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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題目 

    閃電出現颱風中 

研究動機 

還記得2001年9月暑假剛結束，社會上依舊在檢討桃芝颱風所造成災害的責任歸屬，

事情該解決的還沒有解決：檳榔樹經濟利益VS土石流與水土保持、鐵公路重創修復、農

產價格標高不下、處置官員未坐鎮指揮防範與救災的歸咎罰責⋯等問題，一波波討論及指

責出現在 CALL-IN節目中。此時卻又出現了納莉颱風，它的行徑不僅使它成為眾所皆知

的怪颱，侵襲台灣流連忘返的時間更是40年來之冠，近14天之久。豐沛甚至驚人的雨量

（400年來僅見的暴雨），使得聯繫台北交通大動脈－－大眾捷運交通工具，也成為雨下亡

魂；街道，如同黃河般的溝渠相連；多少變電所、抽水站，也因為突如其來的暴雨，失去

了它的功用。就這樣，更多的人為此過著沒水沒電的克難生活。也有人因為被大雨夾帶的

土石流滅頂而命喪黃泉。儘管它帶來如此無情的打擊，一幕幕深深的印在台灣人的心中。

但是在我印象中那段納莉侵台期間，發生大量又艷麗動人、變幻莫測的閃電，或許因為放

假的關係，所以有更多的時間看天空，不管怎樣曾聽人家說過有關「一雷破九颱」的事，

可是納莉颱風來時，閃電真的阻擋它嗎？閃電真的讓它威力減弱了嗎？颱風對閃電的影響

又是什麼呢？閃電在，颱風不來；閃電不在，颱風⋯？到底什麼是『一雷破九颱』呢？閃

電與颱風的關係又是什麼呢？  

研究目的 

藉由台灣電力公司電力綜合研究所之落雷檢測系統，和1996~2000年颱風及氣象衛星

資料，探討民間傳說中所謂的「一雷破九颱」，閃電與颱風之間究竟存在著什麼關係？ 

一、是否有颱風時就沒有閃電？  

二、閃電的分布與颱風有什麼樣的關聯性？是伴隨颱風雲系分布或者有其他情形？ 

三、閃電的數量隨颱風侵襲前後時間，又有什麼樣的變化？ 

研究過程 

一、收集資料 

(一) 陸續向台灣電力公司索取雷擊資料（1996~2000年） 

在徐、呂、與劉（民84年）、潘（民84年）及林（民88年）和徐、張、呂與沈（民

89年）中皆提及，台灣地區自 1990年開始，在台灣電力公司裝置雷電偵測系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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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測量台灣地區周圍雲對地放電的時間、位置、強度、極性。納莉颱風發生於 2001

