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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氣候變遷科學研究及觀測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觀測年報 (2019)。

圖 6.2-2、地球同步與繞極軌道衛星所產製各種衛星衍生產品

國家太空中心 (National Space Organization, 

NSPO) 與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之合作成果，其包含六顆微衛星，可

提供在南北緯 50 度間每日約 4,000 筆資料，

有助進行低緯度地區之氣象及氣候研究。

（三） 氣象雷達觀測

我國地形陡峭多變化，為彌補地形死角，

目前共設有 11座氣象雷達站，以提供對於天

氣系統更全面的監測，如圖 6.2-3 所示。其中，

S 波段之雷達有 3 座都卜勒氣象雷達及 1 座雙

偏極化都卜勒氣象雷達；C 波段之雷達均為雙

偏極化都卜勒雷達系統，其中包含 3 座自 106 

年起，為提供每 2 分鐘掃描一次及 250 公尺

空間解析度之觀測資料，由中央氣象局新建置

之防災降雨雷達，預計至 112 年止將會再新

建 2 座相同類型之雷達。

目前的雷達觀測網觀測範圍涵括我國陸

域及其鄰近海域， 每日 24 小時持續進行偵

測，每 7.5 分鐘完成一次全空域掃描並即時更

新，以立即掌握天氣系統動態，分析颱風等劇

烈天 氣系統之內部結構，並據以研判天氣系

統發展狀況，以做為 我國航空、防災應變系

統及資源管理之重要參考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