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學 tell me why

85

氣團與鋒面

諺語：「立春落雨到清明」、

「清明時節雨紛紛」都是古

人觀察到這段時間容易出現

3-3

陰雨綿綿的天氣。為什麼這段時間會一直

下雨呢？
解答

這段時間的鋒面依然是以冷鋒為主，一波又一

波的冷鋒的到來，使得春雨綿綿不絕。



自然暖身
操

氣團是在水平方向上溫度
和溼度等性質均勻相似的
一大團空氣，其範圍可達
1500公里以上，依發源
地和乾溼程度可分為不同
氣團。

課本P.103



1 氣團 85

氣團是指空氣因長時間停留在某一大

範圍的地面或海面上後，逐漸受地表影響，

使得其溫度及溼度等特性與當地漸趨一致。

氣團的性質根據其發源地而有所不同，但

在離開發源地之後，也會隨著經過的地表

性質而改變。

臺灣位於歐亞大陸和太平洋的交界處，

主要受到兩大氣團影響（圖3-14）。

氣團：氣團與臺灣的四季(2:29)

https://youtu.be/haNu_WBjFT0


氣團

氣團：

▪ 在水平方向上溫度和溼度均勻相似的一大團空氣

▪ 當空氣在廣大平坦且地形單純的區域長期停留，
空氣會具有相似
該地區的特性。

課本P.103

全球氣團分
布

氣象局影音白板--氣團短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j976P4TpG8&list=PL1o0kvM9dawjjky-FuYUN3LsL8wFNqzku&index=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j976P4TpG8&list=PL1o0kvM9dawjjky-FuYUN3LsL8wFNqzku&index=3


(1)在不同地區(如廣大的海洋、平原、草原、沙漠

等)所發展出的氣團，其性質可能不同。

(2) 緯度高的地區所形成的氣團

溫度較低，接近赤道地區的氣團則溫度較高。

(3) 在陸地上形成的氣團水氣少、溼度小；

而在海洋上的氣團水氣多、溼度大。

(4) 一般冷、暖氣團均為高氣壓：由於區內氣流下
沉向外輻散而與環境融合，形成均勻氣團，

▪ 故為高氣壓。



受到源於西伯利

亞、蒙古地區，性質

較為寒冷、乾燥的大

陸冷氣團影響，造成

寒冷的天氣。

冬季

圖3-14 影響臺灣冬季和夏季的兩大氣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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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源於太平洋，

性質較為溫暖、潮溼

的海洋暖氣團影響，

帶來悶熱的天氣。

夏季

圖3-14 影響臺灣冬季和夏季的兩大氣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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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堂筆記

冬季 夏季

發源地

性質

中心氣壓

天氣變化

試整理影響臺灣冬、夏兩季的氣團重點。

85

西伯利亞
蒙古大陸

冷乾

高氣壓

寒冷

太平洋

暖溼

高氣壓

悶熱



2 鋒面 85

鋒面是指當冷、暖氣團相遇時，兩者

間因溫度及溼度等性質均有顯著的不同，

所形成的交界面。

(1) 氣團形成後，不會固定停留在該地區，是會移動的。

(2)因冷空氣密度較暖空氣大而位於下方，暖空氣則位

於上方，形成交界面就是鋒面。

(3)鋒面附近，由於暖空氣上升而使水氣容易產生凝結

現象，形成濃密的雲和降水，所以通常是陰雨的天氣。

鋒面：帶來天氣變化的鋒面(3:12)

https://youtu.be/-0Kuuf0ZpqI


探討活動

1. 將 一 個 500mL 甲 燒 杯 蓋

上玻璃片後，放入點燃

線香，靜置3分鐘後使甲

燒杯內充滿白煙（圖 ）。

3-1 鋒面的形成

86

2. 再將甲燒杯放入裝有熱水的水盆數分

鐘。

3. 取另一個500mL乙燒杯放入裝有冰水

的水盆數分鐘。

玻璃片

圖

甲燒杯

影片 探討活動3-1 鋒面的形成

a

a

../../影片/第3章/3下3-3探討活動3-1鋒面的形成.mp4


探討活動

4.

