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氣象局氣象觀測儀器維修現況 

與新一代地面氣象自動測報系統簡介 

陳忠光 

氣象儀器檢校中心 

中央氣象局 

 

摘要 

  本文主要介紹中央氣象局氣象儀器檢校中心對於氣象儀器維修現況與新一代地面氣象

自動測報系統，氣象儀器檢校中心目前負責的維修的儀器項目有：地面氣象自動測報系統、

高空氣象觀測系統、自動遙測站、合作站、太陽能發電系統及氣象傳統儀器等，由於維修

項目多且測站據點多而廣，儀器又有不同廠牌與型號，因此維修人員出差頻繁而工作相當

繁瑣。氣象觀測儀器為氣象觀測的基礎設施，要有效發揮氣象觀測儀器的功能，必須作好

氣象觀測儀器維修、保養及校正等工作，如此方能透過最少的壽期成本及有效的後勤維修

支援，維持氣象儀器於較高的儀器妥善率。近期面臨政府預算縮減及政府的組織再造的雙

重影響，為因應在有限的經費及人力資源下，規劃新一代地面氣象自動測報系統，期能增

加地面氣象自動測報系統穩定度，進而減少維護成本。 

 

  關鍵詞：氣象儀器維護、地面氣象自動測報系統 

一、前言 

隨著電子科技進步及網路傳輸的便捷，中央氣

象局已可提供準確、便捷、即時又方便的氣象觀測

資料，進而促進了經濟發展，增進了便利優質的生

活環境，它代表著城市的進步與文化的躍升，相對

地亦代表人們對其氣象觀測資料已產生 24 小時全

年無休依賴，其氣象觀測系統的維運亦因而顯得重

要，中央氣象局氣象儀器檢校中心的維修課是負責

氣象儀器維護的單位，其維護的儀器系統主要為地

面氣象自動測報系統、高空氣象觀測系統、自動遙

測站、合作站、太陽能發電系統及氣象傳統儀器等。 

然隨著舊有地面氣象自動測報系統使用年數已

高，故障率已較以往增加，進而影響地面觀測品質，

由於系統老舊，其備品零件廠家生產量少或不引

進，其採購愈來愈困難且愈來愈貴，其維護成本已

增加許多，又因維護預算及維修人員員額縮減，在

有限的經費及人力資源下，若繼續延用舊系統其經

濟效益勢必日益減少，因此規劃新一代地面氣象自

動測報系統，簡化維修流程，期能增加地面氣象自

動測報系統穩定度，減少維護成本。 

二、氣象儀器檢校中心的現況 

中央氣象局為執行氣象法有關氣象儀器校驗之

規定與因應近年來氣象儀器維修業務之需求，並進行

氣象儀器系統之技術研究，以提供完整及準確的氣象

觀測資料，報奉行政院核准自民國 80 年 10 月 1 日起

撤銷局本部第二組檢修科，及合併大氣物理科校正業

務，正式成立氣象儀器檢校中心，同時於 81 年 4 月遷

入新北市新店區莒光路 29 號，原安坑農業氣象站站址

辦公成立，初期下設業務發展、維修、校驗、行政等

課，氣象儀器檢校中心原於民國 88 年 11 月 22 日奉行

政院核准，將編制員額再擴增為 80 人，並增設探空儀

器維修、系統工程及技術服務等三課，但適逢政府人



力精簡及組織再造，現有預算員額含主任共計 18 人，

其組織架構仍維持初期發展為 3 個課其組織架構圖如

圖一。 

 

 

圖一：氣象儀器檢校中心組織架構圖 

 

