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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出驚人－台灣地區降雨型態及變遷的探討 

 

 
 

摘要 
本研究利用中央氣象局 2003 年至 2010 年日雨量資料，選擇 20 個測站進行分析。首先以降雨

相關性分析而言，較高相關性天氣預報區域，可分為北部及中南部地區，而恆春半島可另外

劃分成一預報區以提高預報精準度。再者，我們訂定降雨空間與時間指標，並依兩種指標繪

成指標特性分布圖，且從圖中的趨勢線判斷出四種降雨型態，像是受到地形及季風影響在各

雨季表現差異外，也可以發現山區較易出現異於其他地區的空間降雨。另外，從 8 年所有地

區降雨變遷線發現台灣地區降水趨勢一致，若能分析數個區域的雨量升降趨勢，就足以代表

全島的雨量變遷。最後，我們分析 30 年的長期雨量，發現降雨天數略微下降，但在夏季的降

雨量有顯著增加趨勢，而乾季的雨量卻有下降趨勢，顯示未來乾雨季將更加分明。 

 

 

壹、研究動機 
近年來的降雨議題大家更加重視，山崩、土石流主要是豪雨所造成；雖然天氣預報可發布豪

雨預警，但在各地區卻出現降雨強度的差異，而使預報準確性不佳，造成區域性豪雨成災，

如:2010 年梅姬颱風使蘇花公路有重大傷亡。於是在組員的討論下，我們針對此方向和展開熱

切的研究，包括：降雨是否有區域分布?區域性強降雨何時會出現？過去和現在如何演變？ 

 

貳、研究目的 

從中央氣象局測站的歷年日雨量資料庫搜集資料，選定 20 個代表測站進行區域分類並分析，

以瞭解各區域的降雨特性及可能的影響因素。研究流程如下： 

一、依區域特性選定氣象測站並分類，搜集 2003-2010 年之日雨量資料，進行初步分析。 

二、分析各區域測站的日雨量相關係數，以瞭解所選定測站在降雨時間及強度是否有一致

性，來驗證所選定測站的代表性。 

三、將日雨量資料轉換成時間與空間距平值，定義出降水指標，並加以統計定義區域性強降

雨，探討各區域的降雨差異。 

四、以時序排列的雨量資料，探討雨量變遷歷程。 

五、從相關性分析選擇具有代表台灣全區特性的測站，收集近 30 年的日雨量資料，以時序分

析瞭解 30 年來的降雨變遷，探討未來可能變遷方向。 

 

叁、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 電腦及網際網路。 

二、 Microsoft  Office  Excel  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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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依區域特性選定氣象站並分類，搜集 2003-2010 年之日雨量資料，進行初步分析。 

(一) 本研究將台灣地區依地理位置及地形特徵進行分類；地理位置以中央山脈為界可分東部

區域和西部區域；西部區域再細分為北部、中部、南部三個區域，故共可分為四個區域。

而地形特徵分為山區、平地及島嶼三種地形。 

(二) 從中央氣象局局屬氣象測站中，依上述兩種特性區分並選定研究，為避免測站的特殊性

造成誤判，故平地測站選定 3 個分散於區域內的測站進行研究；但部分山地測站及島嶼

測站受限資料來源，只能使用 1 個或 2 個測站資料；上述區域分類及所選測站位置分布

(圖一)；並依區域類別測站分類表進行分類(表一)，其中南部無島嶼及高山測站、東部無

高山測站；故共有九種類別。 

 
圖一   研究區域分類及選定代表測站位置分布圖 

 

表一 依區域類別測站分類表 

 山地 平地 島嶼 

北部 鞍部、竹子湖 台北、新竹、宜蘭 彭佳嶼 

中部 阿里山、玉山 台中、雲林、嘉義 東吉島、澎湖 

南部 X 台南、高雄、恆春 X 

東部 X 花蓮、成功、台東 蘭嶼 

(三) 至中央氣象局氣候統計資料庫，搜集列表中各測站 2003-2010 年的日雨量資料資料匯入

Microsoft  Office  Excel 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以瞭解各區域降雨情況。 

(四) 從文獻中瞭解，台灣地區的降雨季大致可分類為梅雨季(5、6 月)、颱風季（7-10 月）及

乾季（11-4 月）；故在進行研究時，採用三個雨季進行區分，以瞭解降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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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各區域測站的日雨量相關係數，驗證所選定測站的代表性。 

(一) 相關係數是兩個連續變項之間線性關聯強度的指標，可以用來反應變項關聯的基本性質

與變化趨勢，相關係數絶對值越大表示線性關聯越強，其中相關係數值及其關聯程度如

表二所示，利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軟體將資料進行各測站相關係數分析，驗證在

區域內的測站是否有一致性；亦可比較不同區域間的差異性。 

         表二  相關係數值及其關聯程度表 

 

 

 

 

