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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尾颱風 
 

摘要 

    所謂「甩尾颱風」我們定義颱風移動期間行進方向急轉超過 90 度，就稱為甩尾颱風也

稱為大轉向颱風；為了探討西北太平洋颱風大轉向的原因，以及了解颱風大轉向期間的經緯

度分佈與轉角大小、颱風強弱變化、轉向花費時間和季節的關聯性。我們找出 56 個符合的

颱風(其中包含一個颱風不同時間點出現 2~3 次的大轉向)，依序分類、再參考中央氣象局的

天氣圖與歷年颱風調查報告等資料，分別做出各種歸納與整理、並且提出我們的想法和結

論。      

 
 
 

壹、 研究動機 
 

高中地球科學課程已經介紹過颱風，也知道西北颱、共伴效應、藤原效應等基本知

識。去年(2022 年)的 8 月 29 日至 9 月 6 日，軒蘭諾颱風從生成到結束過程充滿驚奇，先是

併吞了一個熱低壓後朝台灣東北部海面而來，緊接著宛如棒球投手投出下墜球般往台灣東

南部海面直撲而來，沒想到軒蘭諾在 21°N、126°E 海面滯留、而後大轉向、沿著 125°E 海面

直直北上至 30°N 後再轉向南韓方向；我們好奇颱風為何會大轉向，因此從中央氣象局的歷

史颱風資料找出所有大轉向的颱風，並且從天氣圖與歷年颱風調查報告等資料，探討西北

太平洋颱風大角度轉向的原因，以及探索颱風大角度轉向期間的經緯度分佈與轉角大小、

颱風強弱變化、轉向花費時間和季節等的關聯性。 

 

 

貳、 研究目的 

一、探討西北太平洋颱風大轉向的各種可能原因。 

二、了解西北太平洋從 1959~2022 年期間，颱風大轉向時的經緯度分佈。 

三、探討颱風大轉向與季節的關聯。 

四、探討颱風大轉向時轉角大小與颱風強弱的關聯。 

五、探討颱風大轉向前後強度變化與經緯度的關係。 

六、探討颱風大角度轉向時颱風強弱與轉彎花費時間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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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器材 

  電腦   平板    

 

 

肆、研究過程 

 

 

 

 
 

一、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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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颱風路徑因素說明 

1. 一般情況下，西北太平洋颱風經常生成在太平洋副熱帶高壓(以下簡稱副高)的南緣，

形成後會沿著副高的導引氣流順時針移動，移動路徑大致有三種較常見:  

(1)第一種- -副高強大且高壓脊線呈東西向時，颱風形成後穩定西行容易經巴士海峽或

菲律賓進入南海，如圖1、2、3。 

        

 

(2) 第二種- -副高稍弱且高壓脊線呈西北-東南向時，颱風形成後向西北行進可能登陸 

台灣，如圖4、5、6。 

             

    (3) 第三種- -副高減弱或斷裂，颱風形成後向西北移動，而後在25°N附近轉向東北方繼

續向日本方向行進，如圖7、8、9 。 

圖 1: 颱風路徑與副高關係 

示意圖 
圖 3: 2022 尼莎颱風路徑圖 

圖 4: 颱風路徑與副高關係 

示意圖 
圖 6: 2017 尼莎颱風路徑圖 

圖 2: 2022-10-15 尼莎颱風 

500hpa 天氣圖  

圖 5: 2017-07-28 尼莎颱風 

500hpa 天氣圖   

圖 8: 2021-09-28 蒲公英颱風

500hpa 天氣圖 

圖 7: 颱風路徑與副高

關係示意圖 
圖 9: 2021 蒲公英颱風路徑圖 

尼莎 

尼莎 

蒲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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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們將影響颱風路徑的因素做以下分類，如表1。      

分類 西伯利亞高壓與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勢力變化 雙颱影響 

 

原因 
鞍型場-- 

高壓脊分裂 

西伯利亞高壓南下 

(伴隨鋒面系統) 

太平洋高壓強弱變化

(伴隨南海季風環流

變化) 

藤原效應 

 

 

(1) 鞍型場- -當北方高壓南下、靠近，或高壓分裂，都可能導致鞍型氣壓場的出現，使

得颱風困在兩個高壓之間，以致導引氣流不明顯、颱風滯留，而後大氣環境改變，

颱風才改變方向加速前進。如圖 10、11。 

         

