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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每年 4 月至 5 月為亞洲夏季季風肇始之時，肇始後由南亞往北擴展至東亞地區，約 9 月至
10 月結束，其中伴隨之西南風為梅雨季至夏季影響臺灣天氣的主要因素之一，舉凡清晨與陸風
輻合造成的降雨、與地形交互作用造成中南部豪大雨，或沉降高溫發生的區域，皆與西南風強度
及其分布息息相關。本文藉由統計 2017 年至 2019 年之 5 月至 8 月的西南風個案，分析降雨及沉
降高溫發生時之大尺度的環流特徵及時空分布，進行分類及個案探討，作為未來預報作業應用之
參考。 

初步分析結果發現，影響臺灣地區的西南風，大致上可分為三種型態配置： 
一、鋒面前緣型西南風：風速及水氣的強弱多寡差異較大，風速較弱且水氣較少時大多為清晨至
上午與陸風在中南部沿海輻合造成的局部降雨，風速較強且水氣較多時雨區有向中南部內陸及山
區擴展的趨勢；午後發生區域大致以北部至宜蘭、南投至嘉義一帶的山區及近山區為主，而沈降
高溫區域以大臺北盆地及花東縱谷至臺東大武為主。 
二、高壓環流型西南風：風速較弱，降雨配置為清晨至上午與陸風在中南部沿海輻合造成的降雨
少且較為局部，午後降雨較為侷限在山區，高溫區域較為全面，從大臺北盆地、基隆、宜蘭內陸、
花東縱谷到臺東大武，皆為高溫好發區域。 
三、季風環流型西南風：水氣集中在中底層，但風速強弱差異較大，風速強時，中南部降雨主要
在內陸至山區，沈降高溫區域在大臺北盆地、基隆、宜蘭內陸及花東縱谷，溫度較高且範圍較大；
風速弱時，中南部降雨主要在沿海地區，高溫區域則類似，但溫度稍低，範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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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每年在亞洲夏季季風肇始前，500hPa 副熱帶高
壓脊線自西北太平洋深入孟加拉灣，沉降顯著，南海
天氣相對乾燥，約 4 月中旬前後，太平洋高壓脊線逐
漸自南海東退，南海漸轉為盛行西南風，此時夏季季
風亦逐漸肇始(林等人，2000)。南亞季風肇始後，南
亞高壓建立，東亞季風亦逐漸肇始，來自南亞且橫跨
中南半島的水氣持續往南海輸送，南海也自晴朗沉降
轉變為對流旺盛環境，大陸華南、臺灣及東亞地區轉
變為暖溼多雨的氣候型態(郭等人，2001)。 
       從時空背景來看，5、6 月為臺灣梅雨季(陳，
1988)，此時鋒面滯留且徘徊在臺灣附近，500hPa 太
平洋高壓脊線東退至臺灣東南方海面，臺灣地區位處
鋒面與高壓西北邊緣之間，氣壓梯度大，西南風風速
強(顏，2002)。在 6 月中旬至 7 月中旬前後，東亞季
風尚未完全建立前，太平洋高壓脊線仍位在北緯 20
至 25 度左右徘迴並有增強趨勢，臺灣地區相對乾燥炎
熱，此時西南季風形成兩段分流，一沿高壓北側北上
導致華中、日韓梅雨季，另一部分在高壓南緣形成季
風槽，此時臺灣地區西南風上游為高壓脊區(高壓脊位
在 20 度左右)，為乾燥且偏弱的西南風環境(郭等人，
2001)。在 7 月中下旬至 8 月，太平洋高壓脊線明顯北
抬至北緯 25 度以北，臺灣位處高壓西南邊緣，季風低
壓槽盤據高壓南側，由南海至西北太平洋，低壓帶上
常有熱帶系統生成，並沿高壓邊緣通過臺灣周邊，並

