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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7 年颱風調查報告－第 7 號卡玫基(Kalmaegi)颱風(0807) 
 

徐 辛 欽 

中央氣象局氣象預報中心 

 

摘   要 

民國 97 年第 7 號卡玫基(Kalmaegi)颱風為當年第 1 個侵台颱風，其係於 7 月 15

日 0600UTC 在呂宋島東北端海面形成，初期以偏北方向前進，至台灣東方海面轉

向西北移動，於 17 日 21 時 40 分(地方時)登陸於宜蘭縣南部，停留在台灣陸地約 10

小時，於 18 日 7 時 20 分從桃園附近出海。 

    卡玫基颱風對台灣引來強勁西南氣流並帶來豐沛雨量，雨量集中在中、南部(從

新竹至屏東)，由於降雨量頻率集中，有多處時雨量超過 100 毫米，以致釀成不少災

情和多人傷亡。 

    颱風路徑預報誤差方面，中央氣象局 24 小時帄均誤差為 149 公里，而 48 小時

帄均誤差為 239 公里。 

關鍵詞：輕度颱風、路徑預報誤差 

 

一、前言 

   卡玫基(Kalmaegi)颱風是民國 97 年西北太

帄洋形成的第 7 個颱風，編號 0807，此颱風也

是 2008 年第 1 個侵台颱風，其於 7 月 15 日

0600UTC 在呂宋島東北端近海形成，其初期以

偏北方向前進，至台灣東南方海面轉向西北移

動，在花蓮外海時，曾一度增強為中度颱風，

旋即減弱為輕度颱風。 

    卡玫基颱風侵襲台灣的時間只有 2 天，所

帶來的雨量驚人，尤其在中南部，降雨地區主

要在南投、台中、嘉義、台南與高雄等地區的

丘陵地帶，降雨頻率集中，其中以台南縣南化

鄉的北寮有 963.0 毫米和楠西鄉的曾文有 945.0

毫米最多，其次是高雄縣的六龜鄉新發站有

910.0 毫米和甲仙有 896.0 毫米。在瞬間最大風

速是以彭佳嶼的 14 級和蘭嶼的 12 級為最大。 

    本報告將討論第 7 號颱風發生過程、侵台

期間中央氣象局對其處理情形、颱風路徑與強

度變化、氣象要素分析與此次颱風路徑預報的

校驗。 

二、颱風發生經過及處理情形 

第 7 號卡玫基颱風於 97 年 7 月 15 日 14 時

(地方時)在呂宋島東北端近海形成，形成後向北

北西後轉偏北移動(圖 1、表 1)，朝台灣東部海

面接近，中央氣象局研判此颱風未來其暴風圈

將朝台灣東南部海面接近，將對巴士海峽及台

灣東南部海面構成威脅，隨即於 16 日 14 時 30

分對上述海面發布海上颱風警報，並強調颱風

外圍環流將影響台灣東北部、北部、及東部地

區，在山區有局部大雨或豪大雨發生，中央氣

象局並呼籲此颱風將引進西南氣流，請中南部

民眾慎防豪雨。颱風北上後，中央氣象局於 17

日 2 時 30 分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陸上警戒

區為台灣東北部和北部地區。隨著颱風靠近，

警戒區域逐漸擴大至中部(台中、南投)，並強調

中南部 17 日下午起有局部豪雨。 

17 日 21 時 40 分(地方時)，卡玫基颱風中

心於宜蘭南部登陸，並於 18 日 7 時 20 分(地方

時)由桃園附近出海，進入台灣北部海面後，持

續向西北移動，於 18 日 17 時 50 分進入中國福

建後，繼續朝偏北進行，強度逐漸減弱，20 日

08 時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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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於 18 日 20 時 30 分解除陸上警

報，3 小時後亦解除海上警報，中央氣象局共

發布 20 次颱風警報(表 2)。

 

表 1. 卡玫基颱風最佳路徑、強度變化及動向資料表 

Table 1. The best-track positions, intensity and movement of typhoon Kalmaegi. 

