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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內容大綱內容大綱內容大綱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認識台灣的颱風認識台灣的颱風

颱風的警報作業颱風的警報作業

颱風的可能災害颱風的可能災害颱風的可能災害颱風的可能災害

取得颱風資訊的管道取得颱風資訊的管道

颱風的預報極限颱風的預報極限

面對颱風的新思維面對颱風的新思維面對颱風的新思維面對颱風的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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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性天氣定義災害性天氣定義——氣象法氣象法災害性天氣定義災害性天氣定義 氣象法氣象法
大雨 24小時累積雨量達50毫米以上者，其中有1小時雨量達15

毫米以上毫米以上

豪雨 24小時累積雨量達130毫米以上者
大豪雨：24小時累積雨量達200毫米以上者

超大豪雨：24小時累積雨量達350毫米以上者超大豪雨：24小時累積雨量達350毫米以上者

濃霧 水平能見度不足200公尺。

低溫 平地氣溫降至攝氏10度以下。低溫 平地氣溫降至攝氏10度以下。

強風 平均風力增強至6級或陣風8級以上者

雷電 閃電是瞬變高電流放電的光現象；雷是閃電沿放電路徑雷電 閃電是瞬變高電流放電的光現象；雷是閃電沿放電路徑
造成氣體快速膨脹所發出的聲音。兩種大氣現象經常伴
隨一起發生。

龍捲風 指發生在積雨雲下方或自積雨雲向下發展至近地面或海
面之強烈旋轉氣柱，肉眼常可見呈漏斗狀雲或管狀雲。

焚風 當風越山後，氣溫上升，相對溼度下降，有風速驟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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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風 當風越山後，氣溫上升，相對溼度下降，有風速驟增及
乾熱風發生之現象。

台灣地區主要天氣災害台灣地區主要天氣災害台灣地區主要天氣災害台灣地區主要天氣災害
災害損失含農業、漁業、水利、鐵路、公路設施災害損失含農業、漁業、水利、鐵路、公路設施
19851985至至20092009年共約年共約4,0854,085億元，平均每年億元，平均每年163163億元億元
颱風災害約颱風災害約3,5513,551億元，平均每年億元，平均每年142142億元億元

災害分類統計圖

0.32%0.71%2.37%
颱風

0.11%

0.01%

9 54%

86.94%
颱風

豪雨

寒害9.54% 寒害

旱災

冰雹

焚風

其它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44



台灣四大氣象災害台灣四大氣象災害台灣四大氣象災害台灣四大氣象災害

颱風
豪雨

乾旱 寒潮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55

認識台灣的颱風認識台灣的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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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的源地颱風的源地(Bill Gray 1975)(Bill Gray 1975)

颱風

颱風的源地颱風的源地(Bill Gray,1975)(Bill Gray,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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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一年約全球一年約8585個颱風個颱風全球一年約全球一年約8585個颱風個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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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的發生頻率颱風的發生頻率颱風的發生頻率颱風的發生頻率
北太平洋西部、中國南海地區生成最多也最強。

平均每年約有27個，而以7、8、9三個月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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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的強度颱風的強度颱風的強度颱風的強度
生命週期有發生期、加強期、成熟期及衰弱期等四個
階段，短者4〜5日，長者10餘日。通常依據颱風中心階段，短者4〜5日，長者10餘日。通常依據颱風中心
附近的最大風速來劃分強度：

颱 風 強 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颱 風 強 度 近中心最大風速

國際劃分 我國劃分 公尺/秒 公里/時 風級
T i lTropical 
Depression(TD) 熱帶低壓 17.2 以下 62 以下 8 以下

Tropical 
storm (TS) 輕度颱風 17.2〜32.6 62〜117 8〜11storm (TS) 輕度颱風 7. 3 .6 6 7 8

Typhoon

(tropical

中度颱風 32.7〜50.9 118〜183 12〜15

(tropical 
cyclone)
(hurricane)

強烈颱風 51.0 以上 184 以上 16 以上

超級強烈颱風 67.0 以上 241 以上 16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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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內部結構颱風內部結構((三維空間示意圖三維空間示意圖))颱風內部結構颱風內部結構((三維空間示意圖三維空間示意圖))

 颱風眼內為下沉氣流，晴空無雲雨

 風向：低層反時針旋轉，高層順時針旋轉

風速 愈接近颱風眼風速愈大 最大風速發生在近地面的颱風眼牆附近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1111

