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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們透過 1970~2010 年西北太平洋颱風的資料分析，探討聖嬰現象與颱風生成、路徑、

強度和消亡的關係。我們發現，聖嬰現象發生時颱風較晚生成，颱風季較短，且生成後路徑

偏北，東北亞國家受到颱風侵襲機率增加，反聖嬰時期颱風則較易侵襲東南亞。在夏季，臺

灣於正常期比較容易受到颱風的侵襲，而反聖嬰現象發生時，秋颱侵台的機率增加，臺灣須

嚴防秋颱的威脅。雖然聖嬰期颱風生成月份較晚，但生成位置遠離陸地，使平均壽命較長，

颱風強度也易增強。統計結果也顯示，颱風的消亡與聖嬰現象無明顯關聯性。 

 

壹、研究動機 

近年來聖嬰現象成為十分熱門的話題，而 2010 年 7 月至今的反聖嬰現象與西太平洋僅有

14 個颱風生成之罕見現象，均引起我們對聖嬰現象與颱風關係的興趣。臺灣自古以來恆受颱

風影響，而報紙屢屢提及近年來全球暖化造成聖嬰現象加劇，在基礎地球科學課本第五單元

中提及颱風所造成的災害，我們想藉由這次研究來探討聖嬰現象對颱風生命期所造成的影

響，藉以達成防災之目的。 

 

貳、研究目的 

一、 聖嬰(反聖嬰)時期，西北太平洋(40°N~EQ、100°E ~180°E)颱風最早及最晚生成月份以及颱

風季長度是否有變化？ 

二、 聖嬰(反聖嬰)時期，西北太平洋(40°N~EQ、100°E ~180°E)颱風路徑趨勢是否有變化？ 

三、 聖嬰(反聖嬰)時期，分別於夏秋兩季西北太平洋(40°N~EQ、100°E~180°E)颱風登陸東亞各國

比率是否有變化？ 

四、 聖嬰(反聖嬰)時期，西北太平洋(40°N~EQ、100°E~180°E)颱風之強度比例是否有變化？ 

五、 聖嬰(反聖嬰)時期，西北太平洋(40°N~EQ、100°E~180°E)颱風之單一颱風平均壽命是否有變

化？ 

六、 聖嬰(反聖嬰)時期，西北太平洋(40°N~EQ、100°E~180°E)颱風生成於 140°E 之東西洋面比例

是否有變化？ 

七、 聖嬰(反聖嬰)時期，6~10 月西北太平洋(40°N~EQ、100°E~180°E)颱風於 30°N 以南洋面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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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例是否有變化？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電腦 

二、網路 

三、使用軟體：Microsoft Excel、Microsoft Word、小畫家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文獻探討 

(一)南方震盪指數 Southern Oscillation Index(SOI)  

    南方震盪指數是以大溪地與澳洲達爾文之間海平面的氣壓差距為主(圖一)，

用於衡量熱帶太平洋地區東部及西部大規模的氣壓波動，即聖嬰與反聖嬰現象。

SOI 值處於負值，代表大溪地低於正常氣壓而達爾文高於正常氣壓。長時間的負(正)

的 SOI 值配合異常暖(冷)的海水溫度代表典型的聖嬰(反聖嬰)現象。(資料來源：澳大

利亞氣象局) 

 

圖一：大溪地與達爾文的地理位置 

 

(二)ENSO 海溫監測範圍－NINO3.4 

    為了監測太平洋的聖嬰現象或反聖嬰現象的徵兆，氣象學家經常使用幾個

“NINO”指數。這個指數指的是監測區域的海平面平均溫度距平，此監測區域位於

沿赤道太平洋的一些地區。這些地區被稱為 NINO1 區和 NINO2 區（緊鄰南美洲海

岸），NINO3 區，並 NINO4 區（橫跨了赤道太平洋東部和中部）和 NINO3.4 區（NI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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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和 NINO4 區部分重疊之地區）(如圖二)。(資料來源： NOAA) 

 

圖二：NINO3.4 區位置示意圖 

 NINO1 區﹕5°S〜10°S，80°W〜90°W  

 NINO2 區﹕EQ〜5°S，80°W〜90°W 

 NINO3 區﹕5°N〜5°S，150°W〜90°W  

 NINO3.4 區﹕5°N〜5°S，120°W〜170°W  

 NINO4 區﹕5°N〜5°S，160°E〜150°W  

  

(三)沃克環流 

    近赤道太平洋上海水溫度分佈並不平均，西側較東側暖。新幾內亞及澳大利亞

附近的溫暖洋面氣壓較低，空氣於低空輻合並向上抬升，並於高空輻散。西太平洋

上昇氣流的東支在秘魯及厄瓜多附近高空冷卻並下沉，在洋面形成高壓區，下沉空

氣輻散後成為東南信風，向西流返回西太平洋，同時把水氣及熱能由東向西輸送。

這個橫跨東西太平洋的大氣循環就是沃克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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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沃克環流 

