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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蘭陽平原局部環流三維之風場
- 入流風場之強度、厚度、風向
- 遇到地形後之return flow

瞭解蘭陽平原東北季風異常降水發生原因
- 宜蘭地區第二類型降水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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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地面測站分析，11/23 07:00 紅圈處顯示大多為東
北風，11/23 08:00 紅圈處下方地區轉為偏南風，推測
此時段為return flow發生時段。

透過垂直風場，發現三星站500m與300m風向有所不
同，500m時為東北風，300m時為東南風，推測為上
層東北風遇到地形後產生return flow，使得300m出現
東南風。

當東北季風進入蘭陽平
原後由於地形的作用被
迫形成兩種不同的流場

● 西支分流
● 東支分流

第一類地形降水

當氣流遇到地形直接爬
升形成降雨

第二類地形降水

當氣流遇到地形.一部分
繼續爬升，一部份沿著
地形下沉與後續的氣流
符合形成降雨

在實驗期間20-21日並沒有發現類似return flow的現象，
透過探空風場時序列圖，發現20-21日東北風風速較快，
而23-24日風速較慢，推測為風速較慢時，比較可能有
return flow的發生。

透過本次實驗，發現在宜蘭南方山區，風速較強會使氣流
直接爬升造成第一類地形降雨，而風速較弱時，會使得氣
流在遇到地形後產生return flow的現象，與後續的氣流輻
合，造成第二類地形降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