牽引南海季風低壓環流北上，帶來較強且潮濕的西南
風。 

由此可知，隨著時空不同，各種天氣系統易伴隨
著西南風影響臺灣地區，像是鋒面系統的東移或南
壓、熱帶系統自臺灣周邊通過、太平洋高壓的東退或
北抬導致季風低壓帶北移，都將使臺灣地區轉為西南
風環境並帶來降水或高溫現象。臺灣地區自 4 月中下
旬逐漸進入汛期，在天氣預報作業上，經常使用西南
風(氣流)一詞做為影響臺灣天氣系統的描述，雖然風
場都以西南風為主，但根據不同成因導致的西南風，
對臺灣地區的降雨、高溫分布與特性卻明顯不同。因
此，本文分析 2017 年至 2019 年之 5 月至 8 月的西南
風個案(非鋒面或熱帶系統直接影響)，分類並利用個
案合成分析探討其環流特徵，並從分類個案中選取典
型個案做初步分析，探討臺灣地區降雨、高溫的分布
與特性，以作為預報作業之參考。 

二、 資料來源與分析方法 

本文使用 2017 年至 2019 年之 5 月至 8 月中央氣
象局每日 00UTC 之地面天氣圖，挑選出西南風個案並
加以分類，個案挑選流程及分類定義如下： 

1. 先利用地面天氣圖挑選出臺灣地區西南風
環境個案。 

2. 剔除有鋒面及熱帶低壓系統直接影響個案。 



(1) 若滯留鋒面在北緯 22°N-26°N，東經
110°E-130°E者(圖 1藍色框線範圍)，予
以剔除。 

 
圖 1  剔除鋒面直接影響個案之範圍 

(2) 若熱帶系統在北緯 20°N-30°N，東經
115°E-125°E者(圖 2藍色框線範圍)，予
以剔除。 

 
圖 2  剔除熱帶系統直接影響個案之範圍 

3. 篩選出西南風個案後，再利用地面天氣圖予
以定義分類，歸納出以下 3 類西南風配置： 
(1) 鋒面前緣型：滯留鋒面位於北緯

27°N-30°N，東經 110°E-130°E 之範圍內
(如圖 3藍色框線)。 

 
圖 3  定義鋒面前緣型滯留鋒面所在範圍 

(2) 高壓環流型：太平洋高壓位於北緯
17°N-23°N，東經125°E-135°E 範圍內(如
圖 4藍色框線)。若有鋒面前緣型及高壓
環流型同時出現，則歸納為高壓環流型。 

 
圖 4  定義高壓環流型高壓中心所在範圍 

(3) 季風環流型：臺灣處於季風環流內，且
高壓及鋒面無在上述定義區域內者。 

個案合成分析方面，使用 NCEP/NCAR 
Reanalysis 2.5°x2.5°經緯度網格資料，從上述三類型中
各挑選 20 個個案做 1000hPa重力位高度場及風場、
850hPa 風場及濕度場、500hPa重力位高度場之合成
圖，以分析此三類型之大氣環流特徵。 

典型個案分析方面，使用累績雨量分布圖、每日
10 時至 14 時逐時之溫度分布圖、局屬人工測站之臺
北、板橋、基隆、宜蘭及大武的每日最高溫度以及東

沙島剖風儀資料，剖風儀時間解析度為 1 小時 1筆，
以及使用 NCEP/NCAR Reanalysis 2.5°x2.5°經緯度網
格之 850/925hPa 風場及濕度場，進行個案初步分析與
探討。 

三、 個案合成及環流特徵 

依前述的分析方法可得 2017 年至 2019 年之 5 至
8 月個案共 79 個，其中鋒面前緣型(以下簡稱 case 1)
個案數共 24 個，高壓環流型(以下簡稱 case 2)個案數
共 19 個，季風環流型(以下簡稱 case 3)個案數共 36
個，此章節將作個案分類合成分析，探討此三類個案
之綜觀尺度環流特徵，將來可作為預報天氣之參考。 

(一) 鋒面前緣型(case 1) 

    將此類型的 24 個個案隨機取 20 個個案合成分析
發現，500hPa 脊線由太平洋高壓中心往西南西延伸經
呂宋島北端至海南島南端(圖 5藍色虛線)，槽線自日
本海往西南延伸至浙江沿海一帶，臺灣地區位於高壓
之北側；1000hPa 環流特徵顯示低壓槽大致從日本往
西南延伸經浙江海面至中南半島一帶(圖 6紅色虛
線)，此紅色虛線約略為地面鋒面之位置，高壓脊由太
平洋高壓中心往西延伸至呂宋島北端(圖 6藍色虛
線)，臺灣地區大致位於低壓槽及高壓脊交界處，梯度
較大，850hPa 風速顯示，強風軸通過臺灣地區，風速
約 8-12m/s(圖 7)，另外，850hPa 主要潮濕區位於低壓
槽兩側，臺灣地區相對溼度介於 60-70%之間(圖 8)。 