 風速：愈接近颱風眼風速愈大，最大風速發生在近地面的颱風眼牆附近

螺旋雨帶

颱風眼

地形雨帶

眼牆雨帶

地形雨帶

眼牆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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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襲臺灣的颱風侵襲臺灣的颱風侵襲臺灣的颱風侵襲臺灣的颱風

侵襲臺灣颱風的定義侵襲臺灣颱風的定義
指颱風中心登陸臺灣地區，或經過臺灣地區近
海並造成災情者。海並造成災情者

發生頻率
侵襲台灣之颱風 最早出現在4月下旬 最遲為侵襲台灣之颱風，最早出現在4月下旬，最遲為
12月，平均每年約有3〜4個，而以7、8、9三
個月侵襲次數最多個月侵襲次數最多。

2004年12月3日 南瑪都颱風(中度)2004年12月3日 南瑪都颱風(中度)
北部及東半部有豪雨發生，花蓮布洛灣累積雨量達1090毫米，部分地區道
路坍方。有2人死亡、2人失蹤，農林漁牧損失約6.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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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襲臺灣的颱風侵襲臺灣的颱風
各月份颱風侵襲台灣次數的統計(1897〜1996) 

侵襲臺灣的颱風侵襲臺灣的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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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襲臺灣的颱風侵襲臺灣的颱風侵襲臺灣的颱風侵襲臺灣的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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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台灣颱風路徑分類圖

(1897－2003年)

侵襲臺灣的颱風侵襲臺灣的颱風侵襲臺灣的颱風侵襲臺灣的颱風

過去百年來西過去百年來西
北部無颱風登

陸陸

颱風登陸地點
之統計之統計

(1897~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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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的警報作業颱風的警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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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警報發布標準颱風警報發布標準
海上颱風警報發布

颱風警報發布標準颱風警報發布標準

標準示意圖

預測24小時後，7級風暴風
範圍可能侵襲台灣、澎湖、範圍可能侵襲台灣、澎湖、
金門及馬祖近海100公里海
域內

預測18小時後，7級風暴風
範圍可能侵襲台灣、澎湖、
金門及馬祖陸地

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發布標準示意圖

金門及馬祖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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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標準示意圖



颱風警報的解除颱風警報的解除
 當7級風暴風範圍離開台灣、澎湖或金門、馬袓陸地時，

解除陸上颱風警報；如離開上述地區近海時，解除海上颱

颱風警報的解除颱風警報的解除

解除陸上颱風警報；如離開上述地區近海時，解除海上颱
風警報。颱風轉向或消失時，直接解除颱風警報

 若因颱風外圍環流影響(如引進西南氣流)導致持續降雨，
則視需要改發布豪雨特報則視需要改發布豪雨特報。

2004年7月1日敏督利颱風侵襲台灣，7月3日敏督利颱風雖遠離台灣地區，其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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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1日敏督利颱風侵襲台灣，7月3日敏督利颱風雖遠離台灣地區，其引進
之西南氣流仍造成全台豪雨成災。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預測位置及動態

警戒區域警戒區域
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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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警報單颱風警報單((動態圖動態圖))颱風警報單颱風警報單((動態圖動態圖))

現在暴風圈範圍

預測暴風圈範圍

現在暴風圈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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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區域未涵蓋預報不確定性

美國與日本颱風路徑潛勢預報美國與日本颱風路徑潛勢預報美國與日本颱風路徑潛勢預報美國與日本颱風路徑潛勢預報
美國 日本

提供機率預報是世界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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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路徑潛勢預報颱風路徑潛勢預報颱風路徑潛勢預報颱風路徑潛勢預報
由於目前颱風預報能力，仍然會有誤差產生，且預報誤差會
隨時間增加 因此氣象局根據過去誤差之統計資料 製作颱隨時間增加，因此氣象局根據過去誤差之統計資料，製作颱
風路徑潛勢預報圖，提供民眾及防救災單位參考。

紅色圓圈範圍代表：預測未紅色圓圈範圍代表：預測未
來颱風中心有70%的機會
會落入該區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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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確定的範圍也越大

