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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台湾省 出现的新寮特大慕雨
,

仅次于世界闻名的留尼吐 特大暴雨
。

根据北

太平洋西部和南印度洋上大 气环流背景及海洋情 况 条件
,

本文论证 了台湾省的

可 能最大基雨 的最 高值可 超过留尼旺特大基雨
,

这样推论所得的可能最大基雨

比用水汽放大 法等估 井得的 可能最大基雨
,

依据要 充分一 些
.

日 l 侣旨
J ,

、

‘二.

台湾省由台湾岛
、

澎湖列岛
、

钓鱼岛
、

彭佳屿
、

黄尾屿
、

赤尾屿
、

兰屿
、

火烧岛等

组成
。

总面积约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

台湾岛与大陆隔一台湾海峡
。

海峡宽度平均约 1 20 公

里
.

台湾岛南北延伸约3 80 公里
,

东西宽约20 到 15 。公里
;
北回归线横贯中部

.

终年温度

高
,

湿度大
。

台湾属于冬厚季风气候
。

悠而
,

台湾地区 以台风暴雨为主
; 5一 , 月台风季节内的台

风雨约为年雨量的80 %
。

灾害性暴雨均系台风造成
。

本文分析论证台湾省各地
,

由台风

造成的日可能最大暴雨及其分布
。

一
、

降雨资料情况

大多数站的降雨 资料为 1‘01 一 19 4 7 年的
,

其中有13 个站还包括 6 1 一 74 年的降雨资

料
,

对 51 个站的降雨资料作过频率分析
.

其中有 5 个站 的降雨记录长达44 年
,

短的降雨

记录也有 13 年
,

其余一般降雨记录年分都在肠年以上
,

而以30 年降雨记录为最多
.

将历

年一次最大 日雨量加以平均 (H )
,

则得最大 日雨量均值
.

统计了 1 2 4 个站的 日雨量均值
,

除个别站的资料只有 11 年外
,

其余多数站都有 30 一40 年
。

本文讨论分析的 日雨量大于

6 00 毫米的
,

有51 场次
;

·

其中 日雨量) ‘叨毫米的
,

有29 场
; 》 7 (0 毫米的有 18 场

;
> 80 0

毫米的
,

15 场
; > 900 毫米的

,

jj 场
; ) Ic‘。毫米的

,

6场
; 大于 l扣 c毫米的

,

有 4 场
* * .

.
参加部分工作的还有华东水利学院 陆地水文 专业 75 级五位学员

。

* * 百新与奋原的l七 :为同一场雨的降水 鼠
.



二
、

台湾地形对台风雨的影响

台湾山地 和高 山甚多
。

海拔在 50 0 米以上的地区约为总面积 的一半
。

中央山地
、

雪

山及玉山等连绵不断
,

约呈南北向
,

业偏居于台湾东部
。

境内海拔在3 。。0米以上的离山

约9 0座
,

而其中秀姑蛮山
,

高3 8 3 3米
;
雪 山高达3 9 3 1米

;
莫里山为最高

,

海拔 3 9 5 封长
。

台湾位于北太平洋西部台风路径上
,

台风袭击台湾的机会颇多
。

根据66 年 ( 」8 仁7一

1 9 6 2 ) 的记录 〔‘〕
,

袭击台湾的台风占北太平洋西部所出现的台风的 19 肠
,

而袭击台湾

的台风中有 47 肠登陆台湾
。

这里所说的袭击
,

指台风中心在台湾岛登陆及其离开台湾岛

在 2 00 公里范围内
,

而影响到 台湾及其近海的天气及海况的台风而言
.

当台风接近和移

经台湾时
,

西南季风和东南季风往往随着台风而来
,

大多数最大的短时降雨就是 在这种

情况下产生的
。

台风雨的分布主要决定于台风的路径和其出现的月份
。

根据 74 年 ( 」8 ‘7

一 19 7。) 记录
,

台风可从四面八方经过或在海面擦过台湾
。

当台风接近 台湾或在台湾登陆时
,

在台湾地形作用下
,

台风阻塞
,

移动路径偏离
,

台风环流内风场变形
;
根据流场分析

,

地面风场出现次生低压环流
,

流场断裂或涡旋分

开
、

出现局地涡旋
,

以及在台湾东南近海上出现诱生低槽等现象
;
而且这些现象往往有

两种以上同时出现
.

