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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與個案選取

從研究結果顯示，典型與非典型聖嬰現象發生時，太平洋東西向沃克環

流也會產生不同的反應，連帶造成對區域氣候影響的差異。典型聖嬰現

象發生時，美國西岸和日本南部地區夏季（JJA）降雨量增加，非典型聖

嬰現象發生時，卻是顯著減少。由此可知，不同型態的聖嬰現象對全球

區域氣候影響有很大的差別，那麼對台灣的降雨影響是否也有差異？因

此本研究希望藉由進一步分析，瞭解典型與非典型聖嬰現象對台灣降雨

的影響，特別將焦點集中在春雨、梅雨季和夏季降雨特性差異的探討。

何謂典型與非典型聖嬰？

研究資料：

1. 央氣象局測站1950-2009年降雨資料

2. GPCP V2.1全球降雨資料

GPCP：Global Precipitation Climatology Project 全球降雨氣候計畫

3. NCEP R2 大氣風場資料

NCEP：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美國國家環境預報中心

研究個案：

１典型聖嬰現象（El Nino）個案：1982 , 1987 , 1997

２非典型聖嬰現象（El Nino Modoki）個案：1994 , 2002 , 2004 

聚焦台灣梅雨

聚焦台灣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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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聖嬰現象：暖海水出現在

赤道中、東太平洋海域，造成

全球氣候異常，又稱為東太平

洋聖嬰現象（Eastern Pacific 

El Niño（EP-El Niño））

非典型聖嬰現象：暖海水主要

出現在赤道中太平洋海域，赤

道東太平洋海域增溫不明顯，

又稱為中太平洋聖嬰現象

（Central Pacific El Niño（CP-

El Niño）），日本人則稱為

El Nino  Modoki。

典型聖嬰現象（右圖）：台灣春雨顯著增加
→ 高壓距平出現在菲律賓外海、低壓距平位於大陸華南→ 西南風分量增強

非典型聖嬰現象（左圖）：台灣春雨減少（中部增加、北部與南部減少）
→ 高壓距平為於南海、低壓距平位於華北→ 西風分量增強

典型與非典型聖嬰對台灣降雨的影響

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五季的降雨變化
台灣降雨的季節變化

紅色為典型聖嬰個案

藍色為非典型聖嬰個案

ＭＪ：梅雨季

ＪＡＳ：夏季

ＯＮ：秋季

ＤＪ：冬季

ＦＭＡ：春季

０表示聖嬰發展年

１表示聖嬰削弱年

※典型聖嬰 ：＋１年春季降雨增加

＋１年夏季降雨減少

※非典型聖嬰：＋０年梅雨季和秋季降雨減少

＋０年夏季降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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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聖嬰現象對台灣梅雨季降雨影響不大，雨量接近常態（未附圖）

非典型聖嬰現象（＋０年）：台灣梅雨季降雨顯著減少

非典型聖嬰現象（＋１年）：台灣梅雨季降雨正常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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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聖嬰 ：＋１年降雨偏少（－21％）

※非典型聖嬰：＋０年降雨偏多（＋11％）

※西北太平洋季風強度受聖嬰現象影響，讓台灣夏季降雨出現不同結果

台灣降雨量 ＷＮＰＭＩ 侵台颱風個數

El Nino（＋０） －８７ ＋0.36 １３

El Nino（＋１） －２００ －3.86 ７

El Nino Modoki（＋０） １７７ ＋1.96 １４

El Nino Modoki（＋１） －４９ －0.73 １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