(二) 高壓環流型(case 2) 

    將此類型的 19 個個案合成分析發現，500hPa 脊
線由太平洋高壓中心往西南西延伸經臺灣南端至海南
島北部(圖 9藍色虛線)，槽線自朝鮮半島往西南延伸
至大陸華中一帶，脊線位置相對 case 1略為偏北，臺
灣地區為太平洋高壓所壟罩；1000hPa 環流特徵顯示
低壓槽大致從日本往西南西延伸經大陸華中至中南半
島北部(圖 10紅色虛線)，高壓脊由太平洋高壓中心往
西延伸經巴士海峽至華南一帶(圖 10藍色虛線)，臺灣
地區大致位於脊軸上，相應之 850hPa 風速及相對溼度
顯示(圖 11 及圖 12)，強風軸位於低壓槽南側，約東海
至華南一帶，臺灣地區位於相對弱風區，風速約
4-8m/s，華南至臺灣為相對乾區，相對溼度約 60%左
右， 

(三) 季風環流型(case 3) 

將此類型的 36 個個案隨機取 20 個個案合成分
析發現，500hPa 脊線由太平洋高壓中心往西南西延伸
至日本南方海面(圖 13藍色虛線)，明顯較前 2 種型態
偏北及偏東，1000hPa 環流特徵則顯示低壓槽大致從
日本海往西延伸經大陸華北至中南半島一帶(圖 14紅
色虛線)，臺灣地區為低壓槽前西南風環境，南部一帶
梯度較大，850hPa 之風速顯示(圖 15)，強風軸亦通過
南部地區，風速約 8-10m/s，另外，850hPa 相對溼度
顯示(圖 16)，臺灣地區相對溼度介於 70%左右，相對
偏濕。 
    綜合以上分析可知，鋒前型之環流特徵顯示臺灣



地區位於高壓脊及低壓槽之交界處，風速大多較強，
華南一帶相對溼度較高；高壓型之環流特徵顯示臺灣
地區為太平洋高壓所壟罩，風速偏弱且相對溼度較
低；季風環流型之環流特徵顯示臺灣地區位於低壓槽
前西南風區，相對溼度較高，南部地區風速較大。 
若以氣候環流特徵而言，此三類型之環流特徵皆

隨著太平洋高壓的位置不同，配置亦不同，隨著南亞
季風的肇始，5 月至 6 月中旬太平洋高壓逐漸東退，
北方冷高壓與太平洋高壓在華南至臺灣地區一帶對
峙，此時為華南及臺灣的梅雨季，case 1 多屬此類；
然而隨著 6 月中下旬至 7 月中旬，太平洋高壓逐漸西
伸，臺灣地區為高壓壟罩，case 2 的個案數亦較多，
此時期亦為長江、日本的梅雨季；到了 7 月中下旬至
8 月，太平洋高壓逐漸北抬東退，季風槽亦逐漸東伸
北抬，亞洲夏季季風延伸至東亞一帶，完成夏季季風
的版圖，此時期臺灣地區大致位於低壓槽內，case 3
的個案亦多為此段時間的產物。 

   
圖 5  case 1 500hPa高度場     圖 6  case 1 1000hPa高度場 

     
圖 7  case 1 850hPa風場     圖 8  case 1 850hPa相對溼度場 

	 	 	
圖 9  case 2 500hPa高度場	 	 	圖 10  case 2 1000hPa高度場	

	 	 	
圖 11  case 2 850hPa風場   圖 12  case 2 850hPa相對濕度場	

	 	 	
圖 13  case 3 500hPa高度場   圖 14  case 3 1000hPa高度場 

   
圖 15  case 3 850hPa風場     圖 16  case 3 850hPa相對溼度場 

四、 個案分析 

(一) 鋒面前緣型西南風 

臺灣地區每年 5、6 月為梅雨季，但仍有乾濕之差
別，最主要的因素為低對流層氣流之源地與強度：當
源自孟加拉灣且較強之西南氣流控制時，為濕梅；當
源自西太平洋高壓脊之東南、南或西南氣流或東亞主
槽後之大陸性西北氣流控制時，為乾梅(陳，1987)。
從鋒面前緣型的個案中亦可看到類似的大氣配置，造
成降雨區域及沈降高溫有不同的結果。 

