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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雙都卜勒 VAD （Velocity azimuth 

display）（Browning and Wexler,1968）

技術被用來研究天氣系統已有很長

的歷史，由於一般作業之雷達網每個

雷達位置間的距離甚大，再由於地型

之阻擋，限制了有效之觀測區域，因

此雙都卜勒風場並不易得到或解析

度不甚理想。台灣地區颱風均來自海

上，接近台灣之前除衛星外幾乎沒有

任何之觀測，單都卜勒技術發展更為

重要，如 GBVTD（Lee,W-C,1999）。 

 

 本年度之計畫利用前一年度建立

之 VAD 單都卜勒雷達觀測反演風

場，以及將反演到之風場轉換到以颱

風為中心之切線風及徑向風之方法

應用到其他之颱風個案以及其他雷

達之可行性。 

 

方法： 

 VAD 及切線風及徑向風之方法已

於上年度報告中詳述，利用此方法於

五分山雷達之表現如（圖一）所示，

其中黑線為雷達所觀測到之徑向風

場，紅色為 VAD 所反演出之徑向風

場，兩著有相當好的一致性，代表此

VAD 方法之可行性相當高，但若用於

花蓮雷達，由於花蓮雷達觀測之區域

幾乎有一半的範圍被山脈所阻擋，因

此將近有一半的範圍無資料，利用此

方法直會造成很大的誤差，因此，並

不適用於花蓮雷達。 

 



個案研究： 

 （一）2004 年 8 月艾莉（Typhoon 

Aere） 

 2004 年 8 月 24-25 日艾莉由台灣北

部海面經過，(圖三)乃五分山雷達所

訂出來每小時的颱風路徑，颱風中心

距離雷達之最近距離約 50 公里左右， 

 

相當適合 VAD 風場之反演， 

 
五分山雷達觀測到的回波顯示艾莉

颱風的環流仍相當完整（圖四），而

反演出來的風場顯示在 24 日 23UTC

底層開始出現東南風，此時颱風中心

正好為於五分山雷達之西北方，因

此，雷達偵測到西南風，隨著颱風的

西移，南風的分量漸漸加強，而且向

上發展，到了 25 日 0400UTC 時，三

公里以下均為南風(圖五)。 

 圖六為艾莉颱風之回波隨高度變

化之時間序列，此圖顯示在整個過程

中回波並無明顯之變化，而且回波都

很強，亦顯示艾莉颱風的結構一直都

是相當完整。 

 將風場投影到以颱風中心來看，

圖七艾莉颱風之徑向風場，紅色為正

（外流），藍色為負（內流），可見颱

風在 24 日 18-22UTC 時低層內流一直

增強，而且，切線風也增強（圖八），

顯示颱風靠近雷達的結果。 

 

（二）那坦颱風： 

 2004 年 10 月 25 日那坦颱風由宜

蘭登陸（圖九），五分山雷達之 VAD

風場反演（圖十）顯示有西風轉成南

風。其低層風場受地型之影響值得在

進一步之探討。 

 

結果： 

 此 VAD 之分析方法相當適用於五

分山雷達。 

 在作 VAD 時，通常有以下假

設： 

  (1)垂直速度在下降過程是相同的。 

  (2)雷達觀測範圍內的風場是均勻

的。 

  但是，下降速度為非均勻性的、天

線仰角的誤差、大氣中介質為不均勻

的……皆會影響 VAD 的準確性，但

這些誤差可藉由選擇低仰角及近距

離的資料來減到最小。 

 最大水平風速區位於 1.5~2.0 公

里的高度。 

 當颱風環流一旦開始接觸到台

灣的地形後，切線風速會開始



減弱，但是，內流卻是逐漸變

厚且加強，這可能與地形有很

密切的關連。 

 從颱風的垂直結構中可以看

到，內流轉變為外流的高度，

也是切線風速較大的時候。 

 此外，我們也有針對納坦颱風

來做分析，但是在接近五分山

雷達前，強度就已經減弱很

多，結構也都鬆散掉了，因此，

做 VAD 得到的結果，誤差會比

較大。 

 五分山雷達站位於 776 公尺的

高度，因此，較不容易得到較

低 層 的 颱 風 風 場 結 構 ， 而

Dropsonde 的資料能補足這一方

面的缺陷，因此，階段正在加

入 Dropsonde 的資料來做分析。 

 加入衛星資料，希望能夠了解

颱風尚未靠近台灣前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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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反演出來的水平風場 

 



 

圖六：艾莉颱風之回波隨高度變化之時間序列 

 



 

圖七：艾莉颱風之徑向風場，紅色為正（外流），藍色為負（內流） 



 

圖八：艾莉颱風之切向風場 



 

圖九：那坦颱風路徑 



 

圖十：那坦颱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