(四)太平洋副熱帶高壓 

    熱帶氣旋是中小尺度天氣系統，其走向受副熱帶高

壓的引導。颱風路徑通常沿著副熱帶高壓南緣向西推

進，在高壓弱點處突破北上。颱風還可能受自身內力、

其他熱帶氣旋甚至是冷高壓引導。 

    在不同的聖嬰現象中，太平洋副熱帶高壓會作不同

的勢力調整，影響颱風未來的路徑走勢，觀看太平洋副

熱帶高壓的狀況必須使用500hpa層面之等壓圖，聖嬰期間

太平洋副熱帶高壓位於130°E左右分裂成兩個高壓單體，

分別位於東側的母體及西側的子體，這是觀察到比較特

殊的地方，颱風在行經到此處時會經過兩高壓單體銜接

處的弱點，而有不同的路徑變化產生。而在反聖嬰期間

及正常年時則較單純，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僅有勢力範圍

不同之差異。(資料來源：陳營華等，1998) 

 

(五)太平洋副熱帶高壓與颱風的路徑關係 

  

       圖五：1997 聖嬰年颱風路徑圖         圖六：1998 反聖嬰年颱風路徑圖 

從 1997~1998這兩年典型的聖嬰-反聖嬰現象中可以發現到聖嬰現象如何左右颱風

路徑的變化(圖五、圖六)。在 1997 聖嬰年颱風路徑主要是北上轉向，而 1998 反聖嬰年

中除颱風生成位置接近陸地之外，颱風以西行為主要走向。可證明在 1997 聖嬰年時太

平洋高壓勢力偏東，造成颱風北轉頻繁，而在 1998 反聖嬰年太平洋高壓勢力偏西且較

強，因此颱風主要被其南緣強勁順時氣流帶往西行。(圖片來源：Unisys Weather)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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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案：1996 賀伯颱風(Herb)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圖七：1996 年賀伯颱風路徑圖(中央氣象局) 

 

 

 
 

   高空天氣圖為 500hpa 層面，為觀察副熱帶太平洋高壓勢力最佳層面。而此圖所

表示氣壓高低之單位為高度：位勢米，太平洋高壓勢力一般是觀察 5880 等高線來判

定此時高壓的主要勢力範圍，但不代表 5880 高度以下之區域即脫離太平洋高壓的影

響，只能說此時已不是太平洋高壓實際掌控的地區。 

圖八：1996 年 7 月 29 日 12 時 圖九：1996 年 7 月 30 日 12 時 

圖十：1996 年 7 月 31 日 12 時 圖十一：1996 年 8 月 1 日 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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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中央氣象局之賀伯颱風 500hpa 高空天氣圖檔始於 29 日 00 點，故缺乏前半

部 500hpa 天氣圖資料。27 日賀伯路徑忽然從偏西轉西南西前進之詭異動向，推測與

當時副熱帶高壓勢力有關，原先導引賀伯朝偏西前進的副熱帶高壓在 27 日時向南方

延伸，使原本偏東的導引氣流轉為東北東方向，促使賀伯朝西南西方向前進持續至

29 日 00 點止。副熱帶高壓勢力再度改變，賀伯此時已來到 130.5°E 18.3°N 之位置，

副熱帶高壓則位於其東側呈南-北走向型而在北方向西延伸，暗示著未來賀伯先受南

北導向駛流向偏北方前進，到較北端後再度受原先在北端向西延伸的副熱帶高壓偏

西之駛流引導，慢慢開始增加向西之分量，朝台灣東北角而來。 

 

二、蒐集資料 

(一)確定聖嬰(反聖嬰)現象之強度以及持續時間 

1.由美國 NOAA 網站取得海溫距平。 

2.由澳大利亞氣象局取得南方濤動指數。 

(二)蒐集西北太平洋颱風(1970~2010)年資料 

1.由 Unisys Weather 網站取得西北太平洋颱風之路線圖，並與日本氣象廳及國立情報

學研究所 (NII)對照，確認其正確性。 

2.由國立情報學研究所 (NII)取得單一颱風之壽命並逐一檢視。 

(三)蒐集每月颱風生成數量資料(1970~2010)年 

1. 由日本氣象廳之颱風取得統計資料。 

 

三、資料分析方式 

(一) 海溫距平(採用 NINO3.4 區數據) 

1.強聖嬰期：海溫距平值連續五個月以上均高於 0.4℃，最高值大於 1.5℃ 

2.弱聖嬰期：海溫距平值連續五個月以上均高於 0.4℃，且最高值介於 0.5~1.5℃   

3.正常期：海溫距平值介於－0.5℃~0.50℃，或未持續五個月在0.5℃以上或－0.50℃以

下 

4.弱反聖嬰期： 海溫距平值持續五個月以上均低於－0.4℃，且最低值介於－0.5℃~－

1.5℃ 

5.強反聖嬰期：海溫距平值持續五個月以上均低於－0.4 C，且最低值低於－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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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方震盪指數(SOI) 

