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 24 節氣與氣候 --- 1981〜2010 共 30 年資料統計 

柳再明  林熺閔 

中央氣象局第三組 

 

一、前  言 

    一般 24 節氣中有關天氣的描述，主要對

象是大陸的黃河流域地區，其並不適用於臺

灣。本文統計 1981〜2010 近 30 年，中央氣象

局局屬測站的氣象觀測資料，針對 24 節氣中

的每一節氣做歸納，我們嘗詴用氣象資料，清

楚顯示臺灣各地，在過去 30 年每一節氣的氣

候型態，希望爾後借由本文，可以不再受節氣

名稱所困擾。也因本文對臺灣各分區、各節氣

提供氣候值，因此足以讓各行業，利用此基本

氣候參考值，來做其決策的依據。 

    參照本局出版的「1897〜2008 臺灣氣候變

化統計報告」，依地理氣候分區，我們將臺灣

本島分成四區，各區括弧內為選用的局屬測

站，依序如下，其為北部(基隆、臺北、淡水、

宜蘭)、西部(新竹、臺中、梧棲、嘉義)、東部

(蘇澳、花蓮、成功、臺東)、南部(臺南、高雄、

恆春、大武)等四部份。我們處理 30 年的每日

氣象觀測資料，取每半個月的資料做平均，來

代表那時段所包括之節氣的氣候特徵，舉例來

說，我們取 1 月 1 日〜15 日的平均值來代表小

寒的氣候特徵，取 1 月 16 日〜31 日的平均值

來代表大寒的氣候特徵，依此類推等。平均降

水量與平均降水日數兩者，都是半個月累積的

之平均，因此平均降水日數不會大於半個月

(16 日)。 

選取的氣象觀測資料說明如下：依序有平

均測站氣壓(hPa)、平均海平面氣壓(hPa)、平均

氣溫(℃)、平均最高氣溫(℃)、平均最低氣溫

(℃)、平均露點溫度(℃)、平均相對濕度(％)、

平均風風速(m/s)、平均降水量(mm)、平均降水

日數(天)、平均日照時數(hr)、平均雲量(10 分

量)、A 型平均蒸發量(mm)、平均地中溫度

100cm(℃)、平均地中溫度 500cm(℃)等。這些

資料的種類，足夠來探討本文節氣與氣候之主

題，也應可以滿足一般性的需求。 

文中依季節將 24 節氣分成春天的節氣(立

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 、夏天

的節氣(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

暑) 、秋天的節氣(立秋、處暑、白露、秋分、

寒露、霜降) 、冬天的節氣(立冬、小雪、大雪、

冬至、小寒、大寒)等 4 部分來探討。如此的

分類本於節氣季節的意義，和尋常資料分析的

四季分類不同，約有 1 個月的差距，舉例來

說，夏天的節氣(立夏、小滿、芒種、夏至、

小暑、大暑)由立夏開始，事實上涵蓋的是 5

〜7 月，一般氣象論文的夏季是 6〜8 月，因此

總而言之，如此分類正是本文的要旨「節氣與

氣候」所必需遵循的。 

 

二、節氣與氣候概述 

    侑於篇幅本僅刊登討論 30 年的平均資

料，為了詳盡比較，以及歸納出各節氣的氣候

特徵，以下依序對不同的氣象觀測因子，做全

臺灣範圍的詳細氣候統計分析(見圖 1)。 

    測站氣壓方面，全臺因包括高山測站(玉

山、阿里山、鞍部、竹子湖、日月潭)，數值

都低於 1000hpa，其海平面氣壓也因高山測站

換算單位的差異，不具參考性。海平面氣壓方

面(見圖 1a)，大致自年初由北部往南部氣壓一

路降低(臺灣受大陸性高壓影響)，直至芒種(6

月上、中旬)處暑(8 月中、下旬)之間開始反向，

由北往南氣壓一路上升(臺灣受副熱帶高壓影

響)。因此臺灣受大陸性高壓影響的月份(1〜

5、9〜12 月)，遠較臺灣受副熱帶高壓影響的

月份(6〜8 月)多 2 倍。東部之海平面氣壓的數

值，僅次於北部，平地之海平面氣壓的數值，

約在東部之後。 

    平均氣溫方面(見圖 1b)，除小暑至處暑

(7、8 月)相反外(全臺灣南北溫差小)，平均氣

溫都是由北往南升溫，東部與平地兩者，其平

均氣溫約僅次於北部，南部的平均氣溫全年都

在 19.3℃以上，冬季時全臺灣南北溫差最大可



    

