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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風資料蒐集、處理及分析 

基隆港務局於民國八十五年委託本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辦理「淡

水國內商港漂沙調查暨海氣象與海岸地形變遷監測計畫」。於淡水河口

南岸水深 15 米處打設海上觀測樁，測站之位置為 25°10’44”N，
121°22’41”E，如圖 1.1。該觀測樁於 85年 6月完工，即展開海氣象觀
測作業。樁頂於觀測樁上離平均海平高約 15米處，安裝 Young Brand
之測風儀觀測風向、風速。所有的紀錄除自記於儀器本體內，並以無

線電發射至八里岸上站接收儲存於電腦硬碟，樁上電源系統則以太陽

能板供應。 

民國八十八年基隆港務局再與本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簽訂「八

里、林口海岸漂沙調查及海氣象與地形變遷四年監測計畫」，繼續利用

八十五年打設之淡水觀測樁收取海氣象觀測資料，風速計則持續觀

測，使用樁上太陽能源，自記於 CR-10 內，由中心人員定期出海登樁
收取風資料。 

風速、風向之取樣方法為由每小時準點後 50 分至 60 分連續各取
600組資料點，取樣頻率為 1 Herz。風速、風向資料經算術平均而得該
小時(例如，10 時 50 分至 11時所測風速、風向定義為 11 時之風速、
風向)之平均風速(m/s)及風向(度)。本文之風速及風向表示 1 小時平均
風速及風向，最大風速、風向表示最大的 1 小時風速及對應之風向。
風向定義為由正北為零度開始順時針為正，表示風之來向。 

表 2.1為 1996年 7月至 2002年 12月七年間風觀測期間資料統計
表。觀測月份計有 74個月資料。以季節來分 12月、1月及 2月份風速
較大， 為典型冬季東北季風；3月、4月、5月屬春季季風型態；6月、
7月及 8月屬夏季季風型態；9月、10月及 11月屬秋季為夏、冬間之
轉換期。颱風資料則由中央氣象局提供相關之颱風資料及路徑圖，1996
年~2002年間影響台灣之颱風計有 41個，資料記錄統計表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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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力大小直接影響到船隻在碼頭卸貨等港埠作業， 風力也直接作
用於船隻，對船隻進港操船安全也有影響。 其次風力也是造成波浪之
主要外力， 而風吹海面引起之風吹流， 皆為影響海面及港池之穩靜
重要因素。風資料分析結果分別依調查月份、季節或年份整理如下之

基本月報表、統計表、資料圖及統計圖： 

1. 1996年 7月至 2002年 12月七年間風現場觀測期間資料統計表，
如表 2.1。1996年~2002年間影響台灣之颱風計有 41個，資料記
錄統計表如表 2.2。 

2. 風速及風向月報表：歷年(1996~2002年)每月報表，如表 3.1~表
3.74，此處逐時風速( sec/cm )及風向(來向)指一小時內觀測之平均
風速及風向。表中包括日平均風速、月平均風速、日最大風速(風
向)、月最大風速(風向)。 

3. 風速、風向、風東西分量、風南北分量及風矢逐時變化圖，歷年
(1996 ~2002年)每月逐時變化圖如圖 4.1~圖 4.74。以 EV 代表東西

分量風速，正值代表向東分量，負值代表向西分量。以 NV 代表南

北分量風速，正值代表向北分量，負值代表向南分量。 

4. 每月風速及風向聯合分佈百分比統計表：歷年(1996~2002年)每月
聯合分佈百分比統計量，如表 5.1.1~表 5.1.74。1月~12月歷年每
月平均聯合分佈統計量，則如表 5.1.75~表 5.1.86。在風速、風向
聯合分佈統計表中，風速分成 0,1,2,3,4,5, 6,7,8,9,10, 11,12,13,14,15, 
16,18,20 , >20m/s等 19段風速；風向分 16個方向(如 N、NNE、
NE…等)。 

5. 每季風速及風向聯合分佈百分比統計表：歷年(1996~2002年)每季
聯合分佈百分比統計，如附表 5.2.1~表 5.2.26，春夏秋冬四季歷年
(1996~2002年)每季聯合分佈統計量，如表 5.2.27~表 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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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年風速及風向聯合分佈百分比統計表：歷年(1996~2002年)每年
聯合分佈百分比統計量，如附表 5.3.1~表 5.3.7，歷年聯合分佈百
分比統計量，如表 5.3.8。 

7. 分月風速分佈百分比統計，如表 6.1.1。分月風向分佈統計，如表
6.1.2。分季風速分佈百分比統計，如表 6.2.1。分季風向分佈統計，
如表 6.2.2。分年風速分佈百分比統計，如表 6.3.1。分年風向分佈
統計，如表 6.3.2。 

8. 分月風速及風向重要統計量，如表 7.1。在風速、風向重要統計量
中，風速分成 0m/s - 5m/s，5m/s - 10m/s，10m/s - 15m/s，>15m/s
等 4段風速。風向共分 N-E、E-S、S-W、W-N等 4個方位。分季
風速及風向重要統計量，如表 7.2。分年風速及風向重要統計量，
如表 7.3。每日逐時(0時~23時)平均風速(以月為單位)統計量，如
表 7.4。每日逐時(0時~23時)平均風速(以季為單位)統計量，如表
7.5。每日逐時(0時~23時)平均風速(以年為單位)統計量，如表 7.6。 

