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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及大陸東南沿岸的風場、降水、雲量隨著季節的改變都有很明顯的日夜變化存在，而五、六月為台灣的梅雨季

節，時常有鋒面通過影響，容易與大尺度環流及海陸風產生交互作用，影響日夜的變化情形，本研究將 08-12 年 梅雨

時期分為梅雨前期(5/15-5/31)、梅雨中期(6/1-6/15)、梅雨後期(6/16-6/30)，分別討論隨季節改變的環流與降水變化。

這三個時期的海陸以及地形之強迫作用相當類似，但大尺度的環境流場、穩定度、水氣、鋒面位置和綜觀天氣系統在各時

段都不盡相同，因此風場、雲量、降水的區域在梅雨期都有不同的 影響。梅雨時期鋒面的平均位置從台灣西南部移

動到了台灣的西北部，後期則逐漸遠離台灣，使梅雨前期降水發生在台灣東部外海及西南部外海、中期降水主要發生

在台灣西南部外海與西北部外海，後期降水則發生在台灣的西南部外海區域。 

台灣海峽受到兩岸海陸風的交互作用下有明顯的變化產生，夜間兩岸的陸風作用增強，使海峽區域夜間輻合作用

增加，相較於白天有更多的機會降 雨。梅雨中期西南氣流增強，台灣常受到地形效應的影響容易在台灣的西北部沿

岸有地形急流作用，與盛行風場產生輻合並且引發降水，而西南氣流的增強，有更多的氣流能夠越過山脈，使台灣東

部背風側的熱力效應有著明顯的變化，在下午受熱時段背風側容易有背風低壓及沉降作用發生。台灣本島的局部海陸

風環流則是隨著大尺度環流的轉變有不一樣的變化，下午容易受到海風作用使降水發生在內陸及山區，夜間則容易降

水在沿岸，而前期降雨主要在東北部的迎風面，中期則是在西南部的迎風面上，並且在下午容易有降水極值發生，

後期降水則主要以熱對流的作用為主。因此在梅雨時期受到鋒面、地形效應、盛行風場和海陸風交互作用的影響，

使梅雨期的日夜變化更複雜也更顯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