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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氣象局發布之陸上強風特報範圍以縣市為單位，起初因觀測站較少，且資料不完整，對於強

風在空間上的分布較難掌握；近六年(2015-2020)來由於自動測站的廣設，風速觀測資料在時間及空間密

度上都有明顯增加，使沿海、內陸及地形影響之區域都能更加瞭解。透過全臺及外島的局屬測站及自動

站之風速資料，觀察達到強風特報標準的測站在時空上的分布表現。以臺灣附近的環境風場來說，大致

可用風向來區分出東北風及西南風的環境下，各別發生強風的區域及頻率，並且進一步以鄉鎮為標準觀

察各縣市內容易有強風發生的測站分布，對一些容易發生強風或強陣風的測站加以整理，希望未來強風

特報能夠將現行的最小發布單位從縣市縮小至鄉鎮等級，邁向更精確、更細緻化的特報服務，也希望能

幫助預報員對當地測站的性質有更深入的了解。 

        本研究分為幾個部分，先找出鄉鎮測站六年內常達標的測站，達標標準分別為平均風 5 至 8 級及陣

風 8 至 11 級，可看出常達標測站之特性，比對每個風級下全臺測站的達標情況，可以分析出全年平均

下個風級下易發生強風的測站，接著找出不同風場環境下鄉鎮常達標的測站，分別代表東北風、西南風

強風的發生，再利用過去個案比對官方模式預報平均風 6、7 級ˋ陣風 9 級的範圍和六年平均的結果，

由此可得出偏東北風、西南風這兩種封場環境下鄉鎮常達標的測站，未來可直皆利用預設鄉鎮區域，來

繪出特報範圍。 

一、前言 

        因應對氣象資訊的重視，近年來廣設自動

測站增加資料空間密度，更能完整呈現出面化

資料，配合氣象局推動的精緻化預報，在陸上

強風特報方面希望從縣市為單位，縮小到鄉鎮

為單位，考慮資料的完整性及總數多寡，這裡

取用 2015 年至 2020 六年內全臺的風速資料，包

括局屬測站及自動測站，不過因近地面磨擦力

的關係，觀測上風速隨高度遞增，如果以兩個

高度相差大的測站做風速比較較沒有參考性，

故定義測站高度在 200 公尺以下時稱為平地測

站，反之為高山測站，且沿海的障礙物較少，

尤其在沿海空曠地區觀測到的風速通常較強，

目前所有沿海鄉鎮中只有新竹市北區無測站，

其餘沿海地區皆有觀測站分布；而風速測量的

方式以類比式訊號為主，風速計每一分鐘一筆

資料，平均風為 10 分鐘內每分鐘風速的平均，

例如 8 時之風速為 7:50 至 8:00 間之平均風速，

而其中每分鐘風速有超過平均風 10kt 以上及稱



2 

為陣風，風速小於或等於 0.2m/s 時記為靜風，

風速最小精度為 0.1m/s；風向則定義 360 度為

北、90 度為東、180 度為南、270 為西。現行陸

上強風特報發布的標準為平地測站平均風達 7 級

或陣風達 10 級以上，其中一條件達到即可，並

且以縣市為單位。 

        另外，臺灣的特殊地理環境，通常在冬、

春季的東北風及夏、秋季的西南風比較容易有

強風發生，尤其在冬季東北風環境下發生機率

最大，本研究利用過去資料區分不同風向的環

境，以東北風環境及西南風環境為主，列出三

個個案，依照官方模式對當時預報的平均風 6 至

7 級陣風 9 級，比較實際觀測強風區和六年平均

下強風情形的差異，蒐集近六年的局屬及自動

站風速資料，比對在不同時空下強風發生的鄉

鎮分布，亦了解易達標測站之局地因素，得出

全臺平地及外島地區不同時空間下的強風分

布。 

二、研究方法 

(一)強風好發之鄉鎮分布 

        利用 2015-2020 年的觀測資料，觀察在不同

風級下各測站達標的情形，排序出各縣市中容

易達標的鄉鎮，使用高度小於或等於 200 公尺的

測站，分別看平均風 5 至 8 級及陣風 8 至 11 級

條件下側站達標的情形，以圖面及文字方式呈

現容易達標的鄉鎮排序。因各測站設站時間不

同，觀測資料數量亦不同，固定義達標頻率為

總觀測次數之達標次數，較能公平地比較，如

圖 1 為 2015-2020 年平均風 7 級的鄉鎮達標頻

率，顏色愈深代表達標頻率越多，呈現在基隆

北海岸、桃園、中南部沿海、恆春半島及宜蘭

花蓮交界地區的鄉鎮達標頻率較高；圖 2 為

2015-2020 年陣風 10 級的鄉鎮達標頻率，呈現在

基隆北海岸、大臺北、桃園新竹、中部沿海及

恆春半島達標頻率較高，且整體達標頻率高的

鄉鎮較多，代表陣風 10 級達標比平均風 7 級達

標來的容易。 

 

