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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協調會議報告書 

 
摘  要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簡稱民航局)為提升臺北飛航情報區之航空氣象服務品質，提供

符合國際規定及符合民航業界需求之航空氣象產品，於民國 86 年 7 月起推動航空氣象

現代化計畫，由美國國家大氣研究大學聯盟所屬之美國國家大氣科學研究中心協助，於

民國 91 年 7月建置完成航空氣象現代化作業系統（The Advanced Operational Aviation 

Weather System，AOAWS）。 

 

由於當時受到預算經費限制，部份功能尚未完全涵蓋於 AOAWS 系統中，且科技發展

迅速，為持續引進新的航空氣象預報及資料整合技術，經奉行政院核定，於民國 95 年

起至 99 年進行為期五年的「航空氣象現代化作業系統強化及支援計畫（Advanced 

Operational Aviation Weather System Enhancement and Support，AOAWS-ES）」，以

持續提升民航局航空氣象作業水準。 

 

今（97）年為 AOAWS-ES 計畫之第三年，本年度 AOAWS-ES 計畫中執行項目包含亂流

與積冰效能校驗與新的演算法評估的工作，另外，中尺度氣象模式的強化工作亦是本年

度的工作重點項目，皆為此次協調會議的主要議題。另參訪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博德市的地球系統研究

室(Earth System Research Laboratory，ESRL)，瞭解目前最新氣象預報作業及發展概

況，希能提供國內航空氣象業務發展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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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簡稱民航局)為提升臺北飛航情報區之航空氣象服

務品質，提供符合國際規定及符合民航業界需求之航空氣象產品，於民國

86 年 7 月起推動航空氣象現代化計畫，由美國國家大氣研究大學聯盟（the 

University Corporation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UCAR）所屬之美國

國家大氣科學研究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NCAR）協助，於民國 91 年 7 月建置完成航空氣象現代化作業系統（Advanced 

Operational Aviation Weather System，AOAWS）。 

 

由於當時受到預算經費限制，部份功能尚未完全涵蓋於AOAWS系統中，

且科技發展迅速，為持續引進新的航空氣象預報及資料整合技術，經奉行政

院核定，於民國 95 年起至 99 年進行為期五年的「航空氣象現代化作業系統

強化及支援計畫」（the Advanced Operational Aviation Weather System 

Enhancement and Support，AOAWS-ES），以持續提升民航局航空氣象作業水

準。

 

為了解 AOAWS-ES 計畫本年(97)度第 11 號執行辦法（Implementation 

Agreement No.11，IA＃11）實際執行進度，職等至科羅拉多州博徳市與 NCAR

協商 AOAWS-ES 計畫中有關作業需求與各功能建置的問題。本年度 AOAWS-ES

計畫中執行項目包含亂流與積冰效能校驗與新的演算法評估的工作，另外，

中尺度氣象模式的強化工作亦是本年度的工作重點項目，皆為此次協調會議

的主要議題。 

 

此行另參訪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ational Ocean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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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博德市的地球系統研究室(Earth 

System Research Laboratory，ESRL)，瞭解目前最新氣象預報作業及發展

概況，希能提供國內航空氣象業務發展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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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職等於民國 97 年 10 月 13 日（星期一）搭乘桃園機場下午 6時 40 分

長榮航空 BR12 班機前往美國，於 10 月 13 日下午抵達洛杉磯機場，20 時

04 分轉搭美國國內線邊境航空 FR407 班機前往科羅拉多州丹佛市，抵達丹

佛已是晚上 23 時 16 分，搭乘計程車至博德市的旅館已是午夜 1點左右。 

10 月 14 日（星期二）上午至NCAR Foothills Lab展開協調會議，議

程如附件一。首先由Bill Mahoney簡介今年的各項工作內容，並介紹相關

工作的研發團隊人員給我們認識。接著由Bruce Carmichael簡報FAA新一代

航空氣象服務計畫(如附件二)，然後Frank McDonough簡報FAA最新積冰計

畫(如附件三)，Jordan Powers簡報模式工作項目(如附件四)，Bob Sharman

簡報FAA 最新亂流計畫(如附件五)，將FAA目前航空氣象相關研究計畫的最

新進展及與航空氣象現代化產品之差異做詳細的比較。 

 