1. 偏乾風速稍弱型 
以 2019 年 7 月 7 日個案分析，00UTC 之

地 面 天 氣圖顯示 (圖 17) ，滯留鋒 面位於
28°N-30°N，高壓脊由日本南方海面向西南延
伸至菲律賓東南方海面，臺灣地區位於太平
洋高壓與滯留鋒面之交界處，風場盛行西南
風。東沙島剖風儀資料可見(圖 18)，西南風的
強度稍弱，約 20-25kts；由 850hPa 風場合成
圖顯示(圖 21)，東沙島附近及臺灣附近風速稍
弱，約 10-12m/s，與東沙島剖風儀觀測值大
致相符。因風速偏弱且水氣偏少，該日逐 6
小時累積雨量顯示(圖 20)，降雨區域主要集中
在中南部沿海地區，日夜變化不明顯，午後
降雨分布於南投以南及宜蘭山區。至於高溫
部分，臺灣處於一低層較為乾燥的環境(相對
溼度約 55-75%，如圖 22)，再加上西南風過
山沉降的局部效應，大臺北盆地及花東縱谷
至臺東大武，皆有明顯沉降高溫出現(圖 19)。 

 
圖 17  2019年 7月 7日 00UTC地面天氣圖 

  
圖 18  2019年 7月 7日東沙剖風儀    圖 19  2019年 7月 7日 

13時溫度分佈圖 



 
圖 20  2019年 7月 7日逐 6小時累積雨量圖，由左至右依序 

為 06/18Z-07/00Z、07/00Z-07/06Z、07/06Z-07/12Z及 
07/12Z-07/18Z之 6小時累積雨量圖，風場為 
Ground Truth(GT)場。 

   
圖 21  2019年 7月 7日 850hPa  圖 22  2019年 7月 7日 850hPa 

風場合成圖                  相對濕度場合成圖 
 

2. 偏濕風速稍強型 
以 2018 年 6 月 19日個案分析，00UTC 之

地面天氣圖顯示(圖 23)，滯留鋒面位於 29°N
附近，，臺灣盛行西南風，進一步分析此西
南風乃源自孟加拉灣、中南半島一帶。東沙
島剖風儀資料可見(圖 24)，西南風的強度稍
強，約 25-30kts；850hPa 風場合成圖顯示(圖
27)，東沙島及臺灣附近風速稍強，約
12-16m/s，與東沙島剖風儀觀測值大致相符；
反應在降雨上，該日逐 6 小時累積雨量顯示
(圖 26)，降雨區域主要集中在中南部地區，無
明顯日夜變化，其中南部山區降雨較多；另
外由於風速較強，苗栗、臺東山區及南臺東
亦出現降雨，午後降雨則以宜蘭地區為主。
至於高溫部分，雖強風可能造成大臺北盆地
及東南部地區的沉降效應較明顯，但相對
的，近地表的混合作用亦較大。另由 850hPa
濕度場顯示(圖 28)，源自孟加拉灣往東北延伸
至日本一帶為潮濕之區域，臺灣附近水氣偏
多，相對溼度約 75-90%，根據當日觀測雲量
亦較多，綜合上述各項因素，當日高溫現象
並不顯著(圖 25)。 

