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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2018年8月23日熱帶性低氣壓(後簡稱0823熱帶性低氣壓)與同年6月14-15日

同樣自屏東登陸之熱帶性低氣壓(後簡稱0614熱帶性低氣壓)之綜觀環境條件比較，討論前

者造成強降雨，後者降雨狀況較少的原因。綜觀環境分析結果顯示，0823熱帶性低氣壓移

動路徑為由南向北經向移動，且移動速度緩慢，影響時間長，0614熱帶性低氣壓為自西向

東緯向移動，移動速度快，影響時間短。兩者的綜觀背景環境均為大尺度季風低壓環流，

0823熱帶性低氣壓本身位於季風低壓環流中心附近，環流範圍大，西南季風強風軸配合副

熱帶高壓型態呈現南北向，自南海經呂宋島往南台灣延伸，水氣通量明顯而且在台灣中南

部沿海有輻合區，配合地形抬升作用，有利於強降雨發生，降雨時間長、強度大、累積雨

量多；0614熱帶性低氣壓則為一連串低壓環流形成之龐大低壓帶內其中一員，環流範圍較

小，配合副熱帶高壓型態，西南季風強風軸呈現東西向且位置偏南，由巴士海峽往台灣以

東海面延伸，並未顯著指向台灣陸地，當熱帶低壓中心離開台灣陸地後，風向迅速轉為偏

北風，降雨時間短、強度小、累積雨量少。 

    關鍵字：熱帶性低氣壓、強降雨、西南季風 
 

一、前言 

 

2018年8月23-24日，一個強度未達輕度颱風等 

級之熱帶性低氣壓(後簡稱0823熱帶性低氣壓)自東

沙島附近海面形成後向東北移動，環流中心於23日

上午在屏東登陸後，一路沿著西部陸地北上，24日

中午過後在彰化出海，並逐漸向西北趨向福建沿岸

遠離台灣。在這段過程中，此熱帶性低氣壓南側環

流為雲林以南地區帶來顯著的強降雨現象，由於降

雨量大，降雨時間集中，形成一次短時強降雨過程 

，對於中南部造成嚴重的積淹水災害，農業損失方

面尤其嚴重，根據農委會統計至107年8月31日的資

料，農損金額高達新台幣8億7千多萬元。 

經翻閱過去的歷史資料，雖然不乏從台灣西南

部登陸之熱帶性低氣壓或颱風，但造成如此強降雨

之類似個案僅有引發1959年八七水災的熱帶性低氣

壓，其餘個案之降雨強度均未能與0823熱帶性低氣

壓相提並論，因此引發我們對於0823熱帶性低氣壓

引發強降雨條件之討論分析的興趣。 

同一年(107年)6月14-15日間有另一熱帶性低氣

壓在高雄屏東間登陸(後簡稱0614熱帶性低氣壓)， 

並且迅速穿越台灣南部陸地後進入台灣以東海面，

趨向琉球海域逐漸遠離，雖然同為登陸台灣南部之

天氣系統，兩者強度也同樣尚未達輕度颱風等級，

但是因為兩者之移動路徑以及綜觀環境條件差異，

此0614熱帶性低氣壓並未造成明顯降雨，災害程度

遠低於0823熱帶性低氣壓。 

除了對0823熱帶性低氣壓的強降雨條件進行分

析外，在本研究中還將對這兩個個案(0823、0614熱

帶性低氣壓)進行綜觀條件之比較，嘗試分析為何前

者造成強降雨現象，但是後者卻沒有明顯強降雨的

可能差異性原因，期望能對於往後類似狀況時之預

測分析提供幫助。 

 

二、分析使用資料 

    本研究主要使用資料包括中央氣象局提供之綜

觀分析與觀測資料(各層天氣圖、衛星雲圖、雷達圖

以及地面測站實際觀測數據)，同時也將參考日本氣

象廳(JMA)提供之各層天氣圖以及NCEP-GFS模式所

提供之初始分析場結果，共同進行兩個案例之綜觀

環境條件分析與比較。 

 

三、個案分析 

(1) 0823熱帶性低氣壓 

    0823熱帶性低氣壓之前身為107年8月21日在東

沙島附近海域形成的低氣壓系統。此低氣壓形成

後，由於太平洋高氣壓勢力偏東偏弱，缺乏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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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氣流，因此大致順著夏季西南季風形成之季風