年，雖然在中央氣象局中有充足的資料可利用，但是在台灣電力公司電力綜合研究所

的紀錄尚未整理完成，於是決定以較近年份的颱風來探討。 

(二) 透過網路搜尋1996~2000年7~9月期間各個颱風侵襲時間及路徑圖。 

    〈中央氣象局網站http://www.cwb.gov.tw/V3.0/index.htm〉 

(三) 中央氣象局之1996~2000年7至8月早上8時天氣預報單。 

1996~2000年8月、9月通訊月刊。 

二、資料整理與個案選取 

本研究利用一個單純午後對流的天氣型態，與颱風過境前後期間作為比較的案例。在

台灣地區，7月及8月若無其他天氣系統(如颱風) 之干擾，大多是受到太平洋高壓籠罩所

影響，天氣晴朗炎熱，而7月及8月也是侵台颱風最頻繁的月份。 

(一) 在中央氣象局所編印的通訊月刊中，對於每個月的天氣分析，有簡略性的整理，以當

中的氣象概述，配合天氣預報單之當日天氣概況，整理製作成7月及8月天氣型態統

計表(表1、表2、表3、表4)，包含降雨型態、天氣受何種因素影響以及台灣附近海

面上的颱風相對位置加以整理，以作為選取個案及日後研究的參考。 

(二) 為配合落雷資料的偵測範圍為東經119-123度，北緯21.5-25.5度的限制，且統計時間

範圍為每兩小時一次，所以在侵襲台灣的颱風選取上，也考慮了這二點，若颱風並未

接近此範圍超過 12小時，則將其列於不影響之颱風，只取該颱風的西南氣流影響或

外圍環流影響。 

(三) 將7月及8月落雷資料中每日落雷次數，以上半日（00：00-12：00）和下半日（12：

00-24：00）分別計算總數，製作1999年(圖1)及2000年(圖2)之7月及8月日落雷次

數長條圖。 

1. 颱風個案 

(1) 根據之前所製作的天氣型態統計表(表1、表2、表3、表 4)得知影響台灣本島颱

風個數，再考慮颱風的路徑與落雷觀測系統範圍的限制，並參考中央氣象局的海

上陸上颱風警報單選取符合之個案。 

(2) 利用雷擊資料，將這颱風來襲之前至離開之後這段日期，分別以兩小時計，統計



閃電出現颱風中 

                                                  3                                            

製作成颱風侵襲前後落雷數量變化圖(圖3、圖4)綜合歸納後則選出2000年 7月

7~10日? 德颱風及2000年8月20~24日碧利斯颱風，作為本研究初步的颱風個

案。 

2. 午後對流個案 

從統計之7月、8月單日落雷次數長條圖。找尋下半日雷擊數比上半日高之日期，

進行比較及篩選。7、8月份的午後對流個案很多，本研究只選取 2000年 7月 20

日一個典型午後對流個案個案，作為與颱風個案比較之用，並將落雷數以兩小時

計，製作成長條圖(圖5)。 

三、分析落雷次數的變化 

(一) 從午後對流個案單日落雷次數長條圖觀察當日落雷次數的變化。 

(二) 比較不同的颱風個案，侵襲台灣前後的落雷次數異同，以及侵台期間落雷空間分布與

颱風位置的關係。 

(三) 從颱風個案期間落雷次數長條圖。觀察侵襲台灣前至離去後，這段期間落雷次數的變

化，並與午後對流個案之情形比較。 

(四) 比較不同的颱風個案，侵襲台灣前後的落雷次數異同，以及侵台期間落雷空間分布與

颱風位置的關係。 

討論及應用 

一、篩選對天氣有明顯影響的颱風個案 

(一) 初步研究個案 

1. 由表1、表2、表3、表4，可以發現從1999年到2000年7~8月間，共有10個颱

風影響台灣。但實際有暴風圈登陸台灣的僅能算是4個，集中在2000年。 

2. 1999年8月的山姆颱風在南海及台灣海峽上移動，不符合個案選取的限制。 

3. 2000年 7月份中的奇洛基颱風僅在太平洋海面（台灣東南向東北方）上移動，並

未直接侵襲台灣且相距遙遠，台灣僅受其外圍環流影響帶來陣雨；布拉萬颱風亦

是在太平洋（台灣東北向北北東）上移動，台灣受其引來的西南氣流影響，而有

豪大雨的天氣。2000年 8月份中的杰拉華颱風，雖有一度接近台灣的情形，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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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暴風半徑並未進入台灣本島；8月底的巴比倫颱風雖經過台灣，但與瑪莉亞產生

藤原效應，為確保研究的單純性，以上颱風在此尚不予討論。 

(二) 其他颱風個案比照上述篩選過程。從1996年至1998年共選出葛樂禮颱風、賀伯颱風

安珀颱風以及奧托颱風等4個個案。 

 

       颱風前後個案選取        午後對流個案選取 

﹝表 1﹞88年 07月天氣型態整理統計表 
日期 天氣型態 備註﹝成因、颱風處﹞ 

01 中部以北及東部地區午後短暫陣雨或雷雨  
02 中部以北及東部地區午後短暫陣雨或雷雨  
03 南部陣雨其他地區午後雷陣雨 西南氣流 
04 南部陣雨其他地區午後雷陣雨 西南氣流 
05 南部陣雨其他地區午後雷陣雨 西南氣流 
06 南部陣雨其他地區午後雷陣雨 西南氣流 
07 南部陣雨其他地區午後雷陣雨  
08 各地雷陣雨 低壓帶 
09 各地雷陣雨 低壓帶 
10 各地雷陣雨 低壓帶 
11 各地陣雨 低壓帶 
12 西半部東北部陣雨 低壓帶 
13 中部以北東部午後山區雷陣雨 低壓帶 
14 西半部東半部午後短陣陣雨其他多雲到晴  
15 南部以北午後短暫雷陣雨  
16 各地雷陣雨 西南氣流 
17 各地雷陣雨 西南氣流 
18 各地午後雷陣雨 西南氣流 
19 各地雷陣雨 西南氣流 
20 各地雷陣雨 西南氣流 
21 西半部東北部午後短暫雷陣雨  
22 各地陣雨  
23 東半部陣雨山區午後短暫陣雨  
24 東部南部及山區午後有短暫陣雨 熱帶性低壓雲系 
25 各地陣雨 熱帶性低壓雲系 
26 各地豪大雨 南海低壓雲系北移 
27 各地陣雨 熱帶性低壓雲系北移 
28 各地陣雨 熱帶性低壓雲系 
29 西半部午後短暫陣雨  
30 各地短暫陣雨 (輕颱)歐佳  東南方 
31 各地短暫陣雨 (輕颱)歐佳  東南方移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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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8年 08月天氣型態整理統計表 