9. 風力吹風延時分月機率分佈，如表 8.1。風力吹風延時分季機率分
佈，如表 8.2。 

10. 月風玫瑰圖，歷年(1996~2002)每月風玫瑰圖如圖 9.1.1~圖 9.1.74。
1月~12月歷年平均每月風玫瑰圖如 9.1.75~圖 9.1.86。季風玫瑰
圖，歷年(1996~2002年)每季風玫瑰圖如 9.2.1~圖 9.2.26，春夏秋
冬四季歷年平均每季風玫瑰圖如 9.2.27~圖 9.2.30。年風玫瑰圖，
歷年(1996~2002年)每年風玫瑰圖如圖 9.3.1~圖 9.3.7，歷年統計風
玫瑰圖如圖 9.3.8。 

11. 歷年(1996~2002年)颱風路徑圖及概況表，如圖 10.1~圖 10.41。 

12. 台北港歷年(1996~2002年)颱風期間風速與風向報表、歷線圖及最
大風速(風向)統計表，如第十一章，表 11，表 11.1~表 11.35，圖
11.1~圖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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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  台北港觀測樁(風力觀測)位置圖 

觀測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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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北港風力及颱風資料記錄統計表 

 

表 2.1  1996~2002年風力資料記錄統計表。 

表 2.2  1996~2002年颱風資料記錄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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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1996~2002 年侵臺颱風資料統計表 

序號 年 月 
啟止時間 

(日〜日) 
颱風名稱 

Vmax

(kt) 

Pmin 

(hPa) 
附註 

1 1996 5 21〜24 CAM,凱姆 45 990  

2 1996 7 25〜27 GLORIA,葛樂禮 80 960  

3 1996 7-8 29〜1 HERB,賀伯 140 910  

4 1996 9 6〜8 SALLY,莎莉 95 950  

5 1996 9 26〜29 ZANE,薩恩 110 930  

6 1997 8 16〜18 WINNIE,溫妮 140 900  

7 1997 8 27〜29 AMBER,安珀 110 930  

8 1997 8 29〜30 CASS,卡絲 45 990  

9 1997 10 20〜23 IVAN,艾文 160 885  

10 1998 7 8〜10 NICHOLE,妮蔻兒 50 990  

11 1998 8 3〜5 OTTO,奧托 65(85) 968  

12 1998 9 27〜29 YANNI,楊妮 60 980  

13 1998 10 14〜16 ZEB,瑞伯 155 880  

14 1998 10 25〜27 BABS,芭比絲 195 905  

15 1999 6 4〜6 MAGGIE,瑪姬 75 965  

16 1999 8 19〜21 SAM,山姆 60 970  

17 1999 10 4〜9 DAN,丹恩 70 968  

18 2000 7 6〜10 KAI-TAK,啟德 70 965  

19 2000 8 21〜23 BILIS,碧利斯 105 930  

20 2000 8 27〜30 
PRAPIROON,

巴比侖 
65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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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00 9 8〜10 BOPHA,寶發 45 990  

22 2000 10 23〜26 YAGI,雅吉 64 970  

23 2000 10 30〜1 XANGSANE,象神 74 960  

24 2000 11 6〜7 BEBINCA,貝碧佳 64 970  

25 2001 5 10〜14 CIMARON,西馬隆 45   

26 2001 6 22〜24 CHEBI,奇比 68   

27 2001 7 3〜5 UTOR,尤特 74   

28 2001 7 10〜11 TRAMI,潭美 39   

29 2001 7 23〜24 YUTU,玉兔 74   

30 2001 7 28〜31 TORAJI,桃芝 74   

31 2001 9 6〜19 NARI,納莉 78   

32 2001 9 23〜28 LEKIMA,利奇馬 68   

33 2001 10 15〜16 HAIYAN,海燕 68   

34 2002 7 2〜4 RAMMASUN,雷馬遜 90   

35 2002 7 9〜10 NAKRI,納克莉 39   

36 2002 7 7〜15 HALONG,哈隆    

37 2002 7 14〜27 FENGSHEN,風神    

38 2002 8 2〜20 KAMMURI 卡莫里    

39 2002 8 15〜20 VONGFONG 王峰    

40 2002 8 30〜31 RUSA,露莎    

41 2002 9 3〜10 SINLAKU,辛樂克    

 

說明: Vmax : 近㆗心最大風速(kt) , Pmin : ㆗心最低氣壓(h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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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北港逐時風速及風向月報表 

(1996~2002年計 74個月,如表 3.1~表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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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北港逐時風資料歷線圖 

(1996~2002年計 74個月,如圖 4.1~圖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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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北港風速及風向聯合分佈表 

 

5.1 月風速及風向聯合分佈表(表5.1.1~表 5.1.86) 

5.2 季風速及風向聯合分佈表(表5.2.1~表 5.2.30) 

5.3 年風速及風向聯合分佈表(表5.3.1~表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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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台北港風速分佈、風向分佈統計表 

 

6.1 月風速分佈、風向分佈統計表(表6.1.1~表 6.1.2) 

6.2 季風速分佈、風向分佈統計表(表6.2.1~表 6.2.2) 

6.3 年風速分佈、風向分佈統計表(表6.3.1~表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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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台北港風速及風向統計表 

 

