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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颶風”就是“颱風”

•相同天氣現象，只是名稱不同
•西北太平洋(換日線以西)稱“颱風”
•太平洋換日線以東和大西洋稱“颶風”

•北大西洋颶風-西北太平洋颱風
•兩者活躍度具「負相關」特性

• 2017大西洋颶風創下很多獨特案例



1848-2013 全球熱帶氣旋路徑圖
Global Tropical Storms, 1848 – 2013. Warmer colors indicate stronger winds.
臺灣不但在熱門路徑上，同時也是強颱風的熱門路



全球熱帶氣旋生程比例
北太平洋西部的生成數量為全球最多，佔了三分之一以上。



各地不同的稱呼__ 都是我們所稱的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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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颱風分級

• 輕度颱風
• 17.2-32.6米/秒(34-63 kt; 62-117 km/hr)

• 中度颱風
• 32.7-50.9米/秒(64-99 kt; 118-183 km/hr)

• 強烈颱風
• >51.0米/秒(100 kt; 184 km/hr)



Category One Hurricane
第一級颶風

• 近中心最大風速介於32-41米/秒

• 颶風暴潮可達1.3-1.9米

• 對房屋建築無明顯破壞力

• 主要危害為非固定式車屋、部分樹枝折斷

• 可造成不牢固招牌掉落

• 部分濱海道路淹水、休閒海堤可能輕微受損



Category Two Hurricane
第二級颶風

• 近中心最大風速介於42-47米/秒

• 颶風暴潮可達2.0-2.9米

• 少數房屋的門窗毀損，普遍性樹枝斷落、部分樹幹折斷

• 車屋嚴重毀損、懸掛不良的招牌掉落

• 沿海低地道路在颶風到達前2-4小時便可能被淹沒



Category Three Hurricane
第三級颶風

• 近中心最大風速介於48-56米/秒

• 颶風暴潮可達3.0-4.2米

• 少數住宅開始出現結構性損害

• 車屋和懸掛不良的招牌被完全摧毀，大樹被吹倒

• 近岸地區及低窪地居民可能需要疏散



Category Four Hurricane
第四級颶風

• 近中心最大風速介於57-67米/秒

• 颶風暴潮可達4.3-6.0米

• 少數住宅屋頂被吹翻、房屋結構毀損情況增加

• 樹木、招牌普遍性的被吹倒，房屋門窗明顯毀損

• 海跋3公尺以下區域海水倒灌、離岸10公里內可能需要大規模徹
離居民



Category Five Hurricane
第五級颶風

• 近中心最大風速高於68米/秒

• 颶風暴潮高於6.0米

• 部分住宅完全摧毀、大部分房屋受到結構性破壞

• 所有招牌破壞、樹木倒塌、車屋完全摧毀、房屋門窗嚴重破壞

• 可能需要全面徹離離岸8-16公里範圍內所有民眾



颱風、颶風分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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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大西洋颶風



從哈維颶風談起(2017.08.26)



2017哈維颶風(8,3)

• 2005威爾瑪之後第一個侵襲美國本土的強烈颶風

• 1970西莉亞之後第一個侵襲德州的強烈颶風

•累積雨量創美國氣象觀測史紀錄

•造成非常嚴重災情：
• 300,000萬戶建築物 + 500,000輛汽車毀損(德州)
•經濟損失1250億美元(熱帶氣旋災損紀錄)



活躍的大西洋颶風(9/8)

(圖片來源：維基圖檔)



2017艾瑪颶風預測路徑



1986安德魯颶風(一)



1986安德魯颶風(二)



佛州大撤離



減弱而且偏西的路徑



瑪麗亞颶風登陸波多黎各(9/16)

(圖片來源：維基圖檔)



第一次5級颶風登陸波多黎各



怎麼那麼多強烈颶風(3級以上)？

•颶風活躍度長期預測在平均值以上

•短期原因：
•海溫偏高(但不特別高)
•垂直風切異常的小
•熱帶大氣潮濕層偏厚
•……



2017哈維颶風的迴響

•災情怎麼會那麼嚴重？

•造成的經濟損失規模類似於：

•2005卡翠那之於紐奧良

•2012珊蒂(科學怪人風暴)之於紐約都會區

•大都會型的巨災



2005卡翠納颶風

•美國境內單一天氣事件最高災損紀錄

•第一時間普遍印象是「預警不足」
•事實上有相當明確的預警與應變
•要不然災情更難以想像



密西西比河運河支流潰堤



防災訊息變化的轉淚點

•通訊基礎設施失能，官方訊息掌握不足

•媒體報導災情也直接參與救災
• 凸顯政府對巨災反應遲鈍、雜亂、沒有指揮系統的窘狀

•網際網路救災訊息平台興起
• 快速、機動、彈性

• 訊息混亂、多頭馬車



2012珊蒂颶風

•被稱為是一個完美風暴(Perfect Storm)

•看似不相關的天氣要素，碰巧結合在一起，
發展出比個別系統影響程度都要大上很多的
風暴系統，稱「完美風暴」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22384003

Hurricane Sandy 2012





Frankenstorm
(Jim Cisco/FOB/HPC/NOAA)

•Frankenstein + Storm

•科學怪人 + 風暴
• NOAA預報員用科學怪人來
隱含「組合成的怪物」的意
思，創造一個新字

• ‘Frankenstorm’比「完美風
暴」貼切。

(網路圖檔)









紐約海平面上升12英呎(約4.2公尺)紐約海平面上升14英呎(約4.9公尺)紐約海平面上升16英呎(約5.6公尺)



第一次

•一個重大災害性天氣事件

•由客觀預報、災害預警、防災應變決策過程
完全透明攤在攝影機的鏡頭下



颶風防災準備史無前例



紐約布魯克林區曼哈頓橋







Hurricane Sandy的啟示

• Hurricane Sandy的災損很高，但它是一次成功的防災典範

• 如果沒有預警與防備，肯定會是個難以想像的大災難

• 當科學預測告訴你一個大災難即將發生
• 一個前所未見而且直覺上能是「不太可能發生」的情況

• 資訊提供者該如何反應？

• 防災決策者該如何面對？



資訊環境改變的影響

專家的防災 鏡頭下的防災



2017哈維颶風路徑與強度



破紀錄的降雨量



大面積的淹水



“哈維”是「氣候變遷」
惹的禍嗎？



“全球暖化”沒那麼簡單

• 海平面上升的潛在威脅很高

• 暖化現象很不均勻
• 陸地暖化的比海洋快

• 高緯度暖化的比低緯度快

• 令人擔心的是
• 大氣環流型態改變

• 可能面臨不熟悉的氣候

• 氣溫是一回事，降雨的變化更值得關注

49



氣候變遷特性

•百年內將面對持續暖化的世界

•未來將面對不同於過去的氣候



氣候風險

• 承受多變或甚至不熟悉氣候
狀態的衝擊，調適不及或因
應不良，就容易造成傷害或
損失，這就是氣候風險。

• 面對氣候風險，如果沒有系
統性的因應策略，多數人通
常是觀望無做為，或是根本
不知該如何因應。

2016年寒害農委會災損統計



結語

氣候變遷 不熟悉的氣候 不熟悉的天氣特徵

調適不良、應變不及 災害損失

資訊開放世代 民眾的反應往往可以影響決策

整體氣候調適能力決定於每個人的認知與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