  

            

   

  (2) 西伯利亞高壓南下--當西伯利亞冷高壓南下並形成鋒面，鋒面東移時副高往往東退，

使得颱風夾在兩個高壓之間而失去明確的導引，經常使得颱風滯留甚至引起共伴效

應，如圖 12，待鋒面系統遠離或消失，颱風即加速行進，如圖 13。 

      

                    

 

 

 

 

圖 10: 為 500hpa 副熱帶高壓脊斷裂

所形成的鞍型場示意圖 
圖 11: 圖片取自「台灣颱風論壇」 

2017 年泰利颱風風場示意圖 

圖 12: 2022 年軒蘭諾颱風滯留時的天氣圖 圖 13: 軒蘭諾颱風加速移動時的天氣圖 

表 1: 颱風轉向原因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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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太平洋高壓強弱變化--有時天氣圖上未出現鋒面但颱風北方有低壓槽線接近，颱風也 

會滯留而後轉向，如圖 14。     

                          

       

 

     (4) 副高減弱伴隨南海季風環流變化 --當颱風位於菲律賓西方海域時，如果副高強弱

出現變化、同時西南季風強弱也出現變化，那就會讓颱風失去明確的導引氣流，而

出現滯留、甚至大轉向。如圖 15。 

                       

 

 

(5) 藤原效應- -當藤原效應發生時，北半球雙颱會以共同質量中心逆時針互繞，通常氣

旋環流相對較大者，在相互作用中路徑較少受影響；而氣旋環流相對較小者會出現滯

留、打轉等不規則路徑(陳營華、何嘉玲，2001)。2012 年天秤與布拉萬颱風發生典型

的藤原效應，天秤颱風從台東登陸台灣後，因為與布拉萬颱風產生藤原效應，天秤颱

風滯留台灣海峽南部，受布拉萬颱風的牽引而繞回巴士海峽後沿臺灣東部海面北上就

是最好的例子。如圖 16~20。 

圖 14: 2008 年辛樂克颱風滯留時的天氣圖 

圖 15: 1977 年黛納颱風路徑圖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A2%B1%E9%A2%A8%E5%B8%83%E6%8B%89%E8%90%AC_(2012%E5%B9%B4)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97%A4%E5%8E%9F%E6%95%88%E6%87%89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B5%B7%E5%B3%BD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B7%B4%E5%A3%AB%E6%B5%B7%E5%B3%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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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天氣圖: 

           

 

 

 

           

 

 

 

圖 16: 2012 年天秤颱風路徑圖 

圖 17: 天秤與布拉萬颱風互繞 -1 圖 18: 天秤與布拉萬颱風互繞 -2 

圖 19: 天秤與布拉萬颱風互繞 -3 圖 20: 天秤與布拉萬颱風互繞 -4 

天秤 

布拉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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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轉向颱風的定義: 

        何謂大轉向颱風，我們定義颱風移動方向急轉超過90度，就認定為大轉向颱風；而

角度認定如下列例子: 

 (一)颱風移動路徑如圖21，則定義其轉向角度為 θ ，θ> 90° 。 

 

 

 

 

 

                    

 (二)颱風移動路徑如圖22，則定義其轉向角度為: 180° 。 

 

 

 

 

 

(三)颱風移動路徑如圖23，則定義其轉向角度為: 180°+θ 。 

 

 

 

 

 

 

 

四、西北太平洋颱風大轉向的經緯度分佈與轉角大小、颱風強弱變化、轉向花費時間和季

節的關聯 

        從中央氣象局歷史颱風紀錄1959~2022年中，共選取56個符合我們定義的大轉向颱

風路徑；其中包含一個颱風不同時間點出現2~3次的大轉向，因為每次轉向原因可能不

同；另外，我們不選取颱風剛剛形成初期路徑飄忽不定的階段，也不選取颱風生命期中

的熱低壓階段。再進行以下各種分析與比較。 

圖 21: 颱風行進方向改變示意圖 

圖 22: 颱風行進方向改變示意圖 

圖 23: 颱風行進方向改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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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颱風轉向位置分析 