 

 

 

 

(二) 以不同雨季進行相關係數分析，尋找不同雨季是否有各測站間的差異性，探討就降雨上

天氣預報分區有無改良空間。 

 

 

三、將日雨量資料轉換成時間與空間距平值，定義出降雨指標，並加以統計定義區域性強降

雨，探討各區域的降雨差異。 

(一) 因未降雨天數過多而且雨量差異極大，在進行統計強降雨時，除了和測站本身的歷史

資料來計算時間距平強降雨以瞭解降雨特性外，另外也可以探討在同時間的各測站降雨

差異，是否有異於其他測站的空間距平強降雨，故以時間距平及空間距平兩個特性來進

行探討。 

(二) 距平標準化分析法：將測站之數據輸入軟體後，計算測站平均值，作為零基準，再將

每筆資料減去零基準，求得距平值，以瞭解該筆資料和平均值的差異。而因每個測站或

每天的降雨分布有差異，需要以統計方法加以修正來標準化，須求出不同降雨分布的標

準差，再計算各筆資料標準化後的指標，以ΔS 來表示。 

其中指標 ΔS＝（觀測值 － 平均值）/ 標準差。 

(三) 用各個測站單日雨量資料算出台灣地區的平均值，再以各測站的日雨量資料平均值減

之，因而算出各測站的空間距平，再除以空間標準差，算出各測站降雨空間指標。 

(四) 以相同的道理，單一測站雨量資料算出該測站 8 年日降雨平均值，再以該測站的日雨

量，再扣除日降雨平均值，求出該測站的時間距平，同樣的除以該測站 8 年日降雨標準

差，算出該測站時間指標。 

(五) 為瞭解相同區域各地形在不同雨季的降雨特性，把空間指標作為縱軸，時間指標作為

橫軸，應可由空間指標及時間指標作為區分類型，繪製成 XY 散布圖並加上趨勢線後，

可由趨勢線斜率及長度顯示出該測站的降雨特性。 

 

 

相關係數範圍(絕對值) 關聯程度 

1.00 完全相關 

0.70 至 0.99 高度相關 

0.40 至 0.69 中度相關 

0.10 至 0.39 低度相關 

0.10 以下 微弱或無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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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時序排列的雨量資料，探討雨量變遷歷程。 

(一) 在降雨的雨季分類，除了上述的乾季及梅雨季外，我們發現七月到十月強降水可能是

颱風，也可能是午後雷陣雨，所以我們至中央氣象局的網站搜尋 2003~2010 年颱風資料，

再把七月到十月細分成颱風降水及午後雷雨兩類，共分四類依次探討，並依前面的測站

分類為九個區域，依時間順序排列，畫出雨量時序圖來進行分析。 

(二) 為防止因單一特殊降雨造成該年有較特殊的雨量，故在進行雨量時序時，使用了三年

的移動平均線分析，來平滑數據使趨勢線更容易顯現。 

(三) 依空間距平及時間距平來定義強降雨，計算強降雨天數變遷是否有趨勢性，依時間順

序排列，畫出強降雨天數時序圖進行分析。 

 

 

五、從相關性分析選擇具有代表台灣全區特性的測站，收集近 30 年的日雨量資料，以時序分

析瞭解 30 年來的降雨變遷，探討未來可能變遷方向。 

(一) 利用各測站和台灣全區雨量均值相關係數來找出和台灣均值一致性較高的測站－阿

里山和嘉義，並另選取和北部相關性較高的鞍部測站，以避免北部與中南部的降雨差異

造成誤差，作為台灣地區長期變遷的代表測站。 

(二) 為防止因單一特殊降雨造成該年有較特殊的雨量，故在進行雨量時序時，使用了三年

的移動平均線分析，來平滑數據使趨勢線更容易顯現。 

(三) 統計近三十年（1979 年至 2010 年）測站的雨量資料進行分析，定義小雨是日雨量大

於 0 毫米但小於 5 毫米，中雨是日雨量 5 毫米以上但小於 50 毫米，大雨是日雨量 50 毫

米以上，然後將年雨量、降雨天數和小雨、中雨、大雨天數繪製成折線圖，並加上趨勢

線，以瞭解長期變遷趨勢。 

(四) 由於現在社會許多人提出近年來雨量成極端，所以我們以同樣的方式進行統計，將四

種降雨類型長期變遷趨勢分別畫出，並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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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依區域特性選定氣象測站並分類，搜集 2003-2010 年之日雨量資料，進行初步分析。 

(一) 進行年雨量統計，台灣各測站平均年雨量如圖二；圖中顯示在山地雨量約為 4000-5000

毫米；平地雨量約為 2000 毫米上下，各區域差異不大；島嶼雨量在中部約為 1000 毫米，

在東部達 3000 毫米，差異較大。綜合而言，測站的年雨量大致在一個範圍內，在計算全

區平均雨量並沒有因單一測站雨量過大而產生不當加權的現象。 

台灣地區各測站平均年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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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 台灣地區各測站平均年雨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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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灣地區各測站平均全年未降雨天數如圖三；顯示中部地區平地、島嶼、南部地區未降

