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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以下簡稱本總臺）自民國80年5月開始，以付費

方式透過日本氣象協會（Japan Weather Association，以下簡稱JWA），利用

國際衛星通信系統及網際網路之通信技術，接收日本氣象廳（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以下簡稱JMA）所製作之CDF（CodedDigital Facsimile）

各種天氣圖表、數值預報資料。近年來更透過此管道取得氣象衛星資料，以及美

國、英國世界區域預報中心（World Area Forecast Centre，WAFC）發布之顯

著天氣圖。 

職等奉派前往 JWA 執行「航空氣象資料技術協調」出國案，除依據雙方合

約參加每年舉行於東京、臺北的技術性協商會議，討論 CDF 及氣象衛星資料傳

輸應用等相關業務之外，同時參訪 JWA 及全日空航空公司（ALL NIPPON 

AIRWAYS，以下簡稱 ANA），以了解國際航空氣象服務之發展趨勢，並期能提

升本區航空氣象服務之品質。 

 

貳、 過程 

職等於民國 100 年 10 月 18 日上午 9 時自臺北松山機場出發，搭乘中華航空

CI-220 班機前往日本，於下午 12 時 55 分左右抵達東京羽田機場，辦理入境手續

後在機場大廳與 JWA 事業本部情報系統事業部情報系統事業課技師後藤あずみ

女士會合，搭乘機場接送巴士前往東京都豐島區東池袋之陽光城王子飯店，辦理

住宿手續。 

10 月 19 日上午，於旅館大廳與 JWA 事業本部營業部營業第 2 課長鈴木史朗

先生、營業第 1 課國際業務担当神田修身先生、及後藤あずみ女士會合，隨即前

往位於陽光城 55 樓的 JWA 總部。於會議開始前，前往拜會該協會事業本部長嶋

健一先生，簡單寒暄問候後便前往會議室準備進行年度會議。 

上午 10 時會議開始，日方與會人員有事業本部情報系統事業部長古市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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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鈴木史朗先生、神田修身先生及後藤あずみ女士等四人。古市信道先生簡

單開場後，由後藤あずみ女士說明討論議題，雙方開始逐項進行討論，如圖 1、

圖 2。 

  

圖 1：臺日雙方於會議室合影。 

 

圖 2：後藤あずみ女士於會議中解說 

衛星資料。 

 

會議中後藤あずみ女士亦介紹 MTSAT 紅外線（IR）衛星雲圖中 IR1-IR2 與

IR4-IR1 的應用、JWA 為 ANA 客制化的航空氣象服務網（如圖 3）、客戶需付費

使用的但馬空港氣象服務網等。但馬空港氣象服務網（如圖 4）包含各機場的天

氣報文（METAR、TAF）、航路顯著天氣、低空逐層風溫預報圖、警報圖及區域

模式短期預報等資訊；產品種類與網頁設計與臺北航空氣象中心（以下簡稱氣象

中心）航空氣象服務網大同小異。 

  
圖 3：JWA 為 ANA 客製的機場天氣 

服務網頁。 

圖 4：但馬空港氣象服務網，畫面 

      為 cloud base 預報產品。 

 

上述 IR1-IR2 與 IR4-IR1 是將 MTSAT 幾種紅外線頻道的雲圖再製，應用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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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功能性更廣。因為霧貼近地面，兩者溫度接近以致在紅外線雲圖中分辨不出，

雖可見光雲圖容易偵測霧，但夜間無可見光；經研究不同紅外線頻道特性，發現

頻道相減的 IR4-IR1 衛星雲圖能在夜間偵測霧，有助於夜間守視機場濃霧天氣。 

    類似的應用，IR1-IR2 雲圖可分辨出火山灰雲中石英質與雲中水汽的差異，

有助於偵查火山灰的噴發及擴散情況是否影響航路，詳如附錄 4。鑒於此類產品

有助提升航空氣象服務與保障飛行安全，詢問 JWA 是否能供應，如會議議題一、

三。JWA 目前可提供的衛星雲圖種類如表 1。 

同步衛星

所在經度 

57°E 

印度洋 

140°E 

東亞 

135°W 

美洲西岸 

75°W 

美洲東岸 

0° 

歐洲 

衛星名稱 
Meteosat_5

7degree 
MTSAT Gose_W Gose_E 

Meteosat_0

dgree 

JWA 可取

得資料 
IR1 

IR1、IR2、 

IR3、IR4、 

VIS、 

IR1-IR2、 

IR4-IR1 

IR1 

IR2 

VIS 

IR1 

VIS 

IR1 

IR2 

間隔時間 1 小時 30 分鐘 1 小時 1 小時 1 小時 

表 1：JWA 目前可提供的世界衛星雲圖種類一覽表（彙整附錄 2、3）。 

 