 

時間 

(UTC) 
緯度 經度 

中心氣

壓(hPa) 

移動方向

degree 

移動速度

Km/hr 

最大風速 暴風半徑 

備註 
持續風

m/s 

陣風

m/s 

30kts 

km 

50kts 

km 

071506 18.0 123.7 998 238 10 18 25 100  輕度颱風 

071512 18.0 123.6 998 270 2 18 25 100  輕度颱風 

071518 18.1 123.3 995 289 6 20 28 100  輕度颱風 

071600 18.8 123.8 990 34 15 23 30 100  輕度颱風 

071606 19.2 123.7 990 347 7 23 30 100  輕度颱風 

071612 20.2 123.6 985 347 15 25 33 120  輕度颱風 

071618 21.4 123.4 985 351 22 25 33 120  輕度颱風 

071700 22.7 122.9 980 332 29 28 35 120  輕度颱風 

071706 23.2 122.6 975 299 7 30 38 120 50 輕度颱風 

071712 24.1 122.1 975 335 16 30 38 100 30 輕度颱風 

071718 24.8 121.4 990 329 13 23 30 100  輕度颱風 

071800 25.1 121.2 990 299 7 23 30 100  輕度颱風 

071806 26.3 120.6 990 336 24 23 30 100  輕度颱風 

071812 27.2 119.8 994 325 22 20 28 80  輕度颱風 

071818 28.3 119.8 998 8 22 18 25 80  輕度颱風 

071900 28.8 120.2 998 36 10 18 25 80  輕度颱風 

071906 29.4 120.5 998 19 19 18 25 80  輕度颱風 

071912 31.1 121.1 998 17 33 18 25 80  輕度颱風 

071918 32.7 121.5 998 12 30 18 25 80  輕度颱風 

072000 34.1 122.8 1000 38 33 15 23   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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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卡玫基颱風警報發布經過一覽表 

Table 2. Warnings issued by CWB for typhoon  Kalmaegi. 

種類 
次序 發布時間 警戒區域 

備註 
號 報 日 時 分 海 上 陸 上 

海上 07 01 16 14 30 巴士海峽、東南海面   

海上 07 02 16 17 30 巴士海峽、東部海面   

海上 07 03 16 20 30 巴士海峽、東部海面   

海上 07 04 16 23 30 
巴士海峽、東部海面、北部

海面 
  

海陸 07 05 17 02 30 
巴士海峽、東部海面、北部

海面 
基隆、宜蘭、台北  

海陸 07 06 17 05 30 
巴士海峽、東部海面、北部

海面 
基隆、宜蘭、台北  

海陸 07 07 17 08 30 
巴士海峽、東部海面、北部

海面 
花蓮、宜蘭、基隆、台北  

海陸 07 08 17 11 30 
巴士海峽、東部海面、北部

海面 
花蓮、宜蘭、基隆至新竹  

海陸 07 09 17 14 30 
台灣附近各海面﹝除海峽南

部﹞ 
花蓮、宜蘭、基隆至苗栗  

海陸 07 10 17 17 30 
台灣附近各海面﹝除海峽南

部﹞ 
花蓮、宜蘭、基隆至台中、南投  

海陸 07 11 17 20 30 
台灣附近各海面﹝除海峽南

部﹞ 
花蓮、宜蘭、基隆至台中、南投  

海陸 07 12 17 23 30 
台灣附近各海面﹝除海峽南

部﹞ 
花蓮、宜蘭、基隆至台中、南投  

海陸 07 13 18 02 30 
台灣附近各海面﹝除海峽南

部﹞ 
花蓮、宜蘭、基隆至台中、南投  

海陸 07 14 18 05 30 
台灣附近各海面﹝除海峽南

部﹞ 
花蓮、宜蘭、基隆至台中、南投  

海陸 07 15 18 08 30 
北部海面、東北部海面、海

峽北部 

基隆至台中、南投、花蓮、宜蘭、

馬祖 
 

海陸 07 16 18 11 30 
北部海面、東北部海面、海

峽北部 
基隆至苗栗、馬祖  

海陸 07 17 18 14 30 北部海面 馬祖  

海陸 07 18 18 17 30 北部海面 馬祖  

海上 07 19 18 20 30 北部海面   

解除 07 20 18 2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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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颱風的路徑與強度變化 

在呂宋島東北方約 500 公里海面，於 7 月

13 日 0000UTC 形成一熱帶性低氣壓，此熱帶性

低 氣 壓 慢 慢 發 展 並 往 西 南 移 動 ， 至 15 日

0600UTC 增強為輕度颱風，編號 0807，國際命

名為 Kalmaegi(卡玫基)，中心氣壓 998 百帕，7

級暴風半徑 100 公里，此時颱風僅距呂宋島東

北端約 100 公里海面(圖 1，表 1）。颱風形成後，

向西北緩慢移動，至 16 日 0000UTC(圖 2)，由

於太帄洋高壓不強，颱風的東北方之低氣壓(距

颱風約 1000 公里)隨著中緯度鋒面北移，對颱風

導引而促使颱風向偏北移動，在 500 百帕(圖 3)