日期 天氣型態 備註﹝成因、颱風處﹞ 

01 中部及山區午後短暫陣雨 (輕颱)歐佳 東方 

02 北部及山區短暫陣雨其他地區多雲到晴 (中颱)歐佳 東北方離 

03 除東部多雲到晴其他各地短暫陣雨 (中颱)歐佳 北方離 

04 各地多雲短暫陣雨  

05 各地短暫雷陣雨 (輕颱)保羅 東方 

06 各地雷陣雨 (輕颱)保羅 東北東方離 

07 各地局部性豪大雨 (輕颱)保羅 東北方離 

08 各地短暫陣雨 低壓帶 

09 各地陣雨 低壓帶 

10 各地陣雨或豪大雨 低壓帶 

11 各地陣雨或豪大雨 低壓帶 

12 各地陣雨或豪大雨 低壓帶 

13 各地雷陣雨 低壓帶 

14 西半部東北部短暫陣雨其他地區多雲到晴  

15 中部以北及南部山區短暫陣雨其他多雲到晴  

16 山區午後短暫陣雨其他多雲到晴  

17 晴到多雲  

18 晴到多雲  

19 晴到多雲 熱帶性低氣壓 

20 東部西部短暫陣雨 (輕颱)山姆 南方移近 

21 各地陣雨 (輕颱)山姆 南方移近 

22 中部以北短暫陣雨其他多雲到晴 (輕颱)山姆 西北方離 

23 中部以北午後短暫陣雨 (輕颱)山姆 西方離 

24 南部及其他地區午後有短暫陣雨  

25 南部及其他地區午後有短暫陣雨  

26 南部及其他地區午後有短暫陣雨  

27 各地午後雷陣雨  

28 各地午後雷陣雨  

29 西半部東北部午後短暫雷陣雨  
30 除東南部多雲到晴其他午後有雷陣雨  
31 西部東部午後短暫雷陣雨其他多雲到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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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9年 07月天氣型態整理統計表 

日期 天氣型態 備註﹝成因﹞ 

01 晴到多雲中南部午後局部雷陣雨  
02 中南部午後局部雷陣雨  
03 北部短暫陣雨  
04 各地陣雨(颱風外圍環流) (中颱)奇洛基 東南方 
05 各地陣雨(颱風外圍環流) (中颱)奇洛基 東南方 