達 4℃，冬季時西部的溫度極接近北部，顯示

冬季時西部的長波幅射降溫強烈。平均最高氣

溫方面(見圖 1c)，西部全年都大於 20.2℃，南

部更是全年都大於 23.6℃，北部由小暑至立秋

(7〜8 月中旬)，其平均最高氣溫全臺灣最高都

大於 33℃，平均最高氣溫的南北變化，結論和

平均氣溫一致，東部與平地兩者，其平均最高

氣溫時而介於北部與西部之間，時而介於西部

與南部之間。平均最低氣溫方面(見圖 1d)，除

了春分〜夏至(3 月下旬〜6 月下旬)外，西部因

夜間長波幅射，其平均最低氣溫是臺灣最低，

南部的平均最低氣溫是全臺最高(大暑至處暑

部分除外)，全年都在 16.2℃以上，全臺灣之

平均最低氣溫都在 12.8℃以上，夏季全臺灣之

平均最低氣溫，幾乎沒有南北差距約接近 26

℃。全臺部分不論是平均氣溫與平均最高氣

溫、平均最低氣溫方面，因包括高山測站都比

其他部分低。 

因此由平均氣溫與平均最高氣溫、平均最

低氣溫三者 30 年資料顯示，臺灣地區冬天的

氣候不明顯，所以 24 節氣中秋分之後的寒露、

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等節氣名，在臺灣實無字面上的意義，對於這

些節氣，我們該有因應的經驗對策，本文提供

的氣候平均值，即為最佳的因應參考值。總結

來說，本文上述的表 1 及圖 1 之 30 年氣象資

料，統計平均值與曲線趨勢變化，清楚顯示臺

灣地區於每一節氣的氣候資訊，各行業可利用

此資料做為其決策判斷的參考基準。 

    平均露點溫度方面(見圖 1e)，結論和平均

最低氣溫(圖 1d)幾乎一致，唯整體數值上，平

均露點溫度較平均最低氣溫約低 1〜2℃。 

    平均相對濕度方面(見圖 1f)，基本上全島

全年都在 70％以上，其整年趨勢上，很明顯可

以分成兩部分，芒種至秋分(6〜9 月)這一夏季

時段，受南方熱帶系統影響，南部以及東部的

平均相對濕度值比北部高較潮濕，其餘春秋冬

季時段臺灣受大陸性高壓所控制，北部的平均

相對濕度值則比南部以及東部為高。整體上，

南部地區是較為乾燥，其平均相對濕度明顯低

於全臺灣其他地區。 

    平均風風速方面(見圖 1g)，圖中清楚指出

西部與南部風速較強，冬季比夏季強，這結果

說明西部梧棲站的東北季風之海峽效應，與南

部恆春站的冬季落山風兩者都十分顯著。全臺

部分之平均風風速，較其他部分都為大，我們

認為是高山與離島測站的貢獻。 

    平均降水量方面(見圖 1h)，南部的平均降

水量全年之分佈呈現極端的情況，芒種至處暑

(6 月〜8 月)之間的平均降水量，是全臺灣最

大，其中有兩個極端值，一是 6 月梅雨期降水

(全臺灣各地區都明顯)，另一是 7〜8 月受南方

熱帶對流系統 影響的降水，其餘季節呈現枯水

期，枯水時段由寒露至來年的立夏(10 月上旬

〜5 月上旬)長達 7 個半月的期間，半個月的累

積之平均降水量不及 50mm，民生缺水情況極

