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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氣象瞬息萬變卻與生活息息相關，尤其劇烈天氣及地震更是攸關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在智慧型手機普及與網路通訊發達時代，中央氣象局（以下稱氣象局）於民國 100 年開始，

針對智慧生活與防災等對氣象資訊需求較高的應用，陸續推出氣象相關的行動裝置 App，期

望提供整合共享、數位化、分眾導向、客製化、互動式、在地區域性的個人化資訊服務產品，

增進氣象資訊於民眾生活、育樂及經濟活動的應用效益。氣象局目前提供「生活氣象 App」、

「地震測報 App」、「劇烈天氣監測 App」及「應用氣象 App」4 項氣象資訊服務，摘要介紹

如下。 

貳、 氣象局 App 服務介紹 

一、 生活氣象 App 

為了打造更便民的氣象資訊服務，我們從傾聽民意、社會溝通及運用新科技做起，發展

「生活氣象 APP」（圖 1），彙整豐富且多面向的天氣資料，並將各式天氣警特報及地震報告

即時推播給社會大眾，其特色如下： 

 

圖 1：生活氣象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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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友善視覺化服務  

過去許多天氣資訊係以表格畫面來呈現，但純文字的呈現方式總給人略顯冰冷而沒有溫度

的感受；現在全新的介面是以最新天氣圖示為封底，感受天氣不用出門，再以圖像與視覺化方

式呈現「科學資料」，讓天氣資訊更加容易閱讀及了解。 

 

圖 2：「生活氣象 App」友善介面 

(二) 在地個人化服務 

提供彈性的個人設定 （圖 3），利用「我的最愛地點列表」選取關注鄉鎮市區或景點的天

氣、設定僅接收某個縣市的警特報通知、自訂調整畫面呈現的主題順序等，此外，還有避免干

擾睡眠的夜間靜音設定、以及「鬧鐘小幫手」定時提醒您注意天氣預報、自訂接收地震報告通

知，方便使用者做個人化及生活化的選擇。 

 

圖 3：「生活氣象 App」彈性化設定功能  



 
 

                            頁 3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57 期 

 
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三) 即時警特報推播  

為強化災害性天氣資訊的即時性，當氣象局發布「颱風警報」、「強風特報」、「豪大雨

特報」、「濃霧特報」、「低溫特報」、「大雷雨即時訊息」、「即時天氣訊息」、「長浪即

時訊息」或顯著有感「地震報告」的同時，即以長訊息格式即時發送所有訂閱警特報的用戶，

不用打開 App 也能方便地閱讀。 

 

圖 4：「生活氣象 App」警特報推播 

(四) 隨時打卡報天氣，分享天氣不用受限 

近年來，臉書等社群媒體逐漸成為民眾接收資訊的主要管道，「生活氣象 App」提供了打

卡報天氣服務（圖 5），將使用者當下的位置及所看到的天氣狀況實景照片一起打卡到氣象局

官網及社群上，整合社群力量，納入公眾參與，分享更即時的區域天氣變化，更貼近於大眾的

生活。 

 

圖 5：「生活氣象 App」打卡報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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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震測報 App 

 臺灣民眾感受地震的經驗一定不陌生，在一陣天搖地動後，馬上會想知道震央位置？規

模多大？各地震度等級？在過去，地震資訊的取得主要是透由簡訊、傳真、電子郵件等主動通

知，或是主動到氣象局網站查閱。然而這類方式所傳送的對象與時效有限，上氣象局官網查閱

也常因地震後大量民眾同時連入造成壅塞，無法順利瀏覽，此時氣象局「地震測報 App」整合

了氣象局官網上面民眾關切、點閱率最高的地震與海嘯資訊，提供了便利快速的通報與資訊查

詢功能！ 

 

圖 6：地震測報 App 

 