        我們以台灣為中心，並以23.5°N、120°E線將靠近台灣附近的西北太平洋海域區分成

四個象限，如圖24，依颱風轉向時的經、緯度位置，分別標記其所屬象限，再進行比

較、分析。 

 

 

 

 

 

 

 

 

 

  象限說明如圖25~圖27: 

                                

        

  

(二)颱風轉向位置與季節的關聯 

       標示出各象限颱風大轉向時的季節，統計不同季節颱風大轉向的數量，並比較不同

季節的颱風轉向位置的差異。 

 

 (三)颱風轉向時轉角大小分析 

       利用我們對颱風轉向的角度定義，依颱風路徑圖分別將各颱風的轉角大小求出，分

析颱風轉角大小的分布、轉角大小與颱風強弱的關係。 

 

圖 24: 將西北太平洋海域區分成四個象限 

圖 25:颱風轉向處為第一象限 圖 26:颱風轉向處為第三象限 圖 27:颱風轉向處為第四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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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颱風轉向位置與颱風轉向前強弱分析 

         標示出各象限颱風轉向時的強度，比較不同象限與颱風強弱的關係。 

    (所謂轉向時的強度，因為颱風轉向前經常出現滯留現象，使得颱風在轉向前、後強度

經常出現變化而有所不同，我們統一取改變方向前的颱風強度。) 

 

     颱風強度說明: 如圖28、29箭頭所指處。 

                   

                            

 

 

 

  (五)颱風轉向位置與颱風轉向後強度變化分析 

       將所有大轉向颱風在轉向後的強度變化標示，並且加以統計、比較、分析。 

 

 

  (六)颱風轉向位置與轉向花費時間關聯 

        標示出各象限颱風轉向花費的時間，比較颱風在不同象限轉向所需時間有何不

同。(所謂轉向花費的時間，我們定義: 因為颱風轉向前會出現減速或滯留現象，當颱

風轉向後經常會加速前進，一般認為颱風移動速率小於10km/hr即接近滯留狀態，所以

我們統一取颱風改變方向前、後的移動速率小於10km/hr期間所花費時間，稱為颱風轉

向所需時間。另外，有少數颱風生命週期間移動速率皆小於10km/hr，或移動速率皆大

於10km/hr，我們則取方向開始改變時刻至轉向後移動方向固定止，所花費時間為颱風

轉向所需時間。) 

 

 

圖 28: 轉向時為輕度颱風 圖 29: 轉向時為強烈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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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北太平洋颱風大轉向的原因歸納 

        當颱風快速移動後突然減速、滯留，接下來轉向的可能性很高，甚至移動路徑飄忽

不定、來來回回繞圈子，而被歸類為怪颱，我們認為怪颱必然有特殊的大氣環境或其他

因素造成的，因此分析颱風轉向前後的天氣圖、颱風警報單與各颱風或各年份的調查報

告等，找出每個大轉向颱風的主要因素並按照表 1 加以分類。 

 

 

 

伍、結果與討論 

一、西北太平洋颱風大轉向的經緯度分佈與轉角大小、颱風強弱、轉向花費時間和季節的

關聯 

        從中央氣象局歷史颱風紀錄中，共選取56個(次)符合我們定義的大轉向的颱風，進

行以下各種分析與比較的結果與討論如下: 

  (一)颱風轉向位置分析 

        我們以台灣為中心，並以23.5°N、120°E線將靠近台灣附近的西北太平洋海面區分成 

四個象限，依颱風轉向時的位置分別標記其所屬象限，計算各象限百分比，如圖30。 

   結果: 

    1. 第一象限(23.5°N以北、120°E以東) 共21個颱風，佔37.5％。 

    2. 第二象限(23.5°N以北、120°E以西) 共 0個颱風。 

    3. 第三象限(23.5°N以南、120°E以西) 共19個颱風，佔33.9％。 

    4. 第四象限(23.5°N以南、120°E以東) 共16個颱風，佔28.6％。           

 

 

 

 

 

 

 

 

 

37.5％ 

33.9％ 28.6％ 

圖 30: 颱風轉向位置在各象限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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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 

