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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旱是指水文循環中，在廣大的空間範圍中的儲水體（河川、

湖泊、水庫、積雪、土壤、地下水）或通流量（降水量、蒸

發量、逕流量）長時間缺乏水份的狀態。而當此缺水狀態已

超過其正常含水量之門檻值，乃至於造成負面的影響、甚而

釀成災害時，可稱為乾旱災害（簡稱旱災）。

乾旱分為水文乾旱、氣象乾旱、農業乾旱

✔「氣象/氣候乾旱」為氣候變異造成長時間的降雨量不

足或蒸發量增加

✔若乾旱程度增加，土壤含水量逐漸減少，造成農作物產

量下降即為「農業乾旱」

✔更甚者使得地表逕流、河川流量及地下水補注量逐漸減

少，產生「水文乾旱」

✔若已造成供水不足之缺水問題，導致社會經濟損失為

「社會經濟乾旱」

▊ 前言

資料來源：NC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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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

測站資料

• 臺灣22個署屬測站: 

淡水、臺北、基隆、花蓮、

宜蘭、臺南、嘉義、臺中、

大武、新竹、恆春、成功、

臺東、鞍部、竹子湖、日月

潭、阿里山、玉山、彭佳嶼、

蘭嶼、澎湖、東吉島

• 時間長度:
1979Jan~now

網格資料

• 臺灣高解析度1公里資料(TaiSA): 

時間長度：1998~now

• 水庫集水區資料:

時間長度：1998~now

• ERA5再分析資料

時間長度：1979~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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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地區的氣象乾旱 極端乾期指數(DS index,卓與盧2013)

卓與盧(2013)計算極端乾期指數為先根據各測站的歷史資料決定異常偏長乾期的門檻值，再綜合6個中央氣象

局綜觀氣象站(臺北、臺中、臺南、恆春、花蓮和臺東)的乾期判斷結果，計算用以代表全臺的乾旱指數。極

端乾期門檻值判定是以各測站每日前90天窗區中每段連續不降水期各自的不降水日數為基準，依照日數將連

續不降水日數分組並統計各組發生次數，再依照日期統計各組連續不降水日數在此年間的總發生次數，得到6

個測站各別的全年時間序列，作為異常偏長乾期門檻值的決定基礎。篩選標準為各測站的全年時間序列中，

依照日期選出每日連續不降水日數發生次數百分化中最少的1%組別，其對應的連續不降水日數即為門檻值，

從而得到各測站1月1日至12月31日每天一組門檻值，作為是否有異常偏長乾期極端事件發生的判斷條件。

TMD index 洪與施(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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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異常極端乾期監測

監測署屬測站過去一年是否有異常極端的極端乾期發生，即判斷連續不降雨日數有無罕見的過長現象。極端乾

期是以1951-2010年的每日(含當日)往前90天內不同連續不降雨日事件數為基礎，將連續不降雨日數發生機率

低於10%(D90級)的事件定為輕度極端事件，若連續不降雨日數發生機率低於5%(D95級)定為中度，低於

1%(D99級)則定為罕見或異常極端乾期。

█ 異常極端乾期: 輕度(D90)、中度(D95)、異常(D99)█ 連續不降雨日數

█ 雨量監測: 過去90天累積雨
量轉換為氣候基期的百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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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地區的氣象乾旱

✓ 蕭(1997)定義

-客觀必要條件：連續20日或以上日降水量均未

達0.5mm

-充分條件

1)年降水量(365日之累積量)與最近期準平均值

之百分比低於60%

2)30日降水量累積值低於最近準平均期同時間

之第一個十分位值(該值必須大於或等於0.5mm)

✓ NDI(New Drought Index)

1)累積降水量(365日/180日/90日)與最近期準

平均值之百分比低於60%

2)30日降水量累積值低於最近準平均期同時間

之第一個十分位值(該值必須大於或等於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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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旱指標 乾旱綜合管理計劃（ID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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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是美國氣象學會使用的標準化降雨指數，由McKee et al.(1993)提出。2009年，WMO推薦SPI作為主要

的氣象乾旱指數，各國可將其用於監測乾旱（Hayes，2011）。通過將SPI確定為廣泛使用的指數，WMO為

那些力圖建立乾旱預警的國家提供了方向。以時間為主軸，將不同尺度的降水量化成SPI指數。SPI指數小於

0即定義為各種不同程度的乾旱，一般來說小於-2即為非常嚴重之乾旱。

-優點：

(1)因為僅由降水量得出，故計算較簡單，且不受土壤濕度及地形因素影響，可應用於任何季節。

(2)由於可變時間尺度，可廣泛應用於氣象、農業、水文，也有助於釐清造成乾旱事件之動力機制的分析，優

缺點。確定乾旱的開始和結束時間。

(3)由於標準化的關係，確保極端事件在任何時間、地點的發生頻率是一致的。

▊ 氣象乾旱指標簡介 SPI(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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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象乾旱指標簡介

PDSI（帕爾默乾旱嚴重性指數；Palmer,1965）；sc-PDSI

-使用溫度和降水來估計相對乾燥度。此指數為標準化數值，通常範圍從-10（乾）到+10（濕）。目前如

NOAA之類的單位通常顯示的數值範圍是-4到+4，但有可能出現更極端的值。PDSI合理並成功地量化了

長期乾旱的程度。由於使用了溫度和物理水平衡模式，因此可以通過潛在蒸散量的變化來捕捉全球變暖

對乾旱的基本影響。

-sc-PDSI則是針對各測站本身的氣候值進行校正

SPEI(標準化降水蒸發散指數；翁與楊2013a,b)

-利用不同時間尺度的累積降水量和平均溫度資料，推估出潛勢能蒸發散量，並將累積雨量減去潛勢能蒸

發散量得到剩水量值，再將剩水量標準化得到SPEI指數資料。SPEI指數負值為乾旱傾向。

-缺點：SPEI指數因為納入了溫度的變量，考慮蒸發量的計算，因而在臺灣這種夏季高溫地區會造成蒸發

量大增而顯示乾旱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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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旱指標監測產品 署屬測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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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旱指標監測產品 氣候觀測雨量/溫度網格資料Ta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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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旱指標監測產品 水庫集水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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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旱指標監測產品 全球網格資料(ERA5)



2024年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

中央氣象署 海象氣候組
Marine Meteorology and Climate Division
Central Weather Administration

▊ 未來工作 發展氣象乾旱指標預報產品/發展全面性乾旱指引

 觀測資料

以觀測資料(水庫入流量)建立乾旱
等級，應用於預報。

 模式預報資料

1. EC_SEAS5 預報資料

解析度：0.4度

預報長度：7個月

2. CWACFSv2GSM 預報資料

解析度：TL359 (0.5度)

預報長度：13個月

3. CWACFSv2RSM 預報資料

解析度：0.4度

預報長度：7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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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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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工作
發展氣象乾旱指標預報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