半徑的大小取決於移向、移
速及預報時間有關，是用過 顯示預報之不確定性速及預報時間有關，是用過
去的資料統計得來的。

這些不是暴風圈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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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路徑預報輔助產品颱風路徑預報輔助產品颱風路徑預報輔助產品颱風路徑預報輔助產品
颱風路徑潛勢預測圖 新增輔助產品

未來72小時內颱風中心120
公里範圍內通過某地點之預測未來颱風中心有70%的 公里範圍內通過某地點之
預測機率值

預測未來颱風中心有70%的
機會會落入該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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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城市預報機率之時間序列圖主要城市預報機率之時間序列圖
颱風中心颱風中心120120公里範圍內通過主要城市之每公里範圍內通過主要城市之每66小時預測機率值小時預測機率值

主要城市預報機率之時間序列圖主要城市預報機率之時間序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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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警報作業產品颱風警報作業產品颱風警報作業產品颱風警報作業產品

路徑預報

警報作業警報作業

風力預報風力預報雨量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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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豪((大大))雨特報雨特報豪豪((大大))雨特報雨特報
發布時機

豪豪((大大))雨特報雨特報豪豪((大大))雨特報雨特報

預測雨量達豪(大)雨標準時，即發布豪(大)雨特報

雨量標準雨量標準
–大雨：24小時累積雨量達50毫米以上，且其中至少

有1小時雨量達15毫米以上之降雨現象有1小時雨量達15毫米以上之降雨現象。

–豪雨：指24小時累積雨量達130毫米以上之降雨現象豪雨 指24小時累積雨量達130毫米以上之降雨現象
達200毫米以上者稱之為大豪雨；
達350毫米以上者稱之為超大豪雨。

解除時機
研判發生豪(大)雨機會降低時。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2727

( )

風級、風速與風壓換算表風級、風速與風壓換算表風級、風速與風壓換算表風級、風速與風壓換算表
((1010分鐘內平均風速分鐘內平均風速))

風 風速 風壓 風壓風
級

風速
(km/hr)

風壓
kg/㎡

風壓
kg/㎡

海面：波高4至6公尺 海水湧7 5061 2335 海面：波高4至6公尺，海水湧
突，白浪泡沫沿風成條，浪濤
漸起。
陸地：全樹搖動 迎風步行有陸地：全樹搖動，迎風步行有
阻力。

10 89 102 72 97 海面：波高9至13公尺，猛浪翻10 89102 7297 海面 波高9至13公尺 猛浪翻
騰，浪峰高聳，浪花白沫堆積，
海面一片白浪，能見度低。

陸地 拔樹倒屋或其他毀損陸地：拔樹倒屋或其他毀損。

17 202220 3774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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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風雨預報產品颱風風雨預報產品颱風風雨預報產品颱風風雨預報產品

警戒區域風力預報警戒區域風力預報

各地區總雨量預報

各地區未來24小時雨量預報

預報該區可能出現最大之數值可能範圍預報該區可能出現最大之數值可能範圍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2929

颱風風雨預測流程颱風風雨預測流程颱風風雨預測流程颱風風雨預測流程

移速正確 路徑正確

風雨預報風雨預報
準 確

預估雨量結構正確 強度正確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303030



各警戒區風力預報範例各警戒區風力預報範例各警戒區風力預報範例各警戒區風力預報範例

66
小
時

66
小
時

66
小
時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313131

各地區總雨量預報範例各地區總雨量預報範例各地區總雨量預報範例各地區總雨量預報範例

平

地地

山

區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323232



各地區未來各地區未來2424小時雨量預報範例小時雨量預報範例各地區未來各地區未來2424小時雨量預報範例小時雨量預報範例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333333

颱風的災害颱風的災害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3434



侵臺颱風導致的災害侵臺颱風導致的災害(1/2)(1/2)侵臺颱風導致的災害侵臺颱風導致的災害(1/2)(1/2)

風災風災
 強風並非導致最大災害者。
 各地風力大小與颱風路徑、強度和地形、高度有關。
 各地的風力具有相當明顯的地域性 各地的風力具有相當明顯的地域性。

豪雨
通常是導致重大災害的主因 通常是導致重大災害的主因。

 各地雨量多寡則與颱風的路徑、強度、移速、水汽含量、
雲雨帶分布、迎風或背風面等因素有密切關係。雲雨帶分布、迎風或背風面等因素有密切關係。

土石流
 豪(大)雨引起的土石流 近年來也逐漸成為颱風的重要災 豪(大)雨引起的土石流，近年來也逐漸成為颱風的重要災

害之一。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3535

侵臺颱風導致的災害侵臺颱風導致的災害(2/2)(2/2)侵臺颱風導致的災害侵臺颱風導致的災害(2/2)(2/2)

