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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9月山竹颱風引發臺東地區水龍捲事件調查 

 

摘要 

2018年山竹颱風(MANGKHUT)的暴風圈雖未侵襲台灣，但其寬廣的環流卻

也為台灣局部地區帶來超大豪雨。這些降雨時段主要集中在 9月 15日及 16日，

其分布多半位於颱風環流迎風面的東部及屏東山區，兩日之累積雨量以屏東西

大武山最多，累積雨量超過 1000毫米。山竹颱風的外圍環流發展旺盛，台東外

海一帶分別於 9 月 15 日在尚武、台東市、都歷、基翬，及 16 日在華源等五處

引發水龍捲，其中尚武、基翬及華源之水龍捲甚至登陸，而以尚武漁港的水龍

捲造成近千萬元船隻、民宅受損的情形最為嚴重。本文之目的就這些水龍捲進

行現地勘查，以確認災害發生的地點及受損情情形，期為後續之研究探討建立

相關基礎資料。 

壹、 颱風動態及其影響 

山竹颱風形成源自於關島東方海面上的熱帶擾動，9月 7日發展成颱風後受

太平洋高壓駛流導引，一路幾乎以偏西方向移動，移行過程中由於海溫及垂直

風切適合環流發展，颱風強度不斷增強，暴風半徑也逐漸擴大。路徑於接近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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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賓東方海面時，轉為西北西行進，由於預估朝向菲律賓北部及巴士海峽而來，

颱風暴風圈將觸及近海 100公里範圍，中央氣象局遂於 14日 11時 30分發布海

上颱風警報，此時颱風中心氣壓為 905百帕，近中心最大風速每秒 58公尺，瞬

間最大陣風達每秒 73 公尺，七級暴風半徑 320 公里，十級暴風半徑 120 公里。

15日 2時 30分山竹颱風登陸菲律賓呂宋島北部陸地，仍以西北西方向繼續朝中

國大陸前進。當山竹颱風七級暴風圈逐漸遠離，對台灣及其周邊海域威脅降低

後，中央氣象局於 15 日 20 時 30 分解除海上颱風警報。山竹颱風在經港澳後，

最終於 16日 17時登陸廣東。颱風路徑如圖一所示。 

 

圖一 山竹颱風路徑圖，資料引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山竹颱風在 14日發布海上警報後，初期從雷達回波圖上所見，僅零星且結

構鬆散回波形成於台灣東部海面上，部分回波雖移入陸地，但降雨並不多，真

正較有結構的雨帶出現在 15日零時左右，亦即山竹颱風即將侵襲呂宋島的前夕，

這些颱風外圍的螺旋雨帶一波一波的進入台灣東南海域，加上與地形的交互作

用，使得降雨區主要集中在颱風環流迎風面的台東及屏東山區(圖二、圖三、圖

四)。15日 09時隨著颱風中心進入呂宋島西側海面後，台灣東南海域的雷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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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型態亦為之改變，回波自螺旋雨帶的線狀結構漸轉變為小型條狀或帶狀，散

佈於海面及陸地上(圖五)。而於 16日凌晨後，回波型態又隨山竹颱風的遠離而

有所變化，此後回波的生成大多集中在山坡至沿海地帶，直至消散為止(圖六)。

山竹颱風除帶來局部地區的強降雨外，也帶來長浪，以致部分海岸地區受到暴

潮衝擊與威脅。 

    

圖二 9月 14日 12時至 21時間隔 3小時整合雷達回波圖，資料引自中央氣象局

颱風資料庫 

    

圖三 9月 15日 00時至 09時間隔 3小時整合雷達回波圖，資料引自中央氣象局

颱風資料庫 

 

 

圖四 山竹颱風 9月 15日及 16日降雨分布圖，資料引自中央氣象局颱風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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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9月 15日 12時至 21時間隔 3小時整合雷達回波圖，資料引自中央氣象局

颱風資料庫 

    

