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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海象觀測

海象觀測又分波浪與潮位觀測。波浪觀測

部分，主要倚 靠資料浮標，目前共設有 21 個

浮標站。資料浮標除蒐集浪高、波向、海水表

面溫度等海象資料外，亦蒐集海面風向、風

速、氣壓、氣溫等氣象資料，可做為颱風期間

外海之海、氣象資 料蒐集前哨站，提供颱風

路徑及其強度預報之重要參考依據， 並可監

測我國南方海域之海氣象資訊，提升對該海域

之海氣象預報能力。

潮位觀測部分，目前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設

有 27 個潮位站，另與其他政府單位合作設置 

40 個潮位站，主要監測潮汐及颱風所引起之

風暴潮，其中 22 個潮位站包含觀測取樣頻率

以及即時傳輸功能，提供海嘯監測用途，如圖 

6.2-4 所示。除作為暴潮溢淹及海岸保護預警

使用，也提供長期的水位監測，作為國土測量

依據。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氣象年報 (2019)

圖 6.2-3、臺灣氣象雷達觀測網

三、臺灣氣象觀測之整合應用

（一）災害性天氣監測與預報作業建置

計畫

「災害性天氣監測與預報作業建置計畫」

之執行期間為 2010 年至 2015 年，全面強化

氣象監測及預報技術，以為未來氣候變遷可能

發生的災害預作準備，具體成果包含：

1.引進國際先進氣象作業技術，提升整體

氣象預報作業效能， 強化氣象預警之防

災功能。

2.落實過去相關監測與預報技術發展成果

至實際作業。

3.提高對氣候變遷相關議題的專業認知及

判斷能力。

4.強化對災害性天氣的監測與預（警）報

作業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