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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台灣地處亞熱帶，位於太平洋西緣，中央山脈東陡西緩，以北北東－南南西方向縱貫其中，地形最高近4000公尺，顯著的海陸分布與複雜之地形造就了與眾不同的環境條件，此研究即是針對此環境條件下所發生之午後對流降水進行分析探討，藉此了解不同季節及不同綜觀天氣環境下，台灣地區午後對流降水的發展與演變以及其日變化之特性。


從梅雨季與夏季午後對流降水個案之統計結果發現，兩者沿著西側地形皆有明顯降水，其中以中央凹槽降雨頻率及強度較高；梅雨季降水極值主要分布在西側中央凹槽及西北地形斜坡處，夏季則以中央凹槽及其南側地形斜坡為主，且夏季西南平地上有較多降水的機會。由此可發現地形對降水分布的影響，而中央凹槽則扮演重要的角色。


地面風場與降水之逐時變化可看出，台灣地區流場除盛行風因地形效應而明顯改變外，同時也因海陸及地形加熱差異有相當顯著的日變化；降水時間明顯集中在午後，且降水發生與盛行風、局部環流及地形間作用有很大的關係，而對流產生的外流與環境風場之作用，則影響降水維持時間的長短。


根據綜觀風場與午後對流降水關係之分析結果得知，盛行風與降水位置有很大的關聯，其與局部環流及水氣的配合，加上地形效應，造成降水大小、降水分布、降水持續時間之差異。如東風降水個案統計結果顯示，降水主要位於背風面地形，其持續時間較短，降水範圍較小，而西南風及東南風個案分析結果則表現出較長降水時間及較廣的降水範圍。


此外，從強降水與無降水之研究中發現，綜觀場乃決定降水之重要因素，無降水個案的綜觀環境分析表現出明顯逆溫層，對流抑制顯著，水氣少，較穩定，風場具有顯著東風分量，台灣主要位在高壓下沈區。強降水的分析則發現太平洋副高位置偏東，台灣位於高壓脊邊緣，壓力梯度顯著，穩定度低，對流抑制不高，風場以南來分量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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