其嚴重，可以說南部地區以夏季約 4 個半月的

降水，來提供全年的民生用水，用水的需求極

其孔急。西部地區自寒露至大雪(約是 10 月上

旬〜12 月上旬)的枯水期降雨量，甚至比南部

地區少，數值都在 20mm 以下，全年來說，約

自小滿(5 月中下旬)以下，西部地區的平均降

水量都比南部地區少，也就是說，1〜5 月，西

部地區的平均降水量比南部地區多，6 月以降

恰相反，嚴格來說，西部地區在夏季之後，降

水是全臺灣最少的。北部地區全年的平均降水

量，就全臺灣來說是最平均的，無明顯的枯水

期。東部與北部地區兩者比較來說，是以夏至

作為數值的分界，約是上半年北部地區降水較

多，下半年東部地區降水較多。全臺與平地兩

部分，就全年趨勢與數值上來說，兩者極其相

近。整體上來說，平均降水量的全年分佈有 3

個極大值，第 1 個極大值位在芒種(應是梅雨

季的降水) (僅東部地區非極值)，第 2 個極大值

在立秋(應是颱風的降水)，第 3 個應叫作極大

值群(落在秋分、霜降、小雪等每相隔 1 個月)，

東部、北部、全臺與平地 4 者都一致顯示此現

象，我們認為這是北方系統鋒面南下所造成，

因此平均降水量也顯示，秋冬季鋒面系統，較

不影響西部與南部地區。 

平均降水日數方面(見圖 1i)，冬季雨量偏

少的南部與西部，平均降水日數也較少，小滿



    

之前西部地區之平均降水日數較南部地區

多，小滿之後恰相反南部地區較多。北部與東

部地區除夏季外，平均降水日數是全臺灣較多

的地區。整體上來說，夏季時臺灣南部平均降

水日數比北部多，其他季節恰相反，北部平均

降水日數比南部多。 

    平均日照時數方面(見圖 1j)，整體上，南

部比北部日照較充足(除夏季的東部外)，南部

地區的平均日照時數，全年幾乎都大於 5 小

時，東部地區的夏季平均日照時數超過 7 小

時，北部與東部地區，自小雪至來年的清明(11

月中下旬〜來年之 4 月上旬)，約有 5 個月的

時間，平均日照時數都在 3 小時以下，平均日

照時數，在小滿〜芒種(5 月中下旬〜6 月上中

旬)之間有一相對極小值，其期間是臺灣梅雨

期，梅雨季節的滯留性降水系統，降低了平均

日照時數。平均雲量方面(見圖 1k)，其全年全

臺灣趨勢分佈，和平均日照時數的結論可相互

呼應，雲量多日照時數少，除夏季外，南部地

區平均日照時數多平均雲量就較少，北部地區

平均日照時數少平均雲量就較多，南北差距相

當明顯，夏季時全臺灣平均日照時數為全年最

高，因此其平均雲量也為全年較少的季節，然

而夏季時其平均日照時數與平均雲量兩者，南

北差距不明顯，平均日照時數南北差距在 1 小

時內，平均雲量南北差距在 1 分量之內。A 型

平均蒸發量方面(見圖 1l)，其和平均日照時數

兩者是正相關，平均日照時數較高 A 型平均蒸

發量就較多。 

平均地中溫度 100cm 方面(見圖 1m)，南部

地區比北部地區高，年初至小滿(5 月上中旬)

