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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提要

•臺灣地區冷季降水過程

•臺灣地區異常(氣候平均值正負2個標準差) 及特殊降水
研究個案

•個案機制及結果發現

•應用與建議



⚫宜蘭縣：南澳西帽山 ２０２２年累積年雨量１２０２７毫米

⚫臺北市：擎天崗

⚫新北市：大坪



北方主槽的緯度與強度

北方槽相位是否與南支槽一致或其槽前與副熱帶高壓合流

華南短波槽或雲雨區是否持續不減弱

旋生與鋒面通過位置是否靠近臺灣

LLJ,θe主軸指向、南方水氣平流是否朝向臺灣

高架傾斜對流(Over running)、對稱不穩定

500hPa,700hPa有槽線、850hPa有風切線

高層輻散與低層輻合

地形舉升、潛在不穩定、潛熱釋放

能破壞位渦守恆物理量產生額外之作用力 (forcing)

臺灣冷季
降雨機制



臺灣低壓

東海氣旋

江淮氣旋

冷季影響臺灣降水天氣型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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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季降水

主要物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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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25~9/27

宜、花異常降水個案





橫切經南澳附近

橫切經南澳附近

Div Omega

CAPE



2022年9/24 06z 預測9/24 12z~9/25日00z 

官方預測極值
明顯偏少QPESUMS

OBS劇烈天氣監測系統



暖空氣上滑傾斜對流(overrunning)型態
(2022年12月29低層東北季風搭配700hPa槽前西南風)



CSI 剖面圖

剖面圖是根據ML93 (Moore, J. T., and T. E. Lambert, 

1993)之方法，三維簡化為二維EPV。

垂直於對流層中層熱力風方向：選擇850hPa至300hPa厚

度梯度方向，做2D剖面來診斷CSI。

trough
850hPa 至 300hPa thickness
(thermal  wind)



台灣地區在氣候上，從九月中旬起至翌
年的梅雨季止，常受北方冷空氣的侵入，
亦時而有南方暖濕氣流北上影響。「潛
在性對稱不穩定(PSI)」常發生在秋季
至春季的鋒面系統中、華南雲雨區東移
過程中以及槽前潮濕環境又有「暖空氣
爬升」(overrunning)之過程中。

Geostrophic momentum

Mg=ug-fy

絕對地轉動量

CSI

當EPV(相當位渦)為負值
，且大氣是中性或弱對流穩定

南北

條件性對稱不穩定(CS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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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28 06z 預測12/29 00~12z 

官方預測雨型
範圍偏小QPESUMS

OBS劇烈天氣監測系統



華南雲雨區東移型態：2023年3月26日玉山初雪



南屯雷達











春季華南至臺灣短波系統是否頻散之探討：

判斷春天短波
系統是否頻散？



大氣穩定度及選擇的H/n(eigenvalue)變化，比緯度變化
影響更顯著

羅斯貝變形半徑



應用與建議

•QPF在東北季風異常降雨和共伴效應類型，預報各主要指引往往
均顯著低估降水極端量值，建議預報操作可參採較極端如QPFP-
10%指引加以應用；雨型方面ECMWF_P0.1 ﾟ整體表現較佳，迎風
面處降雨極端值以WRF系列較優。

•冷季主要的熱動力參數和暖季有所差異，CAPE及SRH在春、秋季
有熱力作用增加時可參考，冬季熱力作用微弱時未必適用。

•今日的超級電腦已能大致模擬東北季風之變化，掌握明顯降雨，
但遇到異常極端降雨，仍可能發生的時間、區域上的誤差，欲精
準預報雨量的多寡及時空的分布，仍需持續的累積經驗方能精進
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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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聆聽！

Thank you for paying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