雨天數大於 250 天，而北部平均的差異最大；北部山區及東部島嶼的未降雨天數均少於

200 天。全區的未降雨天數無特殊過多或過少的測站。 

平均年未降雨天數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台

北

新

竹

宜

蘭

竹

子

湖

鞍

部

彭

佳

嶼

台

中

雲

林

嘉

義

阿

里

山

玉

山

澎

湖

東

吉

島

台

南

高

雄

恆

春

花

蓮

台

東

成

功

蘭

嶼

未
降

雨
天

數

 

圖三  台灣地區各測站平均全年未降雨天數圖 

(三) 分析比較各區域的不同雨季的降雨雨量比例如圖四，結果顯示台灣各區主要降雨為颱風

季約占 50％或更高；梅雨在中、南區及北部山區島嶼也占有 20％以上；所謂的乾季只有

在中部(15%)及南部(10%)較明顯，北部及東部島嶼仍一定的雨量（30％以上）。但因乾季占

半年的時間，平均下來日雨量仍屬較乾燥的情況。 

各雨季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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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各區域的不同雨季的降雨雨量比例圖 



7 
 

二、 分析各區域測站的日雨量相關係數，來驗證所選定測站的代表性。 

(一) 以 8 年全年日雨量資料進行全區相關係數分析，結果如表三；顯示在各區域內的相關性

中度相關以上，和其中中部平地呈現高度相關，只有蘭嶼和花蓮相關性較低，其餘各區域

內有一致性；就降雨而言，除了恆春以外的中南部降雨有一致性；可做為同一區域進行預

報。 

(二) 在鄰近地區的測站，也容易有高度相關，如玉山阿里山、台北竹子湖鞍部、嘉義台南、

成功台東。 

(三) 在全島均值的相關性比較，顯示中部山區及平地和全島均值較一致，尤其是玉山、阿里

山、嘉義、雲林、台南所屬的雲嘉南地區；而蘭嶼和全島均值相關性低。 

 

表三  全年日雨量資料全區相關係數分析表 

  
台

北 

新

竹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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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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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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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中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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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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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南 

高

雄 

恆

春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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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東 

成

功 

蘭

嶼 

台北 1.00                       

新竹 0.71  1.00                      

宜蘭 0.62  0.43  1.00                    

竹子

湖 
0.76  0.61  0.71  1.00                    

鞍部 0.76  0.64  0.68  0.95  1.00                  

彭佳

嶼 
0.58  0.58  0.45  0.63  0.62  1.00                

台中 0.41  0.63  0.24  0.33  0.35  0.36  1.00                     

雲林 0.35  0.51  0.23  0.28  0.29  0.29  0.82  1.00                

嘉義 0.32  0.44  0.21  0.25  0.27  0.28  0.73  0.85  1.00              

阿里

山 
0.45  0.54  0.34  0.42  0.42  0.48  0.71  0.75  0.79  1.00              

玉山 0.48  0.55  0.37  0.48  0.47  0.50  0.65  0.68  0.73  0.93  1.00            

澎湖 0.26  0.37  0.14  0.18  0.21  0.24  0.56  0.63  0.65  0.59  0.56  1.00           

東吉

島 
0.28  0.35  0.16  0.20  0.23  0.29  0.50  0.59  0.68  0.64  0.61  0.75  1.00         

台南 0.32  0.36  0.21  0.23  0.24  0.33  0.46  0.60  0.71  0.66  0.66  0.62  0.72  1.00          

高雄 0.23  0.29  0.17  0.18  0.19  0.26  0.37  0.47  0.59  0.53  0.58  0.48  0.56  0.81  1.00        

恆春 0.19  0.19  0.23  0.20  0.20  0.25  0.21  0.29  0.35  0.37  0.45  0.31  0.38  0.49  0.56  1.00      

花蓮 0.35  0.23  0.51  0.40  0.41  0.30  0.22  0.29  0.33  0.36  0.44  0.33  0.36  0.36  0.35  0.42  1.00        

台東 0.15  0.12  0.26  0.17  0.17  0.15  0.15  0.22  0.26  0.22  0.30  0.26  0.32  0.34  0.41  0.56  0.50  1.00      

成功 0.17  0.13  0.33  0.22  0.22  0.13  0.12  0.19  0.22  0.20  0.30  0.24  0.28  0.29  0.34  0.48  0.58  0.83  1.00    

蘭嶼 0.16  0.12  0.33  0.26  0.25  0.14  0.09  0.14  0.15  0.16  0.23  0.14  0.17  0.22  0.28  0.46  0.38  0.51  0.52  1.00  

