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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預報性？

背景海洋環境
特性之探討

冷水來源？

適用的遙測/數值模式產品？

可信賴度為何？

關鍵參數: SST, wind speed ..?

過去異常冷水
事件的案例？

初步預報準則

過去研究文獻 過去文獻及相關機構查詢

1. 可信賴度驗證
2. 相關性驗證

預報準則

測試

海洋學門資料庫

氣候變遷,極端氣候…?



澎湖附近海域之背景環境

• 夏天: 受西南季風影響，主要
為源自南海水的南海表面
流．

• 冬天: 東北季風與地形阻隔影
響(雲章隆起)使得夏天海峽
西部的北向流受阻，取而代
之的是南向的中國沿岸流及
北向的黑潮支流．中國沿岸
流攜帶低溫且低鹽的沿岸水
南下進入台灣海峽．

• 雲章隆起似乎可阻隔大陸沿
岸水的直接侵襲．

Jan et al. (2002)

Jan, S., J. Wang, C. S. Chen, and S. Y. Chao, 2002: Seasonal variation of the circul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J. Mar. Syst., 
35, 249-268, doi: 10.1016/S0924-7963(02)0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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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的警示

• 需考慮造成澎湖海域水溫驟降的因子
(1)低氣溫,東北季風強度及持續天數(沿岸流成因)
(2)中國沿岸流與黑潮支流之間的消長
(3)由(2)衍生的問題: 黑潮是否入侵南海

• 需以衛星海表溫及浮標追蹤台灣海峽及其以北的冷水團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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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5年的發生案例
三次寒害事件:2000年,2008年,2011年 (呂等,水試所)

三個事件均未顯示”海表”冷水自北向南移動！
以SST預報有其困難度

SST顯示，冷水非由北往南移動，冷水何處來？
大氣？河川？



ONI指標:與聖嬰/反聖嬰之關係
寒害事件

2000, 2008與2011二月間！

• 整合過去已知的寒害事件與ONI相較，我們發現當前年ONI峰值<-1.1oC時(強La Nina)，隔
年的1-2月發生寒害的機率相當高．

• 自1990到2016年間，4個ONI<-1.1oC的事件有三個隔年發生了寒害(75%)．當發生此峰值時
的隔年1-2月，皆仍處於La Nina時期(ONI<-0.5).

• 過去研究已發現,La Nina時期:
(1) 冬天東北季風會更為強盛且更冷，也有機會持續較多天
(2) 黑潮入侵南海較不明顯也就是海峽南部的水來自黑潮支流成分低



風速指標：合適的風場為何？

NTU浮標

NCEP-1
NCEP-2



風速指標：合適的風場為何？

• NCEP-analysis為可接受之風場

氣象局澎湖浮標
NCEP analysis
NCEP re-analysis



風速-氣溫指標

1990-2016平均 v.s. 2008 1990-2016平均 v.s. 2011

38天高風速低氣溫 33天高風速低氣溫

低氣溫 低海溫
高風速促進海氣混合



預報準則

在海表溫<20oC情況下:



準則測試

2000年 --
橘燈: 距離事件前17天
紅燈: 距離事件前5天

2008年 --
橘燈: 距離事件前32天
紅燈: 距離事件前21天

2011年 --
橘燈: 距離事件前25天
紅燈: 距離事件前20天

2000 2008 2011



總結
• 發生機制：詳細仍待解

澎湖海域之海溫寒潮事件除了與中國沿岸流有關外，可能與當地持續性
高風速造成之海氣混合有關．

• 可預報性 : ONI, wind speed

海峽的持續性高風速僅發生在La Nina年的冬天(1-2月)．此風場持續性可
用以預報海溫寒潮的發生．

• 其他指標？

SST亦有可能為有用的指標，但可預報期限相當短．

• 願景與展望：

既有海洋科學研究＋開放領域資源(經實測驗證) 災防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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