低壓環流緩慢向東北方向移動，逐漸靠近台灣海峽

南部，強度有發展增強趨勢。8月22日此低氣壓來 

到台灣海峽南部，並且增強為熱帶性低氣壓，由雷

達迴波圖上逐漸可以看到中心附近有螺旋狀的帶狀

降雨系統建立，由衛星雲圖上也可以看到環流中心

附近有旺盛活躍的對流系統發展，透過CISK機制作

用，有利於此熱帶性低氣壓維持環流結構並有繼續

發展增強趨勢。此時太平洋高壓勢力仍然偏弱，熱

帶性低氣壓持續沿著季風低壓環流往東北方向移

動，逐漸趨向台灣南部陸地。8月23日清晨，由雷 

達迴波圖資料研判，此熱帶性低氣壓中心已經在屏

東登陸(圖1a)，並且透過後續由雷達迴波圖觀測資 

料發現，熱帶性低氣壓環流中心大致沿著中央山脈

西側的西部平原陸地向偏北方向移動，移動速度十

分緩慢。8月24日中午左右，熱帶性低氣壓環流中 

心來到彰化沿海，轉向西北方向移動，中心出海後

仍持續向西北移動趨向大陸福建，24日晚間其環流

已經遠離台灣陸地。8月25日清晨熱帶性低氣壓中 

心進入大陸福建陸地，結構受到陸地破壞而強度減

弱，最後環流併入大範圍季風低壓中而消失。 

    由8月23日850百帕天氣圖顯示(圖1b)，此熱帶 

性低氣壓其實是位於一個大尺度季風低壓環流內，

同時，由500百帕天氣圖(圖1c)顯示，太平洋高氣壓

主體位置偏東，高壓中心位於日本以南，高壓邊緣

離熱帶性低氣壓較遠，無法對熱帶性低氣壓產生明

顯引導氣流，同時也阻擋熱帶性低氣壓繼續向東北

移動。在這樣的綜觀環境條件下，0823熱帶性低氣

壓繼續順著季風低壓環流由東北逐漸轉北移動，並

且在缺乏引導氣流的情況下移動速度緩慢，中心通

過台灣中南部上空的時間明顯拉長。 

    由8月23日到24日之 NCEP-GFS 850百帕平均

風場及水氣通量圖(圖2)顯示，0823熱帶性低氣壓位

於大尺度季風低壓內，季風低壓東側有強風軸(風速

>20Kts)，此強風軸大致呈現南北走向，由南海經呂

宋島附近指向台灣南部。水氣通量分析則顯示，此

強風軸同時伴隨明顯的水氣經過台灣上空。由上述

的分析資料推測，大尺度季風低壓之強風軸帶動大

量水氣往台灣輸送，配合台灣地形抬升作用，可能

是0823熱帶性低氣壓造成中南部強降雨的主要因

素。同時，熱帶性低氣壓移動速度緩慢，拉長了強

降雨發生的時間，讓中南部在23-24日兩天之累積雨

量最大超過900毫米以上，因此造成了顯著的災害。 

    最後再由ECMWF之3km解析度資料所繪製之8

月23日每小時10米風場圖顯示，在0823熱帶性低氣

壓環流中心南側存在有一個西北風跟西南風交會之

風切輻合線，在熱帶性低氣壓登陸後，隨著低壓中

心由南往北移動。配合中央氣象局提供之逐時降雨

量累積圖後可以發現(圖3)，時降雨量較大的區跟這

個風切輻合線的位置十分吻合。0823熱帶性低氣壓

造成之風切輻合線規模並不大，因此強降雨區域範

圍較小，雖有劇烈降雨，但還沒有出現大規模大範

圍的強降雨現象。 

 