全區 0.66  0.68  0.58  0.67  0.68  0.61  0.69  0.73  0.76  0.85  0.88  0.63  0.68  0.73  0.65  0.56  0.60  0.47  0.47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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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 8 年梅雨季日雨量資料進行全區相關係數分析如表四，顯示在東部內部不一致，而且

東部和全島各測站的相關性低，在梅雨季時東部測站不宜劃分為同一區域進行預報。 

 

表四  梅雨季日雨量資料全區相關係數分析表 

  
台

北 

新

竹 

宜

蘭 

竹子

湖 

鞍

部 

彭佳

嶼 

台

中 

雲

林 

嘉

義 

阿里

山 

玉

山 

澎

湖 

東吉

島 

台

南 

高

雄 

恆

春 

花

蓮 

台

東 

成

功 

蘭

嶼 

台北 1.00                       

新竹 0.71  1.00                      

宜蘭 0.49  0.52  1.00                    

竹子

湖 
0.79  0.77  0.49  1.00                    

鞍部 0.79  0.81  0.53  0.96  1.00                  

彭佳

嶼 
0.47  0.63  0.37  0.58  0.62  1.00                

台中 0.59  0.69  0.43  0.62  0.64  0.45  1.00                     

雲林 0.37  0.48  0.31  0.34  0.39  0.21  0.74  1.00                

嘉義 0.38  0.44  0.29  0.34  0.39  0.17  0.69  0.87  1.00              

阿里

山 
0.44  0.52  0.38  0.38  0.45  0.27  0.70  0.78  0.80  1.00              

玉山 0.45  0.52  0.40  0.40  0.46  0.28  0.67  0.73  0.75  0.94  1.00            

澎湖 0.34  0.38  0.20  0.29  0.34  0.15  0.52  0.63  0.72  0.71  0.67  1.00           

東吉

島 
0.33  0.38  0.27  0.27  0.30  0.18  0.60  0.66  0.71  0.59  0.57  0.74  1.00         

台南 0.35  0.38  0.34  0.30  0.31  0.16  0.47  0.62  0.72  0.58  0.56  0.56  0.69  1.00          

高雄 0.26  0.35  0.28  0.23  0.23  0.14  0.39  0.47  0.53  0.47  0.52  0.44  0.55  0.78  1.00        

恆春 0.19  0.19  0.22  0.17  0.18  0.10  0.16  0.23  0.23  0.24  0.33  0.18  0.28  0.42  0.48  1.00      

花蓮 0.30  0.29  0.40  0.26  0.27  0.17  0.34  0.37  0.37  0.40  0.45  0.32  0.23  0.25  0.29  0.33  1.00        

台東 0.10  0.12  0.18  0.08  0.08  0.05  0.14  0.25  0.29  0.25  0.34  0.22  0.32  0.43  0.55  0.58  0.39  1.00      

成功 0.09  0.13  0.17  0.07  0.08  0.04  0.15  0.23  0.25  0.26  0.32  0.19  0.24  0.29  0.36  0.44  0.36  0.81  1.00    

蘭嶼 0.01  0.05  0.09  0.03  0.02  0.01  0.09  0.12  0.14  0.16  0.22  0.10  0.26  0.26  0.43  0.51  0.18  0.60  0.47  1.00  

全區 0.65  0.73  0.54  0.64  0.68  0.45  0.80  0.79  0.82  0.85  0.86  0.70  0.71  0.75  0.68  0.46  0.50  0.46  0.40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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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以 8 年颱風季日雨量資料進行全區相關係數分析如表五，顯示在各區域內的相關性中度

相關以上，區域內有一致性。 

 

表五  颱風季日雨量資料全區相關係數分析表 

  
台

北 

新

竹 

宜

蘭 

竹子

湖 

鞍

部 

彭佳

嶼 

台

中 

雲

林 

嘉

義 

阿里

山 

玉

山 

澎

湖 

東吉

島 

台

南 

高

雄 

恆

春 

花

蓮 

台

東 

成

功 

蘭

嶼 

台北 1.00                       

新竹 0.70  1.00                      

宜蘭 0.69  0.47  1.00                    

竹子

湖 
0.79  0.66  0.75  1.00                    

鞍部 0.78  0.68  0.72  0.96  1.00                  

彭佳

嶼 
0.60  0.60  0.49  0.68  0.66  1.00                

台中 0.31  0.62  0.20  0.28  0.29  0.33  1.00                     

雲林 0.30  0.55  0.21  0.26  0.27  0.31  0.86  1.00                

嘉義 0.26  0.46  0.18  0.23  0.24  0.31  0.75  0.84  1.00              

阿里

山 
0.44  0.62  0.34  0.44  0.43  0.54  0.72  0.75  0.80  1.00              

玉山 0.48  0.61  0.37  0.50  0.49  0.57  0.65  0.67  0.73  0.93  1.00            

澎湖 0.21  0.39  0.11  0.15  0.17  0.25  0.57  0.62  0.63  0.56  0.54  1.00           

東吉

島 
0.23  0.36  0.12  0.17  0.20  0.31  0.49  0.57  0.68  0.65  0.62  0.76  1.00         

台南 0.29  0.37  0.18  0.22  0.24  0.40  0.44  0.58  0.70  0.70  0.70  0.66  0.76  1.00          

