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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減低颱風災害，及避免莫拉克颱風造成兩名員警在太麻里殉職悲劇再發生，本文嘗試

以氣候統計，並統整颱風預報的數值法、類比法等，來建立台東縣颱風防災應變決策作業程

序。分析近十年颱風資料後，我們發現，除颱風本身外，地形效應、西南氣流、或引進的南

方雲系也會帶來較大降雨。尤其是路徑 3 的颱風(穿越台灣中部地區) 常為大武地區帶來較大

降雨，如：莫拉克颱風高達 1216.0 毫米。 

將氣候統計分析所得，應用在防災應變決策作業上，我們認為，可依數值預報路徑，就

本研究所知可能出現劇烈降雨區域進行警戒守視(氣候法及類比法應用)，再利用衛星及雷達即

時資訊修訂警戒區域，以爭取應變前置作業時間，避免在風雨中進行疏散安置，降低救災困

難及風險。 

壹、研究動機 

台灣位在西北太平洋颱風移動的路徑上(中央氣象局，2012)，由颱風路徑分類統計(台灣

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計畫，2012)，有超過 60%的颱風登陸或行經台東附近；加上台東地

區山勢陡峭、河川溪流密布及地質特性，導致台東地區的土石流潛勢溪流高達 165 條(土石流

防災資訊網，2012)，數量之多僅次於新北市及南投縣，是全台第三多；另由台東淹水潛勢模

擬結果顯示，當一日暴雨量達到 200.0 毫米時，便容易在台東的一些平原、低漥處，或者在河

川出海口地區造成淹水現象(經濟部水利署防災資訊網，2012)。所以，台東地區對於颱風的防

災需求相對台灣其他地區來說是相當高的。 

過去幾年如 2005 年海棠、2009 年莫拉克、及 2012 年天秤等颱風都對台東造成重大災害，

尤其莫拉克颱風最讓我們留下深刻印象，因不單是傷害規模之大，監察委員的調查，及所衍

伸出來的中央氣象局颱風預報及災害應變中心的應變作為等課題(監察院，2009)，在在都讓我

們想知道颱風所引發災害的原因、相關的颱風預報作業(中央氣象局，2013)與防災應變等相關

知識。而我們也透過此研究與學校課程連結(表一)，增進學習效果： 

表一 相關學習課程一覽表 

出版社 章    節    名    稱 備考 

南一版 

4-2 大氣變化雨水循環(水循環與雲雨、氣壓與風) 

4-3 大氣系統與變化(鋒面結構雨鋒面天氣) 

7-1 氣象災害(颱風的結構與影響、颱風災害) 

7-3 山崩與土石流災害(各種山崩類型的災害實例) 

上冊 

全華版 
3-1 氣象觀測、3-2 氣象預報、3-3 成雲致雨、3-4 大氣運動 

6-1 遙感探測、6-2 太空遙測的運用 
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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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西北太平洋颱風移動路徑圖 

(中央氣象局，2012) 

圖二 臺灣地區颱風路徑分類圖 

(台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計畫，2012) 

 

  

圖三 全國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布圖 

  (土石流防災資訊網，2012) 

圖四台東縣一日暴雨淹水潛勢圖 

  (經濟部水利署防災資訊網，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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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颱風的路徑預報有外延法、駛流法、氣候法、類比法、迴歸法及數值法等，一般來說，

颱風中心距離台灣在 36 至 48 小時以上的預報(此時，颱風位在寬闊洋面上)，數值模式的模擬

結果已能相當準確地提供預報資訊，但在 24 至 36 小時以內的預報，由於臺灣地形與颱風環

流間的交互作用相當複雜，數值模擬便容易產生較大誤差，也因此在防災應用上，有其困難

度(聯合晚報，2010)，也增添決策風險，這也是中央氣象局及防災單位常挨罵的原因(中國時

報，2009)，嚴重時甚至遭受監察院糾正與調查(監察院，2009)。 

由颱風警報發布時機、防颱警戒發布、疏散避難作業程序(土石流防災資訊網，2012)及

防災相關單位應變時機(說明如表二)可知，24 至 36 小時以內警報期間可說是防災決策上最關

鍵時期，任何防災上的誤判都有可能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與遺憾。 

為減低防災決策風險(自由時報，2010)，我們嘗試統整數值法(以電腦進行模擬演算)、類

比法(尋找過去類似個案)及氣候法(過去資料統計分析)等方式，來建立台東縣颱風防災應變決

策作業程序。所以，本研究目的在瞭解： 

一、台東地區的颱風降雨特徵。 

二、颱風路徑對於降雨分布的影響。 

三、颱風造成台東地區劇烈降雨的原因。 

四、如何應用這些降雨特徵建立防災應變決策程序。 

 
 

 

圖六 防颱警戒發布與疏散避難作業程序圖(土石流防災資訊網，2012) 

註：1. 海上颱風警報：預測 24 小時內颱風暴風範圍可能侵襲台灣或金門、馬祖 100 公里海域。 

    2. 海上陸上颱風警報：預測 18 小時內颱風暴風範圍可能侵襲台灣或金門、馬祖陸上。 

    3. 解除颱風警報：當颱風的七級風暴風範圍離開台灣或金門、馬袓陸地，但仍未離 100 公

里近海時，改發海上颱風警報，如亦離開 100 公里近海時，應即發布解除颱風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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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防災相關單位應變時機 

項次 災害類別 單位層級 作業時機及相關作為 

一 
風災 

防災作業程序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1.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後，內政部研

判有開設必要時進行二級開設； 

2.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預測颱

風暴風圈將於十八小時內接觸陸地時

進行一級開設。 

二 
水災 

防災作業程序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1.經濟部於氣象局連續發布豪雨特報，廿

四小時累積雨量達二○○毫米以上，

經研判有開設必要時進行二級開設； 

2.氣象局發布超大豪雨特報且廿四小時

累積雨量達三五○毫米以上或氣象局

解除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後，仍持續發

布超大豪雨特報，經研判有開設必要

者進行一級開設。 

三 
水災 

防災作業程序 
水利署(各地河川局) 

(水災防災主要權責單位) 

1.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於氣象局發

布豪雨特報或海上颱風警報時進行三

級開設； 

2.氣象局發布大豪雨特報有發生水災之

虞、或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或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時； 

3.氣象局發布超大豪雨特報有發生水災

之虞、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後 12 小時仍未解除或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一級開設時。 

四 
土石流 

防災作業程序 
農委會(各地水保局) 
(土石流防災主要權責單位) 

1.農委會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於氣象局發

布豪雨特報或海上颱風警報時為三級

開設； 

2.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後，經防災中

心研判有開設必要時。或已發布土石

流紅色警戒時為二級開設； 

3.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後，或配

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 

（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站，2011）。 

註:依據中央氣象局的定義：當日雨量達 130.0 毫米時稱為豪雨；達 200.0 毫米時為大豪雨；到達 350.0

毫以上的降雨稱為超大豪雨(經濟部水利署防災資訊網，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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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個人電腦 

