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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0406 高雄大樹龍捲風事件分析 

 

摘要 

102 年 4 月 6 日凌晨時分，於高雄市大樹區、屏東縣萬丹鄉一帶，

發生因強風造成災損事件，經事後分析監測資料與現勘調查，證實為

一起龍捲風。主要災損計有：造成 2 人受傷、至少 1962 戶停電（電

線桿折損 21 枝）、房屋半毀 28 戶及 30 公頃農損。 

本次事件主要是因一道春季冷鋒系統快速過境臺灣地區，此鋒面

（界面）提供了明顯強烈對流機制、鋒前暖濕氣流則提供了充足水氣

與不穩定度，使得於鋒面雲帶內中尺度渦旋有機會於短時間內快速發

展，進而有機會激發出龍捲風現象。 

 

一、 前言 

102 年 4 月 6 日凌晨時分，於高雄市大樹區（和山里、興山里及

檨腳里）、屏東縣萬丹鄉（四維村與竹林村）一帶，發生因強風造成

災損之氣象致災事件，短短不到 10 分鐘，造成 2 人受傷、至少 1962

戶停電（電線桿折損 21 枝）、房屋半毀 28 戶及 30 公頃農損（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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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眼、鳳梨、香蕉、玉米及甘蔗）等災害。 

因強風致災之過程發生於 4 月 6 日凌晨，不易被直接目擊是否確

為龍捲風所導致註 1，故須於事後進行現場勘查、分析方能進一步確

認。經本文第二作者事發當日趕赴災損現場進行調查，蒐集、分析第

一手資料，事後與中央氣象局共同分析監測資料，證實為一起龍捲風

致災事件；後文將簡單敘述此次龍捲風致災現場勘查分析結果、大氣

環境形勢之基本分析，以及彙整一些龍捲風基本資訊。 

 

註 1：於氣象學領域中，除龍捲風外，尚有下衝流、微暴流及陣風鋒面……等天

氣系統有機會伴隨瞬間強陣風而衍生強風致災事件。 

 

二、 龍捲風致災事件與大氣環境形勢分析 

（一） 龍捲風致災事件描述 

4 月 6～8 日期間，作者於高雄市大樹區現場註 2調查、蒐集受災

情形，結果顯示此次災損範圍明顯呈現由西向東分佈之帶狀區域，約

西起大樹區和山里、向東途經高屏溪河床後至屏東機場一帶；被強風

破壞之帶狀範圍於較窄處約為數公尺～十幾公尺、較寬處則寬達 200

～300 公尺，受災區長度約為 7～8 公里，災害歷時約為 10 分鐘，受

災區之地理與位置如圖 1 所示。 

分析此次受災區內之各種災損跡象（植物、農作、建築物及人為

設施等），研判此次災害事件確為龍捲風所導致，且應不只由單一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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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風造成，極可能在相同時間內產生數個龍捲風，同時侵襲該區域，

此案例在氣象學上屬多胞型龍捲風個案，唯在國內可能首見此類致災

案例。分析現場勘查災損情形，其中不少直徑達 50～70 公分之荔枝

樹與龍眼樹遭強風攔腰折斷、或是連根拔起。經研判有部分的小型龍

捲風強度可能達「F2」等級註 3，相當於中度颱風的風力上限（風速近

50 公尺/秒，約 15 級風）。 

 

註 2： 約在 4 月 6 日凌晨高雄市大樹區發生龍捲風事件相近時分，於屏東縣萬丹

鄉一帶另有傳出受災情形，但因未經現勘調查蒐集、分析資料，故本文略

過不做探討。 

註 3：龍捲風之強度分級，請參閱後文第四節。 

 

 

 

 

 

 

 

 

 

 

 

圖 1 高雄市大樹區龍捲風致災現勘結果（放大區域內之藍色點位為判定遭受侵

襲之災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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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氣環境形勢分析 

   發生龍捲風之大氣環境有其特殊性，大致上可分為 3 類：

第一類為發生於快速移動界面（如鋒面或颮線）前緣之對流胞（劉

與張 2004；Liu and Chang 2007），臺灣地區此類對流胞的發展以

4～6 月伴隨鋒面系統居多；第二類為發展於海面上之積雲對流系

統，故以水龍捲現象為主（劉與蔡 2011）；第三類則為伴隨颱風

雲雨帶出現，此類個案數量較少但強度偏強，臺灣地區案例如 1977

年 7 月 25 日賽洛瑪颱風對高雄港造成鉅大損失之事件、2004 年 8

月 25 日艾利颱風對嘉義中埔地區造成房屋、農作受損事件。 

分析本個案之大氣環境條件，應屬於第一類之環境條件。於

4 月 6 日凌晨發生龍捲風致災事件期間，恰有一道移動快速之冷

鋒系統過境臺灣地區（如圖 2），而由地面天氣圖可發現，此道鋒

面北側存在一明顯大陸冷高壓（鋒後，冷區），且伴隨較強之東北

風（等壓線較密集），相較於鋒面南側盛行偏暖濕之西南風（鋒前，

暖區），使得鋒面本身為一冷暖差異相當顯著之界面，提供了有利

對流發展的抬升機制；另一方面，鋒前暖濕西南氣流除了提供足

夠水氣外，暖空氣受抬升亦使環境更加不穩定，因此一旦在鋒面

區內有對流胞生成，將有利其在短時間內快速發展，當到達成熟

階段時，強烈的對流過程便有機會激發出龍捲風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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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地面天氣分析圖，左圖為 4 月 5 日 20 時、右圖為 6 日 02 時（資料來源：

