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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雹是什麼？
冰雹屬於一種固態降水，且主要發生在春夏兩季，

它的的形成其實跟雨水很像，上升氣流除了可以挾帶
水氣上升之外，也可能將已經凝結的小水滴推到高空，
如果高空的溫度達到攝氏零度以下時，小水滴就有可
能凝結成小冰晶。
         這些小冰晶在空中，藉由彼此間的吸附和碰撞，

進而增加其重量，加上強烈的上升氣流使得這些冰晶
能夠一直維持在冰冷的高空之中，直到上升氣流再也
無法撐住冰晶的重量，而造成冰晶墜落。在墜落的過
程中，如果冰晶融化，就是雨水，如果未融化的就稱
為冰雹。

(中央氣象署數位科普網)



引起災害的「超大冰雹」又是什麼？
在台灣，目前所記錄到的冰雹直徑通常不超過5公分，大部分甚至在3公分以下，相較之下，在國

外，冰雹直徑可能超過10公分，造成相當嚴重的損失。冰雹的大小主要受空氣潮濕度和上升氣流強度
影響，當這兩個因素達到一定程度，再加上鋒面使得地表溫暖潮濕、高空涼爽乾燥，就可能產生更強
烈的上升氣流，生成巨大的冰雹。這種不穩定的大氣結構也導致冰雹災害在某些特定區域發生(見下頁)。
        而隨著地球大氣溫度的升高，大氣將能夠容納更多的水蒸氣，提供了冰雹良好的生成環境。近幾
年，全球各地出現越來越多次直徑大於10公分的冰雹事件，不斷打破先前的紀錄，其對人類生活(農、

建築、畜牧、汽車、發電設施如風機、太陽能板等…）的威脅不容忽視！

2018美國科羅拉多州直徑12cm冰雹
(Colorado Climate Center)

2018阿根廷直徑18cm冰雹
(Victoria Druetta)



下圖是1979-2015年全球年平均大冰雹（>2.5cm）的機率圖（發生日數 / 年）。可看到在美國中部平

原、阿根廷安地斯山脈背風側、喜馬拉雅山南側、非洲中部、阿拉伯半島山區、部分歐洲地區都屬於
冰雹發生的熱點區域。而在研究方面以歐洲和北美洲的研究較完整，因此接下來的介紹會著重在冰雹
對歐洲和北美洲的影響。

哪裡會發生？

(Andreas and Greg 2018)

阿根廷

喜馬拉雅山

阿拉伯半島



冰雹資料：1990-2018 European Severe Weather Database （歐洲惡劣

天氣資料庫）接近四萬個案，包含發生的位置、時間、資訊來源、大小等
描述。
損失資料：NatCatService （全球巨災統計） 搜集了 1980-2018 與損失
相關的事件記錄，包含類型、地點、時間、損失金額等。

歐洲的冰雹事件與影響

(Púčik et al. 2019)



Fig2. 冰雹大小的累積相對頻率分為 1-1.9 公分、
2-2.9 公分至 9-9.9 公分。不考慮 10＋公分的冰雹。

≥2cm 
≥5cm 

Fig1. 1990 年至 2018 年間大冰雹（藍線）和特大冰雹
（紅線）報告的數量。

歐洲近年冰雹次數與大小

(Púčik et al. 2019)

從Fig1.可觀察到隨著時間的推進，冰雹事件的報告數量呈現增加的趨勢。雖然此現象可能歸因於資

訊的普及、人類活動範圍擴大，或者冰雹發生次數實際上有所上升，但不可否認的是「冰雹事件的
發生」確實對我們的生活產生影響。而大部分記錄到的冰雹大小落在2-3公分。



歐洲近年冰雹大小分佈

Fig3. 2006 年 1 月 1 日之前（之後）發生≥10cm的冰雹報告以橙色
（紅色）三角形表示，而≥5cm的冰雹為藍色小三角形。

(Púčik et al. 2019)

2006年之前：

≥10cm的冰雹報告多來自德國、捷克和
義大利北部。 

2006年之後：
≥10cm的冰雹報告來自高加索山脈以北、

阿爾卑斯山周圍地區以及塞爾維亞和羅馬
尼亞地區。

高加索山脈



對歐洲的衝擊

Fig4. 影響類型的相對頻率與冰雹最大直徑的關係。

農地 樹木 溫室

房屋屋頂 房屋窗戶 車身

車窗 動物 人

(Púčik et al. 2019)

