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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1997、98年梅雨季節裡的綜觀天氣圖上從海平面氣壓場上可以看到在中國南部存在一個低壓系統，而且從五月到六月有加強的趨勢，同時在台灣及中國大陸的太平洋高壓從五月到六月有向東移動的情形，由於環境氣象場的變化而造成台灣地區盛行風向的轉變（地面到850 hPa五月時平均是吹東南風，六月則是平均吹西南風）。梅雨季850 hPa平均高度場有兩個槽：一個在中國東北部另一個在中國南部海南島一帶。700 hPa處西北風以及西南風的合流區發生在長江流域附近。高層300、200 hPa可以看到位在中國南部的反氣旋在五月到六月之間系統向北移動。從OLR（Interpolated Outgoing Longwave Radiation）的分析上知道在六月份時由外移入台灣的降水系統較強，導致六月份台灣西南部沿岸地區的降雨增加。1997、98的梅雨季裡可以發現：當鋒面位置接近台灣北部時，台灣地區低層的濕靜能因西南氣流的影響而有相對於其他時間的較大值出現；當鋒面滯留在台灣中、南部時，由於鋒後北方的冷空氣南下，所以在同樣的時間台灣地區低層出現較低的濕靜能。


梅雨季以五月底到六月中旬的降水為最多，鋒面滯留的情形也最顯著，而且較大的降水區多分布在中部山區、台灣西南部與中南部山區一帶；這是因為除了鋒面本身所帶來的降水外，來自西南方的暖濕氣流也貢獻了相當多的水汽。台灣在梅雨季節裡的降水主要分成非鋒面影響的降水與受鋒面影響的降水。非鋒面影響的降水又分成：Type I∼降水多位在北部及中部山脈的西側，在台灣南部是東南風而在台灣北部則是西南風，Type I個案多發生在五月初；Type II∼主要降水位在北中南山區（盛行西南風）迎風面西南山區，Type II個案則多發生在六月下旬；Type I、II的降水以發生在午後4∼5點時為最大。而受鋒面影響的降水可分成：Stage A∼地面鋒面在台灣北部時，北部地區與山脈西南迎風面延伸到西岸有極大值；Stage B∼當地面鋒面在台灣中部時這個階段的降水量最大，而且分布在整個台灣西側地區；另外在西南部靠海地區有降水最大值，東北岸有受鋒後東北風影響的降水；Stage C∼地面鋒面位在台灣南部時除了在台灣南部有最大降水外，宜蘭及台灣東北部降水受鋒後東北氣流影響更大。Stage A、B與C時的降水以午後約4∼5點為最大，但是夜間及清晨的降水仍然佔有一定的比例因此不可忽略；而西南沿海地區降水在早上8點到下午5點之間有一個最大值，另外在凌晨4點也有另一個最大值；台灣西南沿海地區的降水在Stage A、B時強度明顯較強。


在個案1（1997 June 07∼17）與個案2（1998 June 01∼10）中，山區迎風坡面附近的垂直速度（PSU/NCAR之第五代中尺度氣象模式MM5分析場）與當日最大降水值區分布的搭配很好，鋒後東北風個案下的垂直速度場與當地降水分布也相當符合，但是對於西南平原與西岸地區由於有西南方移入的降水系統，由於沒有考慮到低層大氣潛熱釋放的影響，所以比較不能由診斷分析得到的垂直速度場上看出降水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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