二、使用軟體：Microsoft Excel、Microsoft PowerPoint、Microsoft Word、google map。 

三、資料：中央氣象局網頁上所提供的近 10 年雨量資料(2003~2012 年)、及颱風資料庫資料(含

有衛星、雷達、雨量等相關資料)。 

肆、研究過程及方法 

本文的研究流程如圖七所示，主要工作有台東基本資料及防災作業資料蒐集，這在瞭解

台東地區的防災需求；而氣象資料的蒐集在做為氣候統計之用。氣象資料的分析主要以

Microsoft Excel 軟體進行統計、排序、繪圖等。對於雷達、衛星及雨量等資料則以時間序列排

序後進行比對，來獲得劇烈降雨的時空特徵與原因，最後依據這些成果，應用於防災應變決

策作業程序探討。 

因此，我們首先會進行颱風劇烈降雨(torrential rain)的氣候統計，再以颱風路徑分類配合

衛星及雷達影像資料，找出颱風接近及通過台灣時台東地區降雨時空特徵，來建立路徑類比

法模式，最後探討在實務上如何將數值預報路徑結合類比法，來建立防災應變決策作業程序。 

本研究所設定的劇烈降雨(torrential rain)是指日雨量達毫雨程度以上的降雨。防災標準雨

量是指日雨量大於 200.0 毫米的降雨，因當雨量達此標準時，台東縣的防災單位需要進行緊急

疏散安置評估及作業(以水災的一日 200.0 毫米暴雨淹水潛勢為參考)。 

依據中央氣象局的颱風路徑分類，計有 10 類路徑(圖二)。其中路徑 1 是通過台灣北部海

面向西或西北行進；路徑 2 是通過台灣北部向西或向西北行進；路徑 3 通過台灣中部向西或

向西北行進；路徑 4 通過台灣南部陸地向西或向西北進行；路徑 5 通過台灣南方海面向西或

向西北行進；路徑 6 是沿台灣東岸或東部海面北上；路徑 7 則是經由巴士海峽後轉沿台灣西

岸或台灣海峽北上；路徑 8 是從南海地區，經台灣南方海面向東或向東北穿越台灣陸地的颱

風；路徑 9 則是從南海地區北上，經台灣海峽的颱風。路徑 10 指颱風路徑呈不規則行徑。 

颱風結構由中心向外依序是：颱風眼、鄰近颱風眼的眼牆、由眼牆分離外移的螺旋雨帶、

及更遠離中心的外圍雨帶(圖九)，因此分析颱風在台東地區的降雨特徵，便針對眼牆、螺旋雨

帶、及外圍雨帶，及由颱風所引發的西南氣流、共伴效應(與鋒面、東北季風結合)等進行瞭解。 

後續文中將以中央氣象局測站分別代表台東的各地理區域，如成功測站代表其鄰近地區

(成功地區、或台東北部地區)、台東測站表台東市地區或台東中部地區、大武測站為大武地區

或台東南部地區，蘭嶼測站為台東東邊海面地區(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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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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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中央氣象局台東地區測站位置圖 
(圖面來自 google 地圖(http://maps.google.com.tw/)) 

 

圖九 颱風結構剖面圖 
(改繪自中央氣象局氣象百問 http://www.cwb.gov.tw/V7/knowledge/encyclopedia/ty0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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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查詢氣象局颱風資料庫後可知，西北太平洋地區在 2003 年至 2012 年間計有 225 個颱風

生成，其中發布颱風警報者有 66 個，由於防災實務上往往以實際及預測可能出現的雨量為行

動依據，因此本研究將颱風影響台東期間任一測站單日累積雨量高於 130.0 毫米(豪雨標準；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依據)的颱風篩選出來，如此獲得 25 個颱風的降雨統計資料(表三為各測站

受颱風影響期間的總累積降雨量；表四則是單日累積雨量)。 

表三 2003~2012 年颱風在台東地區產生劇烈降雨統計表 (單位：毫米) 

年份 名稱 警報期間 
近台 
強度 

路徑 
大武累
積雨量 

台東累
積雨量 

成功累
積雨量 

蘭嶼累
積雨量 

單日最
大雨量 

單日最
大雨量
測站 

2003 莫拉克 08/02～08/04 輕度 4 481.3 358.0 262.1 318.0 232.6  大武 

2003 杜鵑 08/31～09/02 中度 5 248.4 368.6 311.2 251.0 153.0  成功 

2003 米勒 11/02～11/03 輕度 6 233.8 179.5 151.4 160.0 225.7  大武 

2004 敏督利 06/28～07/03 中度 6 673.9 415.1 581.5 227.5 352.0  成功 

2004 南瑪都 12/03～12/04 中度 8 202.5 268.4 262.0 95.5 208.5  台東市 

2005 海棠 07/16～07/20 強烈 3 1029.3 207.0 160.2 117.0 564.0  大武 

2005 珊瑚 08/11～08/13 輕度 -- (5) 169.4 237.5 287.0 68.0 185.0  成功 

2005 泰利 08/30～09/01 強烈 3 303.0 43.6 66.5 17.0 287.3  大武 

2005 丹瑞 09/21～09/23 中度 --(5) 455.5 245.1 222.3 241.0 300.7  大武 

2006 碧利斯 07/12～07/15 輕度 2 332.4 203.2 178.3 92.0 204.0  大武 

2006 凱米 07/23～07/26 中度 3 524.1 373.9 361.8 240.0 200.2  台東市 

2006 寶發 08/07～08/09 輕度 4 39.7 191.9 141.0 72.0 171.5  台東市 

2007 帕布 08/06～08/08 輕度 4 44.0 58.5 113.0 157.6 150.3  蘭嶼 

2007 梧提 08/08～08/09 輕度 3 720.6 250.8 161.0 271.3 219.5  大武 

2007 聖帕 08/16～08/19 強烈 3 352.9  125.3  287.4  290.4  169.0  成功 

2007 米塔 11/26～11/27 中度 --(8) 252.2  275.5  389.5  284.5  249.0  成功 

2008 鳳凰 07/26～07/29 中度 3 282.7  95.5  172.6  56.0  163.5  大武 

2008 薔蜜 09/26～09/29 強烈 2 239.1  112.7  89.8  292.0  226.4  大武 

2009 莫拉克 08/05～08/10 中度 3 1216.0  140.3  174.9  148.5  808.5  大武 

2009 芭瑪 10/03～10/06 中度 
特殊

路徑

(5) 

