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台灣地區極端天氣與

氣候事件分析

吳宜昭、于宜強、王安翔、龔楚媖、黃柏誠、朱容練、李宗融、陳淡容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7.09.21

106年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



本報告的功能

希望回答以下問題
Q.這一年造成衝擊的極端天氣/氣候事件，

是那些事件？
衝擊有多大?
事件頻率或特性和歷年相比如何?
為什麼?

年度報告希望提供一指引，讓即使非氣象的讀者也可快速
回顧與瀏覽這一整年發生的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特點。



颱風
尼伯特颱風
莫蘭蒂和馬勒卡颱風
梅姬颱風
艾利颱風與後續豪雨

豪雨
0610-0614豪雨
0710-0712豪雨
0731-0801豪雨
0902-0903豪雨
0929豪雨

「2016年台灣地區極端天氣與氣候事件分析」報告

一、前言
二、全球與東亞區域氣候概述

• 熱帶海氣系統的氣候特徵
• 梅雨季概述
• 西北太平洋颱風季概述

三、臺灣月雨量與溫度監測

四、2016年極端降雨事件回顧

• 極端降雨事件統計
• 重點極端降雨事件

五、0123-0126寒害

六、重點極端降雨事件分析

• 今年度颱風、豪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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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2016年極端降雨事件之每日各延時降雨紀錄表
二 2016年極端降雨事件之每日天氣圖卡



全球與東亞區域氣候

海+陸

SST anomaly

From Tokyo Climate Center

19831998

2016

2016年為自1880年有氣象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年。而且一連三年全球溫度重新創新高。
2015/16冬季的強聖嬰強度和1997/98事件相當，和1982/83聖嬰事件並列為自1950年之後最
強的三個聖嬰事件（NOAA NCEI，2016）。
事件於2016年上半年減弱、消散，並於下半年反轉為一微弱的反聖嬰事件。然其對東亞/西北太
平洋氣候的影響仍持續發酵。



(a) (b)

(c)

• 過去幾個嚴重的梅雨季致災豪雨歷史個案（如2005年、2006年、2012年）都發生
於南海季風肇始之後。因此南海季風肇始可作為梅雨季研判臺灣發生致災降雨的指
標之一。

• 2016年南海季風於29侯(約5月22日)肇始，和氣候值相近。

台灣梅雨季氣候概述



颱風季台灣鄰近區域的氣候特徵
• 2016年西北太平洋海域颱風個數和侵臺颱風個數均和氣候值接近。

• 2016年西北太平洋颱風個數的季節分布和氣候平均相近。但第1個颱風遲至7月才生成，較氣候
平均偏晚，是強聖嬰後颱風季的特徵。

• 根據氣候平均，侵台颱風個數以8月最多，7、9月次之。但2016年的8月侵台颱風偏少（0個），
9月侵台颱風偏多（3個）。應該是環流變化改變了颱風路徑而引起。這也進一步造成極端降雨
事件於8月偏少、9月偏多的現象

項目
西北太平洋颱風
全年生成個數

侵臺颱風
全年個數

1981-2010年氣候值 25.7± 4.3 3.7± 1.5

2016年 26.0 5.0

月份



2016年台灣地區極端溫度事件
 2016年1月23至26日大範圍寒害
 受強烈冷氣團影響且水氣偏多，
各地中高海拔(500公尺以上處)降雪或霰

 台北站10度以下低溫持續62小時，最低溫
僅有4度，為北部近44年以來最低溫的寒
流事件

全台氣溫最低時刻
24日06時氣溫分布圖

農產

22.9%
漁產

77.0%

其他類

0.1%

台北最低溫4°C；
6°C以下低溫
累計達24小時

全台平地最低溫
新竹2.8°C

全台總農損逾
42.3億元；主
要為南部漁產
損失

全台農漁業總損失比例

 2016年月均溫與極端溫度屢破紀錄
 2016年全台溫度距平0.8度，為105年(1911-

2015)來最高溫。
 台北測站全年日最高溫高於35度的日數達77
天，為120年來最高紀錄

2016年全台北中南東月均溫距平的逐月變化



全台極端降雨事件的定義(2016)

