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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 追風計畫 No.1-探討颱風經過台灣的路徑變化 

一、摘要 

本研究旨在分析歷史資料以及透過模型製作進行實驗，探討颱風經過台灣的路徑變化。首先

透過歷史資料分析颱風的路徑，接著利用颱風模型模擬颱風路徑進行實驗，探討颱風經過台灣後

的路徑變化，並了解颱風預測的原理，接著進行過山模擬實驗並透過 Tracker 分析颱風過山路

徑，最後模擬各種類型的颱風並找出規律。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台灣是位於太平洋上的海島型國家，每年夏秋兩季是颱風侵襲台灣的旺季，根據颱風滯台時

間長短以及其路徑軌跡不同，我國遭受颱風侵擾後所受到的危害及經濟損失亦有所差異。研究颱

風路徑是全球氣象監測單位的重點項目，若能及早掌握颱風動向將有望提前處遇因應。而台灣因

為有許多不同種類的山地地形，加上四面環海提供颱風動能的水氣豐沛，促使颱風路徑受影響的

因素眾多。近年來在氣候變遷的干擾下，天氣更是變幻莫測，因此我們想進行此研究，探討颱風

的過山情形，以及颱風經過台灣的路徑變化，期盼能對氣象預報有所貢獻。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3.1 分析歷史颱風路徑並了解颱風形成與運行之原理。 

3.2 製作颱風模型並模擬颱風路徑。 

3.3 利用颱風模型模擬颱風的不同過山情形，並使用 Tracker 分析。 

3.4 利用颱風模型模擬颱風不同的經過台灣路徑，並使用 Tracker 分析。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4.1 歷史颱風資料分析 

我們在觀察歷史颱風資料後，發現颱風的最低氣壓越低，或最大風速越大者，颱風的威力越

強。另外，在近十年的颱風歷史資料中，我們並未發現有明顯分裂過山情形的颱風，說明台灣不

易發生分裂過山，最近的一筆資料要追溯到 2005 年的泰利颱風。 

4.2 模型製作與演進 

我們首先透過雷切透明壓克力，並使用矽利康黏著，使用煙量較大的硝糖煙霧與抽風扇當作

煙霧與將風抽出模型的設備，但我們發現硝糖煙霧因為有大量的熱能，容易使矽利康脫膠，且煙

霧容易在模型中形成閉循環，未進入到颱風系統中，因此我們加裝三對引流板(如下圖)，以及進

行煙霧的實驗，最後發現水霧的綜合效果最好，因此我們採用水霧進行接下來的實驗，且將抽風

設備轉換成較強的吸塵器。 

 

 



2 
 

 

 

 

 

 

 

 

 

4.3 路徑模擬 

  1.在抽風扇處各配置兩台水霧機 

  2.開啟抽風扇，利用吸塵器在孔洞上抽風 

  3.將初始孔洞上的吸塵器改為抽風扇，並將吸塵器移動至欲移動的終點位置，颱風就會 

  因壓力差往終點洞口移動 

4.4 過山實驗模擬 

本實驗透過前面製作的模型模擬颱風過山的路徑，分為山高對過山的影響與過山角度對過山

的影響。首先利用 L 形資料夾裁減製作成坡度為 60 度的山地模型，將颱風模型準備好後，可以

改變模型的山高，模擬真實颱風遇不同高度的山的路徑變化。模型山高轉換成真實山高的公式如

以下所示(30cm 為模型內颱風高度，18km 為實際颱風平均高度): 

 
 

另外，也可以透過模擬不同孔洞(模型設計圖中的橘色孔洞)往中間主孔洞(模型設計圖中的 

藍色空心孔洞)的颱風路徑，模擬不同角度(70 度至 120 度)對颱風過山的影響，本實驗使用換算實

際山高為 3000m 且坡度為 60 度的山地模型，較貼近台灣的平均山高與平均坡度。本實驗之角度

是指颱風路徑與山脈的夾角(β角度)，希望未來可以借用各級大學的大尺度颱風模擬實驗室，模擬

颱風氣流場與山脈的夾角(α角度)對颱風過山的影響。 

 

