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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5月 19-24日 梅雨鋒面豪雨事件氣象分析 

 

摘要 

梅雨鋒面於 5月 19-24日影響臺灣地區。由於鋒面徘徊臺灣地區

近一週時間，並伴隨著西南氣流的增強，除臺灣東部地區外，西部地

區由北至南都有明顯的降雨。歷史典型梅雨鋒面的降雨，多因西南氣

流受地形抬升作用影響，降雨區會以中南部山區為主要。本次事件的

降雨分布，有別於典型梅雨鋒面的降雨。19-24 日主要降雨區分布於

北海岸的金山地區、雲林縣沿海的臺西等鄉鎮與屏東山區等三地，且

降雨發生的原因亦有所不同。北海岸地區是 21 日鋒面通過後東北季

風增強，水氣受地形迎風面抬升導致連續型降雨；雲林沿海為 19 日

鋒面南移時激發強對流系統自海面移入陸地，短延時強降雨造成沿海

地區的淹水災情；22 日西南氣流增強，移入型的強降雨造成南部沿

海低窪地區的淹水災情。也因為西南風的影響時間並不長，雖在 22

日的雨勢相當大但並未釀成巨大災情。 

 

陳淡容、廖信豪、吳宜昭、于宜強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氣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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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2020年 5 月 19日起梅雨鋒面在臺灣地區徘徊近一週，此次梅雨

鋒面是接連在今年第一個生成並影響臺灣東南海域的颱風「黃蜂」之

後。根據 Chen et al. (2007)的研究，臺灣的豪雨是自每年的五月份開

始明顯增加(因此臺灣的汛期也是從此時開始)。臺灣梅雨季豪雨的增

加，除了是因為梅雨鋒面徘徊影響所造成外，還與東亞夏季季風的肇

始有關。5 月 17 日當黃蜂颱風逐漸遠離臺灣的同時，南海地區的風

向也從原來的偏東風轉成為西南風，這個現象即是夏季季風肇始的特

徵(Tao and Chen, 1987；Wang and Lin, 2002)。在季風肇始的大氣條件

下，5 月 19 日起開始影響臺灣的梅雨鋒面就被氣象預報稱之為典型

梅雨鋒面，代表當鋒面影響臺灣時豪雨發生的機率大增。 

5 月 19-23 日鋒面影響臺灣期間，根據水利署與消防署等防災單

位的災情統計資料顯示，連續 6天臺灣西半部苗栗以南各縣市均發生

規模大小不一的積淹水災情共計 296處，囊括了 77鄉鎮區(圖 1)。此

次致災強降雨是因為梅雨鋒面伴隨著西南季風所導致，此類的天氣類

型就是臺灣地區好發強降雨的型態。本次災情整理如圖 1，災情多以

低窪區淹水為主。此次災情與過去梅雨伴隨強烈西南季風影響時不

同，以往伴隨強烈西南氣流的梅雨事件(如 2017 年 0602 豪雨淹水事

件)，除了平地的短延時強降雨之外，也會在臺灣中南部的山區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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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雨量，引發山洪與坡地崩塌或土石流災情的發生。本次豪雨所

導致的坡地災害僅有零星幾起，有別於過去。本次南部高屏山區雖然

為累積總雨量最大的地區，卻無明顯坡地災害傳出。本文將針對此次

梅雨鋒面影響的天氣條件與降雨進行分析與紀錄。 

 

圖 1. 2020年 5月 19-23日強降雨災情分布與時序說明 (資料來源：

水利署、水保局、公路總局與消防署災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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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氣象分析 

