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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為台灣地理位置特殊的關係，每年的夏、秋兩季，颱風都會侵襲台灣，

而威脅人們的生命和財產。通常來台灣的颱風，都發生在太平洋區及南海一帶，

它所以能往前走，完全是靠著高空的風，另外，它是依著太平洋高壓的邊緣往

前行，因為高壓就像一座山，颱風只能沿山而行，完全没有辦法穿山而過，而

七、八、九三個月中太平洋高壓的邊緣就在台灣，所以大部分的颱風都在台灣

附近轉彎，所以颱風和台灣的關係是相當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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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颱風每年平均侵襲台灣三到四次，多半集中在夏、秋兩季，雖然它跟梅雨、

寒潮、乾旱並列台灣四大災害天氣，但它的破壞力最強，不過伴隨颱風而來的

大雨，又是台灣最主要的用水來源，如果少了它，就會面臨缺水的危機，既然

躲也躲不了，某些方面又需要它，就更該了解台灣和颱風之關的關係，以及颱

風的成因與行徑，進而尋求防颱之道。 

壹、地理位置特殊的台灣 

一、 台灣是海洋與陸地的交會處 

     台灣是個四面環海的小島，也是海洋與陸地的交會處，東邊面臨太平洋，

西邊隔著台灣海峽和亞洲大陸相望。天氣變化受到海洋氣團及大陸氣團、氣壓

等影響，使得島內氣候多樣複雜。 

二、台灣有山脈和地形的屏障 

    台灣有超過兩百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山脈呈南北走向，貫穿島中央，形

成巨大的屏風，使得從太平洋方向過來的颱風受到阻礙，威力減弱一大半註 1。台

灣中央山脈最高峰為玉山，其高度為 3,952 公尺，而其他在 3,000 公尺以上區

域亦頗廣。颱風若在台灣東部登陸後，受中央山脈之阻擋，底層結構受破壞而

逐漸消滅，但上層結構仍可通過，通過後仍能再發展，不過威力已不如登陸前

強烈；或可在中央山脈之西方另形成副中心，此副中心再漸勢發展，取代原颱

風中心繼續行進。例如民國 47 年 7月的溫妮颱風，7 月 15 日晚 7時在花蓮南方

登陸，因中央山脈之阻擋漸趨消滅，但同時則在台中東南方誘發一副中心，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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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發展，移經台灣海峽在金門附近登上大陸。 

 

圖一：天氣常用符號 

貳、來自海上的訪客~颱風 

    颱風一詞是怎麼來的，眾說紛紜不過可以確定的它是中國名詞，有人說它

是從閩南語「風篩」一詞而來，因為颱風來的時候，風雨從四面八方而來，像

用篩子篩雨，又像風在篩雨一樣，於是就說成「風篩」註 2 。 

一、 颱風的形成 

     全球每年約有 79 個颱風生成，以北太平洋西部及中國南海地區生成的颱

風最多也最強。平均每年約有 24 個，一半以上發生在七、八、九三個月份， 而

以八月份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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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897～2008 侵台颱風路徑分類統計註 5 

颱風形成的有利條件： 

（一）寬廣的海面，海溫在 26 度以上。 

（二）南北緯 5度以外海面。 

（三）要有大範圍的對流雲系存在。 



7 

 

 

圖三：颱風特殊路徑圖註 8 

二、 颱風的命名 

    在二次大戰之，前颱風沒有名字只有編號，從西元 1947 年太平洋地區的氣

象專家，開始給颱風取名字，而幾次修正後，從西元 2000 年 1 月 1 日開始，西

北太平洋地區的颱風名稱，由區域內的國家提供個 140 名字，包括動物、植物、

星象、人名等註 3。    

三、颱風在台灣 

    如果颱風是由嘉義登陸，台灣風力最大的地方是嘉義以南的台南、高雄等

近中心的地帶，而嘉義以北的地區風力就小很多，同樣的，如果颱風是在花蓮

登陸，花蓮以北的宜蘭、台北、基隆等地，就風強雨大了，台東反而風雨不強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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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北太平洋西部颱風生成總數與侵台個數比較圖註 6 

（一）颱風警報發布時機如下： 

1.海上颱風警報 

  預測 24 小時內颱風暴風範圍可能侵襲台灣或金門、馬祖 100 公里海域。 

2.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預測 18 小時內颱風暴風範圍可能侵襲台灣或金門、馬祖陸上。 

3.解除颱風警報 

  當颱風的七級風暴風範圍離開台灣或金門、馬袓陸地，但仍未離一百公里近

海時，改發海上颱風警報，如亦離開一百公里近海時，應即發布解除颱風警報。 

當中央氣象局發布颱風警報時，便會針對颱風的最新位置及預測未來的最新動

態進行說明，大家可以透過電視媒體、廣播、電話及網路等獲得最新颱風動態

說明，以及早做好防颱準備。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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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颱風引進的西南氣流 

    在中央氣象局發布的颱風警報中，常可見到「颱風引進西南氣流，將對某

些地區帶來局部性豪雨，請注意防範。」的警告，甚至在颱風警報解除後，仍

會一再警告。當颱風通過台灣時，其南方吹的是西南風，如颱風走向適當再加

上天氣型式的配合，常引進強盛的西南氣流，此種暖溼的氣流受中央山脈阻擋，

抬升至適當高度後，其挾帶之水氣易凝結而降雨，以致常在中、南部地區產生

豪雨，造成嚴重災害。例如民國 70 年艾妮絲颱風和民國 93 年敏督利颱風，皆

引進強烈西南氣流，造成了嘉南地區的 93 水災及中南部地區的 72 水災。 

 