06 各地陣雨局部豪雨(颱風外圍環流) 
(輕颱)啟德 南方 
(中颱)奇洛基 東方離 

07 各地陣雨局部豪雨(颱風外圍環流) (輕颱)啟德 南移近 

08 各地陣雨局部豪雨(颱風外圍環流) (中颱)啟德 南登陸 

09 各地陣雨局部豪雨(颱風外圍環流) (中颱)啟德 籠罩移出 

10 北部中部午後雷陣雨 (輕颱)啟德 北離 

11 各地晴朗炎熱 太平洋高壓 

12 各地晴朗炎熱 太平洋高壓 

13 各地晴朗炎熱 太平洋高壓 

14 除東南部陣雨其他地區晴朗炎熱 熱帶性低壓環流 

15 除東南部陣雨其他地區晴朗炎熱 熱帶性低壓環流 

16 各地陣雨,東南部南部大雨 熱帶性低壓雲系 

17 各地陣雨,東南部南部大雨 熱帶性低壓雲系 

18 各地陣雨,東南部南部大雨 熱帶性低壓雲系 

19 各地晴朗炎熱.中南部山區午後雷陣雨  

20 各地晴朗炎熱,中南部山區午後雷陣雨  

21 各地晴朗炎熱,午後雷陣雨  

22 各地晴朗炎熱,山區午後雷陣雨  

23 晴到多雲,北部中南部局部性大雷雨  

24 晴到多雲,北部中南部局部性大雷雨  

25 短暫陣雨  

26 中部以北午後短暫雷陣雨,其他短暫陣雨 (輕颱)布拉萬 東方 

27 短暫雷陣雨,南部豪雨(颱風引西南氣流) (輕颱)布拉萬 東北方 

28 短暫雷陣雨,南部豪雨(颱風引西南氣流) (輕颱)布拉萬 東北移近 

29 豪大雨(颱風引西南氣流) (輕颱)布拉萬 東北離 

30 豪大雨(颱風引西南氣流) (輕颱)布拉萬 

31 豪大雨(颱風引西南氣流) (輕颱)布拉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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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9年 08月天氣型態整理統計表 

日期 天氣型態 備註﹝成因﹞ 

01 各地陣雨,南部豪雨 西南氣流 

02 各地陣雨,南部豪雨 西南氣流 

03 各地陣雨,南部豪雨 西南氣流 

04 各地陣雨,南部豪雨 西南氣流 

05 各地陣雨,南部豪雨 (中颱)杰拉華 東方 

06 除南部短暫陣雨其他地區晴到多雲 (中颱)杰拉華 東北方 

07 除南部短暫陣雨其他地區晴到多雲 (中颱)杰拉華 東方移近 

08 除山區南部短暫陣雨其他地區晴到多雲 (中颱)杰拉華 東北方滯 

09 除南部中部短暫陣雨其他地區晴到多雲 (中颱)杰拉華 東北方 

10 除南部中部短暫陣雨其他地區晴到多雲 (中颱)杰拉華 北方離 

11 各地陣雨局部大雨 西南氣流 

12 各地陣雨局部大雨 西南氣流 

13 各地陣雨局部大雨 西南氣流 

14 各地陣雨局部大雨 西南氣流 

15 各地陣雨局部大雨 西南氣流 

16 各地晴到多雲,午後局部短暫陣雨 西南氣流減弱 

17 各地晴到多雲,午後局部短暫陣雨  

18 各地晴到多雲,午後局部短暫陣雨  

19 各地晴到多雲,午後局部短暫陣雨  

20 各地晴到多雲,午後局部短暫陣雨                      (輕颱)碧利斯 東南方                     

21 各地晴到多雲,午後局部短暫陣雨                     (中颱)碧利斯 東南移近                   

22 各地陣雨,東部南部豪雨(颱風影響)                    (強颱)碧利斯 東南籠罩              

23 各地陣雨,東部南部豪雨(颱風影響)                    (中颱)碧利斯 籠罩西離                         

24 各地陣雨,東部南部豪雨                              西南氣流                          

25 各地陣雨,東部南部豪雨 西南氣流 

26 各地陣雨,東部南部豪雨 西南氣流 

27 各地陣雨,東部南部豪雨 (輕颱)巴比侖 東方 

28 各地陣雨,北部東北部豪雨(颱風外圍環流) (輕颱)巴比侖 東移近 

29 各地陣雨,北部東北部豪雨(颱風外圍環流) 
(輕颱)巴比侖 東  
(輕颱)瑪莉亞 西南 

30 各地陣雨,北部東北部豪雨(颱風外圍環流) 
(輕颱)巴比侖 東北離  
(輕颱)瑪莉亞 西南方 

31 各地陣雨(颱風外圍環流) 
(輕颱)巴比侖 北離  
(輕颱)瑪莉亞 西南移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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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落雷分析 

本研究根據台電公司台灣地區雷擊資料四書計算出，在台灣1996~2000年每年7、8月之平

均落雷數如下： 

     

     

 

 

