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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澳洲野火事件氣象災因初探 

 

摘要 

澳洲自去（2019）年 9 月起發生野火事件，至 2020 年 2 月澳洲

東南部沿海局部地區仍有野火延燒，是澳洲 2009 年之後衝擊最大的

野火事件。本文針對該事件的氣象災因進行初步分析與探討。 

此次野火事件的氣象成因來自多重氣候因子的綜合影響。在長期

暖化的趨勢下，2019 年是澳洲百年來最熱的一年。其次，於 2019 年

南半球春季，發生了強烈正印度洋偶極事件與強烈平流層驟暖事件，

造成當季少雨偏乾。此外，12 月份熱浪來襲，澳洲最高溫兩度創新

紀錄。這些因子的加乘效果造成了澳洲當地春季至夏季的持續偏暖與

偏乾氣候，是促成野火事件發生與持續的氣象背景。 

一、 前言 

去（2019）年 9 月以來，澳洲中部內陸以及北部、東部沿海地區

野火蔓延，至 1 月底野火仍持續在澳洲東南部延燒（圖 1）。至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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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為止，至少有 33 人在大火中喪生、超過 2000 個房屋被燒毀、

1100 萬公頃的土地被燒毀，超過 10 億隻動物因此死亡（BBC，2020），

是澳洲繼 2009 年維多利亞大火之後，災害衝擊最大的野火事件。除

此之外，野火燃燒時產生的煙霧也嚴重影響鄰近大都市如雪梨的空氣

品質；煙霧甚至隨著大氣環流向外傳遞，波及鄰國紐西蘭以及更遠的

南美洲國家如智利、阿根廷等國家的空氣品質（BBC，2020）。 

 

 

 

圖 1 澳洲野火發生地點分布。（左）近一個月（2020/01/01-2020/01/31）

（圖來源：NASA FIRMS），（右）東南沿海現況（2020/01/31）

（資料來源：澳洲農業部及地方消防局 ，圖取自 BBC,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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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野火本是澳洲每年春夏季常見的事件，高溫及乾燥的天氣讓

森林容易起火。但此次的野火事件，大火從春季1一直持續到夏季，

延燒超過四個月的情況，實屬少見。 

二、 野火發生期間氣象與環境背景 

事實上，過去 100 多年來，澳洲全國年均溫逐年上升中。2019

年的年均溫超出長期平均 1.52°C，更是創下新高，成為 1910 年以來

最熱的一年（圖 2 上）。到 12 月（當地夏季）時，一連數天的熱浪侵

襲澳洲，歷史最高溫紀錄兩度被打破，分別是 17 及 18 日的 40.9°C

及 41.9°C。從全國的高溫分布來看，這一連串的極端高溫並非偶然，

而是在偏高溫的季節背景之下發生。當年 10 月至 12 月，大多數地區

高溫都超出氣候平均 2°C（圖 2 下）以上，中部以西內陸與東部沿海

地區特別明顯。 

除了高溫外，近 2 年來，澳洲全國平均降雨也偏少。2019 年是

1900 年以來最乾的一年（圖 3 上），導致嚴重的乾旱發生。尤其在春

至夏季期間（10 月至 12 月），各地降雨普遍低於氣候平均值（圖 3

下），部分區域甚至達到「創最少降雨紀錄」等級。 

 

 

                                           
1由於澳洲位處南半球，暖季或冷季正好和北半球相反，因此本文提及季節時，均是針對南

半球而言。亦即春季指 9 月至 11 月，夏季指 12 月至隔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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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上）1910 年至 2019 年澳洲全國年均溫距平的逐年變化。（下）

2019 年 10 月至 12 月最高溫平均距平空間分布。（圖取自澳洲

氣象局 Bureau of Meteorology, 20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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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上）1900 年至 2019 年澳洲全國年雨量距平的逐年變化。（下）

2019 年 10 月至 12 月澳洲累積降雨和歷年同期降雨比較的十

分位排序空間分布。（圖取自澳洲氣象局 Bureau of 

Meteorology, 20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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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高溫且偏乾的天候影響，澳洲大陸發生森林野火的潛在威脅

大增，此威脅程度可由森林火災危險指數2（Forest Fire Danger Index，

FFDI）來量度。當土壤越乾燥、空氣相對溼度越低、氣溫越高或風

速越大，森林火災危險指數越高。從森林火災危險指數的分布也不難

發現，在 12 月份時，除了澳洲西部局部區域外，其他各地均遠高於

氣侯平均（圖 4），絕大多數地區甚至達到「創最高紀錄」的等級。 

 

 

圖 4  2019 年 12 月澳洲森林野火危險指數空間分布（圖取自澳洲氣

象局 Bureau of Meteorology, 2020b) 