(二)尋找代表強東北風之單點測站 

        把資料依照月份大致分成暖季(3 月~8 月)及

冷季(9 月~2 月)，從達標頻率最多的前幾名測站

(表 1、表 2)中，排除離臺灣本島距離較遠的連

江縣及金門縣之測站，僅次於烏坵最常發生強

風的測站為澎湖東吉島，臺灣本島則是新北市

的鼻頭角、三貂角最多，不過鼻頭角及三貂角

的風向較不定，強風大多出現在繞流的東南

風，且在夏、秋季最多，而澎湖東吉島的強風

大多發生在秋、冬季(圖 3)，且風向大多為東北

圖 1 -平均風 7 級鄉鎮達標頻率 

圖 2 - 陣風 10 級鄉鎮達標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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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圖 4)，又平均風及陣風達標頻率相當，代表

當強東北風發生時東吉島幾乎都會達標。 

        而暖季時期在台南七股達標次數較多，雖

然該測站觀測風向大多為北風(圖 5)，不過強風

達標頻率較高時大多是在夏季(圖 6)，當七股強

風達標時大致可用來代表強西南風的發生。再

利用此結果用來呈現過去六年內兩種強風環境

下、全臺各鄉鎮的達標情形。

 

 

 (三)比較實際個案 

        利用陸上強風特報的歷史資料找出過去強

風發生的個案，條件需連續 48 小時以上，分別

用東北風及西南風環境下的個案去比較實際觀

測、官方模式預報及六年鄉鎮達標頻率情形，

得出強東北風及西南風環境下好發強風的平地

鄉鎮側站，排序前 10 名如表 1 及表 2，外島地

區強風發生的頻率明顯較多，以平均風達標頻

率在本島測站最多為鼻頭角、三貂角、新屋及

和平；陣風達標頻率最多為恆春、梧棲、富貴

角及鼻頭角。 

表 1 - 平均風 7 級達標頻率排名前 10 

平均風 7 級 所在縣市 鄉鎮區域 測站高度 

烏坵 金門縣 烏坵鄉 49 

東吉島 澎湖縣 望安鄉 43 

彭佳嶼 基隆市 彭佳嶼 101.7 

西嶼 澎湖縣 西嶼鄉 58 

鼻頭角 新北市 瑞芳區 60 

綠島 臺東縣 綠島鄉 110 

三貂角 新北市 貢寮區 96 

新屋 桃園市 新屋區 20.6 

東莒 連江縣 莒光鄉 16 

和平 花蓮縣 秀林鄉 31 

 

表 2 – 陣風 10 級達標頻率排名前 10 

陣風 10 級 所在縣市 鄉鎮區域 測站高度 

烏坵 金門縣 烏坵鄉 49 

東吉島 澎湖縣 望安鄉 43 

西嶼 澎湖縣 西嶼鄉 58 

彭佳嶼 基隆市 中正區 101.7 

恆春 屏東縣 恆春鎮 22.1 

綠島 臺東縣 綠島鄉 110 

花嶼 澎湖縣 望安鄉 18 

梧棲 臺中市 梧棲區 31.7 

富貴角 新北市 石門區 196 

鼻頭角 新北市 瑞芳區 60 

 

三、個案 

(一)東北風環境 

        由中央氣象局過去發布之陸上強風特報找

出連續 48 小時或以上的東北風強風發生個案，

我們找出 2021 年 1 月 5 日至 8 日、2020 年 11

月 2 日至 4 日兩個個案，比較實際發生強風測

站及官方模式預報。 

        個案一如圖 7、8、9、10 分別為 2020 年 11

月 3 日 00Z、12Z 前 6 小時之官方預報風場、11

月 3 日整日實際觀測的平均風、陣風達標情

圖 3 

圖 4 

圖 6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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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圖 11、12 為 2015 至 2020 年東北風場下平