除主動通報推播「顯著有感地震報告」，讓大家在地震發生後快速接收到地震通報，只要

利用手機馬上就可以看到清楚詳實的有感地震報告資訊（圖 7）外，也同時提供了以下服務： 

(一) 最新海嘯資訊：一旦發生可能對臺灣造成海嘯威脅的事件時，可即時接收到各海岸段之預 

 估海嘯波到達時間與預估浪高資訊。 

(二) 全球中大地震查詢：展示近期美國地質調查所偵測到的全球規模 6 以上地震。 

(三) 太平洋海嘯資訊查詢：展示近期太平洋海嘯警報中心發布之環太平洋海嘯資訊。 

(四) 地震活動：提供使用者搜尋特定時間的地震資訊，以 3D 投影方式互動播放，並可切換不  

 同視角與深度、拉近或拉遠，以瞭解臺灣複雜的地震活動，兼具科普教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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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地震測報 App」地震報告 

 

三、 劇烈天氣監測 App 

 與家人外出露營、烤肉，或是與好友登山、溯溪時，突如其來的一場大雨不只掃了遊興，

更可能因為土石崩落或是溪水暴漲等災害，危及你我的安全。 

 為了更全面地提供民眾個人化的服務，氣象局開發了「劇烈天氣監測 App」（圖 8），提

供即時雨量資訊及個人化警示等功能，這個 App 如同每個人的天氣秘書，出門前點一下，就可

得知是否會下雨；當收到警示訊息時，盡快找地方躲雨，也可避免突如其來的大雨，造成河水

暴漲或是土石鬆動危及安全，隨時隨地提醒使用者儘速撤離危險地區，讓大家生活更便利，更

安全。 

 

圖 8：劇烈天氣監測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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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如下： 

(一) 個人化的主動警示 

使用者可針對住處、上班地點或是出遊位置，訂定專屬的警示條件。當該區域實際的雷達

回波值或雨量達到標準時，即會主動發送文字訊息至手機，並輔以聲響提醒，以達到預警的效

用。當外出旅遊或從事非固定地點的活動時，可開啟手機的 GPS 功能，利用移動定位服務

（Location Based Service；LBS），隨時隨地接收這個 App 所提醒的最新降雨訊息，達到「主動

通知」的效果。 

(二) 降雨相關資訊查詢 

提供多種圖形化的降雨資訊，例如雷達回波、1 小時與 24 小時累積雨量、對流胞即時監

測、未來一小時雨區預報、即時閃電分布等，以及觀測雨量的列表。搭配手機的 GPS 功能，圖

形顯示的畫面上亦會標示出使用者所在位置，藉以掌握全臺各地及目前所在位置最新降雨變化

趨勢。 

 

 

 

 

 

 

 

 

 

 

圖 9：  雷達回波圖、個人化警示、觀測雨量及警示通知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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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功能設定切換 

可依使用者的需求或喜好更換包含 Google 衛星、Google 地形、Google 道路等多種不同地

圖底圖。另如當外國旅客來臺時，即可切換至英文語系，方便外國友人使用。 

「劇烈天氣監測 App」已在喜好露營等族群中廣為推薦及使用，例舉推薦留言如「功能很

完善，對於常跑戶外的露友們來說，是個不錯的參考工具！」、「露友手機必備的 8 個免費 App

推薦」之一，藉由 App 所提供的資訊可以及早安排營地的架設、撤離的時間，讓全家大小玩得

盡興；亦有愛用者自製影片上傳 YouTube 網站分享及推薦。另於 2016 年尼伯特颱風來臨前，

雅虎（Yahoo）新聞也曾報導「掌握颱風訊息，三款實用 App 報你知！」，氣象局「劇烈氣監

測 App」即為其中之一 （圖 10）。 

 

  

 

  

 

 

 

 

 

 

 

 

 

圖 10：臉書粉絲團、部落客、YouTube 與雅虎新聞對於「劇烈天氣監測 App」的分享及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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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應用氣象 App 

 為進一步因應社會的需求，以分群客製的概念來傳遞氣象訊息，加入生活化及防災服務

化的策略，並積極與政府各部門合作，希望能達到氣象資訊便民服務、氣象專業跨域服務及氣

象安全預警服務三大面向，來滿足公眾服務、民生及經濟發展需求。 

「應用氣象 App」可依民眾所從事的活動和區域，透過選取設定方式，了解所在區域中目

前與未來之氣象及跨領域資訊後，適時調整活動內容或方式，降低時間和成本需求。除了提供

專屬於民眾多元化服務之外，若有防災需求時(如地震或豪雨特報)，將立即發出警示，利於民

眾迅速作出防災反應與準備，維護自身生命及財產安全。 

 目前「應用氣象 App」的使用者包括 2 大族群：漁業氣象及校園氣象（圖 11），分別說 

明如下： 

 

