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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尤㈵颱風尤㈵颱風尤㈵颱風尤㈵ (0104)(0104)(0104)(0104)的㆝氣預報回顧的㆝氣預報回顧的㆝氣預報回顧的㆝氣預報回顧

香港㆝文台

李子祥   李㆗和   黃美成

1. 1. 1. 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颱風尤㈵是香港在 2001 年首個需要懸掛㈧號風球的熱帶氣旋，它環流

廣闊，在靠近廣東沿岸時為本港帶來惡劣㆝氣，在它進入廣東內陸及離香

港西北約㆓百公里時，其外圍強烈雨帶仍然為香港西部帶來超過㈩小時之

暴雨及狂風。我們從高空流場、風廓線儀和多普勒雷達圖像分析發現，這

次持續的狂風大雨是得到㆒道與尤㈵相關的強低空急流支持，風廓線儀探

測到該低空急流逐步向㆘伸展㉃㆞面的情況。在同類個案分析方面，回顧

過去㆓㈩年，與尤㈵之移動路徑相似及強度相若的熱帶氣旋㈲兩個，分別

是 1986 年之蓓姬﹝Peggy﹞及 1995 年之肯㈵﹝Kent﹞，本文會就這㆔個相

似的個案進行比較，並就㈲關之㆝氣預報作出討論及提供㆒些建議。

2.2.2.2.     尤㈵的生命歷史尤㈵的生命歷史尤㈵的生命歷史尤㈵的生命歷史

尤㈵在 7 ㈪ 1 ㈰於雅蒲島以南約 340 公里的太平洋㆖發展成㆒熱帶低氣

壓，並向北推進，次㈰增強為㆒熱帶風暴 [圖 1]。它隨後轉向西北移動，並

加速㉃每小時 38 公里，這移動速度平了 1979 年颱風荷貝和 1996 年颱風莎

莉所創的最高紀錄。尤㈵在 7 ㈪ 3 ㈰㆘午增強成㆒颱風，並於該晚達到最大

強度，當時其㆗心附近的最高風速估計為每小時 130 公里。尤㈵的環流廣闊，

其半徑達 1 000 公里。當尤㈵在 7 ㈪ 4 ㈰橫過呂宋海峽時，它的外圍雨帶在

台灣及菲律賓造成嚴重破壞。尤㈵在 7 ㈪ 5 ㈰清晨進入南海，而移動速度則

在靠近廣東沿岸時減慢㉃每小時 20 公里，7 ㈪ 6 ㈰㆖午 8 時㊧㊨，尤㈵在

汕尾附近登陸，並減弱為㆒強烈熱帶風暴，尤㈵登陸後轉向西移動，橫過

廣東省，它在㈦㈪㈦㈰逐漸減弱為㆒熱帶低氣壓，並於次㈰早㆖進入廣西

後消散。尤㈵在登陸後 40 多小時才消散，打破了 1979 年颱風荷貝所創 30

多小時的最長時間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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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與尤㈵相關的惡劣㆝氣及㆝氣形勢與尤㈵相關的惡劣㆝氣及㆝氣形勢與尤㈵相關的惡劣㆝氣及㆝氣形勢與尤㈵相關的惡劣㆝氣及㆝氣形勢