高雄 0.19  0.27  0.13  0.16  0.17  0.30  0.33  0.45  0.60  0.54  0.60  0.50  0.58  0.82  1.00        

恆春 0.18  0.21  0.22  0.19  0.19  0.30  0.22  0.30  0.39  0.41  0.50  0.36  0.42  0.56  0.61  1.00      

花蓮 0.36  0.25  0.51  0.40  0.41  0.32  0.19  0.26  0.32  0.35  0.44  0.33  0.37  0.39  0.37  0.42  1.00        

台東 0.12  0.11  0.23  0.12  0.13  0.14  0.14  0.19  0.24  0.20  0.27  0.25  0.30  0.32  0.37  0.50  0.47  1.00      

成功 0.16  0.11  0.31  0.18  0.19  0.12  0.10  0.16  0.20  0.18  0.28  0.23  0.28  0.29  0.33  0.46  0.58  0.82  1.00    

蘭嶼 0.19  0.14  0.37  0.27  0.26  0.16  0.07  0.14  0.15  0.17  0.23  0.14  0.15  0.21  0.24  0.44  0.45  0.51  0.56  1.00  

全區 0.64  0.71  0.58  0.67  0.68  0.66  0.67  0.71  0.75  0.87  0.89  0.62  0.68  0.75  0.64  0.58  0.60  0.43  0.44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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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以 8 年乾季日雨量資料進行全區相關係數分析如表六，區域內有較大的差異的測站為北

部平地中的新竹及宜蘭、南部平地中的台南和恆春。顯示東北季風在迎風坡及背風坡有

一定的影響。 

 

表六 乾季日雨量資料全區相關係數分析表 

 

 

(七) 就研究區域內，以氣象局一週天氣預報區域:北部、中部、南部、東北部、東部、東南部、

澎湖，共分為七個部分；而綜合相關係數的結果，應可把中部、南部、澎湖合併為同一

區域，而把恆春半島、蘭嶼另外劃分成兩區域進行預報。 

 

 

  
台

北 

新

竹 

宜

蘭 

竹子

湖 

鞍

部 

彭佳

嶼 

台

中 

雲

林 

嘉

義 

阿里

山 

玉

山 

澎

湖 

東吉

島 

台

南 

高

雄 

恆

春 

花

蓮 

台

東 

成

功 

蘭

嶼 

台北 1.00                       

新竹 0.82  1.00                      

宜蘭 0.52  0.37  1.00                    

竹子

湖 
0.65  0.51  0.59  1.00                    

鞍部 0.69  0.55  0.62  0.93  1.00                  

彭佳

嶼 
0.59  0.52  0.37  0.45  0.49  1.00                

台中 0.58  0.63  0.30  0.31  0.35  0.35  1.00                     

雲林 0.58  0.57  0.33  0.33  0.35  0.36  0.66  1.00                

嘉義 0.50  0.48  0.31  0.29  0.31  0.32  0.60  0.90  1.00              

阿里

山 
0.56  0.56  0.31  0.34  0.36  0.32  0.68  0.79  0.77  1.00              

玉山 0.48  0.50  0.35  0.34  0.36  0.35  0.61  0.61  0.63  0.78  1.00            

澎湖 0.37  0.38  0.22  0.22  0.24  0.26  0.50  0.63  0.62  0.51  0.45  1.00           

東吉

島 
0.45  0.43  0.31  0.29  0.31  0.33  0.38  0.64  0.64  0.50  0.50  0.59  1.00         

台南 0.33  0.32  0.26  0.21  0.23  0.26  0.40  0.56  0.63  0.46  0.57  0.45  0.66  1.00          

高雄 0.35  0.25  0.36  0.29  0.29  0.28  0.33  0.44  0.52  0.37  0.50  0.40  0.51  0.62  1.00        

恆春 0.09  0.06  0.17  0.19  0.16  0.11  0.06  0.08  0.11  0.09  0.19  0.09  0.12  0.16  0.50  1.00      

花蓮 0.31  0.21  0.52  0.40  0.38  0.30  0.21  0.31  0.35  0.27  0.40  0.27  0.36  0.33  0.55  0.35  1.00        

台東 0.24  0.15  0.38  0.36  0.32  0.23  0.16  0.23  0.29  0.21  0.37  0.24  0.33  0.34  0.69  0.73  0.70  1.00      

