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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分析臺南地區2010-2015年共29個測站的雨量資料，藉以探討臺南地區降雨與強

降雨個案之時空分布特性，包括季節特性、降雨分區、豪(大)雨發生頻率、豪(大)雨分區等

特性。 

依據降雨資料分析顯示，臺南地區主要雨季為5-9月，包括梅雨季(5-6月)與颱風季(7-9

月)，各站每月累積雨量均超過100mm。而5-9月主要雨季的雨量分布與地勢有關，由地勢

最平緩的西邊往東邊山區逐步增加。由降雨的空間分部可約略分為5區，降雨最少為最西側

之濱海北區、次為雨量相當之濱海南區與中間地帶之平原北區，次為更多雨量的平原南區，

最多雨量發生於最東側之山區。 

5-9月主要雨季亦為豪(大)雨之主要發生季節，非由颱風引發的降雨機制(如梅雨、午後

對流、西南氣流)發生大雨的個案數比颱風引發的個案數為多。豪(大)雨發生頻率之分區與

降雨分區相近。 

本研究之降雨分區和豪(大)雨發生頻率分區結果與臺灣南區氣象中心執行鄉鎮預報校

驗作業之分區概念一致，此結果能強化臺南地區鄉鎮預報校驗分區之合理性，並可做為臺

灣南區氣象中心氣象人員於在地氣象服務的細緻化雨量氣候背景資料。 

關鍵字：降雨分區、豪(大)雨 
 

一、前言 

 

    臺灣位於亞洲大陸與西太平洋之間，每年5月中

旬，南中國海季風肇始(e.g., Ding 1994; Chang and 

Chen 1995; Chen and Chen 1995)，促成西南氣流自南

中國海進入臺灣西南區的迎風面，展開主要降雨季

節(陳 2006)。隨著季節進入夏季，西太平洋海溫逐

步升高，引發強盛熱帶對流，進而激發明顯的颱風

活動，特別是西太平洋季風槽區為颱風的主要生成

區域之一(e.g., McBride 1995)。颱風生成後，或往西

直行或往北迴轉(e.g., Harr and Elsberry 1991)，兩者

常會通過臺灣或鄰近區域，帶來顯著降雨，雖常招

致水災造成損失(中央氣象局 2006)，但亦為臺灣主

要水資源來源。 

    臺灣降雨季節隨著主要降雨機制之差異，分為

5-6月的梅雨季與7-9月的颱風季(e.g., Chen 1994; 

Chen and Yu 1988; Hsu et al. 2005; Chen et al. 2010a)，

因此5-9月是臺灣主要豪 (大 )雨的發生季節 (e.g., 

Chen and Chen 2003; Chen et al. 2007; Wang and 

Chen 2008)。 

    臺灣由於地形複雜，各地降雨特性因颱風路徑、

西南氣流與地形交互作用，以及午後對流發展強度

等特性差異，也在不同地區引發不同降雨分布與變

化特性。儘管同樣在西南季風迎風面的西南部地區，

由梅雨鋒面、颱風、西南氣流所帶來的水氣或午後

對流，均會因地形變異而產生多樣性的降雨分布。 

    中央氣象局自1985年起編列預算分年分區在臺

灣各地建置蒐集雨量資料的自動雨量站與氣象站，

以加強颱風降雨及豪雨之觀測，俾能適時發出警報，

協助災害預警作業。由中央氣象局所建置之自動雨

量站與氣象站，具有高密度覆蓋率的降雨觀測資料，

有助於進行較小時空尺度的降雨分布特性。 

    本研究以臺灣南區氣象中心負責的通報和鄉鎮

預報校驗責任轄區之臺南地區為對象，初期先利用

臺南地區的降雨資料，進行臺南地區季節性降雨及

豪(大)雨個案發生頻率之特性分析。希望能進而結合

在地氣象人員的經驗，轉化成有助提升在地氣象服

務的實質作業運作。 

 

二、測站降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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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降雨觀測資料，採用臺南地區內中央

氣象局建置的所有氣象站資料，包括人工站、自動

氣象站和自動雨量站，並以最近6年(2010-2015年)

之資料為分析對象。但是由於測站為逐年擴建，且

在這數年間部分氣象站經過汰換、更新、升級、遷

站等情況，有中斷觀測的現象。為完整描述臺南地

區的整體降雨分布，須兼顧測站的涵蓋度和觀測資

料的完整性，以符合面化資料需求，也同時反應統

計代表性。故最後採用連續缺漏時間在半年以下的

測站，共計29個測站做為本研究分析的測站，測站

所對應之高度與空間分布如圖1所示。 

 