圖 2為 5月 19-24日氣象分析總整理。在上述的 6天期間梅雨鋒

面都滯留在臺灣附近，主要降雨可以分為 19日與 21-23日二個階段。

梅雨鋒面是自 19 日開始南下影響臺灣地區，臺灣的雨勢轉趨明顯；

20 日鋒面快速抵達巴士海峽的北側，此時臺灣恰好位於北風影響範

圍內，降雨暫歇；21日鋒面再次北抬，21-22日鋒面徘徊在臺灣上空，

臺灣西半部降雨增強；直到 23 日以後鋒面再次南移至巴士海峽，雨

勢開始減弱；24日鋒面遠離後降雨趨緩。 

由上述天氣分析，二個階段降雨都是受梅雨鋒面影響，後期 21-23

日的降雨相較前期 19 日明顯增加。根據西南季風指標(圖 2 中)的變

化，可以發現 21 日起臺灣附近的西南季風明顯增強，伴隨季風的增

強傳送至臺灣周邊海域的水氣也明顯增加(圖 2上)，本次降雨的範圍

擴大至全臺灣。第一階段 19日主要降雨以中部以南為主，尤其是彰、

雲、嘉沿海地區的雨量較多，平地雨量多於山區。第二階段 21-23日

全臺都有明顯的雨勢，根據西南季風指標的變化，本階段也是本期西

南風最強的時間。受西南風增強的影響，臺灣中南部山區的雨勢明顯

增加，尤其是高屏地區 22 日累積雨量達到大豪雨等級。分析整場事

件不同延時的降雨量，可以發現不同延時的強降雨(表 1)均發生在第

二階段的高屏地區，較短延時強降雨(1 小時、3 小時及 6 小時)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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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均發生在屏東縣三地門的上德文雨量站，較長延時強降雨(12

小時與 24小時)的第一名則是發生在屏東縣春日鄉大漢山雨量站。 

5/ 19 5/ 20 5/ 21 5/ 22 5/ 23 5/ 24

5/ 19

5/ 20

5/ 21

5/ 22

5/ 23

5/ 24

5/ 19 5/ 20 5/ 21 5/ 22 5/ 23 5/ 24

鋒面通過

西南風增強

西南氣流影響

西南氣流減弱

鋒面南移

觀測 預測

 

圖 2. 2020 年 5 月 19-24 日氣象條件分析圖。上圖為臺灣周邊海域西

南季風水氣傳送圖；左右二側為天氣分析圖；中圖為西南季風指標

圖；下圖為全臺每日累積雨量圖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與國家災

害防救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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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5月 19-24日不同延時最大雨量統計表 (單位：毫米) 

 

 

三、 降雨分析 

本次梅雨鋒面影響臺灣時間長達 6天，全臺降雨分布主要在北海

岸地區、中部山區、南部地區與高屏山區，其中以高屏山區雨量最多

(圖 3)。6天總累積雨量以屏東縣春日鄉的大漢山雨量觀測站最多，6

日的累積雨量為 1077 毫米；其次為屏東縣泰武鄉西大武山累積雨量

917 毫米；再其次分別為屏東縣三地門鄉的上德文(858 毫米)、高雄

市茂林區多納林道(780毫米)及屏東縣三地門鄉尾寮山(768毫米)。 

由於主要的災情發生於中部山區與南部低窪地區，在此選擇臺中

山區的合歡山雨量站、高雄市平地的楠梓雨量站及屏東縣內埔鄉龍泉

雨量站等三站的時雨量進行分析。中部合歡山雨量站所測得之降雨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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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日即開始，初期為零星降雨，但 21日中午以後雨量強度明顯增

加，21-23日連續降雨共計 32小時，雨量累積為 333.5毫米，屬於長

延時的降雨型態。高屏平地主要降雨也是發生在第二階段(21-23日)，

二測站 24小時累積雨量分別為 409.5毫米(楠梓)及 443.5毫米(龍泉)，

降雨則以陣性降雨為主，南部平地的降雨強度較強，最大時雨量均超

過 60毫米，超過當地淹水警戒值，短時間強降雨為本次淹水的主因。 

屏東大漢山
1077 毫米

24hr 409.5mm

24hr 443.5mm

32hr 333.5mm

 

圖 3. 5月 19-24日臺灣地區總雨量累積圖(左圖)，與臺中合歡山、高

雄楠梓及屏東龍泉雨量歷線圖(右圖)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繪

製：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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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每日降雨，19 日最大日累積雨量出現在雲林縣臺西鄉 248

