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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夏季颱風常與西南氣流有交互作用，使中南

部造成劇烈降雨。
 其中侵台的颱風與西南氣流有交互作用，主

要是以二、三類路徑為多。
 現今研究對於西南氣流的解釋缺乏一致。
 因此我們想嘗試定義西南氣流，以及探討第

二、三類路徑颱風對台灣的影響。

研究方法:
 使用NCEP的R1再分析資料。
 取20個網格點為西南氣流的判定範圍。
(為圖片上紅色方框的範圍)

 在850hPa風向介於180⁰~270⁰，當日平均

風速達10m/s以上，為西南氣流的基準。
 在20個網格點裡，每一列中至少有一個點

達標時，我們稱其為西南氣流。

無西南氣流之颱風:桃芝

有西南氣流之颱風:凱米

-

-

=

=

圖(a):2001/7/31桃芝颱風單日平均場。 圖(b):七月的30年氣候平均場。
圖(c):圖(a)減去圖(b)所畫出的距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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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d):2006/7/26凱米颱風單日平均場。 圖(f):圖(d)減去圖(b)所畫出的距平圖。

總結:
 從圖(a)和圖(d)兩張單日平均場的判定範圍，可明確定義出西南氣流事件的發生。
 有西南氣流之個案的可降水量比無西南氣流之個案的可降水量要來的多。
 因此氣象預報單位在夏季颱風來臨前，留意南海地區是否出現符合本研究定義之西南氣

流，若有西南氣流發生，即需提早做好災害防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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