(一) 由這兩年中之7月、8月日落雷次數圖找出各月份日落雷數最高者。在1999年分別為

7月20日及8月28日；2000年則分別為7月20日及8月11日。 

(二) 落雷次數最高的日期為2000年8月11日（4447次），但將其上半日及下半日之落雷數

分開則發現：雖然當天下半日所產生的落雷次數（2025次）極高，但其上半日所產生

之落雷次數（2422次）亦不低，比下半日之次數高，由於在上午時杰拉華颱風仍未完

全消失，只是漸漸變成較弱的熱帶性低氣壓。因此研判天氣受其影響極大，非單純的

午後對流天氣型態。 

(三) 落雷次數第二高的日期2000年7月 20日（3269次）在天氣型態整理統計表得知當日

的天氣型態，如同印象中標準的午後對流情形，「各地晴朗炎熱，午後短暫雷陣雨」再

加上其下半日落雷數（3235次）比上半日次數（34次）高出很多，所以採用為本研究

典型的午後對流個案。 

(四) 近一步分析2000年7月20日日落雷數量，以兩小時計次(圖5)，得知當日落雷數在12：

00-14：00之間逐漸增加，在14：00-16：00期間達到高峰值(1613次)，比起平均每日下

半日之落雷數 866次多很多。與台灣地區的夏天，在熱帶海洋性氣團的籠罩之下，白

天由於太陽照射，使局部地區空氣受陽光加熱而發生對流性不穩定的現象，因而常在

午後2、3點時，有所謂熱雷雨的發生。本研究所挑選之午後對流個案，和台灣地區夏

天熱雷雨的現象吻合。 

三、颱風與落雷關係 

以2000年七月及八月颱風個案，分析颱風暴風圈登陸前後日落雷數量變化。 

(一) 從2000年七月日落雷次數長條圖(圖2a)可得知，在? 德颱風暴風圈登陸台灣前一日（7

日）總落雷數量(1850次)猶高，大於日落雷數平均值(540次)，且集中在下半日。參考

啟德颱風侵台前後落雷數量圖(圖3)，可發現最高值發生在14時，應屬午後雷陣雨型

態。但當? 德颱風暴風圈登陸台灣時(7月8日21時)，落雷的數量明顯減少很多，即

1996~2000年上半日每日落雷平均數量 214次 

1996~2000年下半日每日落雷平均數量 866次 

1996~2000年每日落雷平均數量 540次 



閃電出現颱風中 

                                                  9                                            

使在午後也未有大量的落雷發生，其7月8日、9日少量落雷數甚至是發生在上半日。 

(二) 從2000年八月日落雷次數長條圖(圖2b)得知，當碧利斯颱風接近台灣之前一日（21

日）落雷數(55次)很少，且發生在上半日。但是，當暴風圈登陸台灣後(8月22日10

時)，落雷數卻有些許增加(圖2b)，如是因午後對流而有落雷發生，那落雷數應該要集

中在下半日。但是，落雷數在22日是集中在上半日(179次)。到了23日，落雷數增加

更多，雖然下半日(389次)比上半日(377次)的數量要多，但相差很小。參考碧利斯颱

風侵台前後落雷數量圖(圖4)可以推論，這四天的落雷應該不是午後對流，而是伴隨

颱風的落雷。 

【圖1a】1999年七月日落雷次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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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b】1999年八月日落雷次數圖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1 2 3 4 5 6 7 8 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

日期

次數

12:00~24:00 00:00~12:00



閃電出現颱風中 

                                                  10                                            

【圖2a】2000年七月日落雷次數圖

3269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1 2 3 4 5 6 7 8 9 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
日期

次數

12:00~24:00 00:00~12:00

【圖2b】2000年八月日落雷次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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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7月20日單日落雷數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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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颱風暴風圈籠罩台灣前後，落雷數量以兩小時計之變化 

颱風擁有強大對流，而閃電的發生與積雨雲系中劇烈對流有關。颱風雲系所伴隨的對流，

與閃電發生條件的對流相符或較強，推測在颱風來時應該會有更多的閃電發生。 

(一) 由落雷數量變化圖來分析 

(二)  

 

 

 

 

 

 

1. 從圖3可以看出，7日午後為? 德颱風之暴風圈進入台灣前大約30小時，仍有明

顯之午後對流發生，且落雷數發生近1400次。? 德颱風登陸當天(8日)下午，落雷

次數劇減，幾乎為零，一直至颱風暴風圈離開台灣這期間，落雷數量皆很少，而

在? 德颱風離開後約16小時，才發生較多的落雷數。可見就? 德颱風而言，暴風

圈內之落雷數量少。 

 

 

 

 

 

 

2. 由圖4可以看出，當碧利斯颱風暴風圈登入前一日的午後並未有如同典型午後對

【圖3】?德颱風侵臺前後落雷次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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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碧利斯颱風侵臺前後落雷次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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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那樣多的落雷數發生，落雷的數值幾乎為零，登陸前的早晨，有少量(小於100

