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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國氣象協會（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每隔二年舉辦一次之中尺度氣象會

議，研討重點多以中小尺度劇烈天氣為主，研討內容涵蓋誘發中尺度現象之大氣原理，

本次研討會相當特別的是，開幕式後進行的第一場最重要的研討主題是「重力波、潛熱

釋放和熱帶循環」，由於這樣的主題多歸屬在大尺度的基礎研究，這一次研討會的安排

似乎凸顯了美國大氣科學界已將一部份研究重點置於誘發中小尺度現象的原因，而非針

對中小尺度大氣現象的本身，個人相信這個方向的調整，將有助於釐清許多產生劇烈天

氣現象的來源。 

個人奉核發表之「局部環流中人造焰劑對種雲的影響」，主要探討完成人造焰劑開

發後，大氣中透過人造焰劑改變局部大氣條件，對於局部環流產生降水的影響，由於此

次大會安排發表的場次為海報組的第一位，顯見美國科學界對此議題的重視程度，並成

功吸引多位重量級研究學者於現場觀看，相信未來此議題仍有極大發展空間。非常感謝

科技部經費補助與國防大學理工學院研究和教學設施的支持，使個人有機會將近期研究

成果和國際交流，此一難得經驗不但提升了個人和學校的知名度，亦結交多位相關領域

的外國專家學者，並據以為日後教學及研究精進的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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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目的 

2017年第17屆中尺度氣象研討會於美國聖地牙哥皇冠廣場飯店（Crowne Plaza Hotel）

國際會議廳舉行，本次會議自 7 月 24 日起至 7 月 27 日止，共為期四天，會中依天氣現

象發生的物理機制和天氣現象本身的尺度，區分為「熱帶對流」、「微物理和氣溶膠在

中尺度過程的效應」、「熱帶颶風、「大氣河」、「中尺度可預報度」」等 13 個主題，

每日 08 時至 18 時輪流實施報告，其中穿插二場重要的海報展覽和討論，藉由較為輕鬆

且長時間的交談，使與會學者能夠與發表作者能夠有進一步的交流，由於該會議希望藉

由邀集全球此一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研討最新的研究成果，因此大會這次在各場次休息

及中餐時間，都是藉由自行入座或輕鬆的方式來使學者們彼此交談，第一天更安排破冰

的晚餐餐敘，期望學者們能夠相互認識，多多交流。 

貳、會議過程 

會議自 7 月 23 日開始開放報到，7 月 24 日 0830 時正式開始，一如此會慣例，在大

會舉辦單位考量所有學者均屬公務繁忙且來自

世界各地的情形下，捨棄繁瑣的開幕式，僅由

司儀和湯瑪斯（Thomas）教授簡單介紹會議目

的後，就由第一場的報告人，亞歷山大（Thomas）

教授針對「重力波、潛熱釋放和熱帶循環」的

區域變化進行報告，報告中提及強對流運動、

會產生重力波效應，而對流運動中水氣凝結所

造成的潛熱釋放，則是會強化重力波的振幅、

相位和波速，而對流層之上的風也會對重力波

產生影響，使波動傳送的方向發生改變，平流

層的風向風速則是和 MJO 這類的季內震盪之對

流形態存在一定程度的關聯，由於區域性熱帶

天氣或熱帶循環中，很多的天氣現象源自區域

重力波的變化；在他的報告中不但提出觀測資料說明重力波存在的證據，更另以模式來

亞歷山大教授講演情形 

緯向風、重力波與 M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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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重力波的分佈；他認為在熱帶地區，雲相的變化，有時就是重力波影響的結果，更

可將其當作一個訊號，來診斷分析受影響區域中，雲相未來是否形成深對流而產生降水

的重要考量。 

當日另一位學者包威爾(Powell)教授則是以「MJO 多重尺度的發生」為題發表演說，

他對於此類季內震盪的過程，首先以 2007

年班尼迪克和雷多(Benedict and Randall)等

多位學者的想法提出假說；「雲的發展程

度應被視為是 MJO 環境條件發展的先決

條件」，在演說過程中，他更以不同海溫

和不同大氣條件下雲相發展的情形來說明

和 MJO 這個赤道附近短周期性的大氣循

環現象的關係，最後他認為，MJO 的發生通常和兩個過程有關係，首先是大尺度運動有

利於淺積雲的垂直發展，其次為雲中水氣的聚集，最終使雲可以繼續發展成為中尺度系

統。這種雲中水氣聚集進而發展的臨界條件為 500 mb 相對溼度 60%至 70%。此時大氣

環境只要有 1K 的差異，即能夠產生「雲是否大量發展」的戲劇性的差異。另外，維爾

門(Virman)教授則是針對熱帶海洋上溫度的垂直結構提出觀測上的分析，他認為；「當

低到中對流層大氣偏乾時，在降水過後，海洋邊界層上方會出現較暖的氣溫變異」，可

以假設這個溫暖的氣溫變異是由沉降逆溫所造成，而且這個溫暖的變異氣溫僅超過 0,5 K

就足以使隨後的對流無法發展，進而影響天氣型態。 

當天下午 17 時過後，開始進行破冰晚

宴和海報報告，個人奉核發表之「局部環

流中人造焰劑對種雲的影響」，因為排序

第一且主題較為新潁，獲得許多學者關

注，這個研究雖然看似在討論人造焰劑在

局部環流中，聚集水氣的表現，但實質上

應用面非常廣泛，也和當日許多學者在會

場上談到的 MJO 或隔天會談到的大氣河有重要的鍊結，由於個人目前執行的計畫偏向

包威爾教授講述 MJO 多重尺度的發生 

個人奉核定發表之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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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觀測水氣和雲相變化，這個研究成國恰恰是現有研究的重要技術之一，相信掌握了

