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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月 9-13日寒流事件分析 

 

摘要 

本文針對 2018 年一月寒害事件進行分析與探討。本次寒流是繼

2016年 2月後的首場寒流事件，在嘉義創下 4.7oC低溫。並造成農漁

業產物損失超過一億元，其中農產損失金額占 84%，漁產占 16%。從

氣象災因分析發現，本次寒流屬於前期濕冷後轉日夜溫差大的天氣型

態，與 2016 年 1 月事件長時間低溫的天氣型態不同。因此，造成的

災害衝擊也不盡相同。本次寒害事件除因為大陸冷氣團的增強，嚴重

衝擊農漁業外，多重氣候條件(如北極振盪、聖嬰、季內振盪等)均有

利於加強東亞地區寒潮的發展。透過本次事件的資料蒐集與分析，了

解影響臺灣地區寒流發展的機制，除有利於監測指標建立外，同時亦

可累積低溫事件對農漁業衝擊影響的相關知識，提高後續低溫預警資

訊的可用性。 

1. 前言 

陳淡容、于宜強、朱容練、吳宜昭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氣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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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處副熱帶的東亞地區，每當冬季冷氣團爆發南下，冷空氣

經常順著青藏高原的東麓影響華南及臺灣地區，導致臺灣地區發生低

溫事件，這種天氣事件在氣象上稱為寒潮(cold surge)爆發。根據中央

氣象局天氣預報作業的定義，在大陸冷氣團影響下當臺北測站的日最

低溫達 10oC以下，則將此大陸冷氣團稱之為「寒流」。 

2016年 1月 23日起臺灣受強烈的大陸冷氣團影響，當時臺北地

區經歷了 62小時 10oC以下的低溫。根據上述作業標準，當時的冷氣

團強度已達「寒流」等級。在 2016 年 1 月寒流事件中，除了長時間

的低溫影響外，平地最低溫(4oC)也打破 1972 年以來的低溫紀錄，連

位處熱帶的高雄，也出現連續 32小時低於 10oC的低溫(王等 2016)。

如此大範圍的極端低溫事件，造成農業損失超過 100億元。事隔二年，

2018年 1月上旬再有達到「寒流」等級的大陸冷氣團影響臺灣地區。

此次寒流與前次 2016 年 1 月的「寒流」事件的連續低溫影響有所不

同，也有別於以往長時間低溫對農作物與漁業養殖的衝擊，本文將針

對此事件進行紀錄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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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件概述與衝擊 

2018 年 1 月 9 日至 13 日寒流事件是繼 2016 年 2 月份寒流事件

後的首場寒流。1月 8日鋒面通過前，因華南水汽相當旺盛與鋒面系

統雙重影響下，幾乎全臺都有明顯雨勢。當 1月 8日鋒面通過以後，

晚間受到大陸冷氣團影響，臺北的溫度開始顯著下降(圖 1)。1 月 11

日清晨臺北站氣溫降至 10oC 以下，冷氣團的影響達到寒流強度。接

下來 1月 12日至 14日雨勢趨緩轉為乾冷的天氣型態，白天因太陽加

熱回暖；晚上在冷氣團和輻射冷卻雙重影響下溫度再度快速下降，使

得日夜溫差大。本次冷氣團的影響在 1月 12日最為顯著，12日清晨

臺北測站出現本次事件的最低溫(8.6 oC)；中南部地區則因輻射冷卻作

用相當強，嘉義測站則在 1月 13日清晨出現本次平地最低溫(4.7 oC)。

1月 13日白天起北部逐漸回暖，結束歷時 3天的寒流事件(圖 2)，但

南部持續受輻射冷卻影響，1月 14日清晨仍有低溫的發生。 

本次寒流造成相當大的農漁業損失。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的統

計(災損統計資料自 1月 8日至 1月 19日 17時止)，農漁業產物損失

共計 1 億 91 萬元，其中以農產損失 8,496 萬元為主，占總損失金額

的 84%，漁產損失 1,595萬元。全臺農漁業產物損失分布如圖 3所示，

高雄市受災情形最為嚴重，主要受損作物為食用番茄；其次受損較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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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縣市分別為新竹縣、臺南市、南投縣、屏東縣。上述五個縣市的

損失總和就占了總災損的 82%。 

在受寒害損失的農漁作物細節方面，農產損失的被害面積為

1,382公頃，損害程度 17％，換算成無收穫面積為 237公頃，主要受

災作物為食用番茄，其次為蓮霧、桶柑、海梨柑及棗等。漁產損失主

要為臺南市、雲林縣、嘉義縣及彰化縣，受損產物為文蛤混養的虱目

魚(淺池)、少量專養的虱目魚和白蝦。 

 

 

圖 1 1 月 9 日至 13 日臺北市中正區(上)及嘉義市西區(下)溫度分布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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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月 9日至 13日寒流事件歷程 

 

圖 3 各縣市農漁業產物損失分布圖 (單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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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氣象分析 

冬季東亞地區寒潮事件發生都會伴隨快速地面氣壓的上升、地面

北風的增強與地面溫度的快速降溫等三個明顯的特徵(Zhang et al. 