7.1 每月風速及風向統計表(表7.1) 

7.2 每季風速及風向統計表(表7.2) 

7.3 每年風速及風向統計表(表7.3) 

7.4 逐時風速及風向月平均統計表(表7.4) 

7.5 逐時風速及風向季平均統計表(表7.5) 

7.6 逐時風速及風向年平均統計表(表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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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台北港吹風延時機率分佈統計表 

8.1 月吹風延時機率分佈統計表(表8.1.1~表 8.1.2) 

8.2 季吹風延時機率分佈統計表(表8.2.1~表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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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台北港風玫瑰圖 

 

9.1 月風玫瑰圖(圖9.1.1~圖 9.1.86) 

9.2 季風玫瑰圖(圖9.2.1~圖 9.2.30) 

9.3 年風玫瑰圖(圖9.3.1~圖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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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1996~2002年颱風路徑圖及概況表 

(合計有 41個颱風，如圖 10.1~圖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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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1*  
名稱 凱姆(CAM)          編號        9603  
生成地點 東沙島西南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5月23日  
發布時間 海上：5月20日21時35分，陸上：5月22日3時20分。  
解除時間 陸上：5月23日18時00分，海上：5月23日11時50分。  
發布報數 24  
最大強度 輕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20(公尺/秒) (8級)  
侵台路徑分類 7(特殊路徑)  
登陸地段  
動態 形成後即向東北方向前進。  
災害 受颱風外圍環流影響，台東、蘭嶼地區雨量充沛。部份山區公

路受損，交通中斷。蘭嶼、綠島對外交通中斷。高雄縣林園鄉

西溪村海堤崩塌。  
 
               圖 10.1  1996年 5月凱姆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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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2*  
名稱 葛樂禮(GLORIA)         編號         9607  
生成地點 呂宋島東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7月26日  
發布時間 海上：7月24日11時45分，陸上：7月24日15時15分。  
解除時間 陸上：7月27日15時30分，海上：7月27日15時30分。  
發布報數 26  
最大強度 中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35(公尺/秒) (12級)  
侵台路徑分類 3  
登陸地段 恆春半島  
動態 形成後即向西北方向前進，於7月26日16時左右登陸恆春半

島後續以西北方向前進，經高雄、台南、台中後，7月26日20

時在濁水溪口出海，強度減弱，以西北方向向大陸前進。  
災害 受颱風環流及西南氣流雙重影響，花蓮、台東、屏東地區豪雨

持續數日。台東地區鐵路、公路、航空交通中斷。有3人死亡。  
 
                   圖 10.2  1996年 7月葛樂禮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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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3*  
名稱 賀伯(HERB)            編號          9608  
生成地點 呂宋島東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7月31日  
發布時間 海上：7月29日11時30分，陸上：7月29日23時20分。  
解除時間 陸上：8月1日23時20分，海上：8月1日23時20分。  
發布報數 29  
最大強度 強烈  
近中心最大風速  53(公尺/秒) (16級)  
侵台路徑分類 1  
登陸地段 基隆與蘇澳間  
動態 形成後以西北西方向向台灣前進，於 31 日 20 時 44 分在基隆

與蘇澳間登陸，強度開始減弱，繼續偏西進行。8 月 1 日 04

時在新竹附近出海後，以西北西方向前進，8月1日11時在福

建平潭附近登陸大陸。至 8 月 1 日 21 時台灣本島、澎湖、及

台灣東部海面始脫離暴風圈之影響。  
災害 賀伯颱風帶來強風豪雨，全國各地災情嚴重，航空、鐵路交通

全面停飛、停駛，公路坍方、橋樑斷裂，嚴重受損。中、南部

沿海地區海水倒灌，台北市、縣地區多處嚴重淹水。南投縣水

里鄉、信義鄉、鹿谷鄉山洪爆發，多人慘遭活埋。全台電力、

電信受損嚴重。阿里山測站於七月三十一日單日降水累計雨量

達1094.5公厘，創歷史紀錄。花蓮、台東地區於三十一日深夜

有焚風發生。有51人死亡，22人失蹤。  
 
               圖 10.3  1996年 7月賀伯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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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4 
名稱 莎莉(SALLY)          編號        9618 
生成地點 呂宋島東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9月8日 
發布時間 海上：9月7日9時00分，陸上：9月7日15時10分。 
解除時間 陸上：9月8日17時45分，海上：9月8日11時45分。 
發布報數 12 
最大強度 中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48(公尺/秒) (15級) 
侵台路徑分類   
登陸地段   
動態 形成後以西北西方向前進。 
災害 未有災情傳出。 
 
                 圖 10.4  1996年 9月莎莉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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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5 
名稱 薩恩(ZANE)            編號           9623 
生成地點 呂宋島東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9月27日 
發布時間 海上：9月27日14時55分 
解除時間 海上：9月28日20時25分 
發布報數 11 
最大強度 中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43(公尺/秒) (14級) 
侵台路徑分類   
登陸地段   
動態 形成後先以西北方向後轉向東北方向前進。 
災害 未有災情傳出。 
 
                圖 10.5  1996年 9月薩恩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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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1*  
名稱 溫妮(WINNIE)           編號         9714  
生成地點 琉球那霸東南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8月18日  
發布時間 海上：8月16日14時35分，陸上：8月17日5時20分。  
解除時間 陸上：8月19日3時00分，海上：8月18日23時45分。  
發布報數 21  
最大強度 中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43(公尺/秒) (14級)  
侵台路徑分類 7(特殊路徑)  
登陸地段  
動態 形成後大致以西北西方向前進，暴風圈於 18 日晨進入台灣東