171.0  125.0  193.0  246.1  150.0  蘭嶼 

2010 萊羅克 08/31～09/02 輕度 9 330.5  188.0  157.3  173.5  166.0  大武 

2010 莫蘭蒂 09/09～09/10 輕度 --(9) 315.0  376.9  251.2  53.5  227.0  台東市 

2011 南瑪都 08/27～08/31 強烈 4 522.0  374.0  353.7  375.2  236.5  台東市 

http://rdc28.cwb.gov.tw/data.php?num=2003090802&year=2003&c_name=莫拉克&e_name=MORAKOT
http://rdc28.cwb.gov.tw/data.php?num=2003130829&year=2003&c_name=杜鵑&e_name=DUJUAN
http://rdc28.cwb.gov.tw/data.php?num=2003191031&year=2003&c_name=米勒&e_name=MELOR
http://rdc28.cwb.gov.tw/data.php?num=2004070624&year=2004&c_name=敏督利&e_name=MINDULLE
http://rdc28.cwb.gov.tw/data.php?num=2004271129&year=2004&c_name=南瑪都&e_name=NANMADOL
http://rdc28.cwb.gov.tw/data.php?num=2005050712&year=2005&c_name=海棠&e_name=HAITANG
http://rdc28.cwb.gov.tw/data.php?num=2005100811&year=2005&c_name=珊瑚&e_name=SANVU
http://rdc28.cwb.gov.tw/data.php?num=2005130827&year=2005&c_name=泰利&e_name=TALIM
http://rdc28.cwb.gov.tw/data.php?num=2005180921&year=2005&c_name=丹瑞&e_name=DAMREY
http://rdc28.cwb.gov.tw/data.php?num=2006040709&year=2006&c_name=碧利斯&e_name=BILIS
http://rdc28.cwb.gov.tw/data.php?num=2006050719&year=2006&c_name=凱米&e_name=KAEMI
http://rdc28.cwb.gov.tw/data.php?num=2006090806&year=2006&c_name=寶發&e_name=BOPHA
http://rdc28.cwb.gov.tw/data.php?num=2007060805&year=2007&c_name=帕布&e_name=PABUK%20
http://rdc28.cwb.gov.tw/data.php?num=2007070808&year=2007&c_name=梧提&e_name=WUTIP%20
http://rdc28.cwb.gov.tw/data.php?num=2007080813&year=2007&c_name=聖帕&e_name=SEPAT%20%20
http://rdc28.cwb.gov.tw/data.php?num=2007231120&year=2007&c_name=米塔&e_name=MITAG
http://rdc28.cwb.gov.tw/data.php?num=2008080726&year=2008&c_name=鳳凰&e_name=FUNG-WONG
http://rdc28.cwb.gov.tw/data.php?num=2008150924&year=2008&c_name=薔蜜&e_name=JANGMI
http://rdc28.cwb.gov.tw/data.php?num=2009080804&year=2009&c_name=莫拉克&e_name=MORAKOT
http://rdc28.cwb.gov.tw/data.php?num=2009170929&year=2009&c_name=芭瑪&e_name=PARMA
http://rdc28.cwb.gov.tw/data.php?num=2010060829&year=2010&c_name=萊羅克&e_name=LIONROCK
http://rdc28.cwb.gov.tw/data.php?num=2010100909&year=2010&c_name=莫蘭蒂&e_name=MERANTI
http://rdc28.cwb.gov.tw/data.php?num=2011110823&year=2011&c_name=南瑪都&e_name=NANMADO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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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名稱 警報期間 
近台 
強度 

路徑 
大武累
積雨量 

台東累
積雨量 

成功累
積雨量 

蘭嶼累
積雨量 

單日最
大雨量 

單日最
大雨量
測站 

2012 泰利 06/19～06/21 輕度 9 195.0  107.6  65.1  103.2  144.0  大武 

2012 天秤 08/21～08/25 中度 
特殊

路徑

(4) 

374.1  312.5  367.9  201.0  270.0  大武 

  註:1.累積雨量係指颱風影響期間的總累積雨量，這包括颱風警報前、警報期間、颱風警報解除後的降雨量總和。 

2.各測站雨量來自颱風本身的外圍雲系、眼牆、螺旋雨帶、及颱風所引進的西南氣流、東南方雲系、與由颱風環流與東

北季風或者熱帶低壓的共伴效應等。 

3.為便於分析颱風路徑影響，本研究將氣象局對於路徑難以區分(以--表之)及以特殊路徑分類的颱風，重新以最可能接

近的路經來分類，如--(5)，表以路徑 5 分類；特殊路徑(8)，表以路徑 8 分類。 

表四 颱風影響期間台東各測站逐日降雨(依路徑排序)資料表(單位：毫米) 

年度 颱風名稱 路徑 日期 大武 台東市 成功 蘭嶼 備考 

2006 碧利斯 2 

7 月 12 日 0.0 0.0 1.3 7.0 1.先前的外圍雨帶並沒有太大降雨。 

2.從花蓮東部海域至台灣北部，及之

後出海期間引進西南氣流，並造成
台灣南部及台東南部地區的豪雨。 

3.後續更引進鄰近菲律賓一帶雲系北

上造成降雨。 
4.路徑比薔蜜偏北些。 

7 月 13 日 1.9 2.7 3.0 2.0 

7 月 14 日 204.0 104.5 69.5 66.5 

7 月 15 日 23.0 14.0 38.5 13.0 

7 月 16 日 100.0 79.5 66.0 0.0 

7 月 17 日 3.5 2.5 0.0 3.5 

2008 薔蜜 2 

9 月 25 日 48.1 18.7 4.0 3.4 1.初期受鋒面影響造成一些降雨。 

2.同碧利斯一樣向西北行過 123°E、23°

N 後，對台東的影響減小。 
2.從花蓮東部海域至台灣北部，及之

後出海北行期間引進西南氣流，造

成台灣南部及台東南部地區的豪
雨。尤其對蘭嶼的影響比較大。 

9 月 26 日 18.8 38.5 7.5 0.4 

9 月 27 日 0.1 1.0 17.0 6.0 

9 月 28 日 112.6 46.5 54.0 226.4 

9 月 29 日 59.5 7.0 3.8 55.8 

9 月 30 日 0.0 1.0 3.5 0.0 

2005 海棠 3 

7 月 16 日 0.0 0.0 0.0 0.0 
1.颱風警報初期無降雨。 
2.颱風移近花蓮東方海面時 18 日開始

造成台灣南部回波發展。之後再有

西南氣流持續影響南部地區及台東
南部地區的降雨(達三天)。 

3.過山及出海時間比較久。 

7 月 17 日 2.4 4.5 22.0 35.0 

7 月 18 日 346.5 3.0 27.0 32.0 

7 月 19 日 564.0 106.0 38.5 42.0 

7 月 20 日 88.7 88.0 69.5 1.0 

7 月 21 日 27.7 5.5 3.2 7.0 

2005 泰利 3 

8 月 30 日 0.0 0.0 0.0 0.0 1.颱風警報初期無降雨。 
2.颱風移近花蓮東方海面時，開始造

成台灣南部回波發展。之後過山出

海仍持續影響南部地區及台東南部
地區的降雨。但因沒有引發西南氣

流(移速快)，累積降雨量偏少。 

8 月 31 日 2.5 0.1 8.0 1.0 

9 月 01 日 287.3 42.5 36.5 16.0 

9 月 02 日 13.2 1.0 22.0 0.0 

2006 凱米 3 

7 月 23 日 0.0 5.0 0.0 0.0 

1.凱米路徑較偏南，因此較早有降
雨，由其蘭嶼有較大雨勢。 

2.接近綠島時，南部山區才開始有回

波發展。 
3.颱風進入中國大陸後仍不斷從菲律

賓一帶有雲雨北上造成降雨。 

7 月 24 日 21.5 0.3 31.5 124.5 

7 月 25 日 108.5 67.4 88.0 42.0 

7 月 26 日 190.0 46.0 187.5 31.5 

7 月 27 日 197.3 200.2 54.5 38.0 

7 月 28 日 6.8 54.5 0.3 4.0 

7 月 29 日 0.0 0.5 0.0 0.0 

2007 梧提 3 

8 月 08 日 80.0 32.6 45.0 128.0 1.梧提是接續帕布之後，由鄰近台灣

的熱帶低壓發展起來。加上回波比

凱米更偏南，因此警報第一天就有

明顯降雨。 
2.梧提颱風離開後，在菲律賓及南海

一帶的熱帶低壓不斷有雲系發展，

並隨西南氣流不斷北上影響台灣地
區，一直到聖帕颱風形成。所以降

雨時間很久。對大武的影響很久。 

8 月 09 日 135.5 60.7 25.0 27.0 

8 月 10 日 32.0 11.5 7.0 16.0 

8 月 11 日 73.5 1.5 1.5 9.0 

8 月 12 日 33.5 0.0 0.0 0.7 

8 月 13 日 219.5 75.5 28.0 39.5 

8 月 14 日 53.6 7.0 0.0 42.1 

http://rdc28.cwb.gov.tw/data.php?num=2012050618&year=2012&c_name=泰利&e_name=TALIM
http://rdc28.cwb.gov.tw/data.php?num=2012140819&year=2012&c_name=天秤&e_name=TEM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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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颱風名稱 路徑 日期 大武 台東市 成功 蘭嶼 備考 