對農作物和樹木的損害最常發生

在 3 公分大小的冰雹中。

冰雹尺寸為 5 公分時，車身、車

窗和屋頂受損最常見。

冰雹尺寸為 7 公分時，以車窗受

損最為常見。對於動物、人類的
影響則在各大小均有出現。

相對頻率＝
該類型受特定冰雹大小損害報告數(𝑒𝑥:農地受	2𝑐𝑚冰雹損害報告數)

該損害類型報告總數(𝑒𝑥:農地受冰雹損害報告總數)



Fig5.1980-2018 年，與冰雹相關超過一百萬美元的損失
(Púčik et al. 2019)

德

奧
瑞

對歐洲造成的損失

右圖是1980 年至 2018 年間歐洲

發生的 669 起冰雹損失，可以發現
它們多發生在德國、奧地利和瑞士。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 10 高的損失中，

有 6 次發生在德國。



冰 雹 資 料 ： 1955-2014 SPC Severe Weather

Database（風暴預測中心 劇烈天氣資料）接近27萬個
案，並選取冰雹直徑> 0.75 英吋（1.9公分）進行討論。

(Allen and Tippett 2015)

北美的
北美的冰雹事件與影響



北美近年冰雹次數與大小

National Severe Storms 
Forecast Center 成立

1995 Storm Prediction 
Center 成立

Fig6.1995-2014冰雹尺寸的年際變化
(Allen and Tippett 2015)

趨勢與歐洲相同，而國家強風暴預報中心、

風暴預測中心的成立和 90 年代初雷達的出
現，也讓個案數快速增加，也有研究認為北
美趨勢上升與人類活動範圍增加導致報告數
增加和相關機構的出現有關。



北美近年冰雹分佈

Fig7.1955-2014 年十年間隔的平均年高斯核平滑
（≥ 0.75 英吋或 1.9 公分）冰雹報告密度。

(Allen and Tippett 2015)

美國的冰雹發生地主要集中在美國

中部以及東南部。



對北美造成的損失

(NCEI)Fig8. 1980-2023因為劇烈天氣（強風、龍捲風、冰雹）超過10億美元的事件造成的損失

從圖中可見近幾年來因劇烈天

氣的損失（房屋、車輛、農業、
基礎設施）均比平均高出許多，
而今年更是創了有紀錄以來的
新高。部分地區也因保險賠償
過高的問題，導致部分保險業

不再提供保險服務。

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費者價格指數
（CPI）是衡量通貨膨脹的眾多指數之一 



氣候變遷如何影響冰雹
區域 觀測趨勢（觀測位置/年份） 預估未來變化（模擬位置/年份）

東亞
• 冰雹頻率減少（中國北部1980-2012、韓國1972-

2013）
• 冰雹尺寸縮小（中國1980-2015）

• 尚未有相關研究

歐洲

• 各國趨勢不一致
• 強度增加（義大利東北部1975-2009）
• 破壞增加（德國西南部1983-2004）
• 環境更有利冰雹（南歐和中歐地區）

• 環境有利於冰雹生成（歐洲RCP4.5、RCP8.5環境
下,2071-2100）

北美
• 沒有明確的觀測趨勢（洛磯山脈和其東南部1986-

1995，近年來的增加則歸因於報告數與人口的增
加，非天氣條件。）

• 事件減少，但更嚴重（北美2041-2070、2071-
2100）

澳洲
• 頻率減少（新南威爾斯州1989-2002 年的冰雹頻

率低於 1953-1988 年。雪梨周邊1989-2013年的
報告中，自2009年，冰雹頻率有所下降。）

• 頻率增加，嚴重程度增加（雪梨盆地2001-2050）

Raupach et al. (2021)



在台灣有機會發生嗎？

有的！台灣在近10年都有報導或是民眾發現

冰雹(約80-90件)，時間主要出現在春夏兩季，

從先前的研究中也可以發現海陸風輻合、高層冷

心低壓、較高的濕度、不穩定的大氣環境等等因

素，使得台灣出現較強的對流系統。這些對流系

統中可能出現強勁的上升氣流，便能使冰晶能夠

一直維持在冰冷的高空之中，進而形成冰雹。

       而讓大家比較有印象的應是在2022年6月發

生在台北和新北的降雹事件，雖然大小約米粒大

小(可參考右圖)，但因發生在台北市區內，讓許

多媒體爭相報導。

氣候變化正在改變冰雹的特性和災害的模式，

台灣未來是否需要面對「超大冰雹」的災害，值

得持續注意和關心！

(圖截自前氣象署長鄭明典臉書，照片圖源為Thunder Th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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