   1. 第一象限(23.5°N以北、120°E以東)的海面範圍廣闊出現大轉向現象的比例最高，颱風通

常不在此區域生成，當颱風到達此區域海面因為容易受到西伯利亞高壓南下的影響，

而大幅改變其行進方向，所以颱風出現大轉向機率最高。 

   2. 第二象限(23.5°N以北、120°E以西)的海面範圍太窄，通常到達此處的颱風多數直接進入

中國大陸而減弱、消散，並未出現大轉向現象。 

   3.第三象限(23.5°N以南、120°E以西)的海面範圍較小，但出現大轉向現象的相對比例居

次，此海域雖不大，在此處生成的颱風數量也不算多，但大轉向颱風卻不少，因為此

海域除了受到太平洋副熱帶高壓變化影響外，還會受南海季風影響。 

   4.第四象限(23.5°N以南、120°E以東)的海面範圍雖廣闊但出現大轉向現象的比例最小，颱

風最常在此海域生成，當颱風行進方向穩定後又立即大轉向的機率相對最小。此區域

颱風形成後幾乎只受到副高外圍環流導引而移動，故颱風大轉向比例最小。 

 

 

 (二)颱風大轉向與季節的關聯 

       對於季節，一般大眾以國曆(陽曆)的6、7、8月為夏季；9、10、11月為秋季。然而若

以民間24節氣而言，則大約國曆的5、6、7月為夏季(立夏起即為夏天、約5月6日)；8、

9、10月為秋季(立秋起即為秋天、約8月8日)；因此我們分別加以統計。 

   結果: 

1. 以陽曆區分季節，統計出各象限颱風轉向時的季節，比較不同象限與颱風季節的關

係如表2 、圖31。      

 

颱風個數 春颱 

(3、4、5月) 

夏颱 

(6、7、8月) 

秋颱 

(9、10、11月) 

第一象限(21個) 0 13 8 

第三象限(19個) 1 7 11 

第四象限(16個) 0 8 8 

總數(個) 1 28 27 

 

 表 2: 颱風轉向與季節關係(依陽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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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以24節氣區分，統計出各象限颱風轉向時的季節，比較不同象限與颱風季節的關係如

表3、圖32  :       

颱風個數 春颱 

(2、3、4月) 

夏颱 

(5、6、7月) 

秋颱 

(8、9、10月) 

第一象限(21個) 0 6 15 

第三象限(19個) 0 6 13 

第四象限(16個) 0 4 12 

總數(個) 0 16 40 

  

 

 

  

 

 

   討論: 

    1. 以陽曆分類，夏颱與秋颱大轉向的颱風總數相當，如表2；以節氣分類，夏颱與秋颱

大轉向的颱風總數就有顯著差異，多數的大轉向颱風都出現在秋季，如表3。為何有

如此的差異，因為8月對緯度較低的台灣來說仍然是炎熱的夏天，然而對較高緯度地

區而言，立秋(大約8月8日)過後晝夜溫差即慢慢增加，西伯利亞冷氣團開始增強、南

下，北方冷鋒面開始形成，雖然此時鋒面系統不會影響到台灣，但是大氣環境已經在

慢慢改變，所以颱風出現大轉向的機會大大增加。   

 

表 3: 颱風轉向與季節關係(依節氣)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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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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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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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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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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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颱風轉向與季節關係圖(依陽曆) 圖 32: 颱風轉向與季節關係圖(依節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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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比較圖31與圖32，依節氣定義四季則各象限夏颱均減少，秋颱均明顯增加，尤其以第

一象限大轉向的秋颱數目增加最多，因為此時第一象限受西伯利亞高壓影響最顯著。

證明「秋颱」應該是以民間24節氣的方式分類更貼近大氣環境的變動。   

   3. 圖33、34為部分大轉向的秋颱與夏颱的路徑疊加圖，兩圖比較可以看出秋颱路徑較偏

北，登陸韓國機率高很多；夏颱生成緯度、路徑偏南，登陸中國大陸的機率較高。 

 

 

 

  4. 西伯利亞高壓與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兩者勢力的消長影響颱風路徑非常明顯，其中尤以

