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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季對台灣來說是個重要的降水時期，在此季節西南氣流(SW)和海洋邊界層

噴射流(MBLJ)會從熱帶海洋輸送溫暖潮濕的空氣至臺灣地區，進而對大雨事件

有重要影響(e.g., Chen and Yu 1988; Chien and Chiu 2019; Chien et al. 

2021; Chen et al. 2022)。因此本研究探討了自 1997 年至 2022 年的梅雨季（5

月 15 日至 6 月 15 日）臺灣南部降水量與南西南氣流及相關氣象系統之間的關

係。 

 

本研究參考了 Huang and Chen(2014)對天氣系統的分類方法，使用 JMA 天

氣圖對影響臺灣南側西南氣流生成的天氣現象進行分類。研究結果顯示，影響 SW

生成與降水強度的最主要天氣系統是西南渦，其次是低壓槽，最後是副熱帶高壓

(圖 1)。 

 

 

氣象系統是由各種因素的複雜交互作用所產生，進而導致降雨，在副熱帶高壓事

件中，水氣是影響降雨強度的主要因素(圖 2)，當氣壓梯度變大時會使濕度變小，

進而導致降水的減少。對於低壓槽事件，當低壓中心離臺灣越近則臺灣降水越強 

(表 1)。而在西南渦事件中，低壓中心的位置對於臺灣降水的降水至關重要(圖 3）

(表 2)。總結來說，在伴隨臺灣南側高壓主導的 SW 事件的情況下，降雨強度主

要受到台灣西南部的濕度相關。反之，若是臺灣北側低壓系統主導的情況之下，

則是其位置直接影響降水強度。本研究的結果有助於釐清 SW 事件期間降水差異

的原因，這對於災害預防至關重要。 

 

 

 

 

 

 

 

 

 

 

圖 1: 不同天氣系統之南台灣平均降雨量 

 

圖 2 : 副熱帶高壓事件中各項因子間的相關係數 表 1 : 低壓槽事件中各項因子與距離間的相關 



 
 

 

 

 

 

 

 

 

 

 
  

表 2 : 西南渦事件中的各項因子與距離的相關 

圖 3 : (a)西南渦事件中各項因子間的相

關 

⚫ 位於 115°E以西的西南氣旋事件表現出水氣通量和降水之間的相對低相關性。 

 

圖 3 : (b) 西南渦事件西南渦中心位置

與該事件的風速散佈圖 

圖3 : (c) 西南渦事件西南渦中心位置

與該事件的降水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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