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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局今(2020)年

豪雨預報與特報作業及精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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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前言

 災害性天氣監測、預報與通報

 豪雨預報及特報作業精進作為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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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位居歐亞大陸及太平洋交界，介於副熱帶與熱帶之間，天氣多變，山脈
地形增加天氣複雜度。

每年平均有60~70%以上的降雨發生在梅雨季(5、6月)及颱風季(7至9月)。臺
灣的四大災害性天氣分別為颱風、豪雨、低溫及乾旱。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春雨 梅雨

颱風季(含雷陣雨)



預報作業的節奏–4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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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氣象雷達網

原4座(五分山、花蓮、七股、墾丁)逐步升級為雙偏極化模式

南部(106年)、中部(107年)、北部(108年)降雨雷達

修正宜蘭、雲林降雨雷達建置計畫，延後完成時間至112年。

增建地面觀測網

局屬人工氣象站27站及全臺地面自動測站現有563站(氣象424/
雨量139)。

109年新成立田中氣象站，強化在地氣象服務。

109年底前於高速公路沿線再新增79座自動氣象站。

優化閃電與落雷監測

持續優化閃電與落雷25站監測系統。

氣象監測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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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路徑預報誤差（2000-2019）

本局颱風路徑預報能力與美日等國同步精進，108年颱風

路徑預報誤差

24小時 77公里

48小時 134公里

106-107年建置逐時更新之雷達資料同化技術之即時預報

系統(解析度2公里) 。另針對劇烈對流天氣，使用多維度巨

量資料，透過AI智慧影像辨識、探勘擬合，加強短延時強

降雨之預報能力。

配合高速運算電腦更新計畫，刻正積極發展1公里解析度數

值預報模式(現為3公里)，以提升風雨預報精確度。

預報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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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資訊提供

強風

豪雨 低溫

乾旱

高溫

濃霧

颱風

雷電

災害性天氣

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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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資訊提供-客製化資訊整合系統

衛星、雷達、閃電、地面觀測、雨量等即時天氣
監測系統，並可根據需求設定警戒門檻及警示

QPESUMS/QPEPlus MetWatch客製化氣象情資整合平台



9

強化資訊提供-中央部會及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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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於利奇馬、白鹿及
米塔颱風期間，共辦理5次視訊會議，回應縣市
提出之問題。

颱風視訊會議

中央災害防救情資研判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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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豪雨預警-108年啟動降雨預警新措施

較大規模或較劇烈豪雨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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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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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豪雨預警-108年啟動降雨預警新措施

於大規模或劇烈豪雨事件，仿颱風警報

提供縣市雨量預報

降雨預報更新時距由逐6小時提高為逐3小時，
並將未來6小時降雨細分為2段3小時降雨。

有協助停班停課決策需要，與地方政府進行
視訊連線會議。

108年共啟動4次大規模豪雨事件

「0520豪雨事件」、「0611梅雨鋒面事件」、

「0719低壓帶豪雨事件」、「0815西南風豪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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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新增高溫資訊發布

107年6月15日起發布高溫資訊，分為黃、橙、紅燈號提醒局部高溫
高溫資訊

易發生高溫地區

年度 發布次數

107 193

108 243



108年11月起，針對低溫不同型態，將低溫特報(平地低

溫10度以下)發布分黃燈、橙燈、紅燈3等級，加強示警：

108年12月7日首次依分級新制，發布低溫特報。

截至109年3月10日

總共發布83次低溫特報燈號，含2次寒流事件，其中109年2月1
日臺灣受寒流及輻射冷卻作用，發布大範圍橙燈級低溫(溫度低
於6度)。

109年2月1日強低溫事件

低溫<=6度

新竹縣 3.4雲林縣 5.5

苗栗縣 3.6新北市 5.7

桃園市 3.8高雄市 5.9

南投縣 5.1臺南市 6

低溫<=10度

臺中市 6.1宜蘭縣 8.1

花蓮縣 6.2屏東縣 8.1

臺北市 6.4臺東縣 8.3

嘉義市 6.5基隆市 8.6

彰化縣 6.8金門縣 9.4

嘉義縣 6.9新竹市 9.5

連江縣 9.2
(連江因氣候因素
標準不同)

其他縣市

澎湖縣 14.2

當日實際低溫觀測

清晨於桃竹苗地區溫度低於4度，南高地區亦低於6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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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新增低溫特報燈號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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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大豪雨新增短延時降雨標準

西南風(8/11-8/14)

西南風偏強(8/15-8/17) 低壓帶(8/18-)

(截自聯合
新聞網)

(截自
三立新聞)

0813
臺南
豪雨

0816
高雄
山區
豪雨

台南豪雨永康、
歸仁、仁德、
東區3小時逾
180毫米

高雄大雨又成災！
轟隆隆巨響後...
土石流衝入六龜
民宅

108年降雨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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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3臺南豪雨事件 0816高雄御油山豪雨事件

臺南豪雨(毫米)

最大時雨量 111
(媽廟)

最大3小時雨量 209
(媽廟)

最大日累積雨量 314
(仁德)

御油山豪雨(毫米)

最大時雨量 51.5
(御油山)

最大3小時雨量 132
(御油山)

最大日累積雨量 362
(御油山)

短延時、強度強
集中清晨-上午

時間長、強度中等

✔

✔

✔

109年大豪雨新增短延時降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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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r累積雨量閾值(mm)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00 1 0 2 16 54 89 86 113 76 44 12 4

≥150 0 0 0 2 18 18 19 34 23 13 3 0

≥200 0 0 0 1 1 3 7 10 7 5 1 0

≥250 0 0 0 0 1 0 2 7 4 3 0 0

≥300 0 0 0 0 0 0 2 5 4 1 0 0

≥350 0 0 0 0 0 0 1 1 1 1 0 0

2009-2018年統計，3小時累積雨量閾值依月份之天數分析

短延時強降雨好發月份分析

109年大豪雨新增短延時降雨標準

統計顯示夏、秋兩季發生3小時≥200毫米強降雨之頻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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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大豪雨新增短延時降雨標準-3小時200毫米

大豪雨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平均

現行標準 日數 2 3 5 1 4 1 5 8 6 3 3.8

現行標準+
>=200/3hr

日數 6 6 7 6 6 3 6 13 11 8 7.2

增加日數 4 3 2 5 2 2 1 5 5 5 3.4

增加比例(%) 200 100 40 500 50 200 20 62.5 83 166.7 89.5

過去每年達大豪雨(350毫米以上，未滿500毫米)之次數平均為3.8天。

新增3小時200毫米之標準，平均每年大豪雨次數增加約3.4天。



依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37次會議決

定，研議增列豪雨特報之短時大豪

雨標準。

108年12月5日經跨部會協商會議，

109年1月8日舉辦縣市說明會議，

並透過通函、記者會及本局官網等

強化宣導。

109年大豪雨新增短延時降雨標準-3小時200毫米



109年大豪雨新增短延時降雨標準-3月27日首度發布

本年(109年)首度發布致災性大雷雨災防告警訊息



臺灣天氣多變複雜，劇烈天氣每每造成人民生命財產損失，對於災

害性天氣預測，尤其定量降水或短時強降雨預報不確定性更高：

1. 氣象局透由精進災害天氣監測、提高數值模式精度、改善短時降雨

預報等持續提升氣象預報精準度。

2. 提供客製化服務，推動橫向溝通、降低資訊解讀落差，以增進災害

天氣情資服務。

3. 108年新增大規模劇烈豪雨作業、3小時QPF、低溫特報燈號分級，

109年新增3小時200毫米為短延時大豪雨標準，強化預警特報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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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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