中央氣象局）。 
 
 

圖 3 為中央氣象局七股氣象雷達所觀測到之降水回波與徑向

風場（radius wind），分析觀測資料顯示於發生龍捲風前後，七股

氣象雷達觀測到一個具有旋轉性風場且伴隨著強降水回波之中尺

度渦旋（產生龍捲風之母雲，直徑約為 10 公里）逐漸自臺灣海峽

向東移入高屏地區，該系統於 6 日 00：38 時（圖 3 左圖）已移至

高雄市仁武區與大樹區交界一帶；00：45 時（圖 3 中圖）中尺度

渦旋風速增強，系統位置恰與現勘受災點位起始點約略一致，且

現場受災程度顯著、範圍分佈較廣，顯示此時系統到達成熟階段，

龍捲風現象亦隨之出現，並快速向東移動；七股雷達下一次觀測

資料（00：53）已見系統明顯減弱，現勘結果亦顯示受災情形明

顯減少、程度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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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中央氣象局七股雷達站觀測資料，分別為 4 月 6 日 00：38（左圖）、00：

45（中圖）及 00：53（右圖）；上列為降水回波、下列為徑向風場、黑點

為現勘受災點位，以及藍圈為中尺度渦旋。 

 

三、 龍捲風災損現勘分析 

依作者於 4 月 6～8 日期間進行現場勘查、記錄，結果顯示此

次主要受災標的物以農作為主（荔枝、龍眼、鳳梨、香蕉、玉米

及甘蔗等），受災起始點約在大樹區龍木山區一帶之丘陵，約於

10 分鐘內由西向東影響，橫越高屏溪後，約莫至屏東機場附近消

失；龍捲風行進路徑曾途經數處人口較密集聚落，因而導致房屋

毀壞、門窗破損及電線桿折斷造成電力中斷等災損，相關現勘照

片與其相對分佈位置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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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龍捲風受災區現勘調查照片彙整。受龍捲風影響，受災標的物分

佈由西向東，並隨著龍捲風強度之變化而呈現不同程度之災損（圖

中紅線為事後依現勘災點分佈重建之龍捲風移動路徑）。 

四、 結論與討論 

（一） 結論 

依事後現勘結果與分析中央氣象局相關監測資料，證實此次事件

為一起氣象（龍捲風）致災案例，影響範圍屬短時間、局部性。因氣

象觀測資料受時、空間限制，以及觀測儀器設置地點與解析度之極

限，現階段仍無法對龍捲風進行直接之觀測與預警，僅能藉由即時性

守視鋒面系統（或颱風）於過境期間，其影響區域內是否有伴隨發展

出相對較強、規模較大之中尺度對流系統，進而發佈天氣特/警報資

訊提高注意，至於何時會發展出龍捲風現象，尚存在著一定程度之不

確定性、隨機性，無法於先期提供明確的時間與空間預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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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 

以下就主要幾項龍捲風之基本議題作一彙整，以提供讀者對此主

題有一較為完整、正確之認知。 

Q1. 什麼是「龍捲風」？ 

龍捲風（Tornado）係指自積雨雲向下發展至地面或海面之強

烈旋轉氣柱，肉眼常可見漏斗狀或管狀雲，若發生於陸地上稱之

為「陸龍捲」、於海面上則稱為「水龍捲」。龍捲風是一種直徑不

過數公尺至數百公尺的強烈旋轉系統（旋渦），生命史僅數分鐘至

數十分鐘，但卻是大氣中最具破壞力的天氣系統。自遠處觀測，

該旋轉氣柱狀似一條繞著中心軸急速旋轉之暗灰色的漏斗狀雲，

有時浮懸於空中、有時伸展至地面，所經之處往往摧枯拉朽，造

成地表上物體嚴重毀損。 

龍捲風之強度分級，主要沿用芝加哥大學藤田哲也教授

（Fujita 1971）所建立之分級表—Fujita Scale，而美國國家氣象局

於 2004 年提出修訂版—Enhanced Fujita Scale（EF Scale），如表 1： 

表 1 龍捲風強度分級表。 

Fujita Scale EF Scale 

Fujita 

Scale 

3 秒平均陣風 

（公尺/秒） 

EF 

Scale 

3 秒平均陣風 

（公尺/秒） 

F0 20.1 -  34.9 EF0 29.1 – 38.0 

F1 35.0 -  52.3 EF1 38.1 – 49.2 

F2 52.4 -  72.0 EF2 49.3 – 60.3 

F3 72.1 -  93.4 EF3 60.4 –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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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93.5 - 116.7 EF4 73.9 – 89.4 

