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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極端天氣的挑戰

災害天氣監測及預測精進作為

災害天氣情資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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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天氣情資應用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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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高溫、低溫、降雨

前言：極端天氣的挑戰

天氣似乎變得有點

熱帶低壓致災豪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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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氣候服務

前言：極端天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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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不是流傳的神話。

已觀察到的現象：

● 都會區、冬季、夜間增暖

● 春雨減少、秋雨增加、小雨

日減少

●南部連續降雨日減少、連續
不降雨日增加

●夏天越來越長、冬天越來越
短

未來趨勢的推估：

● 熱浪持續日數增加

● 寒潮頻率減少，但強度增強

●乾季越乾、濕季越濕

●連續降雨日數減少、連續不
降雨日數增加

● 春雨減少、梅雨極端降雨頻
率增加

臺灣氣候變遷分析

前言：極端天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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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需求日益，預報難度提高

前言：極端天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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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天氣監測及預測精進作為

• 提高數值模

式精度

• 改善降雨預

報技術

• 強化災害天

氣情資

• 精進災害天

氣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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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全面更精確的閃電、雷達監測網

國際合作：整合日本、菲律賓、
韓國、香港雷達觀測資料

4座都卜勒雷達：五分山、七股、
墾丁、花蓮，逐年升級雙偏極化
雷達。

106-108年陸續完成南部(林園)、
中部(南屯)、北部(樹林)降雨雷達
建置(250公尺解析度並每2分鐘更
新) ；112年續辦理宜蘭及雲林降
雨雷達建置。

精進災害天氣監測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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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高速運算電腦，提升預報能力

提高數值模式經度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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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小尺度天氣研判，改善短時降雨預報技術

改善降雨預報技術二
(3)

透過高時空解析的降雨雷達資料，
改善雨量空(時)間分布精確度，並
增進冰雹、龍捲風等小尺度劇烈
天氣之研判，提升大雷雨即時訊
息發布效能。

提升雷達資料同化系統更新作業
化條件(由60分鐘提升為30分鐘更
新)，透由更高頻率之雷達資料同
化更新，快速修正模式預報誤差，
提升短時降雨預報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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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集 AI 改善降雨預報

改善降雨預報技術二
(3)

• 發展系集雨量預報技術，
運用系集演算法產生不同
颱風路徑之風雨情境，提
供防災決策參考。

• 導入AI技術、應用大數據
資料探勘與系集預報擬合
方法，發展更成熟之短時
(0-6小時)定量降雨預報。

使用資料
探勘擬合

未使用



12

提供情資做防災決策參考

強化災害天氣情資二
(4)

• 雨量、風力之高精度的
預報，提供多種風險考
量情境。

• 颱風及較大規模或較劇
烈豪雨作業時，為協助
停班停課決策需要，與
地方政府進行視訊會議
並提供情資

22日(週四)
夜間

22日(週四)
白天

23日(週五)
夜間

23日(週五)
白天

美
國
全
球
模
式

歐
洲
模
式

氣
象
局
高
解
析
模
式

24日(週六)
白天

24日(週六)
夜間

降雨歷程 高解析風力趨勢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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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資研判會議與縣市首長連線

強化災害天氣情資二
(4)

重大天氣事件發生之前，情資研判會議 重大事件發生時，縣市首長視訊連線



14

災害性天氣警特報與即時訊息

災害天氣情資產品

• 中央氣象局為因應災害性天氣，發布了
包括颱風、豪(大)雨、強風、濃霧、低溫
及熱帶性低氣壓等天氣的警特報來警示
防災單位及民眾注意。

• 部分天氣現象未達警特報標準，仍可能
造成顯著影響或民眾感受深刻，另發布
即時訊息提醒。

• 依預報掌握能力，各類災害性天氣可掌
握時效亦不同，一般而言，氣溫可提前

掌握程度較長，強降雨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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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警特報發布節奏

災害天氣情資產品

低溫特報

豪大雨特報(較高信心：颱風、梅雨)

2天前 1天前
1~2小時-數分鐘前

(甚至發生當下) 災害性天氣發生 結束

大雷雨即時訊息、(冰雹)

即時天氣訊息

發布
時間

模式預報

陸上強風特報

高溫資訊

熱帶性低氣壓特報

颱風強風告警

豪大雨特報(低信心：午後雷雨)

監測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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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溫特報&高溫資訊

災害天氣情資產品

極端高低溫

2016霸王級寒流，造成漁損逾10億 (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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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溫特報&高溫資訊

災害天氣情資產品

2016霸王級寒流，造成漁損逾10億 (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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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風特報

災害天氣情資產品

2016霸王級寒流，造成漁損逾10億 (中時)

• 海上強風特報：

預測或觀測平均風力達6級，陣風8級以上。

如果陸上可能出現8到9級陣風，
會在天氣概況的描述中提醒。

• 陸上強風特報：

預測或觀測陣風10級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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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大)雨特報

