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望了解凝結尾⽣成之環境條件，並針對凝結尾持續時間受⼤氣環境影響進⾏分類，且因有國外研究顯⽰凝結尾對於氣候變遷有加劇之效
果，因此想透過本研究結果作為對氣候變遷研究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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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探空與ERA5資料
         凝結尾個案時間分布較廣，為減⼩時間
差 對 環 境 參 數 變 化 的 影 響  ， 故 嘗 試 使 ⽤
ERA5逐時資料。⽐較探空與ERA5資料結果
如下，判斷兩者在溫度資料上重疊性⾼。

圖四   ERA5與探空資料特徵層冰的相對濕度⽐較圖
圖六   持續時間與環境參數之散佈圖

⼆、環境參數統整分析
      過 去 ⽂ 獻 提 出 ， 凝 結 尾 形 成 溫 度 需 低
於-40℃且冰的相對濕度越⾼持續時間越⻑。
但在本研究分析得知，臺灣北部地區凝結尾多
形成於-50℃以下之環境，如圖五。持續時間
則透過圖六可觀察到，持續較久的凝結尾其濕
度皆偏⾼。

圖五   溫度與冰的相對濕度散佈圖

三、凝結尾分類
         由百分位法算得第80百分位為7秒位
置，再透過圖六觀察到約在7秒後才出現濕度
較⾼的個案，故以7秒為界線，分為⻑持續時
間、短持續時間及無凝結尾三類，如圖七。

四、個案

圖七   凝結尾分類與環境參數分布圖

圖三   ERA5與探空資料特徵層溫度⽐較圖

        相對濕度受溫度影響，當溫度越低時相
對濕度誤差越⼤，因此100hPa重疊性低，
但因凝結尾⾼度多位在150~350hPa，故判
斷ERA5資料可⽤，後續研究採⽤此資 料。

無凝結尾：溫度皆⾼於-50℃。
短持續時間：濕度相對較低。
⻑持續時間：濕度相對較⾼。若個案有較低
濕度出現與溫度相配合，可使持續時間較
⻑。

表⼀   凝結尾部分個案

在臺灣北部地區，凝結尾多形成於-50℃以下，冰的相對濕度越⾼持續時間越⻑。
以有凝結尾持續時間7秒為界，分為⻑持續時間、短持續時間再加上無凝結尾個案共三類。
若有較低濕度的個案出現且與溫度相配合，可使持續時間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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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參考APP─Flight Radar24之凝結尾航班資訊

航線

⾶⾏⾼度

⼆、GoPro觀測
       1.  架設GoPro
       2.  觀看錄製影⽚，對照航班資訊
       3.  紀錄航班資訊

⼀、⼈⼯觀測
       1.  從APP得知⽂⼤附近有⾶機
       2.  實際拍照、錄影
       3.  紀錄航班資訊

圖⼆  凝結尾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