圖六 9月 16日 00時至 09時間隔 3小時整合雷達回波圖，資料引自中央氣象局

颱風資料庫 

貳、 水龍捲事件調查與分析 

山竹颱風在台東地區所帶來的影響除豪大雨、暴潮外，主要是颱風外圍環

流所引發的水龍捲，其中以對尚武漁港的傷害最大，相關損失近千萬元，各地

所發現的水龍捲位置如圖七所示。經實地現場勘查訪問，各地水龍捲事件摘要

如表一所示。從出現時間點來看，15日 4個水龍捲發生的時間相當接近，約在

下午 15時前後。時間雖相近，但發生地點最北的成功鎮基翬與最南的大武鄉尚

武距離有 100公里之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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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水龍捲位置圖，紅色標誌表水龍捲有登陸，黃色標誌表未登陸。底圖引自

google earth。 

表一 台東各地水龍捲資料摘要表 

項

次 
地 點 

可能出現

時間 
災 情 備  考 

1 

成功鎮

都歷外

海 

0915/14:20 無 未登陸；  

2 

台東市

海濱公

園外海 

0915/14:40 無 未登陸； 

3 
大武鄉

尚武 
0915/14:50 

民宅 30戶(3戶嚴

重受損)、船筏 26

艘(19 艘受損、7

艘沉沒) 

登陸；民宅受災戶災情仍待

縣府社會處最後確認(30 戶

係來自大武鄉公所受理資

料) 

4 

成功鎮

基翬漁

港 

0915/15:20 無 登陸； 

5 
太麻里

華源 
0916/05:20 無 登陸； 

 註:可能出現時間，為現勘訪問及經雷達回波比對後推估水龍捲出現的時間，與

媒體報導時間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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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出現水龍捲的地方是成功鎮都歷外海，15 日 14 時 10 分雷達回波圖顯

示，三仙台以東海面至綠島附近海域有強回波的對流胞出現，回波強度可達

60~65dBZ。14:10時至 14:30時的雷達回波時序顯示，這些強回波以西移的方向

自海上移向陸地(圖八)。而在都歷外海的對流胞自 14時起，逐漸移向都歷，14:20

分強回波區涵蓋水龍捲位置，因此，推估水龍捲應在 14:20 分左右出現(圖九)。  

   

圖八 由左至右為 14:10分至 14:30分每 10分鐘之整合雷達回波圖，底圖引自

google earth。 

 

圖九 14:10分至 14:30分每 10分鐘回波強度達 40dBZ以上的區域位置圖，黃色

圖框為 14:10分位置，依序時間為藍色、橘色。紅色虛線表回波移動方向。底圖

引自 google earth。 

接著發生的是 14:40分於台東市海濱公園外海及 14:50分大武鄉尚武的水龍

捲。台東市海濱公園外海的水龍捲方面，檢視 14:50分這個時間點的雷達回波，

海濱公園外海並無明顯強回波，鄰近地區的強回波是位在台東市北方的都蘭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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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海。但從 14:30分及 14:40分的雷達回波圖可發現，此時段有強回波出現，因

此推估水龍捲的出現有可能在 14:40分左右(圖十)。 

  

圖十 左圖為 14:50分整合雷達回波圖；右圖為 14:30分及 14:40分回波強度達

40dBZ以上的區域位置圖，藍色圖框為 14:30分時，橘色為 14:40分。底圖引自

google earth。 

而由現勘所見房舍受損及樹木倒伏與折枝方向，所推估的大武鄉尚武水龍

捲路徑如圖十一所示。水龍捲自港口處經港區至尚武國小所行路徑約為 1公里，

所造成的災損主要是停靠於內港區躲避颱風的 26 艘船筏及鄰近港區的 30 戶商

家與住家，估計損失近千萬元之多。慶幸的是，水龍捲的路徑較偏南，並未經

過主要街道與住宅區，災損相對較小。 

就 14:40 分及 14:50 分雷達回波分析(圖十二)，可見尚武港附近的強回波自

海上向西移行進入陸地，移行過程中回波強度有所增強，於 14:50分在尚武港外

海約 2 公里處即出現達 65dBZ 強度的回波。從商家所提供的影片可知，水龍捲

來襲的時間在 14:51~52分間，因此推估水龍捲發生時間在 14:50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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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尚武水龍捲可能路徑及房舍與船筏受損示意圖。底圖引自 google earth。 

 