北部及北部陸地，8 月 18 日 22 分左右在浙江省溫州灣附近登

陸。  
災害 溫妮颱風挾帶強風豪雨過境台灣北部及東北地區。北部及中部

山區豪雨不斷，台北天母、內湖、汐止地區嚴重積水及山崩，

汐止林肯大郡房屋倒塌。有44人死亡，1人失蹤，84人輕重傷，

房屋全倒121間，半倒2間。  
 
                 圖 10.6  1997年 8月溫妮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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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2*  
名稱 安珀(AMBER)           編號           9717  
生成地點 呂宋島東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8月29日  
發布時間 海上：8月27日8時35分，陸上：8月27日20時40分。  
解除時間 陸上：8月30日2時35分，海上：8月29日23時40分。  
發布報數 23  
最大強度 中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48(公尺/秒) (15級)  
侵台路徑分類 2  
登陸地段 花蓮秀姑巒溪北方附近  
動態 形成後即以西北西後轉西北方向前進，於 8 月 29 日 03 時 50

分左右在花蓮秀姑巒溪北方附近登陸後，強度減弱，繼續以西

北方向前進，於8月29日20時左右由馬祖附近進入大陸。  
災害 公路多處坍方，鐵、公路及航空部份交通中斷。花蓮縣、台東

縣及宜蘭縣的農業損失嚴重，農業總損失14.6億。1人失蹤，

37人輕重傷，房屋半倒26間。  
 
                  圖 10.7  1997年 8月安珀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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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3  
名稱 卡絲(CASS)           編號        9719  
生成地點 東沙島東南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8月30日)  
發布時間 海上：8月29日23時40分，陸上：8月30日10時00分。  
解除時間 陸上：8月30日20時20分，海上：8月30日20時20分。  
發布報數 8  
最大強度 輕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20(公尺/秒) (8級)  
侵台路徑分類  
登陸地段  
動態 形成後即向北移動。  
災害 未有災情傳出。  
 
                 圖 10.8  1997年 8月卡絲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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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4  
名稱 艾文(IVAN)          編號         9726  
生成地點 呂宋島東南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10月21日)  
發布時間 海上：10月19日20時25分  
解除時間 海上：10月21日17時10分  
發布報數 16  
最大強度 強烈  
近中心最大風速  55(公尺/秒) (16級)  
侵台路徑分類  
登陸地段  
動態 形成後先以西北方向前進，至呂宋島北部海面後轉東北東方向

前進。  
災害 未有災情傳出。  
 
                圖 10.9  1997年 10月艾文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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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1*  
名稱 妮蔻兒(NICHOLE)           編號        9801  
生成地點 澎湖西南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7月10日  
發布時間 海上：7月9日5時55分，陸上：7月9日5時55分。  
解除時間 海上：7月10日9時45分，陸上：7月10日9時45分。  
發布報數 10  
最大強度 輕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18(公尺/秒) (8級)  
侵台路徑分類 5  
登陸地段 台南安平港附近  
動態 形成後先向北而後向東北轉東北東前進，7月10日1時左右在

台南安平港附近登陸並緩慢向北移動，7月10日7時左右由嘉

義附近出海，強度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  
災害 中南部地區有豪雨發生，造成農業損失達 2.7 億元，尤以高雄

縣較為嚴重。  
 
             圖 10.10  1998年 7月妮蔻兒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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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2*  
名稱 奧托(OTTO)           編號         9802  
生成地點 恆春東南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8月4日  
發布時間 海上：8月3日9時45分，陸上：8月3日14時55分。  
解除時間 海上：8月5日9時00分，陸上：8月5日9時00分。  
發布報數 17  
最大強度 輕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30(公尺/秒) (11級)  
侵台路徑分類 2  
登陸地段 台東成功附近  
動態 形成後向西北前進，於 8 月 4 日 12 時左右在台東成功附近登

陸，強度減弱並繼續以西北方向前進，8月5日5時左右在福

建莆田附近進入大陸。  
災害 東部、東南部及中南部地區豪雨不斷。中部山區多處道路中

斷。有1人死亡，1人失蹤。房屋全倒4棟，半倒7棟。農業

損失3.3億元。  
 
                圖 10.11  1998年 8月奧托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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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3*  
名稱 楊妮(YANNI)           編號           9809  
生成地點 恆春東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9月28日  
發布時間 海上：9月27日23時30分，陸上：9月27日23時30分。  
解除時間 海上：9月29日14時45分，陸上：9月29日8時55分。  
發布報數 14  
最大強度 輕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23(公尺/秒) (9級)  
侵台路徑分類 4  
登陸地段  
動態 形成後先以北北西方向後轉北方再轉北北東方向前進。  
災害 東北部及北部地區豪雨持續數日，造成北部部份地區嚴重洪