硝糖煙霧

煙霧實驗

改用水霧

霧化水分子

原始模型

存在閉循環

加裝引流板

引流板+吸塵器

圖 1.模型設計圖 

圖 2.模型演進 

模型山高:30cm=實際山高:18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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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颱風各種經過台灣的路徑 

本實驗透過將 3D 列印的台灣模型放入前面製作的颱風模型中，模擬各種颱風經過台灣的路

徑變化。依據中央氣象局的颱風資料，颱風總共分為十類，其中包含一個特殊類。本實驗主要模

擬另外九類的颱風路徑，具體分類如以下所示: 

  1. 第 1 類：通過臺灣北部海面向西或西北進行者。 

  2. 第 2 類：通過臺灣北部向西或西北進行者。 

  3. 第 3 類：通過臺灣中部向西或西北進行者。 

  4. 第 4 類：通過臺灣南部向西或西北進行者。 

  5. 第 5 類：通過臺灣南部海面向西或西北進行者。 

  6. 第 6 類：沿臺灣東岸或東部海面北上者。 

  7. 第 7 類：沿臺灣西岸或臺灣海峽北上者。 

  8. 第 8 類：通過臺灣南部海面向東或東北進行者。 

  9. 第 9 類：通過臺灣南部向東或東北進行者。 

  10. 其他類：無法歸於以上的特殊路徑。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5.1 模型製作結果 

  以下是我們製作的模型: 

本改良後的模型可以成功模擬颱風，且煙散失

量少、不易漏風，因此我們將此模型作為之後

實驗之模型。 

 

 

 

 

 

 

 

 

 

5.2 過山實驗模擬 

  一、山高對過山的影響 

    (一)實驗結果 

 

圖 3.颱風十大路徑 

圖 4.自製模型(不含上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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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實驗分析 

      1.我們在實驗中發現:颱風 90°過山時，遇到小於 2400m 的山時自由過山；遇到 

2400m~4800m 的山時混合過山；遇到超過 4800m 的山時分裂過山。 

      2.實際上颱風過山情形會與實驗結果有差異是因為混合過山分裂的不明顯，且台灣的山脈地 

形崎嶇，容易使副低壓減弱或消失，因此在台灣的山高下不易發生分裂過山現象。 

 

 

 

 

 

   

 

 

 

 

二、過山角度對過山的影響 

    (一)實驗結果 

 

     

 

 

 

 

 

 

 2cm 4cm 6cm 8cm 10cm 

實際山高 1200m 2400m 3600m 4800m 6000m 

過山方式 完全自由過山 幾乎自由過山，

部分繞過山 

部分自由過山，

部分分裂過山 

幾乎分裂過山 完全分裂過山

甚至消散 

大致圖形 

(Tracker 分析

結果) 

          

 70∘ 80∘ 90∘ 100∘ 110∘ 120∘ 

過山方式 自由過山 自由過山 自由過山 幾乎自由過

山，部分繞

過山 

部分自由過

山，部分分裂

過山 

分裂過山 

大致圖形 

(Tracker

分析結

果) 

            

表 2.過山角度對過山的影響 

圖 5.放入低山地模型(不含上板) 圖 6.放入高山地模型(不含上板) 

表 1.山高對過山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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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分析 

1. 3000m 過山時β角度(颱風與山脈夾角)為 70 度~110 度時，颱風自由過山；角度為 110 度

時，颱風混合過山；角度大於 110 度時，颱風分裂過山。 

5.3 侵台路徑模擬實驗 

一、實驗結果 

類型 第一類(3-1 至 4-1) 第二類(3-2 至 4-2) 第三類(3-4 至 4-3) 第四類(3-5 至 4-4) 

X,Y 起點,拐點

及終點 

起點(4.0,7.8) 

終點(-4.0,7.8) 

起點(4.5,2.0) 

拐點(1.1,3.5) 

終點(-4.5,3.9) 

起點(5.0,-0.1) 

消失(0.5,0.7) 

起點(4.5,-2.9) 

消失(0.4,-2.2) 

X,Y 函數 -0.03x
2
+8.2 綠:-0.009x

2
-0.1x+3.6 

藍:-0.004x
2
-0.4x+3.9 

-0.006 x
2
-0.12 x+0.7 0.011 x

2
-0.23 x-2 

大致圖形 

(Tracker 分析

結果，由

Geogebra 繪

出) 

