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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年夏季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偏強與東亞極端氣候事件初步分析 

 

摘要 

2020 年夏季，東亞至西太平洋同時出現數個極端氣候現象。在

台灣，時序進入盛夏前，高溫日數與高溫紀錄便屢創新高；在中國華

南地區及長江流域、日本與韓國，因梅雨偏多造成當地水患；在西北

太平洋海域，夏季前期颱風個數偏少，7 月甚至出現零颱風生成新紀

錄。這些極端氣候事件的發生都和 2020 年夏季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

（後簡稱副高）異常偏強有關。 

今年初冬季的弱聖嬰事件，於初夏反轉為反聖嬰事件。根據過去

研究副高增強除了與聖嬰事件的發展有關外，也與熱帶太平洋、熱帶

印度洋以及其他海域的海溫異常有關。本文分析副高偏強如何引起這

幾個極端氣候現象，並初步討論了造成副高偏強的可能原因。 

一、 前言 

今（2020）年夏季，從東亞至西太平洋區域，好幾個極端氣候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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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一再成為媒體新聞的標題。在台灣，入夏後極端高溫提早就出現，

5 月份開始全台各地就陸續傳出中暑、熱傷害人數增加的消息。在中

國大陸，自 5 月下旬起長江中下游水患以及三峽大壩潰堤的疑慮，持

續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在西北太平洋，通常一進入初夏颱風就漸漸

活躍起來，今年一反常態，7 月份沒有颱風生成。這些極端氣候都和

今年夏季的氣候異常有關。以下簡介這幾個極端氣候現象與相關衝

擊，並初步探討引發極端氣候的原因。 

二、 今年夏季東亞／西太平洋的極端氣候現象 

（一）台灣極端高溫屢創新紀錄 

台北和大武是台灣常出現極端高溫的兩大熱區（Wu et al., 

2020），今年夏季這兩地頻頻刷新高溫紀錄，反應了今年夏季前期台

灣明顯偏熱的現象。 

長期平均而言，台北平均一年會出現 3.5 天的極端高溫（日最高

溫達到 37 度或更高），這 3.5 天分布於 5 月至 9 月間，7 月份最多（2.06

天），次為 8 月（1.00 天）和 6 月（0.34 天）。2020 年，台北 6 月與 7

月的極端高溫日數分別有 10 天與 16 天，遠超過氣候平均值，也分別

創下台北過去 124 年以來 6 月與 7 月極端高溫日數新高。除了高溫日

數偏多，7 月 24 日台北最高溫達 39.7 度，創下台北新的高溫紀錄。

隔日（7 月 25 日），全台最高溫出現在台東大武，達 40.2 度，平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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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全台最高溫紀錄 (2004 年 05 月 09 日發生於台東)。 

（二）中國長江流域、日、韓梅雨季多雨釀水患 

5 月下旬起中國的梅雨季出現持續性強降水，造成中國長江中下

游地區、淮河流域、西南、華南及東南沿海等地的嚴重洪災。截至 8

月 13 日為止，洪澇造成 6346 萬人次受災、219 人死亡失踪，倒塌房

屋 5.4 萬間，直接經濟損失達 1789.6 億元（人民日報海外版，2020）。 

今年長江流域梅雨季降雨偏多，5 月份時上游局部區域的降雨是

氣候值的 6 倍以上(圖 1a)；6 月份時，則是中下游降雨偏多較明顯，

部分區域的降雨達氣候值 3 倍以上(圖 1b)。這些降雨比起 1998 年華

南大洪水時的降雨更為嚴重（圖未示），是造成這次洪災的主因。 

繼長江大水之後，日本、韓國的梅雨季同樣多雨成災。7 月份日

本、韓國境內降雨最多處均達氣候值的 3 倍以上(圖 1c)，也釀成當地

水患。 

（三）西北太平洋首次 7 月份零颱風生成 

就氣候平均而言，西北太平洋 1 至 6 月應有 4.2 個颱風生成，至

7 月底則可增加到 7.9 個颱風（圖 2）。但今（2020）年西北太平洋的

颱風非常不活躍，5 月、6 月分別僅生成 1 個颱風，7 月份未新增任

何颱風（圖 2）。西北太平洋 7 月沒有颱風生成，是有氣象紀錄以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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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發生過的現象。 

 

圖 1  2020 年 5 至 7 月東亞月累積雨量與氣候平均比值（以百分比

表示）的空間分布圖（資料來源：Climate Prediction Center；

製圖：災防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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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西北太平洋颱風累積個數隨月份的變化。藍色柱為 30 年氣候

平均，橘線為 2020 年（至 8 月底為止）。（資料來源：Digital 

Typhoon；製圖：災防科技中心） 

三、 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異常造成極端氣候 

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後面簡稱副高）是亞洲－太平洋夏季季風

中一個很重要的環流系統(Tao and Chen, 1987)，不僅影響東亞至西北

太平洋區域的乾旱、熱浪和熱帶氣旋路徑(Du et al., 2011; Kosaka et al., 

2012; Wang et al., 2013; Zhang and Zhou, 2015)，並且可以調節從中國

東部到日本的夏季降水(Li et al., 2017; Nagata and Mikami, 2017 )。 

夏季來臨時，副高西北側和亞洲大陸上低壓之間盛行西南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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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流配置會隨著季節演變而變動。通常於夏季前期（5 月下旬），西

