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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8/04/06的冷鋒案例例作為研究資料。

1900～2000 
再次加強 

風速達停班課標準

0900~1000 
中間短短⼗十分鐘之內下

降了了6.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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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岡凜冬之時

台北站的降溫時間較華

岡地區晚約20分鐘，且沒有明

顯第⼆二次風速增強。

兩兩站氣溫下降與氣壓上

升的時間幾乎⼀一致，鋒⾯面前緣

幾乎是同時抵達兩兩站。

氣溫都呈現平緩

下降的趨勢，風速的部分，台

北站增強的時間比華岡測站稍微晚兩兩

個⼩小時，降⽔水則只有華岡測站比

較顯著。

台北站

的降溫幅度不如華岡測站

來來的明顯，不過風速都有明顯

增強，氣壓也有相同的上

升趨勢。

1. 華岡真的有特別冷嗎，真的提早冷嗎？ 

Ａ：是，相較台北站冷了了不少；相較於台北站提早約１０分
鐘⾄至半⼩小時以上。 

2. 是不是風⼤大的時候，會固定多冷幾度？當作未來來的預報
參參考？ 

Ａ：固定幾度不確定，實質上要看此波冷氣團強度是否真的
達到各個標準，考慮地形（海海拔⾼高度，⼭山間風⼝口），風速的
影響，作為接下來來預測台北測站（包含）以南測站的降溫幅
度。 

3. 我們都知道華岡⾼高度⾼高達４００公尺，以降溫率理理論來來
看，基本上應該會少台北站４度以上，這是真的嗎？ 

Ａ：我們常⽤用氣塊理理論來來分析⼤大氣穩定度的問題。 
當⼀一⼩小氣塊在⼤大氣中被抬升時，會因外界壓⼒力力 
降低⽽而膨脹，此時氣塊對外作功，所以其溫度 
會降低。如果是乾燥的空氣⽽而且上升時與外界 
沒有熱量量交換，則氣塊每上升 100m 其 
溫度會降低 0.98°C，通常可近似取 1°C， 
這種降溫率稱爲乾絕熱直減率， 
⽤用 Γ 表⽰示，Γ= 1°C/100m。如果 
氣塊在⼤大氣中以乾絕熱的狀狀態 
下降，則每下降 100m， 
氣塊升溫 0.98°C。  
理理當會少於台北站4度。 

臺灣位於⻄西伯利利亞⾼高壓東南側，冬季被⾼高壓順時鐘
向的環流所控制，盛⾏行行東北風，稱為東北季風。

1949/50年年~2016/17年年冬季(12⽉月～2
⽉月)寒流影響臺灣⽇日數，縱軸單位為⽇日數，橫軸

為年年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