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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縱向溝通及橫向聯繫，使中央及地方災害防救單位

人員於氣象災害發生前後，能即時獲得與正確解讀災害性

氣象與地震資訊，俾利採取妥適應變作為，同時為因應氣

候變遷下的治水調節、強化抗旱減災教育，爰辦理本研討

會。

分別於2月22日北區(局本部) 、3月9日東區(花蓮縣消防局)、

3月22日中區(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及4月12日南區(高雄市

消防局) 4區，各舉辦1場為期1天的研討會，圓滿完成。

課程中使用按按按及時反饋系統進行互動，提升與會人員

之興趣，熱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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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課程上考量先前學員意見回饋並應氣候變遷議題，
在氣象、地震、防救災經驗分享課程外，111年的洪旱災應
變課程調整為氣候課程。由本局氣象預報中心、地震測報
中心及氣象科技研究中心擔任講師。並邀請地方政府防救
災單位首長進行分享：

北區：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莫懷祖局長

東區：花蓮縣消防局吳兆遠代理局長

中區：彰化縣消防局施順仁局長

南區：嘉義市政府消防局蘇耀星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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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報名576人，應到人數469人，實際與會399人，總出席率85.07%。
(111年總出席率88.97%)

報名單位數相對111年增加
*計算規則
1.活動前再次確認或是主動告知取消之學員皆不列入應到人數。
2.報名單位以中央四級、地方二級機關為基本單位，不含中央氣象局。
3.南區因疫情影響採取梅花座，有聯絡各單位以一單位一代表為主。
4.111年北區人數含線上上課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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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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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消防首長分享、氣象局防災課程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莫懷祖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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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互動、綜合座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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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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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消防首長分享、氣象局防災課程

花蓮縣消防局
吳兆遠代理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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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局防災課程、學員互動、綜合座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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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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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消防首長分享、氣象局防災課程

彰化縣消防局
施順仁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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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局防災課程、學員互動、綜合座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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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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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消防首長分享、氣象局防災課程

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蘇耀星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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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局防災課程、學員互動、綜合座談交流



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交通部公路

總局第一區

養護工程處

地震發生時，電力電信及

手機通訊均中斷的狀況，

該如何收到地震資訊？

當電力中斷時氣象局會啟用備援中心：南區氣象中心，透過備援系統偵

測地震，發布資訊。並使用各種通訊機制通報，包括災防告警系統PWS。

苗栗縣頭份

市公所

針對地震以長期觀測而言，

其實是具一定周期性，是

否有辦法預測下次強烈地

震的發生時間？

地震預測有2種方式，1.地質調查所有明確36條活動斷層，透過多種方式

來分析地震斷層的再現周期，2.透過地震活動分析的方式去預測；科學

面雖可行，但預測的誤差範圍極大，例如車籠埔斷層再現周期約300年，

但誤差近100年，在防災上的臨震意義不大；所以最佳方式還是提升建

築物的堅固程度、平時充實地震的知識與防災意識來有效應變。

台灣高速鐵

路股份有限

公司

想了解地震的預知時間。 地震預知時間應指強震即時警報，是在地震發生，但破壞性震波尚未抵

達前，提供民眾預估抵達時間及搖晃程度。預警時間須視距離及震央位

置而定，目前距震央約30幾公里外，就能提供預警，距離越遠預警時間

就越長。

例如去年917關山與918池上地震，氣象局約10秒鐘就對外發布訊息，

對北邊的花蓮市僅有幾秒鐘，但更遠的臺北市，預警時間基本可達10秒

至20秒；目前氣象局地震預警系統的能力， 基本上對島內地震約10秒，

對外海地震15至20秒，即可對外發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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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臺東縣政府