是日下午，由古市信道先生作 JWA 組織及服務等簡介，並安排前往 JWA 各

部門參訪；在事業本部預報事業部媒體事業課長叶木律子女士帶領下，參訪預報

事業部與技術部門，介紹多元化的氣象應用產品及預報服務。 

10 月 20 日上午，在鈴木史朗先生與後藤あずみ女士的陪同，搭乘地下鐵轉

單軌列車前往羽田機場的 ANA 辦公大樓參訪，由全日空營運管理中心（Operations 

Management Center，OMC）氣象担当吉野勝美先生負責接待及簡介，接著實地進

入作業室參訪，由值班督導狩野健次郎先生向職等介紹 ANA 航空簽派作業與氣

象資訊接收與應用情況。 

10 月 21 日 8 時 20 分，職等前往 JWA 辦公室，做會議結論之最後確認，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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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於會議紀錄簽名。分別與古市信道先生、鈴木史朗先生與後藤あずみ女士話別

後，搭乘巴士前往羽田機場，搭乘華航 CI-221 班機於下午 5 時 30 分抵達臺北松

山機場，順利完成此行任務。 

 

參、 協商會議及決議事項 

此次協商會議，我方共提出8個討論議題，而日方提出1個議題，相關內容分

項敘述如下，協商會議決議如附錄1。 

 

一、我方議題一：明年將更新合約，日方是否要修訂合約內容？ 

日方回覆：由於我方提出新增供應 MTSAT 衛星雲圖 IR1-IR2、IR4-IR1、

全球合成的衛星雲圖，若確定，新增的產品將會列入新合約中。我方則

詢問此舉是否新增費用，回國後研究合約預算額度是否能支應。 

決    議：日方將於今年 10 月底前回覆新增產品的費用。 

 

二、我方議題二：我方要求接收 EUROME SAT 衛星資料的期程，日方的安

排為？ 

日方回覆：須先確定我方需要哪種資料？若是衛星合成雲圖，今年 11

月起可透過 ftpport5 伺服器提供。若是 GOES-East、GOES-West、Meteosat

等個別的衛星雲圖，今年 12 月起可透過 ftpport5 伺服器提供。詳細衛星

資料格式如附錄 2、附錄 3。 

 

決    議：我方需要的是 Meteosat_57degree 的衛星資料，為 binary 格式，

日方將自 2011 年 12 月起開始供應。 

 

三、我方議題三：關於接收日方的 IR1-IR2 與 IR1-IR3（若可能）衛星雲圖。 

日方回覆：IR1-IR2、IR4-IR1 衛星雲圖分別有助於偵測火山灰雲、夜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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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霧，日方可以提供。 

 

決    議：日方會於 2011 年 10 月底前將 IR1-IR2 與 IR1-IR4 衛星資料的

樣品提供給我方。 

 

四、我方議題四：JWA 是否提供航空公司關於火山灰資訊？ 

日方回覆：1. JWA 並無提供航空公司此項資訊，然而東京火山灰預警中

心（Tokyo Volcanic Ash Advisory Center，Tokyo VAAC）的系

統為 JWA 架設與維護。 

2.日方提供了 2010 年 JMA 簡介手冊、Tokyo VAAC 系統組織

圖、Tokyo VAAC 簡介資料，分別為附錄 6、附錄 7、附錄 8。 

 

五、我方議題五：請說明 JMA、JWA 對於 AMDAR（Aircraft Meteorological Data 

Relay）資料的使用情況。 

日方回覆：JWA 並無使用 AMDAR 資料。 

補充說明：目前對於 AMDAR 的使用程序為航機飛航途中的 ACARS

（Aircraft Communications Addressing and Reporting System）觀測資料，包

括經緯度、高度、風向、風速及溫度等，由該航空公司接收後，傳到

JMA，JMA 再將電碼轉為 AMDAR 格式，經由美國匯整全球 AMDAR 資

料後合併 GTS（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資料，供全球使用者

使用。 

決    議：JWA 將代為詢問 JMA 使用 AMDAR 資料的情況。 

六、我方議題六：在天氣預報這部分，JMA 與 JWA 的權責劃分為？ 

日方回覆：JMA 為日本唯一官方氣象單位，JWA 等天氣服務供應者未

經授權不能對外發布天氣預報資訊。JWA 亦無發布任何警報的權限，

在日本，地震、火山、颱風等各式天氣警報的唯一發布單位為是 J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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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WA 仰賴 JMA 提供的各式觀測及數值預報模式（Global Spectral Model、