浪潮浪潮
對沿海地區而言，颱風引起的浪潮(暴潮、湧浪、海水倒

灌)可能造成大量的生命財產損失。

焚風
颱風在臺灣北部通過時，南部的偏西風遇中央山脈阻擋，

被迫上升後下沉 常在台東一帶造成焚風被迫上升後下沉，常在台東一帶造成焚風；
颱風在臺灣南部通過時，東北部的偏東風越過中央山脈後

下沉，常在新竹和台中一帶造成焚風。下沉 常在新竹和台中一帶造成焚風

鹽風
海上有颱風時所引起的狂浪怒濤，常使空氣中充滿鹽粒，海上有颱風時所引起的狂浪怒濤 常使空氣中充滿鹽粒

當隨風吹至陸地時，可能造成農作物因布滿鹽分而枯萎，
或造成電路絕緣失效而漏電。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3636



侵臺颱風災害的幫兇侵臺颱風災害的幫兇(1/2)(1/2)侵臺颱風災害的幫兇侵臺颱風災害的幫兇(1/2)(1/2)
共伴環流
對第1、2、3、4類路徑而言，若侵襲期間大陸高壓南
下，更能增強雨勢，均有可能導致北部及東北部地區
豪雨成災豪雨成災。

東北季風期間，颱風中心移至呂宋島北部或巴士海峽
附近，颱風的東南氣流與東北季風在臺灣東北方近海附近，颱風的東南氣流與東北季風在臺灣東北方近海
會合，易因地形抬升造成北部及東半部地區豪雨。

1959年11月芙瑞達颱風(中度)─東部、北部
1987年10月琳恩颱風(強烈)─北臺灣
2000年10月象神颱風(中度) 北部 東半部 恆春半2000年10月象神颱風(中度)─北部、東半部、恆春半

島、中南部山區
2010年10月梅姬颱風(中度)─宜蘭、蘇花公路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3737

侵臺颱風災害的幫兇侵臺颱風災害的幫兇(2/2)(2/2)侵臺颱風災害的幫兇侵臺颱風災害的幫兇(2/2)(2/2)
西南氣流
伴隨豪(大)雨所引起的水災，可在颱風侵襲期間或遠
離後數天內發生，影響範圍可從沿海到內陸幾百公里
不等不等。
颱風雖然已遠離臺灣，但引進的旺盛西南氣流，可在
臺灣西南部造成嚴重水患。臺灣西南部造成嚴重水患。

1981年9月艾妮絲颱風(中度)─中南部(93水災)( ) ( )
1994年8月道格颱風(強烈)─中部、南部、東南部
2001年7月潭美颱風(輕度)─大高雄地區
 年 月卡玫基颱風(中度) 中南部2008年7月卡玫基颱風(中度)─中南部
2009年8月莫拉克颱風(中度)─中南部、東部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3838



台北煞星的「西北颱」台北煞星的「西北颱」台北煞星的 西北颱」台北煞星的 西北颱」
颱風從臺灣東方海面向西北方進行，當中心通過
臺灣北部或沿海(基隆與彭佳嶼之間的海面)時臺灣北部或沿海(基隆與彭佳嶼之間的海面)時，
北部及西部地區出現強勁西北氣流，受地形影響，
北部及中部地區雨勢特別大 又因風向幾與西部北部及中部地區雨勢特別大，又因風向幾與西部
海岸線垂直，使積水不易渲洩，甚至引起海水倒
灌 此類颱風因西北風而得名 尤其西北風由淡灌，此類颱風因西北風而得名。尤其西北風由淡
水河口吹進台北盆地，常為這些地區帶來嚴重的
風災與水患風災與水患。
註1：日本人稱為「西進颱風」僅述及路徑而已所帶來強風豪雨往往為此地區
造成重大災情，不若「西北颱」尚可描繪氣流方向。
註2：民國52年葛樂禮颱風、74年尼爾森颱風、86年的溫妮颱風及93年的艾利
颱風就是典型的實例。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3939