水，東北部山區多處道路中斷。全省有 60 多處鐵公路坍方。

有1人死亡。  
 
                圖 10.12  1998年 9月楊妮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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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4*  
名稱 瑞伯(ZEB)          編號           9810  
生成地點 恆春東南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10月16日  
發布時間 海上：10月13日14時20分，陸上：10月13日20時20分。  
解除時間 海上：10月17日6時45分，陸上：10月17日2時45分。  
發布報數 30  
最大強度 強烈  
近中心最大風速  55(公尺/秒) (16級)  
侵台路徑分類 4  
登陸地段  
動態 形成後向西北方向前進，經呂宋島北部受地形影響減弱為中度

颱風並轉向北方移動，經台東東方近海時轉為北北東方向進

行，此時暴風圈籠罩全台，於10月16日晚間轉向東北移行並減

弱為輕度颱風，10月17日凌晨全台脫離其暴風圈。  
災害 瑞伯颱風挾帶情風豪雨過境，造成全省災情不斷，以北部及花東

地區最為嚴重。北部、中部山區及東部多處道路坍方交通中斷，

數縣市電力、電訊受損。豪雨持續數日，造成河水暴漲，多處地

區嚴重淹水，尤以台北汐止最為嚴重。全省共有 28 人死亡，10

人失蹤，27人輕重傷。房屋全倒4棟，半倒16棟。另外農業方

面也受創嚴重，總損失達51.6億，以彰化縣受創最重。  
 
               圖 10.13  1998年 10月瑞伯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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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5*  
名稱 芭比絲(BABS)           編號          9812  
生成地點 東沙島西南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10月27日  
發布時間 海上：10月25日20時40分，陸上：10月26日8時50分。  
解除時間 海上：10月27日23時5分，陸上：10月27日23時5分。  
發布報數 18  
最大強度 中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35(公尺/秒) (12級)  
侵台路徑分類 5  
登陸地段  
動態 形成後先向北後轉北北東移動，10 月 26 日午後減弱為輕度颱

風，仍朝北北東方向移動，中心進入台灣海峽南部後轉向東北

方進行，10月27日23時中心位於金門東北方減弱為熱帶性低

氣壓。  
災害 受颱風外圍環流及東北季風雙重影響，引發北部及東北部地區

嚴重豪雨，鐵公路交通因多處地區積水或坍方而中斷，台北

縣、基隆、宜蘭地區多處淹水，尤以汐止最為嚴重。有3人死

亡，3人失蹤。房屋全倒5棟，半倒9棟。農業損失4億元。  
 
                  圖 10.14  1998年 10月芭比絲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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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1*  
名稱 瑪姬(MAGGIE)           編號         9906  
生成地點 恆春東南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6月6日  
發布時間 海上：6月4日14時30分，陸上：6月5日8時40分。  
解除時間 海上：6月6日22時24分，陸上：6月6日20時45分。  
發布報數 20  
最大強度 中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38(公尺/秒) (13級)  
侵台路徑分類 3  
登陸地段  
動態 形成後即向西北西方向前進，暴風圈掠過台灣海峽南部後轉向

西方進行，侵入廣西省。  
災害 受颱風外圍環流影響，東半部及南部地區有豪雨發生。造成 1

人死亡，5人失蹤，房屋半倒1戶，農業損失8.8億元，其中以

屏東縣最為嚴重。  
 
                   圖 10.15  1999年 6月瑪姬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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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2*  
名稱 山姆(SAM)           編號          9911  
生成地點 恆春東南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8月19日  
發布時間 海上：8月19日20時15分。  
解除時間 海上：8月21日23時26分。  
發布報數 18  
最大強度 輕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30(公尺/秒) (11級)  
侵台路徑分類  
登陸地段  
動態 形成後即向西北方向前進。  
災害 未有災情傳出。  
 
                圖 10.16  1999年 8月山姆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10-17 

 

 

 
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3*  
名稱 丹恩(DAN)          編號         9920  
生成地點 恆春東南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10月4日  
發布時間 海上：10月4日14時15分，陸上：10月7日20時45分。  
解除時間 海上：10月9日20時10分，陸上：10月9日20時10分。  
發布報數 43  
最大強度 中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38(公尺/秒) (13級)  
侵台路徑分類 5  
登陸地段  
動態 形成後即向西方向前進，於呂宋島西北端時轉向西北西方向，

至南海海域時轉向西北後又轉向北北西方向，在東沙島東方近

海時轉而朝北方行進，最後於廈門附近進入大陸。  
災害 金門地區受暴風圈籠罩影響，農業損失較多，其餘地區未有重

大災情傳出 。  
 
               圖 10.17  1999年 10月丹恩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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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1*  
名稱 啟德(KAI-TAK)              編號          0004  
生成地點 呂宋島西北西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7月9日  
發布時間 海上：7月6日11時43分，陸上：7月8日5時45分。  
解除時間 陸上：7月9日23時5分，海上：7月10日3時0分。  
發布報數 30  
最大強度 中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35(公尺/秒) (12級)  
侵台路徑分類 4  
登陸地段 台東縣成功鎮  
動態 形成後在東沙島東方海面打轉，於8日下午移速加快，朝台灣

東南方海面移動，再沿台灣東部近海北上，9 日 11 時 30 分於

成功附近登陸，隨後由基隆附近出海，向北遠離。  
災害 １人受傷。  
 
                圖 10.18  2000年 7月啟德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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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2*  
名稱 碧利斯(BILIS)            編號          0010  
生成地點 菲律賓東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8月22日  
發布時間 海上：8月21日8時25分，陸上：8月21日14時45分。  
解除時間 陸上：8月23日20時5分，海上：8月23日20時5分。  
發布報數 21  
最大強度 強烈  
近中心最大風速  53(公尺/秒) (16級)  
侵台路徑分類 3  
登陸地段 台東縣成功鎮 
動態 形成後以穩定速度朝西北西至西北方向直撲台灣，22 日 22 時

