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動機
大學階段歷經數個颱風，颱風警報期間都是面對著大風大雨，簡直是逆流而上的魚兒使出所有精力才得以到
達教室，穿著連身雨衣都難保持乾著進校門。感覺到天氣的變幻莫測，使我們想去比較平常年和
ＥＮＳＯ影響颱風的路徑、降水的比較和對台灣的影響。

介紹
聖嬰: 赤道太平洋冷暖水域出現反常的變化。太平洋西側的東南信風減弱，相對的，西風開始增強，
進而減緩大洋西側深層海水的湧升，原本較暖海水由太平洋東側往西側移動，形成海溫西低東高的現象。
大洋兩側海溫的異常也改變了原有高低氣壓場的分布，使得原本多雨的太平洋西側，變得乾旱少雨；
東側原本乾旱的地方則異常多雨。

研究的方式
我們取1958年~2010年的颱風資料，在裡面分為4大類為:正常年、CP年、EP年、LA年。
再以總雨量、路徑、生成位置來討論這4大類期間颱風對台灣的影響。

聖嬰的型態
      中太平洋型的聖嬰(Central-Pacific El Niño，CP-EN)：海表面溫度異常，SSTA比較偏中太平洋，且強度比較弱，則將這種型態的聖嬰現象。（以下簡稱CP）
      東太平洋型的聖嬰(Eastern-Pacific El Niño，EP-EN)：現象是傳統類型的聖嬰現象，有其位於南美洲海岸附近的海溫異常中心，其生成機制溫躍層變化。（以下簡稱EP）
      反聖嬰（La Niña): 如果赤道東風相較於正常年來說較強且勢力範圍一直往西延伸，會把更多溫暖的海水吹向西太平洋；東太平洋因為流失比較多的表層海水，
                        須由下層補充更多較冷的海水，這就是反聖嬰現象。（以下簡稱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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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１.颱風侵台期間雨量分析
以總雨量統計我們分出來3個圖，分別為全部總雨量
、年平均總雨量  (圖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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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颱風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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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颱風生成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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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１.從雨量的結果得知，El Nion-CP年時，颱風帶來的平均雨量是高於其它年份的。而且，El Nion-CP年時，單顆颱風降雨量，有五成以上的颱
                風，比颱風原本的應有的平均降雨量要來的高，遠比其它年來的明顯。以我們最有印象的2009年 莫拉克颱風來說，它造成的降雨量可是多
                出平均值的四倍之多。
          ２.以颱風路徑來看，路徑-北時，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山區，北部東北部；路徑-中時，主要集中在西部山區，但北部雨量減少，南部雨量增加
               ；路徑-南和西，主要集中在東部、東南部。
          ３.颱風生成位置，El nion/EP年時，生成位置大多數偏東邊，接近中太平洋；El nion/CP年時，生成位置雖然偏東邊，但西太平洋還是有不少
                颱風生成；La nina年時，生成位置緯度較低，主要集中在西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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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總平均數 總數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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