圖 2 是颱風尤㈵接近及遠離香港時的路徑，圖  3a ㉃ 3d 分別是在這段時

間香港不同㆞方的風向、風速、降雨量及海平面氣壓變化。而在本研究㆗

採用的數據包括雷達、風廓線儀及㉂動氣象站㈾料，㈲關儀器的位置請參

攷圖  4。

尤㈵在 7 ㈪ 5 ㈰晚㆖接近廣東沿岸，本港開始受其外圍雨帶影響，㆝氣

轉壞及不時㈲狂風驟雨，本㆞之偏北風亦逐步增強。尤㈵在 7 ㈪ 6 ㈰早㆖

於汕尾附近登陸後轉向偏西方向移動，並在早㆖ 10 時㊧㊨在香港㆝文台以

北約  80 公里掠過，其間香港㆝文台錄得的最低氣壓為  980.6 hPa [圖 3d]，部

份㆞區之風力增強㉃烈風程度。隨後尤㈵繼續移入廣東內陸及逐漸減弱，

本港風力在㆗午㊧㊨㈲所緩和，不過尤㈵東側的雨區仍然為本港帶來大雨 [圖

5a]。

當尤㈵進㆒步移入內陸及遠離香港，相關的雨區亦慢慢西移，接近黃昏

時，㆒道在本港東南方的雨帶重新發展，並在當晚再度為本港帶來狂風暴

雨 [圖 5b 及 5c]，在該強烈雨帶影響㆘，本港各區風力明顯回升，西部㆞區、

離岸及高㆞更吹烈風程度之偏南風，這情況持續了㈩多小時，直到次㈰早

㆖才逐漸緩和 [圖 3b]。

在高空流埸方面，7 ㈪ 6 ㈰ 00UTC 之 850 hPa 實況流埸加等風速線分析

指出尤㈵在接近廣東沿岸時，它的東側已出現了㆒個明顯的輻合區 [圖 6a]，

這強輻合區主要是由尤㈵之外圍環流與西伸副熱帶高壓﹝副高﹞的相互作

用所產生。當晚，持續西伸的副高不但把尤㈵推向廣東內陸，亦把這輻合

區內的強低空急流送到香港附近㆞區 [圖 6b] ，雖然尤㈵登陸後㈲所減弱，

但其廣闊環流仍能和副高保持該強低空急流㉃  7 ㈪ 7 ㈰早㆖ [圖 6c]。這來㉂

洋面的低空急流為尤㈵深入內陸後出現的持續暴雨提供了充足的㈬氣輸

送，當晚的衛星雲圖 [圖 7]亦清楚顯示出與該輻合區相關的廣闊雨雲帶正從

熱帶氣旋環流南方卷入其內部的情況。。。。

4.4.4.4.     低空風場觀測及分析低空風場觀測及分析低空風場觀測及分析低空風場觀測及分析

大帽山㆝氣雷達的多普勒風場圖像及在深㈬ 之風廓線儀也同樣顯示出

當晚低空風力再度增強的過程。在 7 ㈪ 6 ㈰㆗午，2 公里 CAPPI 雷達多普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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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場圖像顯示在該高度的最高多普勒風速約為 12.5 米 /秒 [圖 8a]，隨著該雨

帶在㆘午後段不斷增強，多普勒風速亦逐漸提高㉃晚㆖之  27.5 米 /秒 [圖 8b]。

另㆒方面，安裝在深㈬ 的風廓線儀亦探測到㆒個原本在  4 公里高的烈風

區在㆗午過後開始逐漸向㆘伸展，並在黃昏時降㉃㆞面 [圖 9a]，這烈風區㆒

直維持㉃次㈰清晨才結束 [圖 9b]，該段期間㆞面錄得的風力見圖  3b。

我們在過去的研究當㆗亦曾看到與熱帶氣旋相關的急流由高空向㆘伸展

㉃㆞面的情況【【【【1111】】】】。當晚在尤㈵進入內陸並遠離香港時，本港仍然㈲超過

㈩小時的烈風，就是由於得到㆒道持續強低空急流的支持。

5. 5. 5. 5. 類似個案比較類似個案比較類似個案比較類似個案比較

是次颱風尤㈵在減弱及遠離香港的情況㆘令本港再次出現狂風暴雨是㆒

個少見的例子。  在過去㆓㈩年，與尤㈵之移動路徑相似及強度相若的個案

㈲兩個，分別是 1986 年之蓓姬﹝Peggy﹞和 1995 年之肯㈵﹝Kent﹞，這㆔

個個案㈲以㆘㆕個相似之處：

(1) 在大範圍㆝氣形勢方面，熱帶氣旋東側存在著㆒逐漸西伸之副高，熱帶

氣旋在副高之引導氣流影響㆘，穩定㆞向西北方向移近廣東沿岸 [圖 1、圖 10

及圖 11]。

(2) 登陸前是達颱風級數的熱帶氣旋。

(3) 熱帶氣旋在汕尾附近登陸後向偏西方向移動，進入廣東內陸。

(4) 熱帶氣旋在香港㆝文台偏北約 100 公里掠過。

雖然它們在路徑及強度㆖㈩分相似，但它們的環流大小、登陸後的消散

速度及對本港的㆝氣影響則各㈲不同，表 1 總結了㈲關這㆔個熱帶氣旋在

各主要㊠目之異同。就㆝氣而言，蓓姬亦是在移入內陸後為本港帶來㆒段

時間的狂風暴雨，這與尤㈵的情況頗為相似 [圖 12a]。而在肯㈵的個案㆗，

在它登陸後本港風力雖然稍㈲回升，但其強度遠低於另外兩個個案，而影

響時間也明顯較短 [圖 12b]。我們在表 1 的比較㆗看到，蓓姬和尤㈵的環流

較大﹝直徑超過 1000 公里﹞，在登陸後南面環流仍㈲㆒大部份處於海面 [圖

13a 及 7]，故此能維持㆒定㈬氣輸送，以致它們的消散速度較慢﹝蓓姬約  27

小時、尤㈵超過  40 小時﹞，這㈲利於維持在其東側的輻合區㆒段較長的時

間。相反，肯㈵的環流較小﹝直徑約  700 公里﹞，登陸後不久只㈲小部份

環流尚暴露於海面 [圖 13b]，㈬氣輸送相對較少，因此消散速度較快﹝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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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再加㆖它的西移速度較快，故東面的輻合區影響香港的時間亦相

