨分析方面，使用台灣氣候

變推估與資訊平台計畫(TCCIP)之 1 公

里解析網格雨量資料，進行 1979‐2009

年 台 灣 地 區 梅 雨 季 之 常 態 化 指 數

(normalized index, NI)分析(式 2)，以評

估歷年梅雨季之降雨多寡。式中 R 表

當年梅雨季之降雨量，M 表 1979‐2009

年之梅雨季均降雨量，σ表標準差。

當 NI 值為負值表該年梅雨降雨較少，

反之為多。 

NI=(R‐M)/σ                    (2) 

從 1979‐2009 年之梅雨季雨量常

態化指數分析顯示(圖 1)，共有 17 年呈

現負值，14 年為正值。與過去 40 年之

水文乾旱事件比對，選取 1980 年

(NI=‐1.92)、2004 年(NI=‐1.48)及 2009

年(NI=‐1.02)為梅雨季水文乾旱事件之

探討個案。 

三、 分析結果 

陳與廖 (1980)、王等 (1992)分析

1980 年梅雨季顯示該年屬於乾梅年，

在環流特徵方面，呈現西太平洋高壓

異常強盛，且台灣鄰近地區上空為重

力位高度正距平。圖 2a 與 d 為 1980

年 5 月和 6 月 500hPa 層重力位高度場

之月平均與距平分析，以 5880 線為例，

在 5 月時，副高脊伸至 130°E 以西，台

灣地區在正距平籠罩下；在 6 月副高

脊較 5 月為強，西伸至華南地區。 

在 2004 年之情況(圖 2b 和 e)，顯

示在 5 月份正距平籠罩台灣地區，副

高脊伸至 130°E；但至 6 月，副高東退

至 140°E 附近，且台灣地區為負距平。

而在 2009 年 5 月(圖 2c)副高脊微弱且

在 140°E 以東，台灣地區為負距平；而

在同年 6 月(圖 2f)，副高西伸至 130°E

附近，台灣地區仍為負距平壟罩。 

統計 1979‐2009 年影響台灣地區

之平均鋒面次數約 5 道，影響天數約

24 天。表 2 為水文乾旱事件年之鋒面

次數與影響天數統計，結果顯示除

1980 年有 4 道鋒面影響台灣，2004 年

與 2009 年皆有 5 道鋒面影響。而影響

天數多寡以 1980 年 少，僅有 15 天；

2004 年與 2009 年分別為 19 天和 20

天，但都低於平均影響天數。 

由 5 日平均分析環流與低層水氣

通量之情況，並將表 2 所列之鋒面發

生日期標示其上。在 1980 年 5 月中旬

後(圖 3a)，便無鋒面發生，但有颱風形

成於南海附近，同時副高脊線持續在

台灣鄰近地區，低層強水氣通量從南

海進入華南地區。2004 年的情況  (圖

3b)，顯示在 5 月底之後便無鋒面影響

台灣地區，而在 5 月中旬，南海附近

有颱風通過或形成，強水氣通量從台

灣東部外海通過。而在 2009 年時(圖

3c)，5 月上旬便有颱風在南海附近成

形，在鋒面影響台灣時，低層強水氣

通量多分布在菲律賓附近，由台灣東

方外海向北。另外，分析上述梅雨季

乾旱年之颱風生成位置與次數，如表 3

所示。結果顯示，在此期間颱風多形

成於 110°‐120°E 和 130°E 以東的地區。 

四、 討論 

由前述之分析顯示，發生乾旱之

梅雨季，通過台灣鋒面或影響台灣之

鋒面次數與平均值相差不多，但鋒面

影響天數少於氣候平均值。 

在環流特徵方面顯示，2004 年與

2009 年之月平均環流中，副高脊較弱

且偏東與 1980 年不同。分析 6 月之低

層平均水氣通量分布(圖 4a 和 b)，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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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0 年副高脊西伸且較強時，水氣