 
圖1 本研究分析之29個測站位置、對應高度和分

區。 

 

圖1也顯示臺南地勢由西向東遞增，西邊濱海地

區高度約在20m以下，中間為平原區，高度約在50m

以下，再往東邊與南邊地勢逐漸增高，南邊地勢約

在70-110m之間，東邊山區地勢明顯增加，除了山凹

地區之玉井、環湖高度約40m以外，其餘測站均在

120m以上，其中最高兩站分別是403m的關子嶺、

1246m的大棟山。依照地勢之分布，我們選取濱海

區與平原區交界之120.28
o
E線，平原區與山區交界之

120.44
o
E 線 ， 定 義 120.28

o
E 以 西 為 濱 海 區 ，

120.28
o
E-120.44

o
E之間為平原區，120.44

o
E以東區域

為山區，如圖1所示，這三個分區會使用於後續的研

究討論中。而濱海區、平原區、山區的分類方式與

臺灣南區氣象中心目前進行的鄉鎮預報校驗分區有

一致的概念。 

 

三、降雨之時空分布特性 

 

以29站測站降雨資料，計算各站2010-2015年平

均之月總雨量，運用其季節變化來分析各區降雨之

氣候特性。但在2010-2015年間，2013年因正值大量

汰換臺南測站的時期，有許多測站於數月期間均缺

乏資料，因此氣候平均值計算將2013年排除。而在

其他年中，若有整月的觀測筆數在10天(含)以下，可

視為當月資料不足，也排除在氣候值計算之中，而

僅選取有充分資料之其它年份進行平均計算。 

選用的29個測站中僅臺南站為人工測站，在此6

年間均無缺漏資料，而且臺南站有最長時間的觀測

資料，為確認2010-2015年的6年平均是否能相當程

度的代表更長時間的平均降雨型態，先比較臺南站6

年平均和30年氣候平均的降雨分布(如圖2)，結果顯

示2010-2015年的6年平均，和1981-2010年的30年氣

候平均，兩者逐月雨量雖有量值上的些微差，但年

總雨量和逐月分布的情況都相當接近，顯示由

2010-2015年的6年平均可相當程度地代表氣候的狀

況。 

 

 
圖2 臺南站逐月雨量的分布圖(單位: mm)，柱狀為

2010-2015年的平均，折線為1981-2010年的氣

候平均，橫線代表雨量100mm。 

 

由臺南站和其他28個測站的逐月雨量分布(圖

未示)，顯示一些氣候特性，概述如下： 

1.各站主要雨季都分布於5-9月，包含梅雨季與

颱風季，每個月雨量均大於100mm。 

2.有24站雨量最大值主要發生在8月，另有4站

(下營、北門、東河、鹽水)於6月之雨量最大，僅有1

站(新營)於7月降雨最多。 

3.在主要雨季之外的其他月份中，有25站於11

月之雨量最多，雨量為49-81mm。另有4站卻是在10

月雨量比11月更多(大棟山、曾文、關子嶺、崎頂)，

雨量在53-76mm之間，其中3站位於臺南東北側的山

區。 

降雨的空間分布方面，本研究由29站雨量資料

運用線性內差方法進行分析，年總雨量分布如圖3

所示，降雨呈現由西向東，也就是由濱海向平原，

再向山區遞增的分布，年總雨量最多在白河和東山

的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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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陳(2006)對台灣氣候所分類的自然季節，分

為西南氣流時期的梅雨季(5-6月)、颱風季(7-9月)，

及東北季風時期的秋冬季(10月-1月)、春雨季(2-4月)。

本研究依此分類方式，由29站雨量資料分別計算各

自然季節之累積雨量分布圖，呈現如圖4。 

 

 
圖3 臺南地區年總雨量分布圖(單位: mm)。 

 

秋冬季雨量約在100-200mm之間(如圖4a)，為臺

南各區全面特性，臺南秋冬季雨量比春雨季(如圖4b)