顯示，颱風北方的脊線場不強且偏北(30°N 附

近)，未能影響颱風，此時颱風的環流結構仍不

結實(圖 4)，颱風在有利於北移的環境場下前

進。 

    17 日 0000UTC(圖 5)，颱風已臨台灣東方近

海，而颱風東方的高氣壓也漸增強且西伸，在

500 百帕圖上(圖 6)，颱風東方高氣壓增強且其

脊線仍停留在颱風北方(30°N 附近)，對颱風北

移產生阻擋作用，颱風仍朝西北進行，而強度

漸增強，於 0900UTC 增強至中度颱風，中心氣

壓降至 975 百帕，10 級暴風半徑 50 公里，但颱

風環流結構隨即減弱(圖 7)，主要環流雲系位於

颱風的南方和西南方，尤其西南方顯見對流旺

盛。颱風繼續向西北朝台灣移動，於 17 日 21

時 40 分(地方時)，颱風中心登陸宜蘭縣南部，

此時颱風環流主要區分成南、北兩塊(圖 8、圖

9)，北面雲團影響台灣北部地區，南面雲團影

響台南、高屏地區造成豪雨不斷，18 日清晨卡

玫基颱風中心在台灣北部，台灣全島籠罩在其

環流內(圖 10)，颱風停留在台灣 9 個小時又 40

分鐘，於 18 日 7 時 20 分從桃園附近出海，繼

續向西北移動，至 14 時颱風已移至台灣北部海

面，但其帶來強烈西南氣流仍影響台灣(圖 11)，

在中南部山區迎風面皆出現劇烈雨勢，颱風於

18 日 17 時 50 分進入中國福建，繼續向北前進，

強度受地形破壞而減弱，19 日穿過浙江和江

蘇，於 20 日 8 時在黃海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 

四、颱風侵台期間各氣象要素分
析 

(一)氣壓分析 

卡玫基颱風從台灣東部海面掠過，在 17 日

21 時 40 分登陸宜蘭南部，並於 18 日 7 時 20 分

由桃園出海，停留在台灣陸地近 10 個小時，由

於卡玫基颱風屬輕度颱風(曾一度增強至中度

颱風)，其中心氣壓最低只有 975 百帕，而台灣

地區出現最低氣壓是在花蓮的 990.1 百帕(17 日

16 時 34 分)(表 3)，另基隆亦出現 991.8 百帕，

其他的成功、台東、及台北均出現 992 百帕左

右，近颱風中心的宜蘭只有 994.1 百帕，可見颱

風強度微弱。另最早出現最低氣壓的是恒春(17

日 4 時 47 分)，其次是南部的高雄和台南(17 日

12 時 20 分和 17 日 15 時 9 分），3 個最早出現

最低氣壓的地區其氣壓值均是 998 百帕左右。 

(二)風力分析 

    卡玫基颱風的路徑係穿過台灣北部，亦在

陸地上停留近 10 個小時，各地出現的風力以高

山離島風力較大，帄均風力以彭佳嶼的 11 級

(29.4m/s)最大，其次是蘭嶼的 10 級(25.9m/s)，

另蘇澳和成功亦有 8 級，嘉南帄原有 7 級，均

不小。在瞬間最大風速方面，以彭佳嶼最大，

達 14 級(42.0m/s)，蘭嶼(36.8m/s)，玉山(34.7m/s)，

和蘇澳(32.7m/s)均為 12 級，其他的基隆、日月

潭、東吉島、成功和馬祖均出現 10 級的陣風，

嘉南帄原也有 8 - 9 級的西南陣風，可見西南氣

流旺盛。距颱風中心很近的台北帄均風力只有

3 級，最大陣風亦只有 6 級，可見颱風威力很

小，外圍環流較強(表 3，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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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雨量分析 