10 月 15 日（星期三）前往Foothills Lab展開相關的會議，首先由JMDS

程式研發者Aaron為大家展示最新的功能，並討論未來可能的計畫。在簡短

茶點時間結束後，由COMET計畫的Warren Fodie、Timothy Spangler為大家

介紹「針對風和低空風切撰寫機場天氣預報」的課程，這是免費的線上課

程 ， 詳 細 的 課 程 內 容 可 在 COMET 的 遠 距 航 空 教 學 網 頁 上 找 到

http://www.meted.ucar.edu/dlac/website/index.htm 。最後，由 Gary 

Cunning主持今年度工作內容及明年度工作內容的解說和討論(如附件六)。 

 

10 月 16 日（星期四）由 Celia Chen安排參觀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

署（NOAA），由NOAA地球系統研究實驗室(ESRL)的全球系統部門的孟繁春博

士為大家解說該實驗室的各項工作(如附件七)，下午五時至丹佛機場搭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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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 21 時邊境航空F9667 班機，於晚上 23 時抵達舊金山國際機場。10 月

17 日（星期五）與長榮派駐舊金山代表會晤並交換對於航空氣象服務現況

之意見，下午稍事休息後，搭乘 10 月 18 日（星期六）凌晨 1時 30 分長榮

航空BR17 班機，於臺北時間 10 月 19 日（星期日）清晨 6時抵達臺灣桃園

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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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心得 

一、 AOAWS-ES 計畫協調會議 

本次協調會議仍由 Celia 女士協助辦理各項參訪及會議行程，雖然她

已經不是 NCAR 的全職工作人員，但是經由她的協助，整個行程圓滿完成。

另外，本年度負責計畫的主要工程師由 Gary Cunny 擔任，在這近一年的溝

通和信件往來，Gary 認真負責的態度令人感佩，藉由協調會議的進行，雙

方面對面針對今年業務的推動和明年業務的工作項目進行溝通和說明，彌

補了語言造成的誤解。AOAWS-ES 的系統架構是由許多高度模組化的系統程

式所構成，人員的異動不致造成系統的無法運作，但是這個系統仍在持續

地發展，隨著資料量和資料種類的增加，以往未曾發生的資料碰撞或是網

路問題都陸續地發生，此次會議內容提及新增一套 FTP 伺服器，做為未來

飛航管理系統（Air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ATMS）接取氣象資料之

界面，為此，職等除說明建置此伺服器的緣由及用途外，亦與 Gary 交換了

建置的方式及各項界面可能需要修改的意見，未來數個月將持續連繫此項

工作的進行。 

二、參訪 NOAA 辦公室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在博德市的地球系統研究實

驗室(Eearth System Research Laboratory，ESRL)是作業單位，

也是研究單位，主要工作是提供全球的環境資訊(如火山爆發、野

火燃燒區域等)及短期的天氣預報和長期氣候預報。在參訪的行程

中，由孟繁春博士帶領並介紹各實驗室的工作，並且參觀了所謂的

SOS，也就是 Science On a Sphere，他特別提到臺灣的自然科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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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在今(97)年 5月成為全球除了美國以外的第一個建置此項系統

的機構。其系統資訊主題涵括大氣、陸地、海洋、模式和模擬及附

加資料，是一個展示全球各項資訊很好的平臺，跳脫了以往的二維

空間的展示。另外，隨著近年電腦計算能力的大幅提升，ESRL 使用

全新設計的全球天氣預報模式，稱為定容 20 面體模式

(finite-volume icosahedral model，FIM)，用以解決模式設計的

邊界問題。目前此種模式已可產製相當好的預報產品，國內中央氣

象局亦有與 NOAA 進行相關之合作計畫，若是未來成功引進國內使

用，亦可提供給我們 AOAWS 系統相當多的幫助。 

三、參訪長榮航空舊金山辦事處 

舊金山國際機場並無氣象觀測和資料提供單位，其機場飛行

天氣資料(METAR＆ SPECI)是由機場管制台根據自動地面氣象觀

測系統(Automated Surface Observing System，ASOS)所提供之

觀測資料，經過必要之增修後，透過航空固定通信網路系統(AFTN)