Meso-Scale Model 等）資料製作預報產品，所以 JMA 有責任穩定供應這

些資料，而 JWA 負責回應客戶需求。 

七、我方議題七：小規模的航空公司或目視飛行使用者，如何取得飛航天氣

資訊？ 

日方回覆：以 JWA 資訊部設計的「但馬航空氣象情報」網頁為例（如

圖 4），可查詢日本各式飛航天氣資訊，提供搜救直升機或測量飛行器

等使用者付費申請使用。 

八、我方議題八：我方想了解羽田機場的氣象台及福岡的航空交通氣象中心

（Air Traffic Meteorology Center，以下簡稱 ATMetC）的相關作業流程，

請 JWA 幫忙取得相關資訊。 

日方回覆：提供 ATMetC 簡介資料及 JMA 的「航空氣象情報使用手冊」

供參考。如附錄 9、附錄 10。 

九、日方議題一：日方經由英國倫敦 WAFS 取得美國航空氣象中心（KKCI）

及倫敦（EGGR）發布的 CDF 圖，轉傳給我方，其中 KKCI 的偶有漏

圖情形，所以日方試著自美國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網站下載這

些 CDF 圖，轉傳我方可為備份方案，但分別來自英國倫敦 WAFS 與

NOAA 的 CDF 檔案名稱會不同。 

我方回覆：我方已知此管道並能自行手動下載使用，感謝日方提供此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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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參訪紀實 

此行除參加年度會議外，預定參訪的單位有三，分別為 JWA、ANA 與

ATMetC，可惜在出發前一日收到日方傳來取消 ATMetC 的參訪，原因是媒

體報導了該單位內部人員不慎將飛行計畫外流的負面消息（如圖 5），故該

單位暫時謝絕一切非必要的參訪，深感遺憾。以下為參訪 JWA 與 ANA 的過

程與心得紀實。 

 

     圖 5：日本每日新聞 2011 年 10 月 20 日社會版。 

 

一、JWA 

財團法人日本氣象協會 JWA 成立於 1950 年 5 月，最初以無線電廣播、

報章雜誌等管道對外提供氣象資訊。目前該協會致力於防災、環境保護、氣

象預報、氣象情報提供、技術開發等層面，同時透過各種線上平臺如 MICOS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Comprehensive Online Service）系統、天氣網頁

「tenki.jp」等，供使用者簡單且即時的管道取得各種天氣資訊。 

該協會事業本部位於東京，由經營企劃本部、管理本部、技術本部、事

業本部組成，另於北海道、東北、中部、關西、九州均設有支社，與我方聯

繫的主要單位為事業本部之情報系統事業部情報系統事業課及營業部第一

課，分別負責日常資料提供維護與相關業務聯繫工作。 

參觀各部門之前，古市信道先生以投影片簡介 JWA 組織架構及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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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JWA 的發展沿革、階段任務與人員配置等，再由事業本部情報系統事

業部行動網路課三位氣象預報士：前平智成、岸田守弘、木村洋一，分別作

天氣網頁「tenki.jp」、行動（mobile）天氣、自行研發的防中暑溫度計介紹，

顯示 JWA 在提供氣象服務的多元化及生活化，並運用行動網路的便捷性，

提供給客戶。JWA 並將防中暑溫度計產品贈予職等，未來計畫將產品推向

臺灣市場，如圖 6。 

過程中詢問 JWA 是否召開會議與客戶討論增修服務產品？JWA 答覆一

般是每年開會。反觀氣象中心是藉由每年舉辦的航空氣象服務網產品應用相

關課程，收集本總臺及航空業者意見，積極調整相關服務作業，例如航空氣

象服務網的颱風簡報頁，便是考量航空公司需求設計，此良性交流頗受好評。 

 
圖 6：（左圖）JWA 的行動天氣產品圖示。（右圖）JWA 研發的防中暑 

溫度計。 

 

上午 11 時會議稍事暫停，職等前往預報事業部旁聽每日簡報作業，為

時 15 分鐘。首先由管理督導作重點工作提示，接著是資深預報士運用衛星、

雷達圖及 JMA 的預報圖解說天氣及預報；類似於氣象中心氣象督導席每日

兩次提供航管單位天氣簡報，簡報內容皆整合多項預測報結論，不同於 JWA

的民生用途風雨預報，氣象中心簡報符合航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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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資深預報士運用衛星雲圖（左圖）、JMA 的預報圖(右圖)等產品作 