    7 月 17 日與 18 日受卡玫基颱風影響期間，

台灣各地的降雨量在中央氣象局所屬測站中，

以阿里山最多，達 619 毫米(表 3，圖 13)，其次

是日月潭和台中分別有 556.5 毫米及 497.4 毫

米，另玉山和澎湖亦有 441.6 毫米和 431.0 毫

米，雨量相當大，其中澎湖位於台灣海峽上，

18 日降下 429.5 毫米的雨量，前所未見，創該

站設站以來的紀錄；台中在 18 日降下 476.9 毫

米，也是該站歷史第 2 高紀錄(僅次於 1959 年 8

月 8 日的 660.2 毫米)。颱風中心經過地區的雨

量並不多，宜蘭只有 49.7 毫米，台北只有 43.2

毫米，比在暴風圈外的中南部少很多。時雨量

方面，台中於 18 日 7 時有 120 毫米(歷史第 2

高)，日月潭在 18 日 0 時有 107.0 毫米，澎湖在

18 日 0 時有 99.5 毫米(歷史第 3 高)，雨勢均相

當猛烈。 

    在自動雨量站部分，17 日颱風登陸台灣陸

地前 4 小時開始在暴風圈外的南部下豪雨，雨

量集中在台南、高雄及屏東山區，雨勢猛烈，

北部及中部雨量不多(圖 14)，而登陸地點附近

且又是迎風面的宜蘭雨量甚少，時雨量均未達

10 毫米，日雨量只有 22.0 毫米。18 日颱風從

台灣陸地離開進入台灣北部海面，台灣的劇烈

降雨區擴大，從新竹以南至屏東包括中部地區

(苗栗、台中、南投、彰化)、嘉南地區(嘉義、

台南、高雄)均降下大豪雨，山區更豪雨不斷(圖

15)，兩日累積，中南部一般都超過 300 毫米雨

量，超過 500 毫米以上地區範圍廣大，涵蓋台

中、彰化、和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大部分

地區(圖 16)，北部、東北部、東部雨量不多，

除花蓮地區有 100～200 毫米雨量外，其他地區

的累積雨量都不超過 100 毫米。 

    若以各自動雨量站的累積雨量，在卡玫基

颱風侵台期間，以台南縣南化鄉的北寮共降下

963.0 毫米為最多，楠西鄉的曾文有 945.0 毫

米，高雄縣六龜鄉的新發有 910.0 毫米，均相

當多(表 4)。在前 30 大降雨量的測站以台南縣

有 12 站，高雄縣有 8 站，嘉義縣 6 站，雲林縣

和台中各 1 站，可見降雨量集中在台南縣與高

雄縣。表 5 是時雨量超過 100 毫米的測站，共

有 26 站，其中台南縣有 6 站，高雄縣和南投縣

皆有 5 站，嘉義縣有 4 站，台中縣有 2 站，嘉

義市、台中市、屏東市和苗栗縣各有 1 站，上

述觀測站中，嘉義縣的馬頭山、台南縣的曾文

和楠西有 2 次時雨量超過 100 毫米，台南縣的

關山和高雄縣的新發有 3 次(均連續 3 小時），

而高雄縣的甲仙更連續 4 小時超過 100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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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颱風路徑預報校驗 

卡玫基颱風的最佳路徑是由衛星、雷達等

颱風逐時定位資料(表 6 和表 7)所定義而成；本

節將以此最佳路徑為基準，針對各類颱風路徑

預報法進行 24 小時、48 小時及 72 小時預報位

置誤差校驗，校驗對象包括：中央氣象局官方

預報(CWB)、美軍(PGTW）、日本(RJTD)、北京

(BABJ)、廣州(BCGZ)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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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4 小時帄均預報誤差校驗 

卡玫基颱風形成後以偏北方向前進，至台

灣東部海面轉向西北移動，通過台灣後，再進

入福建，後轉北進行，移動速度時快時慢，但

日本(RTJ)對其行徑預測掌握很好，其 24 小時

誤差僅有 95 公里（23 次預報），中央氣象局

(CWB)為 149 公里(22 次預報）和北京（BABJ）

的 143 公里(25 次預報)成績相當，另廣州(BCGZ)

和美軍(PGTW)分別為 157 公里(7 次預報)和 160

公里(15 次預報)相差亦有限(表 8)。 

(二)48 小時帄均預報誤差校驗(表 9) 

如表 9 所示，48 小時帄均預報誤差方面，

中央氣象局為 239 公里(14 次預報)，僅次於

RJTD 的 182 公里(14 次預報)，BABJ 有 249 公

里(19 次預報)表現仍佳，另 PGTW 和 BCGZ 則

誤差較大，分別為 289 公里(11 次預報)和 308

公里(5 次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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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72 小時帄均預報誤差校驗(表 10) 

表 10 所示，中央氣象局(CWB)和 PGTW

的誤差為 242 公里（8 次預報）和 228 公里(7

次預報)二者較佳，另 RJTD 為 252 公里(10 次

預報)，和 BABJ 為 295 公里(13 次預報)表現尚

佳。 

 