和終端管制廣播服務系統(ATIS)對外廣播給相關單位使用。至於

機 場 在 顯 著 天 氣 觀 測 方 面 ， 除 了 設 置 低 空 風 切 警 告 系 統 (Low 

Level Wind Shear Advisory System，LLWAS-Phase 2)用於偵測

雷暴雨所引發之低空風切和微下爆氣流(microburst)外，較特別

的是在舊金山國際機場和 San Carlors 機場兩個塔台頂分別架

設四個影像攝影機用於觀察機場進場區之天氣變化，此套系統被

稱 為 機 場 進 場 區 攝 影 系 統 (Airport Approach Zone Camera 

System)，其對機場塔台之管制作業提供相當大的幫助。 

舊金山國際機場因未設置航空氣象資料供應單位，包括長榮

在內之各個航空公司多自行透過網路或私人公司供應等不同管

道取得資料。長榮航空公司舊金山辦事處因單位編制和設備較洛

杉磯少，故所使用的氣象飛航文件除由洛杉磯北美簽派中心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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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外，飛行員有需要時也會自行上網至美國本土及國內民航局

航空氣象服務網站(http：www.aoaws.caa.tw)查看所要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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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語與建議 

一、協調會議 

本（97）年度在 NCAR 舉辦的協調會議，由 NCAR 的報告中，可以明

確看出第 11 號執行辦法（IA＃11）的各項工作進度皆已達完成的階段，且

各項工作也都呈現令人滿意的成果，茲將成果說明如下: 

(一) 積冰產品及演算法評估報告，對於目前依照天氣研究及預報模

式(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WRF)預報的積冰產品仍有積冰區域

未預報到的情形，雖已比前一代使用 MM5 中尺度天氣模式產製的積冰預報

產品改善許多，但是此份評估報告認為若用更新過的演算法(Forecast 

Icing Product，FIP)來取代現行的演算法(Fuzzy logical algorithm)，

將可避免預報誤失的情形。 

(二) 亂流產品及演算法評估報告，對於目前依 WRF 模式預報資料以

現行亂流演算法得到的亂流預報，已比前一代以 MM5 模式預報資料為基礎

所計算的亂流產品好，減少了許多過度預報的情形。此份報告說明 NCAR 現

在為 FAA 進行新的亂流預報演算法(GTG2)，比現行的預報結果更好，可有

效減少預報誤失或是過度預報的情況。 

(三) 中尺度氣象預報模式的強化，本年度主要的工作是將衛星輻射資

料經由資料同化的技術補強觀測資料的不足，以加強模式預報的效能。而

在颱風預報方面，利用植入颱風渦旋至模式初始資料的方法，於今（97）

年颱風季來臨前完成上線，並且相當程度地改善了颱風的路徑預報。目前

模式已升級至 2.2 版本。 

 

建議: 

(一) 積冰和亂流產品為航空氣象服務重點之天氣預報項目，為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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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製該預報，應持續與 NCAR 合作發展此項科技應用。同時，應藉由各項

航機報告來分析預報的可靠性，以持續提升此項產品的精準和有效性。 

(二) 航空氣象現代化系統強化及支援計畫（AOAWS-ES）自 95 年開始執

行至今，已歷經三年，計畫中各項工作之雛形皆已完成，因此，雙方的計

畫協調人員雖有異動，但對於整個計畫的推動仍不致於有太大的影響。惟

為後續計畫之順利執行，持續安排雙方管理人員之定期互訪，實有助於各

項事務之溝通。 

 

二、NOAA 參訪 

NOAA 地球系統研究實驗室研發新一代的全球天氣預報模式，目標在建

立高解析度的全球天氣預報模式，以提供更高品質的預報資料。雖然目前

仍在發展階段，但已有初步且令人振奮的結果，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雖無

發展天氣模式之人力與物力，但仍應密切關注此天氣模式發展的動態。另

外，NOAA 在顯示科技上提供了以地球模型為基準的三度空間顯示，將各種

全球資訊，即時顯示在該球體上，此種科技不只是新奇而已，它在教育上

的應用與即時解說資料的呈現都有著相當不錯的效果，倘若未來有展示全

球資訊的需求，當可考慮此種展示系統。 

 

