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成後向東北緩慢移動，增強為中度颱風後緩慢向北轉北北
西移動，之後轉為偏西移動，暴風圈接觸台灣陸地後逐漸轉向
西南西至西南方向移動，19日8時40分在花蓮縣豐濱鄉附近登陸，
18時左右由臺南附近進入臺灣海峽，20日7時左右由福建進入大
陸。 

 凡那比颱風 

瞬間傾洩而下的超大豪雨讓高市後勁溪溪水暴漲，溢出堤防，沿岸積
水深度達五十公分，鄰近的養護中心老人迅速撤離，楠梓區北昌街水
深更高達七十公分，居民被迫待在二樓。鼓山三路、青海路、美術南
四路一帶幾乎水深及膝，許多硬闖的車輛拋錨，左營高鐵站附近變成
一片水鄉澤國，民眾說：「雨水好像用倒的！」還有人形容是「七一
一翻版！」七一一大水發生在二○○一年，潭美颱風外圍環流碰撞中
央山脈，降雨密集分布於台灣南部，高雄市昨晚十點市區累積雨量便
已突破五百毫米，超越八八風災的豪雨紀錄，全高雄市平原地區因而
嚴重積水。 

高雄縣淹水最嚴重的區域在仁武、大社、鳥松、鳳山、大寮一帶，大
社三路傳水淹近一層樓高，仁武鄉部份社區居民入夜之後匆忙搭橡皮
艇逃離。大寮鄉琉球村農場路積水達五十公分，會社村眷村也是一片
汪洋。 

（節錄自0920自由時報） 



 凡那比颱風( 0918 - 0920) 



 凡那比颱風( 0918  2130) 

9/18 21:30 (第一階段)   

颱風中心在東部外海 

->外圍環流、雨帶侵襲北部 



 凡那比颱風( 0919  0330) 

9/19 03:30 (第二階段) 

颱風中心接近東部 

->外圍雨帶侵襲北部、西部 

颱風主要結構侵襲東部(北側) 



 凡那比颱風( 0919  0800) 

9/19 08:00 (第二階段) 

颱風中心接近東部 

->外圍雨帶侵襲西南部 

颱風主要結構侵襲東北部 



 凡那比颱風( 0919  1030) 

9/19 10:30 (第三階段) 

颱風中心登陸東部 

->外圍雨帶侵襲西南部 

颱風主要結構侵襲東部 



 凡那比颱風( 0919  1600) 

9/19 16:00 (第四階段) 

颱風中心經過陸地(西南部) 

->颱風主要結構不明顯 

雨帶侵襲西南、東南部外海 



 凡那比颱風( 0919  1900) 

9/19 19:00 (第五階段) 

颱風中心出海 

->重組結構侵襲西南部 

外圍環流侵襲東部 



 凡那比颱風( 0920  0600) 

9/20 06:00 (第六階段) 

颱風中心接近福建 

->主要結構在台灣海峽 

南部沿海依然有強風跟雨
帶，東部有線狀的雨帶 

 



 凡那比颱風( 0920  0600) 

9/20 09:30 (第七階段) 

颱風中心登陸福建 

->台灣海峽雨帶減弱、 

移出外海，東部外海回波
持續 



地球紀錄上最強的颱風泰培 

 1979年10月12日，位於西北太平洋上的颱風泰培中心風速每
小時307公里，最低氣壓870百帕，環流寬2220公里左右，足以
遮蔽半個美國。  



 形成 

 足夠的水氣與熱量 

☆熱帶溫暖洋面上的水溫高於26.5℃以上 

☆水氣足夠 

風在垂直方向的變化小 

☆使熱量水平輻合不易分散，易形成暖心低壓 

足夠的科氏力 

☆在南北緯5∘以外，才有足夠的科氏力提供熱帶擾動並持續發
展為熱帶低壓及颱風，也就是引導氣流形成環流 



 形成 

 具環流型態的熱帶擾動，但中心平均 

    最大風速低於17.1m/s (7級風)，稱之 

    為熱帶性低氣壓 

     (Tropical Depression(T.D.))  