次/2小時)的落雷產生。而暴風圈離開前，又使落雷出現增加(約130次/2小時)。離

開後2小時又有接近100次的落雷數，之後落雷數大約只剩30次。雖然在這颱風

暴風圈侵台期間有落雷發生，但相較於午後對流之落雷數量仍少很多。 

(三) 由落雷空間分布圖比對 

林（民88年）提及午後對流的時間分布，閃電及降雨完全集中在午後時段，且文中

有敘述陳（1994）曾經利用1991-1993年5-9月的閃電資料，分析台灣地區閃電空間分

布的氣候特徵及日夜變化時，結果發現，暖季月份落雷主要發生在午後陸地，特別是

中央山脈以西，地形高度200-1000公尺之山坡及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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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6與圖7可以看出，? 德颱風穿越台灣期間(圖7c、d、e、f)，落雷分布零星散

佈在台灣東部海面上，約略與颱風路徑走向符合。? 德颱風登陸台灣前(7月7日

(圖7a、b))後(7月10日(圖7g、h))，都有大量的落雷分布於中央山脈，是本島午

後對流落雷主要發生區，可見7月7日及7月10日應屬午後對流之落雷。 

 

 

2. 圖8與圖9可以看出，碧利斯颱風穿越台灣前(7月21日(圖9a、b))，沒有午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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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的發生，且落雷零星分布在海上。待颱風即將登陸前，有較多的落雷數量，但

大多分布在台灣東方海上(圖9c)。午後期間，落雷數量又減少，也是分布在海面(圖

9d)。直到颱風出海前，落雷數量又增加(圖9e)，此時分布區域上，已有在台灣本

島，且有較密集的情形。但是，在暴風圈出海日之下半日(圖9f)，落雷較集中的

區域發生在台灣西南海面上，與颱風本身路徑位置相近。可見，碧利斯颱風穿越

期間，有少量落雷，並非屬於午後對流之落雷，落雷分布約略與颱風路徑一致。

此外，落雷密度遠不如午後對流的落雷高。 

(四) 由雲圖來看午後對流 

 
 

7月 20日的落雷位置分布圖，與雲圖作一個比對，可以發現。當日約 11：00時，色

調強化雲圖(圖 10a)顯示出台灣上空是晴朗無雲的(圖 11a)，所以在台灣本島上的落雷

量分布幾乎是沒有。到了大約下午14：00左右，雲圖(圖10b)在台灣中南部山區上空，

漸漸有了顏色的變化，且顏色範圍擴散極快(圖10c)，此期間落雷分布範圍就如同雲圖

顏色較鮮豔部分(圖11b)。到了大約17：00，對流雲的範圍迅速縮減(圖10d)，甚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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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台灣海峽移動的情形。在此日下半日中，落雷發生的位置集中在中南部，這和台灣

地區典型午後對流的情形相符。 

(五) 其他颱風個案 

1. 葛樂禮颱風(圖 12。落雷分布圖略)：  

此颱風登陸台灣前一日，落雷不再侷限於台灣本島主要落雷發生的山區，而在台

灣東部沿海有大量的落雷。暴風圈登陸後相較前一日，落雷量明顯減少很多(大約

僅剩三分之一)，落雷分布位置有由台灣東向西擴散之情形，但隔日午後約 4~6

時落雷量增加近 400次，分布區域極接近暴風圈移動的範圍。暴風圈離開的當天

午後，並沒有顯著的落雷發生，在海上有零星的分布，分布也和暴風圈位置相符，

暴風圈離開台灣隔日落雷量又增加，在上半日有約近 800次的落雷數。但暴風圈

的位置已離台灣較遠了，到下半日落雷數量更為增加至近 1200 次，大多發生在

本島主要落雷容易發生之山區，但時間上並非是典型午後對流之落雷發生時間。 

 

【圖12】葛樂禮颱風侵臺前後落雷次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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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賀伯颱風(圖 13。落雷分布圖略)： 

此颱風暴風圈登陸前兩天，沒有明顯的大量落雷發生，落雷位置分布在台灣沿

海。暴風圈登陸前一天，落雷又更少了(約 200 次)，但發生區域幾乎是在台灣本

島上，海上比較零星。在暴風圈登入台灣後，落雷量持續減少，約八小時後(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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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 14時)開始到暴風圈離開約 15小時後(8月 2日 8時)落雷數量一直為零。 