交通及觀光

發展處

地震觀測中，地下觀測井

垂掛觀測儀器，其深度是

由何種指標決定？深度是

否與精準度成正比？

全臺灣目前有500多座即時站，其中有60幾座是井下地震觀測站，未來

後續兩年計畫提升至接近90個站，井下地震站最大效益是避免地表雜訊

干擾地震訊號，地震預警要用極短的P波決定是否發布預警，需要高品質

地震觀測資料，因此將地震儀設於井下；除資料品質外，若測站越密，

可越快得到資料，預警時間更快，除了前述陸地地震站外，東部外海也

有數座海底地震儀觀測站共同成為聯合觀測網。

花蓮縣吉安

鄉公所

氣象局的超級電腦裡是模

擬各種狀況，有個謠言是

說我們東部不會發生海嘯，

但剛剛上課時，警戒區有

畫在東部地區，我是想了

解，有無模擬假設發生地

震7.5級時，震央大概在

何處、什麼深度，會造成

最高浪高的海嘯？浪高約

為多少？

海嘯警報還不必用到超級電腦。

臺灣在日本311大海嘯後，國家推動許多相關研究，界定臺灣沿岸裡最可

能造成海嘯淹溢的位置，做成海嘯潛勢圖，搭配氣象局的海嘯警報，需

要透過海嘯潛勢模擬才能界定安全區域。海嘯潛勢圖目前可在國家災害

防救科技中心的情資網得到相關資訊。潛勢圖主要是以最嚴重狀況為前

提，模擬可能淹溢的範圍。如果是針對特殊情境進行模擬地震發生的問

題，基本有相關技術能模擬特定強度規模地震，發生於特定位置，會造

成淹溢的範圍，及造成的海嘯高度，詳細可以徵詢相關學者進行相關模

擬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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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慈濟基金會 花蓮地震非常多，常常是

地震結束後才警訊響起，

因此被驚嚇二次。氣象局

的預警系統這幾年其實進

步得非常快，有沒有可能

排除已受到震波影響的區

域，僅對尚有提前預警需

求的地區傳送速報簡訊嗎？

目前氣象局針對陸地上地震約10秒即可發送簡訊，但是此時地震盲區約

30幾公里範圍內已經處搖晃中才收到訊息，但預警仍可第一時間得知地

震相關資訊；因盲區接近震源，仍須關注敏感危險因子的訊息。若要發

布預警排除盲區，實務上會有困難，因發布國家級警報時，訊息檔案不

能太大，以免在傳輸時發生問題，無法達到預警的效果，目前仍在研議

PWS可以縮小至鄉鎮市區，但這樣相對檔案變大，可能影響預警效能。

也有臺北民眾反映大樓搖晃劇烈卻沒警訊，但若降低發布標準，花蓮地

區民眾可能太長收到而麻木了，仍須在科學與實務面間找到平衡點。

臺中市外埔

區公所

未來可能準確預測地震嗎? 要有效預測地震必須提供時間、規模、震度3要素，目前科學無法完成，

但未來是有可能預測的，但是多久之後不得而知。

30年前是在地震後由人工處理，地震報告約需25分鐘，現在只需5分鐘

且，速報幾秒鐘；未來或許藉由人工智慧等技術，能夠利用大量觀測資

料，以過去案例建立、學習，統整地震發生固定模式，進而能預測並驗

證準確性。但目前大地震次數與個案仍少，不易有足夠學習資料。

氣象局正進行地震前兆相關研究：地震前電離層濃度變化、地磁變化、

地下水位變化、地鳴現象等物理現象、以及GPS觀測等研究，累積相關資

料用以分析，以期找出地震的規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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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交通部民用

航空局航管

組

想了解移動式氣象雷達

的應用。

目前雷達大部分都是固定式，國內移動式氣象雷達，例如國立中央大學

TEAM-R雷達，大部分為配合大型觀測實驗進行觀測，相關的即時觀測資

料，氣象局會透過合作管道，讓預報中心可得到即時雷達觀測資料來協助

預報進行判斷及應用，但現階段主要仍為實驗計畫。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造林生產

組

致災原因的確認是否僅

能從氣象資料研判？

不行，造成災害的原因與類型很多，其中與氣象相關的部分，必須考量氣

象條件和每個地方的耐受度差異，例如同樣的雨下在不同的地方，可能造

成的災害也會不一樣，所以必須綜合評估才能去確認災害發生的原因。

新北市三峽

義消防宣分

隊

目前預報的準確率？ 氣溫部份，3天內的高溫或低溫預報誤差皆是1度左右，7天內預報的話，

低溫預報的準確度稍高，約1度到2度，高溫預報約2度左右。

降雨部分，定量降水預報越大的雨越難報，假設以滿分1分來判定，一般的

小雨的程度技術得分約為0.4分到0.6分左右；如果雨量越大，分數就會下

降到約0.2分到0.3分。

關於颱風路徑預報準確率，24小時預報路徑誤差約80公里，48小時誤差約

130至140公里，氣象局的颱風路徑預報誤差，跟美軍、日本或是中國的氣

象局相比，實為伯仲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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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經濟部水利