三、氣象儀器檢校中心維修課的任務 

氣象儀器檢校中心維修課掌管中央氣象局氣象觀

測儀器整備、維護、備品管理與工程業務，主要職責

為確保氣象觀測系統的安全、精準度與可靠度，以達

到中央氣象局所定的觀測標準及妥善率，其主要工作

項目為（一）維護局屬氣象站、合作站及自動測報系

統氣象儀器之正常運作，（二）維護傳統式氣象儀器，

（三）維護自動雨量及氣象遙測系統雨量站、氣象站、

中繼站及接收站，（四）維護高空氣象與臭氧觀測系

統，（五）維護不斷電系統、避雷系統及太陽能發電系

統，（六）辦理各氣站觀測人員之儀器維護訓練。 

中央氣象局氣象觀測儀器分布在全國各地，從局

屬氣象站、雷達站、合作站，若再含蓋自動雨量及氣

象遙測系統站網，其工作區域從最繁華的台北市中心

至全台最高的玉山北峰及最南方的東沙島均為負責區

域範圍，換言之只要是中華民國領土就一定有中央氣

象局氣象觀測儀器，而儀器設備在外風吹日曬雨淋，

難免有故障失準的可能，維修課工作同仁即要進行各

類氣象測報系統之定期維護、故障檢修、儀器及設施

之改善工作。 

 如前所述，氣象觀測儀器分布在全國各地，各測

站之儀器即使一點點小問題，若全由氣象儀器檢校中

心派人修護校正，從時間、人力及交通成本來看，亦

顯得不符經濟效益，遂每年辦理各氣象站觀測員之儀

器維護訓練，以期能對其觀測儀器先行協助維護改

善，減少人力派遣成本及縮短故障時間。 

氣象儀器檢校中心原應專注於氣象觀測儀器系

統，然各測站電力系統維護人力或專業不足，各測站

之不斷電系統由氣象儀器檢校中心專人負責，其次因

玉山氣象站無電力系統，而彭佳嶼及東吉島氣象站電

力系統亦不穩定，遂另行架設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

亦同由氣象儀器檢校中心維護。 

四、新一代地面氣象自動測報系統簡

介 

由於現有地面氣象自動測報系統為資料收集器

(data logger)方式，所有觀測坪的感應器將其氣象要素

之物理量轉換成類比信號後傳送至儀器室（觀測室），

才在儀器室（觀測室）轉換成數位信號，此方式施工

方法需拉多條信號線及電源線較為複雜難作，對抗環

境干擾、雷擊及鹽害能力較弱，其校驗方式亦較複雜

及費時，且感應器故障時，沒有第二線備援亦且無第

二套相同感測器作即時比對，致使現場觀測時很難即

時確認其觀測資料是否正確，而是以傳統儀器 人工觀

測來比對，但傳統儀器量測取樣方法與地面氣象自動

測報系統完全不同，無法達到比對即時性及量測一致

性的目標，因此規劃新一代地面氣象自動測報系統，

其架構圖如圖二。 

 
圖二：新一代地面氣象自動測報系統架構圖 

新一代地面氣象自動測報系統每一氣象要素如

溫度、濕度、壓力、雨量建置 2-3 套，感應器輸出類

比信號，經過轉換器數位/類比(A/D)轉換，輸出數位

資料，透過 TCP/IP 同時儲存至 2 台嵌入式電腦， 2

台嵌入式電腦互為備份，嵌入式電腦每分鐘主動傳每

秒資料、分鐘資料給個人電腦(DCP)，個人電腦(DCP)

接收到，即儲存及顯示資料於螢幕上，並傳輸每秒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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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分鐘資料回中心站，所以嵌入式電腦定位和過去

的資料收集器(data logger)相同，不同在於取樣時間縮

短至每秒，感應器增加為雙組，而觀測員的操作方式

與以前相同，不需額外的專業訓練。 

 新一代地面氣象自動測報系統其特性及優點如

下： 

（一）依歷年來的維修經驗，現有的測報系統元

件故障時常是因天候不佳造成損害如雷擊感應或鹽

害，而中央氣象局許多測站又地處偏遠交通不便，若

要作即時搶修，其工作人員危險性及交通成本明顯偏

高，本系統有 2 套或 3 套感應器，因此其中 1 套感應

器出問題或故障，仍可使用第 2 套備援觀測，維修人

員可以待天候較佳時再擇日檢修，對於對維修同仁的

工作安全提昇許多，亦可選擇成本較低交通工具如火

車、客運或交通船而非飛機、高鐵或自行包船，降低

其維護或交通成本。 

（二）現有氣象的數據資料比對，常是以傳統儀

器作比對，但電子儀器及傳統儀器，其感應器原理不

同，反應時間不同，資料比對需用人工方式而非即時

比對，且數據資料有一定程度的誤差，但新系統用 2

套感應器，其感測部份是用相同的感應器，因此反應

時間相同，原理相同，位置鄰近，兩者相比，如有異

常，可以即時發現，提高觀測品質，在例行性的定期

校驗，其觀測不需中斷，不會有資料短缺的問題，且

系統擴充性容易，因非採用資料收集器(data logger)方

式 ，所以不必受限於資料收集器(data logger)的埠數

（ports），現代電腦處理速度都非常快，感應器送出的

資料均能即時處理，即便感應器擴充，只要修改程式

即可。 

（三）新系統架構比過去簡單，較易維修，由於

轉換器比資料收集器(data logger)便宜，因此局屬測站

可存放多個轉換器備品，且採快拆接頭作接線，如有

問題，可請測站人員第 1 時間更換，減少故障時間；

新系統的轉換器可以 IP 定位址，因此可從檢校中心或

授權單位直接 ping 至該轉換器，或設定該轉換器，因

此不必到現場即可在遠端快速查明故障點，減少交通

成本且方便維修；感應器和轉換器的組合方便校驗，

未來感應器和轉換器的配對組合是固定的，這樣實驗

室校正出來的器差可直接運用，而不必在現場觀測坪

中斷觀測而重新校驗。 

（四）新系統的類比／數位轉換器在觀測坪或風

力塔，其輸出的數位信號本就比傳統類比信號更不易

受干擾，可以減少因信號干擾的維護工作，而採光纖

或無線方式傳輸信號資料，現場佈線比原系統單純簡

便，且光纖或無線方式傳輸方式對於雷擊及鹽害有較

佳的防護能力，可減少線路維護成本。 

五、結論 

 中央氣象局的氣象觀測資料原是作為觀測紀錄

及氣象預報參考之用，然近年來，由於國內經濟快速

成長，國人生活品質日益提高，尤其是智慧型手機 App

的流行，對於氣象觀測資料準確性及即時性需求更加

強烈，而可提供準確及即時氣象觀測系統即為自動測

報系統，因此中央氣象局的自動測報系統的穩定性亦

受到各方的關切。基此，自動測報系統除的維運工作

顯得更加重要，此乃中央氣象局氣象儀器檢校中心的

主要任務，以期能提高各觀測儀器設備的妥善率，儘

可能減少各儀器設備的故障時間及故障率，相對地氣

象儀器檢校中心的工作就顯得繁重。但又隨著政府預

算縮減及組織再造，為減少各測站儀器故障率及故障

時間，近期開始新一代地面氣象自動測報系統設計測

試，以新的系統架構，雙感應器系統，減少各測站因

某個觀測儀器故障而無法觀測的停用時間，且因儀器

設備模組化，儀器的校驗更簡化，對於故障排除亦更

加容易，對於後續的維護成本應可以降低，人員工作

出差時間亦預期可以減少，以期能達到政府的人力精

簡組織再造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