天氣簡報。 

 

下午 3 時參觀位於辦公大樓中播報氣象的攝影棚，窗邊架設有即時天氣

攝影系統，鳥瞰東京市區、面對新東京鐵塔 SKY TREE，可 24 小時拍攝天

氣，提供大眾即時天氣影像線上瀏覽，如圖 8、圖 9。拜科技網路進步之賜，

架設簡易攝影器材與剪輯軟硬體，能以實惠的費用製作多種天氣報告短片持

續撥放，不受時間、空間或人力限制。 

 

圖 8：體驗氣象主播攝影棚。  圖 9：即時天氣攝影系統。 

 

接著由事業部媒體事業課預報士中田有美女士介紹 MICOS 系統，是一

套方便使用者查詢即時天氣及預報資訊的系統，並以高速公路豪大雨預警系

統為例，當雨量超標時，日本警察將會進行道路封閉作業，顯示日本在預防

災害性天氣的處理上有相當豐富的經驗，並且對官方預報資料有相當程度的

信任。最後參觀了該單位的技術部門，該部門類似氣象中心的資訊席，有兩

位督導與四位課員同時值班，陣容相當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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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NA 參訪 

首先由吉野勝美先生為職等簡介營運管理中心（OMC），詳如附錄11。

ANA現為日本最大及載客量最多的航空公司，目前國內航班共飛行49個機

場、126條航線、每日約800架次；國際線航班共飛行23個國際機場、31條航

線、每日約110架次。擁有各式機型共224架，包含今年10月最新購入的2架

波音787機型，是東亞頗具規模的航空公司。 

OMC為ANA管制全球飛行計畫、航班調度及提供氣象資訊的重要單

位。由於日本地理位置特殊，四季皆有影響飛航的顯著天氣發生，如梅雨、

雷雨、颱風、積冰、降雪、高空噴流伴隨的強亂流、冬季的強靜電等，可說

是世界上航運最複雜的地區之一，因此氣象資訊的取得與應用是航空公司很

重要的一環。 

參訪過程中詢問ANA氣象資訊來源？其主要管道有二：一是從JMA取

得，有逐層天氣圖、機場天氣報文、航路顯著天氣圖、颱風警報等；另一管

道則是由JWA供應，有全球衛星雲圖、模式預報資料（初始場為JMA提供），

ANA付費依需求製做出不同產品，如某區域逐層風溫及亂流預報等。 

OMC設有OD（Operation Director）一職，負責督導每日各部門安全而有

效率的運作，而OD下轄有飛航進度管制（Flight Schedule ControllerManager）、

飛航信息管理（Flight Information Manager）及飛航簽派（DepartureManagement 

Dispatcher，DMD）三大部門。而氣象情報課是設在飛航簽派部門之下，使

用JWA所設計的圖型化天氣資訊系統（Graphical weather information system，

MAGICS），在大螢幕上顯示羽田機場即時觀測資料、雷達回波圖、雷達徑

像風場圖、亂流分析圖等，進行天氣資訊之分析與監控，並隨時將氣象資訊

提供給簽派人員。MAGICS類似於氣象中心多元化氣象產品顯示系統

（Java-based Multidimensional Display System，JMDS），透過互動式圖形化介

面，專業預報員或航空相關從業人員皆能取得所需之天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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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亂流分析的資料來源，有該公司每一航班每10分鐘下傳的ACARS

與接收自JMA的AMDAR資料，經電腦繪製成垂直剖面圖，以綠色標示穩定、

藍色標示中度亂流、紅色標示強度亂流區域，另可比對當時探空資料做天氣

系統分析，如圖10、11。由於ANA航行量大，故此剖面圖資料時空分布相當

密集，參考價值高。職等於此次赴日航程中，駕駛員廣播大約2分鐘後會有

亂流，且於2分鐘後確實感受進入不穩定氣流區的顛簸，此高水準的的亂流

預警能力應是此系統的助益。 

 

     圖10：亂流資訊剖面圖。   圖11：即時飛機動態與ACARS回報資訊。 

此外，氣象席位後方設有大型看板，上方列有日本國內所有機場及未來

24小時的天氣預報概況資訊，以彩色磁鐵標示在不良天氣時段，黃色為普通

危害天氣、紅色為嚴重危害天氣，如圖12，有助值班同仁一目瞭然，迅速掌

握未來天氣變化。 

 
    圖12：日本國內機場24小時逐時（3小時）的危害天氣預報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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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心得 