例如
,

1 9 74年 9 月 27 日03 时图上
,

7 4 2 0号台风中心尚在巴坦群岛以

西海上
,

与新寮特大暴雨出现的台风位笠相近
; 而这时分别在宜兰

、

大湖地区出现局地

涡旋
,

造成局地暴雨 〔2 )
.

而 且在模拟试验中
,

也确证 出现这类局地 涡旋 〔’入 此外
,

局

地涡旋出现地区还随台风中心移动而改变
。

台风 自东向西移动接近 台湾时
,

台风移动路径顺时钟向北偏转
,

进入台湾后又偏向

南
。

自南向北移动的台风接近台湾时顺时钟向右偏
,

离开 台湾时逐渐恢复到原先的移动

方向〔2 〕
。

由此可见
,

台湾地形对台风的影响
,

从而对台风雨的影响极为重要
,

雨区分布变得极

为复杂
。

6 3 1 2号台风在台湾北部洋面从东南向西北方向移动中
,

百新24 小时降雨 1 248 毫

米
,

中央山地 以西出现大片雨区 〔摇、
。

6 7 1 8 号台风从菲律宾以东经巴士海峡进入南海过

程中
,

台湾处于 台风倒槽控制下
,

在东风扰动随着台风西移而西移及静止锋天气过程同

时影响下
,

宜兰地区的新寮 24 小时下雨 1 6 7 2毫米 〔‘〕
。

三
、

可能最大暴雨

特定流域上
,

特定季节里
,

一定历时
,

在物理上可能而在理论上为最大雨深(毫米 )
,

称可能最大暴雨
.

在相对平坦的地区
,

在相同降雨天气条件下
,

把实际暴雨分布型移列

水毕lJ工程设详流域
,

考虑到夫气过程的演变
,

经 过水汽
、

地 形调正等
,

可得可能最大暴

雨
.

在山地区域
,

由于地形对降雨的影响
,

估算山地 区域的可能最大暴雨
,

必须更多地
考虑地 形的作用

。

1 水汽放大法估算可能最大暴雨

以一个地 点一定天气条件下
,

最大露点相应的可降水
,

与一次大暴雨下露点的相应可
降水之 比

,

作为水汽放大率
。

实测暴雨量乘以水汽放大率
,

便得该地点的可能最大暴雨
。



由于手头无每日定时露点资料
,

只能在历史天气图上读一些站的气温和 相 对 湿 度
( ‘〕

、

(”
’

〔’〕以计算露点
,

发现暴雨期内最大露点为 27 ℃ (例如
:

恒春
,

1 , 巧 年 ]。月

3。日13 时
,

1 9 2 1 年 9月 14 日娜时均是 )
,

相应的可降水为95 毫米
,

从而与暴雨时实测露

点相应的可降水分别求得各站的水汽放大率和可能最大暴雨
.

一股说
,

水汽
一

饮 戈率 为

1
.

08 一 1
.

81
,

大多数站的水汽放大率为 1
.

17
,

业经高度订正
。

例如表 1 听示
。

表 1
、

若干地 方的水汽放大率与可能最大暴雨 (毫米/ 24 小时 )

草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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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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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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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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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未经高度订正

其中
,

暴雨高值区主要有北部的百新
、

茸原到新寮一大片
; 玉山山地 以西

,

阿里山
、

劫叶林及大浦等地
; 及潮可

、

大武一带
。

这些结果是 在这样的假定下求得的
,

即 台风天

气系统保持原有状态
,

不因为水汽凝结潜热释放导致的反馈作用而改变
。

W
。 〔’J

提出
,

台湾的外包露点为肠
.

5 ℃
.

我们认为此值偏低
.

他 所得的可能最大暴

雨值约为实测最大点雨量外包值的 1
.

