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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台灣東南部地區地形十分複雜，由於過去並沒有良好的觀測可供分析研究之用，使得我們對於此地區局部環流的發展與演變了解不深。而2001年的GIMEX實驗（綠島中尺度實驗，Green Island Mesoscale Experiment）提供了時間與空間上良好解析度的觀測資料，可用來分析此地區複雜地形的局部環流變化情形。


本研究利用GIMEX密集觀測期2001年5月24日的觀測資料進行分析，希望了解該地區局部環流的變化特性，並進一步使用數值模式進行模擬研究，期望能更深入來探討局部環流發展與演變的物理過程。


模擬與觀測比較的結果相當接近，大致上可模擬出局部環流在此複雜地形影響之下的變化情形。模擬結果顯示，在沿海地區夜間的陸風發展高度為250至500公尺，白天的海風發展高度在台東站為1000公尺，而成功站為600公尺，由陸風轉變為海風的時間為早上8時，由海風轉變為陸風的時間為晚上8時；在縱谷內夜間的山風發展高度為500公尺，白天的谷風發展高度為750公尺，由山風轉變為谷風的時間為早上10時，由谷風轉變為山風的時間為下午5時；在山坡地區夜間的下坡風發展高度不到250公尺，白天的上坡風發展高度超過1000公尺，由下坡風轉變為上坡風的時間為早上7時，由上坡風轉變為下坡風的時間為晚上10時。局部環流的轉換時間在沿海和山坡地區比縱谷內早。在夜間的局部環流型態為：中央山脈東側山坡和海岸山脈吹下坡風，沿海地區則是吹陸風，而縱谷內山風氣流分為兩支，一支由霧鹿所在山凹經池上後往縱谷北方，另一支則是經池上後轉往縱谷南方；在白天的局部環流型態為：中央山脈東側山坡和海岸山脈吹上坡風，且海岸山脈高度較低處氣流有跨越的分量，在沿海地區吹海風，縱谷內谷風氣流由南北兩端進入往池上方向。沿海地區的位溫曲線日夜差異較小，縱谷內和山坡地區的位溫曲線日夜差異較大，且縱谷內和山坡地區白天邊界層發展高度都比沿海地區來的高。影響因素模擬結果也顯示模式使用的地形資料以及地表的通量傳輸對於局部環流有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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