約高 4℃以上，夏季全臺灣平均地中溫度

100cm 南北差距小在 1℃左右，東部地區的夏

季平均地中溫度 100cm 高達 30℃，這現象和

平均日照時數結論(超過 7 小時)一致，也就是

說，平均地中溫度 100cm 完全受太陽幅射的影

響，平均日照時數多平均地中溫度 100cm 也就

高。平均地中溫度 500cm 方面(見圖 1n)，其特

性和前圖 100cm 的完全不同，呈現冬暖夏涼常

年較恒溫的現象，南部地區全年都在 1℃內變

化，對照前圖 100cm 的平均地中溫度，夏天以

外的季節， 

500cm 的平均地中溫度比 100cm 來的暖和，整

體上平均地中溫度 500cm，南部較北部暖和約

3〜4℃。 

三、總  結 

    由氣象的觀點來看節氣，是本文的要旨，

我們尋求節氣名稱在全臺灣各地的合理使用

標準，因此我們整理了 30 年的氣象資料進行

統計分析。由平均最低氣溫，全臺灣所有平地

都大於 14.4℃的事實，我們認為臺灣平地冬天

的季節不明顯，所以我們建議秋分之後的節氣

名稱(寒露、霜降等)，尤其是冬天的節氣，需

要搭配氣象資料，才能作適當的因應，本文所

提供各節氣的氣象數據，即為最佳且客觀的參

考標準。 

30 年統計資料也顯示南部地區有低平均

雲量、高平均日照時數、低平均相對濕度、高

平均蒸發量的特點，然而其平均降水量集中在

立夏〜秋分（5〜9 月），其餘將近 7 個月的時

間都處在枯水期，因此民主用水來源的取得，

必也是南部地區極其重要的課題。同樣的，北

部地區之夏季，尤其是小暑〜處暑（7〜8 月）

有高平均氣溫、高平均最高氣溫、低平均雲

量、低平均相對濕度、低平均降水量的特點，

因此夏季的北部地區，白天較不適宜進行戶外

等活動，必要時需注意防曬以及水份的補充。

相對比較下，除西部冬季（尤其是 1 月的小寒

與大寒）之低平均最低氣溫、日夜溫差大與低

平均降水量外，各項平均氣象因子都指出，東

部與西部地區氣候宜人，是適合旅遊居住的地

區。 

逐年的資料顯示，呈現上升趨勢的氣象因

子有，平均氣溫、平均最高氣溫、平均最低氣

溫、平均日照時數、A 型平均蒸發量、平均地

中溫度 100cm、平均地中溫度 500cm 等，呈現

下降趨勢的氣象因子有，平均相對濕度、平均

雲量等。下述列舉的現象，日後值得進一步深

入探討，一為平均雲量方面，北部地區（1987

〜1999、2007〜2010）以及南部地區（2002〜



    

2010），都有較低的平均雲量，另一為秋季之

平均地中溫度 100cm 方面，1998〜2010 轉變

成沒有南北差距，全臺灣約都在 29℃附近。 

四季的資料分別統計分析，能將各季的氣

候特徵明白顯示。平均降水量指出，春季北部

之東北季風、鋒面降水，夏季南部之梅雨期降

水，秋季北部東部之颱風降水，冬季北部東部

之颱風、東北季風降水等，是全臺灣各季節比

較明顯的降水形態以及降水地區，平均降水量

也指出，南部地區的冬季與春季的少雨，西部

地區的秋季與冬季的少雨，是全臺灣雨量較少

的地區及其相關季節。 

本文主要從氣象的觀點進行分析研判，因

此我們完成一份完整的 1981〜2010 近 30 年

24 節氣的相關氣象資料，是一份值得參閱的

工具書，日後將尋求與其他學門合作，進行跨

領域的資料分析研判(如農業學界)，如此必能

將臺灣 24 節氣的意義及應用，闡述應用的更

完善。 

 

圖1a 平均海平面氣壓(hpa)(1981~2010)30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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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b 平均氣溫(℃)(1981~2010)30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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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c 平均最高氣溫(℃)(1981~2010)30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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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d 平均最低氣溫(℃)(1981~2010)30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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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e 平均露點溫度(℃)(1981~2010)30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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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f 平均相對濕度(%)(1981~2010)30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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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g 平均風風速(m/s)(1981~2010)30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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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h 平均降水量(mm)(1981~2010)30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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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i 平均降水日數(天)(1981~2010)30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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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j 平均日照時數(hr)(1981~2010)30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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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k 平均雲量(10分量)(1981~2010)30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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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l 平均A型蒸發量(mm)(1981~2010)30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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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m 平均地中溫度100cm(℃)(1981~2010)30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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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n 平均地中溫度500cm(℃)(1981~2010)30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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