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甲颱風轉強颱？
主要探討1958年後60年影響台灣颱風是否增多、增強

以及秋颱數量和強降雨發生數量是否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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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總結

農損

人民生命和財物損失

水災之後亦有傳染病

土石流發生機率高

颱風假

地球能量的調節

增加漁獲量

補充水庫的水量

大眾認知颱風的利弊

利 弊

並非完全天然發生，而是人為過度開發導致水土保持
不佳，造成土石鬆落，才容易形成土石流。

水源保持不易，長期保持晴天的狀態，
水庫蓄水量容易低於水庫的標準量

氣候變遷下影響臺灣的颱風特徵變化

1-2 氣候變遷下影響台灣颱風是否增多增強？

※1998-2002後資料顯示
影響台灣強颱比例明顯減少並在往後逐年上升跡象。

研究目的

近年來颱風襲台重創許多地方，所以想進而分析颱風的影響是否有在近年增多趨勢。比方以上例子

2.形成秋颱數量是否增加？

利用氣象局過去60年侵台颱風的路徑(10種路徑)，分前後30年兩個時段的侵台數量是否增加。
3.侵台路徑是否有集中在幾號路徑？

利用過去60年資料，加以討論研究，主要會收集1958-2017(60year)資料，

探究究竟在氣候變遷下影響台灣颱風是否有增多或增強的趨勢，

以及是否產生秋颱生成數量增加。

也整合這60年來大多數颱風在生成後會走向哪幾號路徑。

最後再分析秋颱侵台的情況下，發生強降雨的機會是否增加。

1958-2017年1958-1987年 1988-2017年

研究結果
1-1 氣候變遷下影響台灣之颱風是否增多增強？

取1958年後的颱風探討，探討這60年的颱風數量是否增加、強度是否增強。

4.秋颱所產生的強降雨數量是否變多？

參考資料 ： 「不能不面對的真相」系列講座-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2014,陳泰然教授)      氣候變遷情境下之影響臺灣的颱風特徵變遷-氣象科技研究(2014，陳等)      氣候變遷與災害報告(2011，陳等)      氣象局-颱風資料庫   http://rdc28.cwb.gov.tw/      行政院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cht/?

用北部測站的資料統計9月至11月的颱風(秋颱)造成的強降雨(-200mm /24hr為強降雨），
以5年為區間看60年發生強降雨個案變化（使用包括台北、淡水、基隆、竹子湖、鞍部）。

西北太平洋颱風數(總數/秋颱)

影響台灣颱風數(總數/秋颱)

影響台灣的颱風強度比例

西北太平洋秋颱比例

影響台灣秋颱比例

強降雨秋颱數量

颱風路徑西行北行比例

下降

下降

無明顯趨勢(近20年呈現上升)

持平

上升

上升

西行比例慢慢下降

北行比例慢慢上升

氣候變遷下，預估颱

風可能產生季節有

慢慢趨向秋颱，而不

是都集中於夏颱，且

偏向台灣的比例
有上升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