為高，而後者僅在濱海區與山區有部分降雨，平原

區降雨甚少。此是否為此6年的特殊狀況值得再用更

長時間的雨量資料進一步研究。 

梅雨季降雨(如圖4c)於濱海區約在300-500mm

之間，平原區約在500-600mm之間，山區則在600mm

以上，關山降雨甚至超過900mm，達到最大值。颱

風季(如圖4d)於濱海區之雨量為600-800mm，平原區

約在800-1100mm之間，平原區南側比北側為高，山

區則在1100mm以上，關子嶺、大棟山區域可達

1700mm以上，為極大值區域。在梅雨季和颱風季兩

個主要降雨季節的雨量空間分布和年總雨量一樣，

均顯示降雨由西向東遞增之分布型態。 

 

 
 

 
 

 
 

 
圖4 臺南地區各自然季節之累積雨量分布圖(單位: 

mm)，(a)為秋冬季、(b)為春雨季、(c)為梅雨季、

(d)為颱風季。 

 

臺南地區主要雨季(梅雨季+颱風季)雨量之空間

分布圖如圖5a，濱海區約1000-1200mm，但濱海南

側雨量增到1200-1400mm，往東邊之平原區北側雨

量增到1400-1600mm，平原區南側靠近山區之雨量

增到1600-1800mm，再往東進入山區，雨量增到

臺南 年總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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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mm以上，以大棟山、關子嶺地區最高，達到

2400mm以上。 

 

 
 

 
圖5 臺南地區主要雨季(梅雨季+颱風季)之(a)累積雨

量分布圖和(b)降雨分區(單位: mm)。 

 

考量臺南地區地形分布和主要雨季的降雨分布，

可將臺南分為5個降雨分區，分別是120.28
o
E以西，

23.06
o
N以北的濱海北區，23.06

o
N以南的濱海南區，

往 東 則 是 在 120.28
o
E-120.44

o
E 之 間 ， 於

23.06
o
N-23.22

o
N連線以北為平原北區，連線以南為

平原南區。再往東則是120.44
o
E以東之山區(如圖

5b)。 

將各降雨分區所包括之測站雨量平均，結果顯

示濱海北區最小，平均值約1168mm，其次是平原北

區與濱海南區，兩者雨量相近，前者平均值是

1457mm，後者是1491mm。到了平原南區，雨量增

到1621mm，山區雨量最大，平均值達2226mm。這

些降雨分區與臺灣南區氣象中心執行鄉鎮預報校驗

作業之分區概念一致，此結果能強化臺南地區鄉鎮

預報校驗分區之合理性，並可做為臺灣南區氣象中

心氣象人員於在地氣象服務的細緻化雨量氣候背景

資料。 

 

四、豪(大)雨個案之時空分布特性 

 

依據中央氣象局2015年9月1日新訂之雨量分級

標準，大雨之發生定義為80mm/24hr或40mm/hr，

豪 雨 為 200mm/24hr 或 100mm/3hr ， 大 豪 雨 為

350mm/24hr，超大豪雨為500mm/24hr。 

本研究依新訂分級標準，將2010-2015年間所有

觀測資料(包括2013年資料)均納入分析，選取達到大

雨以上標準之個案(≧40mm/hr)，其空間分布如圖6

所示。這些個案雖以大雨以上標準選取，但其中亦

有豪雨個案包含其中，因此用豪(大)雨個案來概稱雨

量大於40mm/hr之所有個案。同一綜觀天氣事件可

能引發好幾站或單站連續數小時達40mm/hr以上的

標準，均視為一次個案並累計到各站之豪(大)雨總個

案數，以反應天氣事件之強度與持續性。 

 

 
圖6 2010-2015年雨量達40mm/hr以上之個案數。 

 

由圖6顯示2010-2015年豪(大)雨個案數最多在

山區。由此區往西延伸到平原北區，約18-23個，平

原南區約20-26個，平原南區與北區兩者間之過渡地

帶以及濱海南區，總個案數又遞減，濱海北區則是

最少豪(大)雨個案數之區域。 

為了顯示季節性之整體豪(大)雨發生概況，本研

究進一步計算梅雨季(5-6月)、颱風季(7-9月)之豪(大)

雨發生頻率，其分布圖如圖7所示。梅雨季(如圖7a)

於山區之豪(大)雨發生個案數約為6-11個，以關子嶺、

大棟山最高，且呈現由山區(東邊)往濱海區(西邊)遞

減之分布特性。颱風季(如圖7b)之多數豪(大)雨一樣

發生在山區，約在23-40個之間，再往平原區遞減，

濱海區又更遞減，其中有趣的是，關山於颱風季之

豪(大)雨個案僅有11個，約比鄰近山區其他測站之個

案數減少12個以上，呈現相當特異之地域現象。 

 

