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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台灣位於亞洲與太平洋的交界處，四面環海，天氣與氣候不僅深受東亞季風之影響，而且也明顯呈現海陸加熱差異所引發的海陸風環流現象。此外，台灣島上地形非常複雜，除了中央山脈縱貫南北之外，東南部地區另有海岸山脈與花東縱谷之存在，這些山脈、縱谷及斜坡地形，對台灣東南部局部環流之發展以及大氣邊界層的演變有何影響，是很值得探討之科學問題。


本研究即以台灣東南部地區複雜地形所引發之局部環流與大氣邊界層的發展特性作為主題，利用綠島中尺度實驗計畫密集觀測期中，測風氣球、繫留氣球、整合探空系統、近地通量自動觀測站以及移動式地面站的觀測資料，分析複雜地形下局部環流之發展，近地能量之收支以及邊界層的發展與演變特性。


研究結果顯示，台灣東南部地區的局部環流相當複雜，除了海陸加熱差異所造成的海陸風之外，亦存在沿著縱谷的山谷風以及垂直縱谷的上下坡風的局部環流系統。在複雜地形以及實驗期間綜觀天氣系統的影響下，台灣東南部地區的局部環流發展高度約300－600公尺。近地面層風場轉變相當明顯，不但沿海岸地區存在海陸風的日夜循環變化，山坡測站也出現上下坡風環流的日夜循環變化。而縱谷內，白天受到地表加熱及上坡風的回流在谷內絕熱增溫，使得谷內外有溫差，進而引發谷風，再加上白天向岸的海風因為受到地形影響，於縱谷兩端出現明顯的繞流現象，造成縱谷北端為北風、南端為南風，夜晚則受到下坡風影響轉為北風。垂直風場的部分，在偏東風個案中發現，縱谷地區的局部環流受到海岸山脈的影響，出現明顯的結構分層現象。而偏南風個案中則因為綜觀風場與地形為平行的，盛行風會直接吹進縱谷內，因此局部環流的垂直變化沒有分層現象。


實驗區域內的邊界層發展差異很大，由於海岸山脈地形屏障的關係，在花東縱谷內的日夜位溫差很大且邊界層也較容易發展，而較靠近海岸的邊界層，受到海洋的調節，日夜位溫差較小，且邊界層發展到上午11點之後，底層受到海風環流所伴隨的冷平流影響，而抑制了邊界層的成長，大氣邊界層的厚度約600-800公尺。由近地表通量觀測站所量測到之各通量發現，地表經過太陽短波輻射加熱後，以可感熱通量、潛熱通量以及土壤熱通量的方式達到能量收支平衡，而貢獻最大的為潛熱通量，可感熱通量次之，且潛熱通量約為可感熱通量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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