1 涪
。

从其所作图 中也可看到
,

2 4 小时可能最大暴

雨约为 16 0 0毫米
.

然而
,

他未利用新寮〔站〕暴雨资料
,

故他所得结果必然偏低
。

2 暴雨移地法估算可能最大暴雨

1 9 5 6年 9 月 8 日
,

在5 6 2 3号台风影响下
,

冲绳嘉手纳出现24 小时 i‘ 1
.

‘毫米暴雨
,

而且是出现在平地上的 〔’ ”〕
.

我们试图把它移到台湾地 区
,

但必须考 虑台湾地形对暴雨

的影响
,

即1 0 71
.

9毫米暴雨移到新寮时
,

新寮的雨有多少
.

若已知地 形雨
,

加上痛J
一

纳

的雨量
,

业经一定放大
,

例如水汽放大
,

就可估算得新寮的可能最大暴雨
,

从而加以推

广
,

估算台湾其他地方的可能最大暴雨
.

冲绳地势低
,

所有地方的海拔都在6“米以下
.

而嘉于纳 附近 切 英 ‘n 范阴内
,

丘陵

地的海拔都不到 2“米
〔’“’ .

如果 5。为 号台风出现于台湾
,

经计算得的 迎风坡I J也形 [1j

列如表 2
.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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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地形雨戈毫米 }平均地形雨(毫米 )
号编

2 2 4
.

3

1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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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4
.

0 4

1 5 2
_

7

1 1 1
.

1

1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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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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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8
.

3

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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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迎风坡各高度段内的平均坡

度无大变化
,

因此不 同地段 内的地形

雨可借线性内插而得
。

令 山顶降雨最

大
,

平地上雨量为零
。

新寮距一号地

形剖而约45 公里
,

山脊上雨量为 22 4
.

3

毫米
,

离 山脊6 5公里处雨量为零
,

则

经过内插
,

在56 2 、
,

号台风影响下
,

新

寮的地形雨为9 3
.

5毫米
.

这值显然太

偏小
,

这是由于用了平均地形坡度
, ,

及未考虑局地涡旋对降雨量的贡献所

玫
。

巴
,

矿

一

⋯丰
解

!
廖

3 综合法估算可能

最大暴雨

功 综合法所得结果 根据计算

所得万年一遇雨量
、

水文气象方法估

算得的可能最大暴雨及实 测 最 大 雨

量
,

进行综合分析和调整
,

最后得到

可应用的可能最大暴雨的 地 理 分 布

周
。

互卿 1
、

图 2和图 3
。

主要站的可

划 2
.

升湾 邵 :
,

分布图

图 1
.

台湾省2 盛小时最大雨量均道
,

H : 4 分布图

能最大暴雨见表 3
.

由表 3 可见
,

新寮的可能最大暴雨大于 留

尼旺岛上锡拉奥斯(C ila o s
)2 4小时雨量 18 7 0毫

米
。

现在需要论证此值是否可能出现
.

2) 合理性分析

锡拉奥斯位于留尼旺岛上主要山脊南部的

一个河谷台地上
,

海拔 13 12
.

3米
,

其北 3一 5公

里
,

山脊高3 0 6 9米
,

平均坡度为 0
.

44
.

1 9 5 2年

3月 1弓一16 日在热带气旋影响下
,

强劲的西南

风
、

南风
,

沿着朝南开口 的陡坡滑升
,

在飘来雨

和狭管效应同时作用下
,

一天降雨1 8 70 毫米
仁”

施瓦兹 (S
e h w a r z

)
〔” ’

估计
,

在这次降雨中

有 7 5一 1 00 务为地形雨增量
,

在这次暴雨中地
,

形雨起 了主要作用
。

在另一方面
,

百新位于山谷

内
,

谷 口朝北
;
百新海拔 1 6 3石米

,

而其两侧山

脊高达 2 3 3 3米
,

两处相距 1
.

5 公里左右
,

,

平均

29



图 3
.

台湾省2 4小时可能最大点暴雨分布图

坡度约为G
.