梅雨+颱風臺南  季節總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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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2010-2015年 (a)梅雨季、 (b)颱風季雨量達

40mm/hr以上之個案數。 

 

豪(大)雨之主要成因之一為颱風，在2010-2015

年間，引發臺南地區豪(大)雨個案之颱風共計7個。

這些颱風所引發之豪(大)雨個案之分布特性亦呈現

於圖8a，將颱風季總個案數減去颱風引發之個案數

後，其分布情形顯示於圖8b，主要用來反應颱風季

內非由颱風機制所引發之豪(大)雨個案。 

颱風所引發之豪(大)雨個案最多為14個，主要分

布在山區，並向平原南區延伸，於大棟山僅有2個，

關山僅有3個。而在減掉颱風引發之個案數後，引發

機制，如午後對流、西南氣流、區域性低壓等。其

個案分布數以東北側山區最多，再往南稍減。於平

原北區，新營15個個案亦屬相當多。反之，位於山

區內側之關山僅有8個個案，算是相當少。 

臺南地區主要雨季(梅雨季+颱風季)豪(大)雨個

案(≥ 40mm/hr)之發生頻率如圖9，各站個案數僅比全

年減少不到2個(如圖6)，反應主要雨季亦為豪(大)雨

發生的主要季節。 

考量臺南地區地形分布和主要雨季豪(大)雨發

生個案數分布，亦可將臺南分為5個豪(大)雨發生頻

率分區，豪(大)雨發生頻率之分區與降雨分區相近，

僅將平原南區與北區中間交會之善化、王爺宮與濱

海北區合併，新市與濱海南區合併(如圖9)。合併後，

大雨發生頻率由小到大依序為濱海北區、濱海南區、

平原北區、平原南區、山區。 

 

 
 

 
圖8  2010-2015年(a)颱風引發、(b)颱風季去除颱風

引發雨量達40mm/hr以上之個案數。 

 

 
圖9 臺南地區主要雨季豪(大)雨發生頻率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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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研究收集臺南地區29個測站2010-2015年的

雨量資料，藉以分析臺南地區降雨與豪(大)雨個案之

時間、空間分布特性，包括季節特性、降雨分區、

豪(大)雨發生頻率、豪(大)雨分區等特性，主要研究

成果陳述如下: 

臺南地區主要雨季為5-9月，包括梅雨季(5-6月)

與颱風季(7-9月)，各站每月累積雨量均超過100mm。

12-3月為明顯乾季，4、10、11月為過渡時期。 

5-9月主要雨季雨量分布與地勢有關，由地勢最

平緩的西邊往東邊山區逐步增加。主要降雨分區有5

區，分別是降雨最少的濱海北區、次為雨量相當之

濱海南區與平原北區，次為更多雨量的平原南區，

最多雨量發生於最東側的山區。 

豪(大)雨個案(≥ 40mm/hr)之發生頻率，5-9月總

個案數僅比全年減少不到2個，反應主要雨季亦為豪

(大)雨發生的主要季節。 

颱風季期間非由颱風引發的降雨機制(如梅雨、

午後對流、西南氣流)發生豪(大)雨的個案數比颱風

引發季節性降雨機制比颱風引發更多豪(大)雨個案，

為多。 

豪(大)雨發生頻率之分區與降雨分區相近，但也

發現山區之關山，其豪(大)雨個案數比其他山區測站

明顯減少，是否與其位居深山內側之地理環境因素

有關，值得再進一步研究。 

本研究之降雨分區和豪(大)雨發生頻率分區結

果與臺灣南區氣象中心執行鄉鎮預報校驗作業之分

區概念一致，此結果能強化臺南地區鄉鎮預報校驗

分區之合理性，並可做為臺灣南區氣象中心氣象人

員於在地氣象服務的細緻化雨量氣候背景資料。 

本研究後續將運用中央氣象局發展之高解析度

(2.5km x 2.5km)真實值 (Ground Truth, GT; 鄭等 

2011; 顧等 2013)的風場與降雨資料，分析臺南地區

降雨之季節與空間分布特性，與測站雨量分析結果

相比，並診斷其對應風場特性，以建置可供臺南在

地氣象人員參考之豪(大)雨預報概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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