一、 由於 JWA 為一般財團法人營利單位，服務對象廣泛並不侷限於航空公

司，故 JWA 自行研發的產品與提供的服務種類多元，如櫻花開花時程預報、

防中暑溫度計的研發、一般民眾付費可接收喜好的天氣簡訊、提供 APP 程

式下載方便民眾查詢即時天氣等等。 

    相較氣象中心而言，主要負責航空氣象領域，目前使用者取得資訊的管

道已完善，旅客可在航空氣象服務網首頁（無須登入）取得豐富之機場即時

天氣圖文，天氣好壞一目瞭然，如圖 13；航空從業單位亦可額外申請帳號，

取得進階的航路天氣預、警報等產品，此外，颱風期間氣象中心製做的颱風

警報單等產品，符合航空從業人員需求，供航班調度、防颱準備之參考，而

JWA 未有此類產品。 

 

 

 

 圖 13：新版的航空氣象服務網首頁，圖文顯

示兩岸以至全世界機場及時天氣與衛星、雷

達圖，天氣好壞一目瞭然。 

圖 14：JWA 課員進行視訊解說天

氣產品。 

二、 在參訪 JWA 之事業本部預報事業部過程中，正巧有一課員與公路局客

戶進行線上互動式諮詢，以視訊對話及共享螢幕方式，解說短期天氣預報產

品，或回答客戶在產品使用上的問題，簡單又有效率，如上圖 14。 

    氣象中心現行作業中，各式天氣圖表與警報單發布於網頁，供相關作業

單位與航空公司取用，值班席位以電話不間斷提供氣象產品諮詢服務，另有

每日兩次提供航管單位天氣簡報，相較之下並不遜色。惟氣象中心在發布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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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警報後，另加派預報員至松山機場航務大廳提供諮詢服務。 

    臺北航空氣象中心與 JWA之服務對照表如下： 

 日本氣象協會 臺北航空氣象中心 

組織制度 一般財團法人營利單位 政府非營利單位 

服務面向 民生、防災、航空… 航空領域 

服務供應

途徑 

網頁、手機 APP、遠距視訊、

電視台… 

網頁、手機簡訊、電話、傳真、 

現場(簡報)服務… 

網頁產品 

tenki.jp：降雨、溫度、風… 航空氣象服務網 AMSP： 

1. 機場天氣 METAR、TAF 

2. 衛星、雷達圖、天氣圖… 

3. 逐層風溫、亂流、積冰預報 

4. 航路警報資訊 

5. 颱風簡報頁 

6. 天氣簡報頁 

但馬航空氣象服務網： 

1. 機場天氣 METAR、TAF 

2. 衛星、雷達圖、天氣圖… 

3.逐層風溫、亂流、積冰預報 

4. 航路警報資訊 

網頁收費 除 tenki.jp 外，使用者付費 
免費 

除首頁外，須申請帳號通過 

防災資訊 JMA 是地震、火山、颱風等各

式天氣警報的唯一發布單位 

1.中央氣象局為氣象災害資訊

主管單位。 

2.氣象中心另製作適用於航空

從業人員的颱風警報單相關

產品。 

軟體研發 JMA 技術指導 

自行研發技術部門 

與 NCAR、JWA 合作 

資訊席自行研發 

三、 JWA 大樓窗邊架設的即時天氣攝影系統，目前臺大大氣科學系林博雄

教授於松山航空氣象臺亦架設類似的攝影器材作研究，將來此技術成熟後，

可運用於偏遠地區作無人之簡易觀測，協助地面觀測人員守視機場附近（五

邊）的天氣。 

     

四、 由於 1970 年代全世界火山活動頻繁，各國航空器受到火山灰影響甚

鉅，故由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

ICAO）、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WMO）、國際

大地測量與地球物理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Geodesy and 



15 
 

Geophysics，IUGG）發起，組成了國際航路火山灰監視計畫（International 

Airways Volcano Watch，IAVW），於全球設有九個火山灰預警中心（即

VAAC），24 小時提供火山灰最新情報，其中之一位於日本東京（如圖 15）。 

  

