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颱颱風風預預報報作作業業的的省省思思：：以以2024年年珊珊珊珊颱颱風風為為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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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前言言 
當今會釀成巨大災害的自然現象，除了

地震之外，另一個是每年夏季期間廣受矚目

的大氣現象-颱風。颱風之所以讓人聞之喪
膽，除了其渦旋本身挾帶強而有力的暴風；

當其活動環境駛流場不明確，路徑原地打轉，

對於某地長時間大量雨水的侵蝕，往往水患

成災或土石滑動成流，危及生命財產，也造

成經濟活動的損失。 
研究熱帶氣旋活動的文獻至今已超過百

年，從一開始關注氣旋的路徑變化、何種因

子主導渦旋路徑的改變、雙渦旋彼此互動的

角色。接續探討颱風強度的演變、雙眼強置

換、影響颱風強度演變的因子、海氣交互作

用的角色。隨著電腦科技的發展進程，從單

一模式的模擬研究，逐漸發展成系集預報的

概念，到如今深度學習AI的表現也慢慢在作
業單位參考及應用。 

直覺上，現在對於颱風未來路徑的預測

已接近完善，好像在颱風未生成前大家都可

以在媒體渲染的助播下，提早預知即將有颱

風的到來，盡早做好行程規劃。但事實的驗

證中，過度的預言、失準的機率偏高，但事後

好像沒有人會在意。身為氣象專業人員，對

於目前的社會現況，一定百感交集。 
氣象聯隊成立至今70週年，承先賢先輩

無私奉獻，努力經營才有光輝耀眼的成果。

個人自2001年有幸公費赴國立臺灣大學攻讀
研究所，開始接觸有關颱風議題的研究，至

今發表過關於颱風研究的國內外學術論文或

研討會報告計有11篇（如參考文獻所示）。結
合近期發生的颱風個案（珊珊），分享一些個

人的觀察及建議，期望對於同為氣象人或會

使用氣象資料的長官們有所參考及運用。 
 

2. 個個案案介介紹紹  
2024年西北太平洋地區第10號颱風珊珊

(Shanshan)之所以被選為本文的例案，主要原
因為「實際行走路徑」（如圖3 ( l )黑實線）的
變化，以及「各颱風作業單位初始路徑預測」

，兩者偏差過大，登陸日本陸地的地點直線

偏差超過500公里。 
珊珊颱風生命期間的綜觀環境（如圖1）

，從2024年8月21日至9月1日每日0200時的
地面天氣圖，不容易發現造成珊珊颱風路徑

在8月24日晚上至27日上午明顯偏西北西移
動的主要原因。有人說是太平洋高壓西伸提

供的駛流，讓珊珊颱風行走路徑產生偏西變

化。但從圖1(d)至圖1(f)，可發現地面天氣圖
在臺灣東北方海域上空有一低氣壓，此低壓

與珊珊颱風彼此間的互動，類似雙颱風互繞

，也就是珊珊颱風提供其左側低壓往西南、

往南的駛流分量；而位於左側的小低壓回饋

珊珊颱風往北、往西北的駛流動力。 
判斷高壓勢力是否西伸或東退，傳統的

方法採用700 hPa或500 hPa高空天氣圖某一
等高線（如3180 gpm或5880 gpm），看此等高
線在東西方向（緯向）的變化。從圖4(d)至圖
4(f)的700 hPa等高線3180 gpm最西側的位置
始終在東經140度附近，顯示此期間（24日
2000時至27日0800時）太平洋高壓勢力驅駛
珊珊颱風往西北西運動的貢獻相當有限。在

500 hPa圖上也同樣顯示一致的結果。 
從300 hPa高空天氣圖（如圖5）可發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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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圖1所見到的情況，即在圖1所見到的小低
壓，在其高層相對應的是一個發展良好的高

層冷心低壓，此冷心結構相當深厚（200 hPa
至500 hPa皆清晰可見）。 

各國颱風預報作業中心對外發布颱風未

來路徑預測如圖3所示。作業人員依據數值天
氣預報模擬輸出結果（如圖2）擬定官方路徑
預測。從8月20日晚上2000時各國數值模式的
模擬輸出（如圖2 (a)），均顯示在菲律賓海將
有一熱帶氣旋生成，未來將朝日本南方海域

接近。21日晚上的初始模擬也顯示同樣的預
測結果（如圖2 (b)），唯各家模式的預測路徑
軌跡漸趨一致。22日清晨0200時日本氣象廳
將此熱帶低壓強度提升為颱風珊珊，各國颱

風預報作業中心對其路徑預測如圖3(a)。隨著
時間推移，從預測自日本近畿地方登陸（8月
22日2000時，圖3 (b)），逐漸演變自九州地方
登陸（8月26日2000時，圖3 (f)），登陸地點預
報誤差頗大。 
 