 

 

 

 

 

 

 

 

圖 11：應用氣象 App 

(一) 漁業氣象 

    臺灣四面環海，漁業資源為我國重要的產業之一，常因颱風、寒害等影響，遭受嚴重損失，

政府相關部門和作業漁民們皆需要最新、最正確的海氣象資訊。因此氣象局與漁業署、水產試

驗所跨單位合作，推出「漁業應用氣象」，提供漁民朋友完整、即時的海氣象資訊。服務內容

分為五大類：1.陸上養殖、2.海面養殖、3.沿近海、4.漁港、5.磯釣，給與養殖漁業、沿近海捕

撈，以及前往漁港從事休閒等民眾所需資訊。 

其中「陸上養殖」，根據漁業行政單位所提供的陸上養殖資訊，特別客製設計了 15 個主

要陸上養殖物種（圖 12）及 52 個陸上養殖專區，使用者以點選方式設定後，便可直接查詢所

屬養殖地區之氣象資訊。此外，個人化設定功能包括氣溫、氣壓、累積降雨量之紅黃燈號警示，

以及主動推播即時傳遞警特報與燈號警示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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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應用氣象 App-漁業氣象之 15 個漁種及氣溫警示 

(二) 校園氣象 

天氣晴雨或空汙對於校園活動的影響相當大，氣象局與教育部合作發展「校園應用氣象」，

提供師生和家長們最即時的校園氣象資訊和科普教育（圖 13）。 

在校園氣象部分，可對所關注的學校進行設定後，直接查詢該校區最新的天氣、空氣品質、

紫外線、地震資訊及天氣預報；且同樣能透過個人化設定功能，獲得溫度、豪雨特報、空氣品

質及地震等燈號警示，並主動推播即時傳遞警特報與燈號警示訊息。 

在科普教育方面，可經由 App 連結氣象局數位科普網、氣象局臺灣南區氣象中心及氣象環

境知識網，並可獲取最新的教育活動及科普展示等相關訊息，對使用者來說，除了天氣資訊外，

同時也能獲取科普知識。 

 

 

 

 

 

 

 

圖 13：應用氣象 App-校園氣象與科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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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未來展望 

 氣象局 App 服務已達成現階段成果，惟仍需持續拓展、優化，在「生活氣象 App」方面，

未來將藉由導入使用者經驗分析、使用者的地理位置或行事曆規劃等，提供互動式及個人化導

向的資訊服務。亦將運用人工智慧語音辨識技術，提供特殊族群更友善便利的氣象語音查詢服

務。另外，隨著效能提高、螢幕加大與畫質提升，讓智慧型手機結合虛擬實境(VR)變得可行，

將可讓使用者有更生動的「沉浸式體驗」。 

 在地震防災方面，除了地震發生後依據實際觀測資料發布的「有感地震報告」外，氣象

局近年亦全力推動「強震即時警報」的應用。目前已利用「災防告警系統」服務，在中、大地

震發生後，預估高震度地區的民眾手機都可快速收到告警。「地震測報 App」亦嘗試利用無線

網路來提供推播服務，期待未來搭配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與民間業者技術合作、結合手機 GPS

定位等特性，將可提供民眾更為即時、多元且實用的地震推播服務。 

 在「應用氣象 App」方面，未來亦將持續拓展氣象跨域合作、應用及推廣，並透由精進

鄉鎮化即時預警技術與防災化氣象預警作業系統，優化與開發客製化及預警性產品，以推展氣

象資訊的跨域應用服務。 

 無論是海、氣象或地震，氣象局致力為社會大眾提供最正確、即時、多元、分眾及互動

導向的資訊服務。期待未來能持續拓展，更有效率的提供更多服務產品，讓氣象資訊發揮更大

的應用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