 針對1993-2015年、全台627站共計1.26億筆之逐時雨量資料進行品質檢驗，
排除自動雨量站因訊號延遲傳輸而造成的偽極端雨量

 舊版極端降雨的門檻較為主觀（參考強降雨警戒值訂定）。2016年針對6種延時，
以研究區域中有降雨日之日最大雨量的平均值+2個標準差，定為2016年新版的極
端降雨的篩選門檻值，篩出事件日數約佔該區域降雨日數5%以下。

�X
�𝑋𝑋 + 𝛿𝛿

�𝑋𝑋 + 2𝛿𝛿
84mm

門檻值
(毫米)

01小
時

02小
時

03小
時

06小
時

12小
時

24小
時

全台 84 118 140 187 260 356

各延時事件門檻值
全台日最大1小時延時雨量分布

有降雨日之3.9%



1小時 2小時 3小時 6小時 12小時 24小時 總日數

5月 2 4 4 2 0 0 5

6月 2 4 4 2 1 2 7

7月 2 4 3 3 4 4 7

8月 1 1 2 1 1 1 2

9月 7 7 7 8 7 5 12

10月 1 1 2 2 6 7 7

11月 0 0 0 0 1 2 2

總計 15 21 22 18 20 21 42

各月份各延時極端降雨事件日數統計

註：1至4月與12月未發生極端降雨事件

• 2016年計有42日發生極端降雨事件，9月的發生日數（12日）最多。
• 2016年以3小時事件發生日數最多，達22日，1小時事件日數最少，僅15日。



綜合考量所有延時事件日數來看
• 熱帶氣旋在各種延時事件中所佔比例都最高，午後對流居次，西南/偏南氣流與其他降
雨分居第三、四。

• 熱帶氣旋在長延時事件比例較短延時事件高，和氣候平均的統計一致（吳等，2017）；
• 1小時極端降雨事件中，午後對流比例佔近三成，低壓帶比例佔二成。
• 在其餘各種延時事件中，西南/偏南氣流天氣類型都佔有一定的比例。

造成各延時極端降雨事件的天氣類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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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氣旋

梅雨鋒面

鋒面

西南/偏南氣流

東北季風

低壓帶

其他降雨

午後對流

5、6月：午後對流、西南/偏南氣流與梅雨鋒面
7、8月：熱帶氣旋、西南/偏南氣流、午後對流；
9月 ：熱帶氣旋、低壓帶
10、11月：熱帶氣旋、東北季風

各月份極端降雨事件發生時的天氣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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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台極端降雨發生日數的季節分
布和長期氣候平均差異很大。