毫米；21 日最大日累積雨量則為新北市北海岸金山區 242 毫米；22

日最大日累積雨量發生在屏東縣春日鄉 668.5毫米。上述 3日的最大

雨量發生的天氣型態均有所不同，19 日主要降雨為鋒面對流雲系在

海上生成後移入西半部陸地，尤其是在雲林縣沿海幾個鄉鎮的降雨相

當明顯。21 日新北市北海岸地區受東北季風增強影響，大屯山迎風

面持續性降雨導致日累積雨量相當大，當日南部地區也開始因為西南

風增強降雨轉趨顯著。22 日降雨以西半部地區為主，主要降雨型態

為西南風增強所致，因此降雨主要極值為高屏山區及中部山區，但是

高屏地區主要降雨系統仍以海上移入為主。 

 

四、 西南氣流分析 

根據過去梅雨季豪雨研究(陳 1994；張等人 2008；張等人 2009)，

當梅雨鋒面影響期間，配合大量的水氣通量與高相當位溫同時影響臺

灣時，大豪雨發生的機率將大增。因此西南氣流指標是本文監測梅雨

季是否發生豪雨的重要因子之一。本文利用臺灣西南側海域的水氣通

量建立梅雨季西南氣流監測指標(該指標的區域範圍，請參考天氣與

氣候監測網 https://watch.ncdr.nat.gov.tw/watch_meiyu)，當西南氣流指

標增加時，臺灣地區發生較大雨勢的機率也將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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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梅雨鋒面影響期間，21-23日西南氣流指標明顯增加(圖 1)，

22 日指標數值最高為 299.2(g/Kg*m/s)，當日也出現本次的最大日雨

量(屏東山區大漢山的 668.5 毫米)。比對過去梅雨季西南氣流指標的

排名，若以日進行排名，22日之指標數值為第 7 名；若以事件排名，

本次為歷史排名第 5 名(表 2)。但是，本次日累積雨量卻是上述歷史

事件中最多。 

表 2. 歷史西南氣流指標排名與日最大雨量之比較 

事件排名 日期 
西南氣流指標 

(g/kg)*(m/s) 

最大日雨量 

(毫米) 

1 

2012/6/19 399.1 275 

2012/6/20 323.7 410 

2 

2012/6/11 303.3 525 

2012/6/12 345.6 664 

3 1995/6/9 317.7 400 

4 2005/6/15 302.3 463 

5 2020/5/22 299.2 668.5 

 

比對過去歷史事件的空間水氣通量分布圖(圖 4)，可以發現大量

的水氣傳送是源自孟加拉灣經南海至臺灣、日本南方一帶，類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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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岸大氣長河的現象。與過去事件相比，本次西南季風所引入水氣量

的規模並不大。相較過去西南氣流維持的時間，本次僅維持了一天亦

不長。因此，所引發的大量降雨的分布亦侷限在高屏地區。但是，本

次事件可以在一天之內，僅在高屏範圍內降下超過 600毫米的驚人雨

量，說明在此類的大氣環境下，提供相當好的降雨條件。 

 

圖 4. 歷史梅雨季期間，西南氣流指數排名前五名之事件水氣通量與

降雨比較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五、 0522南部淹水降雨事件分析 

5月 22日發生淹水的地區以臺灣南部縣市為主(圖 1)，當日也是

本次鋒面影響時降雨最劇烈的一日(表 1)。分析淹水的點位，臺南與

高雄的淹水區多以沿海地區為主，屏東則以高屏溪南側的北屏東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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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淹水區，淹水地區似乎與強對流系統自海面移入有關。 