如何透過被動輻射儀器來觀測水氣中相位的轉換，特別是凝結核在南海這樣純淨的洋面

上空扮演水氣聚集的方式，再搭配衛星觀測資料，對於西南氣流中水氣含量，或者 MJO

肇始最重要的雲相變化，一定會有重要的貢獻。 

第二天，個人較有興趣的主題是大氣河(Atmodpheric River)，主要原因為個人目前正

在進行的研究中，對於西南氣流中水氣含量的觀測和計算是重點研究項目之一，也是西

南季風後肇始後，其水氣如何從廣大的洋面中轉換大氣的重要議題，雷爾夫(Ralph)教授

以大氣河出現的概念為題，針對過去（2012 年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3 日）在太平洋東岸

因為大氣河出現，使美國加州出現大規模降水，並造成多處淹水等災難性原因進行探

討，他認為當時的溫帶氣旋在冷鋒前緣，近洋面處存在低層噴流，冷空氣藉此滑升至暖

鋒上方，形成大氣河的動力和降水的重要成因，在觀測概念上，他運用了 GOES11 6.8 微

米的波段來觀測大氣中的水氣分布，同時也運用了 SSM/I IWV 的資料來分析水氣位置和

含量，這些觀測使我們瞭解到，大氣中水氣是可以藉由大氣動力過程，傳送上千公里後，

達成劇烈降水的結果，也因此才會有「大氣河」的名稱。 

第三天研討的主題涵蓋中尺度對流系統、中尺度現象的模擬與分析、及大氣波動的不穩

定性和亂流和中尺度對流與地形環流及近年實驗等四大部分，第二場次的海報研討亦於

此時展開，其中較有趣的主題為「微暴氣流的監控與預報」，這個主題探討的微暴氣流

來源為雷雨，但雷雨的尺度相當小，其直徑僅數公里，但雷於產生之微暴氣流的強度，

不但可以大到將大樹折斷，更是飛行載具致命的危險氣流之一，這不經讓人聯想起，台

灣經常性發生之午後雷雨，多數情形下，大家僅會將目光聚焦在強降水和冰雹，殊不知

微暴氣流的危害，有時更勝前二者，有關單位實應提高相關警覺。 

最後一天，大會置重點於氣候條件下中尺度現象的變化、夜間對流運動及地形氣流

和降水，個人較有興趣的主題為「氣候條件下中尺度現象的變化」，多數學者的研究方

法為統計和模擬，但結論都偏向大尺度條件對於中尺度現象的重要性不僅在發展，很多

時候會扮演抑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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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心得 

本次會議舉行地點為聖地牙哥，該市為美國熱門的休閒城市，舉辦的時間又在暑

假，因此機票的購買不但金額高且非常困難，也因此在有限的經費中，僅能以到達洛杉

磯後，再自行搭車前往的方式來執行，但也因為如此，有更多的機會接觸美國的不同城

市，瞭解其運輸方式。 

這次會議中研討的主題，不但對個人教學和研究有著很大的助益，部分學者的研究

成果甚至指引了未來研究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在觀測相關的研究報告中，可以清楚

感受到美國對於基礎研究的重視，因為部分的大氣科學觀測實驗，動用的資源和投入的

經費，遠遠超過個人的想像，也使個人佩服美國人對於科學實驗的堅持和用心，實驗後

紮實的分析和討論，也使科學實驗成果更顯重要。 

本次會議中，個人仍然發現大陸學者高達數十人，而台灣地區學者僅個人一人，這

樣的差異，令人感到無奈，也許現在大型會議太多，大家在選擇上較為多元所致，不過

仍然要藉此機會推薦這個會議，因為這個會議二年才舉辦一次，與會人員多為美國國內

重要的大氣學者，很多重要的研究方向，可以在此會議中學習和掌握，進而使個人的研

究具備更佳的前瞻性，對於不同尺度的研究領域學者來說，在大會的規劃下，不但可以

充分討論，而且建立較佳的合作機會，個人認為是非常棒的會議。 

 

肆、建議事項 

一、美國地區暑假期間參加研討會，正值當地旅遊旺季，因此機票及住宿成本非常高，

建議監管單位能於計畫核定時，納入考量，以鼓勵更多學者赴美發表研究成果。 

二、本次大會安排海報研討的時間，是運用自助晚宴方式同步舉行，對於有時差的學者，

是很大的挑戰，若是被安排在第一天發表的學者，建議一定要早些到達美國，以利

時差調整，爭取最好的表現。 

三、這次大會安排的地點，屬於度假飯店，因此大家的心情都較為輕鬆，由於此區的飯

店都集中在一起，並距離觀光區很近，可有效提升經濟的發展，建議國內大型研討

會亦可比照辦理，提升研究形象的同時，更可促進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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