1997；Chen et al. 2002)。其中快速降溫的影響包括低溫與降雪經常是

當地導致寒害的主要原因，因此世界各國對於極端低溫發生與預警也

相當的重視。 

過去東亞地區寒潮的研究中曾提及，寒潮事件的發生與西伯利亞

高壓的生成、增強與爆發南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Ding 1990; Zhang 

et al. 1997; Gong and Ho 2004; Wu and Wang 2002; Takaya and Nakamura 

2005a; Jeong et al. 2006)。另外，許多研究也指出東亞地區的寒潮事件

也與北極振盪(Arctic Oscillation，AO) (Park et al. 2011a; Park et al. 2014)、

東亞低壓主槽(Jeong and Ho 2005; Bueh et al. 2011; Song et al. 2016)、

高緯度西風帶內的羅氏培波列(Rossby wave) (Takaya and Nakamura 

2005a)及季內振盪(intraseasonal oscillation, ISO)等變化有關。在 Song 

and Wu (2017)的研究中，歸納過去 30年間東亞地區極端的寒潮事件，

並進行特徵分析。研究指出，東亞地區溫度明顯下降與西伯利亞高壓

增強有直接關聯，在高層西風帶中的羅氏培波列有別於原來的移動路

徑明顯向南移動。另外，東亞主槽的加深使得大尺度環流出現阻塞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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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增加了冷氣團影響的時間(增長低溫影響時間)。北極振盪指數負

相位的極值會比東亞地區快速降溫的時間更早發生。 

寒潮事件的發生都需要有強烈的西伯利亞高壓存在，而西伯利亞

高壓的生成、急遽增強和往東南延伸常會造成冷空氣向東亞地區爆發

(Ding and Krishnamurti 1987；Ding 1990)。根據 2018年 1月 8日上午

8 時的地面天氣圖(亦即冷氣團影響前的天氣圖，圖略)，此時氣象局

所分析的西伯利亞高壓強度為 1056百帕(hPa)，其走勢沿著青藏高原

的東麓直接影響東亞與臺灣地區。利用美國 NCEP 分析資料(NCEP 

reanalysis 1，簡稱 NCEP-R1)分析 1月 7日至 11日平均氣壓距平(圖 4

線條所示)和溫度距平(圖 4填色所示)，顯示此時期東亞地區的溫度比

氣候平均值低了 6oC 以上，氣壓也明顯較氣候值高 4hPa，顯示當時

東亞地區受西伯利亞高壓影響，氣壓明顯上升，且溫度呈現明顯降溫

情形。 

北極振盪會影響西伯利亞高壓、高層槽線和極區噴流的強度，造

成中、高緯度的大氣環流改變，進而影響東亞地區冬天的氣候。過去

研究指出當北極振盪處於負相位時，極區噴流強度會減弱，極區的冷

空氣較容易往中、低緯度爆發，進而加強西伯利亞高壓強度，當西伯

利亞高壓向南延伸時，便會增強東亞地區的寒流強度。另外極區冷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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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南下至中緯度地區時，會加深東亞主槽，槽線加深後容易形成阻塞，

冷空氣不易往東傳播，影響時間便會拉長。由北極振盪指數(圖 5)分

析顯示， 2018年 1月上旬北極振盪短暫轉為微弱的正相位後再度處

於負相位，且此波北極振盪振幅較顯著，而本次寒潮即是在此波北極

振盪負相位出現後所發生，此負相位發生時間領先臺灣地區降溫的時

間與 Song and Wu (2017)研究結果相當吻合。 

圖 6 為 850hPa 北半球溫度距平圖，透過北半球溫度距平的分析

可以了解冷空氣移動的方向。此次影響東亞與臺灣的冷空氣有兩股，

一股是來自歐洲大陸，另一股直接來自北極圈。 1月 9日 850hPa極

投影之溫度距平圖(圖 6 (a))顯示當時的北半球有兩道來自極區影響的

冷空氣(圖中藍色區域)，一在東亞地區；另一在北美地區。東亞地區

冷空氣出海的速度緩慢，直到 12日冷空氣的主軸才緩慢東移出海(圖

6 (d))，但在此期間歐洲大陸亦有一股冷空氣東移併入東亞的冷空氣

內，使得東亞及臺灣地區持續低溫。此結果與前述研究結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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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018年 1月 7日至 11日地表溫度(彩色)與氣壓(線條)距平圖，