• 長期平均而言，8月是台灣極端降雨事件發
生最頻繁的月份，主要和平均8月侵台颱風
最多有密切相關。

• 2016年事件日數8月偏少、9月最多（8月
僅2日，9月12日），和颱風季延後出現有
很大關係。

• 侵台颱風長期平均於8月最多，而2016年
的8月無颱風侵台，9月有3個颱風（莫蘭蒂、
馬勒卡、梅姬）侵台，個數偏高許多。

8月 9月 10月

氣候平均 1.1 0.9 0.4

2016年 0 3 1

氣候平均8月
事件多

2016年9月事
件多

2016年9月侵
台颱風多

2016年極端降雨事件和氣候平均比較

侵台颱風個數比較



延時 日期 小時 縣市 鄉鎮 測站 雨量(毫米) 影響天氣

1小時 6/28 16 桃園市 八德區 八德 112.5 午後對流

2小時 9/27 20 高雄市 茂林區 多納林道 213.5 梅姬颱風

3小時 9/27 21 高雄市 茂林區 多納林道 313 梅姬颱風

6小時 9/28 0 高雄市 茂林區 多納林道 519.5 梅姬颱風與
外圍環流

12小時 9/28 2 高雄市 茂林區 多納林道 723.5 梅姬颱風與
外圍環流

24小時 9/28 9 高雄市 六龜區 新發 876 梅姬颱風與
外圍環流

2016年各延時最大累積雨量紀錄



以專章分析的重點極端降雨事件

註：重點指曾應變或符合至少四種極端降雨事件門檻

個案 起始時間 極端降雨日 天氣類型

0610-0614豪雨 0610 - 0614 0611
0613

西南/偏南氣流（西南氣流）

西南/偏南氣流（西南氣流）

尼伯特颱風
0706 1430 -
0709 1430

0708
0709

熱帶氣旋（尼伯特颱風）

熱帶氣旋（尼伯特颱風與外圍環流）

0710-0712豪雨 0710 - 0712 0711
0712

西南/偏南氣流（西南風增強）

西南/偏南氣流（西南風）

0731-0801豪雨 0731 - 0801 0801 熱帶氣旋（妮妲颱風環流）

0902-0903豪雨 0902 -0903 0902 低壓帶（低壓帶）

莫蘭蒂和
馬勒卡颱風

0912 2330-
0915 1130
0915 2330-
0918 0830

0914
0915
0917

熱帶氣旋（莫蘭蒂颱風）

熱帶氣旋（莫蘭蒂颱風與外圍環流）

熱帶氣旋（馬勒卡颱風）

梅姬颱風
0925 2330-
0928 1730

0927
0928

熱帶氣旋（梅姬颱風）

熱帶氣旋（梅姬颱風與外圍環流）

0929豪雨 0929 0929 其他降雨（偏南風、梅姬颱風殘餘水氣）

艾利與
後續豪雨

1005-1011

1007
1008
1009
1010

熱帶氣旋（艾利颱風外圍環流）

熱帶氣旋（艾利颱風外圍環流）

熱帶氣旋（艾利颱風外圍水氣、鋒面）

鋒面（鋒面、東北風、艾利颱風殘餘水氣）



梅姬颱風歷程

 颱風警報期間總計64小時
 登陸台灣期間總計7小時10分

0925/2330L
發布海警

0926/1130L
發布陸警

0927/1400L
颱風登陸
花蓮市附近

0927/2110L
颱風自雲林
麥寮出海

0928/1730L
解除陸警海警



接近至登陸 登陸至出海 出海至遠離(a) (b) (c)

梅姬颱風降雨分析



測站
代碼 縣市 鄉鎮區 測站

名稱
累積雨量
（豪米）

C0U71 宜蘭縣 大同鄉 太平山 1023.5

C0T82 花蓮縣 秀林鄉 天祥 962.5

C0V25 高雄市 甲仙區 甲仙 892.5

C1V59 高雄市 六龜區 新發 888.5

C0V80 高雄市 六龜區 六龜 878.5

C1V78 高雄市 茂林區 多納林道 826.0

C1V30 高雄市 桃源區 御油山 773.0

C1V60 高雄市 桃源區 藤枝 736.5

C0R10 屏東縣 三地門鄉 尾寮山 724.5

C1T83 花蓮縣 秀林鄉 布洛灣 723.0

C0V26 高雄市 杉林區 月眉 722.5

C0V31 高雄市 美濃區 美濃 714.5

C0V36 高雄市 內門區 內門 710.5

C0M41 嘉義縣 大埔鄉 馬頭山 708.5

C0O81 臺南市 楠西區 曾文 699.5

C1V58 高雄市 桃源區 溪南(特生中心) 694.0

C0M53 嘉義縣 竹崎鄉 奮起湖 683.0

C0F9Y 臺中市 和平區 桃山 677.0

C1M39 嘉義縣 番路鄉 龍美 673.0

C0X24 臺南市 白河區 關子嶺 665.5

藍底：各縣市最高累積雨量測站

梅姬颱風降雨分析



82

嘉義縣大埔鄉馬頭山

100

宜蘭縣大同鄉太平山(1) 

