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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以下簡稱本總臺)自民國 80 年 5 月份開始，以付費

方式透過日本氣象協會(Japan Weather Association，JWA)，利用國際衛星通信系統接

收日本氣象廳(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JMA)所製作的氣象數據傳真資料(Coded 

Digital Facsimile，CDF)各種天氣圖表。近年隨著網際網路傳輸技術發展，資料傳送

方式已由國際衛星通信系統改為檔案傳輸協議(File Transfer Protocol，FTP)方式傳

送，目前本總臺透過 JWA 管道所接收資料包括 CDF 各種天氣圖、氣象衛星資料以

及美國華盛頓、英國倫敦兩個世界區域預報中心(World Area Forecast Centre，WAFC)

所發布顯著天氣圖(SIGWX)。 

本次職奉派前往日本 JWA 執行「航空氣象資料技術協調」出國案，係依據本總

臺與 JWA 簽訂之氣象資料服務合約規定每年分別於東京及臺北各舉行一次年度會議

辦理，雙方藉由年度會議了解對方氣象資料供應與使用情況，以增進氣象資料之實用

性，符合雙方作業所需，另並由會議了解臺日雙方氣象測預報作業現況，持續與國際

接軌。 

本次會議中討論日本向日葵八號衛星(HIMAWARI-8)資料資訊及將於明(105)年

進行本總臺及日本氣象協會換約(現行合約為民國 103 年 5 月至民國 105 年 4 月，換

約後之合約期限為民國 105 年 5 月至民國 107 年 4 月，每兩年換約一次)規劃，並亦

利用本次會議了解並討論日本偕同決策系統(CDM)運作及建置情況，及確認世界氣象

組織(WMO)國際文件更新版次，與有關國際間氣象報文(OPMET)以新格式交換的後

續進度。 

另於本次會議期間，職亦拜訪位於東京都內財團法人日本遙測技術中心(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Center of Japan)總部，以了解該單位組織架構、遙測技術發展現況

及資料運用等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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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職於民國 103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二)上午 7 時 30 分，自臺北松山機場搭乘長榮航

空 BR-192 班機前往日本，於當天上午 11 時 15 分左右抵達日本東京羽田(Haneda)機

場，辦理入境通關手續後，與 JWA 人員服部充宏先生於機場大廳見面，雙方寒暄後，

搭乘計程車於 15 時抵達位於東京都豐島區東池袋之太陽城王子飯店並辦理旅館住宿

手續。 

12 月 2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於旅館大廳與 JWA 事業本部防災ソリューシ

ョン事業部主任技師後藤あずみ小姐及技師佐藤淑子小姐會合，由其引導至 JWA 位

於太陽城 60 號之 54 樓會議室，當天 10 時整開始進行會議，職與日方代表山路昭彥

先生(防災ソリューション事業部部長)、後藤あずみ小姐、服部充宏先生及佐藤淑子

小姐共四人與會。並本次日方與會人員之陪同下，參觀 JWA 預報辦公室。 

12 月 3 日(星期三)，與服部充宏先生前往拜會一般財團法人日本遙測技術中心特

任參事伊藤恭一及世界 3D 投影技術團隊負責人磯野賀瑞夫先生，並經由簡報了解日

本現今衛星遙測技術及資料運用現況。 

12 月 4 日(星期四)，與 JWA 人員道別後，職隨即搭乘利木津巴士至羽田機場搭

乘 12 時 15 分之長榮 BR-191 班機返臺，並於臺北時間下午 3 時返抵臺北松山機場，

順利完成此次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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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協商會議： 

(一) 日本偕同決策系統(CDM)現況 

說明: 目前日本共計有兩套 CDM 系統，一套用以空中流量管制，另一套則用以

機場管理，摘要如下： 

1. 空中流量之偕同決策系統： 

本系統運作方式為透過各種工具(類似電視簡報系統)，將資訊送予管

制單位及航空公司。而視訊簡報主要由日本氣象廳、日本民航局(JCAB)

及日本國防部(JMOD)討論製作(三者單位派員進駐於空中流量管理中心

(ATMC)辦公室)(如下圖 1)。 

 