30分左右登陸台東縣成功鎮附近，隨後於隔日中午由金門北方

近海進入大陸。 
災害 11人死亡，4人失蹤，110人受傷，房屋全倒434戶，半倒1725

戶。  
 
                    圖 10.19  2000年 8月碧利斯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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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3  
名稱 巴比倫(PRAPIROON)          編號        0012  
生成地點 菲律賓東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8月30日  
發布時間 海上：8月27日20時45分，陸上：8月28日14時45分。  
解除時間 陸上：8月30日8時40分，海上：8月30日14時20分。  
發布報數 23  
最大強度 中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33(公尺/秒) (12級)  
侵台路徑分類 -  
登陸地段 未登陸 
動態 形成後以偏西轉西北的方向移動，在通過宮古島附近海面後，

轉以偏北的方向加速離開台灣北部海面。 
災害 無人傷亡。  
 
                圖 10.20  2000年 8月巴比倫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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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4 
名稱 寶發(BOPHA)           編號          0015 
生成地點 菲律賓東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9月9日 
發布時間 海上：9月8日15時15分，陸上：9月8日20時40分。 
解除時間 陸上：9月10日8時40分，海上：9月10日15時0分。 
發布報數 17 
最大強度 輕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23(公尺/秒) (9級) 
侵台路徑分類 - 
登陸地段 未登陸 
動態 形成後以偏西北西方向接近宮古後，轉向偏南的方向，沿台灣

東方海面由北往南移動，並在登陸呂宋島後減弱為熱帶性低氣

壓。 
災害 無人傷亡。 
 
                 圖 10.21  2000年 9月寶發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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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5  
名稱 雅吉(YAGI)            編號         0019  
生成地點 菲律賓東南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10月25日  
發布時間 海上：10月23日20時20分，陸上：10月24日14時50分。  
解除時間 陸上：10月26日3時25分，海上：10月26日8時50分。  
發布報數 21  
最大強度 中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33(公尺/秒) (12級)  
侵台路徑分類 -  
登陸地段 未登陸 
動態 形成後向西北西方向接近台灣東北部海面後，轉向東北移動並

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隨後其低層環流又轉向西南移動，其環

流並逐漸消失。 
災害 無人傷亡。  
 
                圖 10.22  2000年 10月雅吉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10-23 

 

 

 
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6  
名稱 象神(XANGSANE)            編號         0020  
生成地點 菲律賓東南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11月1日  
發布時間 海上：10月30日20時15分，陸上：10月31日2時45分。  
解除時間 陸上：11月1日17時45分，海上：11月1日20時5分。  
發布報數 17  
最大強度 中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38(公尺/秒) (13級)  
侵台路徑分類 -  
登陸地段 未登陸 
動態 形成後向西北西移動，通過菲律賓後緩慢向東北東移動，俟其

進入巴士海峽後加速移動，沿台灣東部近海繼續向東北東移

動，進入東海並減弱消失。 
災害 52人死亡，10人失蹤，5人受傷。  
 
                  圖 10.23  2000年 10月象神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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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7  
名稱 貝碧佳(BEBINCA)           編號           0021  
生成地點 關島西北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11月7日  
發布時間 海上：11月6日10時15分。  
解除時間 海上：11月7日8時55分。  
發布報數 9  
最大強度 輕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33(公尺/秒) (12級)  
侵台路徑分類 -  
登陸地段 未登陸 
動態 形成後向西北西移動通過菲律賓，進入南海後轉向偏北方向移

動，俟其接近東沙島時，轉向偏西方向移動，並減弱為熱帶性

低氣壓。 
災害 無人傷亡。  
 
                圖 10.24  2000年 11月貝碧佳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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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1 
名稱 西馬隆（CIMARON）    編號       0101    
生成地點 呂宋島西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5月13日 
發布時間 海上：5月11日11時，陸上：5月11日20時。  
解除時間 海上：5月13日20時，陸上：5月13日17時。  
發布報數 20 
最大強度 輕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23(公尺/秒) 
侵台路徑分類 -  
登陸地段 未登陸 
動態 在呂宋島西方海面生成後緩慢北上，移動至呂宋島東北方近海

時，中心呈現滯留打轉的現象，再以緩慢北上至巴士海峽後，

轉向東北加速通過台灣東南部海面，朝琉球方向移動，並轉變

成溫帶氣旋。 
災害 除部分道路交通中斷外，無重大災情發生。（註：此資料是摘

錄自內政部消防署的調查報告） 
 
              圖 10.25  2001年 5月西馬隆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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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2 
名稱 奇比（CHEBI）            編號 0102   
生成地點 菲律賓東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6月23日 
發布時間 海上：6月22日3時，陸上：6月22日8時。  
解除時間 海上：6月24日8時，陸上：6月24日5時。  
發布報數 19 
最大強度 中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35(公尺/秒) 
侵台路徑分類 -  
登陸地段 未登陸 
動態 形成後，向西北方向移動，其中心進入巴士海峽後，以偏西方向通