秋颱為甚。范銚燻、趙家民與葛晉澤(2008)在秋颱侵襲台灣之路徑與降雨特性研究中，

提出以下結論可驗證: (一) 秋季颱風可能受到大陸南下高壓系統的影響，在台灣地區形

成東北季風共伴效應。(二) 颱風行經台灣附近時，如在北方或東北方有鋒面低壓系統，

將受其牽引偏北或東北移動。(三) 秋颱之移行路徑有兩股趨勢方向，其一是行經緯度較

低者，受制於北方強大高壓影響，大多以偏西方向移行前進； 其二則是行經緯度較高

者，若受到鋒面系統低壓槽的牽引，幾乎都是由原來之西行，轉而改東北方向移動。

(四)秋颱另一特色是其路徑容易出現特殊路徑，令人捉摸不定。 

 

 (三)颱風轉向轉角大小分析 

        將各所有符合大轉向颱風的轉角求出，分析轉角大小的分布。 

  結果如表4、圖35。轉角θ範圍每45°統計颱風數量。    

轉角θ 90°<θ<135° 135°≦θ<180° 180°≦θ<225° 225°≦θ<270° 270°≦θ≦360° 

颱風(個) 27 11 12 2 4 

 

 
表 4: 颱風轉角大小與颱風數目關係 

圖 33 : 部分秋颱路徑圖 圖 34 : 夏颱路徑圖 



14 
 

 

 

 

 

 

 

       

 

 

 

 

 討論: 

1. 大轉向颱風轉角θ，90°<θ<135°佔最多數。  

2. 大部分颱風轉角皆小於225°，轉角大於225°的颱風非常少；顯示出現颱風迷航的情況

並不多見，除非大氣環境情況極為特殊。 

    

 (四)颱風大轉向前時強弱分析、颱風強弱與轉角θ範圍關係 

    1. 標示出轉向時的強度，分析颱風強弱與大轉向的關係。結果如表5、圖36。    

颱風個數 輕颱 中颱 強颱 

56 33 14 9 

 

 

 

 

 

 

 

 

 

 

表 5: 颱風轉向時的強弱 

圖 36 : 颱風轉向的強弱關係圖 

圖 35 : 颱風轉角大小與颱風數目關係 

59%25%

16%

颱風大轉向時的強弱

輕颱 中颱 強颱

48%

20%

21%

4%
7%

大轉向颱風轉角分布

90°<θ<135°

135°≦θ<180°

180°≦θ<225°

225°≦θ<270°

270°≦θ≦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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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 

   1. 在颱風的生命週期中強、弱隨時可能因為緯度、海面狀況、大氣環境、移動速度而發

生變化，從表5、圖36可以看出多數颱風的大轉向是出現在輕颱期間而強颱期間最少，

可見颱風在強颱期間較不易出現大角度轉向，應該是強颱時期颱風範圍大、水氣多、

質量大、旋轉氣流也強，要大角度改變颱風的行進方向較不容易，除非有很特別的大

氣環境出現。 

 

   2. 所有大轉向颱風，颱風強弱與轉角θ範圍關係如表6、圖37。 

颱風強弱 颱風個數 轉角θ範圍 

輕颱 33 90°<θ≦360° 

中颱 14 90°<θ≦270° 

強颱 9 100°≦θ≦180° 

 

 

 

 

 

 

 

 

 

 

 

 

 

  討論: 

   1. 從圖37可以看到輕颱轉角範圍最大(90°<θ≦360°)，強颱轉角範圍最小(100°≦θ≦180

°)，這似乎符合前項的說法，也就是颱風在強颱期間較不容易出現大轉向，縱使因大氣

環境改變而出現大轉向，其轉向角度也相對最小，不超過180°。 

 

表 6: 所有颱風轉向角度與颱風強弱的關係 

圖 37 : 所有颱風轉向角度與颱風強弱的關係 

33

14
9

90°<θ≦360° 90°<θ≦270° 100°≦θ≦180°

輕颱 中颱 強颱

颱
風
個
數

颱風轉向角度

颱風強度與轉向角度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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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颱風轉向位置與颱風轉向後強度變化分析 

    1. 標示出所有大轉向颱風轉向後強度變化。  

   結果: 如表7、圖38。 

颱風強弱變化 第一象限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強度增強(個) 3 7 4 

強度減弱(個) 5 1 4 

強度不變(個) 15 14 8 

 

 

 

 

 

 

討論: 