成功 0.25  0.19  0.40  0.44  0.39  0.22  0.13  0.23  0.27  0.21  0.35  0.25  0.33  0.32  0.53  0.53  0.70  0.83  1.00    

蘭嶼 0.21  0.15  0.33  0.41  0.34  0.19  0.10  0.16  0.16  0.16  0.24  0.14  0.15  0.19  0.32  0.45  0.32  0.45  0.43  1.00  

全區 0.76  0.66  0.68  0.77  0.77  0.58  0.59  0.66  0.65  0.66  0.69  0.52  0.60  0.55  0.65  0.44  0.65  0.66  0.65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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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將日雨量資料轉換成時間與空間距平值，定義出降水指標，並加以統計定義區域性強降

雨，探討各區域的降雨差異。 

(一) 從空間指標頻率分布圖（圖四）結果，顯示多數測站呈現常態分布，但在蘭嶼、鞍部及

竹子湖三個測站在大於二個標準差的比例過高；綜合相關係數的結果後，我們認為蘭嶼

的降雨型態和台灣本島不同，故產生高空間指標；而北部山區的兩個測站的高空間指標

出現於乾季，可能位在東北季風降水迎風坡而產生雨量較其他地區大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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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空間指標機率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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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時間指標機率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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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平均空間指標及時間指標強降水天數圖（大於 2.5 個標準差）結果如圖六及圖七，顯

示蘭嶼在空間指標強降水天數高達 45 天，蘭嶼和台灣本島不同有降雨型態，北部山區

和島嶼及中部山區也有較多的異常天數，而東部平地無異常天數，表示降雨緩和或和大

區域一致；在時間指標上，各區域差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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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區域空間指標強降水天數圖 圖七 區域時間指標強降水天數圖 

 

 

 

 

 

 

(三) 從梅雨季的降水特性圖(圖八－十一)，顯示中部地區的降雨類型偏向低斜率的時間指

標，且趨勢線長度較其他地區長，表示梅雨有較大雨勢，但較無空間異常；在島嶼區域，

東部島嶼趨勢線斜率較高且長度較長，顯示蘭嶼降雨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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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北部梅雨季降水特性圖 圖九 中部梅雨季降水特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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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南部梅雨季降水特性圖 圖十一 東部梅雨季降水特性圖 

 

 

(四) 從颱風季的降水特性圖(圖十二－十五)，顯示無論地形及地域性降雨類型均偏向低斜率

的空間指標，說明颱風季出現異於測站平均的強降雨。經過數據驗證後，發現主要在颱

風侵襲期間，有高時間指標強降水極值產生，使所有區域的趨勢線偏向低斜率，趨勢線

長度較長，若去除颱風期間的數值後，趨勢線斜率有明顯提升，表現出另一種降雨型態，

應為夏季的午後雷雨，故應把颱風季的降雨分為二個類別，也就是颱風及午後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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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北部颱風季降水特性圖 圖十三 中部颱風季降水特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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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南部颱風季降水特性圖 圖十五  東部颱風季降水特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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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從午後雷雨的降水特性圖(圖十六－十九)，北部山區、中部山區及東部區域雨午後雷雨趨

勢線斜率較大且長度長，顯示北部山區、中部山區及東部午後雷雨有出現較大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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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北部午後雷雨降水特性圖 圖十七  中部午後雷雨降水特性圖 

-2

0

2

4

6

8

10

-2 0 2 4 6 8 10

台南7~10非颱風

高雄7~10非颱風

恆春7~10非颱風

線性 (台南7~10非颱風)

線性 (高雄7~10非颱風)

線性 (恆春7~10非颱風)

 -2

0

2

4

6

8

10

-2 0 2 4 6 8 10

花蓮7~10非颱風

台東7~10非颱風

成功7~10非颱風

蘭嶼7~10非颱風

線性 (花蓮7~10非颱風)

線性 (台東7~10非颱風)

線性 (成功7~10非颱風)

線性 (蘭嶼7~10非颱風)

 

圖十八  南部午後雷雨降水特性圖 圖十九  東部午後雷雨降水特性圖 

(六) 從乾季的降水特性圖(圖廿－廿三)，顯示東部及北部區域傾向高斜率的空間指標降水，較

易出現異於其他地區的強降雨；中部平地傾向低斜率，中部山區傾向高斜率，可知中部

在乾季時的平地與山區差異大；且中部趨勢線長度很短，顯示中部乾季降水在時間指標

上較低；此外，恆春及東部乾季趨勢線長度很長，代表東部在乾季出現異於測站平均的

較大降雨，表示在東北季風影響造成北部和中南部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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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廿  北部乾季降水特性圖 圖廿一  中部乾季降水特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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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廿二 南部乾季降水特性圖 圖廿三  東部乾季降水特性圖 

 

 

