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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次謝、許 2 員赴陸行程係應國立中央大學邀請參加第 8 屆「海峽兩岸海洋環境

監測及預報技術研討會」，主要著重在海象觀測技術發展與海象數值模式及預報技術發

展的議程。研討會中，武漢大學岳顯昌教授「基於高階奇異值分解的 HFSWR 射頻干擾

抑制方法」、大陸福建省海洋預報台陳劍橋先生「3 種典型路徑下的臺灣海峽颱風浪特

徵研究」、大陸國家海洋環境預報中心李昂先生「黃東海業務化數值預報系統的改進」、

國立中央大學錢樺老師團隊「微型化浮標量測技術-應用於海表風速與波浪觀測之研

究」、國立中山大學于嘉順教授「臺灣海域 3 維海流預報作業模式系統」及國立東華大

學柯風溪教授「台灣西南沿岸海域及沙灘塑料微粒特性及分布之探討」等人研究成果，

有助於提升謝、許 2 員在海象觀測技術與預報技術發展方面的能力，進而改善觀測及

預報能力的效能，以降低海象災害造成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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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海峽兩岸海洋環境監測及預報技術研討會」為海峽兩岸海洋學界在海洋環境監

測與預報技術領域學術交流及科研合作的重要平台，旨在提升雙方在海洋環境監測及

預報技術的研究和應用能力，造福海峽兩岸人民。 

 

該研討會係由國立中央大學劉康克教授、國立成功大學高家俊教授及大陸廈門大

學洪華生教授發起，於 2009 年 10 月在廈門首度舉辦，對臺灣海峽與附近海域之環境

監測及預報技術議題進行討論。2019 年 10 月的第 8 屆研討會則於在中國大陸武漢大學

舉行，會議之 6 大主要議題分別為：海洋數值模式及預報技術發展應用、海洋雷達及

遙測技術發展及應用、海上觀測技術發展及應用、海洋環境生物地球化學與生態災害、

海洋環境大數據與人工智慧、海岸帶災害與管理。 

 

這次參與研討會，希望透由發表「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觀測與預報業務最近

發展簡介」論文，並進行兩岸海洋防災資訊交流；以瞭解大陸科研單位、業務部門在臺

灣海峽與附近海域之環境監測及預報技術的最新發展現況；並瞭解大陸方面突發性環

境事件預警與應急處置、海洋防災減災之最近發展現況。期能提升氣象局海洋科研與

預報技術的能見度，並藉由意見交流進一步思考與建議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技術的改

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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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此次赴陸行程係應國立中央大學邀請，參加 2019 年 10 月 23 日至 28 日在中國大

陸武漢大學舉辦之第 8 屆「海峽兩岸海洋環境監測及預報技術研討會」，議程如附錄一。

10 月 23 日於松山機場搭乘華信航空 AE217 至武漢，並於 10 月 24 日完成研討會報到手

續，10 月 25 日參加研討會開幕式，了解兩岸學者在海洋學術上的進展，並由謝明昌簡

任技正報告中央氣象局「波浪預報作業系統建置與產品應用」，10 月 26 日下午以海報

展示發表中央氣象局「海氣象浮標與海嘯浮標的現況」，並與兩岸學者進行綜合討論，

10 月 27 日參訪武漢長江防洪工程，10 月 28 日搭乘中華航空 CI542 返回臺灣。 

 

參訪行程如下： 

日期 工作摘要 

108 年 10 月 23 日(二) 赴武漢。 

搭乘華信航空 AE217 班機，13 時 20 分起飛前往武漢，

於當地時間 16 時 00 分抵達武漢天河國際機場，並搭乘

武漢大學接駁車抵達下榻飯店。 

108 年 10 月 24 日(四) 

至 

108 年 10 月 27 日(日) 

參加第 8 屆「海峽兩岸海洋環境監測及預報技術研討

會」，於會中以口頭報告及貼海報方式呈現參加者之研

究成果。 

108 年 10 月 28 日(一) 返回臺北。 

搭乘中華航空 CI542 班機，18 時 50 分起飛，於臺灣時

間 21 時 10 分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所報告中央氣象局「波浪預報作業系統建置與產品應用」為中央氣象局引進 NOAA 