 

【圖13】賀伯颱風侵臺前後落雷次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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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珀颱風(圖 14。落雷分布圖略)： 

颱風登陸前一日，落雷量極少且散布在海上。登陸當天，落雷的分布區域極接近

暴風圈的路徑，並由台灣東南方漸漸向西北方移動增加。登陸第二天之上半日，

落雷分布的範圍擴張至遍佈東部海面，至下半日落雷分布區域繼續向西移動。暴

風圈離開後次日之上半日，落雷分部區域在本島和海上接零星的散布，直到下半

日，落雷分布已至西方海上。暴風圈遠離第二天，上半日落雷分布區域又從海上

向東移回本島，至下半日落雷分布區域轉至北方，並有向南移動的情形。 

【圖14】安珀颱風侵臺前後落雷次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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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奧托颱風(圖 15。落雷分布圖略)： 

此颱風登陸前一日之下半日落雷，較集中在本島主要落雷發生區域，從颱風警報

單可看出暴風圈對台灣仍有距離，所產生之落雷仍有可能為午後對流之落雷。但

在周圍海面的落雷分布，那些應該是伴隨暴風圈而發生的落雷。暴風圈登陸後，

落雷量也有隨暴風圈路徑而分布移動的情形，由南南東海面往西北方移動至本

島，部分落雷在西北方海上發生。隨著暴風圈離開台灣本島，落雷分布在本島上

之數量減少，海面上的數量相對增加，直到下半日，落雷不論是在本島海上皆只

有零星的分布。 

 

【圖15】奧托颱風侵臺前後落雷次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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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在台灣夏季 7、8月份常有午後對流發生，且大多伴隨密集落雷，本研究選擇一個典型午

後雷陣雨及六個侵台颱風個案，比較颱風過境前後期間之落雷發生情形，以解「一雷破九

颱」之疑惑。主要結論如下： 

一、夏季落雷平均發生量下半日866次，上半日214次。 

二、午後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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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午後對流個案在七至八月下半日落雷數量均超過千次，最大值可達3000次以上，

集中在下午2時至6時，平均約可達500次/時。 

(二) 典型的午後對流個案，以2000年7月20日為例，下午2時左右出現高峰值，落雷

完全出現在陸地，尤其集中台灣西南部及中央山脈山區。 

三、颱風個案 

(一) 綜合六個颱風，落雷發生區域和颱風路徑的關係，都可以發現在登陸前落雷分布

區域較集中，當颱風穿越臺灣本島時，落雷的分布範圍隨之擴大到四面沿海上，

爾後在暴風圈離開台灣本島後，落雷的分布區域又隨之集中且範圍縮小。 

(二) 颱風個案中，可以明顯的看出，颱風侵台期間的落雷量，相較於平日典型午後對

流的落雷數量，明顯減少，尤其出現在午後約2時~6時期間的落雷量更少，但相

較於七、八月下半日平均落雷數量未必較少，以葛樂禮颱風為例，侵台期間曾出

現高數量落雷(約550次/兩小時)，可見颱風侵台期間，落雷仍可能發生，數量也

可能大於七、八月下半日平均落雷量，但是落雷發生的數量遠不如午後對流之落

雷量。」 

四、總結來說，在中央氣象局所編印的颱風百問為「一雷破九颱」做了如下的解釋：「台

灣地區經常有午後雷雨發生時，颱風不會來，如果連續性雷雨忽然停止時，便可能有

颱風要來了，一旦颱風來了，雷雨仍可發生，颱風亦不會因雷雨之發生而減弱消散」。

由本研究中，可以發現六個颱風個案皆吻合第一句話：「如果連續性的午後雷雨忽然

停止時，便可能有颱風要來了」。除賀伯颱風外之颱風個案，皆符合第二句話：「一旦

颱風來了，雷雨仍可發生，颱風亦不會因雷雨之發生而減弱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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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研究的颱風個案，可以說在侵台期間仍有落雷發生，但是與典型的午後對流個案相

比，伴隨颱風的落雷數量明顯少於伴隨午後對流的落雷量。或許應該強調「一旦颱風來了，

落雷仍可能發生，但是落雷發生的數量不如午後對流之落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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