從可見光雲圖(圖 5)中可以清楚看見梅雨鋒面的雲系自日本南方

延伸至臺灣附近。在臺灣西南方海面上，亦是鋒面尾端存在一個中尺

度對流複合體(mesoscale convective complex，MCC)。因此，不斷有

強對流系統在海上發展，隨著西南氣流移入臺灣南部陸地。分析雷達

回波與閃電圖(圖 5)可以清楚了解強降雨系統移入陸地的情形。伴隨

著閃電的強回波自 22 日午夜開始由海上一波波移入，大致可以分為

三個階段。第一波在午夜，強回波的降雨系統自嘉義、臺南沿海向內

陸移動，清晨 4時移至屏東山區；第二波為清晨，強回波自高雄、臺

南沿海移入，約中午時分抵達屏東山區；第三波是午後，伴隨高密度

閃電的強回波系統再次移入(出現閃電躍升現象，廖等人 2019)。分析

高雄市楠梓站的雨量觀測，顯示二波強降雨訊號，分別為上午 7時以

後與下午 15 時，為本(22)日自海上移入的第二、三波強降雨系統所

造成。在屏東山區的大漢山雨量站也清楚顯示有三波強降雨訊號，分

別為清晨至上午、中午與傍晚。另外，在 23 日午夜以後大漢山還有

一波強降雨的發生，23日午夜的強降雨是因為鋒面逐漸南移過程中，

西南風受地形抬升所造成的降雨事件。隨後，降雨帶南移至巴士海峽

後，臺灣降雨開始趨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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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三維的雷達回波資料分析南部強降雨系統的變化，22 日下

午強降雨系統自臺南、高雄沿海移入，強回波呈現一波一波橫向排

列，而且涵蓋的範圍相當寬廣，強回波橫向範圍超過 150公里。對流

發展旺盛時回波的垂直發展高度就會相當高，觀測資料顯示回波高度

發展已至對流層頂(圖 6)。同時在近山區的位置，回波強度似乎有再

被增強的趨勢。 

 

圖 5. 0522高屏降雨事件分析說明圖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日本

向日葵衛星；繪製：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由於此時移入的強對流系統，垂直發展高度高且出現閃電躍升的

現象，說明此一階段的強降雨應該相當劇烈。因此，針對 22 日屏東

山區的上德文、大漢山；近平地的來義與高雄沿海的楠梓進行雷達回

波強度、高度及閃電密度進行分析。從屏東山區的垂直回波隨時間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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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可以了解山區的雷達強回波(大於 40dBZ)平均發展高度約為 8公

里。當回波增強，時雨量跟著變大，特別是屏東縣三地門鄉的上德文

雨量站(C1R120)，在 22日 16時觀測到時雨量達 100毫米以上的強降

雨訊號。強降雨發生的同時(16時)上德文附近的回波強度明顯增加至

50dBZ 且強回波高度也發展達 10 公里以上(已接近對流層頂)，同時

閃電密度也明顯增加。顯示當強降雨的對流胞移至山區時，在地形抬

升作用下降雨強度增強，在當地引發短延時強降雨。分析沿海的高雄

楠梓地區的垂直回波變化，發現平地的降雨均是由海上對流胞往陸地

移動所造成，因無地形舉升的機制，對流胞發展的高度較低，發展高

度約在 6至 7公里，且閃電密度亦較少。 

 

圖 6. 0522 高屏地區降雨系統剖面結構分析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

局；繪製：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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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屏東上德文 (b) 屏東大漢山

(c)屏東來義 (d)高雄楠梓

 

圖 7. 臺灣南部高山測站屏東上德文(C1R120)、屏東大漢山(C0R440)

及平地測站高雄楠梓(C0V670)、屏東來義(88R460)回波高度、回波強

度與閃電密度圖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繪製：國家災害防救科

技中心) 



 

15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防救電子報   

第 180期，2020/07發行 

 

根據上述分析，22 日雖然為西南氣流增強導致強降雨增加，但

是降雨型態與典型西南風增強並夾帶大量水氣直接進入山區發展強

降雨的型態有所不同。此次因對流胞都在海面上受中尺度天氣環境作

用激發後再移入臺灣。另外這些對流系統移入陸地，進入屏東山區後

再受地形舉升作用影響，降雨強度才再次增強。 

雖然此次鋒面伴隨著明顯的西南氣流影響，但降雨系統屬於移動

型，因此並沒有造成較大規模的災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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