署第一河川

局

本局因應氣象局發佈豪

雨特報，隨即開啟防汛

執勤，但有時實際降雨

僅大雨等級，請問：

1.是否有再提升降雨預

報精度的計畫。

2.目前豪雨預報圖有分

成山區及平地，是否可

再區分為鄉鎮豪雨預報。

3.豪雨特報執勤時，對

照雷達回波圖及實際雨

量已減緩，豪雨預報是

否也可補充預計幾小時

後雨量趨緩說明，以利

防汛執勤參考。

有關豪雨特報發布，預報豪雨但實際上只有大雨，就是預測與觀測可能出

現的差異，可能僅有些微差距但實際上沒有達到，就可以解除特報或降級。

有關對於豪雨預報的精確度，氣象局包含整合式改進以提升時空解析度或

研發相關技術，推動高速電腦建置等一直持續精進，以期提升相關預報準

確度、減少山區和平地的局地差異。對於豪大雨特報，未來也規畫朝向更

細緻化，精細到鄉鎮規模；關於降雨下降趨勢，目前特報的設計為另有提

醒延續時間，在雨勢逐漸緩和，未來趨勢有降低時，可以考慮解除特報，

此項資訊即為對此特報有效時間，目前氣象局同樣對此方面有著手細緻化

規劃，如有業務上需求，如欲知此特報何時可解除，亦可來電至預報中心

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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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田

水利署彰化

管理處

今年2、3月旱象蠻嚴重

的，想請問氣象降雨有

沒有針對集水區或是河

川溪流來做降雨預測，

讓我們可以針對灌溉供

水問題做出水源分配等

因應對策計畫？

氣象局近幾年與農田水利署合作大型計畫，由農田水利署及學校機構成立

水情戰情室，氣象局提供各灌溉區、集水區未來短中長期1至6個月雨量預

測，計畫最終目的為提供精準灌溉用水管理資訊給各農田灌溉區，發揮水

情控管機制。對於中短期雨量預測，水利署相關單位因應水情每周開設應

變會議，氣象局提供2周內短期預報及未來1周重要水源區雨量預估供水利

署、農田水利署等單位參考。長期預報通常用作資源規劃、長期準備，短

期預報為即時性相關應用，此概念稱為「無接縫預報」，期待氣象局持續

努力精進預報作業能力，相關觀測系統、預報方法開發，提供完整訊息供

應用，協助各領域應用發展。

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教育

研究所

關於科普教育，颱風警

報單的解讀，對於不同

颱風的特性，能否以圖

像象限化展現呈現在警

報單上？

颱風實際並非正圓形，氣象局時常對民眾宣導，現行警報單亦有加註說明，

今年亦規劃對颱風非對稱半徑的展示，以顯示不對稱半徑圖形；以警報單

而言，正圓對於防災操作較便利，如以科學方式處理颱風強風暴風半徑範

圍，需考量臺灣地形對颱風的影響，連帶衍生更複雜的問題，氣象局努力

在科學理論與防災實務面間取得平衡；因實際颱風非正圓，各象限風不同，

對於颱風對各地的影響，不僅以颱風警報單做研判，還需參考氣象局風雨

預報，在運用氣象資訊時要隨時更新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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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教育

