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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 1945-2010 年朔望日與上下弦日，台灣、菲律賓、香港及南海颱風觀測數

在不同經緯度區以及在台灣、菲律賓、香港和南海等區域之分布，以期了解該等區

域在此兩段時間颱風活動之差異性。 
研究結果初步認為台灣和香港位在西太平洋在月球赤緯變化帶內，朔望日颱風觀測

數比上下弦者為多，其差數比率約為 12-24%，尤其是中度以上颱風者更為顯著

(30-40%)；菲律賓和南海朔望日颱風觀測數比上下弦者為少，其差數比率約為-20 ~ 
-35%，尤其是中度以上颱風者更為顯著(-20~-50%)。台灣和香港(含漳州)於朔望日(
初一和十五)時，颱風有多且強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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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大氣太陰潮在海平面比起其他天氣現象之振幅甚小，地面氣壓之太陰半日潮

變化在赤道觀測到最大振幅約為 0.07hPa，而在赤道之太陽半日潮最大振幅

約為 1.4hPa，後者是前者的 20 倍。儘管如此，太陰潮振盪仍可比擬於低邊界

層大氣之振盪(Geller, 1970)。陰曆朔望月(the lunar synodical cycle month)與降

水有相關且可估計其影響的大小(Brier and Bradley，1964)，太陽大氣和太陰

潮引潮力(the solar and lunar tidal force)雖小，但可能是扮演引發降水之重要角

色(Brier，1965)。王(1971)研究顯示月球引發引潮力與颱風及反常氣候有關。 
Lethbridge(1970；1981)和 Markson(1971)研究顯示月相可調整雷雨頻率。同時

又認為月球可能引發磁氣層的擾動而影響到全球或廣大區域對流層的異常反

應。Carpenter(1972)統計研究顯示北大西洋和西太平洋颱風形成頻率在朔望

日附近比在上下弦日多 20%。Hanson(1987)研究發現月相(the phase of the lunar)
與美國降水空間分布有相關，春季最大降水在美國西北部滿月時首先發生，

隨後在中西部下弦月時發生，最後在東部新月時發生。Yaukey(2010)研究顯

示大西洋颱風快速增強開始於朔望日之頻率大於上下弦者。楊和楊(2010)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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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國旱災的統計特徵，月亮赤緯角最小值是主因；發生嚴重澇災為月亮赤

緯角最大值。蒲(2008)研究顯示朔日和望日颱風可能侵襲松山機場或颱風在

其附近之機會比上弦和下弦者為大，前者約為後者的 4 倍。蒲(2010)研究顯

示颱風之形成、發展和路徑與月球的赤緯位置所引發的最大引潮力有相關，

月球的赤緯和最大引潮力緯度位置越高，颱風形成的緯度也越高；相反地，

颱風形成的緯度則越低。最大引潮力可以作為改善預測颱風消長之指標。 
月球的赤緯最大變化在南北緯 28°35’間，而最小變化在南北緯 18°17’間，其

變動週期約為 18.6 年。而太陽的赤緯的變化為 22.5°-24.5°間，其變動週期約

40,000 年，目前太陽的赤緯則維持在南北緯 23°26’間(郭與林，1992)。月球的

赤緯緯度越高，最大引潮力緯度位置越高，相反地，最大引潮力緯度則越低。

本文資料採用美國國家氣候資料中心 IBTrACS 資料，以 1945-2010 年西太平

洋颱風歷史資料，分析陰曆朔望日與上下弦日颱風觀測數之比較分析。 
 
2. 資料來源 

本文資料採用 1945-2010 年美國國家氣候資料中心 IBTrACS 資料，有鑑於颱

風的生命期長短不一，以颱風個數來做統計，恐怕會失真，筆者改採用颱風

期間每日四次(0000, 0600, 1200, 1800UTC)之颱風觀測次數，加以統計分析。 
 

3. 研究方法 
本文分析 1945-2010 年朔望日與上下弦日在台灣、菲律賓、香港和南海等區

域颱風觀測數之分布，以期了解該等區域在此兩段時間颱風活動之差異性。 
為了解台灣(20°N-27°N；118°E-124°E)、菲律賓(13°N-20°N；118°E-124°E)、
香港(20°N-27°N；112°E-118°E)和南海(13°N-20°N；112°E-118°E)等區域之颱

風觀測數，分別受月球赤緯變化影響的情形，特別就朔望日(初一和十五日)
最大月球引潮力與上下弦日(初八和二十二日)最小引潮力時，來比較朔望日

與上下弦日颱風活動之情形。 
 
4. 研究成果 

4.1 陽曆颱風觀測數之月平均分布 
    1945-2010 年西太平洋整區(100°E-180°E)共有 1,649 個颱風形成，觀測

次數高達 35,216 次，平均每年有 25.0 個颱風，每一個颱風觀測數為 21.4
次，每一個颱風生命期約為 5.3 日。66 年總計陽曆平均每年每一個月份都