澳大利亞氣象局定義： 

1. 聖嬰期：SOI 值持續六個月以上為負值，且低於－8 

2. 正常期：SOI 值介於＋8 和－8 之間 

3. 反聖嬰期：SOI 值持續六個月以上為正值，且高於＋8 

 

(三) 颱風最早及最晚生成月份與颱風季長度分析方法 

1. 平均最早生成月份以一年中一至四月以及前一年十至十二月作為標準，判斷該年為

聖嬰(反聖嬰)年抑或正常年。如果該年前半年為聖嬰轉反聖嬰(或反聖嬰轉聖嬰)，

或為聖嬰(反聖嬰)現象逐漸消失，因為聖嬰現象之影響為逐漸消失，以前一年年底

的情形為基準。 

2. 平均最晚生成月份以一年中十至十二月作為標準，判斷該年為聖嬰(反聖嬰)年抑或

正常年。如果該年後半年為聖嬰轉反聖嬰(或反聖嬰轉聖嬰)，或為聖嬰(反聖嬰)現

象逐漸消失，因為聖嬰現象之影響為逐漸消失，以該年十月作為標準。 

3. 平均最早及最晚生成月份以各時期月份相加再除以各時期總年數。 

4. 平均最晚生成月份減去平均最早生成月份即為颱風季長度。 

 

(四) 颱風路徑趨勢分析方法 

1. 北上定義：颱風消亡於 120°E 以東，25°N 以北。 

2. 西行定義：颱風消亡於 120°E 以西，25°N 以南。 

   3. 西北行定義：颱風消亡於 120°E 以西，25°N 以北。 

4. 消亡定義：凡熱帶氣旋強度低於輕颱下限或熱帶風暴下限，或其暖心結構變性為冷

心，即溫帶氣旋，定義為消亡。 

 

圖十二：颱風路徑趨勢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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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各時期颱風北上及西行總數除以各時期颱風生成總數即可得颱風北上及西行比

例。 

 

(五) 颱風登陸各國比例分析方法 

1. 由 Unisys Weather 網站取得 1970 年至 2010 年間颱風之路線圖，以颱風強度增強至

熱帶風暴且颱風中心觸及陸地為基準判斷是否登陸，日本方面以日本氣象廳所統計

資料為準，臺灣以中央氣象局發布陸上颱風警報為準。以各時期所生成總颱風數量

除以登陸國家颱風數量及可得颱風登陸各國比例。 

2. 各時期之颱風總生成數則取自日本氣象廳所統計資料。 

 

(六) 颱風強度比例分析方法 

1. 由 Unisys Weather 網站取得 1971 年至 2010 年間颱風之路線圖及強度，由於日本氣象

廳不提供強度，以國立情報學研究所 (NII)對照準確度，颱風強度以最強強度為

準。 

 

(七) 颱風平均壽命分析方法 

1. 由國立情報學研究所 (NII)取得各時期颱風壽命，再除以各時期生成颱風總數

量即可得颱風平均壽命。 

2. 1970 年無最大風速資料故不列入。 

3. 以各時期之颱風於各強度之數量，再除以各時期颱風總數，得強度比例。 

 

(八) 颱風生成於 140°E 以東和西洋面比例分析方法 

1. 由 Unisys Weather 網站取得 1970 年至 2010 年間颱風之路線圖，以 140°E 為界紀錄其

生成於東西洋面之颱風數量，再除以各時期颱風總數。 

 

(九) 颱風消散於西北太平洋 30°N 以南洋面比例分析方法 

1. 颱風消散定義：熱帶氣旋強度低於輕颱下限或熱帶風暴下限，或其暖心結構變性為

冷心，即溫帶氣旋，定義為消亡。 

2. 以各時期於 30°N 以南消散之颱風總數除以各時期颱風總數即可得颱風消散於 30°N

以南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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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颱風最早及最晚生成月份與颱風季長度 

(一)海溫距平 

1. 颱風最早及最晚生成月份 

  平均最早生成日數 平均最晚生成日數 平均最早生成月份 平均最晚生成月份 

強聖嬰期 49.29  339.86  2.65 12.19 

弱聖嬰期 54.29  348.33  2.83 12.46 

正常期 60.80  345.07  3.06 12.36 

弱反聖嬰期 37.57  333.75  2.23 11.99 

強反聖嬰期 58.8 343.5 2.99 12.31 

聖嬰期 51.79  343.77  2.74 12.32 

反聖嬰期 46.42  337.93  2.55 12.13 

表一 

 

 

圖十三 

 

 

圖十四 

 



 10 

2.颱風季長度 

 颱風季長度(月) 