過巴士海峽；再以偏北的路徑通過台灣海峽，於馬祖附近進入大陸。 
災害 十四人死亡；十六人失蹤；一二四人受傷。房屋全毀一間、半毀六

間、招牌掉落傾斜四五○件、鐵皮屋（屋頂）傾斜掉落三十九件。

澎防部及團管部廳舍內部設備計損失約五千萬元。縣屬辦公廳舍損

失計約一八五○萬元。學校總計損失金額新台幣三二三○萬元。農

（漁）業損失：估計損失總金額四億五、六七八萬元。交通損失：

高雄縣、台東縣及屏東縣公路多處落石坍方，交通中斷；南迴鐵路

局部中斷；台東縣長濱鄉長濱漁港海堤坍方 2ｘ10 米，地基掏空 5
ｘ10米。電信、電力方面：澎湖縣行動電話基地台三十四座受颱風
停電影響，無法正常運作；一七萬九、八五四戶停電二萬七、三五

一戶停水。（註：此資料是摘錄自內政部消防署的調查報告） 
 
               圖 10.26  2001年 6月奇比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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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3 
名稱 尤特（UTOR）             編號      0104     
生成地點 菲律賓東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7月5日 
發布時間 海上：7月3日14時，陸上：7月3日20時。 
解除時間 海上：7月5日23時，陸上：7月5日17時。 
發布報數 20 
最大強度 中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38(公尺/秒) 
侵台路徑分類 - 
登陸地段 未登陸 
動態 形成後，即快速向西北西移動，通過巴士海峽南部，在香港附

近進入大陸，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 
災害 一人死亡，六人受傷。農林漁牧業損失部分：估計損失新台幣

八、八八三萬元。交通損失：公路有二十三處坍方落石、土石

流及路基缺口；北迴線鐵路平溪支線平溪至嶺腳間路基流失，

北迴線大里至福隆間電車線斷落；漁船一艘沈沒；停電造成屏

東、台東、南投地區民營行動電話基地台十九台無法正常運作；

總計有十萬九、一五七戶停電；一、○一○戶停水。（註：此資

料是摘錄自內政部消防署的調查報告） 
 
                     圖 10.27  2001年 7月尤特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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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4 
名稱 潭美（TRAMI）           編號       0105      
生成地點 呂宋島東北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7月11日 
發布時間 海上：7月10日9時，陸上：7月10日20時。 
解除時間 海上：7月11日21時，陸上：7月11日21時。 
發布報數 13 
最大強度 輕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20(公尺/秒) 
侵台路徑分類 - 
登陸地段 台東縣大武鄉 
動態 在呂宋島東北方海面生成後，即緩慢向西北移動，11 日 17 時

30分左右在台東縣大武鄉附近登陸，隨後快速減弱為熱帶性低

氣壓。 
災害 五人死亡；十三萬六千一百七十五戶停電；一、○○○戶停水；

十四處行動電話基地台停止運作；一、○七八戶市內電話故

障。高雄縣地下室一○七處積水；高雄市一、四三五棟大樓（含

公寓）地下室積水。屏東縣及高雄市土石崩塌淹沒七戶民宅。

南迴線枋山至加祿間山側邊坡土石滑塌覆蓋軌道；高雄火車站

淹水導致號誌系統嚴重受損。公路多處因土石崩落坍方交通中

斷。漁船一艘沈沒，農漁牧業損失共計約七、三六四萬元。（註：

此資料是摘錄自內政部消防署的調查報告） 
 
                 圖 10.28  2001年 7月潭美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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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5 
名稱 玉兔（YUTU）           編號         0107   
生成地點 巴士海峽 
侵(近)台日期 7月23日 
發布時間 海上：7月23日20時。 
解除時間 海上：7月24日17時。 
發布報數 8 
最大強度 中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38(公尺/秒) 
侵台路徑分類 - 
登陸地段 未登陸 
動態 在巴士海峽生成後向西方向移動，通過東沙島海面及廣東海面

後，在廣東省進入大陸。 
災害 颱風資料庫尚未有最新資料。 
 
               圖 10.29  2001 年 7 月玉兔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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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6 
名稱 桃芝（TORAJI）         編號         0108   
生成地點 呂宋島東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7月30日 
發布時間 海上：7月28日  5時，陸上：7月28日11時。 
解除時間 海上：7月31日14時，陸上：7月31日14時。 
發布報數 28 
最大強度 中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38(公尺/秒)     
侵台路徑分類 - 
登陸地段 花蓮秀姑巒溪口 
動態 在呂宋島東方海面生成後以西北轉北北西的方向移動，朝台灣

東部陸地接近，於7月30日0時10分左右登陸花蓮秀姑巒溪

口，並於當日10時20分左右由新竹附近離開本島進入台灣海

峽北部，約在31日4時20分由馬祖附近進入大陸，隨後減弱

為熱帶性低氣壓。 
災害 颱風資料庫尚未有最新資料。 
 
               圖 10.30  2001年 7月桃芝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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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7 
名稱 納莉（NARI）            編號          0116     
生成地點 台灣東北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第一次：9月10日。 

