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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機場位於台東市區，夏季午後雷陣雨發
生時，雷雨強度、發生時間長短，對台東飛
航安全將有不同程度影響，而午後雷雨的預
報亦為氣象人員極大的挑戰。

∗ 故分析綜觀天氣系統及局部環流對於雷暴發
展的影響性評估，期許能對台東雷暴系統更
多了解，作為雷暴潛勢預報的依據。

前言





降水在地理上差異大



7月27日台東實際天氣

臺東地區傍晚有對流發展，直至2100L發生降雨，雨量僅1mm。



7月27日紅外線雲圖(17-23L)



7月27日雷達回波圖(17-23L)



∗ 由紅外線 (IR)衛星雲圖可看出台灣東部地區
傍晚山區有明顯對流雲系發展，造成東部山
區有顯著陣雷雨天氣。

∗ 由雷達回波圖可知，回波於1700L逐漸往平地
移出，並持續有發展跡象，持續至2100L回波
逐漸減弱。

衛星雲圖及雷達回波圖分析



7月27日0800L 925hPa天氣圖



7月27日1000hPa比濕分布



7月27日700hPa比濕分布



7月27日925hPa垂直運動ω分布



7月27日00Z東沙斜溫圖

西南風較弱，
最大風速為10KT

K值:35.6
T值:42.5
S值:-0.0

CAPE值:3441.1



受繞流影響，台東
機場風場為南風

7月27日1700L實際風場



7月27日台東逐時溫度與降雨量 7月27日鹿野逐時溫度與降雨量

7月27日長濱逐時風向與降雨量 7月27日長濱(紅)、鹿野(藍)逐時溫度



模式模擬
GFS-FNL1 degree

作為初始場
地形terr30s

Domain 103x103
Vert=41
Dx=15km

Mp_physics=6(WSM 
6-class scheme)
ra_sw_physics=2

PBL-YSU

2020/07/27
1700-2000L降水



2020/07/27/17-20L降水



1400LST對流產生後，至2000LST對流強度減弱
主要地面溫度持續下降所致



台東1400LST與2000LST地面溫度降溫超過8℃



模擬7月27日1700L地面輻散場

輻合區氣流為西南風

1700-2000仍有對流，主要是風場提供輻合區



209km與100km水平解析度初始場
模擬1700-2000LST降水差異



∗ 台東機場風場為南風，利於雲系堆積在北面都
蘭山及西面山區，山區對流伴隨顯著降雨遲至
1900L才出現。

∗ 受限於模式資料解析度不足，運用WRF模式模
擬該個案發展過程，模擬顯示對流於台東北部
發生，並無觀測顯示對流由山區移至平原情況
，且風場偏西南風，無法反映海風情況，可能
是模擬西南風過強，而且地形解析度過於粗略
，無法正確解析局部氣流與地形相關性。

結論



結論(續)

∗ 以當地地形特性而言，7月27日天氣系統受微
弱西南風影響，風場易於綠島產生繞流情況，
使台東地區風場為東至東南風，與山區西南風
產生輻合，進而形成對流。

∗ 又因台東機場位於海岸山脈終端，使山區對流
雲系移出時，低雲受海岸山脈阻隔，僅高層雲
系移出山區，故降雨集中於花東縱谷，未影響
至台東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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