強聖嬰期 9.54 

弱聖嬰期 9.63 

正常期 9.3 

弱反聖嬰期 9.76 

強反聖嬰期 9.32 

聖嬰期 9.58 

反聖嬰期 9.58 

            表二 

颱風季長度(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強聖嬰期 弱聖嬰期 正常期 弱反聖嬰期 強反聖嬰期

強聖嬰期

弱聖嬰期

正常期

弱反聖嬰期

強反聖嬰期

 

圖十五 

颱風季長度(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聖嬰期 正常期 反聖嬰期

聖嬰期

正常期

反聖嬰期

 

圖十六 

(二)SOI 

1.颱風最早及最晚生成月份 

  平均最早生成日數 平均最晚生成日數 平均最早生成月份 平均最晚生成月份 

聖嬰期 81.43  345.33  3.72 12.37 

正常期 47.46  343.78  2.59 12.32 

反聖嬰期 49.17  332.25  2.65 11.94 

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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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2.颱風季長度 

 颱風季長度(月) 

聖嬰期 8.65 

正常期 9.73 

反聖嬰期 9.29 

表四 

颱風季長度(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聖嬰期 正常期 反聖嬰期

聖嬰期

正常期

反聖嬰期

 

圖十八 

結果： 

(一) 由海溫距平統計最早生成月份，正常期颱風生成最晚，於三月初進入颱風季，弱反聖嬰

期最早，二月初即進入颱風季，平均聖嬰期二月初進入颱風季，反聖嬰期為三月。統計

最晚生成月份，弱反聖嬰時期最早離開颱風季，在十一月底，最晚為弱聖嬰期，平均十

二月中旬離開颱風季。 

(二) 海溫距平統計得颱風季長度以弱反聖嬰期最長，超過了九個月，平均聖嬰期與反聖嬰期

也都是九個半月，唯有正常期稍短。 

(三) 由 SOI 值統計，聖嬰期晚於反聖嬰期、正常期進入颱風季，平均三月中旬進入颱風季。

反聖嬰期最早離開颱風季，於十一月底。 

(四) SOI 值統計，正常期的颱風季長度最長，高達九個月又三週，其次為反聖嬰期，九個月

又一週，而聖嬰期的颱風季則最短，為八個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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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颱風北上及西行比例 

(一)北上比例 

1.海溫距平 

 北上比率(%) 

強聖嬰期 54.0% 

弱聖嬰期 47.8% 

正常期 49.2% 

弱反聖嬰期 43.9% 

強反聖嬰期 52.0% 

聖嬰期 50.0% 

反聖嬰期 48.6% 

           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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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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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 

2.SOI 

 北上比率(%) 

聖嬰期 53.13% 

正常期 46.44% 

反聖嬰期 46.36% 

         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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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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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 

(二)西行比例 

1.海溫距平 

 西行比率(%) 

強聖嬰期 33.9% 

弱聖嬰期 30.4% 

正常期 32.9% 

弱反聖嬰期 43.9% 

強反聖嬰期 39.6% 

聖嬰期 32.1% 

反聖嬰期 41.7% 

            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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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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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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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OI 

 西行比率(%) 

聖嬰期 23.13% 

正常期 34.48% 

反聖嬰期 43.64% 

          表八 

西行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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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 

(三)西北行比例 

1.海溫距平 

 西北行比率(%) 

強聖嬰期 8.33% 

弱聖嬰期 5.74% 

正常期 6.21% 

弱反聖嬰期 3.49% 

強反聖嬰期 5.36% 

聖嬰期 7.24% 

反聖嬰期 4.23% 

          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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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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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行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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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 

2.SOI 指數 

 西北行比率(%) 

聖嬰期 10.56% 

正常期 7.63% 

反聖嬰期 3.97% 

       表十 

西北行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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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 

結果： 

(一) 由海溫距平可見，強聖嬰時期北上比率較高，達 54%機率，而弱反聖嬰期明顯低於其他

時期，為 44%機率，平均聖嬰期高達 50%機率，反聖嬰則有 49%機率。西行比例以弱反

聖嬰期最高，44%機率，最低為弱聖嬰期，僅有 30%機率，總計聖嬰期為 32%，反聖嬰

期為 42%機率。西北行比例是強聖嬰期最高是 8.33%，比例最低是弱反聖嬰期，3.46%。 

(二) 由 SOI 值統計，聖嬰期北上比率高於其餘二時期，達 53%機率。西行比率為反聖嬰期最

高，高達 44%機率，正常期也有 35%機率，而聖嬰期僅有 23%機率西行。西北行比例以

聖嬰期最高，達到 10.56%，最後是反聖嬰期的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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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颱風登陸各國比例 