第二次：9月17日、18日。 
發布時間 第一次海上：9月  8日23時50分。 

第二次海上：9月13日15時，第二次陸上：9月15日2時。 
解除時間 第一次海上：9月10日  9時。 

第二次海上：9月19日23時05分，第二次陸上：9月19日17時。 
發布報數 64 
最大強度 中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40(公尺/秒) 
侵台路徑分類 - 
登陸地段 台北縣三貂角至宜蘭縣頭城一帶 
動態 9 月 6 日 11 時於台灣東北方海面形成，緩慢以東北東方向朝琉球那

霸移動，8日調頭轉向西北西和偏西方向，對台灣北部海面構成威脅。

10 日此颱風再次回頭東移至琉球那霸近海打轉兩天，13 日此颱風再

次調頭緩慢地直撲台灣，16日21時40分左右在台灣東北角登陸，經

49 小時後，由台南安平附近進入台灣海峽南部，加速向西移動進入

廣東省，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9月10日9時至9月13日15時暫

時解除海上颱風警報） 
災害 颱風資料庫尚未有最新資料。 
 
                 圖 10.31  2001年 9月納莉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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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8 
名稱 利奇馬（LEKIMA）        編號        0119   
生成地點 呂宋島東北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9月27日 
發布時間 海上：海上：9月23日20時，陸上：9月24日14時。 
解除時間 海上：海上：9月28日  9時，陸上：9月28日  9時。 
發布報數 37 
最大強度 中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35(公尺/秒) 
侵台路徑分類 - 
登陸地段 台東、 大武之間 
動態 9月22日於菲律賓呂宋島東北方海面形成，緩慢偏西移動，24

日轉向偏北和北北西方向，直撲台灣東南部地區。26 日 18 時

30 分左右在台灣東南部登陸，經歷約 23 小時後，由中部濁水

溪口進入台灣海峽，隨後於28日8時在海峽上減弱為熱帶性低

氣壓。 
災害 颱風資料庫尚未有最新資料。 
 
              圖 10.32  2001年 9月利奇馬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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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9 
名稱 海燕（HAIYAN）          編號         0121   
生成地點 呂宋島東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10月16日 
發布時間 海上：10月15日  8時，陸上：10月15日14時。 
解除時間 海上：10月16日23時，陸上：10月16日17時。 
發布報數 14 
最大強度 中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35(公尺/秒) 
侵台路徑分類 - 
登陸地段 - 
動態 10月12日於菲律賓呂宋島東方海面形成，緩慢北移動，14日

轉向西北西方向，朝台灣東北方海面移動。16日其移向逐漸轉

向東北東，往日本南方海面加速移動，並減弱消失。 
災害 颱風資料庫尚未有最新資料。 
 
               圖 10.33  2001年 10月海燕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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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1 
名稱 雷馬遜(RAMMASUN)         編號       0205    
生成地點 菲律賓東方海面 
侵(近)台日期 7月3日 
發布時間 海上：7月 2日 14時 
解除時間 海上：7月 4日 17時 
發布報數 18 
最大強度 中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45(公尺/秒) 
侵台路徑分類 - 
登陸地段 - 
動態 6月 29日於菲律賓東方海面生成，向西北移動，其中心通過日

本琉球宮古島後轉向北北西進入台灣北部海面，並加速向北移

動，6日登陸朝鮮半島後逐漸減弱為溫帶氣旋。 
災害 颱風資料庫尚未有最新資料。 
 
              圖 10.34  2002年 7月雷馬遜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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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號次 2 
名稱 納克莉(NAKRI)          編號        0208 
生成地點 台灣海峽南部 
侵(近)台日期 7月9日 
發布時間 海上：7月9日5時，陸上：7月9日5時。 
解除時間 海上：7月10日23時，陸上：7月10日20時。 
發布報數 15 
最大強度 輕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20(公尺/秒) 
侵台路徑分類 - 
登陸地段 台中、苗栗一帶 
動態 9日 5時於台灣海峽南部生成，向東北移動，10日 5時左右在

台中北方附近登陸，當日下午 2時於宜蘭北方附近出海，以偏
東方向移動，11 日、12 日到達琉球海面後移速減緩並轉向偏
北方向移動，13日進入日本西南方海面後減弱為溫帶氣旋。 

災害 颱風資料庫尚未有最新資料。 
 
                圖 10.35  2002年 7月納克莉颱風路徑圖 

(摘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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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6  2002年 7月哈隆颱風路徑圖 
(摘自網站 http://www.weather.unisys.com/hurricane/w_pacific/198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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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7  2002年 7月風神颱風路徑圖 
(摘自網站 http://www.weather.unisys.com/hurricane/w_pacific/198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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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8  2002年 8月卡脈里颱風路徑圖 
(摘自網站 http://www.weather.unisys.com/hurricane/w_pacific/198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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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9  2002年 8月王峰颱風路徑圖 
(摘自網站 http://www.weather.unisys.com/hurricane/w_pacific/198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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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0  2002年 8月露莎颱風路徑圖 
(摘自網站 http://www.weather.unisys.com/hurricane/w_pacific/198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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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1  2002年 9月辛樂克颱風路徑圖 
(摘自網站 http://www.weather.unisys.com/hurricane/w_pacific/198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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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台北港颱風期間風速(風向) 、歷線圖及統計表 

 

表 11 台北港歷年(1996~2002)颱風期間最大風速統計表     

   表 11.1~表 11.35  台北港颱風期間風速(風向)報表 

     圖 11.1~圖 11.35  台北港颱風期間風速(風向)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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