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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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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103年5月29日松山機場華航飛機
修護員遭雷擊
民航局檢視雷擊告警程序，與氣
象局合作開發機場雷擊告警系統
由 氣 象 局 發 展 專 屬 客 製 化
QPESUMS，具即時性且自動化
的閃電落雷警示，輔助民航局雷
擊示警作業，以保障各航空站於
劇烈天氣時之作業與旅客安全



雷達回波疊加閃電落雷之
機場整合警示圖形化產品
各機場為中心，疊加0-3/3-
8/8-16公里之圓形區域，
協助研判閃電落雷的位置
以紅、橙、黃3種閃燈，提
醒閃電落雷發生於機場0-
3/3-8/8-16公里範圍內

5

劇烈天氣監測系統(QPESUMS)民航局客製化功能

嘉義機場



閃電落雷偵測儀：
氣象局15座；臺電8座
紀錄經緯度：
轉換成16方位
資料更新頻率：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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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局及臺電自動化之閃電落雷偵測系統



民航局航空站：17座機場航空站
紀錄方位：8方位
距離範圍：
雷雨當空(0-3公里)
雷雨接進(3-8公里)
鄰近雷雨(8-16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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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機場雷雨天氣作業

研判雷雨方向、距離、

強度及結構

參考整合雷達回波
(民航局、氣象局及空軍)

觀測員目視及聽聲初步

判斷閃電位置及距離



II. 研究目的及方法



探討閃電自動偵測系統資料對於民航局雷
雨胞觀測作業的適用性
依據民航局之落雷觀測標準，進行人工與自動
觀測之一致性比對
量化人工觀測對於雲間和雲對地閃電的辨識率
比較兩種閃電資料在松山機場及桃園機場空間
分布，探討地形對人工雷雨觀測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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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人工雷雨觀測資料：松山機場(RCSS)、
桃園機(RCTP)、小港機場(RCKH)
自動閃電落雷資料：氣象局、臺電
時間：人工觀測前5分鐘內的閃電事件
(ex. 15:00的閃電觀測，14:55-15:00之
自動資料算符合)
距離：0-3km、3-8km、8-16km
方位：8方位，人工觀測資料分兩種
單一方位：此方位往外延伸22.5度
方位為範圍：發生於範圍內的閃電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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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雷資料比對及分析方法



一致性的計算方法：

人工觀測對雲間閃電(IC)及雲對地閃電(CG)的辨識率
自動閃電偵測資料分成IC及CG，比對人工觀測資料
若IC及CG皆有資料，將此筆資料視為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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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電整合顯示

自動系統之閃電偵測率 人工之閃電觀測率

%100CB
B ×
+%100AB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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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研究結果



自動閃電偵測最多可符合約八成的人工雷雨觀測資料
符合比例隨著限制條件增加而降低
針對人工雷雨報告有紀錄，但自動閃電資料無的狀況進
行分析，結果顯示大部分發生於8-16公里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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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分析-自動偵測之閃電觀測率

人工觀測有，自動觀測無

RCSS RCTP RCKH
0-3km 1% 0% 0%
3-8km 23% 24% 14%
8-16km 76% 76% 86%



自動站確無觀測到閃電，因此沒有閃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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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站有觀測到閃電，但並無落於16
公里的範圍內，因此沒有閃電紀錄

一致性分析-自動偵測之閃電觀測率



人工雷雨觀測最多僅能符合自動落雷偵測資料約四到五成
人工雷雨觀測相較於自動閃電偵測的事件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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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分析-人工閃電觀測率



人工觀測到CG的比例為49%-55%
人工觀測到IC的比例為5%-11%

=>人工雷雨胞觀測較無法掌握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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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波警戒表

人工觀測對於CG及IC的辨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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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機場 桃園機場

地形對人工雷雨觀測的影響



RCTP與RCSS之人工觀測的方位相較於自動落雷偵測系統，在3-6月較無法表現出東邊的落雷訊
號，但其他月份差異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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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對人工雷雨觀測的影響(考慮分鐘閃電率)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松山機場 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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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結語



自動落雷偵測可符合約八成的人工雷雨觀測資料；
人工雷雨觀測資料僅能符合約四到五成的自動落
雷偵測資料
分析人工觀測與IC和CG的相關性，顯示人工雷雨
報告較易紀錄雲對地閃電，雲間閃電的辨識率較
低僅5-11%，人工觀測到純為IC少之又少
利用松山與桃園中正機場的自動與人工觀測資料
進行方位分布比對，顯示在空間分布上無明顯差
異，初步發現地形對於人工觀測的影響並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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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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