WAVE WATCH III 波浪模式作為波浪預報決定性作業化系統，範圍涵蓋全球至臺灣近

岸區域，作為氣象局漁業氣象與波浪預報決策之參考，並加值提供藍色公路海氣象資

訊服務與瘋狗浪異常波浪預警應用。藍色公路海氣象資訊服務目前已增加至 33 條藍色

公路航線，除了提供航線起迄地點的即時觀測資料外，也提供航路沿線未來 48 小時的

風速、風向、波高、波向、流速、流向及霧況等預報資訊。瘋狗浪機率預警系統依照臺

灣浪擊落海事件次數統計排名前三名之地點，建立龍洞、碧砂以及野柳預警系統，每日

預報 4 次未來 12、18、24 小時之瘋狗浪機率，詳細簡報投影片內容如附錄二。海報展

示「海氣象浮標與海嘯浮標的現況」介紹中央氣象局 11 個海氣象資料浮標及 2 個海嘯

浮標形成之海象資料浮標監測網，以掌握環臺鄰近海域之即時海象。海氣象資料浮標

在颱風期間，擔當起掌握颱風第一手資訊與動態的觀測尖兵，在 2018 年瑪莉亞颱風個

案之中，颱風於 7 月 11 日上午經過臺灣北部海域，其颱風中心距馬祖資料浮標最近處

僅約 6 公里左右，此時測得之示性浪高與氣壓值分別為 10.89 公尺與 957.8hPa，此亦為

瑪莉亞颱風影響臺灣期間所測得之最大浪高及 2018 年測得之最低氣壓，此報告另介紹

海氣象資料浮標與海嘯浮標的現況以及遇到的一些挑戰，詳細內容如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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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與建議 

謝、許 2 員參加第 8 屆「海峽兩岸海洋環境監測及預報技術研討會」，主要著重在

海象觀測技術發展與海象數值模式及預報技術發展的議程。 

在海象觀測技術領域的多數學者，主要是針對海洋雷達觀測技術多加琢磨，其中

以武漢大學岳顯昌教授的演講最讓人印象深刻，岳教授的研究主要在了解高頻表面波

雷達(HFSWR)回波在海洋表面漫射回來過程中如何降低外界射頻干擾(RFI)，並且讓回

波不受衰減。岳教授利用高階奇異值分解(HOSVD)方法抑制外界射頻干擾，透過仿真數

據處理及實際數據處理的結果，得知該方法有效降低外界射頻干擾且不會去除回波裡

的其他訊號，讓反演出來的海流結果可信度不被質疑，此方法能有效改善海洋雷達觀

測技術。國立中央大學錢樺教授的團隊也開發微型化浮標量測技術，製造微型化、操作

人性化及價格親民化的浮標，該浮標有漂流式跟錨碇式，且其資料與氣象局資料浮標

資料比對後並無太大誤差。 

在海象數值模式及預報技術部分，大陸福建省海洋預報台陳劍橋先生利用波浪模

式模擬 3 種典型颱風路徑下臺灣海峽風浪特徵研究，結果發現臺灣地形阻擋了長周期

的浪使得臺灣海峽浪高週期明顯較短，且北路颱風海上風向和浪向夾角接近 90 度，中

路颱風海上風向和浪向夾角較小，而南路颱風海上風向偏東，但浪向卻有往西北和西

南的混合浪，此結果顯示當有南路颱風時航行安全有潛在危險需特別注意。大陸國家

海洋環境預報中心李昂先生亦利用數值模式調整黃東海業務化預報系統，從 2013 年起

至今透過地形模式、潮汐作用、黃海暖流作用等方面進行調整後，成功改善黃東海業務

化預報系統，提升海流、潮汐、海流等預報能力。國立中山大學于嘉順教授以 3 維海流

模式預報臺灣海域之海流，由於是使用非結構式網格，讓模式在沿海內陸沙洲、河口、

港灣及瀉湖等不規則海岸地形可以充分被解析，提高模式解析度及精準度，並完成每

日海氣象預報的任務，可使氣象局能夠有效掌握災害發生的可能性提早發出預警。 

此外，海洋化學及海洋生物議題亦值得注意，國立東華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柯風

溪教授「臺灣西南沿岸海域及沙灘塑料微粒特性及分布之探討」分別探討塑膠微粒在

後灣海域沙灘及高屏溪河口海域水中之分布，在後灣海域沙灘塑膠微粒(MP)平均濃度

約 50 items/kg，而高屏溪河口海域 MP 平均濃度約 0.41 items/m3屬於中度汙染程度，塑

膠微粒對於海洋生物及環境可能造成危害，在未來必須持續進行相關研究且關注國際

對此議題的發展。 

此次參加研討會收穫頗多，建議中央氣象局未來在使用海象雷達做海流觀測時，

能強化去除外界射頻干擾(RFI)的能力，提升海流資料的可用率。而在海象預報部分則

可以參考對岸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如果有從南邊通過的颱風則需注意從不同方向來的

混合浪，並提早警示漁業相關單位注意海上航行安全。另建議中央氣象局持續與國內

海洋界學者們共同研究與開發中央氣象局的海象預報模式系統，提升海象預報的精準

度，精進預報的準確度，降低海象災害造成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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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圖 

圖１、第 8 屆「海峽兩岸海洋環境監測及預報技術研討會」合影 

 

 

圖２、謝明昌口頭報告中央氣象局「波浪預報作業系統建置與產品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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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３、許家誠張貼海報報告中央氣象局「海氣象浮標與海嘯浮標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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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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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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