09/26 09/27 09/28

88.5
花蓮縣秀林鄉天祥

09/26 09/27 09/28

72

高雄市甲仙區甲仙

09/26 09/27 09/28

81

屏東縣三地門鄉尾寮山

09/26 09/27 09/28

颱風登陸至出海時段

09/26 09/27 09/28

梅姬颱風降雨分析



蘇澳測站

梧棲測站

33.5 m/s

28.1 m/s

(a)

(b)

梅姬颱風風力分析



颱風警報期間，全台共18個（本島北中南東共13個、離島5個）測站曾出現至少13級強陣
風，大多出現在登陸至出海期間

10個（本島北中東共6個、離島4個）測站曾出現至少14級強陣風，

梅姬颱風風力分析



發生時間  9月25日至28日

事件衝擊

 4人死亡、662人受傷。
 坡地災點共52處，其中兩處民宅被土石沖毀（高雄燕巢中民路 61 巷與旗山區後厝巷）
 台 7、台8（中橫）、台 9 線道路中斷。

 積淹水災點共647 通報點（大部分於台南市與高雄市）
 農損共 33 億 5,882 萬元，雲林縣最嚴重（6 億6,750 萬元）
 394萬戶的電力受影響，是89年來僅次於蘇迪勒颱風的紀錄

路徑  3號路徑，於花蓮市登陸，從雲林麥寮出海

影響範圍
 宜蘭（農損、坡地與道路災害）
 彰化、雲林、嘉義（農損）
 台南、高雄（淹水、坡地）

降雨特性

 極端降雨
最大1小時雨量：110 毫米（27日，高雄市茂林區多納林道）
最大2小時雨量：213.5毫米（27日，高雄市茂林區多納林道）

最大3小時雨量：313毫米（27日，高雄市茂林區多納林道）
最大6小時雨量：519.5毫米（28日，高雄市茂林區多納林道）
最大12小時雨量：723.5毫米（28日，高雄市茂林區多納林道）

最大24小時雨量：876毫米（28日，高雄市六龜區新發）
 最大累積雨量：1023.5毫米（宜蘭縣大同鄉太平山）

氣象災因
分析

 風速強（最大強陣風達17級風）且強風區範圍廣
 降雨強度大（最大時雨量111.5毫米），持續且密集於1天中降下
 以三號路徑通過台灣，降雨、強風衝擊東部與中、南部

事件特點  中度颱風，中心眼牆結構鬆散，但外圍強風區廣大
 強風半徑大，中心已經登陸大陸後外圍環流仍持續造成降雨

梅姬颱風摘要表



累積降雨
• 全年最大月累積降雨量為9月份屏東縣泰武鄉西大武山，高達

2245毫米。
• 侵台颱風累積降雨量以梅姬颱風最多，警報期間（9/25-9/28）
最大累積雨量發生於宜蘭縣大同鄉太平山，達1023.5毫米

• 10月上旬的艾利颱風警報期間加上後續豪雨一共影響台灣6天，
最大累積雨量發生於新北市萬里區大坪，也達1141毫米。

事件衝擊
今年事件衝擊較大的事件為尼伯特、莫蘭蒂和梅姬颱風。
• 尼伯特颱風的強風在登陸的臺東市造成嚴重災情
• 莫蘭蒂颱風重創高雄市，造成高雄港過去39年來最嚴重的災情
• 梅姬颱風造成全台33億農損，是今年造成全台最高農損的颱風。

2016年極端降雨事件重點摘錄



2016年極端降雨事件附錄
1. 每日各延時降雨紀錄表
2. 每個極端天氣事件每日的天氣圖卡



災防科技中心氣象組每年出版一本年度報告，簡要分析與回顧全年度的極端
天氣與氣候事件

 非氣象背景讀者

提供全年造成衝擊的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回顧，包括全年事件統計，各事
件特性與氣象災因。對欲進一步研究個案的讀者，提供一指引快速尋找
歷年個案。