1.我們以為颱風大轉向之前的滯留期間，颱風容易繼續吸取洋面熱量因而強度增強，但比

較圖38，發現各象限有所不同，說明如下 : 

 (1) 各象限颱風轉向後強度不變的比率最高。但這不表示颱風強度完全不變，只是變化不

夠明顯。 

 (2) 大轉向後颱風強度變強比率則是: 第三象限 > 第四象限 > 第一象限，原因是第三象

限與第四象限的緯度較低、海溫較高，颱風在此處滯留期間繼續吸取洋面熱量因而強

度增強；但是第一象限的緯度較高、海溫較低，不利颱風增強。 

   (3) 第三象限颱風強度變強比率最高、變弱比率最低，此處除了緯度低外也跟西南季風帶

來赤道附近熱量有關。 

 

不變

65%

變強

13%

變弱

22%

第一象限

不變

64%

變強

32%

變弱

4%

第三象限

不變

50%

變強

25%

變弱

25%

第四象限

圖 38 : 颱風轉向後強度變化圖 

表 7 : 颱風轉向後強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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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颱風強弱與轉向花費時間關聯 

        將我們能找到並完整算出颱風轉向花費時間的資料整理。 

    結果: 如表8、圖39。 

颱風強弱 颱風個數 轉向費時T(小時) 

強颱 3 20 ≦T≦26 

中颱 6 15 ≦T≦36 

輕颱 10 9 ≦T≦54 

 

 

 

 

 

 

 

 

 

 

 

    

 

 

    討論: 

1. 從圖39可以看出，輕颱轉向花費的時間範圍很大，從9小時至54小時，花費9小時轉

向意味輕颱較容易出現快速轉向，而花費54小時轉向就是當時大氣環的境變化複

雜，使得颱風在海面上迷航。而強颱轉向花費的時間範圍最小，從20小時至26小

時，從現有資料我們發現強颱大轉向至少需花費20小時，中颱大轉向至少需花費15

小時，輕颱大轉向最少只需9小時，也就是說，強颱比較不容易大轉向、但只要出

現大轉向通常完成轉向所需最低時數卻是強、中、輕颱三者中最高的；換言之，使

強颱轉向通常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完成，但轉向後強颱路徑明確不會像輕颱在海面迷

航而滯留過久。 

表 8: 颱風強弱與轉向費時關係 

10

6

3

9 ≦T≦54 15 ≦T≦36 20 ≦T≦26

輕颱 中颱 強颱

颱
風
個
數

颱風轉向花費時間(小時)

颱風強弱與轉向花費時間關係圖

圖 39 : 颱風強弱與轉向費時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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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歷史颱風中「三大怪颱」1986韋恩、1991耐特、2001納莉，都是長時間在海上迷

航，其颱風生命週期中多在熱低壓、輕颱、中颱期間，颱風生命週期中都沒有出現

強颱，如圖40~42。 

     

 

 

               

 

 

 

 

 

 

 

 

 

 

 

 

 

 

 

 

 

 

 

圖 40: 1986 韋恩颱風路徑圖 

圖 41: 1991 耐特颱風路徑圖 

圖 42: 2001 納莉颱風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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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北太平洋颱風大角度轉向的原因統計        

          每一個颱風突然出現大轉向的原因，並不一定是單一因素造成，可能同時出現好

幾種原因導致颱風滯留、轉向，因此我們將能找到原因的大轉向颱風共 54 個，依據

轉向前滯留期間的天氣圖和颱風調查報告等，判斷轉向的主要原因而大致歸類成兩

類、共 4 種因素。     

   結果: 如表 9、圖 43。 

     

分類 西伯利亞高壓與太平洋高壓勢力變化 雙颱影響 

 

原因 
鞍型場 

 

西伯利亞高壓南下

(伴隨鋒面系統) 

太平洋高壓強弱變化

(伴隨南海導引氣流

變化) 

藤原效應 

颱風數目 5 16 12 21 

 

 

 

 

 

 

 

 

 

圖 43 : 颱風轉向各類原因佔比 

表 9: 颱風轉向原因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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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 