圖 1、ATMC 視訊簡報示意圖 

空中流量管理中心每日於 0620Z 及 2345Z 分別進行 1 次定期視訊簡

報，必要時可於每日 03:45Z、08:30Z 及 21:30Z 額位外舉行簡報。日本氣

象廳(JMA)於視訊簡報中負責天氣概述、天氣對空中流量影響程度、航空

交通氣象中心(ATMetC)Summary 預報及 SIGWX Briefing Sheet 預報產品

等資訊簡報。天氣概述之重點在於本日重點天氣及飛航天氣之時序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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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天氣圖說明、主要機場天氣現況及預報、劇烈天氣區域詳細資訊及

國外重要機場天氣資訊(METAR 及 TAF)。 

天氣對空中交通流量影響程度部分，該產品是為 ATMC 之需求量身

訂做，針對所劃定之空域區塊、主要機場提示影響飛行流量的顯著天氣

如積雨雲(CB)、雷暴(TS)、大雪(SN)，並考慮到不同機場所能容許飛行之

天氣標準各有不同，將天氣標準轉換為影響飛行流量的機率大小，以簡

單的顏色紅(嚴重)、黃(中等)、藍(輕微)及白(無)等顯示來區分對飛航流量

影響的程度 (如下圖 2)。 

 

圖 2、天氣對空中交通流量影響程度圖 

而航空交通氣象中心(ATMetC)Summary 預報部分則是每 3 小時提

供 1 次預報未來 6 小時天氣狀況之預報產品，內容包含空域內之積雨雲

發生的位置、主要機場顯著天氣以及成田、羽田兩大機場未來 6 小時逐

時天氣預報，預報產品樣本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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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ATMet Summar 預報產品樣本，左上角分別顯示空域及機場影響飛

航流量之顯著危害天氣，左下角顯示成田、羽田機場未來 6 小時之

逐時天氣預報，右上角以雷達圖配合圖標說明，右下角則輔以文字

概述天氣狀況。 

另 SIGWX Briefing Sheet 預報產品部分，此為非定時提供之預報產

品，預報長度為 12-15 小時之逐時預報，預報之內容是以表列的方式呈

現，用不同顏色標示影響之時間區間及影響程度，目前僅針對新千歲大

雪以及羽田強風發生時才發布，此為根據研究常造成此二機場嚴重延誤

之天氣條件，參與視訊簡報人員可據此可快速掌握顯著天氣影響的程度

與時間，預報產品樣本如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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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為 SIGWX Briefing Sheet 預報產品樣本，縱軸為影響飛航操作之

天氣要素，橫軸為預報時間區間，並在用不同顏色填在方格中，

顯示預報發生天氣現象、影響程度及影響時間區間。 

2. 機場管理偕同決策系統：日本民航局自 2014 年起開始思考以現有之空

中流量偕同管理系統改造為機場管理協同決策系統。目前正由日本民航

局與大學教授學者、飛行機組人員、科技研究院所、飛機製造商、日本

國防部及日本氣象廳討論改造方向。機場管理偕同決策系統將於 2015

年至 2018 年進行建置，並於 2019 年於羽田、成田及新千歲機場實施。

建置期間將依照國際民航組織(ICAO)  Doc.  9971 Manual  on  Collabortive 

Air Traffic Flow Management 規定辦理。 

決議:JWA 已於會中初步介紹日本 CDM 現況及未來計畫。至於會中由職所提有

關天氣對空中交通流量影響程度圖中如何決定紅、黃、藍及白之程度，是

否有明確量化參考數值部份，將由 JWA 向 ATMetC 詢問。會後經 JWA 詢

問後，得知其並未具有明確量化數值可參考，其影響程度為日本氣象廳及

日本民航局相關人員據以往經驗並討論而成，且該資訊將持續依照實際情

況進行修正與調整。 

(二) 日本向日葵八號(Himawari-8)衛星資料傳輸方式 

說明:由於日本向日葵八號(Himawari-8)衛星具有高更新率及高解析度之特性，

其檔案將明顯較過去 MTSAT-2 資料龐大，因此為確保未來衛星資料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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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與保存，因此 JWA 於會議中向我方提出未來資料傳輸與保存建議(如

下圖 5)。 

 

