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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
• 全球百年溫度年增率約0.009、50
年約0.018、30年約0.023；
• 暖化趨勢明顯、且有加速之趨勢；
• 高溫持續時間及頻率增加，旱澇
加劇，極端天氣事件頻傳。

2

1911-2016年全球溫度變異

1850-2018年全球暖化



二氧化碳濃度高 海平面上升快 北極海冰減少 冰河退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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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浪
更多更強

暴雨
更多更強

乾旱
增加

野火
更多

海洋
暖化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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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高溫、低溫、降雨

極端天氣的挑戰

天氣似乎變得有點

2020 JUL

2018 AUG

熱帶低壓致災豪雨

2016 JAN

"極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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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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而言之，
就是極端化

臺灣氣候變遷分析

極端天氣的挑戰



臺灣災害性天氣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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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初夏：
• 夏季季風及梅雨鋒面
帶來極端降雨

• 盛夏、秋季：
• 太平洋高壓帶來高溫
• 颱風帶來強風豪雨

• 冬季:
• 大陸高壓帶來低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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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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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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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衛星雲圖

可見光影像 紅外線影像

n可見光雲雲圖，可表現雲層的厚度
━ 愈厚的雲顏色愈白（亮），較薄的雲表現出半透明的灰色。

n紅外線雲圖，表示雲所存在的高度
━ 雲頂表面高度愈高，顏色愈白（亮）；高度愈低，則呈現較灰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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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調強化雲圖（紅外線）

n 為了突顯並瞭解天氣系統，常將不同高度的雲頂溫度值，給予不同的顏色，增
進我們對天氣系統結構的判斷及解釋，這種雲圖稱之為色調強化雲圖。

n 類似地理學上常用的等高線圖。
n 坡度較大的地方，天氣系統發展愈強，通常降雨機會愈大（春、夏季）。

衛星黑白影像

彩色色調強化影像

黑白色調強化影像

- 72 ℃

發展最高
對流最強

坡度小坡度大

http://etextbook.twbbs.org/static/html/lesson1/image/
P1-1.gif

地形之等高線圖（公尺）
峯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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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雲蓋Ａ的某些部分具有清晰的邊緣（a），
即有陡峭的溫度梯度，系統中對流活躍的
部分通常與這些邊緣有關。

-30.7 ~ -41.2 ℃

-42.2 ~ -52.2 ℃

-54.2 ~ -63.9 ℃

＜- 76.2 ℃

-64.2 ~ -69.2 ℃
-70.2 ~ -75.2 ℃

A
B

C D

a

具有組織性之對流系統特徵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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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天線發射高能電磁脈波，當電磁脈波碰到雲中降水粒子時，會
造成電磁脈波反射及散射，雷達再接收這些反射回來的微弱電磁波
能量，經過處理後成為雷達回波圖。

• 回波的強度與降水粒子的大小、形狀、狀態與集中率有關，一般來
說，回波越強，降雨的強度越大。

雷達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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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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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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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霧特報

災害天氣情資產品

2016霸王級寒流，造成漁損逾10億 (中時)

能見度觀測站分布

馬祖

金門

澎湖

當有霧或低雲影響，造成能見度 ≦ 200公尺時

參考位於臺澎金馬平地及所有國道、機場等交通運輸要地之能見度觀
測站點

1.預測易有霧或低雲的時間與範圍

2.實際觀測能見度不足200公尺的縣市

3.附帶說明能見度亦較低的地區

發布→由氣象局24小時監測並發布

接收→民眾、政府與交通運輸相關單位

濃霧對交通影響甚大如行車用路安全等；因此氣象局發布濃霧特報提醒
各界注意

1.根據觀測資料發濃霧特報，並密集監測更新

2.多元管道主動或被動通知：官網、廣播、生活氣

象APP或FB報天氣粉絲專頁

When

Where

What

Who

Why

How

目前能見度觀測站點主要分布在氣象局局屬站、機場及國道，然而有時濃霧發生範圍較小且影響時間
短暫，在監測上仍有極限，近期氣象局與公路單位合作，期能透由增建多座自動能見度儀，提升對濃
霧好發地區之監測能力。起霧時

留意路況

國道站(自動)

機場站(自動/人工)

局屬站(自動/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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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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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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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 -
關鍵時加強推播

大雷雨與強風告警，主動示警 主動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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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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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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天氣情資產品
颱風警報: 發布時機

海上颱風警報

預測 小時內颱風七級風暴風

範圍可能侵襲臺灣及澎湖、金門、

馬祖 公里以內海域時。

每3小時發布1次警報。

２４

１００

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預測 小時內颱風七級風暴

風範圍可能侵襲臺灣及澎湖、

金門、馬祖陸地時。

每3小時發布1次警報，並每小

時加發最新颱風位置。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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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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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 多縣市豪雨，且有局部縣市達大豪雨

Ø 局部縣市單日超大豪雨或連日大豪雨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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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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各國颱風預報路徑誤差(km)
預報能力及其不確定性

本局颱風路徑預報
能力與美日等國同
步精進，107年颱
風路徑預報誤差：

24小時 73公里
48小時 118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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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差產生的原因：預報能力及其不確定性

模式

利用數值方法將控制大氣運動的物
理方程式改寫成電腦程式語言

地面氣象觀測

衛星遙測

氣象雷達

高空觀測

飛機觀測

2~3小
時

Ø 也因為缺少觀測資料，科學上
對颱風的瞭解仍不完備。

Ø 電腦數值模式仍無法百分之百
的準確。

Ø 海面上資料稀少，
無法確實掌握颱
風及周圍大氣環
境的狀況。

觀測資料有限

模式無法完全模擬真實的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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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報能力及其不確定性

不確定下的作為

Ø校驗與修正

Ø多模式及系集模式預報

Ø機率預報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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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訊息的演進

多雲短暫雨 多雲短暫雨
降雨機率30%

多雲短暫雨
降雨機率30%

多雲短暫雨
降雨機率80%

VS. 攜帶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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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訊息的演進

路徑潛勢預報

紅色框線範圍代表：預測未
來颱風中心有70%的機會
會落入該區域。

預報時間越長誤差越大，所
以不確定的範圍也越大。

半徑的大小取決於移向、移
速、位置及預報時間有關。 顯示預報之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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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報能力及其不確定性

不確定下的作為

Ø校驗與修正

Ø多模式及系集模式預報

Ø機率預報的運用

Ø監測彌補預報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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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要先做預防還是事後補救？
你是要準備妥當還是毫無準備？
你是要安全還是不安全？」

「對我而言，這根本想都不用想：
我們必須採取預防措施，確保民
眾安全。」

辛苦了，各位防災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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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