3. 預預報報失失準準的的可可能能原原因因  

2024年颱風生命期內其路徑變化主要受
到周圍環境場的影響，其次是渦旋本身受地

球自轉的動力機制（β效應）往西北偏移。當
數值模式初始條件沒有完全捕捉到真實大氣

環境，其後的模擬出現明顯偏差是可以預期

。換言之，當真實環境條件完整融入數值模

式初始場，對於模式渦旋路徑的預測才比較

有參考價值。此珊珊個案為例，當模式掌握

到高層冷心低壓結構時，其模式預測路徑隨

之產生往西北西方向偏移的變化。由此可見

，位於臺灣東北方海域冷心低壓的出現，左

右後續珊珊颱風路徑出現偏折，造成登陸日

本時間及地點的改變。 
眾所皆知，數值模式設計時（積分計算）

比較有利於模擬低壓渦旋的成長。當模擬環

境條件有利渦旋生成，隨著時間此模擬渦旋

的發展會加速且持續較長的時間。數值模式

的進化過程隨著時間的演進逐漸進入更高解

析度，網格解析度提高相對應的模式中更容

易長出低壓渦旋。因此，在使用高解析數值

模式（全球模式或區域模式）時要謹慎，隨時

隨地參照氣象衛星觀測所得雲團位置，研判

其模擬渦旋是否過度高估。 
人工智慧AI科技即使再怎麼強大，當它

進行深度學習階段所使用的資訊含有某種程

度的誤差（觀測誤差、差分計算誤差、反演計

算誤差、參數化誤差等的累加），對其結果的

信賴程度需要再進一步精確評估，不可貿然

完全相信。 
 

4. 因因應應作作法法建建議議  
當今數值模式天氣預報產品幾乎對外全

面公開，透過網際網路人人垂手可得，網紅

屬名「氣象專家」比比皆是。見到數值模式模

擬出低壓渦旋且往臺灣附近接近，為爭取網

路流量，爭先恐後發布沒有經過檢驗的假訊

息。此舉對於有經驗的氣象專業人員即使胸

有成竹，但窮於應付回答不明事理人員的質

問，往往需要耗損過多的體力及專注力，甚

至被莫名責怪或汙名沒有擔當等。 
「苦不堪言」是折損氣象專業、流失人

才的主要因子之一；「細心、勤快」始終是氣

象人員必須奉為圭臬的準繩。仔細觀察所使

用資料的合理性，尤其是關鍵性天氣系統（

如颱風），切記勿人云亦云，繼續傳遞錯誤訊

息。當低壓渦旋還沒有正式升級為颱風前，

相關訊息僅供參考；待日本氣象廳正式給予

颱風名稱後，之後的模式模擬結果其可信度

相對增加。勤快地更新所有氣象資訊及完整

掌握，並適時回報長官，減少因資訊延宕回

報，肇致長官的不諒解。 
 
5. 結結語語 

颱風預報作業僅是氣象工作日常的重點

之一，民國 90年代初期以前，我國軍颱風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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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作業的發布，幾乎是以空軍氣象中心所發

布的颱風警報單為主要參考依據。之後因應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的成立，為求統一口徑，

逐漸以中央氣象局（民國 112年 9月 15日組
織改造升格為中央氣象署）發布的颱風資料

為主，但空軍氣象中心仍須針對國軍部隊的

兵力警戒部署進行警報階段的發布作業。 
行文至此，年度第二號侵襲臺灣本島的

颱風山陀兒(KRATHON)正在高雄外海幾乎
近似滯留狀態原地打轉。相信在這個強烈颱

風侵襲前、中、後，大家在網路或媒體所見到

的訊息應該相當可觀，且關於颱風路徑的預

測每天一變，一直偏西發展。過去每當颱風

造成重創之後，透過長官的重視，氣象單位

才有機會獲得預算更新老舊設備或提供人員

赴國內外大學進修。為求永續經營，建議上

級長官勿等到災損才想到氣象專業的重要，

也請平日務必尊重專業，否則軍中或國內氣

象人才的流失會更加提早出現。 
每天與老天爺打交道，即使是諸葛孔明，

也未必料事如神，樣樣皆準。從事氣象工作

存在先天不足的情況下，本著熱愛工作，服

務空軍，期待現役學弟妹們持續傳承優良傳

統，踵武前賢，再創氣象聯隊永續光輝。 
 

6. 致致謝謝 
全球網際網路的便利性提供更多元的服

務資料，本文囿於時間倉促，天氣分析圖、模

式渦旋路徑預測圖及各國作業單位官方颱風

路徑預報圖等，均來自各單位官方網頁，特

以致謝，承蒙空軍氣象中心的邀稿，至深銘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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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圖圖附附錄錄 

 
圖 1 中央氣象署每日 0200時地面天氣圖，自 2024年 8月 21日至 9月 1日每 24小時一張。

淡綠色實線表等壓線，疊加紅外線氣象衛星雲圖（白色）。摘自中央氣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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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美國 NOAA每日 2000時初始模式預報氣旋生成路徑軌跡圖，自 2024年 8月 20日至 8

月 31日每 24小時一張。紅色線為美國全球預報系統(GFSO)，淺綠色線為美國海軍預
報模式(NGX)，粉紅色線為英國氣象局預報模式(UKX)，洋紅色線為加拿大氣象中心預
報模式(CMC)。摘自美國 NO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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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全球颱風作業中心颱風路徑預報整合圖。(a)2024年 8月 22日 0200時珊珊颱風生成第

一次報告，自 2024年 8月 22日 2000時至 8月 31日 2000時每 24小時一張( b至 k )。
其中( l )為 2024年 9月 1日 0200時最後一次報告。黑線實線表最佳路徑(best track)，
紅色線為香港天文臺(HKO)，紫色線為美國颱風聯合警報作業中心(JTWC)，紅色線為
日本氣象廳(JMA)，深綠色為中國中央氣象台(NMC)，淡綠色為中央氣象署(CWA)，橄
欖色為韓國氣象廳，天藍色為菲律賓大氣、地球物理與天文服務管理局(PAGASA)。摘
自 typhoo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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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中央氣象署每日 2000時 700 hPa高空天氣分析圖，自 2024年 8月 21日至 9月 1日每

24小時一張(a至 l)。藍色實線表等高度線，紅色虛線表等溫度線。摘自中央氣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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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中央氣象署每日 2000時 300 hPa高空天氣分析圖，自 2024年 8月 21日至 9月 1日每

24 小時一張(a 至 l)。藍色實線表等高度線，紅色虛線表等溫度線。摘自中央氣象署官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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