(七) 綜合以上結果，可由指標特性分布圖中的趨勢線斜率判斷出降雨型態，可以發現山區較

易出現於其他地區的空間降雨，而且還可以由趨勢線長度判斷在時間上的降雨強度；可

以推測有四個類型：  

1. 趨勢線較無傾向，但在空間和時間指標都不強的弱降水。（如：乾季的北部平地） 

2. 趨勢線較無傾向，但在空間和時間指標都有異常的強降水。（如：梅雨季的中部山區） 

3. 趨勢線較傾向 X 軸的位置（低斜率），空間上和其他測站相比差不多，但異於測站平時的

強降水。（如：颱風侵襲） 

4. 趨勢線較傾向 Y 軸的位置（高斜率），測站資料和過去相比差不多，但異於其他測站的空

間強降水。(如：乾季的中部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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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時序排列的雨量資料，探討雨量變遷歷程。 

(一) 從 8 年的各雨季的雨量變遷圖（圖廿四－廿七）結果，顯示在短期內各種類型降雨雨量

除了在中部山區的颱風降雨有逐漸上升的趨勢且有較大振盪，以及東部島嶼和全島有不

一致的現象，其餘區域無顯著的趨勢。 

(二) 所有地區降雨變遷線條均近乎平行但有時略有交插，表示台灣地區的降水趨勢方向大約

一致；除了中部山區有較大的振盪及變化，因此掌握二個山區及一個平地雨量升降趨

勢，就足以代表全島的雨量變遷。 

(三) 從空間指標逐年變遷圖結果（圖廿八－卅一），從空間指標的計算方式，可知空間指標

特徵在不同區域為互補，當一區域上升時，另一區域即會下降，可由此觀察到隨時間降

雨區域的空間變遷。另外，各區域在空間指標值雖逐年略有變化，但大致在一個範圍內

振盪，顯示出各地區在不同季節有固定降雨特性。 

(四) 綜合所有結果顯示東部島嶼其降雨型態和台灣本島不同，故有較大且明顯的上升及下降

變化，因此後續部分均不予討論。 

(五) 顯示各區域梅雨與乾季的空間指標逐年變化不大，表示梅雨與乾季降水在空間分布的差

異小；在颱風降雨方面，北部山區的降雨有減少的趨勢，中部山區有逐漸上升的現象，

表示颱風降雨分布從北部山區向中部山區集中，故中南部山區在颱風侵襲時應多加注

意；而在午後雷雨方面，北部島嶼及中部島嶼雨勢有逐漸減少趨勢，而其他降雨無明顯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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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廿四 梅雨總雨量逐年變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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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廿五 颱風總雨量逐年變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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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廿六 午後雷雨總雨量逐年變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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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廿七 乾季總雨量逐年變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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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廿八 梅雨空間指標逐年變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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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廿九 颱風空間指標逐年變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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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卅 午後雷雨空間指標逐年變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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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卅一乾季空間指標逐年變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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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從相關性分析選擇具有代表台灣全區特性的測站，搜集近 30 年的日雨量資料，以時序

分析瞭解 30 年來的降雨變遷，探討未來可能變遷方向。 

(一) 從 1979-2010 年的嘉義、阿里山、鞍部日雨量資料進行研究年雨量變遷(圖卅二) ，顯示

嘉義和阿里山的年雨量有上升的趨勢，但鞍部無顯著變化，而嘉義、阿里山、鞍部年雨

量在 2004 年前無明顯增加，但在 2005 年後年雨量有明顯增加，且阿里山特別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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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卅二嘉義、阿里山、鞍部年雨量變遷圖 

 

 

 

註：圖卅二至卅八中的 R2 代表可用最小平方迴歸直線來解釋的部分所佔之比例，即解釋變異

量。 

         表七   R2 與其解釋變異量程度表 

 

 

 

 

 

 

 

 

 

R2 解釋變異量程度 

1.000 完全解釋變異量 

0.490 至 0.999 高度解釋變異量 

0.090 至 0.489 中度解釋變異量 

0.089 以下 低度解釋變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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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嘉義、阿里山、鞍部的小雨、中雨、大雨、有降雨天數變遷圖（圖卅三－卅五），定

