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氣象資訊於旱災應變之應用

朱容練、林欣弘、吳宜昭、
林冠伶、陳淡容、陳奕如、

于宜強
2017.09.20



0

0.5

1

1.5

2

2.5

1 4 7 10 13 16 19 22 25 28 31 34

大漢溪農業用水

第一期作
2/1-7/5

7/12浸田
(錯開日期20日)

7/9播種
(錯開日期20日）

11/21收穫
(錯開日期20日）

第二期作
7/9-

11/21

7/23整田， 7/24插秧
（錯開日期20日）

農作時期

2/26浸田，2/28整田
（錯開日期25日）

3/1插秧錯開日期25日）

2/1播種
(錯開日期25日)

3/1-7/23 本田期
間

(含錯開146天)

7/24-11/30 本田期間
（含錯開130天）

7/5收穫

水資源季節性的變化-以農業用水為例

流
量
（cm

s

）

陳韻如等2010



歷史乾旱

0
1
2
3
4
5
6
7
8
9

春雨季 梅雨季 颱風季 秋季 冬季

發
生
乾

旱
的
次
數

2~4月 5~6月 10~11月7~9月 12~2月

第一期作
2月上旬播種浸
田整田插秧

第二期作本
田期間

第一期作
本田期間

第二期作
7月上旬播種
浸田整田插秧

統計：1973~2006年
陳韻如等2010



春雨對臺灣雨量貢獻

年平均量水量[mm/yr] 2-4月累積降水量佔全年降水量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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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與PDO、ENSO的關聯



2017年初氣候條件分析
月降雨量 月降雨百分比 冬季台灣附近高壓偏強，導致台灣地區風向較偏東

風。使得台灣西半部位於北風少雨區，根據月降雨
分布，主要降雨多位於東半部

 台灣西半部雨量明顯偏少，尤其是台灣西北沿海與
南高屏等地區，雨量百分比均低於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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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災經
濟部緊
急應變
小組成
立

2月24日

新北板
新、桃
園、新
竹黃燈
一階限
水

3月1日

經濟部應
變小組第
1次會議
(高雄一
階限水
3/20)

3月9日

經濟部
應變小
組第2
次會議

3月22日

嘉義及
台南地
區實施
第一階
段限水

4月5日

旱象歷程與應變作為

 由於台灣西半部去年冬季至今年春季降雨偏
少導致水情吃緊。2/24起啟動旱災應變機
制

 3/1石門水庫灌區新北板新、桃園、新竹地
區實施第一階段限水(黃燈)；苗栗、台中地
區進入水情稍緊(綠燈)

 3/20 高雄地區因高屏溪川流水不足實施第
一階段限水(黃燈)；4/5 嘉義、台南因曾文
水庫水位接近下限，實施第一階段限水(黃
燈)

 截至4/20 計有六區8個縣市實施第一階段限
水(所謂第一階段限水夜間減壓，與公部門
停止非必要用水)

4月28日

經濟部應變
小組第3次
會議(北部
限水解除)

6月02日

旱象解除



旱災預警系統開發之構想

 現行旱災應變操作方式多以水資源分配與調度為主。今年度開始跨區調度能力
增加，使得不同水庫供水區可以相互支援，透過分配增加水庫可用水天數。以
新北市為例，新板地區原為石門水庫供水區，今年起可以由翡翠水庫支援每日
65噸民生用水，可以減少石門水庫缺水壓力，降低桃園與新竹地區限水風險

 加強人工增雨(地面燃燒碘化銀、空軍執行空中人工增雨)之功效。為了增加水庫
進水量，在明顯降雨天氣系統影響水庫集水區時，需提早決策整備

現行操作旱災應變作為

可協助旱災預警應變面向

 彙整即時水情監測與預警資訊
彙整水利單位監測資訊，提供科學園區與一般使用者快速了解水情變化

 推估未來水庫水位變化趨勢，提供旱災操作整備資訊
增長氣象雨量預報能力，推估水庫水位變化

 提供水位推估工具，評估旱災警戒燈號變化
配合現行水庫操作規線，開發操作所需的工具，了解未來警戒燈號變化



水情分析 - I

因應變得宜，全國水情逐漸趨緩
 石門水庫目前水位229.6m，高於下限水位
 寶山第二水庫水位141.8m，往五年同期平均線(145m)趨近中
 曾文-烏山頭水庫目前有效蓄水量平歷史同期平均蓄水量(1.6億噸)
 牡丹水庫目前水位129.3m，與歷史同期相當



 石門水庫水位於四月初已回到下限以上，水
位持續持平，水情有逐漸趨緩

 曾文-烏山頭水庫水位持續下降，雖然目前水
位仍在下限以上，水情有日趨嚴重

水情分析 - II



旱災預警燈號與即時水庫水情

 彙整水利署管15座水
庫，逐日水位變化資
訊，及水利署發布枯
旱預警資料，除了提
供各縣市燈號外，並
提供標的水庫水情即
時變化

 4/5日黃燈為六區(8縣

市)，綠燈為二區(3縣市)



集水區入庫流量快速推估模組

• 水庫集水區快速入庫流量推估模組，可即時監測每波系統性降雨對水庫蓄水之挹
注量，目前系統呈現的水庫有翡翠、石門、鯉魚潭、曾文、阿公店與牡丹水庫，
最長可推估過去三個月之入庫量

• 結合氣象局定量降雨預報資料，可推估未來24小時可能之入庫流量



乾旱發生前預報何時會缺水

乾旱發生後預報何時會下雨



當時的模式預報結果



2、3、4月的觀測降雨百分比



水庫集水區準雙周水情推估模組 - I

利用NCEP/GFS 15天氣候預報資
料，以動力降尺度方式進行水庫集
水區未來14天細緻化降雨資料產製

資料來源:CCCSN

動力降尺度示意

14天預報校驗

黑色線為觀測雨量
紅色線為系集平均預報雨量



水庫集水區準雙周水情推估模組 - II

利用準雙周預報雨量進行水庫集水區未來15天之入庫流量推估

15天雨量預報

15天流量推估



旬尺度氣候監測

Climatology

2017



https://watch.ncdr.nat.gov.tw

資訊服務入口



未來工作 --- 用水天數推估模組

含15天雨量預報  決策者可依實際
水情，於系統調
整灌溉用水與公
共用水之供水比
率，結合15天預
報以及現行水庫
流量之超越機
率，進行可供水
日數之情境模
擬。



▎2017年乾旱事件，因天氣系統適時通過，補充降雨，
以及應變策略得宜，使整起事件平安落幕

▎透過水情統計量的監測，可使應變人員清楚了解目前
乾旱嚴重程度與影響區域

▎準雙周水情推估的資訊，將大幅提升乾旱應變之效能

▎有效整合氣象與水文資訊，將有助於掌握未來水情發
展趨勢與制定因應策略

結語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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