曾觀測到颱風發生或經過，其中以 1 月、2 月和 3 月之月平均觀測數較少

發生，各月份都少於 8 次，又以 2 月僅 2 次為最少；4 月至 12 月各月份

之月平均觀測數都高於 16 次，所以 4 月起是西太平洋颱風開始活躍起

來，至 12 月則大幅減少；7 月至 11 月間，是颱風活動的鼎盛期，各月之

月平均觀測數都高於 57 次，約有半個月以上的時間觀測到颱風，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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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945-2010 年陽曆西太平洋颱風觀測數之月平均分布，橫坐標為

陽曆月份，縱座標為颱風觀測數。 
 

4.2  西太平洋颱風觀測數之分布 
月球的赤緯最小變化在 18.3°N/S 間，而最大變化在 28.6°N/S 間，其變

動週期約為 18.6 年。為了解台灣、菲律賓、香港和南海等區域颱風觀

測數之分布。 
4.2.1 台灣、菲律賓、香港和南海颱風觀測數 

1945-2010 年台灣(20°N-27°N；118°E-124°E)、菲律賓(13°N-20°N；

118°E-124°E)、香港(20°N-27°N；112°E-118°E)和南海(13°N-20°N；

112°E-118°E)等地颱風觀測數之中，以南海颱風觀測數 1892 次，

佔西太平洋颱風觀測總數之 5.4%，為鄰近台灣颱風觀測數最多的

地區；菲律賓颱風觀測數 1809 次(5.1%)為次多；台灣颱風觀測數

1447 次(4.1%)為再次；香港 894 次(2.5%)為最少。其中，台灣、菲

律賓、香港和南海等地之中度和強烈颱風觀測數，分別為 796 次

(2.26%)、878 次(2.49%)、322 次(0.91%)和 746 次(2.12%)，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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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台灣、菲律賓、香港和南海等地全部和中強颱風觀測數 

 
4.2.2 台灣、菲律賓、香港和南海朔望日與上下弦日颱風觀測數之差

數比      1945-2010 年台灣、菲律賓、香港和南海等地分別有

291、376、229 和 346 個颱風形成或經過，觀測次數分別有 1447、
1809、894 和 1892 次，其中陰曆朔日和望日(朔望日 A2)觀測數

分別為 136 次、204 次、73 和 146 次。上弦日和下弦日(上下弦

B2)颱風觀測數分別為 109 次、134 次、52 和 151 次。朔望日與

上下弦颱風觀測數之差，其差數佔上下弦颱風觀測數之百分比

[(A2-B2)/B2)]分別為 23.9%、-23.9%、12.9%和-35.3%，如圖 3。 
中度和強烈颱風陰曆朔日和望日(朔望日 AA2)觀測數分別為 76
次、39 次、25 次和 54 次。上弦日和下弦日(上下弦 BB2)中強颱

風觀測數分別為 58 次、76 次、18 次和 67 次。朔望日與上下弦

颱風觀測數之差，其差數佔上下弦中強颱風觀測數之百分比

[(AA2-BB2)/BB2)]分別為 31.0%、-48.9%、38.9%和-19.4%，如

圖 3。 
以上分析顯示台灣和香港位在西太平洋在赤緯變化帶內，朔望

日颱風觀測數比上下弦者為多，其差數比率約為 12-24%，尤其

是中度以上颱風者更為顯著(30-40%)；菲律賓和南海約位在低

緯度帶，朔望日颱風觀測數比上下弦者為少，其差數比率約為

-20 ~ -35%，尤其是中度以上颱風者更為顯著(-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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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945-2010 年朔望日與上下弦台灣、菲律賓、香港和南海 
全部颱風颱風觀測數之差，其差數佔上下弦颱風觀測數之 
百分比[(A2-B2)/B2]。中度和強烈颱風颱風觀測數之差， 
其差數佔上下弦中強颱風觀測數之百分比 
[(AA2-BB2)/BB2]，橫坐標為緯度區，縱座標為兩者觀測 
數之差數比率。 

 
5. 結論 

本文分析 1945-2010 年台灣、菲律賓、香港和南海颱風活動與月球赤緯之相

關，獲得一些成果： 
  5.1. 台灣和香港位在西太平洋在赤緯變化帶內，朔望日颱風觀測數比上下弦 
       者為多，其差數比率約為 12-24%，尤其是中度以上颱風者更為顯著 
       (30-40%)。 
5.2 菲律賓和南海朔望日颱風觀測數比上下弦者為少，其差數比率約為-20 ~ 
-35%，尤其是中度以上颱風者更為顯著(-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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