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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摘要

台灣為一海島，地處亞洲大陸與太平洋交接之低緯地帶，氣候類型為亞熱帶海島型氣候，氣候特徵為高溫以及多雨，而且這兩者隨季節變化非常明顯。同時台灣地形複雜，中央山脈由南向北橫亙於島中央，高度500公尺以上地區佔全島面積的2/3，也由於南北走向的山脈地形和盛行季風相交的結果，所以台灣地區極易受季節轉變的影響而有各種不同天氣型態。受春夏之交梅雨鋒面滯留在台灣地區的影響，為台灣帶來連續性降水，持續約1個月。

本文特別著重於西南部沿海地區的降水特性研究，並且利用MM5進行個案模擬，尤其是由海上發展的降水系統在移入陸地後，為何會造成西南部沿海地區有大量降水原因的探討，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本文選擇了五個在梅雨季期間，對西南部沿海地區造成明顯降水的個案做觀測資料的分析，並且利用MM5對同時期的觀測結果進行模擬，做個案討論比較。五個個案時間分別為：( A ) 1997年3日08 LST到4日20 LST、( B ) 1997年4日08 LST到5日20 LST、( C ) 1998年3日08 LST到4日20 LST、( D ) 1998年4日08 LST到5日20 LST、( E ) 1997年7日08 LST到8日20 LST。希望能藉由好的模擬結果來探討梅雨季西南部沿海豪大雨的生成機制和熱動力上的發展情形。並進一步討論，由海上發展的降水系統在移入陸地後，造成西南部沿海地區有大量降水可能原因。

在個案( A ) 中，模擬結果對於台灣西南外海到蒙古高原的西北-東南剖面之次環流結構和觀測結果相近，使得在台灣西南外海的上升對流區，一直有雲系不斷生成，之後受盛行風影響而移入台灣西南沿海，產生持續降水。另外觀測結果顯示鋒面位置在台灣北部，所以受到鋒面雲系移入陸地的影響，在北部地區有明顯降水產生，最大降水區則出現在南部沿海，這主要是由於高雄外海新生雲系移入陸地後，加上沿岸陸風和盛行西南風幅合而增強降水。在模擬結果中發現，鋒面位置也在台灣北部移動，但是因為沒有鋒面雲系的產生，所以北部地區無明顯降水。在南部沿海雖然也有外海新生雲系的發展並且東移進入岸邊，但是因為模擬結果的近地層風為西南風，缺少了沿岸陸風和盛行西南風幅合，所以在降水後因為無法維持強度而消散。24小時累積降水值只達到觀測結果的1/7。

在個案( B ) 中，模擬結果對於台灣西南外海到蒙古高原的西北-東南剖面之次環流結構和觀測結果相近，使得在台灣西南外海的上升對流區，一直有雲系不斷生成，之後受盛行風影響而移入台灣西南沿海，產生持續降水。觀測結果顯示鋒面位置停留在台灣北部，西部沿海均有明顯降水情形，最大降水則發生在南部沿海，這主要是由於台灣海峽上發展東移的雲系結合高雄外海新生雲系移入南部沿海所造成。模擬結果則指出鋒面位置維持在台灣北部，南部沿海的降水模擬結果和觀測結果相近，降水峰值出現的時間和強度也有不錯的表現，由垂直剖面圖上可見雲系由外海移入陸地後，在沿海地區強度增強，雖然近地層風場沒有出現沿岸陸風，但是外海雨區降水後所產生的西北風在西南沿海和盛行西南風幅合的結果，同樣造成在南部沿海地區出現明顯而持續的降水分布。

