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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6月2日有一梅雨鋒面與伴隨雨帶在臺灣北海岸地區造成超大豪雨事件。鋒面在當

日凌晨接近臺灣北部，緩慢南移且呈現類似滯留的現象，對流雨帶在北海岸造成的12小時累

積雨量高達641毫米。受此強降雨影響，北部地區多處出現淹水災情。綜觀環境分析顯示，

低層有噴流存在，低層鋒面輻合配合高對流層輻散，有利於對流系統形成與維持。雷達回波

與色調強化雲圖顯示，臺灣北部上空的對流發展旺盛，類似颮線的鋒面對流帶滯留在北海岸

與臺灣海峽北部，其上的對流胞不斷東移登陸造成持續的強降雨，並導致超大豪雨。

    本研究使用日本名古屋大學發展的雲解析風暴模式 (CReSS) 3.4.2版，模擬此個案以探

討造成高累積雨量的原因。3公里格點間距的模擬顯示，模式對於綜觀環境的表現與鋒面接

近臺灣北部時移動緩慢近似滯留的現象有合理掌握，累積降水值可達到近400毫米。透過地

形敏感度實驗的比較，顯示地形噴流的形成可在鋒面區產生較強的輻合，使得對流發展與增

強。若移除臺灣地形，則只有環境西南風與東北風產生的輻合，其強度較弱且對流胞較不活

耀。若僅移除臺灣北部的地形，則其影響與差別甚小，顯示此地形並非本個案超大豪雨發生

的原因。

    進一步利用上述3公里模擬與一預報成員所驅動的1公里高解析度模擬實驗顯示，前者在

24小時同樣可累積近400毫米的雨量，但高解析度預報則可超過600毫米，更接近實際觀測

值。造成兩者最大累積雨量差別的原因，為高解析度預報因雨帶在相同地方持續停留較長時

間，故在小範圍內可持續累積更高的降雨量；而儘管模擬的鋒面移動同樣緩慢且降雨強度也

相似，但因較屬移行性雨帶，故未停留在相同地方而導致降雨較為分散。高解析預報內，有

低壓擾動在臺灣西北近海生成，使得臺灣北部近海的輻合帶長時間滯留，低壓南側西風在海

峽北部與西南風輻合，增強後同時也增強與鋒後東北風的輻合，使得降水集中累積於臺灣北

海岸；而模擬中則無此低壓擾動，低層僅為鋒面伴隨之輻合，故輻合帶位置無法固定持續，

雖整體降水更多，但未能集中在北海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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