圖五 敏督利颱風所引發西南氣流之衛星雲圖 

討論 

一、颱風的季節、強度、形成與天氣： 

（一）台灣 5、6月是梅雨季節，6~10 月是颱風季節，據統計 8月最多，風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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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挾帶豪雨，偶爾有閃電發生。 

（二）所謂「暴風圈」就是以暴風半徑畫個圓，颱風籠罩的勢力範圍。而暴風

半徑就是從颱風眼往外到風速沒秒 15 公尺的地方。 

（三）颱風是否為台灣水患之主因？有無克服之道？ 

    颱風帶來強風豪雨，使大量雨水在短時期內傾盆而下，而台灣地質脆弱，

平原較少，山脈高峻，河流短小，坡度甚大，不能容納大量雨水，故一遇颱風

常引發土石崩塌，山洪爆發，而於平原地帶、較低地區氾濫成災，故颱風、豪

雨加上特殊的地形與地質實為台灣水患的主要原因。颱風是種大自然的現象，

目前人力尚無法將之消除，地質環境的脆弱則可以人力補救，以減少水災之嚴

重性。例如高山造林以涵蓄雨水，使雨水流下速度減慢，並使山石泥沙不致被

大量沖下而阻塞河道，淹沒農田。加強水利建設、整修河道等皆為當務之急。 

註 9 註 10 

二、颱風災害與防颱準備： 

（一）想想看，颱風帶來哪些好處? 

    若春季缺雨水，5、6 月又逢「乾梅」，而夏、秋無颱風來襲，則台灣中南部

乾季的冬天，將嚴重缺水，故颱風帶來充沛雨水，使水庫儲水大增，供農業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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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人們飲用、工業用水及水力發電之用。 

（二）颱風帶來哪些災害? 

1.風災－破壞建築、電力設備、農作物、船隻、交通，也會吹倒房屋、拔起大

樹、飛沙走石、傷害人畜，也會造成暴風和焚風。 

註 11 註 12 

2.水災－沖毀建築物，還會造成巨浪、暴潮、暴雨、洪水、山崩等。如果降雨

太急，來不及排洩，會造成山洪暴發，河水猛漲，甚至低地淹水、沖毀房屋、

道路、橋樑。 

（三）颱風是否為台灣水患之主因？有無克服之道？ 

    颱風帶來強風豪雨，使大量雨水在短時期內傾盆而下，而台灣地質脆弱，

平原較少，山脈高峻，河流短小，坡度甚大，不能容納大量雨水，故一遇颱風

常引發土石崩塌，山洪爆發，而於平原地帶、較低地區氾濫成災，故颱風、豪

雨加上特殊的地形與地質實為台灣水患的主要原因。颱風是種大自然的現象，

目前人力尚無法將之消除，地質環境的脆弱則可以人力補救，以減少水災之嚴

重性。例如高山造林以涵蓄雨水，使雨水流下速度減慢，並使山石泥沙不致被

大量沖下而阻塞河道，淹沒農田。加強水利建設、整修河道等皆為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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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颱風由於挾有狂風和暴雨，可以直接造成很多嚴重災害。風速愈大，所產

生的破壞力亦愈大，颱風所挾狂風之強大壓力可以吹倒房屋、拔起大樹、飛沙

走石、傷害人畜。降雨太急，來不及排洩，而造成山洪暴發，河水猛漲，甚至

低地淹水、沖毀房屋、道路、橋樑。以上都是由於颱風的風和雨直接造成災害

的現象，同時，因風雨的結果，也可以間接引起很多災害。 

颱風會造成的風災及水災有暴風、焚風、巨浪、暴潮、暴雨、洪水、山崩等。 

一、為了防止颱風災害，我們必須做好安全的防颱準備： 

（一）若是住在城市裡，就必須注意： 

1.如住家地勢低窪，有可能會淹水，應該趁早遷移至較高地方或樓上。 

2.屋外、院內，各種懸掛物要記得拿下來收拾放好。 

3.庭園花草樹木都應加支架保護，並修剪樹枝，以防止折毀甚至損毀屋瓦。 

4.關閉並不需要開啟的門窗，加釘木板。 

5.檢查電路、注意廚房爐火要關閉，以防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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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準備燈泡及蠟燭、手電筒，可以在停電時使用；貯存飲水，以防斷電停水；

7.多準備一、二日食物。非必要時不要外出，家中較為安全。 

（二）若是住在鄉村間，就必須注意： 

    風力比城市還大，應該更加戒備。如居住河邊或低窪地帶，應特別注意河

水氾濫，趁早遷移到較高地區。 

除住屋外，應檢查牛欄、豬舍、雞舍，以免損失，或移往較安全地方。如住屋

是竹子所建造，或土塊房屋，可暫時遷往安全處所較為妥當。稻米或肥料應移

至安全處所。 

 

二、總結 

    最重要的是不要聽信謠言和傳播謠言，應直撥 166 或 167 氣象服務專線或

收聽廣播電臺或電視臺有關颱風之最新消息。颱風雖然破壞力驚人，使人聞颱

色變，但如能事前加以妥善的防範，雖不能完全避免災害，但至少是可以減低

受災程度。所以說：「多一分防颱，減少一分損失」，花了功夫是不會沒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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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颱風雖然威力強大，人力似乎不可抵抗，但如盡力防範，對於減低災害仍

會有相當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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