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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895年甲午戰役後，日人據臺之際，即行從事氣象建設，亦包含高
空測風氣球觀測，本文嘗試利用目前各氣象站，所保存各測候所沿革、文獻…等，
及往昔學者研究報告，以年表方式，製作臺灣地區高空測風觀測簡史 ，期能對過
去氣球測風作業有完整的認識，此項觀測中央氣象局於民國58年1月1日停止，空
軍各地機場於民國88年停止。

1.西元1783年法國人Charles製成氫氣氣球昇空，Montgolfier以加
熱空氣製成氣球上昇

2.西元1784年英國人Jeffies製作氫氣氣球上昇，開啟高空氣象觀測 的先河
3.法國人Gay-Lussac與Siot，在西元1804年，以自由氣球上昇達

7300公尺，觀測高空的氣溫、地磁、大氣成份
4.英國人Glaisher在西元1862年至1866年間飄昇28次自由氣球，從事高空氣

象
觀測

5.西元1890年德國Kremser ，論述測風氣球
6.西元1901年德國人Suring與Berson上昇氣球達10800公尺
7.美國陸軍在西元1923年，開始研究無線電測風
8.西元1926年，德國林登堡高層氣象臺，開始研究雷送
9.西元1927年，英國人Gray以氣球攜帶氧氣上昇達13700公尺 10.西元1935年

美
國人 Anderson與Stevenson以自由氣球昇達平流層

一、前言



日、俄此兩國在高空氣球的作為：
一次大戰前此兩國，已深刻體認氣球在戰場上的價值。

日本在西元1870年歐洲「普法戰爭」時，曾派遣觀察團赴歐洲戰
場，直接吸取氣球在戰場的運用之經驗；這樣的經驗，在日本
「西南戰爭」時曾迅速完成製作載人氣球。西元1897年，山田豬
三郎散盡財產開始研究製造氣球，促成西元1900年日本首具民間
製造氣球的出現(山田式吊式氣球)，及西元1901年首具純日本本土
製「軍用氣球」(德永式吊式氣球)的生產 。
「日俄戰爭」雙方在激烈的戰鬥中，都已將氣球技術充分運用，
除了敵情偵察外，另外在砲兵彈著點修正、風方辨別氣球也提供
相當重要的資料，這是無法否認的。
「臨時氣球隊」 「氣球研究班」氣球隊(工兵科)  
明治8年(西元1875年) 6月1日，在日本東京赤坂葵町成立的東京氣
象臺



二、臺灣高空測風氣球之調查 臺灣地區高空測風觀測年表

年 號/西元/月、日 場 所 記 事 備 註

明治32年/1899年04. 恆春測候所 臺彎軍司令部工兵會議,委託以棉布作為材質的輕汽球,試驗其效果
。

明治43年
/1910年03.05.-17.

恆春測候所 近藤久次郎會同東京中央氣象臺技師大石和三郎,註01前往該所氣象
事務視察,達兩星期之久,應是不公開從事高層氣流觀測。

大正14年/1925年~
昭和11年/1936年

臺南測候所 此期間本所先後開始高空測風汽球、康氏日照計、銀盤日射計等
觀測。

昭和5年/1931年 花蓮測候所 22.5公克紅色氣球,填充氫氣,昇騰力180公克,上升速度每分鐘100公
尺,觀測及計算內容:施放時地面氣溫、雲量雲狀、能見度;氣球升空
後各時間方位角、高度角、水平距離、風向、風速。

昭和8年/1933年 臺北測候所 臺北利用氣球進行高空氣球觀測。

昭和8年/1933年
06.21.

恆春測候所 開始使用經緯儀,進行高空測風觀測,施放氫氣(水素瓦斯)球,上升達5
千公尺。

昭和8年/1933年
06.23.

恆春測候所 下午2時施放氫氣球,進行高空測風未成功。

昭和8年/1933年
11.07.

恆春測候所 奉交代高空測風觀測,實施時間定為上午5時。

昭和9年/1934年
01.01.