應較短。所以，在肯㈵侵襲香港期間，狂風暴雨主要出現在肯㈵接近及掠

過期間，未㈲在登陸後持續影響本港。

6. 6. 6. 6. ㆝氣預報技巧討論㆝氣預報技巧討論㆝氣預報技巧討論㆝氣預報技巧討論

就本港風力的短期預報，我們可以參攷數值模式對風場的預測，當㆗流

場加等速線分析較㊜合於顯示相關的輻合 /急流區變化。在尤㈵的個案裡，

㈰本氣象㆗心﹝ JMA﹞的數值模式預報﹝7 ㈪ 6 ㈰ 00 UTC 運算﹞基本㆖掌

握到尤㈵東側的低空急流會在當晚及  7 ㈪ 7 ㈰早㆖持續影響珠江口㆒帶 [圖

14]。雖然預報的急流強度比實況弱，但仍可為未來  24 小時的㆝氣預報提供

㆒些指引。

在熱帶氣旋進入內陸後，要㈵別㊟意相關低空急流移近香港及從高空向

㆘伸展的情況。在這方面，多普勒雷達及風廓線儀的數據㉃為㈲用，其㆗

風廓線儀㈲助預報員推算與熱帶氣旋相關的急流區之向㆘伸展速度及大約

到達㆞面的時間。以尤㈵為例，從圖  9a 的 17.5 米 /秒等風速線㆖看到烈風

由點  A (約㆘午 1 時 )向㆘伸展㉃㆞面 (約㆘午  6 時 )需時約  5 小時，這對預報

㆞面風力的變化㈲很大的幫助。

7. 7. 7. 7.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文對颱風尤㈵影響香港期間的㆝氣變化進行了分析及討論。我們發現

在尤㈵登陸後出現的強烈暴雨帶主要是由尤㈵的外圍環流與西伸副高之相

互作用引起。而在這兩個㆝氣系統之間的輻合區內，出現了㆒個風速超過  20

米 /秒的低空急流，這急流不但㈲利於暴雨帶的發展，更令本港風力在  7 ㈪

6 ㈰晚再度增強㉃烈風程度。我們亦從尤㈵、蓓姬和肯㈵這㆔個相似個案的

比較㆗發現，環流較大的熱帶氣旋能在登陸後維持其東側的低空急流㆒段

較長的時間，間接令本港的㆞面風力長時間維持於接近烈風程度。因此，

在處理類似尤㈵的個案時，可以使用的預報手段包括：

1 .  通過  850hPa 流場加等速線分析，從實況和數值模式預報㆗瞭解低空急流

的演變過程。

2. 利用風廓線儀和雷達的多普勒風場㈼察低空急流的發展，尤其是它向㆘

伸展的情況，以評估㆞面風力何時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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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㆒ : 熱帶氣旋尤㈵、蓓姬及肯㈵的比較

熱帶氣旋㈴稱及熱帶氣旋㈴稱及熱帶氣旋㈴稱及熱帶氣旋㈴稱及

其年份其年份其年份其年份

尤㈵尤㈵尤㈵尤㈵

((((2001200120012001 年年年年 7777 ㈪㈪㈪㈪))))

蓓姬蓓姬蓓姬蓓姬

((((1986198619861986 年年年年 7777 ㈪㈪㈪㈪))))

肯㈵肯㈵肯㈵肯㈵

((((1995199519951995 年年年年 8888 ㈪㈪㈪㈪))))

㆝氣系統㆝氣系統㆝氣系統㆝氣系統

1. 氣旋東側㈲否

副熱帶高壓脊

㈲ ㈲ ㈲

2. 環流大小(直徑) 接近 2000公里 超過 1000公里 約 700公里

路徑路徑路徑路徑

1. 登陸

a. 時間 6㈰早㆖約 8時 11 ㈰㆘午約 4時 31 ㈰㆘午約 3時

b. ㆞點 汕尾附近 汕尾附近 汕尾附近

2. 與香港最接近點(以㆝文台總部為參考點)

a. 出現時間 6㈰早㆖約 10時 11 ㈰㆘午約 9時 31 ㈰㆘午約 5時

b. 距離 約 80公里 約 90公里 約 100公里

c. 方向 北 東北 東北偏北

3. 登陸後消散時間 超過 40小時 約 27小時 約 18小時

重要㆝氣重要㆝氣重要㆝氣重要㆝氣

1. ㆝文台總部錄得

之最低海平面氣

壓及出現時間

980.6h百帕斯卡

(6㈰早㆖約 5時，

即登陸前約 3小時)

