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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氣象衛星影像於網頁解析氣象現象之特性 

苟潔予 

氣象衛星中心   中央氣象局      

摘 要 

極端及災變天氣頻傳的時刻，人們的心理層面時時受到影響，並擴及其他層面；社會大

眾不僅關心自身所處的環境，同時更希望能夠有進一步的參與，因此善用氣象資訊並正確評

估風險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在文字化的氣象預報訊息中，加入具體影像資訊是十分有效協助

民眾進一步評估風險，進而採取最適當行為的方法。 

運用氣象衛星影像圖形特性於氣象局的網頁中增闢了「衛星雲圖精選專區」的單元，這

是繼「雲圖與天氣」單元之後，針對氣象衛星雲圖所設計的天氣個案性探討單元。本文探討

在網頁的平台所呈現的「衛星雲圖精選專區」，如何結合了網頁展現的特性及具有圖像性訊

息特色的衛星影像，讓一般民眾藉此單元瞭解氣象觀測、分析、及運用過程，有著進一步的

參與感。同時也增強民眾瞭解氣象訊息並善加運用，增強對氣象工作的信賴感與喜好度，實

質提升氣象對大眾的服務 

 

 

一、前言 

包羅外象的天氣現象不僅炫麗，而且多變，

對於人們是一種既美麗又複雜的訊號，在各類氣象

觀測中，具有圖像特性的氣象衛星雲圖及雷達回波

圖是民眾所喜歡的，因為衛星雲圖與雷達回波圖所

呈現氣象訊號是直接且親切，而高時間密度的呈現

方式，更增加了人們的依賴感。 

善用涵蓋面廣的衛星雲圖，清晰且直接的說

明圖像中所帶來的訊號，可以增加民眾對於複雜氣

象的瞭解並減少存疑。以政府部門的角度分析，更

是減少社會大眾疑慮及增強民眾信任感的最佳工

具。氣象局在 2010 年開始，每天在中央氣象局網頁

中「雲圖與天氣」的單元中（圖一），運用衛星雲

圖向民眾說明天氣的變化，由高時間密度的衛星雲

圖說明天氣變化及各項要素及相互間的影響，在互

動過程中減少民眾對於氣象變化的恐懼感，2013 年

開闢新的單元-「衛星雲圖精選專區」，單元中選取

天氣個案或特殊現象加以說明，經由具體的影像說

明使民眾減少對氣象科技的距離感與恐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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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衛星雲圖精選專區」單元 

 