研究所

近年太平洋高壓增強，

但又在約七月中旬又會

減弱往東移，導致颱風

路徑遠離臺灣而偏向日

本與韓國，對於此現象

是否有合理解釋？

太平洋高壓是非常複雜的系統，並非整個夏季皆停留於臺灣上空，正常情

形時，太平洋高壓幾乎從5月份到9月份都對臺灣天氣有重要影響。短期天

氣如7天內，太平洋高壓主體在海洋上，有時西伸有時東退，臺灣就在邊緣

的敏感區域，西伸就會造成臺灣高壓炎熱，東退就會造成午後雷陣雨；長

期天氣來說，通常5月份會有梅雨，太平洋高壓開始增強蓋到臺灣上空，把

梅雨鋒面往北推推到長江流域後，臺灣就不受梅雨影響而出梅了；大約6月

中下旬，太平洋高壓持續壟罩於臺灣上空延續到7月中旬，此通常是一年之

中最熱的時候，高溫會衝破36度以上；7月中下旬至8月左右，太平洋高壓

北移，西南季風影響增強，在預報用語上稱為大低壓帶，出現季風低壓容

易引發颱風生成，有機會影響臺灣。

上述為一般氣候平均狀態，僅說明容易受颱風影響的時期主要為8月份，7

月份相對較少，但實際上會有其他因素造成複雜變化而難以掌握，天氣預

報有不確定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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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內政部空中

勤務總隊勤

務第二大隊

第三隊

空勤總隊隊員必須隨時

奉命執行如高空作業、

夜間海面上救援等各種

任務，在任務前甚至晚

上睡覺前都會關注氣象

局的氣象資訊，天氣對

我們而言非常重要，有

時候會看商業軟體的

Windy資料來做輔助，

因為山區測站間的接合

處，天氣資訊無法即時

提供給我們，而旋翼機

在高空中受到風的影響

很大，起伏震動劇烈，

希望在未來航空氣象資

訊部分也能有更多規劃。

氣象局有提供空中勤務總隊客製化資訊，以期增加執行救援任務的安全性，

未來有任何需求皆會盡可能地提供協助以提高飛行安全性。

關於山區暴雨溪流暴漲，對山區進行氣象預報，整體而言其實非常困難，

特別是高山區更困難，因為時間與空間尺度更小，周圍相關資訊更少，相

關改善對氣象局而言，是高優先度的工作。

過去發生過數件憾事皆與山區天氣轉變相關，例如風切是很困難的問題，

這部分仍須持續努力。氣象局過去10年在臺灣本島地面觀測系統佈建至每

個鄉鎮區至少有1個氣象站，現在也在佈建沿海測站來支援沿海預報作業，

因為臺灣地形複雜，牽涉到模式解析度，過去10年主要是3公里預報模式，

未來10年氣象局要邁入1公里，甚至次公里模式。

氣象局的預報作業要能夠準確，除了科學研究基礎，觀測體系要夠進步，

資料運用要能整合，才能形成生產線，氣象局每個預報產品都是一個生產

線，要把生產線連起來需要串連許多環節，才能產生產品，同時需要與各

個領域的相關單位，例如農委會相關單位、防災單位，跟NCDR等進行合

作，讓氣象資訊做出最有效應用，期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25



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阿里山林

業鐵路及文

化資產管理

處

因業務與颱風防災應變

中心成立有關，希望得

知氣象科技在防颱相關

（如颱風預判）之應用。

目前氣象局對於熱帶性低氣壓或颱風，皆已提供5天路徑預報，可以藉此得

知數日後颱風會否接近臺灣，若判定該系統會接近臺灣，則發布熱帶性低

氣壓、颱風外圍環流或即期環流影響的訊息，此為最早的預判。其次為系

統接近過程中，有不少單位，特別是縣市政府，會依據氣象局的警報等級

開設相關應變層級，很多是海警發布即為2級開設，針對該縣市陸地警報就

1級開設。另外建議大家可以依據24小時的定量降雨預測，氣象局今年或明

年會想辦法擴展時間，讓大家可以更早進行影響評估，及後續是否成立或

啟動應變機制的依據；另外即使只有發布海上警報，有需要時，在影響較

大時，氣象局會對各縣市發布風雨預估，也能提供重要參考依據，這些是

近幾年新提供的資料，就是為了方便大家評估可能影響，及是否啟動相關

應變作為，可以供作參考，氣象局認為這個更能直接連繫到影響與災情，

強烈建議可以多加利用這些產品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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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