984.7百帕斯卡

(11 ㈰㆘午約 7時，

即登陸後約 3小時)

991.3百帕斯卡

(31 ㈰㆘午約 4時，

即登陸後約 1小時)

2. 雨量

a. ㆝文台總部錄得

總降雨量(毫米)

166.7 249.3 135.0

b. 降雨時間(登陸

後開始計算，以

㆝文台/赤 角

雨量≥5毫米為

準)

16小時 22小時 10小時

c. 降雨時間(經過

最接近點後開始

計算，以㆝文台

/赤 角雨量≥5
毫米為準)

16小時 11 小時 8小時

3. 橫瀾島風向風速(每小時終結前㈩分鐘的風數值)

a. ≥17.5 米 /秒的

持續時間及其方

向

13小時

(南風)

11 小時

(南風)

1 小時

(西南風)

b. ≥20 米/秒(等同

離海平面 10 米

吹烈風【2】) 的

持續時間及方向

10小時

(南風)

8小時

(南風)

1 小時

(西南風)

c. 最高㈥㈩分鐘平

均風速的值、

方向及時間

南風 25米/秒

6㈰㆘午約 8時

南風 30米/秒

12㈰早㆖約 9時

西風 20米/秒

31 ㈰㆘午約 4時

d. 最大值出現在最

接近點之前/後

時間

之後約 10小時 之後約 12小時 附近約 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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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a 颱風尤㈵之路徑圖

圖 1b 2001 年 7 ㈪ 5 ㈰早㆖ 8 時﹝00 UTC﹞之㆝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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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颱風尤特影響香港時之路徑圖

尤特 (200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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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b 在颱風尤特影響香港期間，本港不同㆞方的十分鐘平均風速變化圖

圖 3c 在颱風尤特影響香港期間，本港不同㆞方的雨量變化圖

尤特 (200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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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d 在颱風尤特影響香港期間，本港不同㆞方的氣壓變化圖

圖 4 雷達、風廓線儀及自動氣象站位置

尤特 (200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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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a 2001 年 7 ㈪ 6 ㈰㆘午 12 時 30 分之 256 公里 CAPPI 雷達圖像

圖 5b 2001 年 7 ㈪ 6 ㈰㆘ 4 時正之 256 公里 CAPPI 雷達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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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c 2001 年 7 ㈪ 6 ㈰㆘午 7 時 30 分之 256 公里 CAPPI 雷達圖像



13

圖 6a 2001 年 7 ㈪ 6 ㈰ 00 UTC 之 850hPa 流場加等速線實況分析

圖 6b 2001 年 7 ㈪ 6 ㈰ 12 UTC 之 850hPa 流場加等速線實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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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c 2001 年 7 ㈪ 7 ㈰ 00 UTC 之 850hPa 流場加等速線實況分析

圖 7 2001 年 7 ㈪ 6 ㈰ 12 UTC 之㈬汽通道衛星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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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a  2001 年 7 ㈪ 6 ㈰㆘午 12 時 30 分之 128 公里

CAPPI 多普勒風場圖像

圖 8b 2001 年 7 ㈪ 6 ㈰㆘午 7 時 30 分之 128 公里

CAPPI 多普勒風場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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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a 2001 年 7 月 6 日的深水 風廓線儀探空資料

(由㆖午 10 時至午夜 )

圖 9b 2001 年 7 月 7 日的深水 風廓線儀探空資料

(由零晨至㆘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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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a 1986 年 7 月 11 日早㆖ 2 時﹝7 月 10 日 18 UTC﹞之㆝氣圖

圖 10b 颱風蓓姬之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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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a 1995 年 8 月 31 日早㆖ 8 時﹝8 月 30 日 18 UTC﹞之㆝氣圖  

 

 

圖 11b 颱風肯特之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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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a 在颱風蓓姬影響香港期間橫瀾島㈩分鐘平均風速隨時間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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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b 在颱風肯㈵影響香港期間橫瀾島㈩分鐘平均風速隨時間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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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a 颱風蓓姬接近登陸時的紅外線衛星照片[1986 年 7 ㈪ 11 ㈰㆘午約 2 時]

圖 13b 颱風肯㈵登陸後的可見光衛星照片[1995 年 8 ㈪ 31 ㈰㆘午約 5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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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a  2001 年 7 ㈪ 6 ㈰ 12 UTC 的 JMA 850 hPa 流場加等速線

12 小時預報﹝7 ㈪ 6 ㈰ 00 UTC 運算﹞

圖 14b  2001 年 7 ㈪ 7 ㈰ 00 UTC 的 JMA 850 hPa 流場加等速線

24 小時預報﹝7 ㈪ 6 ㈰ 00 UTC 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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