F5 116.8 - 141.7 EF5 >89.4 

備註： 

中央氣象局颱風強度定義，採近中心 10 分鐘最大平均風速，如： 

中度颱風為蒲福風級 12 – 15 級（32.7 – 50.9 公尺/秒）； 

強烈颱風為蒲福風級 ≥ 16 級（≥ 51.0 公尺/秒）。 

 

Q2. 臺灣地區容易出現龍捲風嗎？出現時間與空間有何特徵？ 

劉（1996）指出過去 40 年臺灣平均每年出現 1.8～2 次龍捲

風，其中三分之二發生於臺南縣市、高雄縣市及屏東之平原地

帶，此區域因而被氣象人員稱為「龍捲風巢」，此統計結果仍僅

是陸龍捲被觀測/目擊到之數量，實際上可能有更多未被觀測到之

個案。除陸龍捲外，臺灣近海海域亦不時被觀測/目擊到水龍捲現

象，Liu and Chang（2007）統計 1998～2005 年龍捲風（包含未延

伸觸及地表之漏斗雲）個數，顯示每年約被觀測到 3～4 個案例，

其中總個數仍有可能被低估。Liu（2010）最新統計 1998～2010

年臺灣地區發生龍捲風個數，較確定的案例計有 55 次，每年平

均約 4.2 例，另有 6 個疑似案例，出現地域亦以臺灣西南部（臺

南、高雄及屏東）最多、其次是花蓮、臺東海域；時間上則以 5

～7 月份之午後時分較多。 

Q3. 臺灣地區曾發生過哪些較大規模之龍捲風致災案例？ 

臺灣地區發生龍捲風之機率不高且多數無明顯災害，過去（1961

～1993 年）曾被認定為龍捲風致災事件案例者（陳 1995；莊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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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 1971 年 4 月發生於高雄、屏東地區而導致約新台幣 9,500 萬

元農損、1977 年 7 月 25 日賽洛瑪颱風侵襲高屏地區，而對高雄港造

成多部貨櫃起重機被吹倒，嚴重衝擊港務工作，此為颱風環流伴隨龍

捲風之疑似案例、1982 年 5 月 2 日造成房屋半倒 79 棟與約 200 萬元

之損失、1993 年 6 月 5 日發生於臺南地區造成 5 人受傷與將軍鄉房

屋半倒 49 棟。2007 年 4 月 18 日凌晨於臺南安定、善化、新市及大

內等地之龍捲風致災事件，則為歷年來持續時間最久（約 40 分鐘）

且路徑最長（約 40 公里）之案例（Liu and Chang 2007）。表 2 為近

年來經現勘確認為龍捲風之主要案例： 

表 2  2003～2013 年曾進行現勘調查經確認之臺灣地區龍捲風案例。 

發生時間 地區 估計強度 大氣環境 

2003 年 6 月 11 日 高雄小港 ~F0 鋒前對流 

2004 年 8 月 25 日 嘉義中埔 ~F0 艾利颱風 

2007 年 4 月 18 日 台南安南-大內 ~F2 鋒前對流 

2009 年 4 月 20 日 台南白河 ~F1 鋒前對流 

2010 年 8 月 16 日 宜蘭南澳 ~F1 積雲對流 

2011 年 5 月 12 日 新北新店 ~F1 鋒前對流 

2013 年 4 月 6 日 高雄大樹、屏東萬丹 ~F2 鋒前對流 

 

Q4. 龍捲風是否能被監測、預報，預警現階段的預警能力為何？ 

受限於氣象觀測儀器觀測能力之極限與架設之空間分佈，現

階段無法對龍捲風直接進行觀測，其強度多由事後進行災損調查

分析後估計之。預報方面，亦僅能做到藉由高時空解析度之中尺

度數值模式研判、掌握一定程度之中尺度對流系統之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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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要做到預警，則需同時仰賴密集的氣象雷達觀測網與相關儀

器，方能爭取到 15～30 分鐘的先期預警時效。 

Q5. 臺灣「龍捲風巢」vs.美國「龍捲風巷」？ 

根據統計資料，世界上發生龍捲風最為頻繁地區為美國中部

（德克薩斯州、奧克拉荷馬州、堪薩斯州、內布拉斯加州及南達

科他州一帶）。因南來之墨西哥灣暖濕空氣與北來之乾冷空氣在

此交會，乾冷空氣下沈、暖濕空氣上升，此區域特別有利於劇烈

對流系統之發展，尤其是超級胞（Supercell）。這些超級胞或劇

烈對流系統（弓形回波與颮線）醞釀出許許多多之龍捲風（Kessler 

1992；Doswell 2001），強度與直徑上均大過其他地區之龍捲風，

伴隨之災損也較慘重，故被俗稱為「龍捲風巷（Tornado alley，

Bluestein 1999），如圖 5」。相較於臺灣地區出現之龍捲風案例，

臺灣因有利龍捲風發展之大氣有利環境明顯不同，故臺灣地區之

龍捲風生命史明顯較短、強度明顯偏弱，所導致之災損亦較美國

輕微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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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美國「龍捲風巷」分佈範圍示意圖（取自美國風暴預報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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