8 月 15 日 93.0 62.0 54.5 9.0 

2007 聖帕 3 

8 月 16 日 0.5 2.4 6.2 0.5 1.聖帕路徑比凱米偏北邊一些。初期

雨量不多。 

2.由於從熱帶低壓發展起來，早先即
有回波發展而造成台東地區降雨。 

3.螺旋雨帶不斷外離，帶來降雨。颱

風出海後南部才有強回波出現及西
南氣流影響。 

8 月 17 日 21.4 21.7 65.5 157.5 

8 月 18 日 145.0 60.0 169.0 117.0 

8 月 19 日 66.0 11.5 43.0 3.4 

8 月 20 日 88.5 19.8 3.5 10.5 

8 月 21 日 31.5 9.9 0.2 1.5 

2008 鳳凰 3 

7 月 26 日 0.0 0.0 0.1 0.0 1.初期幾乎沒有降雨。27 日螺旋雨帶
影響，雨勢較大些。由於路徑低於

123°E、23°N，對台東的影響仍在。 

2.眼牆接觸花蓮陸地後，南部地區開
始有回波發展。 

3.28 及 29 日因西南氣流有豪大雨。 

7 月 27 日 11.2 9.0 33.9 7.5 

7 月 28 日 99.5 17.0 75.2 37.1 

7 月 29 日 163.5 61.5 62.4 6.5 

7 月 30 日 8.5 8.0 1.0 4.9 

2009 莫拉克 3 

8 月 05 日 1.3 0.0 3.0 0.0 1.5 日及 6 日外圍雲系快速通過，僅零

星降雨。 
2.6 日及 7 日外圍雲系(強回波)遠達臺

灣海峽，且沿地形有強回波發展。 

3.7 日台東開始受颱風南緣及來自臺
灣海峽南部地區的寬廣雲系影響有

較大雨勢。 

4.強降雨自 7 日開始至 9 日才結束。 

8 月 06 日 0.0 0.05 0.4 1.0 

8 月 07 日 122.1 42.8 101.5 63.0 

8 月 08 日 808.5 68.0 53.5 69.8 

8 月 09 日 260.5 29.5 16.0 7.6 

8 月 10 日 16.8 0.0 0.5 5.0 

8 月 11 日 6.3 0.0 0.0 2.1 

2003 莫拉克 4 

8 月 02 日 0.0 0.0 0.0 0.5 1.初期幾乎沒有降雨。3 日受螺旋雨帶

及眼牆影響，有強降雨。 

2.南部地區沒有明顯強回波發展。 
3.5 日因西南氣流影響有大雨。 

8 月 03 日 190.2 208.5 125.1 141.5 

8 月 04 日 232.6 131.5 123.2 82.0 

8 月 05 日 58.5 18.0 13.8 94.0 

2006 寶發 4 

8 月 07 日 0.0 0.0 0.0 0.0 1.初期沒有降雨。9 日受螺旋雨帶及眼
牆登陸影響，造成大降雨。尤其是

台東市。 

2.因移速快，南部地區沒有明顯回波

發展。也沒有引進西南氣流。 

8 月 08 日 0.0 20.4 64.0 15.5 

8 月 09 日 39.7 171.5 77.0 54.5 

8 月 10 日 0.0 0.0 0.0 2.0 

2007 帕布 4 
8 月 06 日 0.0 0.0 0.0 7.3 7 日受螺旋雨帶及眼牆登陸影響，造

成大降雨。尤其是蘭嶼。因移速快後

續無降雨。 8 月 07 日 44.0 58.5 113.0 150.3 

2011 南瑪都 4 

8 月 26 日 0.6 0.5 5.3 1.0 
1.初期外圍雨帶有零星降雨。接著螺

旋雨帶有較大降雨 
2.28 日及 29 日受螺旋雨帶、眼牆登陸

及西南氣流影響，造成大降雨。影

響範圍較全面性。 
3.西南氣流到 31 日才結束，影響時間

很久。 

8 月 27 日 55.0 39.0 67.0 79.8 

8 月 28 日 197.0 236.5 181.0 96.6 

8 月 29 日 119.5 58.5 89.3 78.7 

8 月 30 日 98.5 30.5 9.1 75.8 

8 月 31 日 51.4 9.0 2.0 42.7 

9 月 01 日 0.6 0.0 0.0 0.6 

2012 天秤 4 

8 月 21 日 0.5 0.0 0.0 0.0 
1.初期幾乎沒有降雨。23 日受螺旋雨

帶及眼牆影響，有強降雨。 
2.南部地區沒有明顯強回波發展。 

3.5 日因西南氣流影響有大雨。 

8 月 22 日 0.0 0.0 0.0 0.0 

8 月 23 日 12.1 40.6 84.0 100.5 

8 月 24 日 270.0 221.5 246.7 84.5 

8 月 25 日 91.5 50.4 37.2 16.0 

2003 杜鵑 5 

8 月 30 日 0.0 0.0 0.0 1.0 

1.初期外圍雨帶有零星降雨。接著螺

旋雨帶有較大降雨。 

2.1 日及 2 日受螺旋雨帶、眼牆及東南
雲雨帶影響，造成大降雨。 

3.東南雲雨後續影響很久。 

4.杜鵑颱風算是受颱風影響期程最長
的颱風，計有 9 天。 

8 月 31 日 0.05 0.05 0.2 9.0 

9 月 01 日 43.00 75.5 72 67.5 

9 月 02 日 51.50 146.0 153.0 133.0 

9 月 03 日 104.80 142.0 86.0 15.0 

9 月 04 日 10.10 5.0 0.0 9.5 

9 月 05 日 13.70 0.0 0.0 5.5 

9 月 06 日 24.50 0.0 0.0 0.0 

9 月 07 日 0.70 0.0 0.0 10.5 

2005 珊瑚 5 

8 月 11 日 0.0 0.5 13.5 4.0 1.由於珊瑚颱風的外圍雲系很廣，初
期就有降雨。 

2.12 日受螺旋雨帶及西南氣流影響，

有較大降雨。 

8 月 12 日 124.0 142.0 185.0 45.0 

8 月 13 日 29.7 82.5 76.5 1.0 

8 月 14 日 7.5 11.5 5.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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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颱風名稱 路徑 日期 大武 台東市 成功 蘭嶼 備考 