 防災或氣象社群

持續累積極端天氣與事件的分析經驗與知識，有利建構災害天氣氣象背
景大數據與發展監測指標。

極端降雨事件統計與個案分析的演進

早期：自2008年起，初期以侵台颱風分析為主，2012年擴及豪雨分析。

近期：2014年起，加入極端降雨事件的每日各延時降雨紀錄表

天氣圖卡

2016年起，以新發展的客觀門檻篩選事件

以摘要表彙整重點事件衝擊、歷程、氣象災因，可快速了
解事件特點

結論



於天氣與氣候監測網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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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氣候值 2016年

氣候平均8月
事件多

2016年9月
事件多

2016年台灣地區極端氣候與天氣分析
 2016年全台極端降雨發生日數8月偏少、

9月偏高許多
 以上變化和颱風季延後有關
 侵台颱風長期平均於8月最多，而2016年的8
月0颱風侵台，9月有3颱侵台，個數偏高

 2016年全台極端降雨事件共計42日，其
中颱風類型影響最大，佔13日

 次為午後對流，發生於5~7月，共7日
 第三為西南/偏南氣流，共6日
 1-4月與12月無極端降雨事件

07/06 尼伯特颱風

09/12莫蘭蒂颱風

09/15馬勒卡颱風

09/25 梅姬颱風

10/05 艾利與後續豪雨

2016年侵台颱風路徑

梅姬颱風
降雨分析



2016豪雨事件分析
▎已完成所有豪雨事件分析撰寫

左頁：條列式重點 右頁：2圖（或表）



2015年 0520-27梅雨季豪雨

• 旺盛西南氣流加上梅雨鋒面緩慢通過或滯留，連續8天全台明顯降雨
• 主要降雨區為中、南部山區，排名第一為屏東縣泰武鄉西大武山站（1344.5毫米）。
• 造成1人死亡；雲、嘉、南、高淹水；嘉、高、投山區有坡地災害；全台近6000萬元農
損。

(5/20至5/27)



6月14日累積雨量

• 夏季弱綜觀環境下，午後熱對流引發大台北地區短延時強降雨。
• 劇烈降雨系統從桃園縣山區發展後，移入台北市南區。對流系統滯留期間（14時至16時
間），造成劇烈降雨。

• 台北公館時雨量105毫米（破過去23年紀錄），3小時雨量187.5毫米。

6月14日淹水災情6月14日15時雷達回波 台北市
大安
文山
中正
松山
新北市
永和
中和
新店

2015年 0614豪雨





尼伯特颱風強度與移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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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

大武

(b)

(c)

(a)

台東在颱風登陸前1小時平均風速達到最大，
約每秒17.5公尺。颱風登陸時氣壓達到最低，
顯示颱風中心正通過台東。因大武位於台東
西南方，因此最大風速與氣最低壓出現的時
間較台東晚1~2小時小時。根據中央氣象局
紀錄(圖省略)，颱風侵台期間台東測站曾出
現過的最大陣風風速高達每秒57.2公尺。

尼伯特颱風



參考資料
2016全台極端降雨事件統計

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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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熱帶氣旋

梅雨鋒面

鋒面

西南/偏南氣流

東北季風

低壓帶

其他降雨

午後對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總計
午後對流 1 3 3 7
其他降雨 2 3 5
低壓帶 3 3
東北季風 1 2 3
西南/偏南氣流 1 2 2 1 6
鋒面 1 1 2
梅雨鋒面 1 2 3
熱帶氣旋 2 1 5 5 13
總計 5 7 7 2 12 7 2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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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標籤 計數 -
01hr84

