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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利用2010年至2016年冬季臺南(南區氣象中心)有霧日時之氣溫、露點的時間序列，

分別與各該月之平均氣溫、露點的時間序列作比較，發現有霧日時大部分在清晨其氣溫高於

該月平均，即大部分霧日發生於高溫的環境中。 

    除了研究霧日所處在的綜觀環境、氣溫和露點時間序列、水平風場時間序列以進行分類

和了解霧之成因外，更進一步利用北寮、新市這兩個自動氣象站(高度差約100公尺)計算各該

月每日的垂直風切，發現有霧日時垂直風切在清晨及夜晚明顯較小，故此計算量可以做為客

觀成霧氣象因子。期待透過有霧日的綜觀天氣型態及氣溫露點差、水平風場、垂直風切的統

計特徵，讓地方氣象觀測人員對於當地霧的形成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關鍵字：霧 
 

一、前言 

霧是由懸浮於近地面空氣中肉眼不易分辨極細

微而密集的水滴所組成，根據世界氣象組織的定義，

有霧時水平方向之能見度必須不足一公里(WMO  

2011)。過去的研究認為霧的形成因素相當複雜，依

其成因大致可分為輻射霧、平流霧、平流輻射霧、

鋒面霧、蒸氣霧、上坡霧等。臺灣之霧以輻射霧、

平流霧、平流輻射霧及鋒面霧最為常見，且於冬、

春季發生的機會最多。 

戚(1956)指出，臺灣之氣團霧以平流輻射霧最為

重要，所占比例亦最多，中南部的霧季以此為主角。

嘉南平原之多霧也具有平流輻射霧的特性。他也認

為臺南離海稍遠，日間海風輸入潮濕空氣搭配夜間

輻射冷卻，成為平流輻射霧。 

謝等(2010)利用1990至2005年的觀測資料統計

結果指出，臺灣本島成霧好發於11月至次年4月，並

且歸納出成霧期間綜觀天氣型態，可區分為東北季

風類、高壓出海類、高壓迴流類、鋒前類、鋒面類

及呂宋低壓類等6類。 

本研究利用2005至2016年臺南(南區氣象中心)

地面觀測資料進行統計分析，進一步了解臺南有霧

日的年際變化、季節分布及發生頻率等，以及針對

冬季霧日發生時氣象要素進行分析，諸如氣溫、露

點、風向風速及垂直風切，了解其統計特徵，並搭

配天氣圖進行成霧個案之綜觀天氣分析。 

二、資料來源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資料為南區氣象中心的逐日視障

資料及日期檔資料，研究年份是從2005至2016年。

分析步驟如下：先從逐日資料挑出發生霧的日期，

再從霧的發生日期分析當日及前一日的逐時資料，

包含霧的發生時間、持續時間、結束時間、氣溫、

露點、地面風場資料，並以當日和前一日之地面及

低層天氣圖進行天氣型態的輔助分析。 

垂直風切的部分，我們採用新市(臺南市新市區

永就里53號，標高18公尺)和北寮(臺南市南化區北寮

里48-4號，標高127公尺)這兩個自動氣象站的風向風

速資料，兩者皆有資料之時間為2014年開始。計算

方式是先把兩者的風向風速轉成東西和南北的分量

後相減，得到分量差取平方相加後開根號，即為垂

直風切。 

三、統計分析 

由表1臺南(南區氣象中心)2005年至2016年的總

霧日數年際變化得知，其中以2012年之霧日天數22

天最多，而2008、2010、及2016年則僅有5天，霧日

數年際差異頗大。由圖1知霧日數之逐月變化也顯著，

11月至次年3月霧日數較多，之後減少，5至10月較

少，甚至無霧日發生，推測可能之原因為臺南緯度

偏低，夏季日間地面太熱，易產生對流雲，而夜晚

冷卻不足以使下層空氣接近露點，因而夏季極少有

霧。隨著季節轉冷，地面為冷源或陸地輻射冷卻效

應影響而霧發生頻率增加，所以就季節而言，臺南

以冬季(12月至次年2月)發生霧日數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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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5-2016年臺南霧日月份年際統計 

 

 

 

圖1  2005-2016年臺南年內霧日之月份統計。 

 

圖2為2005年至2016年臺南冬季12月至2月霧時

發生時間之統計次數日變化。由圖2得知，霧發生時

刻以清晨5至8時最多，9至10時後逐漸消散，至於起

霧時間自16時就有之。以氣溫之日夜變化來說，清

晨通常是一天當中氣溫最低的時刻，如果風速配合，

加強夜間的輻射冷卻作用，使地面氣溫愈靠近露點

溫度，外加清晨空氣穩定，對流較少發生，所以以

清晨出現霧的頻率最高，下午最低。典型的平流霧

均相當厚，較能承受日間加熱而較不易消散，且能

持續較久，少部份下午就有霧發生者以平流霧為主

因。 

 