(2) 0614熱帶性低氣壓 

    0614熱帶性低氣壓之前身系統為發展於梅雨鋒

面低壓槽中的低壓擾動，6月13日初始擾動形成於 

海南島附近，並逐漸向東移動，由連續的衛星雲圖

觀察顯示，此低壓擾動環流結構漸趨完整，強度緩

慢發展。6月14日凌晨低壓擾動抵達東沙島附近海 

面並增強為熱帶性低氣壓，持續沿著季風低壓槽向

東北東移動接近台灣南部。由雷達迴波觀測資料 

(圖4a)，6月15日上午，此熱帶性低氣壓環流中心在

高雄、屏東交界處登陸，登陸前移動速度一度較為

緩慢，但是登陸後速度加快，持續沿著季風低壓槽

向東北東移動，15日下午已經穿過南台灣陸地在台

東附近出海，進入台灣東部海域並繼續加速移動，

遠離台灣附近區域。 

    由6月15日之850百帕天氣圖顯示(圖4b)，此熱 

帶性低氣壓位於一個西南往東北延伸的低壓帶中，

同時在500百帕天氣圖(圖4c)可看出此熱帶性低氣壓

正好在短波槽底部，加上太平洋高壓勢力偏東偏

南，無明顯阻擋作用，因此熱帶性低氣壓向東北方

向移動快速，在台灣上空停留時間短暫。 

    從6月14日到15日的NCEP-GFS 850百帕平均風

場與水氣通量分析圖(圖5)顯示，雖然0614熱帶性低

氣壓同樣伴隨強風軸，但是其形態沿著低壓帶伸

展，呈現東西走向，主要位於台灣南方的巴士海峽

到呂宋島之間，水氣通量分析圖也顯示水氣並未趨

向台灣陸地，因此降雨量並不多，加上熱帶性低氣

壓移動速度快，降雨時間亦不長，並未造成明顯災

害。 

 

 

四、結果與討論 

經由上述的分析結果，對於來自南海的熱帶擾動系

統，在預報上可能需要注意的地方包括下面幾點。 

 

(1)移動路徑 

    透過綜觀環境場配置進行分析，研判熱帶擾動

系統的移動路徑是由南往北，或是由西往東移動。

若是由南往北移動，配合大尺度季風低壓環流，整

體環境場將有利於西南季風水氣趨向台灣，造成強

降雨機會較大。相對的，若是由西向東移動，西南

季風水氣不一定趨向台灣，且當台灣進入擾動西側

區域時，風場很快轉為北風，西南季風水氣對降雨

的影響相對較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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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移動速度 

    同樣透過綜觀環境場配置進行分析，若太平洋

高壓阻擋作用較為明顯，或大尺度季風低壓移動緩

慢時，要留意熱帶擾動影響台灣的時間拉長，累積

雨量有可能會因此加成。 

 

(3)低層強風軸及水氣通量走向 

    由前兩點分析，當研判熱帶擾動可能由南往北

通過台灣附近，且移動速度緩慢時，要特別注意是

否伴隨低層的強風軸(風速>20Kts)，同時是否有明顯

的水氣通量指向台灣，強風軸呈現南北走向並且伴

隨水氣通量指向台灣附近時，將是需要特別注意的

情況。 

 

五、初步結論 

    來自南海之熱帶擾動對於台灣中南部有可能造

成直接的威脅，特別是在強降雨的部分，一但條件

合適，成災的機會相當高。 

    經由本研究分析兩個不同環境條件但相同登陸

高屏之熱帶性低氣壓系統，初步認為，當熱帶擾動

位於大尺度季風低壓環流中，可能由南往北通過台

灣附近，且引導氣流不明顯，移動速度緩慢，同時

又伴隨低層強風軸及明顯的水氣通量指向台灣時，

要特別注意可能為台灣中南部帶來顯著強降雨，造

成災害發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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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a)0823熱帶性低氣壓登陸時雷達迴波 (b) 2018

年8月23日850百帕高度圖 (c) 2018年8月23日500百

帕高度圖。 

 

 

 

 

圖2. 2018年8月23-24日之850百帕流場(線條)與水氣

通量(顏色)分析圖。 

 

 

 

 

圖3.ECMWF 10米風場圖(3km解析度)與時雨量累積

圖之比對。(以2018年8月23日12-13時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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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a)0614熱帶性低氣壓登陸時雷達迴波 (b) 2018

年6月14日850百帕高度圖 (c) 2018年6月14日500百

帕高度圖。 

 

 

 

 

圖5. 2018年6月14-15日之850百帕流場(線條)與水氣

通量(顏色)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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