 (一)6~8 月颱風登陸各國比例 

1.海溫距平 

 越南 菲律賓 中國大陸 臺灣 日本 南韓 北韓 

強聖嬰期 12.7% 12.7% 36.7% 16.5% 10.1% 7.6% 1.3% 

弱聖嬰期 1.9% 9.3% 24.1% 16.7% 20.4% 7.4% 0.0% 

正常期 12.2% 15.3% 43.4% 26.0% 15.3% 4.6% 0.5% 

弱反聖嬰期 6.9% 19.0% 25.9% 10.3% 20.7% 6.9% 3.4% 

強反聖嬰期 6.5% 6.5% 30.4% 10.9% 8.7% 8.7% 4.3% 

聖嬰期 8.3% 11.3% 31.6% 16.5% 14.3% 7.5% 0.8% 

反聖嬰期 6.7% 13.5% 27.9% 10.6% 15.4% 7.7% 3.8% 

表十一 

6~8月颱風登陸各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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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 

 

 

圖二十九 

6~8月颱風登陸各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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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OI 指數 

 越南 菲律賓 中國大陸 臺灣 日本 南韓 北韓 

聖嬰期 8.2% 11.8% 36.5% 18.8% 16.5% 4.7% 1.2% 

正常期 10.5% 14.3% 36.0% 20.4% 14.6% 6.7% 1.3% 

反聖嬰期 4.5% 9.1% 27.3% 9.1% 11.4% 4.5% 2.3% 

表十二 

6~8月颱風登陸各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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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 

(二)9~11 月颱風登陸各國比例 

1.海溫距平 

 越南 菲律賓 中國大陸 臺灣 日本 南韓 北韓 

強聖嬰期 16.9% 19.5% 11.7% 6.5% 10.4% 1.3% 0.0% 

弱聖嬰期 12.1% 13.8% 15.5% 6.9% 13.8% 1.7% 0.0% 

正常期 18.8% 19.4% 20.6% 10.6% 8.8% 1.8% 0.6% 

弱反聖嬰期 15.2% 28.3% 22.8% 10.9% 4.3% 2.2% 0.0% 

強反聖嬰期 22.2% 33.3% 31.5% 13.0% 14.8% 0.0% 0.0% 

聖嬰期 14.8% 17.0% 13.3% 6.7% 11.9% 1.5% 0.0% 

反聖嬰期 17.8% 30.1% 26.0% 11.6% 8.2% 1.4% 0.0% 

表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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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月颱風登陸各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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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一 

9~11月颱風登陸各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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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二 

2.SOI 指數 

 越南 菲律賓 中國大陸 臺灣 日本 南韓 北韓 

聖嬰期 16.9% 10.2% 11.9% 3.4% 8.5% 3.4% 0.0% 

正常期 19.0% 26.5% 21.9% 10.8% 10.8% 1.3% 0.3% 

反聖嬰期 11.6% 16.3% 19.8% 10.5% 5.8% 1.2% 0.0% 

表十四 

9~11月颱風登陸各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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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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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一)以海溫距平分析 6~8 月颱風登陸各國比例，臺灣與中國大陸在正常期時受到颱風侵襲的比

例最高，越南與菲律賓也皆有相同趨勢，只是較不明顯，而北韓則是在反聖嬰期機率最高。 

(二)以 SOI 指數分析 6~8 月颱風登陸各國比例，臺灣在反聖嬰時期受到侵襲的機率明顯較低，

中國大陸與越南也皆如此，在聖嬰與正常時期的差距也不大，而日本則是在聖嬰期機率最

高。 

(三)以海溫距平分析 9~11 月颱風登各國比例，秋颱在反聖嬰時期侵襲臺灣的機率較高，中國

大陸與菲律賓皆有相同趨勢，日本則是在聖嬰期比較容易受到秋颱侵襲，越南則是於正常

期機率較高，其餘南韓與北韓無明顯變化。 

(四)以 SOI 指數分析 9~11 月颱風登陸各國比例，臺灣與中國大陸在聖嬰期受到侵襲的比率明

顯降低，日本於反聖嬰期的機率最低，越南與菲律賓在正常期機率最高，而南韓在聖嬰期

的機率最高，最後北韓在三時期的機率皆一樣。 

四、颱風消散於西太平洋 30°N 以南洋面比例(6~10 月) 

1.海溫距平 

 颱風於 30°N 以南消亡比例(%) 

強聖嬰期 6.5% 

弱聖嬰期 13.6% 

正常期 5.8% 

弱反聖嬰期 7.6% 

強反聖嬰期 12.8% 

聖嬰期 9.5% 

反聖嬰期 9.7% 

                 表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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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四 

颱風於30°N以南消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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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五 

2.SOI 

 颱風於 30°N 以南消亡比例(%) 

聖嬰期 9.9% 

正常期 8.0% 

反聖嬰期 5.5% 

              表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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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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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一) 於海溫距平統計，可見弱聖嬰期颱風於溫暖洋面消亡比例最高，高達 13.6%，強聖嬰期