員會

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下，

農場不知道能有哪些層

面的實際因應作為？

在農業方面，氣象局長期與農業試驗所合作，目前已經結合溫室自動控管

設備，農民的溫室系統與該設備連接後，該設備會根據氣象局預報來精準

控制所有溫室裡面溫濕風壓，相關流程及技術應用已完成，如有興趣可與

農業試驗所接洽。未來農業方面的因應措施，1.加強對氣象預測跟氣象監

測，掌握未來極端天氣發生情況；2.因應全球暖化影響下必須適時改變農

作形態，或改良品種，來適應極端天氣變化；3.土壤保持，提倡有機土壤、

提升土壤保護力。

農業委員會及數個試驗所在農林漁牧方面皆有相關研究，例如農業試驗所

對於育種、改作，或農作區遷移等，與氣候變遷狀態的因應，又如農林防

災計畫，由氣象局的農業氣象觀測站資料，對臺灣數種農作物，對不同作

區提供精緻化天氣預報，可在氣象局農業氣象觀測網查詢相關資料，或可

參考農業委員會、農業改良場及地區農會、產銷班，對各種作物農業訓練

皆有相關資訊，包含對天氣現象因應、農作生產週期對外界環境變化和作

物生長關係，及作物疾病因應措施等；農委會現有韌性農業2.0計畫，針對

氣候變遷，未來長期對我國農業相關影響，透過與氣象局合作，對我國未

來農業試作，與農業試驗所有許多研究，以期提供相關資料給農民、農業

單位運用，相關可與氣象局聯繫或農業委員會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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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空軍官校 111年完成東莒及桃園

海象陣列雷達，可以監

控海嘯，想請問陣列雷

達除了海嘯之外是否還

可監控其他資訊例如電

離層電子濃度或其他氣

象資訊？

海象陣列雷達，是專門在海上測量海面的波和流，平常的海象大概有3個參

數，波、流、潮，潮大概就是表面，波通常也是表面，流會有不同深度，

還有海的鹽度，海面溫度等其他參數，及透過衛星觀測海面葉綠素分布，

即海面植物分布，與漁場有關；關於陣列雷達，氣象局目前有2組，1組涵

蓋範圍從臺灣本島到彭佳嶼，馬祖東莒，可監測臺灣北部海面約百公里範

圍；另1組是與桃園市政府合作，設有5個較小型陣列雷達，以期得知海上

波流，未來對北部海域船隻通行、漁業捕撈，及桃園沿海遊憩會有幫助。

因雷達波會受電離層電子濃度影響，故特別設置1部獨立的電離層雷達，可

測量電離層電子密度。

氣象局在過去有2組系統，1組為獵風者號，另1組為福爾摩沙衛星7號系統

(之前為福3系統，於前年停止運作)，福7系統是以6顆衛星環繞地球的星系，

福3與福7皆與美國合作，為我國重要計畫，福7運用GPSRO技術，所謂

「掩星」技術來偵測大氣垂直分布，主要為10公里內對流層及80公里以上

電離層，一直到衛星高度，福3高度約700多公里，福7約500多公里，可得

知此層次間全球電離層密度，因電離層會影響短波通訊，亦會影響GPS定

位，如無電離層校正，GPS定位落差極大，故另設1部獨立電離層雷達，搭

配福7系統(之前為福3)監測整個臺灣上空電離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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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空軍官校 關於QPlus的部分，是我