8 月 15 日 8.2 1.0 7.0 15.5 3.西南氣流後續影響很久。 

2005 丹瑞 5 

9 月 21 日 64.2 27.0 67.8 105.0 
1.由於丹瑞颱風的外圍雲系寬廣且發

展旺盛，因此初期就有大降雨。 

2.21 日受螺旋雨帶及東南雲系影響，

有較大降雨。 

3.東南雲系後續影響很久。但主要是

對大武地區的影響。 

9 月 22 日 300.7 218.0 143.0 115.5 

9 月 23 日 34.4 0.1 5.5 2.5 

9 月 24 日 33.1 0.1 0.0 9.0 

9 月 25 日 22.5 0.0 4.0 0.0 

9 月 26 日 0.6 0.0 2.0 9.0 

2009 芭瑪 5 

10 月 03 日 0.0 0.0 0.05 16.0 1.由於外圍雲系寬廣且發展旺盛，因
此初期就有大降雨。 

2.4 至 6 日受螺旋雨帶影響，有較大降

雨。尤其是 6 日對於蘭嶼的影響。 

10 月 04 日 103.0 31.5 52.0 80.1 

10 月 05 日 41.0 67.0 79.5 0.0 

10 月 06 日 27.0 26.5 61.5 150.0 

2003 米勒 6 

10 月 31 日 0.0 0.0 0.0 5.0 
1.因共伴效應，初期就有降雨現象。 

2. 2、3 日受螺旋雨帶及眼牆影響，有

較大降雨。 

11 月 01 日 0.1 6.5 8.6 13.0 

11 月 02 日 225.7 148.0 74.3 133.0 

11 月 03 日 8.0 25.0 68.5 9.0 

2004 敏督利 6 

6 月 28 日 0.0 0.0 0.0 0.0 

1.初期沒有降雨。29 日受快速移動的

外移雨帶影響，有零星降雨。 
2.30 日後受螺旋雨帶及引進的西南氣

流影響，有較多降雨。尤其西南氣

流的影響期程有 5 天之久。 

6 月 29 日 0.0 0.0 5.5 6.0 

6 月 30 日 74.2 43.0 97.0 56.5 

7 月 01 日 173.6 204.5 352.0 139.0 

7 月 02 日 81.5 72.5 65.0 11.5 

7 月 03 日 193.8 44.5 41.5 4.0 

7 月 04 日 138.0 50.5 16.0 0.5 

7 月 05 日 12.0 0.05 4.5 10.0 

7 月 06 日 0.8 0.05 0.0 0.0 

2007 米塔 8 

11 月 25 日 5.4 19.5 29.5 35.0 1.前期有共伴效應，便有降雨。 
2.26 日及 27 日不斷有強回波從巴士海

峽北移，影響範圍相當全面。 
11 月 26 日 176.7 164.0 249.0 157.0 

11 月 27 日 70.1 92.0 108.0 92.0 

2004 南瑪都 8 

12 月 02 日 0.4 0.4 0.5 8.5 1.前期有共伴效應，便有降雨。 
2.3日及 4日不斷有強回波從巴士海峽

北移，影響範圍相當全面。 
12 月 03 日 172.6 208.5 175.0 65.0 

12 月 04 日 29.5 59.5 86.5 22.0 

2010 萊羅克 9 

8 月 31 日 12.5 5.5 0.0 6.0 1.颱風結構雖鬆散，但 1 日移近臺灣

海峽南部時，螺旋雨帶及眼牆，與

引進的西南氣流仍造成較大降雨。 
2.3 日後續則受東南雲系的影響。 

9 月 01 日 166.0 100.0 101.3 110.5 

9 月 02 日 143.5 44.5 52.5 21.0 

9 月 03 日 8.5 38.0 3.5 36.0 

2010 莫蘭蒂 9 

9 月 07 日 19.5 3.0 21.5 39.4 1.莫蘭蒂因從台灣東部外海的熱帶低

壓，移到台灣海峽南部後轉變成輕

度颱風。因此，初期就有明顯降雨。 
2.9 日變成輕度颱風後，因離台灣很

近，螺旋雨帶及西南氣流容易帶來

較大雨勢。 

9 月 08 日 131.0 119.0 70.5 3.5 

9 月 09 日 148.5 227.0 129.0 10.1 

9 月 10 日 16.0 25.5 14.2 0.5 

9 月 11 日 0.0 2.4 16.0 0.0 

2012 泰利 9 

6 月 19 日 31.0 26.1 14.2 31.0 1.因受鋒面導引影響，初期就有明顯
降雨。雲雨帶向東北移動。 

2.後續受螺旋雨帶及西南氣流影響，

帶來降雨。 
3.受鋒面影響結構破壞。 

6 月 20 日 144.0 68.0 40.0 13.6 

6 月 21 日 19.0 13.5 10.2 35.0 

6 月 22 日 1.0 0.0 0.7 23.6 

註：1.以藍色標示的日期是颱風警報期間。 
2.以紫色標註豪雨雨量(135.0 毫米)；紅色表防災警戒以上雨量(200.0 毫米-大豪雨、350.0 毫米特大豪雨) 
 

檢視雨量資料發現(表三及表四)：(1)不論颱風影響期間總累積雨量或單日降雨量，都顯

示降雨分布的不平均。也就是說，同一颱風的降雨大多集中在一、二個地區而已。(2)另外，

除非颱風是從鄰近臺灣地區的熱帶低壓發展起來，或者是與鋒面及東北季風的共伴效應，一

般來說，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後，不是無雨就是雨勢很小，且颱風所帶來的主要降雨，往往僅

集中在一、二天，並具有地區性。為何有這些現象？及如何建立防颱應變決策程序，將在下

節一併討論。以下說明我們的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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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東地區颱風降雨分析(空間分析) 

為避免混淆與誤解，以下的說明中除非特別強調“單日”累積雨量，不然所稱的累積雨

量即是颱風影響期間的總累積雨量。 

(一)這 10 年中各地區在歷次颱風中出現最小累積雨量的測站，以蘭嶼最多有 10 次，其

次是成功 8 次，大武 4 次，台東市僅 3 次。而最大累積雨量測站，以大武最多有 16

次(64.0%)(圖十)。各測站最大累積雨量，在大武是 1216.0 毫米(2009 年莫拉克颱風)、

成功 581.5 毫米(2004 年敏督利颱風)、台東市 415.1 毫米(2004 年敏督利颱風)、蘭嶼

318.5 毫米(2003 莫拉克颱風)。即大武的累積雨量往往偏高，蘭嶼相對偏低(圖十一)。 

 

圖十 台東地區各測站在歷次颱風中出現最多累積雨量次數統計圖 

 
圖十一 歷年各地區在颱風影響期間的累積雨量圖 

(二)颱風的降雨不均，各地區彼此間的差異有時很大(圖十二)，如 2009 年莫拉克颱風，

造成大武高達 1216.0 毫米累積雨量,但台東市僅 140.3 毫米，相差 1075.7 毫米(大武累

積雨量是台東市 8.7 倍)。而 2005 年海棠颱風，大武與蘭嶼相差 912.3 毫米(8.8 倍)。

2007 年梧提颱風，大武與成功相差 559.6 毫米(4.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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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各颱風最大及最小累積雨量圖 

 (三)颱風影響期間最大單日累積雨量(圖十三)，是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大武地區的 808.5

毫米雨量，其次也是大武地區 2005 年海棠颱風 564.0 毫米，如此高雨量也難怪會對

台東南部地區造成重大災情。其他各地區最大單日累積雨量：蘭嶼 2008 年薔蜜颱

風 226.4 毫米、成功 2004 年敏督利颱風 352.0 毫米、台東市 2011 年南瑪都颱風 236.5

毫米。近 10 年的颱風降雨單日累積雨量達到防災警戒(疏散)標準(200.0 毫米)的次

數，以大武最多 11 次、台東市有 8 次、成功是 3 次、蘭嶼僅 1 次。而歷次颱風單

日最大累積雨量，以大武 13 次最多、台東市 5 次、成功 5 次、蘭嶼僅 2 次。由上

可知，大武地區(台東南部地區)較容易受颱風影響。 

 