取得颱風資訊的管道取得颱風資訊的管道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404040



氣象資訊取得管道氣象資訊取得管道氣象資訊取得管道氣象資訊取得管道

本局劇烈天氣監測系統本局劇烈天氣監測系統(QPESUMS)

本局防災資訊服務系統本局防災資訊服務系統
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防災資訊服務系統」

本局全球資訊網(http://www.cwb.gov.tw)

本局位於各地的氣象站

本局氣象預報中心(02 23491234)本局氣象預報中心(02-23491234)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414141

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
「中央氣象局防災資訊服務系統」「中央氣象局防災資訊服務系統」
基隆市http://163.29.175.52

新竹市http://210.241.16.120

桃園縣

雲林縣http://210.241.60.246

嘉義縣http://61.67.86.71

台南縣桃園縣http://210.241.76.53

新竹縣http://210.241.17.56

苗栗縣http://210 241 50 106

台南縣http://210.241.127.246

高雄縣http://210.241.35.246

屏東縣http://163 29 30 118苗栗縣http://210.241.50.106

台中市http://210.241.62.45

彰化縣http://210.241.105.13

屏東縣http://163.29.30.118

宜蘭縣http://210.241.2.53

花蓮縣http://210.241.7.118

嘉義市http://210.241.44.236

台南市http://210.241.115.54

高雄市

台東縣http://210.241.40.50

澎湖縣http://210.241.126.246

金門縣高雄市http://163.29.230.248

南投縣http://210.69.216.77

金門縣http://210.241.112.140

連江縣http://163.29.175.117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4242
4242



劇烈天氣監視及決策輔助系統劇烈天氣監視及決策輔助系統
(QPESUMS)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434343

劇烈天氣監視及決策輔助系統
(QPESUMS)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4444



防災資訊服務網防災資訊服務網

降雨時序

顯示雨量分級

10分鐘累積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45452010/12/16 颱風警報期間氣象資訊的應用(NGIS) 45

防災資訊服務網防災資訊服務網

不同時段雨量排行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46462010/12/16 颱風警報期間氣象資訊的應用(NGIS) 46



防災資訊服務網防災資訊服務網

0-1小時0 1小時
時雨量預報

圖層疊加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47472010/12/16 颱風警報期間氣象資訊的應用(NGIS) 47

防災資訊服務網防災資訊服務網

即時海況

潮汐預報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48482010/12/16 颱風警報期間氣象資訊的應用(NGIS) 48



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

降雨監測系統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49492010/12/16 颱風警報期間氣象資訊的應用(NGIS) 49

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50502010/12/16 颱風警報期間氣象資訊的應用(NGIS) 50



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

潮汐預報

滿潮預報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51512010/12/16 颱風警報期間氣象資訊的應用(NGIS) 51

颱風的預報極限颱風的預報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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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颱風預報準確度的因素影響颱風預報準確度的因素影響颱風預報準確度的因素影響颱風預報準確度的因素

海面上資料稀少海面上資料稀少

反演資料的誤差

數值預報模式的極限

對颱風理論瞭解尚不完整

環境場之不確定性

颱風受地形影響的複雜性颱風受地形影響的複雜性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5353

海面上資料稀少海面上資料稀少海面上資料稀少海面上資料稀少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5454



反演資料的誤差反演資料的誤差(1/2)(1/2)
衛星衛星+QuikSCAT+QuikSCAT衛星衛星+Dropsonde+Dropsonde

反演資料的誤差反演資料的誤差(1/2)(1/2)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5555

反演資料的誤差反演資料的誤差(2/2)(2/2)
衛星衛星+Radar+AMEDAS+Radar+AMEDAS

反演資料的誤差反演資料的誤差(2/2)(2/2)
衛星衛星 Radar AMEDASRadar AMEDAS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5656



數值預報模式的極限數值預報模式的極限數值預報模式的極限數值預報模式的極限

 數學上 數學上
 非線性方程式(省略計算複雜項)

物理上 物理上
 初始資料有誤差
 參數化亦會造成誤差(積雲、可感熱、

邊界層、地形)邊界層、地形)

氣象資料的氣象資料的不確定不確定，導致，導致氣象資料的氣象資料的不確定不確定，導致，導致
預報一定有預報一定有誤差誤差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5757

不同路徑有不同風雨分布特徵不同路徑有不同風雨分布特徵不同路徑有不同風雨分布特徵不同路徑有不同風雨分布特徵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5858



尚待研究的中尺度現象尚待研究的中尺度現象尚待研究的中尺度現象尚待研究的中尺度現象

卡玫基

薔蜜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5959

環境場之不確定性環境場之不確定性

模式預測分歧模式預測分歧

環境場之不確定性環境場之不確定性

辛樂克辛樂克
模式預測分歧模式預測分歧

即使一致還是有誤差即使一致還是有誤差!!

