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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降雨量是臺灣的主要水源之

一，首波梅雨鋒面已開始影響臺灣

，梅雨除了有助抗旱，也可能帶來

災害呵！ 

去年臺灣的颱風數量偏少，加上今年

春雨也比往年少，導致許多水庫的水位

降到歷史新低點，甚至汽車可以直接開

到水庫內的河床上，是臺灣六十八年來

最大缺水危機。許多縣市因此實施民生

限水，所以大家特別期盼五六月的梅雨

季，希望藉由幾場豐沛雨水，一解旱象

之苦。不過，梅雨可不像三四月時的春

雨溫柔呵！

天氣系統易變

春雨雨勢較溫柔  

所謂春雨，其實是中國北方南下的冷

空氣，遇上逐漸活躍的熱帶暖空氣所形

成的雨帶。三四月時的冷空氣，規模不

像冬季時強大，而小規模的天氣系統容

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擾，經常在短時間

內出現變化。

因此，春雨雖然三天兩頭來一次，但

來得快，去得也快，而且因為此時太陽

直射赤道，能量不如夏天直射北半球時

來得強，所以，冷暖空氣碰撞形成的對

流作用較不旺盛，雨勢也就比較溫柔。

空氣對流旺盛

梅雨雨勢較強烈  

至於梅雨，雨勢就比春雨強多了，這

是因為五六月時，空氣對流比三四月時

旺盛，特別是在西南氣流的影響下，水

氣和能量增加，空氣對流更旺盛。

五六月時，雖然從中國北方南下的冷

空氣比三四月時弱，但是，此時太陽逐

漸直射北半球，使得大氣活躍程度增加

。當冷空氣與從熱帶北上的暖空氣在臺

灣附近相會時，空氣的對流作用就會比

較旺盛，空氣中的水滴就容易被抬升，

凝結成雲雨。

此外，每年大約五月初，會有一股又

溼又暖，風速又快的大型氣流，從非洲

東部的熱帶洋面，經過印度洋進入印度

半島、孟加拉灣，再通過中南半島到南

海，抵達臺灣海峽，一路綿延三四千公

里，臺灣稱之為「西南氣流」。

由於西南氣流本身就很容易發展出「

強對流」（空氣對流旺盛），而且因為

天氣系統規模大，位置變動慢，因此，

當與南方暖空氣、北方冷空氣共同相遇

時的三四天，特別容易發生致災性的連

續降雨。平均而言，五六月會有三波較

大雨勢的梅雨侵襲臺灣。因此，期待梅

雨解旱象之餘，也要做好防汛準備呵！

▲上週三西南氣流已抵達臺灣海峽。圖中顏色越紅處代表氣流越強，風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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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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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浪將空氣推進導流管，產生風

壓，進而推動渦輪葉片來發電。
▲自適性威爾斯渦輪。

▲由傘套聯想到設計伸縮式導流管。
▲改良的威爾斯渦輪扇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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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的浪，不知有

沒有利用風浪能量

來發電的方法？

可是，葉片不會

因為風向不同而

改變轉向嗎？

這個裝置可裝設

在海岸邊，且發

電機組不會直接

接觸到海水呵！浪來啦！

有呵！

地球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五次生物大

滅絕。距今最近的一次，造成了恐龍

王朝的絕滅，約在六千五百萬年前的

白堊紀末期。誰能預期第六次的大滅

絕什麼時候會降臨呢？

其實對不少科學家而言，我們現在

就處於第六次大滅絕的時代。造成生

物大量滅亡的禍首，正是我們人類。

科學家估計，現今生物絕種的速度 

可能是過去平均的一百倍，每年約有

十四萬種生物從地球上消失。最近美 

國康乃狄克大學的厄本博士分析一百 

三十一個科學研究，提出一項發人深

省的預測──人類如果不再減少排放

溫室氣體，任地球以目前的速度繼續

暖化，到本世紀末，將有六分之一的

生物會走向絕種的命運，尤其是南美

洲，面臨絕種的動植物將超過百分之

二十三。我們準備好因應挑戰了嗎？

盼梅雨 也怕梅雨

本世紀末1/6物種恐滅絕
全球繼續暖化

氣流行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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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運用威爾斯渦

輪原理，發明了可

適用不同風浪大小

的發電裝置。

但是風浪發電必

須在浪高差大的

地方，才有足夠

的風壓來發電。

研究顯示，如果

導流管能自動伸

縮，就可解決風

壓不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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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

改良的威爾斯渦輪葉片

，由於葉片兩側對稱，

所以葉片的轉動方向不

會因為風向而改變呵！

這發電機組不但

效能高，也不怕

被海水鏽蝕了。

導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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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將傘套可伸縮的特性

運用在導流管。風浪小時

，導流管就會縮短，而有

足夠的風壓來推動葉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