圖十三 歷次颱風台東各測站的單日累積雨量 

二、颱風降雨持續性分析(時間分析) 

(一)從表五可知，颱風警報天數在 2〜6 天之間，其中以 3 天最多，有 8 個颱風，警報天

數 2 天及 4 天各有 6 個颱風，由此瞭解，颱風的移速算快。而降雨影響天數在 2〜9

天之間，以 4 天最多，有 7 個颱風，6 天有 5 個颱風，5 天有 4 個颱風。由警報天數

及影響天數對照，颱風降雨天數與颱風警報天數相同者只有一個(帕布颱風)，即除了

警報期間的颱風環流降雨外，仍有其他因素會帶來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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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颱風警報天數及影響天數的對照表 

天數 
  次數 

  類別 
2 3 4 5 6 7 8 9 

警報天數 6 8 6 3 2 0 0 0 

影響天數 1 2 7 4 5 3 1 2 

 

(二)從表四逐日降雨分析，帶來劇烈降雨的天數大多僅 1 天，兩天的颱風有 9 個(連兩天

的海棠、凱米、莫拉克、杜鵑、敏督利、萊羅克、莫蘭蒂)，3 天者僅有 1 個(敏督利

颱風)，且大部份是在海上警報發布後，甚至是在陸上警報發布後。海上警報前就有

劇烈降雨的颱風僅莫蘭蒂；警報解除後仍有劇烈降雨的颱風有凱米、梧提、杜鵑、

敏督利等四個，而凱米、梧提兩颱風在警報解除後的劇烈降雨比警報期間的降雨還

大。因此，颱風警報解除仍不能掉以輕心。 

三、颱風路徑分析(時空分析) 

(一)近 10 年，路徑 1 及路徑 7 無豪雨以上降雨。由路徑 3、路徑 4、路徑 5、總計達 16

次可知(圖十四)，造成台東地區較大累積雨量的颱風，是以鄰近台東地區的颱風為主。 

 

圖十四 2003~2012 年在台東出現劇烈降雨的颱風路徑次數統計圖 

(二)由各路徑的累積雨量可知(圖十五)，路徑 3 較容易有大累積雨量，累積降雨量甚至可

達 1000.0 毫米以上。其他路徑最大累積雨量： 

1.路徑 2 是 2006 年碧利斯颱風在大武 332.4 毫米。 

2.路徑 4 是 2011 年南瑪都颱風在大武 522.0 毫米。 

3.路徑 5 是 2005 年丹瑞颱風在大武 455.8 毫米。 

4.路徑 6 是 2004 年敏督利颱風在大武 673.9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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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路徑 8 是 2007 年米塔颱風在成功 389.5 毫米。 

6.路徑 9 是 2010 年莫蘭蒂颱風在台東市 376.9 毫米。 

產生劇烈降雨的 7 條路徑中，有 5 條路徑為大武帶來最大累積雨量，再次說明大武地區

(台東南部地區)容易受颱風影響。 

 
圖十五 2003-2012 年颱風路徑最大累積雨量圖(單位：毫米) 

 

(三) 路徑 3、路徑 5、路徑 6 的單日累積雨量較高，且大多是在大武地區。最高日雨量

是路徑 3於 2009年莫拉克颱風在大武所創下的 808.5毫米；路徑 6單日最大雨量 352.0

毫米；路徑 5 是 300.7 毫米；其他路徑最大累積雨量如表五。 

表五 各路徑最大單日雨量統計表 

颱風路徑 最大日雨量 颱風名稱 測站 次大日雨量 測站 颱風名稱 

2 226.4 薔蜜 蘭嶼 204.0 大武 碧利斯 

9 227.0 莫蘭蒂 台東市 166.0 大武 萊羅克 

8 249.0 米塔 成功 208.5 台東市 南瑪都 

4 270.0 天坪 大武 246.7 成功 天坪 

5 300.7 丹瑞 大武 218.0 台東市 丹瑞 

6 352.0 敏督利 成功 225.7 大武 米勒 

3 808.5 莫拉克 大武 564.0 大武 海棠 

 

 

 

 

 

 



16 

陸、討論 

一、颱風產生豪雨程度以上的降雨原因？ 

以下以颱風路徑配合雷達雷、衛星雲圖與雨量資料探討颱風產生劇烈降雨的演變特徵(表四

備註)及其原因： 

(一)路徑 2 有碧利斯及薔蜜兩颱風(圖十六)，在過山前後，颱風南緣環流受中央山脈南段阻

擋及颱風過後所引進的南方雲系北抬是劇烈降雨主要原因。兩颱風的降雨差異是，(1)

薔蜜在前期就有明顯降雨；(2)碧利斯在大武地區降雨較多，而薔蜜則在蘭嶼降雨較多，

這在於薔蜜颱風在過山期間外圍雨帶造成蘭嶼較多降雨。 

 
   

    
2006 年碧利斯颱風 

    

    

2008 年薔蜜颱風 

圖十六 碧利斯及薔蜜颱風雷達、衛星及雨量相關圖資時間序列圖。(中央氣象局，2012) 
   註:時間序列係由左而右、由上而下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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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路徑 3 有 7 例，相較其他路徑，路徑 3 是最容易產生劇烈降雨的路徑，且在大武地區

的降雨往往比其他地區高。這在於路徑 3 的颱風環流接近台東地區，當颱風過山前後

中央山脈南段對於颱風環流、西南氣流的抬升作用明顯，颱風過後有時也會促使鄰近

菲律賓的雲系北抬造成台東地區的降雨。另外，路徑 3 的降雨還有一些特徵，(1)路徑

比較偏南的颱風因靠近台東地區，因此初期就有明顯降雨，尤其是對蘭嶼的影響，有

時在大武也有較大雨量，如凱米、梧提、聖帕等颱風；(2)所引進的西南氣流或南方雲

系，有時比警報階段的雨量還大，如凱米、海棠、莫拉克等颱風。因此路徑 3 的颱風

需特別留意颱風路徑走向及所引發的西南氣流。這裡以 2006 年凱米颱風、及 2009 年

莫拉克颱風為例(圖十七)。 

    

    
2006 年凱米颱風 

    

    

    

2009 莫拉克 

圖十七 凱米及莫拉克颱風雷達、衛星及雨量相關圖資時間序列圖。(中央氣象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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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路徑 4 有 5 例，因路線主要位於台東市以南地區，因此颱風的螺旋雨帶及眼牆經過時

會有較大雨勢，如台東市在 2006 年寶發颱風眼牆經過時產生豪雨、2007 年帕布颱風的

螺旋雨帶及眼牆經過蘭嶼時，造成 278.3 毫米累積雨量。而部份颱風越過中央山脈進入

臺灣海峽後，有時也會引進南方雲系而有較大降雨，如 2003 年莫拉克及 2011 年南瑪

都颱風在大武降下 481.0 毫米及 522.0 毫米的累積雨量，如此降雨來自颱風前緣的雨

帶，加上螺旋雨帶、眼牆，以及西南氣流所引進的雲系。路徑 4 的颱風還可以分成兩

類，一是由東向西，如帕布、寶發、天坪，這類移速較快，初期沒有降雨，也較少引

發西南氣流；另一類是從菲律賓東方海面朝西北方行進，初期容易有降雨，且會引進

西南氣流，影響時間也比較久。以 2011 年南瑪都颱風做說明(圖十八)。 

 
  

   

   