三、長榮航空舊金山辦事處參訪 

經由長榮航空舊金山辦事處翟主任對於民航局航空氣象服務感到滿意

的反應來看，準確的航空氣象預報確實對航空公司的營運產生相當大的效

益，其中又以颱風風力及低能見度預報最為重要。由於今年幾個侵臺颱風，

臺北航空氣象中心的機場天氣預報，皆能準確的掌握到桃園國際機場的風

力變化趨勢，使長榮航空由舊金山飛桃園之國際線班機皆能做出適當的調

度和安排，有效解決該辦事處運務作業之困難。為提供國籍航空公司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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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航空氣象服務，建議臺北航空氣象中心應多鼓勵預報人員多著力於颱風

風力及低能見度預報之客觀研究上，以彌補人為主觀經驗之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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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錄 

附件一 協調會議議程 

UCAR-CAA AOAWS-ES Project Fall 2008 Meeting Agenda 

10/14/2008 (FL-2 Room 3099) 

Time  Activity Host/Speaker 

11:15am  Pick-up from hotel Celia Chen 

11:30PM Lunch  

1:00pm Opening/welcome  

Short briefing on AOAWS-ES Project

Bill Mahoney 

1:30pm FAA program plans and an overview on

NexGen weather 

Bruce Carmichael 

2:00pm  FAA icing product Frank McDonough 

2:30pm - Modeling system development updates

- Q/A and discussions 

Bill Kuo, Jordan Powers,

Jim Bresch 

3:15pm Coffee/Tea break  

3:45pm FAA turbulence product Bob Sharman 

 

10/15/2008 (FL-2 Room 3099) 

Time  Activity Host/Speaker 

8:30am  Pick-up from hotel Celia Chen 

9:00-11:00

am 

UCAR annual meetings: 

Forum on Climate Change 

Celia Chen 

12:00PM Lunch (FL-2 cafeteria)  

01:15pm - Demo of the newest AOAWS display

functions 

- AOAWS-ES project related 

discussions,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topics: 

- the current system, 

- IA#12, and 

- Phase-III. 

Bill, Gary, Aaron, 

Steve, 

Paul, Celia, Bill Kuo,

Jordan, Jim 

03:00pm Coffee/Tea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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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5pm “Writing TAFs for Winds and 

Low-Level 

Wind Shear" 

Warren Rodie, 

Timothy Spangler 

(COMET) 

03:45pm Continue with AOAWS-ES project 

related 

discussions, if needed. 

Bill, Gary, Aaron, 

Steve, 

Paul, Celia 

6:30pm Dinner (Golden Lotus)  Bill Mahoney 

 

10/16/2008 

9AM: Visiting NOAA Boulder campus 

PM: Leaving Boulder 

 

 

 

 

 

 

 

 

 

 15



附件二 航空氣象產品應用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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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積冰校驗簡報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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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模式更新簡報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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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亂流校驗簡報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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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協調會議討論紀錄 

1. AOAWS 7.1 版本現況(Aaron):NCAR 已於 10 月中旬依民航局總臺的建議，安裝

驗收前版本，目前雷達警示功能、機場天氣圖示功能、WAFS BUFR 資料顯示

功能皆可在此新的版本中使用。 

2. 檢視 IA#11 提交文件:NCAR 已準時提交第一季季報、第二季季報、第三季季

報及驗收計畫草案，另外積冰產品校驗報告、亂流產品校驗報告已經完成，

將待最後的文稿完成即可交付。第四季季報和交付軟體則於 12 月驗收會議之

前交付。 

3. 討論 IA#11 關於 WRF 模式組態改變之相關工作，由 NCAR 協調中央氣象局函送

相關模式進度資料予民航局，以利驗收。 

4. 檢視 IA#11 交付文件中相關工作的進行皆已順利完成。 

5. 安排驗收會議之日期，初步達成共識於 12 月 4 日舉行。 

6. 關於 AISS ftp Server 的建置，係配合民航局建置 AISS 系統，且未來將成為

提供予航管系統的終端設施，NCAR 瞭解此項工作之重要性，並擬於 IA#12 的

上半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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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NOAA 地球系統研究實驗室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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