六、災情報告 

根據行政院消防署中央防災應變中心統

計，第 7 號卡玫基颱風在台灣造成的災情如下： 

(一)人員傷亡及失蹤：死亡 20 人，6 人失蹤，8

人受傷。 

(二)電力、通訊及自來水方面：電力有 12 萬

7,150 戶停電，電話 22,125 戶停話，自來水

有 67 萬 1,673 戶停水，基地台計 638 座受

損。 

(三)農漁牧業產物及設備損失：計 12 億 1,860

萬元，其中農作物災損 7 億 546 萬元、農

田流失及埋沒 3 億 3,018 萬元，2 項最嚴重；

受災地區以台南縣(2 億 9,283 萬元)、雲林

縣(2 億 3,597 萬元)、南投縣(1 億 8,390 萬

元)為最嚴重。(農委會資料) 

(四)交通方面：國道 1 號及省道共有 34 處坍方，

其他道路亦計有 94 處受損或坍方。 

七、 結論 

綜合以上對卡玫基颱風分析結果，可歸納

以下幾點： 

(一)第 7 號颱風卡玫基是民國 97 年北太帄洋西

部形成的第 7 個颱風，為當年第 1 個侵台

颱風，中央氣象局共發布 20 次颱風警報，

於 7 月 16 日 14 時 30 分發布海上颱風警

報，於 17 日 2 時 30 分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於 18 日 23 時 30 分解除卡玫基颱風警報。 

(二)卡玫基颱風在形成後，初期因太帄洋高壓不

強，受低氣壓導引，以偏北方向移動，17

日後，太帄洋高壓增強阻礙其北上，乃轉

向西北進行並登陸台灣，於台灣陸地停留

近 10 小時，後進入福建再轉向北北東前

進，20 日於黃海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其

生命期共 4 日 18 小時。 

(三)卡玫基颱風影響台灣期間，所出現的風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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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較大，瞬間風力彭佳嶼有 14 級，蘭嶼、

玉山和蘇澳均有 12 級。在嘉南帄原出現 8

～9 級的西南氣流陣風，顯示西南氣流旺

盛，也是降下豪雨的主因。 

(四)在降雨方面，卡玫基颱風帶來的雨量集中在

中、南部(從新竹至屏東)，中央氣象局測站

以阿里山的 619.0 毫米最多，其次是日月潭

的 556.5 毫米。而澎湖單日雨量達 429.5 毫

米則締造該站設站以來的紀錄；台中降下

476.9 毫米，也是該站歷史第 2 高紀錄。 

在自動雨量站方面，以台南縣南化鄉北寮

的 963.0 毫米最多，楠西鄉的曾文和高雄

縣六龜鄉的新發分別為 945.0 毫米和 910.0

毫米為其次。時雨量方面，共有 26 站出現

過 100 毫米雨量，其中台南縣的關山和高

雄縣的新發連續 3 小時超過 100 毫米，高

雄縣的甲仙更連續 4 小時超過 100 毫米雨

量。 

(五)卡玫基颱風路徑之預測方面，因其有 2 次轉

向，誤差稍大，24 小時主觀預測，中央氣

象局有 149 公里，48 小時和 72 小時的預報

帄均誤差方面，中央氣象局分別為 239 公里

和 242 公里。 

(六)卡玫基颱風近 5 日的生命期間，威力不強，

侵台期間只有 2 日，但其所帶來的豪雨卻

驚人且集中，也造成中、南部重大災情，

死亡達 20 人，失蹤 6 人，其他農漁業損失

12 億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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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n Typhoon 0807 (Kalmaegi) of 2008 
 

Hsin-Chin Hsu 

Weather Forecast Center, Central Weather Bureau, R.O.C. 

 

ABSTRACT 

Typhoon Kalmaegi was the seventh tropical cyclone in 2008 to form over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It was the first one that the Central Weather Bureau issued tropical storm /typhoon warning.  Kalmaegi 

organized over the northeast sea of the Luzon at 0600UTC July 15. Firstly, it moved northward toward 

the sea of east of Taiwan, then shifted northwestward and landed over Taiwan.  After passing through 

northern part of Taiwan, Kalmaegi turned northward to Yellow Sea and downgraded as a tropical 

depression.  The 24-hr and 48-hour official track forecast errors for this typhoon by Central Weather 

Bureau were 149km and 239km, respectively. 

Kalmaegi brought strong wind and torrential rain over t Taiwan, especially over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parts.  Severe damage and losses were found. 

Keywords：tropical storm, track forecast err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