圖十八 2011 年南瑪都颱風雷達、衛星及雨量相關圖資時間序列圖。(中央氣象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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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路徑 5 的颱風行經巴士海峽，又可分為接近巴士海峽北端及靠近菲律賓海域的降雨特

徵。行經巴士海峽北端的颱風，常因螺旋雨帶、眼牆經過，及引進的南方雲系帶來降

雨。而行經菲律賓海域的颱風，除非有如 2005 年丹瑞颱風寬廣的外圍雨帶及螺旋雨帶，

大抵而言，台東地區的降雨大多來自颱風外圍雨帶及颱風引進的南方雲系。以杜鵑及

丹瑞颱風為案例 (圖十九)。初期就有外圍雨帶帶來降雨是這路徑颱風的共同特徵。 

 
   

    

2003 年杜鵑颱風 

 
   

    

2005 丹瑞颱風 

圖十九 杜鵑及丹瑞颱風雷達、衛星及雨量相關圖資時間序列圖。(中央氣象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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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路徑 6 有米勒及敏督利兩例(圖二十)，雖都行經台灣東部海域北行，但米勒比較靠近台

灣南方海面北上，並受鋒面導引，行經台東東邊海域後，結構破壞。米勒的降雨來自

外圍雨帶、螺旋雨帶及眼牆。敏督利因比較偏台灣東方海面北上，初期有外圍雨帶影

響，之後有螺旋雨帶及颱風引進的西南氣流所帶來的降雨，因移動緩慢及西南氣流的

影響，敏督利的雨量相當高。路徑 6 的颱風雖在大武地區有較大累積雨量，但因路徑

的關係，對台東地區的降雨相當全面。 

 
   

    

2003 年米勒颱風 

 
   

    

2004 年敏督利颱風 

圖二十 米勒及敏督利颱風雷達、衛星及雨量相關圖資時間序列圖。(中央氣象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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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路徑 8 有南瑪都及米塔兩颱風，路徑是由台灣海峽南部斜行穿越台灣本島進入台灣東

部海域，兩颱風都受鋒面導引，雲系不斷北上，因此前期就有降雨，主要降雨來自颱

風前緣雨帶、眼牆、及颱風環流與地形(逆時針氣流)的交互作用(圖二十一)，但在颱風

進到台灣東部海面後，颱風結構就鬆散掉了，降雨影響就減弱了。路徑 8 的颱風影響

地區跟路徑 6 有點類似都很全面性。 

 
   

    

2004 年南瑪都 

 
   

    

2007 年米塔 

圖二十一 南瑪都及米塔颱風雷達、衛星及雨量相關圖資時間序列圖。(中央氣象局，2012) 

(七)路徑 9 有萊羅克、莫蘭蒂、及泰利三颱風(圖二十二)。(1)萊克羅颱風在南海緩慢移動後，

才往臺灣海峽前進，最後進入中國大陸，在移近臺灣海峽南部時，螺旋雨帶及眼牆，

與引進的西南氣流造成較大降雨，後續則有東南雲系。(2)莫蘭蒂颱風因從熱帶低壓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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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灣海峽南部後，轉變成輕度颱風。因此，初期就有明顯降雨，因離台灣很近，螺

旋雨帶及西南氣流帶來較大雨勢。(3)泰利颱風前緣的環流似乎與北方的鋒面形成共伴

效應，因此前期有比較明顯的雲系發展與降雨。 

 
    

     
2010 萊克羅颱風 

 
    

     
2010 莫蘭蒂颱風 

 
    

     
2012 泰利颱風 

圖二十二 2012 年泰利颱風雷達、衛星及雨量相關圖資時間序列圖。(中央氣象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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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東各地區產生豪雨程度以上的降雨差異原因？ 

(一)颱風降雨分布由內而外為:眼牆、螺旋雨帶、外圍雨帶，在這些雨帶經過時往往會有較

大雨勢，而有區域降雨差異。如 2006 年寶發颱風雖結構鬆散，但眼牆經過台東市時，

卻有單日 172.0 毫米雨量；2008 年薔蜜颱風的螺旋雨帶為蘭嶼帶來 292.0 毫米累積雨量；

2007 年米塔颱風的外圍雲帶則造成成功 389.5 毫米累積雨量。 

(二)部分颱風前緣氣流會與台灣北方的鋒面(或東北季風)形成共伴效應；而有些颱風的發展

前期是熱帶低壓，使得颱風來臨前期就有比較明顯的雲系發展與降雨。如 2004 年的南

瑪都颱風、2004 年的海馬颱風等(圖二十三)。而這往往增添防災應變難度。 

  

2004 年南瑪都颱風 

  

2004 年海馬颱風 

圖二十三 共伴效應及熱帶低壓發展示意圖。(中央氣象局，2012) 

(三)另由於颱風環流結構並非對稱，及地理位置、颱風路徑的不同，加上地形的影響往往

造成各地區雨量差異，如路徑 3 的莫拉克颱風及海棠颱風僅造成大武地區災害性降雨，

其他地區的雨量相對偏少，這在於颱風穿越中央山脈前後，颱風南緣的環流受到中央

山脈南段地形的阻擋抬生作用，加上後續引進的西南氣流，促使高雄、屏東、台東南

部地區豪雨不斷。由近 10 年颱風路徑分析，若路徑 2、路徑 3 的颱風環流遇中央山脈

南段地形阻擋，或路徑 2、路徑 3、路徑 4、路徑 5、路徑 6、路徑 8、路徑 9 的颱風有

引進西南氣流，大武地區所受的影響往往比其他地區來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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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颱風除了會引進西南氣流之外，有時環流也會引發位於菲律賓一帶的雲系北移，這時

降雨的差異，取決於雲系北移後所涵蓋的區域在何處。如 2008 年薔蜜颱風僅造成蘭嶼

較大雨量(292.0 毫米)；2003 年杜鵑颱風不僅台東市有較大雨量(368.5 毫米)，連成功、

大武及蘭嶼都有 200.0 毫米以上的雨量；2007 年米塔颱風也有類似情形，但最大雨量位

在成功(389.5 毫米)。路徑 3、路徑 4、路徑 5、路徑 6、路徑 8、路徑 9 似乎容易導引菲

律賓一帶的雲系北移。 

以上降雨差異原因分析的示意圖如圖二十四所示。 

 

圖二十四 降雨差異原因分析的示意圖 

(圖面來自 google 地圖(http://maps.google.com.tw/)) 

註: 
1. 路徑 2、路徑 3 的颱風環流，有時會受中央山脈南段地形抬升的影響，在台灣南部山區

形成劇烈降雨，這些降雨甚至會影響台東南部地區。 
2. 路徑 2、路徑 3、路徑 4、路徑 5、路徑 6、路徑 8、路徑 9 的颱風環流或被導引的西南氣

流，有時會受中央山脈南段地形抬升的影響，在台灣南部形成劇烈降雨，這些降雨甚至
會影響台東南部地區。 

3. 路徑 3、路徑 4、路徑 5、路徑 6、路徑 8、路徑 9 的颱風環流或颱風過後導引北上的降
雨，容易造成台東各地區的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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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災應變決策應用探討 