在個案( C ) 中，模擬之次環流結構較觀測結果之強度弱，而且對流系統發展的位置也不相同。所以說綜觀氣象場的無法掌握，雖然觀測結果與模擬結果均顯示鋒面位置在台灣中南部、南部間移動。但是鋒面的位置卻無法有好的模擬。觀測結果顯示鋒面位置在台灣南部、中南部間移動，西部沿海均有明顯降水產生，最大累積降水發生在雲嘉沿海，主要是由於巴士海峽上新生雲系結合雲嘉外海發展的雲系東移進入岸邊所造成。南部沿海的降水則是鋒面雲系源源不絕進入南部地區所致。但是在模擬結果的比較上卻得不到令人滿意的結果，這是因為模擬之次環流結構與對流系統發展的位置無法掌握，所以自然在鋒面與地面降水的模擬上和結果有很大出入。中南部沿海的降水方面，由於沒有掌握到巴士海峽上新生雲系的發展，雖然在雲嘉外海的雲系有模擬到，但是持續時間不長而且降水強度不夠，所以沒能產生明顯降水。南部沿海的模擬結果顯示，雖然也有從高雄外海移入的雲系在岸邊產生降水，但是模擬結果的鋒面位置在高雄北側 ( 觀測鋒面位置在高雄南側 ) ，所以缺乏鋒面的抬升或是沿岸陸風及盛行西南風的幅合，於是沒有產生像觀測結果般明顯的降水。

在個案( D ) 中，模擬結果對於台灣西南外海到蒙古高原的西北-東南剖面之次環流結構和觀測結果相近，使得在台灣西南外海的上升對流區，一直有雲系不斷生成，之後受盛行風影響而移入台灣西南沿海，產生持續降水。另外觀測結果顯示鋒面位置在台灣中南部、南部間移動。西部沿海皆有明顯降水，南部沿海降水主要是鋒面雲系不斷自海上移入以及沿岸陸風和盛行西南風的幅合而有持續性的降水發生。在模擬結果中發現，鋒面的位置大略在觀測鋒面位置的北邊，所以中部地區受到鋒面雲系不斷移入的影響而產生比觀測結果還大的累積降水。南部沿海的降水方面，由垂直剖面圖得知雲系不斷的由在巴士海峽發展然後東移進入南部沿海的雲系影響，由於在本個案中有模擬到沿岸的陸風，所以移入陸地降水後的雲系，受沿岸陸風和盛行西南風的幅合而持續增強，加上降水後產生的明顯下衝氣流以及西南斜坡上降水後也產生的東風，和盛行西南風在岸邊幅合，使得新的對流系統又在岸邊新生，所以也產生和觀測結果相近的持續性降水和累積雨量。由24小時南部沿海降水時序圖比較得知，模擬結果和觀測結果相近，降水峰值出現的時間和強度也有不錯的表現。

在個案( E ) 中，模擬結果對於台灣西南外海到蒙古高原的西北-東南剖面之次環流結構和觀測結果相近，使得在台灣西南外海的上升對流區，一直有雲系不斷生成，之後受盛行風影響而移入台灣西南沿海，產生持續降水。另外觀測結果顯示鋒面位置由台灣南部往北部移動，主要降水發生在中部以南地區，最大降水發生在南部山區，南部沿海降水主要受鋒面雲系移入南部沿海，加上沿岸陸風和盛行西南風的幅合所貢獻。由模擬結果得知，鋒面位置同樣由台灣南部往北部移動。南部沿海的降水主要來自於高雄外海的新生雲系，由於在模擬結，由於在模擬結果缺乏沿岸陸風和盛行西南風的幅合作用，以及距鋒面太遠受鋒面抬升影響相對減少，所以雲系登陸降水後就快速消散。

由以上模擬結果以及觀測結果發現在1997、1998年梅雨季時，西南部沿海的降水主要是來自於鋒面雲系的駐留以及台灣海峽上和西南部外海新生雲系移入陸地所造成，另外雲系移入後降水強度與時間的維持來自於沿岸陸風和盛行西南風的幅合，而且降水後產生的下衝氣流和盛行西南風在岸邊幅合的結果會促成新的對流系統形成，於是便造成持續性的降水。在MM5中，對於中尺度對流系統有不錯的掌握，但是對於小尺度雲系的生成發展往往無法模擬，除了模式本身的特性之外，如果能用更細微的網格資料作初始場以進行模擬，相信會對這方面的缺失有所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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