4 6
,

比前者稍大
; 此处

偏北风最有利于降雨
。

例如
,

1 1 日

0 7一 08 时
,

实测雨量为 9 0
.

9毫米
,

而估计 台风中心附近一小时最大雨
刃

量为4 。一 5。毫米
,

则地 形 雨 约 占

1/ 2
。

无疑
,

百新在西风之下亦有

飘来雨和狭管效应引起 的 雨 量 增

量
二‘ 三 。

由此可知
,

在小地形上说
,

台湾可能出现比留尼旺暴雨还要大

的雨
。

台风季节
,

台湾附近海面温度

较高
,

8
、

9月的最高月平均海面温

度为27
.

8℃
。

留尼旺岛位于 21
’

S附

近
,

3 月海面最高月平 均 温 度 为

27
.

2 ℃
。

这就表明
,

一般 而 论
,

台湾附近台风中的可能的空气湿度

比留尼 旺附近热带气旋中的空气湿

度要大
,

因而在同 样条 件 下
,

台

湾的可能最大暴雨比留尼旺暴雨要

大
。

北太平洋西部
,

夏秋海面温度

的正距平值相当大
。

例如 1 9 6 7年

秋
,

新寮特大暴雨出现季节里
,

台

湾附近海温正距平中心 在 我 国 东

海
,

正距平值为 + 3
‘

F 〔’2 ’
(见图 4 )

。

这也许是 台湾附近 台风特别强
,

带来的雨特大的

理由之一
。

广一一一- - 7 , 丁又, ee ee 一一万

全世界热带气旋出现时
,

风速大于 17 米
·

秒
一 ‘

次

数
·

年
一 ‘

亦以太平洋西部为最多
,

3 0
.

5 次 (1 9 5 9一

1 9 68 )
; 而印度洋西南部很少

,

7
.

8次 (1 9 3 1一 19 6 0 )
.

在同样条件下
,

以这样的风速配合有利的地形
,

合湾境

内雨量大于留尼旺境内的可能性也复存在
.

台风强度对台风暴雨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

台风愈

强大
,

台风暴雨也愈强愈广
〔” 1 .

现在虽未查得造成 留

尼旺特大暴雨的热带气旋的中心气压
,

故无法使之与造

成台湾暴雨的强台风相 比
。

但单单就百新和新寮特大暴

雨说
,

当时台风中心的气压分别为 9 30 和 951 毫巴
.

这

些气压值在北太平洋西部台风中为常见的
,

而在本地区

芯:-- 几

万几几
)

,
/ 一

、

图4
.

19 6 7年秋
,

平均海面 温度距

平 图
,

数值 以
。
F计

.



表 3

站

台湾省主要计算点可能最大 24 小时暴雨量估算成果表

澎新 湖竹南台台北恒春
新寮 !潮可

阿里
山

百新 }芒原⋯
玉里

}支
天送
碑

八UCU口‘
‘

斗站 高 程(米 )

测 系 列 年 数

系 列 最 大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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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最大降水
,

在这里指可能最大暴雨而言
.

僧 出现过更强的台风
,

见表 4 〔“ 〕 .

由上表可见
,

这类强台风有在台湾出现的 可 能 性 很

大
,

虽然未举各台风的移动路径和发展过程
,

但下更大的 暴雨依然有可能
.

表 4 北 太 平 洋 西 部 强 台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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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天气
、

降水资料未能收集齐全
,

分析结果尚存在问题
,

例如
,

雨量资料主要为

19 4。年 以前的
; 天气分析

,

中小尺度地形与雨量分布的关系
,

知之不多
。

地形雨 占总雨

量的多少等等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

虽然如此
,

从北太平洋西部大气环流和海况背景看来
,



台湾的台风雨 (包括受台风影响 )超过留尼旺特大暴雨的实况值
,

完全有可能

附
:

查阅历史天气图时
, 、

江苏省南京气象台和南京大学气象系
,

及抄台湾省降

水资料时
,

福建省气象局
,

给子很大方便
,

一并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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