其中紅色(實線)表示較氣候值高、藍色(虛線)較氣候值低 

 

圖 5 2017/18 年冬天北極振盪指數時序圖 (圖片來源：美國國家海

洋暨大氣總署，NO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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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018年 1月 9日(a)至 12日(d)之 850 hPa極投影溫度分布圖，

其中圖中心點代表極區，冷色系(藍)代表溫度較氣候值低，暖色系(黃)

溫度較氣候值高 

過去研究指出當太平洋海溫出現反聖嬰現象時，東亞地區的冬季

季風將偏強，亦會導致東亞地區偏為乾冷的天氣型態(Chan and Li, 

2004)。這是由於反聖嬰發生時，東太平洋海溫偏低，增強太平洋赤道

上東西向的沃克環流(Walker circulation)，使得西太平洋海域對流較為

旺盛，也加強了南北向的局部哈德里環流(Local Hadley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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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增強亞洲大陸低層北風，使得北邊冷空氣更容易南下到東亞地區

加強寒流強度。2017年 8月開始太平洋進入反聖嬰發展年(圖 7)，海

溫距平值由 0.39oC 轉為-0.15oC，11 月開始反聖嬰訊號更顯著，海溫

距平值達-0.86oC。根據上述推論，今(2008)年東亞地區的冬季季風增

強以及一月份亞洲大陸距平溫度偏低均可能與反聖嬰現象發生相關。 

2008 年 1 月份中國華南地區出現嚴重的大雪災，也是正值反聖

嬰的發展年。然而根據 Hui (2009)研究指出，雖然 2007/08 冬季正值

反聖嬰發展年，但 2008 年雪災的環流場與反聖嬰年的特徵有明顯的

差異，顯示大雪災的主要成因並非單純為反聖嬰所造成。Hong and Li 

(2009)研究指出 2008 年雪災導因為位於印度洋附近的季內振盪與反

聖嬰現象的交互作用，延長了北極異常現象所導致。Jeong et al. (2008)

的研究指出，季內振盪的訊號出現在印度洋時將導致華南地區冬雨明

顯偏多。由於季內振盪位於印度洋地區時，會將印度洋的水汽輸送至

華南地區，造成華南地區降水。在這多重因子的交互作用下，發生了

難得一見的極端異常冬季大雪災。 

本次寒流事件發生前，2017 年 12 月下旬開始季內振盪位於第 2

相位，亦即與 2008年同樣出現在印度洋地區(圖 8)，這現象與此波冷

氣團南下影響華南與臺灣地區前的華南雲雨帶發展活躍有關，使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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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冷氣團前緣的鋒面在通過臺灣時造成全臺明顯降雨(圖 9)。逐日降

雨分布圖顯示冷氣團 9日南下影響臺灣前幾乎全臺都有降雨，尤其在

7、8日鋒面通過時北部地區降雨顯著，此降雨強度在臺灣冬季相當罕

見。季內振盪位於印度洋地區時，除了有利水汽輸送至華南地區外，

因為對流旺盛，也會加強哈德里環流，使地面北風增強，也有利於冷

空氣輸送至東亞地區。此次事件同時有降雨搭配後續寒流的低溫影響，

使不耐濕冷的農作物有較大損失產生。 

2018 年 1 月上旬大陸冷氣團影響臺灣期間，大氣環流場不單純

是西風波列導致西伯利亞高壓增強所導致，冷氣團增強的成因還包含

反聖嬰現象增強東北季風、北極振盪負相位讓極區的冷空氣往南侵襲，

以及位於印度洋的季內振盪增強東亞地區的寒潮，在多種因素的配合

下使得冷氣團影響臺灣前為濕冷的天氣型態。直到冷氣團完全南下影

響時，臺灣的天氣才開始轉為乾冷，而晴空下輻射冷卻效應顯著，因

此在臺灣西半部使低溫再往下探，此種變化劇烈的天氣型態對農漁業

造成相當大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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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2000年至 2018年海溫距平時序圖，正值(紅)表示聖嬰現象，負

值(藍)表示反聖嬰現象 (圖片來源：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NO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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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2018年 12月(桃紅)和 1月(紫)季內振盪移行的相位及相對位置

對應圖，線段旁數字為日期 (資料來源：澳洲氣象局) 

 

圖 9 1月 6-9日(由左至右)降雨分布圖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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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討論 