相信嗎相信嗎!!炸彈開花炸彈開花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606060
TROPICAL STORM  BARRY  8/04/01  1800 UTC 



作業之困難與挑戰作業之困難與挑戰作業之困難與挑戰作業之困難與挑戰
直覺上之氣象預報能力會因情況不同而不同直覺上之氣象預報能力會因情況不同而不同

200km200km

登陸地點可能有很大誤差 即使方向正確
來襲時間可能差6小時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6161

中央氣象局近年颱風路徑預報誤差中央氣象局近年颱風路徑預報誤差

48

中央氣象局近年颱風路徑預報誤差中央氣象局近年颱風路徑預報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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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62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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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台之美、日、台之2424小時誤差比較小時誤差比較美 日 台之美 日 台之2424小時誤差比較小時誤差比較

單位：公里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台灣
120 95 101 99 103 110 97

CWB
120 95 101 99 103 110 97

日本
JMA 125 104 105 111 112 120 97JMA 125 104 105 111 112 120 97

美國
JTWC 130 104 104 100 103 107 101JTWC 130 104 104 100 103 107 101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636363

日本之警報哲學日本之警報哲學日本之警報哲學日本之警報哲學

警戒區域涵蓋預報不確定性
24小時10級風警戒區達680公里24小時10級風警戒區達680公里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6464



美國之警報哲學美國之警報哲學美國之警報哲學美國之警報哲學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6565

您能接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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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6666

120 121117 118 119 。 。。 。 。 122。 123。 124 125 126。 。 。 127。



社會成本？？社會成本？？社會成本？？社會成本？？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6767

面對颱風的新思維面對颱風的新思維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6868



預報不準與防災的迷思預報不準與防災的迷思

災情慘重 防災不力 預報不準

預報不準與防災的迷思預報不準與防災的迷思

由於預報不準，如何做好防災？
–美國、日本的警報哲學─寧可多防

–要有風險管理觀念

–瞭解預報的本質，有助決策時機的掌握。
•預報誤差隨時間擴大，因此時間愈近，預報愈準。預報誤差隨時間擴大，因此時間愈近，預報愈準。

•例如停班停課的決定─輿論與專業的平衡

•水門的操作─雨量觀測、預報與河川或水位之預報，•水門的操作 雨量觀測、預報與河川或水位之預報，
疏散操作所需時間。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6969

防災決策的思維防災決策的思維防災決策的思維防災決策的思維
路徑、風力、雨量預報之不確定性

各地豪雨、強風警戒值之不確定性

注意週遭地形地物之改變(大型工程 排水注意週遭地形地物之改變(大型工程、排水、
路樹、大型看板)

隨時監測颱風資訊及注意災情動態

愈早決策 前置時間愈多 但愈不準確 需愈早決策，前置時間愈多，但愈不準確，需
要取得平衡，適時修正決策

過多的準備，永不為過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7070



RSMC  1990-2008  1-12月所有強度颱風路徑圖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7171

結結 語語結結 語語
颱風移動無法100%掌握

颱風及其環境的交互作用複雜，加上海面上缺乏觀測資料，
使得颱風移性難以完全掌握，雖然近年來颱風路徑預報技
術明顯進步，但是颱風路徑仍有相當的誤差。

建立風險管理概念建立風險管理概念
天氣預報有其不確定性，尤其災害性天氣使用者需要具備
風險管理的觀念，方可減少損失。風險管理的觀念，方可減少損失。

溝通是減少資訊解讀落差的最佳途徑
加強颱風基本知識、預報的極限與防颱常識之宣導，讓大
眾了解颱風預報之不確定性與正確之防颱常識。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7272



我們不能改變大自然！！

但是

我們可以改變面對大自然的態度！

宣導、教育是解決溝通上的落差宣導、教育是解決溝通上的落差

防災、演練是必要的成本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7373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2011201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100100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年度校園災害管理暨防救應變工作研討會 74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