 

圖2  2005-2016年臺南冬季霧時發生時間之統計次數

日變化。 

依據圖2霧時統計特徵，我們選擇1-8時作為成霧

時間，計算出2010年至2016年之冬季有霧日(共38

日)1-8時平均氣溫和氣溫露點差平均(因天氣類型分

類是採用2010年之後的資料)，畫出其分布(圖3上)，

另也作成霧時平均氣溫與氣溫露點差平均分布圖(圖

3下)，我們發現這兩者差異不大，所以接下來皆以1-8

時的平均特性來討論。從圖3也可以看到有霧日時氣

溫在13至23℃間，氣溫露點差主要在3℃以下。 

 

 

圖3  2010-2016年有霧日1-8時(上)及成霧時(下)之平

均氣溫和氣溫露點差平均的分布。 

 

圖4呈現有霧日1-8時平均氣溫與平均露點分布

圖。其中大於最高溫平均的霧日數(紅色虛線右側)

有22天，占了總霧日數的57.8%，顯見霧日較多發生

在高溫的清晨。 

 

 

圖4  2010-2016年有霧日1-8時平均氣溫與平均露點

分布，黑色實線為2010-2016年冬季1-8時之氣溫

平均(~16.29℃)，紅色虛線為1-8時之最高溫平均

(~17℃) ， 藍 色 虛 線 為 1-8 時 之 最 低 溫 平 均

(~15.75℃)。 

年份/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總合

2005 2 4 4 1 0 0 0 0 0 0 3 3 17

2006 11 4 2 0 0 0 1 0 0 0 0 3 21

2007 2 1 1 0 0 0 0 0 0 0 1 5 10

2008 0 3 1 0 0 0 0 0 0 0 0 1 5

2009 2 1 1 0 0 0 0 1 0 0 0 1 6

2010 3 0 0 0 0 0 0 0 0 0 1 1 5

2011 0 5 2 0 0 0 0 0 0 0 3 1 11

2012 5 11 5 1 0 0 0 0 0 0 0 0 22

2013 2 4 1 0 0 0 0 0 0 0 1 0 8

2014 0 3 2 0 2 0 0 1 0 0 2 0 10

2015 0 1 0 1 0 0 0 0 0 0 1 3 6

2016 1 0 2 0 0 0 0 0 0 0 0 2 5

總合 28 37 21 3 2 0 1 2 0 0 12 20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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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南成霧期間綜觀天氣型態 

利用地面天氣圖、925及850百帕高空天氣圖，

分析2010年至2016年所有成霧期間的綜觀環境特徵，

將臺南有霧日的類型區分為鋒前暖區類、鋒面類、

高壓迴流類、高壓出海類、東北季風類、副冷鋒類

等六種類型(表2，橙色格為高溫有霧日，霧之成因如

第五節個案分析)。結果顯示前五類之綜觀天氣型態

和謝等(2010)提出的類似，故不再贅述，僅說明副冷

鋒類。此外，分析結果顯示臺南霧日類型，並沒有

發現謝等(2010)提出的呂宋低壓類。 

表2  2010-2016年臺南霧日綜觀型態分類及成因 

 

 

本文以2010年1月2日個案說明副冷鋒類，從

2010年1月2日8時的地面天氣圖(圖5上)有一冷鋒位

於臺灣西北方近海，臺灣位於鋒前暖區，但當天2時

的地面天氣圖(圖5中)，北方分裂高壓剛出海不久，

未完全變性，且從表2知該日氣溫比該月平均氣溫略

低，分裂高壓後方的冷鋒應為分開前涼和後冷之空

氣，所以其前緣應不屬於鋒前暖區而是屬於涼空氣

區，在本研究中定義為副冷鋒類。 

根據表2進行分類統計(表3)，發現高溫(大於

17℃)霧日發生的類型除了大致上為高壓迴流類、鋒

前暖區類、鋒面類以外，尚有東北季風類及高壓出

海類。發生東北季風類或高壓出海類時臺灣天氣型

態應屬於偏低溫，但實際上發現臺南當地氣溫並未

明顯降溫，推測原因為東北季風尚未南下至影響臺

南地區。 

 

 

 

 

圖5  上為2010年1月2日8時之地面天氣圖，中為2010

年1月2日2時之地面天氣圖，下為2010年1月1日

20時之925百帕的高空天氣圖。 

表3  2010-2016年臺南霧日類型統計 

 
 

