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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進國內新聞媒體從業人員對本局氣象實務之認識，正

確解讀氣象資訊及妥適應用，特以氣象防災、地震防災，

及今年新增之氣候議題為主題，邀請本局氣象預報中心、

地震測報中心及氣象科技研究中心擔任講師分享相關訊息，

舉辦本說明會，以深化氣象資訊之推廣與運用。

分別於2月23日北區(局本部) 、3月10日東區(花蓮縣消防局)、

3月23日中區(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及4月13日南區(高雄市

消防局) 4區，各舉辦1場為期半天的說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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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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報名185人，應到人數174人，實際與會147人，總出席率84.48%。
(111年總出席率8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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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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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滿意度9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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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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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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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局防災課程、學員互動、綜合座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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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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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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廣播電

臺

請問氣象、氣候預測的精

準度？

颱風部分，1天前颱風24小時路徑預測，誤差約70、80公里，2天約130、

140公里；一般天氣部分，溫度預報誤差，低溫預報在3天內約1度，4到

7天誤差約1度至1.5度，高溫稍高，3天內誤差約1.5度，4到7天誤差約2

度；降雨預報準確度平均約8成。預報誤差會隨天數增加而逐漸增大，建

議大家可時常更新預報資訊，參考最新資料。

氣候部分與天氣略有不同，主要與過去氣候平均比較，預測未來變化趨

勢，隱含機率的概念，而機率亦可校驗；對於第2周鋒面到達時間，誤差

容許範圍在前後差1天，整體是以整週判斷；氣候對於溫度誤差，無法細

分至1度、2度程度，氣候層面溫度誤差主要分為3個類別，偏高、正常、

偏低；對於未來1個月溫度偏暖和偏冷，目前有技術可行；氣候層面雨量

部分可預報度極低，亦有季節差異，例如預報梅雨，尚能預報到達時間，

但對於降雨區域及降雨量則仍無法預測；雖只能得知概略資訊，仍對提

前擬定因應對策及部署有助益；氣候預測同樣建議大家可時常更新預報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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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臺北廣播電

臺

請問地震預測的精準度？ 地震部分，以預測、預警跟觀測部分說明目前精確度情形。預測部分目

前無法預測，預測指地震發生前，能預知有地震要發生，及發生時間、

地點、規模，不僅是臺灣，目前全世界皆無法做到地震預測；雖無法預

測地震，氣象局對於前兆研究有投入心力，在地震前的異常狀況，以科

學方式分析，例如地震活動、地殼形變、地下水、地電磁、電離層科學

方面觀測，嘗試理解是否有機會在地震發生前察覺異常，目前氣象局正

在進行相關研究。

預警指地震其實已發生，只是破壞性震波尚未到達前，告知破壞性震波

的影響，預估震度，目前預警準確度，例如預估為5弱級，實際觀測亦為

5弱的比例約50幾%，如可接受誤差範圍是1級，則準確度可達8成以上；

地震觀測分為震源參數及各地觀測震度，各地觀測實際上沒有準確度問

題，就是實際觀測結果，震源參數是透過地震波記錄反推算地震位置、

大小、時間，震源參數誤差部分，位置誤差約5公里，此為目前觀測網及

技術方法演進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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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內政部警政

署警察廣播

電臺

哪些氣象數據是方便民眾

生活中可以多留意的？

請大家多留意氣象局的官網，手機上內建的氣象資訊並非氣象局提供的；

大家可以安裝生活氣象APP、訂閱氣象局臉書粉絲專頁、到官網查詢測

站觀測資料以及預報，都能得到最新資訊；對於生活遊憩，可以善用全

島各地測站觀測資料來評估穿衣建議，如果是爬山，因為有的高山測站

位置偏高，亦可參考鄰近測站資料；目前氣象局預報服務可詳細至鄉鎮

層級，亦可用生活氣象APP確認該景點的精確預報。

亞洲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為何今年冬天天氣變化這

麼劇烈？

今年冬天的劇烈變化要從11月開始說起，去年11月與往年11月相比十分

溫暖，大氣很溫暖代表必須要調整、釋放能量，大氣調整過程與負北極

震盪有關，大氣溫暖讓環繞北極的西風帶減弱，沒有足夠力量將冷空氣

圍鎖在北極，故北極冷空氣南下，造成美國、歐洲或亞洲，包含臺灣，

有寒冷天氣型態。氣溫變化，短期從大氣現象分析，長遠會從太陽現象、

海洋大氣交互作用等來探討原因，今年為反聖嬰連續第3年，一般聖嬰或

是反聖嬰現象，都是影響氣候變化的因素之一；對於詢問今年是冷冬還

是暖冬，必須由去年12月到今年2月份溫度統計，與過往相比才能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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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聯利媒體股