最低，僅有 5.8%颱風消滅於 30°N 以南洋面，總計反聖嬰期比例高於聖嬰期 0.2%。 

(二) 由 SOI 值統計，聖嬰期高達 9.9%，反聖嬰期最低，為 5.5%，總計反聖嬰期低於聖嬰期

4.4%。 

五、颱風平均壽命 

1.海溫距平 

 單一颱風平均壽命(日) 

強聖嬰期 6.23 

弱聖嬰期 5.95 

正常期 5.23 

弱反聖嬰期 4.39 

強反聖嬰期 4.25 

聖嬰期 6.11 

反聖嬰期 4.33 

            表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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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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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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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OI 

 單一颱風平均壽命(日) 

聖嬰期 6.16 

正常期 5.19 

反聖嬰期 4.03 

           表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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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九 

結果： 

(一) 從海溫距平中可見，颱風平均壽命以強聖嬰期最高，平均超過六日，隨著反聖嬰現象增

強，颱風壽命也隨著縮短，弱反聖嬰期與強反聖嬰期平均略高於四日，總計聖嬰期壽命

長於反聖嬰期，其差距平均高達二日。 

(二) SOI 值統計出聖嬰期高於正常期，平均高達六日，正常期也達到五日之久，反聖嬰

期壽命最短，平均僅有四日，颱風於聖嬰期壽命多於反聖嬰期近二日之多。 

六、颱風強度比例 

(一)海溫距平 

 輕颱比例 中颱比例 強颱比例 

強聖嬰期 25.6% 33.7% 40.7% 

弱聖嬰期 35.2% 28.8% 36.0% 

正常期 37.7% 31.8% 30.5% 

弱反聖嬰期 38.8% 35.4% 25.9% 

強反聖嬰期 45.5% 35.5% 19.0% 

聖嬰期 36.4% 38.8% 47.5% 

反聖嬰期 49.5% 46.1% 29.6% 

表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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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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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一 

(二)SOI 指數 

 輕颱比率 中颱比率 強颱比率 

聖嬰期 32.5% 33.1% 34.4% 

正常期 34.3% 33.5% 32.2% 

反聖嬰期 50.0% 29.8% 20.2% 

                 表二十 

各時期颱風強度比例(%)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聖嬰期 正常期 反聖嬰期

輕颱比率

中颱比率

強颱比率

 

圖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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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一) 以海溫距平統計，強颱在各時期所佔之比例隨著聖嬰現象減弱而下降，輕颱所佔之比例

也隨之升高。在強聖嬰期強颱比例最高，為 40.7%，強反聖嬰期強颱比例最低，為 19%。

總計聖嬰期強颱比例 47.5%，中颱比例 38.8%，輕颱 36.4%。反聖嬰期總計強颱 29.6%，

中颱 46.1%，輕颱 49.5%。 

(二) 以 SOI 指數統計與海溫距平相同的結果相同，聖嬰期強颱比例最高，達 34.4%，反聖嬰

期強颱比例最低，為 20.2%。 

七、颱風生成於 140°E 以東西比例  

(一)海溫距平 

 140°E 以西 140°E 以東 

強聖嬰期 50.3% 49.7% 

弱聖嬰期 50.0% 50.0% 

正常期 58.3% 41.7% 

弱反聖嬰期 66.7% 33.3% 

強反聖嬰期 51.1% 48.9% 

聖嬰期 50.2% 49.8% 

反聖嬰期 58.5% 41.5% 

            表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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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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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生成於140°E之東西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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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四 

(二)SOI 指數 

 140°E 以西 140°E 以東 

聖嬰期 48.4% 51.6% 

正常期 59.9% 40.1% 

反聖嬰期 73.0% 27.0% 

            表二十二 

颱風生成於140°E之東西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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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五 