南風挾帶著豐沛暖濕水氣通過南海到達台灣附近，此時若有鋒面通過

或甚至滯留，常對台灣帶來明顯降雨，這就是台灣的梅雨季（圖 3a）

（LinHo and Wang, 2002）。而到 6 月中旬時，副高向北移動，西南風、

鋒面活躍區及雨帶也隨之北移，此階段副高籠罩台灣、結束了台灣的

梅雨季，而長江流域和日本的梅雨季開始（圖 3b）（LinHo and Wang, 

2002）。同時期，在副高南側的菲律賓海海域，熱帶擾動或颱風開始

活躍。此狀態大約可維持至 7 月下旬，才會進一步演變成颱風季的環

流型態（圖 3c）。 

今年夏季前期，副高明顯偏強且脊線西伸（圖 4a-c），涵蓋範圍

較氣候平均更廣。為了比較歷年副高的勢力消長，以初夏（5/6 月平

均）中層大氣（500 百帕）重力位高度的量值來定義三項指標（中國

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2020），這三項指標分別為副高的面積、強度

以及副高脊線最西邊的經度。2020 年的這些指標在歷年來排名均為

前 3 名（表 1），顯示今年副高勢力相當強，這是造成今年東亞／太

平洋區域各種極端氣候的重要原因。後續有更詳細的分析與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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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亞洲—太平洋季風區長期氣候平均的季節轉換示意圖（圖取自

LinHo and Wang (2002)，災防科技中心加註箭頭與說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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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今（2020）年 5 至 7 月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勢力範圍（以 500

百帕重力位高度 5880 gpm 等值線來代表）。紅線為 2020 年，

藍線為 30 年氣候平均。（資料來源：NCEP/NCAR reanalysis 1；

製圖：災防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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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歷年（1979 至 2020 年）三種副高指標排名前 3 名的年份 

 
面積 強度 

副高脊最西經度 

（乘上負值）1 

1 2016 2020 1998 

2 2020 2017 2019 

3 1998 2015 2020 
 

（一）副高偏強與台灣高溫及西北太平洋少颱 

副高是造成台灣極端高溫的三大天氣類型之一。當副高籠罩台灣

附近時，伴隨著空氣沉降，當地雲量會偏少而太陽輻射會增加，因而

地表容易加熱引發高溫（Wu et al., 2020）。冬季熱帶東太平洋的海溫

變化和半年後台灣夏季的高溫日數多寡有很好的相關性，而副高的強

弱則是連結此二者的關鍵。冬季若出現聖嬰事件（熱帶東太平洋偏

暖），則半年後副高偏強，台灣夏季高溫日數會偏多（Wu et al., 2020）。 

副高強弱也影響西北太平洋的颱風生成。就氣候平均來說，夏季

前期（6~7 月）時，副高的西南方會形成一個微弱的季風槽，季風槽

南緣的東風和副高南緣的西風交界處有利對流發展，是颱風容易生成

的區域（林和吳，2001）（圖 5b、d）。但這樣的環流型態在不同年之

                                           
1通常副高西伸越明顯（即脊線最西側的經度越小），代表副高勢力越強。因此為了和另 2 個

（面積、強度）指標所表達的強弱意義一致，將此指標乘上負值再將歷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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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會出現差異。今年的副高過強，季風槽發展受到壓抑，原本的颱風

生成區為東風主導（圖 5a），對流偏弱（圖 5c），不利颱風生成。 

由前述說明，今年夏季副高偏強，是造成台灣極端高溫增加與颱

風個數偏少的重要原因。 

 

圖 5 夏季季風環流的比較。(a)、(c)為 2020 年 7 月， (b)、(d)為氣

候平均。 (a)、(b)為低層大氣（850 百帕）重力位高度， (c)、

(d)為向外長波幅射，量值越低代表對流越強。（資料來源：

NOAA Physical Sciences Library；製圖：災防科技中心） 

（二）副高偏強與長江流域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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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所述，長江流域的梅雨季通常於 6 月中旬開始（圖 6b）。

但今年長江流域的梅雨季提早自 5 月下旬就開始，明顯較長期氣候平

均提早了約半個月（圖 6a）。 

 

圖 6 夏季（5 月至 7 月中旬）華南地區（東經 102.5 度-122.5 度

平均）降雨隨時間和緯度的變化圖，縱軸為緯度，橫軸為日期。(a)

為 2020 年，(b)為 30 年氣候平均。（資料來源：Climate Prediction 

Center；製圖：災防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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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今年夏季（6 月）和氣候平均的環流分布（圖 7a、b），可見