份有限公司

(TVBS)

我們很關注颱風的動向，

以往好像氣象局會比較跟

進日本那邊的一個預報，

但是以去年的一個狀況來

看，向歐洲的預報就明顯

的準確很多，就是以去年

的一個案例來說啊，想問

可能這陣子開始，或是今

年開始，氣象局會比較參

考歐洲的預報？因為對於

颱風的動向，畢竟我們都

會希望可以往後多看一點，

所以想說就是在這部分會

不會有做調整？

媒體上可看到的颱風路徑大致分為2種來源，1種叫做國家預報，即國家

氣象單位的預報，例如日本氣象廳，韓國氣象廳，中國的預報或香港天

文臺的預報，菲律賓等官方預報，但是參考資料是來自電腦預測，即所

謂氣象模式預測，很多國家都有發展模式，例如歐洲模式、美國模式等，

國家預報與模式預報略有差異。

每個國家的氣象作業單位，例如臺灣就是中央氣象局，會發布路徑預報，

其他國家的氣象單位在做颱風路徑預報時，一定會參考很多電腦模式模

擬結果，即模式預報，而模式來源例如美國模式、歐洲模式，還有氣象

局自己的颱風模式等，由預報員經過綜合研判後再製作認為最可能路徑，

稱為官方路徑，參考模式的依據主要是藉由預報與後續觀測的校驗，判

斷哪個模式掌握度較高，就能相信其未來預報準確度較好；每個數值模

式每年對颱風路徑預報的表現亦有差異，平均而言歐洲模式表現整體較

美國模式稍好，氣象局自己的颱風模式對颱風路徑前3天的掌握度較好，

所以氣象局會綜合研判後發佈官方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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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聯利媒體股

份有限公司

(TVBS)

我們也會關注NCDR的資

訊，可是我發現，譬如說

以定量降水預報來說好像

NCDR的圖示跟氣象局的

圖示，有時候會有一些出

入，然後我想問一下，這

個導致有出入原因是什麼？

NCDR的圖還是有參考依

據嗎？

關於降雨的雨量預報圖，雨量預報圖產出方式與颱風路徑相同，氣象局

會參考很多電腦模式模擬結果，例如歐洲模式、美國模式，即氣象局自

己的區域模式等所產製的雨量圖，經過預報員綜合分析研判後製作出官

方定量降水預報圖；NCDR雨量預報圖是模式模擬直接結果，沒有再經

預報員研判及調整，相對而言因模式會有系統性誤差。故基本是2個不同

產出方法，一個是模式直接產出的雨量預報圖，一個是經過預報員調整

修改之後的預報圖，還是可以去參考模式直接產出的資料，但準確度需

要事後校驗，可以累積使用經驗用以得知何時可以參考其趨勢。

財團法人中

央通訊社

因為花東地區颱風多，剛

剛有提到我們已經3年多

沒有颱風了，那可不可以

預測一下今年的颱風多寡？

過去3年應為反聖嬰現象影響，而今年反聖嬰現象減弱，預期會接近往年

平均，今年應該就不會發生如同過去3年颱風不來的情形，但關於颱風會

否襲來的預測，約要至5月或6月才有較多資訊能提供，目前仍無法確定

今年颱風個數，預估是接近正常，約3個至4個。反聖嬰現象其實與海溫

有關，海溫和太平洋高壓會影響颱風生成位置及走向，通常氣象局在颱

風季來臨之前進行預測，可關注氣象局記者會，在6月時會有關於颱風預

測報告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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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財團法人中

