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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與分析方法

高原期特徵分析

百年趨勢變化

結論與展望



資料來源

• 中央氣象局逐日觀測資料
日均溫 日高溫 日低溫

• 臺北 臺中 臺南 花蓮

• 時間(過去100年)：

１９１６／１／１ ～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臺北缺：１９９２－１９９７ 共6年

＊臺南缺：１９９９－２００２ 共4年



分析方法

1. 10年平均
2. 高原期篩選（日均溫）
3. 高原期日均溫、 日高溫、日低溫特徵及百年趨勢分析



高原期篩選結果
臺北 (缺1992-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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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 結束 長度

臺北 6/25 (23) 9/3(3) 70.6 (73.0)

臺中 6/23 9/9 78.6

臺南 6/23 (23) 9/13(12) 83.5 (83.2)

花蓮 6/22 9/7 77.5

平均 6/23 9/8 77.6

6/23 9/3

平均而言：

六月下旬～九月中上旬；持續約78天；

起始時間 6/23；

結束時間 9/ 8
臺北通常較早結束(近10年)
臺南近５０年略有延後結束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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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 高原期特徵皆以早年較為顯著

• 臺南在春天的均溫就已跟高原期相當，只要梅
雨季降水不顯著，高原期甚至可以自四月份開
始，較其他測站提早１～２個月

• 高原期的起始、結束與持續時間並無明顯的趨
勢，僅臺南站近５０年有略延後結束的現象

• 較易受北方系統影響的臺北較其他測站早結束



• 臺中升溫幅度明顯偏小

• 四站溫度變化趨勢大致類似，於中
期均有一段溫度變化平緩期，類似
於全球溫度的趨勢（花蓮高原期）

• 早期全年平均增溫幅度均較高原期
平均的增幅大

• 臺中全年平均的增幅在早期跟近期
均較高原期平均的增幅顯著

• 花蓮為持續增溫趨勢，餘三站在中
期均有一段溫度變化平緩期

• 臺北近３０年增幅顯著(遷站?)



• 溫度百年變化亦較日均溫平緩

• 四站溫度變化趨勢大致類似，於
中期均有一段溫度微幅下降時期

• 早期多以全年平均的增幅略大於
高原期平均，僅臺南的差異較小

名次 測站 發生時間 實際值 原因

1 花蓮 1994年08月08日 37.40 道格颱風環流過山沉降

2 花蓮 2007年10月06日 37.00 柯羅莎颱風環流過山沉降

3 花蓮 2004年08月11日 36.50 蘭寧颱風環流過山沉降

4 花蓮 2013年07月12日 36.30 蘇力颱風環流過山沉降

5 花蓮 1998年07月31日 35.90 西南風過山沉降

6 花蓮 2003年08月08日 35.60 艾陶(Etau)颱風西北風環流引進大陸地區暖空氣及過山

沉降

7 花蓮 1999年07月25日 35.40 低壓帶外圍沉降

8 花蓮 2001年08月15日 35.30 原因不明

9 花蓮 1996年07月19日 35.20 太平洋高壓

9 花蓮 1998年07月21日 35.20 西南風過山沉降

9 花蓮 1999年07月23日 35.20 1. 低壓帶外圍沉降

2. 太平洋高壓影響

9 花蓮 2003年08月01日 35.20 1. 熱帶性低氣壓外圍沉降

2. 太平洋高壓影響

9 花蓮 2014年07月21日 35.20 1. 麥德姆颱風外圍沉降

2. 太平洋高壓影響

• 高原期日高溫百年變化較日均溫
平緩，並無明顯增溫或降溫趨勢

• 僅臺北在近期及臺南的早期有明
顯的增溫趨勢

• 花蓮在1996-2005時有明顯偏高
的現象(熱帶系統沉降增溫多)



• 百年增溫幅度明顯大於日高溫變化

• 中期臺中仍有一溫度變化平緩期，
致使百年增幅仍相對較小

• 百年增幅亦明顯大於日高溫變化



小結

• 高原期百年增幅均是臺中最小

• 增溫幅度(高原期平均&全年平均)
日低溫＞日均溫＞日高溫

• 臺中日均溫、日高溫與日低溫的
百年增溫過程中，均有其他季節
貢獻大於高原期

• 臺南、臺北日高溫與花連日低溫
的百年增幅中，高原期均扮演重
要的角色





日高溫 起始時間 結束時間

提早 同時 延後 提早 同時 延後

臺北 1 7 2 2 8 0
臺中 0 8 2 0 2 8
臺南 1 9 0 0 3 7
花蓮 0 10 0 0 7 3

日低溫 起始時間 結束時間

提早 同時 延後 提早 同時 延後

臺北 5 5 0 0 5 5
臺中 2 8 0 0 9 1
臺南 5 5 0 1 9 0
花蓮 2 8 0 0 7 3



• 高原期特徵早年較顯著，且時間上並無明顯趨勢

• 百年來氣溫的增幅高原期的貢獻相對較小，尤其
臺中的現象更顯著；但臺北及臺南的日高溫與花
蓮的日低溫百年增溫過程中，高原期貢獻大

• 高原期也大致是日高溫與日低溫的高溫震盪區，
但臺中與臺南較常在高原期結束後仍易有偏高的
日高溫；而日低溫較易在進入高原期之前就已結
束冬天以來的升溫期

• 改良篩選方法並擴展到９個百年測站
• 嘗試擴展到冷季低溫期篩選，分別分析高溫期、
降溫期、低溫期、增溫期的百年變化趨勢及特徵

結論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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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D S X A B

臺北 0.75 1.25 0.9 0.25 0.1 1

臺中 1 1.5 0.75 0.1 0.05 0.8

臺南 1.5 1 0.75 0.1 0.055 0.7

花蓮 1 1 0.75 0.25 0.075 0.95

Ｍ：T0 - mean(T1 ~ T34)  …………. 與接下來３４天平均值的差
Ｄ：T0 – min(T-1 ~ T-13)  ………….與之前13天中最小值的差
Ｓ：T0 – min(T-1 ~ T-3) ………….與之前3天中最小值的差(驟降)
Ｘ：T0 – Pmax(T-1 ~ T-21) ………..與之前21天中最大”相對高值”的差

Ａ：(peak-peak)/日數 ……………救回緩降區
Ｂ：高原期平均 – 區間平均 …….仍與高原期溫度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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