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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寒潮定義
開始日:  日最低溫<PR10 或 48小時降溫幅度 > PR90
結束日:  日最低溫>PR20 或 24小時升溫幅度 > PR90

(盧與李，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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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名 站號 最低溫PR10 最低溫PR20 24小時升溫
PR90

48小時降溫
PR90

淡水 466900 8.5 10.2 2.6 -4.4
台北 466920 9.7 11.2 2.4 -3.8
彭佳嶼 466950 9.9 11.3 2.6 -4.3
花蓮 466990 12.2 13.4 2 -3
宜蘭 467080 10.5 11.6 2.2 -3.6
台南 467410 10.3 11.8 2.4 -3.5
高雄 467440 12.5 13.9 2.2 -3.3
嘉義 467480 8.9 10.4 2.5 -3.6
台中 467490 8.9 10.6 2.5 -3.6
恆春 467590 15.5 16.6 2 -2.7
台東 467660 13.6 14.8 1.9 -3
阿里山 467530 -1.7 -0.2 2.8 -3.8
玉山 467550 -8.1 -6.6 2.5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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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寒潮各月份變化

冬季各月份寒潮個案及低溫日均呈減少趨勢，但1月份寒潮發生頻率在近期有上升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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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長度變化趨勢

冬季峰值變化趨勢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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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偏少年

氣候平均

寒潮偏多年

選取標準:
標準化後之每年寒潮發生總數大於(小於)1個標準差者
為偏多(偏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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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極震盪惹的禍 ?

Credit: J. Wallac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正相位 負相位

寒潮期間A0
負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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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與大尺度環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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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寒潮標準:
寒潮發生日之日最低溫低於PR5溫度且48
小時降溫幅度大於PR95標準

TC
CIP

 

成果發表會



AO負相位極端寒潮個案合成

(contour: 500hPa gph ; shading: slp)

AO負相位寒潮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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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IP5模式選取

TC
CIP

 

成果發表會



𝒘𝒘𝒏𝒏 = proper weights needed for area and mass averaging

𝑺𝑺vmn = simulated climatology for climate variable (v), model (m), and grid point (n) 

𝑶𝑶vn = corresponding observed climatology

𝜎𝜎

𝝈𝝈𝒗𝒗𝒗𝒗𝟐𝟐 = interannual variance from the validating observations

(Reicher and Kim , 2008)

Model Performance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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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IP5模式冬季氣候平均場評估

海平面氣壓

1000hPa經向風

200hPa 緯向風

500hPa 重力位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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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hPa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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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
Historical

RCP4.5
RCP8.5

台灣冬季溫度 (2081-2100)
RCP4.5:  +1.8°C
RCP8.5:  +3.2°C

全球平均溫度 (2081-2100)
RCP4.5:  +1.8°C
RCP8.5:  +3.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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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d surge frequency Cold day

48-hour temperature drop duration

CMIP5 台灣寒潮未來推估

寒潮頻率
低溫日
降溫幅度
持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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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發生次數& AO相位 (CMIP5)

 >60%
 50-60%

負相位-正相位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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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in 48hour t-d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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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ar trend of the period 2006-2099 DJF
S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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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臺灣5個百年測站近30、50及100年的寒潮頻率長期線性趨勢顯示，近50年及近100年的寒
潮頻率在5個測站都為明顯減少，減少的幅度平均可達3次以上，南部測站的減少幅度又較
中部及北部大，近30年變化來看，臺中、花蓮及恆春站仍有明顯的減少趨勢，其中以恆春
站減少2.8次最大，臺北及臺南站則無顯著的趨勢出現。

 CMIP5系集平均的溫度變化在RCP4.5情境下，臺灣地區至21世紀末時，日最低溫度約較現
今氣候上升約2°C，RCP8.5反應更為嚴重的暖化程度，至21世紀末，平均溫度提高約3-4°C
左右。

 RCP4.5、RCP8.5情境的未來推估結果皆顯示臺灣寒潮發生頻率與低溫日都呈現逐年減少
的趨勢，根據暖化程度的不同，在RCP8.5情境下冬季寒潮的減少最為明顯且劇烈，21世紀
末幾乎沒有寒潮事件的發生，寒潮頻率及低溫日由現今氣候下平均3.7次／年及8.5日／年
減少至世紀末的0.6次／年及0.6日／年。

 CMIP5系集平均顯示西伯利亞高壓強度在21世紀末的強度及範圍相較於現今氣候態並無明
顯改變，顯示寒潮發生頻率的減少主要是暖化所導致全球地面溫度上升造成。

 以台北測站為代表統計台灣極端寒潮事件與AO之相關性，1950-2011年冬季共發生26次極
端寒潮事件，其中20次發生在AO負相位，僅有6次發生在AO正相位。極端寒潮多發生於
1985/86年以前，1985年後冬季僅發生3次。觀測分析中非極端寒潮也有傾向發生在AO負相
位的結果，而CMIP5模式中此項特徵並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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