央通訊社

因為花東地區地震多，常

常看到地震的時候會看到

我們花蓮有小區域地震，

所謂的小區域，是指多大

的範圍？然後它的影響它

的震度是如何？

地震報告分為小區域及顯著有感2類，顯著有感明顯較強烈的，可能造成

影響的地震；不到顯著有感地震即歸類為小區域。目前氣象局對於小區

域地震之定義為，規模4.0以上且無觀測站震度達4級以上，或縣市政府

達到3級以上震度，對於此類規模不大但部份民眾是有感的，就編列至小

區域地震。氣象局對顯著有感地震發布會透過所有管道傳送，每年顯著

有感地震約100個，小區域地震約500個，如果小區域地震報告也透過與

顯著有感地震相同管道發布，民眾會在一天之內收到2個甚至3個地震報

告，對生活會造成困擾，因此小區域地震報告就僅以網頁供外界查詢。

警察廣播電

臺高雄分臺

南部地區語言多使用臺語，

關於氣象局在播報氣象預

報與地震訊息部分，是否

能加強對於使用如臺語、

客語甚至手語等其他語言

的傳播方式？

氣象局有考量臺語、客語等其他語言的需求，目前在廣播部分因廣泛通

用因素，仍僅有國語播報；過去氣象局對於原住民區，由原住民族電視

臺將氣象局氣象資訊翻譯成原住民語再行播報；在臺語、客語部分，若

為採訪類型的氣象預報說明會等，不容易同時呈現多種語言，可能須採

用預錄方式才能由氣象局自身發布臺語、客語的氣象預報，對於盡可能

滿足各族群需求的問題，氣象局會再行研議適合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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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台南之聲廣