 
圖 23  2018年 6月 19日 00UTC地面天氣圖 

  
圖 24  2018年 6月 19日東沙剖風儀  圖 25  2018年 6月 19日 

13時溫度分佈圖 

 
圖 26  2018年 6月 19日逐 6小時累積雨量圖，由左至右依序 

為 18/18Z-19/00Z、19/00Z-19/06Z、19/06Z-19/12Z及 
19/12Z-19/18Z之 6小時累積雨量圖，風場為 GT場。 

   
圖 27  2018年 6月 19日 850hPa   圖 28  2018年 6月 19日 850hPa 

風場合成圖                    相對濕度場合成圖 

(二) 高壓環流型西南風 

以 2019 年 6 月 21日個案分析，00UTC 之地面天
氣圖顯示(圖 29)，滯留鋒面位於 28°N附近，高壓中
心於菲律賓東方海面，臺灣處於高壓脊之北側，風場
盛行西南風，此西南風源自太平洋高壓環流。東沙島
剖風儀資料可見(圖 30)，西南風的強度偏弱，約
10-15kts；850hPa 風場合成圖顯示(圖 33)，東沙島及
臺灣附近風速偏弱，約 6-8m/s，與東沙島剖風儀觀測
值大致相符；850hPa濕度場顯示(圖 34)，西太平洋經
臺灣向西延伸至中南半島皆為相對濕度較低之區域，
臺灣附近相對濕度約 60%-65%，因風速弱、水氣少， 
無論是海陸風輻合造成的降雨或是午後雷陣雨，其降
雨區域皆非常零星，量值偏少(圖 32)，但因高壓壟罩
加上西南風沉降效應，各地普遍高溫炎熱，尤其大臺
北盆地、基隆、宜蘭內陸、花東縱谷到臺東大武皆為
高溫好發區域(圖 31)。 

 
圖 29  2019年 6月 21日 00UTC地面天氣圖 



  
圖 30  2019年 6月 21日東沙剖風儀  圖 31  2019年 6月 21日 

13時溫度分佈圖 

 
圖 32  2019年 6月 21日     圖 33  2019年 6月 21日   圖 34  2019年 6月 21日 

累積雨量圖 850hPa          850hPa風場合成圖         相對濕度場合成圖 

(三) 季風環流型西南風 

季風環流型之西南風，從個案歸納中發現，大多
與季風環流中之颱風離臺北上後所引進之西南風(西
南氣流)有關(簡、楊，2009)。此類型在風速的強弱造
成降雨之分布有所差異，至於沈降高溫分布則相差不
多，僅極值與範圍略為不同。 

1. 風強型西南風 
以 2019 年 8 月 11日個案分析，00UTC 之

地面天氣圖顯示(圖 35)，利奇馬颱風在黃海南
部，柯羅莎颱風則位於日本南方海面，臺灣
處於季風低壓環流中，風場盛行西南風。東
沙島剖風儀資料可見(圖 36)，西南風強度較
強，最強約 25-30kts；850hPa 風場合成圖顯
示(圖 39)，臺灣南部及東沙島附近風速較強，
約 8-12m/s，與東沙島剖風儀觀測值大致相
符。相對濕度場資料可見(圖40、圖41)，925hPa
濕度較高之區域集中在臺灣中南部地區，北
部、東部的相對濕度較低，而 850hPa 則顯示
臺灣附近之相對濕度皆較低，代表水氣多集
中在底層，西南風夾帶低層水氣受迎風面地
形舉升，造成中南部山區顯著降雨，而背風
面的北、東部則因西南風沈降造成濕度較
低、天氣炎熱。該日逐 6 小時降雨累積圖可
見(圖 38)，由於風速較強，降雨區域集中在中
南部山區，苗栗以及南臺東亦有降雨，中南
部平地及沿海反而較為局部，且呈現明顯的
日夜變化，清晨至上午較多，下午至夜晚較
少，顯示其變化仍和海陸風局部環流輻合有
關；午後降雨則分布在新北、宜蘭山區，較
為零星。該日 13 時之高溫圖顯示(圖 37)，沈
降所造成之高溫區域以大臺北盆地、基隆、
宜蘭內陸及花東縱谷為主，且非常顯著。 

