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五：從無降雨（圖5a）和強降雨（時雨量大於50毫米，圖5b）時數的年變化來看，均明顯增加。其中，無降雨時數的
增加，主要以平地測站為主，高山測站變化則不明顯（未附圖）。從延時（duration）的特性來看，強降雨延時
（圖5c）在三小時以上出現的頻率以及不降雨延時超過30天以上的發生頻率，在2000年以後均明顯增加。這顯示了
台灣降雨的極端化現象愈來愈鮮明，持續性的強降雨和連續性的不降雨都變得容易發生。這對坡地災害與淹水發
生機率以及水資源管理規劃等均有所影響。

圖二：統計1960-2009年間每十年的時雨量資料發現，台灣地區時雨量小於2毫米的弱降雨時數明顯減少（圖2a），時雨
量介於2－10毫米的降雨出現頻率幾乎沒有改變（圖2b），然而時雨量大於10毫米的降雨時數，於2000年之後明
顯增加（圖2c、2d），尤其是時雨量大於30毫米以上的強降雨（圖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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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台灣降雨強度的變化，過去大多利用年總降雨
量和總降雨時數來估計，且絕大多數的結果也都反映出
台灣降雨強度有愈來愈強的趨勢，然而這樣的估計方式，
有時卻可能受到弱降雨時數減少，而反映出降雨強度增
強的特徵，因此並無法真正顯示出強降雨增加的現象。
為了更直接了解台灣降雨強度的變化趨勢，本研究利用
中央氣象局所屬18個人工氣象觀測站，１９６０－２０
０９年間共計五十年的時雨量資料，希望能進一步了解
台灣降雨強度的變化趨勢特徵。

圖一: 本文採用中央氣象局１8個
局屬人工氣象站（鞍部、
台北、竹子湖、基隆、花
蓮、宜蘭、澎湖、台南、
高雄、台中、阿里山、大
武、新竹、恆春、成功、
淡水、 蘭嶼與日月潭）
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共計
５０年的時雨量資料。

台灣降雨強度的年代變化

圖三：時雨量大於50毫米的
強降雨發生頻率(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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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若將氣象局發布海上
颱風警報開始至解除
為止，視為颱風影響
時間，由扣除颱風強
降雨的發生頻率(圖
4a)結果來看，非颱
風造成的強降雨，沒
有明顯的變化，部份
月份甚至減少，此顯
示出，台灣降雨強度
的增強，很可能是受
到侵台颱風個數增加
或強度增強所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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