   1. 颱風出現大轉向的原因中，經過我們的分析、討論發現西伯利亞高壓、太平洋副熱帶

高壓的變化與雙颱效應的影響最常見，其中西伯利亞高壓南下與副高之間的交互影響

最為顯著，佔大轉向颱風因素的61％，當導引颱風的副高受到西伯利亞高壓南下影響

而產生變化時，副高變化過程容易使颱風發生滯留、路徑方向出現大的變化。 

   2. 一個颱風滯留、轉向有時並非單一因素造成，以 2009 年芭瑪颱風為例，其三進三出呂

宋島颱風路徑如圖 44，先是登陸呂宋後受北方鋒面系統南下出現鞍型場使芭瑪颱風在

南海滯留，再受米勒颱風藤原效應作用而 180 度大轉向二度登陸呂宋，接著藤原效應

消失後缺乏導引氣流再度滯留，等高壓脊重新建立後芭瑪再次出現 120 度大轉向，而

後三次登陸呂宋後進入南海。芭瑪颱風地面天氣圖與 500hpa 天氣圖，如圖 44~52 。 

 

             

   

 

      

 

圖 44: 芭瑪颱風路徑圖 

圖 45: 芭瑪颱風第 1 次滯留地面天氣圖 圖 46: 芭瑪颱風第 1 次滯留 500hpa 天氣圖 

      出現鞍型場 

米勒 

芭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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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芭瑪颱風第 1 次轉向地面天氣圖 圖 48: 芭瑪颱風第 1 次轉向 500hpa 天氣圖 

      米勒沿導引氣流北上芭瑪逆時針移動 

圖 49: 芭瑪颱風第 2 次滯留地面天氣圖 圖 50: 芭瑪颱風第 2 次滯留 500hpa 天氣圖 

      無明確導引氣流 

圖 51: 芭瑪颱風加速移動時地面天氣圖 圖 52: 芭瑪颱風加速移動時 500hpa 天氣圖 

      芭瑪沿導引氣流西行 

芭瑪 

米勒 

芭瑪 

芭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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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關於西北太平洋海域甩尾颱風的分析與討論，我們得到的結論如下: 

一、第一象限(23.5°N 以北、120°E)以東的海面出現颱風甩尾的比例最高。主要是受到西伯利

亞高壓南下影響，使得導引颱風路徑的太平洋副熱帶高壓發生了變化所致。其次是第三

象限(23.5°N 以南、120°E 以西)的海面，較常受到雙颱效應與夏季季風影響。 

二、所有甩尾颱風總數中，秋颱出現最多，幾乎占了所有甩尾颱風數量的 5/7，「秋颱」則

是指 24 節氣的立秋至立冬期間。 

三、颱風轉向轉角大於 225°的颱風非常少。 

四、颱風生命週期中在輕颱期間相對較容易出現甩尾情況，轉角範圍也最大，90°~360°間都

有可能。在強颱期間最不容易出現甩尾情況，其轉向角度也相對最小，不超過 180°。 

五、輕颱比較容易在海面上迷航，甩尾總時數不一定，有長有短；強颱雖然較不容易出現甩

尾，但完成轉向所需最低時數卻是強、中、輕三者中最大的，也就是使強颱轉向通常需

要較長時間才能完成，強颱也不會在海面上因迷航而長時間滯留。 

六、在第三象限(23.5°N 以南、120°E 以西)的海面大轉向的颱風強度變強比率最高、變弱比率

最低。 

七、我們知道颱風形成後需要有導引氣流來帶動颱風移動，西北太平洋的主要導引氣流為副

熱帶高壓，當副高因各種因素而突然增強或減弱，就可能使颱風出現甩尾現象；與副高

相關的原因共占所有甩尾颱風數量的 3/5 強；另外的 2/5 弱則是受到雙颱效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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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51908  

甩尾颱風，也即是轉向超過 90 度之颱風路徑，確實是很有趣也很值

得深入研究之議題。統計分析清楚顯示甩尾颱風時空分布之特性。

造成甩尾颱風之因素與影響之天氣系統分布特徵，可以再深入分析

與相關物理過程之探討。颱風轉向除了與環境之導引有關之外，本

身之旋轉動力與環境之交互作用也是關鍵因素，環境導引氣流除了

副高之外，其他不同天氣系統以及與副高之交互作用影響，可以延

伸探討。不同季節影響因子之分析比較也是很值得關注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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