五、個案分析 

為進一步分析霧日所處在的綜觀環境，本研究

挑選三個個案，以霧日當天和前一天之氣溫、露點、

風向、風速時間序列，分別說明不同霧成因如下： 

(一) 平流霧： 

案例時間：2013年2月19日(圖6)。 

日期 1-8時平均氣溫 1-8時平均氣溫與月平均差 成霧時間 分類 霧之成因

2010/1/2 15.7625 -0.1125 7-10 副冷鋒類 平流輻射霧

2010/1/5 16.6375 0.7625 7-9 東北季風類 平流輻射霧

2010/1/29 18.325 2.45 5-9 東北季風類 平流輻射霧

2012/1/14 17.55 2.3375 2-9 東北季風類 平流霧

2012/1/15 18 2.7875 6-9 鋒面類 鋒面霧

2012/1/19 16.7625 1.55 7-9 鋒前暖區類 平流輻射霧

2012/1/20 16.325 1.1125 9-10 東北季風類 平流輻射霧

2012/1/28 14.825 -0.3875 2-9 高壓出海類 平流輻射霧

2013/1/23 16.875 1.6 1-8 東北季風類 平流輻射霧

2013/1/30 14.8625 -0.4125 5-8 高壓出海類 輻射霧

2016/1/4 19.5125 3.7375 1-12 高壓迴流類 平流霧

2011/2/4 14.425 -1.0125 6-10 高壓出海類 輻射霧

2011/2/10 17.85 2.4125 6-9 東北季風類 平流輻射霧

2011/2/18 16.7 1.2625 5-7 東北季風類 平流輻射霧

2011/2/25 17.6625 2.225 5-8 東北季風類 平流輻射霧

2011/2/27 17.775 2.3375 3-8 高壓迴流類 平流輻射霧

2012/2/5 15.6875 0 23-24, 1-8 高壓出海類 平流輻射霧

2012/2/13 15.1 -0.5875 22-24, 1-9 高壓迴流類 平流輻射霧

2012/2/15 19.075 3.3875 5-8 鋒前暖區類 平流輻射霧

2012/2/22 18.575 2.8875 16-24, 1-8 高壓迴流類 平流霧

2012/2/23 22.5125 6.825 7-9 鋒面類 鋒面霧

2012/2/25 18.3 2.6125 3-8 東北季風類 平流輻射霧

2012/2/29 13.275 -2.4125 22-24, 1-7 高壓出海類 平流輻射霧

2013/2/5 21.575 3.4625 8-12 鋒前暖區類 平流霧

2013/2/19 23.2 5.0875 6-9 鋒前暖區類 平流霧

2013/2/25 16.1625 -1.95 7-10 高壓出海類 平流輻射霧

2013/2/28 17.9 -0.2125 5-9 高壓出海類 平流輻射霧

2014/2/23 14.975 -1.1125 7-9 高壓出海類 輻射霧

2014/2/25 15.0125 -1.075 5-8 高壓出海類 輻射霧

2014/2/28 18.6 2.5125 6-9 高壓迴流類 平流輻射霧

2015/2/24 18.9 2.35 5-8 高壓出海類 平流輻射霧

2010/12/5 19.8625 2.9875 7-9 高壓出海類 平流輻射霧

2011/12/29 16.2125 -0.625 3-7 東北季風類 平流輻射霧

2015/12/22 19.9 1.4375 7-9 高壓出海類 平流輻射霧

2015/12/23 19.8375 1.375  21-24, 1-3 鋒前暖區類 平流輻射霧

2015/12/25 20.4875 2.025 3-7 東北季風類 平流輻射霧

2016/12/20 19.35 0.5 5-7 高壓迴流類 平流輻射霧

2016/12/22 20.625 1.775 1-8 鋒前暖區類 平流輻射霧

類型 鋒前暖區類 鋒面類 高壓迴流類 高壓出海類 東北季風類 副冷鋒類

出現天數 6 2 6 12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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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位於鋒前暖區，地面至925、850百帕為西

南風，雲量偏多。臺南當地前一日白天地面有明顯

西南風，最大平均風速6.6 m/sec，帶來潮濕空氣。白

天露點升高，夜晚之後風速減弱改為吹東北風之陸

風，風速較月平均風速小，成霧的1-8時氣溫接近露

點，且氣溫無輻射冷卻效應，或可視為雲量多足以

克服夜間輻射冷卻效應，為平流霧型態。 

 

 

 

 

 

 

