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5

溫室氣體國家報告 2021 National Communication

速、雲量、雲狀、雲（底）高、能見度、氣溫、

濕度、氣壓、降水、蒸發、日照時數、日輻射

量及土壤溫度等項目。其中，自動觀測站主要

用於監測雨量、風向風速、氣壓、氣溫及相對

濕度等項目。高空氣象站則著重於監測風向、

風速、溫度、濕度及氣壓等項目，每日觀測一

次，遇有特殊天氣系統接近或颱風來襲期間，

每 6 小時觀測一次。

（二）衛星觀測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定期接收及處理「地球

同步氣象衛 星」、「繞極氣象衛星」及我國

「福爾摩沙衛星」等衛星之氣象資料。目前所

產出之衛星基本影像與相關衍生產品達數十

種，包括真實色影像、雲量、日夜間霧區、降

雨、日射量、地表溫度、海表面溫度、大氣風

場、氣膠光學厚度、PM2.5、火點偵測及沙塵

暴等天氣與環境監測的應用產品，供該局天氣

監測及預報作業，環境及能源部門、相關學術

團體、媒體、一般民眾應用，如圖 6.2-2 所示。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氣象年報 (2019)

圖 6.2- 1、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測站分布圖

「地球同步氣象衛星」地球同步氣象衛

星接收來自日本「向日葵 8 號」、中國大陸 

FY-2E、FY-2G、FY-2F，以及韓國 COMS 等

共 5 顆衛星之資訊，以向日葵 8 號之資訊為

主。「繞極氣象衛星」接收來自美國 NOAA 

衛星系列、EOS 衛星系列、Suomi NPP、歐盟

Metop A/B/C 等共 9 顆衛星之資訊。

「福爾摩沙衛星五號」及「福爾摩沙衛

星七號」為我國進行氣象觀測之衛星，其中

「福爾摩沙衛星七號」為臺灣國家實驗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