災害天氣情資產品

2016霸王級寒流，造成漁損逾10億 (中時)

大雨

豪雨

大豪雨

超大
豪雨

連續性降雨 短時強降雨

80mm/24h以上 40mm/h以上

200mm/24h以
上

100mm/3h以上

350mm/24h以
上

500mm/24h以
上

109年3月1日起實施

200mm/3h以上

104年9月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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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大)雨特報

災害天氣情資產品

2016霸王級寒流，造成漁損逾10億 (中時)

109年大豪雨新增短延時降雨標準

-3月27日首度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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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雷雨即時訊息

災害天氣情資產品

2016霸王級寒流，造成漁損逾10億 (中時)

105年底上線，利用PWS細
胞廣播與即時電視推播等管
道，快速預警大雷雨事件，
至108年底PWS訊息逐年發
布情形如下表︰

年度 電視推播
PWS

細胞廣播

106 105 14

107 88 19

108 208 29

109 226 30

110 406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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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強風告警

災害天氣情資產品

2016霸王級寒流，造成漁損逾10億 (中時)

106年底上線，利用PWS
細胞廣播等管道，快速預
警強風事件，至108年底
PWS訊息逐年發布情形
如下表︰

年度 PWS細胞廣播 事件

107 1 瑪莉亞—馬祖

108 1
米塔—基隆北海岸、

東北角

110 1 璨樹—蘭嶼



- 23 -
關鍵時加強推播

大雷雨與強風告警，主動示警

- 23 -

電視蓋台推播PWS細胞廣播服務

共58次大雷雨

及1次強風
(110年)

10家電視台

累計共590次
(110年)

結合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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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暴雨的區域：
發布大雷雨即時訊息，
提醒溪河水暴漲 因上游集水區暴雨導

致下游溪水暴漲的預
警可能有不足之處!?

短延時強降雨造成溪河水暴漲的預警

災害天氣情資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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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遊憩水域

集水區發生暴雨

細胞廣播發送警示

有關單位/民眾應變

111年試辦「山區暴雨警示訊息」規劃

災害天氣情資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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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警報 & 熱帶性低氣壓特報

災害天氣情資產品

2016霸王級寒流，造成漁損逾10億 (中時)

颱風或TD於西北太平洋:
-未來5日預報，6小時更新一次

海上颱風警報階段:
颱風可能侵襲臺灣- 3小時更新一次

潛勢路徑預報 暴風圈侵襲機率

+颱風警報單

七級風暴風半徑
≤臺澎金馬
100公里近海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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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性低氣壓特報

災害天氣情資產品

2016霸王級寒流，造成漁損逾10億 (中時)

文字說明 圖卡輔助說明

圖卡輔助說明 + TD 24h 預報 圖卡輔助說明 + TD 5 days 預報

108年 110年



海上颱風警報陸上颱風警報

颱風登陸

暴風圈未來24小時內
影響鄰近海域

暴風圈未來18小時內
影響臺澎金馬陸地

警報單
(3小時更新 + 

逐時定位更新)

+ 警報單(3小時更新)

各縣市風雨預測(3小時更新) 

3/6/12小時定量
降水預報(3小時更新)

0-3hr 3-6hr

颱風強風告警

細胞廣播傳遞

縣市首長視
訊連線會議

預計111年開始，針對風、雨
特別警戒之區域，海上颱風警
報得發布風雨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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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山區/平地)風雨預報

29

1.警戒區域風力預報 3.各地區總雨量預報2.各區未來24小時雨量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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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大規模或較劇烈豪雨作業—108年

災害天氣情資應用及服務

颱風警報期間以外，臺、澎、金、馬地區發生
連續降雨並達以下情形，且預測降雨仍將持續
的情形下：

➢ 多縣市豪雨，且有局部縣市達大豪雨

➢ 局部縣市單日超大豪雨或連日大豪雨

➢ 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有氣象情資
提供之需求時

2018 0823水災

2019 0816 高雄山區豪雨
三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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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雨加強作業-仿颱風警報作業

2019 0816 高雄山區豪雨
三立新聞

2018 0823水災
2018 0823水災

2019 0816高雄山區豪雨
三立新聞

3日總雨量

• 縣市24小時雨量預報

• 縣市3日雨量預報

雨量預報

333
3小時QPF

• 24小時內逐12小時、
逐6小時QPF

• 首6小時逐3小時QPF

3小時更新

• 2、5、8、11am/pm   
(半點)更新QPF

• 1、4、7、10am/pm   
更新縣市雨量預報

• 視需要召開縣市首長視訊連線會議

災害天氣情資應用及服務



- 32 -- 32 -

「大規模豪雨」作業

• 比照颱風警報作業，提升警示聲量！

• 6h → 3h 降水預報, 回應防災單位需求

• 6h → 3h 滾動更新, 強化短時強降雨預警

• 無 → 3天總雨量, 了解降雨熱點。



33

強化預警作為及傳遞能力

▪ 中央災害防救情資研判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召集中央部會：國家災害防救科
技中心、交通部、經濟部、內政部、國防部、農委會等，
現場或視訊進行災害應變情資研判之之天氣簡報，提供
專業的天氣分析、雨量預測、防災預警等服務。