圖 15：日本東京 VAAC 負責的 

範圍含臺灣地區。 

圖 16：VAAC 火山灰警報的製作發布 

流程。 

    VAAC 火山灰警報（Volcanic Ash Advisory）的發布流程為：VAAC 接收

負責區域內各火山監測單位的噴發情報、飛行員報告或利用 IR1-IR2 衛星雲

圖觀測火山灰雲分布，輸入電腦數值模擬以預報火山灰雲擴散情形，製成警

報經由 AFTN 及網路傳送，有效期間為 18 小時，每 6 小時更新一次。各國

氣象守視單位（MWO），可依此製作負責的飛航情報區航路顯著天氣資訊

（SIGMET），提供給航空相關使用者（如上圖 16）。例如 2010 年 4 月冰島

之艾亞法拉（Eyjafjallajokull）火山噴發，大量的火山灰散佈在歐洲上空，航

空業者可於氣象中心的航空氣象服務網取得全球火山灰雲的 SIGMET 資訊。 

    由於日本活火山多且活動頻繁，火山的監測系統相當完善。相較之下臺

灣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雖有地震與火山活動，但火山噴發情況極少，據

中央研究院地球所副所長陳中華先生與俄羅斯學者最新研究，大屯火山最近

噴發紀錄為 5 至 6 千年前，但仍不排除未來再度活動可能。因此，內政部與

國科會以跨部會方式結合中研院、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中央氣象局等政

府相關部門及臺灣大學、中央大學等學術單位，設置大屯火山觀測站，進行

多項監測，並將監測成果即時提供給各相關單位，達成防災預警、科學與教

育、能源與休憩等多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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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建議事項 

一、隨著智慧型手機使用者日趨增加，為提供更多元且即時服務，建議未來調整

航空氣象服務網頁面時，考量適合智慧型手機瀏覽之設計。 

 

二、參考 JWA 的作法，架設遠距視訊會議設備，建立互動式諮詢服務平臺，或

錄製常規簡報內容上傳至網頁，供使用者視需要選用下載。如颱風警報期

間，氣象中心可透過此系統向航空公司、民航局、各航空站、本總臺防颱中

心等單位進行即時之颱風簡報，以提高服務效率。 

 

三、參考 JWA 建置的即時天氣攝影系統，將各航空站的即時天氣攝影畫面連結

於航空氣象服務網，開放給所有民眾使用。此類攝影設備已有部分政府機關

公開給民眾（如圖 17）。 

 

圖 17：（左圖）於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站的馬祖南竿攝影設備 

即時照片。（右圖）理想天氣狀況的照片及地標。 

    以馬祖南北竿機場為例，因處於海陸交界，常受小尺度天氣影響，有時

機場跑道仍在濃霧中，其他區域天氣已好轉，旅客會不解所見天氣狀況良

好，為什麼航班還是因天氣因素延誤？雖氣象中心已對此說明並置於航空氣

象服務網（如圖 18），但若能進一步附上航空站攝影畫面連結，將有助於

減少旅客對天氣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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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8：航空氣象服務網-航空氣象 Q&A，關於機場天氣的說明。     

四、未來可透過 JWA 安排參訪 Tokyo VAAC，向日本學習豐富的火山灰預警作業

經驗，讓我們的航空氣象服務與日俱增，更臻完善。 

 

柒、 攜回之參考資料 

一、2010 年 JMA 手冊之航空氣象服務介紹 

－JMA 發行 

二、航空氣象情報使用手冊（2011 年 3 月版） 

－JMA 總務部航空氣象管理官編輯 

三、地震與海嘯之災難預防 

－JMA 發行 

四、提供航空器的航空氣象服務 

－JMA 發行 

五、ATMetC 介紹 

－JMA 發行 

六、JMA 火山預警系統與火山警報分級 

－JMA 發行 

七、JWA 氣象資訊季刊第 51、52、53 期（2011 年 3 月、6 月、9 月） 

－JWA 發行 

備註：以上各項資料均為紙本冊裝，僅針對此行相關的部份影印參考如各附錄。紙

本手冊則留存氣象中心為作業參考之用。 



18 

 

附錄 1：2011 年航空氣象資料技術協調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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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Satellite image(world)衛星資料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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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Satellite image(GOES/Meteosat)衛星資料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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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MTSAT 紅外線衛星雲圖應用介紹（IR4-IR1：地面霧；IR1-IR2：火山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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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Satellite image(West Pacific)衛星資料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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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2010 年 JMA 手冊之航空氣象服務介紹 

 



28 

 

 



29 

 

 



30 

 

 



31 

 

附錄 7：Tokyo VAAC 功能圖、資料流與硬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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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Tokyo VAAC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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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ATMetC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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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航空氣象情報使用手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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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ANA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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