計數 -
02hr118

計數 -
03hr140

計數 -
06hr187

計數 -
12hr260

計數 -
24hr356 計數 - 日期

午後對流 4 3 1 7
其他降雨 1 3 3 3 1 1 5
低壓帶 3 1 2 2 2 3
東北季風 2 3 3

西南/偏南氣流 2 3 4 2 3 4 6
鋒面 1 1 1 2

梅雨鋒面 3 3 1 3
熱帶氣旋 5 7 9 10 11 12 13
總計 15 21 22 18 20 21 42



1小時 2小時 3小時 6小時 12小時 24小時 任一延
時

5月 2 4 4 2 5

6月 2 4 4 2 1 2 7

7月 2 4 3 3 4 4 7

8月 1 1 2 1 1 1 2

9月 7 7 7 8 7 5 12

10月 1 1 2 2 6 7 7

11月 1 2 2

總計 15 21 22 18 20 2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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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鄰近範圍定義: 台灣海岸線300KM
之內範圍

from 台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11)

Correlation = 0.73 Correlation = 0.72

Frequency of 24-hour extreme events
TC numbers (Cat 1-5) in the vicinity of Taiwan

Summer (JAS)An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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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hr084 02hr118 03hr140 06hr187 12hr260 24hr356
AFC 67 52 31 8 0 0
OTH 12 11 13 7 5 2
L 25 29 23 10 4 5
SC 4 2 2 2 0 0
NE 11 13 20 18 15 12
SW/S 30 27 25 20 16 18
ITN 8 16 25 30 34 33
F 16 15 11 6 7 2
MY 49 70 78 68 46 35
TC 91 115 127 136 146 164
總計 313 350 355 305 273 271

各天氣類型日數

01hr084 02hr118 03hr140 06hr187 12hr260 24hr356
AFC 21.4 14.9 8.7 2.6 0.0 0.0

OTH 3.8 3.1 3.7 2.3 1.8 0.7

L 8.0 8.3 6.5 3.3 1.5 1.8

SC 1.3 0.6 0.6 0.7 0.0 0.0

NE 3.5 3.7 5.6 5.9 5.5 4.4

SW/S 9.6 7.7 7.0 6.6 5.9 6.6

ITN 2.6 4.6 7.0 9.8 12.5 12.2

F 5.1 4.3 3.1 2.0 2.6 0.7

MY 15.7 20.0 22.0 22.3 16.8 12.9

TC 29.1 32.9 35.8 44.6 53.5 60.5

各天氣類型日數站各種延時日數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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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ype中文類別名
TC 熱帶氣旋
MY 梅雨鋒面
F 鋒面

ITN 熱帶氣旋與東
北季風共伴

SW/S西南/偏南氣
流

NE 東北季風
SC 華南雲雨帶
L 低壓
AFC 午後對流
OTH 其他降雨

10種天氣分類日數 10種天氣分類日數佔總日數比例

不同天氣類型，對各種延時極端降雨事件發生的貢獻也不相同。整體而言，
在引起極端降雨事件的10種天氣類型中，由熱帶氣旋引起的佔最高比例，
梅雨鋒面與午後對流天氣類型居次（上圖右）。在6種延時類別中，延時
越長，熱帶氣旋所佔比例越高；午後對流天氣類型的變化正好相反，延時
越短，所佔比例越高。在熱帶氣旋、梅雨鋒面與午後對流三大天氣類型之
外，多為西南/偏南氣流、低壓帶、熱帶氣旋與東北季風共伴與東北季風
天氣類型引起。前兩者較偏夏季屬性，於延時較短的1、2小時事件中比例
較高，後兩者同屬秋冬季的天氣型態，於延時較長的12、24小時事件中比
例超過西南氣流與低壓帶天氣類型。



• 2016年台灣地區梅雨季（5、6月）共發生12個極端降雨事件日，8個發生於南海季
風肇始後，且2個長延時事件均發生於季風肇始之後。

05/02 西南/偏南氣流

05/13 其他降雨

05/15 午後對流

05/16 梅雨鋒面

05/27 其他降雨

06/02 梅雨鋒面

06/05 梅雨鋒面

06/11 西南/偏南氣流

06/13 西南/偏南氣流

06/17 午後對流

06/28 午後對流

06/29 午後對流

南
海
季
風
肇
始
後
發
生

南海季風肇始後發生

台灣梅雨季氣候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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