▪ 地方政府視訊會議

▪ 107年起，於颱風影響前之關鍵時刻，邀集縣市首
長或代表，透過視訊會議進行天氣簡報，充分溝通
以降低資訊落差。110年於烟花、璨樹2次颱風期間，
共辦理3次視訊會議，回應縣市提出之問題。

地方政府視訊會議

中央災害防救情資研判會議

災害天氣情資應用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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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製化預報情資提供平台

QPESUMS/Q-Plus 劇烈天氣監測系統 MetWatch客製化氣象情資整合平台

災害天氣情資應用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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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打部隊

災害天氣情資應用及服務

快速提供天氣情資！

2019南方澳斷橋事件，主動在２小時內推播天氣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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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小編接地氣

災害天氣情資應用及服務

每週日：未來一週天氣預報

週間：天氣重點、相關科普資訊
(不定期)

【報天氣】一張圖秒懂之天氣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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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服務不打折扣

災害天氣情資應用及服務

異地辦公 + 直播服務

異地辦公 日常預報&颱風警報網路直播

分流、居家維持作業量能 主動推播資訊讓您不漏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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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近年策進作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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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次烟花事件為例

預報資訊提供實例北

事件概述

2021年第6號颱風(烟花)路徑 2021年7月21日~24日累積雨量

2021年7月21日~24日
最大累積雨量排行表

3小時雨量：臺北市北投區 141 毫米
1小時雨量：臺北市大安區 105.5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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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次烟花事件為例

預報資訊提供實例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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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次0806熱帶性低氣壓及西南氣流豪雨事件為例

預報資訊提供實例
中
南

事件概述

2021年第9號颱風(TD11)路徑 2021年8月6日~7日累積雨量 登陸及最大雨量資訊

海上警報

解除警報

減弱為TD
登陸新竹

再增強為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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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 7日 8日

14:00
情資研
判會議

16:30
縣市首
長連線

17:30
加強作
業啟動

20:30
加強作
業解除

20:31
災後
守視

20:00
CEOC 2級

09:00
CEOC 1級

11:30
CEOC解編CW

B

仿警報作業，雨量預報333：
3小時QPF、滾動縣市3日/24小時雨量、3小時更新

暴潮預報、其他災害提醒

情
資

6小時更新：例行預報、6/12小時QPF；即時更新：特報、(大雷雨)即時訊息；專人諮詢

每日更新：趨勢分析文件

分區3日/24
小時雨量預估
其他災害提醒

縣市3日/24
小時雨量預估
其他災害提醒

每日至少4次更新：趨勢分析文件 趨勢分析文件

重點縣市
24小時雨量預估

其他災害提醒

管
道

官網、APP、FB粉專、簡訊、傳真、line媒體/ceoc群組、客製化網頁、24小時電話、特定對象電話聯繫

中央情資會議 縣市首長會議

氣象站：傳真/電話加強通報、line地方政府群組、進駐地方政府報告

CEOC工作會議 CEOC工作會議

＊加強作業期間：發布28次特報、21次即時訊息(含7次CB)，傳真7322次、簡訊20500次，約平時的6~7倍。

以此次0806熱帶性低氣壓及西南氣流豪雨事件為例

預報資訊提供實例
中
南



43

• 上午聯繫各縣市政府，蒐集與會資訊

• 16:30開視訊會議，提供重要情資

• 與會人員：中心各主管、督導及各縣市政府

• 提供：天氣分析、未來降雨趨勢、雨量表格

• 會後提供完整簡報

• 晚間嘉義以南宣布停班停課

縣市首長視訊連線會議

預報資訊提供實例
中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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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次圓規颱風事件為例

預報資訊提供實例東

事件概述

2021年第18號颱風(圓規)路徑 2021年10月10日~12日累積雨量

2021年10月10日~12日
最大累積雨量排行表

1小時雨量：臺東縣卑南鄉 101 毫米
1小時雨量：花蓮縣萬榮鄉 89.5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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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次圓規颱風事件為例

預報資訊提供實例東

FB 圖卡說明 防災情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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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政
府

氣象協
力機構

＊每年於汛期前舉辦北、中、南、東共４場「氣象防災資訊應用研討會」。

官網、APP、簡訊、傳真等傳遞各項資訊

客製化資訊整合系統加強即時監測及更新預報情資

各縣市氣象站及預報中心連繫洽詢

氣象局與縣市政府視訊連線會議

定
時

即
時

隨
時

關
鍵
時

氣
象
局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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