均風、陣風達標頻率的好發測站，圖 7、8 中平

均風 6 至 7 級陣風 9 級為黃色區域，大致為臺

南以北、東半部及恆春半島，其中平均風 7 至 8

級陣風 10 級為橘色區域，大致在雲林以北至桃

園及恆春半島沿海地區，圖 9、10 中為 11 月 3

日整日實際發生強平均風及強陣風的鄉鎮；實

際觀測在上述預報強風區域大多為平均風 6 級

陣風 8 至 9 級，比官方預報強度稍弱 1 級左

右，不過在無預報強風區的石門區白沙灣有觀

測到平均風 7 級發生，而實際陣風 10 級達標的

僅有屏東牡丹鄉的九棚測站；若與東北風環境

下鄉鎮達標頻率來比較，無論平均風或陣風達

標測站分布範圍非常類似，在基隆北海岸、中

南部沿海及恆春半島鄉鎮強風發達標頻率較

高。 

 

 

 

 

 

        個案二如圖 13、14、15、16 分別為 2021 年

1 月 7 日 00Z、12Z 前 6 小時之官方預報風場、

實際觀測平均風、陣風達標情形；圖(12)及圖

(13)中官方預報的平均風 6 至 7 級陣風 9 級的範

圍大致在臺南以北、基隆北海岸、東半部及恆

春半島，而平均風 7 至 8 級陣風 10 級大致範圍

在雲林以北至桃園及恆春半島，圖(13)中官方預

報甚至在臺中、彰化沿海有做到平均風 8 至 9

級陣風 11 級，接著從圖(14)看 1 月 7 日整日的

實際強風觀測大多也在官方預報強風區域，不

過風力大多為平均風 6 級陣風 9 級，在臺中到

雲林沿海有出現平均風 7 陣風 10 的情況，整體

比官方預報強度稍弱 1 級左右；若與東北風環

境下鄉鎮達標頻率比較(圖 11、圖 12)，在中部

沿海與現況達標情形吻合。 

 

(二)西南風環境 

        個案三為 2021 年 8 月 5 日至 8 月 8 日盧碧

颱風逐漸逐漸遠離時為臺灣附近帶來強西南

風，在 8 月 6 日 12Z 到 8 月 7 日 12Z 為西南風

較強之時期，圖(17)、(18)、(19)、(20)分別為 8

圖 8 

圖 9 圖 10 

圖 12 

圖 10 

圖 11 

圖 9 

圖 7 

圖 13 圖 14 

圖 15 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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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6 日 12Z、8 月 7 日 00Z 前 6 小時之官方預

報、8 月 7 日整日實際觀測之平均風、陣風達

標情形，圖(17)、(18)可看到官方預報在平均風

6 至 7 級陣風 9 級範圍為新竹以南至恆春半島

及東南部沿海地區，而平均風 7 至 8 級陣風 10

級範圍在恆春半島及東南部沿海地區，從圖

(19)、(20)的實際強風觀測大多也在官方預報強

風區域，不過風力大多為平均風 6 級陣風 9

級，在雲林沿海有較多平均風 7 陣風 10 的情

況，而在非預報強風區的花蓮的和平在平均風

及陣風皆有達標。 

四、結論及應用 

        分析資料顯示沿海測站強風發生頻率較

高，尤其外島地區風速通常皆較大，且陣風比

平均風還容易達標，而本島地區較容易達到陣

風 10 級以上的側站前幾名為屏東的恆春、車

程、臺中的梧棲及新北的富貴角、鼻頭角；較

容易達到平均風 7 級以上的側站前幾名為新北市

的三貂角、鼻頭角、桃園市的新屋、花蓮縣的

和平及臺南市的七股，若以暖季、冷季及平均

風達標、陣風達標來比較，撇除外島地區，在

暖季平均風較常達標的測站有:鼻頭角、三貂

角、七股，陣風較常達標的測站有:鼻頭角、梧

棲、和平、富貴角、七股；在冷季平均風較常

達標的測站是和平，陣風較常達標的測站有:梧

棲、恆春、車城、富貴角，其中梧棲、富貴角

在整年風速皆較大。 

        而比較兩種風場下強風達標頻率高的測站

大致與實際觀測相符，可以較精確顯示出易達

標測站，而官方預報強風範圍較廣，在風速強

度部分平均風及陣風皆較強約 1 級，不過在沒有

預報強風區域的好發強風測站仍容易達標，及

跟該測站特殊環境及地理位置有關，應特別考

慮，利用本研究結果可以在發布陸上強風特報

時參考鄉鎮達標頻率的分部，即可初步的鄉鎮

化陸上強風特報。 

 

圖 20 

圖 18 

圖 19 

圖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