本次寒流因多重因素造成不少農漁業的損失。一方面，寒流後期

因為水汽偏少，天氣晴朗，白天太陽加熱增溫、夜間輻射冷卻效應顯

著降溫，使得日夜溫差增大，如南部的臺南、高雄於寒流後期的 13、

14日日夜溫差達 10~11oC左右(表 1)。因此，這兩天高屏地區雖沒有

長時間低溫，但過大的溫差仍導致果樹落果，釀成農民不小的損失。

另一方面，在大陸冷氣團南下前，臺灣地區受華南雲雨帶東移和鋒面

影響，全臺有降雨發生，雨勢趨緩後緊接著寒流發生，霪雨和低溫的

雙重影響，造成果實裂果或凍傷。 

本次農損最嚴重的農產作物為高雄地區的食用番茄，主要是寒流

發生前華南雲雨帶東移和鋒面通過造成連日降雨，果實在成長階段若

遇大量降雨，因為果肉和果皮成長速度不一致容易造成裂果。寒流後

期水汽偏少，前後期濕度變化大，加上夜間溫度驟降受低溫影響，白

天溫度驟升的不穩定天氣影響下，使得果皮較薄的食用番茄不耐低溫

和劇烈的溫濕度變化發生裂果和落果。一方面是番茄種植過程中，有

許多管理過程因機器無法取代而需使用人力，生產成本較高，這也是

造成食用番茄損失金額高的可能原因之一。損失第二嚴重的作物為高

屏地區的蓮霧，蓮霧屬於熱帶常綠果樹，適合生長的溫度約 25oC，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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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 25oC 和日夜溫差大的氣溫卻有利蓮霧果實發育和品質提升。但

研究指出蓮霧果實對於寒流前後氣溫急遽變化非常敏感，尤其是低溫

過後的氣溫快速回升容易造成落果情形。另外蓮霧對水份需求高，受

低溫影響時，乾冷的天氣型態下所造成的損害較濕冷天氣大(黃與王，

2003)。本次寒流後期轉為乾冷，夜間輻射冷卻效應顯著而低溫，白天

太陽照射下溫度又快速回升。以蓮霧種植區的屏東縣高樹鄉為例，13

日最低和最高溫分別為 8.4oC和 20.4oC，夜間低溫發生後白天迅速升

溫，日夜溫差高達 12 oC，因此發生大量落果災情。損失第三嚴重的

柑桔類，此類作物的致災因素與蓮霧相反，柑桔類作物在濕冷的天氣

中損害將較乾冷的天氣嚴重。因為柑桔的果實在淋雨後，果蒂部位容

易腐敗，本次寒流南下前連日降雨後緊接著低溫發生，導致中北部地

區待收成的柑桔果實發生凍傷或果皮受損災情。 

漁業產物損失分析，本次災情較嚴重為嘉南地區的淺池養殖的虱

目魚。因養殖文蛤會有大量藻類生長，養殖池的藻類會影響文蛤生長，

因此每公頃養殖文蛤淺池中混養 1~2 千尾虱目魚是目前常用的生態

養殖方法。一般混養淺池的水深均不足 1 公尺，當溫度降至 10oC 以

下，池中的虱目魚因不耐低溫容易發生凍斃。此外，清晨過後溫度回

升的速度稍慢，也造成少部分專養的虱目魚的深池因低溫時間長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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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魚隻凍斃情形。 

表 1 高雄和臺南測站於寒流期間的日最低溫、日平均溫、日最高溫

和溫差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高雄測站日溫度 (oC) 

日期 日最低溫 日平均溫 日最高溫 溫差 

20180111 12.7 15.3 19.2 6.5 

20180112 10.6 15 20.3 9.7 

20180113 10.4 15.6 20.6 10.2 

20180114 12.5 17.3 22.9 10.4 

臺南測站日溫度 (oC) 

日期 日最低溫 日平均溫 日最高溫 溫差 

20180111 10.4 13 17 6.6 

20180112 8.8 12.3 18.1 9.3 

20180113 7.6 13.2 19.1 11.5 

20180114 11 15.6 21.2 10.2 

 

5. 結語 

本次大陸冷氣團影響前後將近一週，強度達寒流等級雖只有 3天，

卻造成超過 1億元的農產損失，其原因不僅僅是低溫所造成。其他如

降溫前的降雨、輻射冷卻效應以及日夜溫差大等多重影響也都是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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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害的重要因素。透過歷次的事件紀錄與分析，收集更完整低溫寒害

對農作物衝擊的知識，將可以建立農業低溫預警能力，滿足農業應變

減災需求，亦可增加預警資訊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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