中心附近最大風速 國際分級 我國分級 

17.2~32.6 公尺/秒
( 34~63 浬/小時) 

熱帶風暴 輕度颱風 

32.7～50.9公尺/秒 

(64～99 浬/小時)  
颱風 中度颱風 

＞51.0  公尺/秒 

(＞100 浬/小時) 
颱風 強烈颱風 



 形成區域 



颱風眼：成熟的颱風是一個熱帶低壓
中心，中心為颱風眼，有很微弱的下
沉氣流，這龐大的雲柱中央無雲或雲
層很薄，沒有風雨現象，甚至有機會
在此下方可以得到晴朗無雲的好天氣。 



眼牆：颱風眼外的眼牆（或稱雲牆）
則是積與雲高聳如牆壁的厚雲雨帶，
風勢最強、雨勢也最大。 



 猜猜我的心 

 颱風移動路徑詭譎多變，牽涉的因素相當複雜 

 颱風生成後的移動路徑主要受太平洋高壓南源氣流影響，所 
    以太平洋高壓的位置和範圍基本上決定了熱帶氣旋的路徑， 
    其移動路徑大約可分為：西行型、西北型、轉向型及特殊路 
    徑。 



 預測24小時內颱風暴風範圍可能侵襲臺、澎、金、馬100公里 
    以內海域時，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颱風警報單的發布 

 當七級風暴風半徑可能於18小時內侵襲臺灣陸地時，則發布 
    海上陸上颱風警報 



預測未來颱風中心（颱風眼）
位置，以「⊕」表示 

自颱風中心向外至平均風速
15m/s（約54km/h）處的距
離，稱作暴風半徑，在這暴
風半徑以內的區域，即為暴
風範圍 

依據颱風中心附近的最大風速，
將颱風分為強烈、中度和輕度等
三類，有不同的氣象符號表示 

斜線區域表示颱風
警報發布的範圍 

實線部分為颱風中
心過去的移動路徑，
虛線部分是預測未
來24小時內颱風中
心可能移動的路徑 



 颱風侵襲臺灣主要集中七～九月，以下為1897~2008年侵臺 
    次數統計表 

 颱風侵臺路徑 

 1897～2003年間侵臺颱風路徑分類圖，圖中分類旁的數字， 
    分別代表颱風的次數及百分比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次 0 0 0 2 5 30 102 124 92 35 9 1 



 颱風侵臺路徑 

 颱風行進方向為第一類路徑， 

    就是俗稱的西北颱， 

當颱風中心到達臺灣北部近 

   海時， 北部及西北部地區多 

   吹西北 風，受 地形影響，不 

   但雨勢 較大，甚至會引起海 

   水倒灌， 使得淡水河口附近 

   積水不易宣洩 



 颱風侵臺路徑 

 當颱風從臺灣東部海面接近時，中央山脈的迎風側北部、東 
    部，風勢和雨勢會比西半部強 

 當颱風從臺灣西南部接近時，則北部和東半部的風雨均較弱 



 颱風對人們最大的威脅在於其驚人的狂風、降雨及巨浪 

 颱風來襲時，山區的迎風坡面，常有豪大雨的發生，如果水 
    土保持不良，容易造成山崩及土石流，河水易暴漲導致洪水 
    發生 

 颱風過後，常會引進旺盛的西南氣流而帶來豪雨。但在另外 
    一方面，颱風季所帶來的雨量可以適時的紓解臺灣地區的部 
    分旱象 

 颱風釀成的災害及影響 





 本身結構常遭受到地形上的破壞，同時失去海洋上的水氣供 
    應，強度會逐漸減弱，甚至消散 

 颱風的登陸 

 若颱風移動到較高緯度地區時，也會因為冷空氣的滲入而逐 
    漸減弱 



 2010.10.18~22 梅姬颱風環流與東北季風環流共伴 

生成後先向西北轉西北西方向移動，強度逐漸增為強烈颱風之後由
西轉西南西方向，穿過呂宋島後減弱為中度颱風並逐漸由西北西轉
向偏北移動，進入臺灣海峽後轉向北北西移動，23日13時10分左右
由福建進入大陸。  

台九線蘇花段多處坍方中斷，造成多輛車輛受困。一台載有33名中
國觀光客的遊覽車在台九線蘇花段遭落石擊中後墜崖，台灣籍駕駛
與中國籍領隊田園失蹤，另一輛載有中國廣東省珠海地方稅務局官
員的旅行團仍處於失聯狀態，包括一名台灣籍司機、一名台灣籍導
遊及19名包含領隊在內的中國大陸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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