花蓮測候所 上層(高空)氣流觀測開始(單經緯儀法)。註02

昭和10年/1935年 宜蘭測候所 設立之初,即實施測風氣球觀測,至民國34年(西元1945年)3月,因戰
事緊急而停止觀測。



昭和11年/1936年 澎湖測候所 本年上層(高空)氣流觀測開始至民國58年1月1日止

昭和11年/1936年07.01. 臺南測候所 本日開始高空測風氣球觀測

昭和12年/1937年10.18. 花蓮測候所 每日上層氣流觀測結果,即時以軍事氣象電報發送至臺灣軍司令部(
氣象班),轉呈軍事參謀長。

昭和13年/1938年 臺中測候所 臺中飛行場出張所廳舍其他新築工事,建造水素儲藏室58.8坪。

昭和13年/1938年08. 新竹測候所 本年1月新建廳舍竣工,8月改稱新竹測候所,業務計有氣象觀測、高
空氣流觀測、地震觀測等。

昭和14年/1939年 臺北測候所 開始測風氣球觀測

昭和15年/1940年 日月潭測候所 日軍為空軍戰略上之需求,創立本所每日進行高空測風觀測。

昭和15年/1940年07.19. 恆春測候所 為援助測風汽球作業,派臺北測候所雇員奧田玉藏前來支援。

昭和15年/1940年08.01. 恆春測候所 本日開始颱風特別調查,測風汽球06時、12時、18時施放3次。

昭和17年/1942年01.13. 恆春測候所 臺北庶務課長稻富出差高雄、屏東、臺南,順道到本所,向屏東小林
部隊接洽借用水素瓦斯(氫氣)。



民國35年/1946 臺灣省氣象所 在五樓頂以單經緯儀進行氣球測風觀測至民國60年

民國36年/1947年05.01. 花蓮測候所 本日起高空測風汽球觀測停止。

民國36年/1947年 臺中測候所 每日施放高空測風汽球1次至民國39年5月31日止。

民國38年/1949年 花蓮測候所 花蓮北埔飛行場出張所撤銷,因航空事業需要,高空觀測每日施放汽
球一次。

民國42年/1953年 臺中測候所 每日施放高空測風汽球1次至民國58年01月01日止。

民國42年/1953年04.01. 臺東測候所 每日高空觀測施放測風汽球一次。

民國43年/1954年 臺灣省氣象所 本年向日本購高空探測發信器一批、汽球一批、夜間高空氣流觀
測用電池一批、經緯儀一批。

民國43年/1954年 澎湖測候所 本年度恢復高空氣球觀測

民國43年/1954年03.16. 臺北測候所 施放測風汽球之氫氣向來由新竹石油研究所供應,近因該所停工中
止供應;另函向臺灣碱業公司洽購,該公司函覆同意協助,供應其高
雄廠所產之氫氣,每立方米6.5元,可予八折優待計價只有5.3元,唯須
自備容器,在高雄交貨,該廠可協助代運,運什費由本所負擔,每筒氫
氣(約4至5立方米),所需運費約48元。

民國43年/1954年04. 臺南測候所 高空氣流觀測:原為每日11時觀測1次,民國43年4月起增加為2次為
每日11時及23時觀測。過去夜間觀測係用自製紙燈繫在氣球下部
上升,因高空風速較大,故易吹滅或燃燒;改用小型電池後,　但光度
較紙燈強,且無吹減或燃燒之虞,效果良好。另無線電高空氣象探測
:民國43年冬,省所派員在永康建立觀測站,開始每星期一次的無線
電高空氣象探測,擬在本年下半年正式開始隔日觀測一次。



民國43年/1954年11.08. 永康觀測站 本所向美新購到高空探測儀乙部,經所長決定設置在臺南
永康觀測站。此探測儀業於本月8日由臺北運往永康,同
時並派觀測科徐科長明同,及研究室設計股長湯捷喜前往
裝置,並指導觀測。

民國44年/1955年09.16. 臺北測候所 每日2次(時間11時、23時;天氣惡劣時停測)高空氣流觀測,另配合
國際高空觀測需要,本年01月起高空無線電探測每日一次。

民國44年/1955年11.06. 恆春測候所 本所奉令開始施放氣球,觀測高空氣象。

民國44年/1955年12.01. 恆春測候所 本所增加氣球測風作業,請求增派人員,已准調大武測候所技術生
鄭志堅前往服務。

民國46年/1957年04.01. 恆春測候所 高空觀測(施放氣球)時間改為上午八時。

民國51年/1962年 臺灣省氣象所 臺灣省氣象所業務簡介:高空風觀測:高空風氣流觀測站7處,作為
大氣上層各高度氣流之風速觀測,臺北、臺中、臺東、臺南、花
蓮等5處,每天測量2次,澎湖、恆春二處每天測量1次。

民國54年/1965年10.04. 恆春測候所 由本所員工以克難方式興建高空觀測用氫氣儲藏室。

民國57年/1968年05.07. 花蓮測候所 局發送高空觀測汽球100個;同年7月16日及8月29日請撥氫氣。

民國57年/1968年05.07. 花蓮測候所 本日呈報恢復高空測風汽球觀測。民國58年01月01日,奉令自今
日起停止觀測。

民國58年/1969年01.01. 恆春測候所 測風氣球奉令自今日起停止觀測。

空軍於1950-1999年間在臺中(水湳)、嘉義、臺南、屏東、花蓮
、金門、馬祖等地機場實施單經緯儀高空風觀測。



氣象測風使用之氣球分類表

種 類 雲幕氣球 測風氣球(二種) 探空氣球

未充氣前
重量

約 10g直徑 3.5
吋

約 30g 直徑6.0吋 約 100g直徑16吋 約 350g直徑2–3呎

充氣後重
量

約 39g淨舉
力40g

總舉力50g

約132g淨舉力132g
總舉力162g

約575g淨舉力575g
總舉力675g

上升速率 每分鐘360呎 每分鐘200碼 每分鐘330碼 每分鐘450呎–600呎

顏 色 黑色、紅色 本色(或白色)、紅色、橙色、
黄色

白色、黑色、紅色 白色

備 註 高度可達30000呎 高度可達30000呎以上
，或使用於風速較大時

高度可達50000呎以上

＊此表依據民國46年2月25日空軍訓練司令部編印
(空氣訓103號)之氣象儀器教程 p120-p122編纂

測風氣球夜間使用其照明器有二種：電池照明器與
蠟燭燈籠

一般言天色愈暗則使用氣球的顏色應愈深



1904年8月30日遼陽會戰俄國陸軍所使用的觀測汽球
之氣囊摘自維基百科.jpg



日軍山田式軍用氣球此田地距離旅順約3英里摘自騰訊新聞



日本陸軍在旅順周家屯氣球升空準備，其後如啤酒
桶東西，製造氫氣的設備JPG



經緯儀. 摘自1930年臺
灣軍司令部 氣象學參
考書 第三章高層氣象
觀測

美軍ML-185製氫器(矽砂與氫氧
化鈉及水化學反應產生氫氣
摘自民國46年空氣訓103號教程



美軍ML-303/TM製氫器(上部)及氫化
鈣ML-304/TM(下部罐頭狀)摘自民國
46年空氣訓103號教程



測風氣球觀測.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