結果： 

(一) 以海溫距平統計，颱風生成在 140°E 以西的比例隨著聖嬰現象的消失與反聖嬰現象的增

強而增加，卻在強反聖嬰期時比例突然下降。強聖嬰期 140°E 以西佔 50.3%，以東佔

49.7%。弱聖嬰期 140°E 以西佔 50 %，以東也是 50%。正常期則是 140°E 以西 58.3%，以

東佔 33.3%。弱反聖嬰期 140°E 以西為 66.7%，以東佔 33.3%。強反聖嬰期 140°E 以西 51.1%，

以東 48.9%。總計聖嬰期 140°E 以西佔 50.2%，以東則是 49.8%。反聖嬰期 140°E 以西佔

58.5%，以東為 41.5%。 

(二) 以 SOI 指數統計，颱風生成在 140°E 以西的比例在聖嬰期較反聖嬰期低，聖嬰期 140°E

以西佔 48.4%，以東佔 51.6%。正常期則是 140°E 以西佔 59.9%，以東佔 40.1%。反聖嬰

期 140°E 以西佔 73%，以東佔 27% 



 26 

陸、討論 

一、颱風最早及最晚生成月份與颱風季長度 

(一) 聖嬰期暖水域集中在赤道東太平洋上，初夏時西北太平洋海溫回復速度較慢，使上半

年水溫較低，首個颱風生成不易。反聖嬰時期暖水域集中在西北太平洋，上半年平均

海溫較高，提供熱能支持颱風發展，使該年颱風季較早開始。 

(二) 颱風最晚生成月份受聖嬰影響不大。關於反聖嬰時冬颱出現機率大的迷思，在此次統

計中證實無此現象，反而是聖嬰期末個颱風生成時間點稍晚。 

(三) 反聖嬰時期颱風季平均較長，應是由於暖水域集中於西北太平洋的赤道上，導致 3、4

月春末時期的海水溫暖，已足夠提供適合颱風的生成條件，促使颱風提早生成，颱風

活躍時間偏長。聖嬰期颱風季長度較短，應與暖水域集中在赤道東太平洋，使西北太

平洋海溫回復速度較慢，颱風季長度偏短。在海溫距平的統計中，得到聖嬰與反聖嬰

期之颱風季長度相等的結果，可能是颱風最早生成月份的區別不夠大，因此得到等長

的結果。 

 

二、颱風路徑趨勢 

(一) 從統計（1）北上比率統計中得知，在聖嬰事件中颱風北上轉向日本、朝鮮半島比率較

高，而反聖嬰期颱風北上機率較低，尤其以 SOI 值統計最為明顯。推論在 SOI 低值期，

聖嬰現象發生時赤道低壓帶偏弱且沃克環流輻合區東移，此時哈得來環流偏弱，在 30

°N 附近的下沉氣流也隨之減弱，故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勢力環流偏東且較弱，有時在 130

°E 附近勢力弱點處甚至有斷裂情形發生，使颱風進入 130°E 以西後，在太平洋副熱帶

高壓勢力邊緣開始轉向並突破副高弱點朝北做拋物線路線。反聖嬰期間太平洋副熱帶

高壓勢力偏西且較強，持續受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南緣偏東氣流引導，較難北上。 

(二) 統計（2）西行比率統計中，可發現結果與討論（一）相反，反聖嬰期西行比例皆比聖

嬰及正常期要高，尤以弱反聖嬰期最為明顯，而聖嬰期颱風西行的比率為最低。原因

與討論（一）一致，受副熱帶太平洋高壓影響。 

(三) 颱風西北行的統計，由於樣本數過少，有待進一步分析。樣本數少的原因可能是颱風

在登陸後，少了海洋提供潛熱，強度衰減較快，還未進入 25°N 以北 120°E 以西即消亡。 

 

三、颱風登陸各國比例 

(一) 圖表中可見中國大陸遠超越其餘國家，歸因於其幅員遼闊，使颱風長驅直入比率偏高。

細分為夏(6~8 月)與秋(9~11 月)兩季，比對颱風侵襲各國的變化。關鍵在於太平洋高壓

在不同季節型態及強度上的變動，夏天環流情勢較單純，西北太平洋大致上由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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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所掌控。而秋季北方西風帶趨於活躍，西風槽伴隨地面冷空氣南下，打擊太平洋

高壓勢力，颱風走向較多變化。太平洋高壓強度的改變可能是由於海溫的變化。由於

海面水溫有滯後的現象，也就是秋季海溫高於夏季，導致太平洋高壓強度的變動，秋

季時海溫較高也使太平洋高壓強度比夏季略強。夏季颱風登陸各國比例呈不同數值，

侵襲東南亞各國比例聖嬰期高於反聖嬰期，而 SOI 也呈現相同趨勢。但是缺乏公認性

的資料，原因有待深入研究。  

(二) 秋天時大氣型態轉變，我們發現東南亞在反聖嬰時期易受颱風侵襲。東北亞各國則在

颱風侵襲易受聖嬰期。與研究(二)之結果相符。秋季東南亞各國遭颱風侵襲比例高於夏

季，在反聖嬰期時更明顯。可能與太平洋高壓季節性變動有關，秋季海面水溫達到整

年最高峰，此時太平洋高壓強度較強，但北風西風帶開始活躍，導致太平洋高壓勢力

易受西風槽南下影響而被往南擠壓，颱風被太平洋高壓順時氣流帶往西方。反聖嬰時

期更加強此影響。台灣反聖嬰時期秋颱較多，應是颱風生成位置偏西，使侵臺比例偏

高。 

(三) 透過統計二及統計三的比對，聖嬰時期颱風偏北轉向比例偏高，影響東北亞國家。而

反聖嬰時期颱風西行比例居多，影響東南亞國家。 

 

四、颱風消散於西太平洋 30°N 以南洋面比例(6~10 月) 