經由颱風降雨的統計分析，大抵上已能瞭解台東地區颱風劇烈降雨的時空特徵及其原

因，以下說明如何將氣候分析成果應用在防災應變決策作業程序上： 

(一)由於颱風劇烈降雨的出現時間點，往往在海上警報發布後，甚至在陸上警報發布之

後，因此在雨勢未明顯之前，應在此空檔時期，依數值預報路徑，以路徑類比方式

針對前節所得可能產生劇烈降雨的區域進行警戒，必要時即提前執行人員疏散安

置。有關各地區守視警戒作業如下：  

1、由於大武地區最容易有較大雨量，因此： 

(1)大武地區(臺東縣南部地區)在防災上應特別留意路徑 3 及類似路徑 3 會引導西南

氣流的路徑 2、路徑 4、路徑 5、路徑 6、路徑 8、路徑 9 的颱風；因此從雷達圖

中發現有回波出現在南部地區時(尤其是山區)，且伴隨有較大降雨，應提高警

覺，當預估降雨會持續一段時間時，應當機立斷進行疏散作業； 

(2)另外，也要留意菲律賓及台灣海峽一帶雲系的發展，因這些雲系也會北上造成

大武地區劇烈降雨。 

2、而其他地區則應留意颱風環流的眼牆及螺旋雨帶，及受颱風自菲律賓一帶導引北

上的雲系，因這些雨帶或雲系往往會帶來劇烈降雨。 

(二)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後(海上颱風警報發布、或日累積雨量達 130.0 毫米以上時)，一方

面就上述方式針對預報路徑的可能出現劇烈降雨區域進行守視，另方面利用即時衛

星及雷達資料，進行警戒區域修正。這在於颱風路徑預報的難度，因颱風路徑及結

構可能受地形影響而有所改變，或因颱風與鋒面的共伴效應、颱風所引發的西南氣

流或導引菲律賓一帶雲系的北移，都會影響降雨分布及雨勢。當衛星及雷達等即時

資料發現有明顯雨量增加趨勢時，應進行必要的應變作為(圖二十五)。 

(三)部分颱風因共伴效應，或發展於台灣附近的熱帶低壓，致使颱風來臨前即有相當的

降雨量，此時，災害應變往往相當緊急，因此災害應變中心的開設應從寬認定，即

在未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前，而已有相當的降雨趨勢時，便應先行災害應變中心三級

開設，這樣才有充裕時間進行應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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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 颱風劇烈降雨守視及防災應變作業示意圖 

註:以數值預報路徑為基準，結合類比法(颱風路徑分類-九條路徑)及使用即時資訊，所進行的防災決
策示意。 

 

 

柒、結論 

西北太平洋地區在 2003 年至 2012 年間計有 225 個颱風生成，有 66 個發布警報，從中篩

選出任一測站單日累積雨量高於 130.0 毫米的颱風有 25 個。由此所得颱風在台東降雨時空特

徵及應用如下： 

一、颱風降雨特徵 

(一) 除非颱風發展自鄰近臺灣地區，或者是共伴效應，一般來說，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後，

不是無雨就是雨勢小，且颱風降雨集中在一、二天，並具地區性。警報前期有劇烈降

雨的颱風僅莫蘭蒂；警報解除後仍有劇烈降雨的颱風有凱米、梧提、杜鵑、敏督利等，

而凱米、梧提兩颱風在警報解除後的降雨比警報期間降雨還大。因此，颱風警報解除

仍不能掉以輕心。 

(二) 颱風影響期間最大累積雨量，大武 16 次(64.0%)。各測站最大累積雨量，大武 1216.0

毫米、成功 581.5 毫米、台東市 415.1 毫米、蘭嶼 318.5 毫米。而單日最大雨量是大武

2009 年莫拉克颱風 808.5 毫米，蘭嶼 2008 年薔蜜颱風 226.4 毫米、成功 2004 年敏督

利颱風 352.0 毫米、台東市 2011 年南瑪都颱風 236.5 毫米。大武的雨量偏高，蘭嶼相

對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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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單一颱風各地降雨彼此差異有時很大，如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大武 1216.0 毫米累積

雨量,但台東市僅 140.3 毫米，相差 1075.7 毫米(8.7 倍)。2005 年海棠颱風，大武與蘭

嶼相差 912.3 毫米(8.8 倍)。2007 年梧提颱風，大武與成功相差 559.6 毫米(4.5 倍)。 

(四) 近 10 年，路徑 1 及路徑 7 沒有豪雨以上降雨。產生劇烈降雨的 7 條路徑中，有 5 條

路徑為大武地區帶來最大累積雨量。且單日雨量達到防災警戒(疏散)標準(200.0 毫

米)，大武 11 次、台東市 8 次、成功 3 次、蘭嶼僅 1 次。而歷次颱風單日最大累積雨

量，以大武最多 13 次、台東市 5 次、成功 5 次、蘭嶼僅 2 次。由上可知，大武地區(台

東南部地區)較容易受颱風影響。 

(五) 路徑 3、路徑 5、路徑 6 的颱風單日雨量較高，且大多在大武地區。最高日雨量是路

徑 3 在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大武的 808.5 毫米；路徑 6 是成功 352.0 毫米；路徑 5 大武

300.7 毫米。 

(六) 由雷達圖、衛星雲圖及雨量資料追蹤降雨情形，颱風所帶來的劇烈降雨主要受颱風環

流(螺旋雨帶及眼牆)、颱風環流或引進的西南氣流受中央山脈南段阻擋，及颱風過後

所引進的南方雲系北抬的影響。 

二、防災決策作業程序 

(一) 災害應變相關人員應在海上警報發布後，或者降雨趨勢明顯時，依預報路徑，進行可

能產生劇烈降雨區域警戒，有關台東各地區守視如下： 

1、 大武地區(臺東縣南部地區)在防災上應特別留意路徑3及類似路徑3會引導西南氣

流的路徑 2、路徑 4、路徑 5、路徑 6、路徑 8、路徑 9 的颱風。 

2、 其他地區則應留意颱風環流的眼牆及螺旋雨帶，及受颱風自菲律賓一帶導引北上

的雲系。 

(二) 一方面守視，另方面應利用衛星及雷達資料，進行警戒區域的修正，並適時進行災害

應變預警及作業。 

(三) 部分颱風因共伴效應，或發展於台灣附近的熱帶低壓，使颱風來臨前即有相當的降雨

量，因此災害應變中心的開設應從寬認定，即在未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前，而已有相當

的降雨趨勢時，便應先行災害應變中心三級開設，這樣才有充裕時間進行應變作業。 

三、透過氣候統計來瞭解颱風在台東地區劇烈降雨的時空氣候特徵，建立起台東縣颱風防災

應變決策作業程序，我們希望藉此為台東的防災貢獻一點心力。未來作業上若能整合氣

候特徵、數值預報及類比法，並透過雷達、衛星即時資訊監視，我們相信應能為台東地

區減低颱風災害，及避免類似莫拉克颱風造成兩名員警在太麻里殉職的悲劇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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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40511  

這是一個鄉土性強，與防災極為相關的課題。該作品彙整了十

年來颱風帶來的豪大雨紀錄，分析颱風路徑對台東地區產生的豪雨

效應，資料豐富，結論也很有意義，對於防災的應用有積極的意義。

分析的方法若能兼顧季節性的分布差異，季風產生的共伴影響，並

增強對颱風與降雨的基本知識，內容會更好。在防災的因應措施方

面，將豪大雨警報的自動化是可行的方向。 

1. 研究主題與鄉土關係密切，由關懷當地民生問題出發，結合科

學與生活應用，可加以比較現今決策，並提出基於研究結果的

具體建議。表達流暢且生動，展現投入研究分析的興趣。 

2. 議題有實用意義。選用的氣象局資料量龐大，工作量大，而颱

風案例有限，統計結論不強，但值得深入探討其結論的背後成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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