                                           
2
森林火災危險指數常用來描述環境中森林野火的好發程度，考量了土壤和空氣的乾燥程

度、氣溫和風速等多重氣象因素之影響， FFDI = 2e(-0.45 + 0.987ln(DF) - 0.0345RH + 0.0338T + 0.0234v)
，其中

DF 是乾旱指數(Drought Factor，DF)，代表土壤乾燥程度，和溫度與降雨有關；RH為空氣的相

對溼度，T為氣溫，v為風速（Luke and McArthur, 1978）。 



 

7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防救電子報   

第 175 期，2020/02 發行 

 

三、 造成高溫少雨的氣候異常現象 

前述分析結果顯示，異常的持續高溫少雨是這次長時間且大規模

森林野火事件的主要原因。經過進一步分析，發現 2019 年澳洲全國

的異常高溫少雨與強烈的正印度洋偶極事件及平流層驟暖事件有關。 

（一）強烈正印度洋偶極（Positive Indian Ocean Dipole）事件 

澳洲西臨印度洋，東臨太平洋，周圍海域海溫的變化會影響到澳

洲陸地上氣溫與降雨的分布。當周圍海域的海溫偏高時，就易供給較

多的水氣給鋒面或低壓……等天氣系統，造成較多的降雨。反之，海

溫偏低時，各地降雨容易偏少（Bureau of Meteorology, 2020a）。 

不論是熱帶太平洋或是熱帶印度洋，約每 3~5 年左右，海氣環流

系統會偏離氣候平均狀態，出現異常，發生於熱帶太平洋的「聖嬰」

已經廣為人知。而熱帶印度洋的「印度洋偶極」（Indian Ocean Dipole, 

IOD）也是指熱帶海洋東西兩側的海溫呈現反向的變化（Saji et al., 

1999），因此又被稱為「印度洋的聖嬰」。若熱帶印度洋東側海溫偏低

（高）、西側偏高（低），為印度洋偶極正（負）相位，稱為正（負）

印度洋偶極事件（圖 5 上）。印度洋偶極事件通常於 5、6 月時開始發

展，8 至 10 月達最強，然後於年底澳洲夏季季風來臨前消退。 

當正印度洋偶極事件發生時，東熱帶印度洋（澳洲西北側）海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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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低，導致當地大氣沉降增強、空氣溼度降低，抑制對流雲系的發展。

此外，鋒面或低壓……等天氣系統的移動路徑也會隨之改變，這樣的

變化通常會造成澳洲大多數地區降雨偏少、氣溫偏高（圖 5 上）。 

 

圖 5 （上）正印度洋偶極事件海氣環流距平示意圖（圖取自澳

洲氣象局 Bureau of Meteorology, 2020a），（下）1998 年至 2019 年印

度洋偶極指數的逐年變化（圖取自 Saji,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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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春季時，一個強烈的正印度洋偶極事件開始發展，並於

10 月時達最強。這個事件是近 20 年來排名第二強的正印度洋偶極事

件（圖 5 下）（Saji，2020），因此造成 2019 年當地春季至夏季（10

月至 12 月）澳洲降雨偏少、氣溫偏高的背景。 

（二）強烈平流層驟暖（Sudden Stratospheric Warming）事件 

除了印度洋海溫的變化，2019 年當地春季（8 月至 9 月）時，南

極上空的低平流層突然快速增暖（簡稱平流層驟暖）。經過數週的時

間，此變化逐漸往低層大氣及低緯度地區傳遞，也增強了澳洲東南部

降雨偏少的背景。細節說明如後。 

1. 副熱帶高壓與澳洲東南部降雨 

澳洲地處南半球，南迴歸線自澳洲大陸的中心橫越，澳洲西部和

中部內陸位於南迴歸線附近，受副熱帶高壓影響很明顯，氣候炎熱乾

燥。東部和東南部大分水山脈以東的沿海平原，則地處東南信風迎風

面，濕潤多雨，是澳洲人口密集的菁華區。 

正常情況下，暖季（11 月至隔年 4 月）時，副熱帶高壓脊位於

澳洲中部以南，隨著副熱帶高壓勢力增強或減弱，偶有多雨的天氣系

統（如溫帶氣旋、鋒面等）通過，為澳洲中部以南帶來降雨。但若副

熱帶高壓脊受到其他氣候異常影響而向南移時，將引入較多熱帶的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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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空氣至澳洲東部，同時增強東南信風，造成東南部多雨（圖 6 上）。

反之，若副熱帶高壓脊向北移至澳洲中部或甚至中部以北時，東南部

不再受東南信風影響。相反的，來自內陸的偏乾氣流會隨著副熱帶高

壓反時針環流吹向澳洲東南部，造成澳洲東南部少雨（圖 6 下）。 

 