通量主軸從南海進入華南地區；而在

2009 年副高脊較弱且偏東時，水氣通

量主軸從南海和菲律賓通過後，在台

灣東部外海向北傳遞；2004 年情況類

似(圖未示)。在此兩種型態下，台灣地

區之低層水氣通量皆屬較少的情況，

即使有梅雨鋒面通過或影響所造成的

降雨也不顯著，進而形成乾梅年。 

另外，從 850hPa 層之 5 日平均環

流和颱風生成位置分析，也發現當颱

風在南海附近生成或熱帶有颱風形成

移動至菲律賓東方海面時，也將影響

低層水氣通量之分布。故依據上述之

分析，將梅雨季水文乾旱事件分為兩

種類型，彙整如表 4；圖 5 為此兩類型

形之示意圖。 

五、 結論 

本研究依據過去 40 年之水文乾旱

事件紀錄，分析在乾旱發生時梅雨季

之月平均環流、5 日平均環流和低層水

氣通量、鋒面影響天數、鋒面頻率之

分析，以及颱風形成位置，重要結論

如下： 

1. 在台灣地區發生乾旱時，梅

雨鋒面影響台灣地區之天數

低於平均值，鋒面通過台灣

地區之次數與平均值相近。 

2. 從中高層環流和距平分析顯

示，梅雨季少雨之情況，中

高層環流有 2 種類型，一種

副高脊西伸至華南地區，台

灣地區籠罩在正距平下。另

一種，副高脊位在 130°E 以東

或附近，台灣地區上空為負

距平。 

3. 低層水氣通量在副高脊強時，

水氣從南海進入華南地區；

當副高脊弱時，水氣通量將

從台灣東部外海通過。 

上述結果之示意圖，如圖 5 所示。

同時由上述分析，可以了解在梅雨季，

即使有鋒面南下，低層未有較強之水

氣通量提供水氣，使台灣地區無法發

生較強降雨，因而乾旱發生。未來將

對於濕梅年之環流進行比較分析，以

了解濕梅雨年之環流是否也有相對應

之改變與差異。另外，從上述分析顯

示，乾梅年不論何種型態，都可以發

現有颱風在南海附近形成，此對於低

層水氣通量分布之影響未來可進一步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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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過去30年歷史乾旱事件  (參考虞(2007)、鐘(2010)、黃等(2010)及陳等(2011)) 

年份 發生時期 紓解旱象之天氣系統 

1973 5 月下旬-9 月中旬 1973 年 8 月 19 日瓊安颱風 

1977 5 月下旬-10 月中旬 梅雨鋒面降雨 

1980 5 月下旬-11 月中旬 1980 年 8 月 28 日諾瑞斯颱風 

1983 6 月中旬-次年 4 月中旬 四月鋒面降雨 

1993 9 月上旬-次年 4 月中旬 四月鋒面降雨 

1995 9 月上旬-次年 4 月下旬 梅雨季鋒面降雨 

2002 2 月上旬-7 月上旬 2002 年 7 月 2 日雷馬遜颱風 

2003 1 月中旬-9 月上旬 (無) 

2004 上半年 2004 年 6 月 28 日敏督利颱風 

2006 1 月-3 月 梅雨鋒面降雨 

2009 1 月-7 月中旬 2009 年 8 月 8 日莫拉克颱風 

 

表 2    鋒面影響天數與頻率統計 

 

 

表 3    颱風生成位置與次數統計 

 

 

表 4    乾梅年不同型態特徵彙整表 

 

   

年份/次數 1 2 3 4 5 影響天數

1980 5/1-5/4(4) 5/5-5/7(3) 5/8-5/11(4) 5/26-5/29(4) 15

2004 5/4-5/6(2) 5/8-5/9(2) 5/13-5/17(5) 5/21-5/26(6) 6/1-6/4(4) 19

2009 5/17-5/19(3) 5/21-5/23(3) 5/24-5/27(4) 6/3-6/5(3) 6/10-6/15(6) 20

年份\經度 總計 侵襲台灣地區

1980 3 4 1

2004 2 5 1

2009 x 3 1

2 x 1

1 x 2

110°E 120°E 130°E 140°E

1 x x

特徵 \ 型態 Type A Type B

台灣鄰近地區中高層重力位距平 正值 負值

500 hPa層太平洋副高範圍 西伸過130°E 東退至130°E以東

低層水氣通量分布 從南海進入華南 從台灣南部、東部外海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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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979‐2009 年梅雨

季 雨 量 常 態 化 指 數 分

布，圖中深灰主體圖表梅

雨季(5、6 月)，縱軸為常

態化指數值，橫軸為年

份。 

   

   

   

圖 2    5 月和 6 月之 500 hPa 層重力位高度月平均與距平分析，5 月份之情況為

(a)1980 年、(b)2004 年，及(c)2009 年；6 月份則為(d)1980 年，(e)2004 年，及(f)2009

年。實線表重力位等值線，色階表距平值，氣候平均場為 1981‐2010 年之平均。

   

(a) 

(b) 

(c) 

(e) 

(f)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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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850hPa 層之 5 日平均環流與水氣通

量分析，(a)1980 年，(b)2004 年，及(c)2009

年。圖中藍色實線表脊線，色階表水氣通

量；F 值表當年鋒面之編號(如表 2 所示)，

颱風符號表當時颱風之位置。 

   

圖 4    6 月低層(850hPa)之水氣通量平均，(a)1980 年，(b)2009 年，圖中黑色實

線表重力位高度等直線，色階表水氣通量值，藍色流線表風場。 

   

圖 5    乾梅年之高低層型態示意圖。 

 

(a)  (b) 

(c) 

(a)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