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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根據氣象局的統計，台灣地區在反聖嬰週期時呈現春雨偏少的情形。1998年七月至2000年六月全球為反聖嬰週期，1999年春雨呈現偏少情形，然而屬於同一反聖嬰事件的2000年，春雨卻呈現異常偏多的情形。 本文之主要目的在於探討造成1999年與2000年二月降水差異的大氣環流特徵，並嘗試找出引發二年降水差異的主要物理機制與天氣系統。

透過1999年與2000年二月月平均環流場之比較發現，在2000年二月台灣地區低對流層的大氣環境有利於對流降水的情形發生。而由2000年二月綜觀天氣的分析結果顯示，台灣地區在2000年二月19日至二月25日有異常降水的情形發生，這是因為東亞大槽受渦度平流及溫度平流的作用，使得阿留申低壓的強度增強，位置偏西南。這個增強的低壓系統阻礙了西伯利亞大陸冷高壓向東南方推進，使得鋒面系統滯留在台灣地區。 另外，2000年二月在台灣地區東部海域的暖流增強，逐日風場與水汽通量場距平的分析結果也顯示，在這段期間內台灣地區有異常的來自西南與東南的水汽通量，它帶來了南海地區與菲律賓海域較暖濕的空氣，造成台灣地區呈現偏濕的狀態。由於鋒面滯留與異常水汽來源，造成台灣地區在2000年二月的降水非常顯著。但把2000年二月異常降水期間的降水異常扣除後分別比較1999年二月與2000年二月的降水差異，可以發現這兩年的差異很小，這代表2000年二月的異常降水並不屬於氣候變化，而是屬於綜觀天氣變化，阿留申低壓增強是兩年降水差異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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