二、訊息認知度與風險管理 

氣象資訊的重要價值之一是讓人們能夠評估風

險，進而採取最適當的處理方法。如何降低民眾的

恐懼心以及不確定感也是氣象工作的一環。氣象預

報訊息經過不同媒介的傳輸而到達民眾時，民眾所

接 收 的 資訊 則 是 一種 再 建 構的 訊 息 （謝 瀛

春,2006），再建構的過程中會受到諸多影響，包含：

傳播媒介的特性、文字及畫面的呈現方式、與民眾

的主觀認知等等要素；傳播媒介不僅型態上不同，

同時包含了訊息的規模及延伸解釋，文字及畫面呈

現方式影響民眾所得到「事實」，而民眾的主觀認知

更會控制了人們對事件的評判與觀感，再建構的過

程深深影響民眾的「訊息認知度」（羅伯特,所爾索，

1992）。 

「訊息認知度」與訊息理解層次的高低相關，

理解層次愈高愈容易保留事件的真實性；而訊息理

解層次的高低與風險管理關係密切。依據「Reed 的

訊息認知與處理模式」（如圖三），每一階段都從前

面的階段接受信息，然後發揮自己本身的獨特作用。 

其中以記憶階段影響甚大，分為「短期記憶」與「長

期記憶」。短期記憶的信息經過複述或重覆之後，

會轉移至「長期記憶」儲存。長期記憶以有形、聲

音、語言、味覺、嗅覺、動作、感情等各種形式儲

存，不僅會長時間保留，同時經過長時間的醞釀後，

更會影響認知結構過程中「型態辨識」的階段（蘇

文清等，2007）。  

將氣象知識確切傳播及正確解讀是增加氣象訊

息價值的重要因素，人們的認知不具有客觀性，是

與訊息輸入方式、型態辨識、選擇及長期記憶息息

相關。「衛星雲圖精選專區」在氣象局網頁與民眾

溝通並展開密切的互動，實質上就是透過民眾的認

知模式，實質地減少民眾對於氣象變化的陌生與恐

懼感，讓民眾正確認知與解讀氣象訊息，瞭解氣象

科學的不確定性與可預報度。將所有氣象人員兢兢

業業努力得來的專業成果，確確實實地讓大眾

感受到，並且能夠確實理解以及精準地使

用，由風險管理角度分析，這是將氣象資源

轉為讓社會更進步的元素，獲得更龐大的經濟

效益。 

 

三、「衛星雲圖精選專區」 

氣象局網頁中「雲圖與天氣」單元，每日以氣

象衛星影像為主解析當日重要天氣，並依天氣系統

的特性結合其他圖片（雨量圖、雷達回波圖、天氣

圖等）後並以文字輔助說明，使民眾不僅由氣象衛

星的影像輸入直觀性圖像，並且在生動且生活化的

文字說明中瞭解天氣的奧妙。經此單元累積與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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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的經驗，深深感受到民眾對於天氣與氣候的感

覺常常是既抽象又密切（苟等，2013）；為了進一 

步滿足民眾對於氣象衛星影像的好奇心，也為了讓

民眾願意接觸科技性的氣象，進一步以「圖像式溝

通法」（圖四）的設計理念規劃了「衛星雲圖精選專

區」單元，運用直觀性、聯想性、差異性及實用性

等的資訊，漸進且累積性的將氣象資訊藉由圖像辨

識及因果論證而進入學習記憶的階段。 

 

 

 

 

 

 

 

 

 

 

 

「衛星雲圖精選專區」單元的最重要的設計理

念之一是：如何解析複雜的氣象現象，讓民眾瞭解

氣象（圖五，2013 年 10 月 25 日雙颱風;圖六 2013

年 11 月 8 日海燕颱風）。設計理念之二是：介紹氣

象衛星影像中具有親切且生活化的圖像，讓民眾喜

歡氣象（圖七，2013 年 9月 29 日台灣空氣品質; 圖

八，2013 年 10 月 14 日夜光與聖帕颱風）。運用「圖

像式溝通法」的特性及「Reed 的訊息認知與處理模

式」選取個案及表現方式，藉由不同個案累積出長

期記憶，進而影響其感官刺激後的型態辨識。將氣

象觀點或氣象事件正確表達，再以此概念與其他概

念之間的互動關係描述為基礎，賦予更多意義。 

 

 
圖五 2013 年 10 月 25 日雙颱風 

 

     

                 

 

圖六 2013 年 11 月 8 日海燕颱風 

 

 

 

   圖七 2013 年 9 月 29 日台灣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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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2013 年 10 月 14 日夜光與聖帕颱風 

 

四、結  論 

「衛星雲圖精選專區」是將抽象性描述的氣象

訊息具體且重點式的傳播，而傳播的核心是互動，

透過訊息的傳遞交換，進而分享共同的意義，讓民

眾由圖像式訊息輸入直觀性符號，並且在生動且生

活化的文字說明天氣的奧妙性與科學性。經由此單

元使得民眾能更進一步接觸到天氣現象的科技面

向，經由多變化的輔助圖形，親切及述說性的文字

對話實質地減少民眾對於氣象變化的陌生與恐懼

感；讓人們能夠評估風險，進而採取最適當的處理

方法。這是氣象人員對社會的責任與使命，更是整

體氣象服務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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