圖十二 14:40~50分回波強度為 40dBZ以上區域示意圖，綠色圖框為 14:40 分，

藍色圖框為 14:50分；黃色圖框是 14:50分回波強度 60dBZ以上範圍。底圖引自

google earth。 

9 月 15 日最後出現的水龍捲是位於成功鎮基翬漁港，發生時間是在 15:20

分左右，強風造成房舍搖晃並有窗戶掉落情形。15:10 分及 15:20 分都有較強回

波出現(圖十三)，尤其 15:20分的 60dBZ強回波相當接近水龍捲發現位置。從現

勘情況所見樹木傾斜或折枝方向，研判水龍捲移行路徑如圖十四所示，自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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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至登陸消散約行進 600公尺。 

 

圖十三 9月 15日 15:10分(綠色)及 15:20分(黃色)回波強度達 45dBZ以上區域示

意圖，黃底紅框則是 15:20分回波達 60dBZ的範圍；紅色虛線箭頭表回波移動

方向。底圖引自 google earth。 

 

 

 

 

 

 

 

 

圖十四 成功鎮基翬漁港水龍捲可能路徑示意圖。底圖引自 google earth。 

9 月 16 日的水龍捲出現在太麻里華源的東方海面上，經訪查當地居民獲知

水龍捲出現時間約早上 05:30分。而檢視 05:00分至 05:30分雷達回波圖(圖十五)，

發現 05:30時的對流胞回波已經位在陸地上。而此對流胞於 05:00分時係位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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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外海，以西北西方向朝陸地接近，其中的回波強度最強達 55dBZ，對流胞於

登陸陸地後，回波強度甚至達到 60dBZ 以上，因此這水龍捲出現的時間有可能

提前至 05:20分左右。水龍捲的路徑如圖十六所示，水龍捲從海面西行於台九線

400.6K位置登陸，越過南迴鐵路後即消散，就所觀測到的發生地點至登陸消散，

行經路線約為 600公尺。 

 

 
 

 

圖十五 由左至右為 9月 16日 05時 00分至 30分每 10分鐘之雷達回波圖，引

自颱風資料庫。 

  

圖十六 華源水龍捲路徑(左)及 9月 16日 05:20分回波強度達 60dBZ範圍，以綠

色色調標示示意圖(右)。底圖引自 google earth。 

參、 結語 

山竹颱風行經菲律賓北部之際，其外圍環流於台灣東南海域所促發的小尺

度對流發展，計於台東地區引發五處水龍捲現象，此五處水龍捲散佈於南北近

100公里長的海域。發生於台東市及都歷的水龍捲未登陸，而基翬、華源及尚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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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龍捲則有登陸情形，其中尚武的水龍捲於登陸後，移行近 1 公里造成重大

災情，另基翬及華源的水龍捲雖登陸移行，幸所經之處為人煙稀少地區，未有

災損發生。 

此回伴隨山竹颱風的外圍環流所引發的水龍捲，值得注意之處在其數量及

分布，這在台東地區可說甚為少見。而其促發環境，從雷達及衛星資料顯示，

非自雨帶，係發展於自外海西行的對流胞中，對流胞在移行過程中不斷增強，

回波強度往往在接近陸地前達到最強，因此應有地形因素存在。而從綠島探空

15 日 00Z 及 12Z 資料可見(圖十七)，高空 300mb 以下有強風，風速可達 65kt，

近地面層風場存有風切，而於 15日 00Z時的 850mb 附近有逆溫存在。此次水龍

捲發生時間之研判，除探空資料的時間解析顯有所不足外，降雨雨帶的改變及

地形可能的影響，使得災害應變的掌握時機顯得力有未逮，就災害管理作為僅

能進行災後復原工作。 

  

圖十七 9月 15日 00Z(左)及 12Z(右)綠島探空斜溫圖(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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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龍捲是大氣中極具破壞力的劇烈天氣現象，易釀重大災害，但水龍捲的

時間及空間尺度相當小，並不易掌握，要能災害預警是有其困難。此回造成船

筏及房舍受損係來自水龍捲的登陸，但審視水龍捲的分布不難想像其對台東地

區的航空及鐵路等大眾運輸的威脅。因此更凸顯極短時的守視、預警及通報的

重要性，但以現有資料研判激發水龍捲的機制仍有其不足之處。是以，本文初

步僅就災情進行現地勘查與瞭解，建立相關基礎資料，至於激發水龍捲的機制

尚待後續的研究與探討，希最後成果能為劇烈天氣守視及災害預警作業提供相

關研判及決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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