3-1 鋒面的形成

86

圖

甲燒杯 乙燒杯



探討活動
想一想

白煙在燒杯中是否有形成一道斜面？冷、

暖空氣的移動方式為何？此結果與鋒面

的成因有何關聯？

86

是，密度小的暖空氣會沿著冷空氣上

方爬升；冷、暖空氣因為性質不同，

相遇時會有交界面生成，如同冷暖氣

團相遇後所生成的鋒面。



由探討活動3-1可發現冷、暖空氣相

遇會形成鋒面，而常見的鋒面主要可分

為冷鋒、暖鋒以及滯留鋒三大類型（圖3-

15）。影響臺灣天氣的鋒面主要是冷鋒

和滯留鋒，很少受到暖鋒的影響。

86

動態圖解 冷鋒與暖鋒

../../動態圖解/3下3-3冷鋒與暖鋒.exe


86

暖空氣

圖3-15 冷鋒及暖鋒示意圖

暖鋒冷空氣
冷鋒

冷空氣

鋒後降雨

鋒前降雨



冷鋒

冷鋒是指當冷氣團的勢力較強，推動

暖氣團移動所形成的交界面，在天氣圖上

以 表示，三角形尖端朝向前移的方

向。此時冷空氣切入暖空氣的下方，取代

暖空氣原有位置，暖空氣順勢被抬升，隨

著冷鋒的移動，為過境的地區帶來雲雨的

天氣，並在冷鋒過境後使氣溫下降（圖3-

16）。

87



冷鋒通過前(2/13) 冷鋒通過後(2/14)

臺灣位於鋒前暖區，風向偏南，
風速微弱。

冷鋒通過臺灣，鋒後緊接著強
烈大陸冷氣團來襲，風向轉北，
風速增強。

冷鋒通過前後的地面天氣圖
課本P.108

風向轉北，
風速增強

風向

風向



圖3-16 冷鋒過境前後的變化

鋒面位置 雨量 氣溫

冷鋒過境 降雨增加 氣溫下降

冷
鋒
過
境
前

冷
鋒
過
境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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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鋒