圖6  2013年2月19日霧日地面天氣圖、地面及925百

帕風場圖、850百帕高空圖、氣溫及露點時間序

列、及風向風速時間序列。此為平流霧案例。 

(二) 平流輻射霧： 

案例時間：2011年2月25日(圖7)。 

臺灣位於東北季風的綜觀環境之下，但臺灣附

近等壓線較疏，925百帕仍為東北風作用下，為多雲

的天氣。從氣溫露點風向風速的時間序列可以發現，

臺南前一日白天吹偏西至西北西的海風(平流)，夜晚

過後吹北至東北風方向的陸風，大部分風速遠小於

月平均風速，夜間4-7時有明顯的輻射冷卻，為平流

輻射霧型態。 

 

 

 

 

 

圖7  2011年2月25日霧日地面天氣圖、地面及925百

帕風場圖、氣溫及露點時間序列、及風向風速時

間序列。此為平流輻射霧案例。 

 

(三) 輻射霧： 

案例時間：2013年1月30日(圖8)。 

從地面天氣圖來看臺灣的綜觀環境為高壓出海

類，前一日(1月29日)的氣溫露點時間序列於16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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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4時遞減得很快(約-0.8℃/hr)且很乾，於成霧時間

(5-8時)氣溫露點靠得最近，風向變化不大，為吹東

北風，風速也夠小(約1-2級風)，為輻射霧型態。 

 

 

 

 

圖8  2013年1月30日霧日之地面天氣圖、氣溫及露點

時間序列、及風向風速時間序列。此為輻射霧案

例。 

 

依據霧之成因(表2最後一欄)進行統計(表4)，發

現臺南發生霧日之成因以平流輻射霧居多，占了71%，

符合戚(1956)的論點。 

表4  2010-2016年臺南霧日成因統計 

 

 

六、垂直風切之應用 

2014至2016年冬季共有10個有霧日個案有北寮

和新市自動氣象站的風場觀測資料，可供垂直風切

應用。10個有霧日平均垂直風切之時間序列皆小於

季平均垂直風切時間序列(圖9)，且此10個個案中有8

個其垂直風切分別小於該月平均垂直風切，僅2個略

大於該月平均垂直風切。 

更進一步，利用以上成霧時的特性去了解為何

有些時候氣溫露點差很小卻沒有成霧之原因。首先

選取氣溫露點差小於1.5℃，但卻是非霧日者，於2014

至2016年共有12天，其中因為下雨而沒有霧發生共9

天，僅3天無下雨也沒有觀測到霧的紀錄。這3天裡

有2天(分別為2016年1月30日及1月31日，能見度分別

為4公里和2公里)風切風速相似或略大於月平均(圖

10、圖11)；另有一日(2016年1月5日)其水平風速及

垂直風切均適合霧生成(圖12)但無觀測到霧，查閱當

日之日期檔，其能見度也僅1.1公里。以上例子說明

交相利用水平風速與垂直風切大小也可以輔助判斷

在氣溫露點差小的情況下有無可能發生霧的情況。 

 

 

圖9  2014-2016年垂直風切平均之時間序列，期間     

10個有霧日個案的平均皆小於季平均。 

 

 

 

圖10  2016年1月30日水平風場(上)及垂直風切(下)。 

 

 

成因 平流輻射霧 平流霧 輻射霧 鋒面霧

出現天數 27 5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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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2016年1月30日水平風場(上)及垂直風切(下)。 

 

 

圖12  2016年1月5日水平風場(上)及垂直風切(下)。 

 

七、結論 

(一) 臺南年總霧日數之年際變化差異大。就季節而

言以冬季霧日數最高，夏季最少。霧發生時刻

以清晨最多，日出後逐漸消散，少部分下午就

發生或能持續至中午才消散者即以平流霧為

主。 

(二) 霧日發生時大部分個案清晨逐時氣溫高於該月

清晨逐時平均氣溫，所以高壓廻流、鋒前暖區

類綜觀天氣型態出現時應當注意霧之發生與預

報。可是檢視臺南有霧日時的綜觀天氣型態卻

以東北季風及高壓出海為大宗，在東北季風類

11個案中有7個是明顯正值(大於1.5℃)，高壓出

海類12個案中有3個是明顯正值，顯見此時東北

季風尚未下來影響臺南，所以除注意綜觀天氣

型態外也應一併考慮當時氣溫與月平均溫差關

係。 

(三) 臺南發生的霧確實以平流輻射霧為主，大陸冷

高壓出海變性增溫的高壓迴流或鋒前暖區之西

南風盛行下輸入暖濕空氣，或者在綜觀風場不

大，白天有海風輸入暖濕空氣，夜間輻射冷卻，

成為平流輻射霧。 

(四) 臺南有霧日平均垂直風切整體小於季平均垂直

風切，似乎也可以作為判斷霧日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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