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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循環 (water cycle)

1. 地表上的水蒸發後，成為水汽
進入大氣。

2. 到達露點溫度時，凝結成飽和
水汽（液態水）。

- 飽和水汽太重，飽和水汽便
回到地面。

「降水」或「下雨」

- 飽和水汽經冷卻，飽和水汽
便冷卻成冰塊，回到地面。

「下雹」

3. 之後，水再被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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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升過程（Lifting Processes）

地形抬升（Orographic Lifting）

1. 氣塊遇到山脈的坡面或其他地形

2. 上升到一定高度後開始冷卻

3. 氣塊被送到凝結高度時就形成了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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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升過程（Lifting Processes）

鋒面抬升（Frontal Lifting）

1. 兩股不同密度空氣相遇

2. 較輕的空氣會被抬升

3. 產生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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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升過程（Lifting Processes）

幅合抬升（Convergence）
1. 空氣迎面流動

2. 被迫向上流動

對流抬升（Convective Lifting）
1. 地面放熱

2. 潮濕空氣因受熱而變輕

3. 潮濕空氣冷卻形成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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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的水汽

雨
（Rain）

雹
（Hail） 霧（Fog） 露水（Dew）

霜
（Frost）

輻射霧
（Radiation Fog）

雪
（Snow）

平流霧
（Advection Fog）

上坡霧
（Upslope Fog）

蒸汽霧
（Steam Fog）

降水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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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氣旋



熱帶氣旋

http://trmm.gsfc.nas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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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氣旋的結構
一個扁平的圓盤

高度只有十數公里

平面距離有數百公里

一個風眼

螺旋雲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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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成熟颱風的典型垂直剖面圖，中央部份就是風眼和眼壁。

熱帶氣旋結構

眼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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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氣旋結構

Typhoon Yuri 

Hurricane Kamy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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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形成條件

海水溫度必須超過
26.5℃

大氣層底部和中層必須有
足夠水氣

合適緯度（5o – 20o）

垂直風切變不能太大

大氣層底部存在著渦旋式
風場

大氣層存在幅合區

消亡條件

水氣的供應量大大減少

遇上冷空氣或乾燥空氣入
侵

幅合區不能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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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年9月16日颱風約克正面吹襲香港，橫瀾島
的風速記錄顯示風力在風眼掠過時的急劇變化。



2003年9月2-3日颱風杜鵑接近香港時流浮山錄得的水平氣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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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低氣壓
接近風暴中心之10分鐘最高平均風力

每小時62公里或以下

韋森特 ( 0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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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風暴
接近風暴中心之10分鐘最高平均風力

每小時63至87公里

韋森特 ( 0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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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烈熱帶風暴
接近風暴中心之10分鐘最高平均風力

每小時88至117公里

榕樹 (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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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
接近風暴中心之10分鐘最高平均風力

每小時118公里或以上

達維 ( 05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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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平洋的熱帶氣旋的移動路徑

西移路徑

西北路徑

轉向路徑

1964年 ---最激烈風季

大氣的外力

1.  太平洋高壓（副熱帶高壓）
引導

2.  地形的影響
3.  潮濕區域或溫暖海洋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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鋒面系統



抬升過程（Lifting Processes）
鋒面抬升（Frontal Lifting）

1. 兩股不同密度空氣相遇

2. 較輕的空氣會被抬升

3. 產生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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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鋒

• 冷鋒是在前進著的冷空氣團與暖空氣團的界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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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鋒經過 天氣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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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鋒

• 在前進中的暖氣團與冷氣團的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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