(一) 此統計討論颱風在低緯洋面上之非正常消散現象。一般認為颱風只要在適當海水溫度

及未接觸陸地受到破壞，即可有效存活並持續發展，但可發現還是有颱風在低緯度洋

面消亡。颱風消散有多種可能，像垂直風切增大或是受其他颱風的影響，也可能是該

颱風形成初期結構不佳及強度較弱，抵抗外在因素能力也較低。 

(二) 聖嬰期颱風強度較強，颱風較能抵抗外在因素的影響，也可能此時太平洋高壓勢力較

弱且略偏高緯，颱風受其下沉氣流之影響範圍較小，故在聖嬰期颱風於低緯洋面消亡

比例較反聖嬰期低。反聖嬰期颱風強度偏低，雖數目較多，但抵抗外在因素能力較低，

且反聖嬰期太平洋高壓較強且位置偏西南，使得較強勁的下沉氣流盤據在颱風發展空

間上，削弱颱風的發展，促使其減弱甚至消散，故反聖嬰期颱風於 30°N 以南洋面消亡

比例最高。以上僅是推測之原因，颱風的非正常消散牽涉之變因過於龐大，聖嬰現象

只是部分層面之影響，在不同的震盪週期中可能也會受到不等的影響。 

(三) 此統計僅有六十餘個颱風在西太平洋 30°N 以南洋面消散，與 1970 至 2010 年之間的上

千個颱風之下相形單薄，可能由於樣本數量過少導致相關性不明顯。 

 

 

 



 28 

五、颱風平均壽命 

         聖嬰現象愈強，颱風平均壽命愈長。聖嬰期暖水域集中於東太平洋，導致沃克環

流隨著暖水域的移動而向東移至東太平洋中部，氣流輻合區由西太平洋移至東太平洋

中部，也就是低壓生成位置偏東。統計（七）中也顯示，聖嬰期颱風生成位置偏東，

離太平洋西岸陸地較遠，有較長時間發展，平均壽命較長。反聖嬰期則相反，由於暖

水域偏西，因此赤道中東太平洋海水異常降溫，沃克環流也受影響往西移動，氣流輻

合區也西移，所以颱風生成位置偏西，離太平洋西岸陸地較近，在海上停留時間較短，

所以反聖嬰時期颱風平均壽命偏短。 

 

六、颱風強度比例 

         此統計是統計（六）的延伸，聖嬰時期颱風平均壽命較長，強度也較強，在海面

滯留時間增長，有較充足的時間吸收能量，故強度易增強。而反聖嬰期颱風平均壽命

較短，在海上停留的時間也較短，發展時間受限，強度較弱。 

 

七、颱風生成於 140°E 以東西比例 

         聖嬰期颱風易在偏東(140°E 以東)海域誕生，可能由於聖嬰期東太平洋赤道一帶海

溫偏高，導致渥克環流向東移動，赤道輻合帶也向東移動，使颱風易在偏東洋面生成。

反聖嬰時期則由於西北太平洋海溫偏高，沃克環流和赤道輻合帶向西移動，颱風較易

在偏西(140°E 以西)生成。 

柒、結論 

一、 聖嬰年的首個颱風較晚生成，颱風季長度也較短。反聖嬰時期首個颱風較早生成，颱風

季長度也較長。 

二、 聖嬰期颱風較路徑偏北，此時東北亞沿岸國家受颱風侵襲的比例高於其他時期，以日本

及南韓最明顯。反聖嬰時期颱風較易西行，東南亞沿岸國家受颱風侵襲的比例最高，越

南、菲律賓及中國大陸最需注意，應與太平洋高壓的強度位置有關。 

三、 臺灣在正常期被夏颱侵襲的比例最高，而反聖嬰時期，臺灣、中國大陸與菲律賓則易受

秋颱影響。 

四、 聖嬰期颱風平均壽命最長，應是聖嬰期赤道太平洋暖水域東移，使颱風易生成於 140°E

以東，而颱風在海面滯留時間增長，也使強颱發生頻率增加。 

五、 防災須注意反聖嬰時期颱風季較長，抗颱備戰時間也較長，且颱風容易西行，東南亞國

家需多加戒備，臺灣於反聖嬰時期秋颱發生頻率增加，且生成至登陸時間較短，考驗防

災應變能力。聖嬰時期颱風平均壽命較長且強度較強，須嚴防強颱的侵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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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40505 

聖嬰及反聖嬰與西北太平洋颱風之關聯為熱門之焦

點，分析方法適切合理。但與過往研究重複性較高，結論亦

相似。若能挑出少數的幾個聖嬰與反聖嬰時期之典型例子進

行較詳細的討論，例如個案期間太平洋高壓，海温之變化等

等颱風生成，移動路徑之間的關聯，可能會更具體、更好。

自 2000 年後聖嬰現象的特性開始呈現與過去不同的型態，

可以納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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