國國內雷達整合回波，是

否包含空軍氣象聯隊3座

雷達，清泉崗、馬公及綠

島，及其他6座新建雷達

的資料？關於中央氣象局

預計在112年完成的雲林

及宜蘭的雷達，是否已選

址？

QPlus的部分，基本包含雷達整合回波系統，空軍雷達部分，綠島及清泉

崗的雷達資料，其實有提供給氣象局，但有時因通訊因素造成資料傳輸

品質不佳，因此會視情形選擇性使用；氣象局有北中南東4個雷達，為氣

象監測型雷達，北部在五分山，中部在七股，南部在墾丁，東部在花蓮；

另水利署與氣象局長期合作，亦建置5個防災降雨雷達，或稱流域降雨雷

達，屬於較小範圍更高精確度、掃描率的雷達。前述相關雷達觀測系統

對於氣象局了解大氣現象十分重要，資料皆會整合至QPlus，目前QPlus

所示平面回波為完全整合資料，但氣象局還有其他系統可以顯示單一雷

達資料；關於112年雲林和宜蘭站的問題，氣象局目前氣象局致力於建置

一縣市一人工氣象站，以期加強每個縣市相關觀測及區域服務，宜蘭已

有人工站，目前尚無人工站的是雲林和苗栗，雲林將在古坑，苗栗將在

後龍，都已選址完待建置，至於自動氣象站，氣象局5年前即已推動一鄉

鎮一自動站，但在都會區的實際經驗發現，過於鄰近的2個站得到的資料

差異極小，基於實際考量而不於過近2點設置，目前臺灣自動氣象站設置

平均密度約7公里至8公里，即指在任意1個自動站劃1個7公里到8公里的

圓，圓內必有另1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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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空軍官校 新聞提到獵風者號衛星

將於今年年底發射，將

提供海面近100公尺風

向速，以提升颱風的預

警資訊，相關資料是否

會公開提供給民眾使用？

關於獵風者號衛星，運用原理同為GPS類型，但為GPSR，GPSR與

GPSRO差別為何？GPSR主要利用反射波，而GPSRO為折射波，即掩星

技術；光波行經不同介質時，會產生折射現象，GPSRO原理為於地面上

或天空中(衛星上)接收無線電波，利用電磁波從地面上GPS(現通稱GNSS)

衛星發射信號到福7衛星接收時，利用電磁波穿過大氣之偏折程度推估測

量大氣電子密度，平常對流層皆以此法量測大氣分布；GPSR為利用反射

波，當無線電波向海面或地面發射(此例為專門針對海面)，海面因受風吹

拂產生浪，海面粗糙度差異產生不同反射波，獵風者號接收器量測GPS訊

號反射波，以反射狀況推估海面風速。GPSR優勢在於可量測平常觀測無

法測得的較大風速，故當海上有劇烈天氣現象(如颱風)，能精確測量系統

內部風速分布；關於颱風相關觀測，臺灣的追風計劃過去由臺灣大學吳俊

傑教授團隊執行，現已完全轉移至氣象局。颱風來臨，如狀況合適，氣象

局評估必要時或颱風狀況不明瞭時就會出動飛機觀測，飛機起飛升空至4

萬英呎(約12公里)高處投放偵測器，具備降落傘延遲裝置知之測器從上空

緩慢降落入海中，歷時約15分鐘，期間可量測整個大氣垂直分布，依照經

驗，追風計畫相關資料約可改善颱風72小時路徑預報準確度約6%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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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空軍官校 近期兩岸情勢較緊張，在

戰時及平時，中央氣象局

情資的提供方式有包含什

麼氣象資訊？

近幾年政府非常注重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防護，進行很多演練；有關平戰

轉換，氣象局其實有與國防部、空軍聯隊、海軍大氣海洋局、國安局等

單位密切聯絡，關於平時、戰時適合提供、不適合提供的資訊？仍持續

進行討論，因為氣象資訊會影響軍事部署與戰術運用等，屬於敏感的資

訊，在戰區的氣象資訊通常是不對外開放，因此相關區域資料會明顯缺

漏，目前無法回答未來臺灣萬一在戰時狀態，氣象業務如何平戰轉換。

基本原則應是僅適當封鎖詳細區域資訊，但從全球各國的數值天氣預報

亦能得到氣象資訊，如此資訊封鎖就失去意義，總而言之仍有待商討。

臺中市東勢

區公所

1.請問有無各地區即時通

報災害的APP、 line群組、

臉書等？

2.是否有針對災害防救承

辦人員基礎訓練的課程？

各種網路工具氣象局都有利用，如生活氣象APP等；有關Line部份，可

以加入各地區氣象站的Line群組來接收訊息；臉書有報天文、報地震、

報天氣、報氣候，4個主要臉書粉絲專頁。除相關社群媒體外，也歡迎

隨時打電話到預報中心，或是當地氣象站諮詢。

有關災害防救承辦人員的基礎訓練課程的問題，氣象局有舉辦氣象實務

基礎訓練，每年舉辦1個梯次，目前採取現場授課，每周固定時間安排

不同專題，持續9周的課程合計36小時訓練。內容可充實基礎氣象知識，

理解氣象資訊的涵義，對災害防救人員在研判及決策方面會非常有幫助，

鼓勵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在今年7月份左右來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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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高雄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