暖鋒是指當暖氣團的勢力較強，朝冷

氣團推進，地面冷空氣區域漸由暖空氣取

代，形成的交界面，在天氣圖上以

表示，半圓形突起朝向前移的方向。此時

暖空氣會沿著鋒面爬升至冷空氣上方，隨

著暖鋒移動，也會為過境的地區帶來雲雨

的天氣，並在暖鋒過境後使氣溫略升。

87



暖鋒

▪ 暖鋒過後，原本的冷空氣區被暖空氣取代，故氣
溫上升。

▪ 臺灣很少受暖
鋒影響，緯度
較高的日本與
韓國較常受暖
鋒影響。

課本P.109

暖鋒
後

暖鋒
前

暖
鋒 暖鋒前的

冷空氣向後退

暖空氣

冷空氣



滯留鋒

▪ 當冷、暖空氣勢力
相當，且冷空氣近
乎平行於鋒面移動
時，此時鋒面移動
不明顯或呈滯留狀
態，稱為滯留鋒。

課本P.110

圖照來源：中央氣
象署

冷、暖空氣勢力相當，
形成滯留鋒。

春末夏初



滯留鋒

滯留鋒是指當冷、暖氣團的勢力相當

時，此時鋒面移動緩慢，幾乎處於停滯不

前的狀態，在天氣圖上以 表示，

因暖空氣同樣會沿著鋒面向上抬升，常造

成該地區有連續性的降雨（圖3-17）。

88

LIS 鋒面雨

../../LIS影音/第3章/3下3-3鋒面雨.mp4


滯留鋒
88

圖3-17 滯留鋒為臺灣帶來降雨

5~6月
平均累積雨量

動畫 氣團與鋒面

../../動畫/第3章/3下3-3氣團與鋒面.mp4


隨堂筆記

鋒面 天氣符號 天氣變化

冷鋒

暖鋒

滯留鋒

試整理三種鋒面相關重點。

88

有雲雨天氣，且過境後
氣溫下降

有雲雨天氣，且過境後
氣溫上升

一地某時間內會持續降雨



觀念速記

分別勾選符合冷鋒和滯留鋒現象的相關敘述：

課本P.110

冷鋒 滯留鋒

1. 會造成過境地區降水  

2. 移動較慢，常在臺灣附近徘徊  

3. 會使過境地區氣溫大幅降低  

4. 為冷、暖氣團的交界處  

5. 主要影響臺灣春末夏初（五∼六月）
的天氣

 

✓

✓

✓

✓

✓

✓

✓



例題 3-2

附圖為某日氣象署發布的東亞地區地面天

氣簡圖，並提供臺灣某地連續兩天的天氣

預報內容如下表，依據上述資料判斷臺灣

受到哪一種天氣系統的影響？

(A)滯留鋒停留在臺灣上空

(B)冷鋒過境臺灣

(C)低氣壓籠罩臺灣

(D)高氣壓籠罩臺灣

88

解答

由天氣圖可得知，臺灣此時正面臨冷鋒過境，

冷鋒過境後氣溫會下降且會有降雨的發生。

故答案為(B)。



會考題110
附圖為東亞地區的地面天氣簡圖，此時臺灣正

受到鋒面影響。有關此時甲、乙天氣系統在地

面天氣圖上的符號標示與其代表氣團的空氣性

質組合，下列何者正確？

(A)甲應標示H，屬於暖氣團

(B)甲應標示L，屬於冷氣團

(C)乙應標示H，屬於暖氣團

(D)乙應標示L，屬於冷氣團



會考題
試題解析：

110

臺灣此時正受到冷鋒影響，表示有一強大的冷

氣團為高氣壓，故甲應標示H，屬於冷氣團；

冷鋒符號）

弱的暖氣團為高氣壓，故乙應標示H，屬於暖

氣團。

不論冷、暖氣團，相對於周圍都是一大團穩定

空氣，因此都是屬於高氣壓。故選(C)。



會考題

分類 甲 乙

天氣系統
說明

地面附近的空氣會由
周圍流入其中心

地面附近的空氣會
由其中心往周圍流

出

舉例 颱風、太平洋暖氣團 蒙古大陸冷氣團

113
美環將兩種不同的天氣系統分為甲、乙類，並

舉例說明，如表所示。但他的舉例有錯誤，應

更正為下列何者才合理？



會考題113
(A)颱風移到乙類，另外兩者不變

(B)太平洋暖氣團移到乙類，另外兩者不變

(C)颱風移到乙類，蒙古大陸冷氣團移到甲類

(D)颱風與太平洋暖氣團移到乙類，蒙古大陸

冷氣團移到甲類



會考題
試題解析：

113

甲類為低氣壓中心，乙類為高氣壓中心。颱風

為低氣壓中心的天氣現象，太平洋暖氣團、蒙

古大陸冷氣團為高氣壓中心的天氣現象，故應

將太平洋暖氣團移至乙類。故選(B)。



【題組】

18. 請粗略判斷甲、乙、丙、丁四地何處
的氣溫可能較高？
(A)甲
(B)乙
(C)丙
(D)丁。

(B)。
甲、丙和丁都處於冷氣團區，
乙則處於暖氣團區。

習作P.55



▪ 強烈大陸冷氣團、大陸冷氣團、東北季風增強

▪ 但是如果二天內下降溫度不到 4℃，可是台北的
日最低溫卻降到10℃ 或以下，也稱為寒流哦！



本章節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