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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line

◆0823、0615 熱帶性低氣壓之影響情況

◆0823、0615 熱帶性低氣壓綜觀環境場差異比較

◆0823 熱帶性低氣壓預報之問題

◆結論



使用資料
◆CWB觀測資料 (測站觀測資料、雷達迴波、降雨分布圖等)

◆NCEP GFS 再分析資料(初始分析場)

◆ECMWF 03km、09km 再分析資料 (初始分析場)





1.兩天最大累積雨量超過900
毫米以上(台南、嘉義)。

2.熱帶性低氣壓移動緩慢，配
合旺盛西南氣流引發持續性強
降雨。

3.熱帶性低氣壓移動路徑沿西
部陸地北上，對於中南部降雨
狀況十分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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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上午8時前後
熱帶性低氣壓登陸高屏
發布熱帶性低氣壓特報

6/15  晚間
熱帶性低氣壓迅速遠離
熱帶性低氣壓特報解除



1.兩天最大累積雨量約300毫
米(屏東山區)。

2.熱帶性低氣壓移動快速，西
南氣流位置偏向巴士海峽，未
直接影響陸地。

3.熱帶性低氣壓移動路徑穿越
台灣南部後向東北移動，對台
灣影響相對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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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23 500hpa 高度圖

太平洋高壓位於季風低壓東側，阻擋
季風低壓向東移動，故季風低壓呈現
滯留，位於其環流中之熱帶低壓移動
亦緩慢。

2018/06/15 500hpa 高度圖

太平洋高壓位置偏南，季風低壓不受
阻擋，配合西風槽帶動，迅速東移通
過台灣附近，熱帶低壓移動亦相當快
速，未滯留。



2018/08/23 850hpa 流線&水氣通量

季風低壓環流呈現南北向，水氣輸送
主軸也為南北走向，趨向台灣附近，
帶來大量水氣，造成持續降雨。

2018/06/15 850hpa 流線&水氣通量

季風低壓環流呈現東西向，水氣輸送
主軸也為東西走向，且偏南位於巴士
海峽，水氣並未明顯趨向台灣，造成
降雨有限。



180822-00Z 
RUN

180822-12Z 
RUN

ECMWF 模式預報至最接近時才正確掌握0823熱帶低壓移動路徑
路徑預報的差異會導致降雨預測完全不同
應考量實際綜觀環境(太平洋高壓型態、季風低壓位置等)進行預報修正



0823熱帶低壓之強降雨區隨著西北、西南風之輻合線向北移動
雷達、雲圖亦顯示伴隨旺盛對流系統
是否因此強降雨區域可能造成系統移動更加緩慢，亦為預報應考量重點



結論

◆0823熱帶性低氣壓位於季風低壓中，且受到太平洋高壓阻擋，季風低壓呈現滯留，
水氣輸送軸為南北走向，帶動大量水氣趨向台灣。

◆0615熱帶性低氣壓同樣位於季風低壓中，但太平洋高壓偏南，季風低壓順利東移，
水氣輸送軸偏東西向並位於巴士海峽，未直接趨向台灣附近。

◆系統移動路徑對於降雨預報之差異影響很大，當模式變動性大或無法正確掌握路
徑時，應參考綜觀環境條件進行修正，以期正確掌握路徑，並做出較符合實際狀況
之降雨預測。

◆當台灣中南部可能出現風切輻合線造成旺盛對流強降雨時，應考慮系統移動速度
有可能比預期更為緩慢，出現更多降雨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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