由於今年副高偏強、偏西，夏季西南季風的位置也向西偏移，自華南

通過並遠達日本南部一帶，而且風速偏強。而西南季風的上游-孟加

拉灣-水氣（以可降水量表示）偏多，水氣供應充沛（圖 7c）。同時，

華南地區水氣通量偏高，顯示強勁西南季風持續將暖濕水氣向北方傳

送（圖 7d），因此在長江流域中下游累積了大量水氣（可降水量偏多）

（圖 7c）。在這樣背景中，當梅雨鋒面東移接近長江中下游過程中，

遇到偏強的副高，容易於當地滯留且持續降雨。後續 7、8 月日本與

韓國同樣多雨成災，也是相同的原因。 

四、 初探副高異常偏強的原因 

副高的年際（年與年之間）變化受很多氣候因子影響，今年的副

高極端偏強，很可能與全球海溫的異常型態有關。 

過去許多研究指出全球多處海域的海溫異常和副高增強有密切

相關，其中較重要的海域包括熱帶印度洋、海洋大陸附近以及赤道中

太平洋(Wang et al., 2000; Yang et al., 2007; Sui et al., 2007; Xie et al., 

2009; Zhou et al., 2009; He et al., 2015 )。常見的情況是在聖嬰消散或

反聖嬰發展時的夏季（亦即赤道中太平洋偏冷），若伴隨著熱帶印度

洋以及海洋大陸附近海域偏暖，副高易增強並且西伸。副熱帶北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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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西側海域偏冷也會使副高增強，並且兩者會形成正回饋，彼此互相

影響。除此之外，大西洋和副高雖然相距很遠，但熱帶大西洋偏暖時

也會對副高增強有所貢獻（He et al., 2015; Cherchi et al., 2018)。 

 

圖 7  6 月份月平均季風環流空間分布圖。(a) 為 2020 年低層大

氣（850 百帕）的重力位高度(色階) , 風速(紫線), 風場(箭頭)，黑粗

線代表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脊線，藍粗線代表西南季風強風軸。 (b)

同(a)，但為 30 年氣候平均。(c)為可降水量距平（色階）和 850 百帕

風場（箭頭），(d)為 850 百帕水氣通量量值(色階)與水氣通量(向量）。

（資料來源：NCEP/NCAR reanalysis 1；製圖：災防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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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2020）年上半年全球海溫的變化來看，年初的弱聖嬰事件

於 5 月反轉相位成為反聖嬰事件（圖 8a），因此北半球進入夏季時赤

道中太平洋偏冷，而熱帶印度洋與海洋大陸附近均偏暖（圖 8b）。另

外，對副高影響較為次要的海域（副熱帶北太平洋西側與熱帶大西洋）

其海溫距平分布也和前述有利副高增強的型態一致（圖 8b）。由以上

條件，可以推測今年海溫的異常是造成副高偏強的重要原因。 

五、 結論 

副高對東亞的乾旱、熱浪、降雨、颱風路徑…等都有重要的影響。

今年副高偏強，引發了一連串的極端氣候現象。副高偏強除了引發台

灣極端高溫，也壓抑西北太平洋的季風槽發展，使得原本的颱風生成

區對流偏弱，颱風不易生成。副高偏強使得夏季西南季風的位置向西

偏移，也使長江流域的梅雨提早開始；另外，今年孟加拉灣的水氣特

別多，暖濕水氣由強勁西南季風持續傳送至長江流域中下游，在當地

累積大量水氣。在如此背景之下，加上梅雨鋒面易在偏強副高的西北

側滯留、不易東移，因此在華南至日本一帶持續降雨造成水患(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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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a) 2019 年秋季起至近期聖嬰指標（Nino3.4 區域平均的海溫

距平）隨時間的變化。橘色代表聖嬰，藍色代表反聖嬰（圖來源：

Climate Prediction Center 網頁）。(b)2020 年 5 月份全球海溫距平分佈

圖。圓圈代表和副高強度有密切關係的海域（He et al., 2015）。（資料

來源：HadISST；製圖：災防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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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2020 年夏季副熱帶高壓異常引起極端氣候事件的示意圖。

極端氣候事件包括華南梅雨偏多造成水患、台灣極端高溫頻繁以及西

北太平洋颱風個數偏少。（製圖：災防科技中心） 

今年副高異常造成的衝擊，提醒我們了解副高的變化是一件重要

的事。然而，影響副高的因素非常複雜，對此目前氣象界的學者仍持

續提出新的看法。除了之前所說，全球海溫異常的型態是重要因子，

還有其他本文尚未深入討論的因子也會影響副高，例如青康藏高原的

積雪。若春季青康藏高原的積雪偏多／少，會使接下來的夏季副高減

弱／增強（Duan et al., 2017）。另外，全球暖化也會影響副高，不過

目前由於不同模式對未來副高變化的推估並不一致，學術界對於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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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化會使副高增強或減弱尚未有定論（Kitoh, 2017; Cherchi et al., 

2018）。 

由於副高的複雜性，目前氣象模式對於副高的預報仍有不確定

性。隨著更多研究增進我們對副高的瞭解，當副高預報的準確度提升

之後，將對防範極端氣候的危害有很大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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