播電台股份

有限公司

臺灣東部如果發生地震，

有可能引發海嘯嗎？海嘯

要形成的原因又是什麼？

海嘯發生原因很多，會造成強大的海嘯最主因板塊運動關係造成整個海

床變動，海水受影響而提高，就有海嘯波浪侵襲，另外像海底火山、海

底山崩也會造成海嘯；根據學者研究，臺灣沿岸容易造成海嘯波浪堆高

區域在東北和西南區域，主因由深到淺的海底地形，海嘯波速度與水深

有關，水越深速度越快，海嘯波浪接近岸邊由快到慢會堆高累積。臺灣

花東沿岸是深斷層，水較深速度反而變快，抵消堆積效果，因此不易堆

積海嘯波浪，但若是規模8.5、9.0以上地震對東部還是可能會形成1到3

公尺以上海嘯造成災害。

青年日報 火山噴發的規模和影響範

圍。

我國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根據整個火山可能噴發位置，例如目前大屯

火山群等作潛勢分析，對於岩漿流可能流動方向、碎屑流可能覆蓋區域、

火山灰可能覆蓋範圍等，區分冬、夏季作成數張顯示圖，範圍約位在臺

北士林北投，新北金山萬里石門一帶，相關情境圖可供救災單位規劃安

全撤離路線、安全居留所設置位置等；因岩漿上升到地表準備噴發的過

程，會造成地震活動，可由此類地震活動了解火山噴發位置及時間，相

較於海嘯與地震，火山噴發前通常會有數周至1個月預警時間，透過相關

徵兆，如地震活動，地殼形變，或氣體、溫度變化進行預警，可有較多

預警時間。

19



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花蓮電子報 1. 臺灣因為某些因素沒有

參加那個國際氣象組織，

這在我們氣象資訊的取得

方面會不會沒有辦法跟國

際接軌？一段時間來我們

的颱風資訊，是不是跟國

際氣象單位發佈的有落差？

2.最近很多飛安的問題跟

氣象有關，就是亂流等現

象，臺灣在氣象這一部分

有沒有跟飛安做結合，提

供比較安全的資訊？

聯合國在氣象部分之組織為世界氣象組織，因臺灣不是會員國，故無法

參加，但因氣象資訊是互相分享的，氣象局仍可透過日本跟美國管道去

獲得全世界的氣象資訊，在氣象上的交流事實上不限美國、日本，與韓

國甚至東南亞國家均有交流；跟國際接軌部分，非會員國最大不利處為

任何聯合國相關活動不會受邀，導致無法參與國際會議，但通常透過間

接管道來進行國際交流，因為氣象局技術在全世界是相當尖端的，舉例

來說，臺灣在颱風路徑預報技術與世界先進國家水平為伯仲之間，同時

氣象局亦有發展風雨預報，且臺灣面對的氣象現象亦相當多元，故前述

各個國家皆願意與我國進行相當密切的交流。

關於飛航安全，航空氣象屬於另外的專業領域，由民用航空局管轄，專

門負責航空氣象發布，基本上也會與氣象局合作，氣象局也會支援超級

電腦或各項預報雷達相關應用方面，氣象局和民用航空局合作密切，由

氣象局提供上游資料，例如超級電腦模式運算結果，至於如何運用至機

場或飛安方面，及管轄飛航安全方面等，就由民用氣象局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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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中華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有時會遇到一些需要氣象

專業的採訪，像我們是在

中部地區的記者，想請問

是否有統一的發言人單位，

還是說只要找各縣市氣象

站的長官？因為有時對於

大動向的氣象事件，撥打

預報中心的氣象諮詢專線

1234，沒有辦法進行電話

訪問，但我們電視台其實

會需要聲源，即使說10點

有記者會，但是其他時間

都沒辦法電話訪問，想請

問這部分是否有其他選擇？

地方特定訊息可詢問當地氣象站主任，另因有全國統一發布訊息，氣象

局會將相關資訊傳達至氣象站，再由氣象站對外傳達；若希望能直接詢

問氣象預報中心同仁，可撥打1234專線諮詢，主要為一般詢答，若需電

話訪問需要特別表明；如有採訪需求，儘量可能以電視臺現場採訪為主。

如需要進行專題採訪，可透過秘書室媒體聯絡人李湘源科長約定時間。

由於預報中心位於臺北，如無法親自前來，亦可採訪各地氣象站主任，

因預報須作業時間，局本部無法隨時接受採訪，時間僅限10點多及下午

3點半此2時段，此時間點正好是預報作業完成，立即接受採訪即可提供

最新訊息；如為重大天氣事件，氣象局會召開記者會，頻率會較往常預

報說明會更高。

關於地震測報中心採訪的部分，因現有氣象站無配合派駐地震相關同仁，

可能無法回答相關問題；地震後地震中心會主動說明，若不便親自到臺

北參加，可撥打電話23491181約定訪問時間，以電話進行訪問，或以

手機Line視訊方式進行線上採訪，以提供具有影像之採訪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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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提問問題 氣象局回應

財團法人公

共電視文化

事業基金會

關於山區溪流暴雨警示，

要將訊息傳到山區等偏遠

地區可能會有問題，請問

是否會考量於相關流域區

域設置如同於海岸的警報

廣播器，用以輔助山區溪

流暴雨警示系統不足之處？

根據氣象局與雙北實驗性試辦的合作經驗，目前山區溪流暴雨警示尚缺

乏基礎建設，PWS系統僅為一種途徑，由巡邏人員至警示區域勸離民眾

實務上較為可行。另因可能發生暴漲區域與降水區域並非直接連結，而

是經過匯流後於下游發生，這部分牽涉到相關地區是否有足夠基礎建設，

及縣市政府防救災單位是否能配合；PWS系統是透過手機接收，若PWS

系統無法傳送時，APP也無法作用。PWS的傳播方式為整個區域，可能

會干擾附近居民，所幸次數不多，居民都願意諒解。有關設置警報廣播

器於容易產生溪流暴漲的遊憩區，這部分仍需地方政府配合，來協助氣

象局努力改善。

城市廣播股

份有限公司

關於地震、颱風、豪大雨

特報，媒體推播或網路上

數位化資訊通知，想請問

有沒有在非數位化地方，

面對一些可能手邊沒有數

位資源的閱聽眾，去做氣

象資訊的推播或是通知？

此部分為數位落差問題，因現在大部分地區皆有網路服務，若真的沒有

網路，僅能運用原始傳播工具，目前氣象局仍有使用電話及傳真，但傳

真在接受方傳真機若無正常待機運作，經常傳真失敗；氣象局沒有自有

無線電臺，無法透過無線廣播提供相關資訊，此時需要藉助媒體透過廣

播電臺提供相關資訊，各位媒體朋友如需要撰稿用相關資訊，可以電話

或用Line詢問氣象局及當地氣象站同仁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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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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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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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