1.想知道國內氣象分析使用

的電腦是運用國內自己建置

的超級電腦還是有與國外連

線？

2.承上題，若是國內電腦是

設置於氣象局內嗎？

氣象局的超級電腦跟國外並無直接連線，但可經過中間2個安全閘道防

護管制連到國外，氣象局相關作業，與國際間之資料連線非常重要，

全世界皆相同，因為大氣是流動的流體，若資料不流通，預報作業會

有問題，故全球氣象資料是共享的，需要連線交換資料，但並非高速

運算電腦連線，而是另行連線。

氣象局的超級電腦是設置於局本部，目前正在建置第6代的電腦，今年

底會建置完整10 Peta FLOPS的CPU和2 Peta FLOPS的GPU，此高速

運算電腦的計算能量相當大，但氣象局局本部空間有限，目前評估無

法於局本部容納全部設備，需要運用國內相關資源，例如國家網路中

心的高速運算電腦機房設施，或是民間IDC廠商提供；氣象局本身亦評

估建置於臺北氣象局局本部以外的位置，例如於新竹租借高速電腦機

房，整體仍待評估，正式計畫如經行政院核定後，會從明年開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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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花蓮縣政府消防局、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彰化縣政府消防局、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秘書室總務、政風室、臺灣南區氣象中心、花蓮氣象雷達站、
臺北氣象站(新北站區)、花蓮氣象站、五分山氣象雷達站、

墾丁氣象雷達站、新竹氣象站、臺中氣象站、嘉義氣象站、

高雄氣象站、恆春氣象站、臺東氣象站、宜蘭氣象站、

蘇澳氣象站、基隆氣象站、澎湖氣象站、金門氣象站、

馬祖氣象站、田中氣象站、竹子湖氣象站、鞍部氣象站、

日月潭氣象站、阿里山氣象站、玉山氣象站、大武氣象站、

蘭嶼氣象站、彭佳嶼氣象站、新屋氣象站、東吉島氣象站

特別致謝


	投影片 1: 112年度氣象防災資訊應用研討會成果報告
	投影片 2: 辦理情形
	投影片 3: 辦理情形
	投影片 4: 參與研討會人數&報名單位數
	投影片 5: 研討會滿意度問卷調查
	投影片 6: 北區場次_112.02.22(三)_局本部
	投影片 7: 北區場次_112.02.22(三)_局本部
	投影片 8: 北區場次_112.02.22(三)_局本部
	投影片 9: 東區場次_112.03.09(四)_花蓮縣政府消防局
	投影片 10: 東區場次_112.03.09(四)_花蓮縣政府消防局
	投影片 11: 東區場次_112.03.09(四)_花蓮縣政府消防局
	投影片 12: 中區場次_112.03.22(三)_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投影片 13: 中區場次_112.03.22(三)_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投影片 14: 中區場次_112.03.22(三)_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投影片 15: 南區場次_112.04.12(三)_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投影片 16: 南區場次_112.04.12(三)_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投影片 17: 南區場次_112.04.12(三)_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投影片 18: 綜合座談意見
	投影片 19: 綜合座談意見
	投影片 20: 綜合座談意見
	投影片 21: 綜合座談意見
	投影片 22: 綜合座談意見
	投影片 23: 綜合座談意見
	投影片 24: 綜合座談意見
	投影片 25: 綜合座談意見
	投影片 26: 綜合座談意見
	投影片 27: 綜合座談意見
	投影片 28: 綜合座談意見
	投影片 29: 綜合座談意見
	投影片 30: 綜合座談意見
	投影片 31: 綜合座談意見
	投影片 32: 綜合座談意見
	投影片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