    

極座標起點拐

點及終點 

起點[8.8,62.9°] 

終點[8.8,117.2°] 

起點[4.9,24.0°] 

拐點[3.7,72.6°] 

終點[-6.0,139.1°]  

起點[5.1,-1.2°] 

消失[0.9,54.5°] 

起點[5.4,-32.8°] 

消失[2.2,-79.7°] 

旋轉角度正值 54.3° 48.6°/66.5° 55.7° 46.9° 

觀察及分析 平穩通過台灣，無拐

點及過山現象 

颱風過山時拐彎，故

極座標旋轉範圍大 

颱風在撞擊中央山脈

時消失 

颱風在撞擊中央山脈時

消失 

類型 第五類(3-6 至 4-5) 第六類(3-6 至 3-1) 第七類(4-5 至 4-2) 第八類(4-6 至 3-6) 

X,Y 起點,拐點

及終點 

起點(4.0,-7.9) 

終點(-4.0,-8.0) 

起點(4.0,-7.1) 

終點(4.7,7.1) 

起點(-4.0,-7.6) 

終點(-5.3,3.9) 

起點(-5.0,-7.6) 

終點(4.0,-6.7) 

X,Y 函數 0.014 x
2
+0.02 x-8.2 0.013y

2
+0.05y+3.7 1.89x

2
+8.4x-4.4 -0.036 x

2
+0.06x-0.64 

大致圖形 

(Tracker 分析

結果，由

Geogebra 繪

出) 

    

表 3. 侵台路徑模擬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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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生活應用 

本研究透過氣象學相關實驗與分析，判斷颱風侵台的路徑可以提前得知可能受災害的區域以

及過山後的強度，可以讓住在該地區山區的民眾盡早撤離下山，減少土石流所帶來的危害。颱風

預報也可以提醒民眾要做好防颱準備，避免靠近水域。俗話說的好:「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若人類可以對颱風進行研究，增加對颱風的了解，才能將颱風所帶來的的災害降到最低。 

極座標起點拐

點及終點 

起點[8.9,-63.1°] 

終點[8.9,-116.6°] 

起點[8.1,-60.6°] 

終點[8.5,56.5°]  

起點[8.6,-117.8°] 

終點[6.6,143.7°] 

起點[9.0,-123.3°] 

終點[7.8,-59.2°] 

旋轉角度 53.5° 117.1° 98.5° 64.1° 

觀察及分析 平穩通過台灣，無過

山現象 

離台灣近，但無明顯

偏折 

逐漸遠離台灣，路徑

趨近直線但稍有弧度 

雖然經過台灣南部，但

山高較低無明顯偏折 

類型 第九類(4-6 至 4-1) 二、實驗分析 

1.第一類颱風模擬實驗中:颱風平穩通過台灣且未發生任何過山現象。 

2.第二類颱風模擬實驗:在(1.1,3.5)處發生自由過山，颱風路徑發生明顯偏折，

且極座標旋轉角度大，表移動路徑長。 

3.第三類颱風模擬實驗:颱風在(0.5,0.7)處撞擊中央山脈消失，推測可能是因

為強度過小。若強度夠大，則可能發生分裂過山現象。 

4.第四類颱風模擬實驗:颱風在(0.4,-2.2) 處撞擊中央山脈消失。 

5.第五類颱風模擬實驗:颱風平穩通過台灣且未發生過山現象。 

6.第六類颱風模擬實驗:我們發現使用 y 對 x 的二次函數較能貼近颱風路 

徑。 

7.第七類颱風模擬實驗:颱風逐漸遠離台灣，未發生明顯過山現象。 

8.第八類颱風模擬實驗:颱風雖然由南部穿越台灣，但由於台灣南端地勢較 

低，因此未偵測到明顯過山現象。 

9.第九類颱風模擬實驗:發現一次函數更能貼近路徑，因此用直線方程 

式表示。 

X,Y 起點,拐點

及終點 

起點(-5.0,-7.6) 

終點(-4.0,7.6) 

X,Y 函數 15.1x+67.7 

大致圖形 

 

極座標起點

拐點及終點 

起點[9.1,-123.3°] 

終點[8.6,117.8°] 

旋轉角度 118.9° 

觀察及分析 路徑趨近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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