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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背風渦流
Lai and Lin(2020)



台灣的背風渦流 Hsin-Chih Lai and Mei-Chi Lin(2020, AE)
渦流出現在925mb



IOP2 無人機觀測
(王聖翔-KPEx高屏環流觀測實驗)
燕巢 萬巒

萬巒整體有較高的污染

向北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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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尺度環流-地面天氣圖

• 2/27-2/28
大陸冷高
壓減弱
(1020 hPa
等值線北
退)

• 2/26-28地
面東北風



大尺度環流-850hPa天氣圖

• 2/28 6℃
等溫線北
退

• 2/29華南
冷空氣逐
漸接近台
灣。

• 2/27 12Z-
2/29 00Z
台灣為西
南風



區域環流

• 2/28高壓減弱，局部環流顯著。
• 0800L高雄東北風(大尺度環流+離岸風)
• 1400L高雄北部西北風(海風)，南部西南風(海風)
• 2000L台南東北風(大尺度環流+離岸風)，高雄西北風(海風)



大氣垂直結構

2/28 12 925hPa

大尺度環流+渦流
(近地層東北風，
925hPa東南風，
850hPa西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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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無渦流
細網格呈現高雄外海氣漩渦流
若是海風效應，可以到750m？

高雄外海C及A渦流均向岸風
利於空氣汙染堆積內陸



台南也出現氣漩渦流

夏天弱東北風更容易出現背風渦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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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風渦流的理論

U:速度；d:障礙物高度；ν：黏滯性



背風渦流的理論

A Three-Dimensional Simulation of 
Airflow and Orographic Rain over the 
Island of Hawaii. 
Kyozo Ueyoshi and Young-June Han, 
1991, Meteorological Society of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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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層發生(925hPa)有渦流
地面不一定有渦流
氣流過山與繞山(Fr)
過山：形成上升冷卻、下沉增溫
繞山：黏滯力的效應



Tilting of baroclinically generated vort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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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風面上升，也繞流
背風面下沉(即使是夏
天中午)
背風順時針渦流

正比於

產生負垂直
渦度-反氣旋
順轉



結論：
空氣汙染與渦流關係密切。
渦流、海陸風、邊界層結構密切相關。
台灣山脈造成複雜環流，渦流生成、
發展、移動、週期，需更進一步分析。
釐清複雜地形的氣流行為，需要中尺
度動力氣象理論與應用層面更廣泛的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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