圖 6 南半球高緯西風噴流與副熱帶高壓向南移（上）或向北移（下）

時對澳洲降雨影響的示意圖（原圖取自澳洲氣象局 Bureau of 

Meteorology, 2020a。災防科技中心加上額外圖示以加強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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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副熱帶高壓與極地渦漩及西風噴流 

澳洲東南部的天氣與氣候受副熱帶高壓的影響很大，而副熱帶高

壓的位置又會隨著極區環流的改變而變化，因此南半球極區環流的變

動往往與澳洲東南部的天氣密切相關。 

南半球極區的大氣環流和北半球相似。南極上空存在一個極地渦

旋，極地渦旋在穩定狀態下會被極區噴流（polar night jet）侷限在極

區裡，而噴流的強度則取決於低緯與極區之間的溫差。因此，任何會

改變極區溫度的氣候異常現象，都會改變極地渦旋的強度，同時影響

極區噴流的位置。若極區增暖，則極地和低緯之間溫差減小，極地渦

旋減弱且極區噴流向北移。反之，若極區變冷，則極地渦旋增強且極

區噴流向南移。 

平流層驟暖是眾多改變極區溫度的氣候因子之一。通常每隔幾

年，會在極區上空（大約 10 至 50 公里高）出現突然增暖的現象，而

這現象通常因向上傳播的羅士培波將對流層內的擾動向上傳遞而發

生（Met Office, 2020）。雖然驟暖發生在比對流層還高的平流層，但

透過影響低層大氣西風噴流的位置，仍會使副熱帶地區的天氣發生改

變。 

過去平流層驟暖常發生於北半球冬季，往往和北極振盪轉為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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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北半球寒潮爆發或雪災……等事件有關（Met Office, 2020）。南

半球的平流層驟暖事件較罕見，上一次強烈的南半球平流層驟暖事件

發生於 2002 年。然而，2019 年春季的平流層驟暖事件，其強度較前

次更強（Bureau of Meteorology, 2019）。8 月底時，南極上空的低平流

層（約 30 公里高處）突然快速增溫超過 40°C（圖 7 上）。這個強烈

的驟暖事件，減弱了極地渦旋，也使得極地噴流向低緯（北）移動。

接下來一個月，其影響漸漸往低緯、低層大氣傳遞（圖 7 上、下），

造成副熱帶西風噴流向北偏移，副熱帶高壓的位置也往北移動，導致

澳洲東南部地區少雨偏乾。 

四、 結論 

森林野火是澳洲於每年夏季都會發生的現象，高溫、乾旱與強風

則是助長野火發生的因子。2019 年的野火事件，提早於春季（9 月）

就開始，並持續延燒 5 個月，最嚴重的東南部沿海局部地區至 2020

年 1 月底仍有野火延燒，因此造成重大人員與動物傷亡、財產損失與

生態浩劫。野火不僅衝擊澳洲當地，燃燒所產生的灰燼並跨海傳遞至

南半球其他國家，造成當地空氣品質惡化，是一個國際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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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2019 年南半球不同變數的逐日時間-高度剖面圖。（上）南緯 60

至 90 度緯向平均的氣溫距平，（下）南緯 65 至 90 度緯向平均

的重力位高度距平（圖取自 Climate Prediction Center, 2020） 

造成本次事件的氣象原因，可分成長期背景與近期因素。在長期

暖化的趨勢之下，2019 年是澳洲百年來最熱的一年。近期來說， 2019

年春季（9 月）發生了強烈正印度洋偶極事件與平流層驟暖事件，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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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事件造成澳洲從春季開始就明顯地偏乾。直到當地夏季來臨，12

月份一連數天熱浪來襲，更創下澳洲的最高溫新紀錄。這些氣象因子

綜合起來，使得全澳洲大陸自當地春季至夏季都處於重大森林野火威

脅的環境之中。雖然 2020 年 1 月中旬時，風暴來襲帶來超過 100 毫

米的降雨，但降雨主要集中於澳洲北部以及東部的布里斯本至雪梨

間，因此雪梨附近及以南局部地區的野火至今仍未熄滅。 

台灣四季天氣受到季風的影響，北部、東部沒有明顯的乾季，中

南部則通常於颱風季結束後進入乾季。因此每年十月至隔年四月的中

南部山區與沿海保安林就成為發生森林火災的高風險區域。不過，對

台灣而言，容易發生極端高溫的夏季同時也是雨季，而較乾燥的秋冬

季來臨時，氣溫已經降低，因此和澳洲相比，台灣相對不易發生持續

數月且規模如此大的森林野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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