 
圖 35  2019年 8月 11日 00UTC地面天氣圖 

  
圖 36  2019年 8月 11日東沙剖風儀  圖 37  2019年 8月 11日 

13時溫度分佈圖 

 
圖 38  2019年 8月 11日逐 6小時累積雨量圖，由左至右依序 

為 10/18Z-11/00Z、11/00Z-11/06Z、11/06Z-11/12Z及 
11/12Z-11/18Z之 6小時累積雨量圖，風場為 GT場。 

 
圖 39  2019年 8月 11日    圖 40  2019年 8月 11日   圖 41  2019年 8月 11日 

850hPa風場合成圖   925hPa相對濕度場合成圖.  850hPa相對濕度場合成圖 
 

2. 風弱型西南風 
以 2019 年 8 月 13日個案分析，00UTC 之

地面天氣圖顯示(圖 42)，原利其馬颱風登陸青
島並且減弱為一般低壓，柯羅莎颱風則位於
日本南方近海，臺灣處於季風低壓環流中，
盛行西南風。東沙島剖風儀資料可見(圖 43)，
西南風的強度較弱，約 15-25kts；850hPa 風
場合成圖顯示(圖 46)，臺灣南部及東沙島附近
風速較強，約 7-10m/s，與東沙島剖風儀觀測
值大致相符。由 925hPa 及 850hPa 之相對濕
度場可見(圖 47、圖 48)，濕度較高之區域以
中南部地區為主，北部東部的相對濕度相對
較低，顯示水氣集中在中底層，造成中南部
沿海及平地顯著降雨，背風面的北、東部天
氣炎熱，但高溫現象比風強型稍不明顯。該
日逐 6 小時雨量累積圖顯示(圖 45)，由於風速
較弱，降雨區域集中在中南部沿海及平地，
中南部山區也有降雨，但量值遠不及沿海地
區；另亦呈現明顯的日夜變化，清晨至上午
較多，下午至夜晚較少，顯示其變化和海陸
風有關。此外，苗栗以及南臺東亦有降雨，
苗栗地區的降雨範圍及量值較風強型少，南



臺東量值則較風強型明顯偏多，而午後則僅
新北及宜蘭山區有零星降雨。該日高溫區域
與風強型類似(如圖 44)，但是範圍或量值沒風
強型來得顯著。 

 
圖 42  2019年 8月 13日 00UTC地面天氣圖 

  
圖 43  2019年 8月 13日東沙剖風儀  圖 44  2019年 8月 13日 

12時溫度分佈圖 

 
圖 45  2019年 8月 13日逐 6小時累積雨量圖，由左至右依序 

為 12/18Z-13/00Z、13/00Z-13/06Z、13/06Z-13/12Z及 
13/12Z-13/18Z之 6小時累積雨量圖，風場為 GT場。 

 

圖 46  2019年 8月 13日    圖 47  2019年 8月 13日   圖 48  2019年 8月 13日 
850hPa風場合成圖   925hPa相對濕度場合成圖   850hPa相對濕度場合成圖 

五、 結論 

隨著時空不同，各種天氣系統易伴隨著西南風影
響臺灣地區，帶來顯著降水及高溫現象。在天氣預報
作業上，經常使用西南風(氣流)一詞做為影響臺灣地
區天氣系統的描述，但經本文分析 2017 年至 2019 年
之 5 月至 8 月的西南風個案(非鋒面或熱帶系統直接影
響)發現，西南風配置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分別為鋒
面前緣型、高壓環流型以及季風環流型。此三類型之
合成環流特徵多不相同：鋒前型之環流特徵顯示臺灣
地區位於高壓脊及低壓槽之交界處，風速大多較強，
華南一帶相對溼度較高；高壓型之環流特徵顯示臺灣
地區為太平洋高壓所壟罩，風速偏弱且相對溼度較
低；季風型之環流特徵顯示臺灣地區位於低壓槽前西
南風區，相對溼度較高，南部地區風速較大，常出現
於有熱帶系統生成，並沿高壓邊緣通過臺灣周邊，並
牽引南海季風低壓環流北上，帶來較強且潮濕的西南

風。 
個案初步分析方面，鋒面前緣的西南風，風速及

水氣的強弱多寡差異較大，風速較弱時大多為清晨至
上午與陸風在中南部沿海輻合造成的局部降雨，風速
較強時雨區有向中南部內陸及山區擴展的趨勢，午後
發生區域大致以北部至宜蘭、南投至嘉義一帶的山區
及近山區為主，而沈降高溫區域以大臺北盆地及花東
縱谷至臺東大武為主。太平洋高壓環流的西南風，風
速較弱，清晨至上午與陸風在中南部沿海輻合造成的
降雨少且較為局部，午後區域較為侷限在山區，高溫
區域較為全面，從大臺北盆地、基隆、宜蘭內陸、花
東縱谷甚至到臺東大武，皆為高溫好發區域。季風環
流的西南風，風速強弱差異較大，風速強時，中南部
降雨主要在內陸至山區，沈降高溫區域在大臺北盆
地、基隆、宜蘭內陸及花東縱谷，溫度較高且範圍較
大；風速弱時，中南部降雨主要在沿海地區，高溫區
域則類似，但溫度稍低，範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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