義小雨是日雨量大於 0 毫米但小於 5 毫米，中雨是日雨量 5 毫米以上但小於 50 毫米，大

雨是日雨量 50 毫米以上。 

在嘉義測站方面，有降雨天數下降但不顯著，雨量卻上升，而且小雨天數下降，中雨天

數無顯著變化，大雨天數有顯著地略微上升，推測是小雨的一些天數轉移到中雨，而中

雨的一些天數轉移到大雨，顯示平地降雨在時間上有集中的現象。 

在阿里山測站方面，有降雨天數稍微下降，雨量卻上升，小雨、中雨天數下降但不顯著，

大雨天數無顯著變化，可能是阿里山的小雨、中雨、大雨天數都略下降，因此降雨天數

才會下降。 

在鞍部測站方面，有降雨天數明顯下降，雨量無明顯的變化，小雨天數也有明顯的下降，

中雨天數無顯著變化，顯示北部山區降雨有稍微集中但不明顯的現象，應該是鞍部的小

雨、中雨、大雨天數都下降，且小雨特別明顯，使得有降雨天數明顯下降。 

y = -0.3941x + 888.03

R
2 = 0.0838

y = -0.4753x + 997.38

R
2 = 0.2119

y = -0.0756x + 194.37

R
2 = 0.0209

y = 0.1568x - 303.72

R
2 = 0.4194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年份

天
數

小雨

中雨

大雨

有降雨

線性 (有降雨)

線性 (小雨)

線性 (中雨)

線性 (大雨)

 

圖卅三嘉義小雨、中雨、大雨、有降雨天數變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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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卅四 阿里山小雨、中雨、大雨、有降雨天數變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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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卅五鞍部小雨、中雨、大雨、有降雨天數變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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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 30 年中嘉義、阿里山、鞍部各種降雨變遷圖(圖卅六－圖卅八)，顯示山區的颱風雨量

有顯著的上升趨勢，而其他三種降水略有下滑但不顯著；但在平地無論在颱風雨及午後

雷雨的雨量都有明顯的上升趨勢，而梅雨無明顯的變化；但在乾季降水卻有下滑的趨

勢，這也顯示氣候變遷使平地乾雨季的降水差異有變大的情形。 

另外，綜合圖卅二及圖卅八可知，在鞍部測站方面，颱風雨上升的雨量都被其他三種類

型降雨的下降抵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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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卅六嘉義各種降雨雨量變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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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卅七阿里山各種降雨雨量變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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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一、 從降雨相關性分析來看一週氣象預報區域，發現在中南部地區有較高相關性可以再簡化

合併。而恆春半島、蘭嶼可另外劃分成兩預報區以提高預報精準度。 

二、 可由指標特性分布圖中的趨勢線斜率判斷出降雨型態，可以發現山區較易出現於其他地

區的空間降雨，而且還可以趨勢線長度判斷在時間上的降雨強度；可以推測有四個類型： 

(一) 趨勢線較無傾向，但在空間和時間指標都不強的弱降水。（如：乾季的北部平地） 

(二) 趨勢線較無傾向，但在空間和時間指標都有異常的強降水。（如：梅雨季的中部山區） 

(三) 趨勢線較傾向 X 軸的位置（低斜率），空間上和其他測站相比差不多，但異於測站

平時的強降水。（如：颱風侵襲） 

(四) 趨勢線較傾向 Y 軸的位置（高斜率），測站資料和過去相比差不多，但異於其他測

站的空間強降水。(如：乾季的中部山區) 

三、 可以從指標特性分布圖得到各測站特性： 

(一) 中部地區、蘭嶼梅雨有較大雨勢，中部地區異於其測站平均值，而蘭嶼是異於其他

地區的大雨。 

(二) 颱風侵襲時所有測站均有異於其測站平均值的大雨發生。 

(三) 北部山區、中部山區及東部午後雷雨有出現較大降雨。 

(四) 乾季時恆春及東部出現異於測站平均的較大降雨；中部平地與山區差異大，且中部

降水比其測站平均值低；此外，東部、北部區域及中部山區較易出現異於其他地區

的強降雨，顯示東北季風造成北部和中南部的差異。 

(五) 恆春、蘭嶼降雨型態與台灣其他地區不同，恆春的雨季主要在颱風季和乾季；蘭嶼

任何季節均易發生強降雨。 

四、 從 8 年所有地區降雨變遷線發現台灣地區降水趨勢一致，若能分析數個測站的雨量升降

趨勢，就足以代表全臺的雨量變遷。 

另外，由短期變遷圖還可得到其他特性： 

(一) 可知空間指標特徵在不同區域為互補。 

(二) 顯示各區域在不同季節有固定降雨特性。 

(三) 颱風降雨分布從北部山區向中南部山區集中。 

(四) 北部島嶼及中部島嶼午後雷雨雨勢有逐漸減少趨勢。 

五、 從 30 年的長期雨量分析發現台灣地區的年雨量有上升，降雨天數略微下降，但大雨天

數略為增加，表示降雨在時間上有集中的現象；另外，在夏季的颱風及午後雷雨降雨量

有顯著增加趨勢，而乾季的雨量卻有下降趨勢，顯示未來台灣地區的乾雨季將更加分

明，氣候變遷對水資源分配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應擬定對策防範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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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統計學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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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30505 

優點：資料豐富，分析詳盡，具有學術價值；研究題材具有

鄉土性。 

缺點：圖表呈現之說明不夠完整 

建議：作圖時宜清楚標示座標軸之物理量；應更明確定義所

有之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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