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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北太平洋颱風活動以長時間尺度來看有著年代際震盪的變化，而最近一次

較大的變化發生在 1997/98年時，颱風的平均數量在此之後出現顯著的減少，而

此低靡時期一路持續到 2017 年左右。因此便好奇 1997/98 年前後西北太平洋颱

風除了生成數量有顯著改變外，是否其他特性也有著明顯的改變。 

首先統計 1951-2017年的颱風發生日期，定義了平均颱風旺盛時期，並透過

該時期進行 1979-2017年颱風路徑及移速上的探討。定義 1979-1997為 P1時期，

1998-2017為 P2時期。先將颱風路徑分為轉向型及直西型，而直西型又另外分出

西北型及平西型。發現轉向型颱風在 P2時期平均路徑有向西調整的趨勢，日本

南方及台灣東北方海域的颱風發生頻率也有顯著增加的趨勢。而直西型颱風則是

在 P2時期平均路徑有北偏的趨勢，另外分類出西北型及平西型更可以看出西北

型颱風在後期的發生頻率明顯增加，而平西型颱風則是明顯減少的。在移速方面

的研究，發現轉向型颱風在 P2時期平均移速較 P1時期慢，且隨著緯度升高移速

也有持續減慢的趨勢。而直西型颱風則在 P2時期出現明顯加速及減速特徵，在

東側遠洋海域時移速明顯較 P1時期快，而在漸漸西移的過程中出現明顯減速，

在 120-135°E時移速較 P1時期慢，隨後兩時期移速趨於接近。 

造成轉向型颱風路徑偏移的主要原因在於中高層中緯度一帶出現明顯的東

風異常量，使得路徑向西偏移外移速也隨之減慢。而直西型颱風的部分，是因為

在低層低緯洋面有較強勁東風異常，使得颱風初期移速較快，之後在菲律賓東方

近海開始出現南風分量，使得路徑北偏外移速也跟著減慢。 

最後透過經驗正交函數分析發現，海表面溫度、中高層重力位場及中高層流

函數的時間序列係數間有很高的相關性，且發生明顯變化的時間點也在 1997/98

年間，顯示此時期大氣環境的變化一定程度的影響了西北太平洋的颱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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