圖 5、未來傳送及接收日本 Himawari‐8 衛星資料建議方案 

     前述各項方案及優缺點(如圖 6)說明如下： 

     方案(A)建立 JWA 及 CAA 之網路專線：由於透過網路專線傳輸，其傳輸

穩定且迅速，可確保資料品質，惟此方案涉及國際專線費用，其花費為四

方案中最高(經查每月約花費新臺幣 6 萬以上，隨頻寬越大則費用越高)。 

     方案(B)由日方透過網際網路直接 FTP 送至本總臺資料主機：此方案相對

簡單，花費亦較少，惟由日方主動傳送僅能確定資料已經傳送而無法確定

資料是否已由本總臺完整接收。 

     方案(C)由我方透過網際網路透過 FTP 向日方抓取資料至本總臺資料主

機：此方案為現行本總臺取得日本衛星資料作法，因此系統與程式相關變

動最小，惟受限日本 FTP 主機硬碟容量問題，無法長期保留資料(以目前

日方 FTP 之硬碟容量能支應約 6 小時之資料保存)，另日方主機存在例行

維護問題，維護期間可能無法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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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D)透過雲端方式進行傳輸：此方案為日方將衛星資料主動傳送至網

際網路之雲端儲存空間，再由我方至該雲端儲存空間抓回衛星資料。此方

案與方案(C)類似，就我方而言僅需調整抓取資料之資料主機設定即可，且

網際網路雲端硬碟容量可支應較長時間之資料保存時間。 

 

圖 6、傳送及接收 Himawari-8 衛星資料方式優缺點說明 

決議: JWA 已於會中說明四個方案之優缺點，我方將攜回本議題進行內部討論，

並於確定後通知 JWA。另由於現行 Himawari-8 衛星資料已有彩色影像，

可見光影像若以彩色方式顯示，本總臺之預報及觀測作業將更容易辨認高

低雲、煙、塵、沙塵及火山雲等資訊，爰我方於會中提出將 Himawari-8

衛星之可見光資料由目前單色灰階資料改為彩色資料之可能性，JWA 已納

入 105 年換約時考量。 

(三) 有關國際民航組織(ICAO)及世界氣象組織(WMO)文件版本確認 

說明:由於目前臺灣尚未納入國際民航組織及世界氣象組織，因此最新版本多透

過日本、大陸及網站取得。惟時有需要確認是否為最新版本之情況，因此

希望能利用本次會議與日方確認與氣象有關之 ICAO ANNEX3、ICAO Doc. 

8896 及 WMO No.306 (Manual on Codes) 等文件之最新版次。 

決議:經會中確認目前我方之相關文件皆為最新文件，且未來 JWA 將持續提供

我方所需之相關國際文件。 

(四) 有關氣象報文(OPMET)以新格式傳送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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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氣象報文之新格式已定名為 IWXXM 格式，相關報文轉移計畫已於 ICAO 

2014 年 舉 行 之 氣 象 區 域 會 議 中 確 定 ， 該 次 會 議 紀 錄 可 於 網 址

http://www.icao.int/airnavigation/METP/Documents/MET%20DIV%20Report.pdf

下載。相關期程如下圖 7： 

 

圖 7、IWXXM 計畫圖 

由以上期程得知目前 ICAO 及 WMO 刻正進行 IWXXM 格式報文結構調

整，預計於 2019 年將有完整的報文結構說明，並於 2025 年完成全數氣象

報文格式轉移工作。 

決議:經由日方說明後，我方已了解本次格式變更包含例行及特別地面天氣觀測

報文(METAR/SPECI)、機場天氣預報(TAF)及顯著天氣報告(SIGMET)等報

文以及目前轉移計畫期程等資訊。未來 JWA 將持續提供相關資訊予我方

研擬因應對策。 

(五) OPMET 資料以 XML 或 GML 傳輸的進度 

說明:有關未來 OPMET(METAR/SPECI, TAF, SIGMET)資料以 XML/GML 格式

交換，目前尚未有任何國家以此種格式進行交換，而根據 ICAO 文件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supporting trajectory-based operations and 

AWIM-enabled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exchange)則規畫於 2025 年全面

完成此項資料格式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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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ANWS 將參考此案進度並改調整傳輸的格式 

(六) 有關 105 年至 107 年我日雙方換約事宜 

說明:原 103 年簽訂之雙方合約將於 105 年 4 月 30 日到期，雙方將於 105 年 5

月 1 日前完成換約工作。日本向日葵八號(Himawari-8)衛星資料取代原

MTSAT-2 資料，將是本次換約涉及之主要變更項目。由於向日葵衛星資

料共有 16 個頻道(3 個可見光及 13 個紅外線頻道)資料，而原 MTSAT-2 只

有 5 個頻道(1 個可見光及 4 個紅外線頻道之資料。後續將視本總臺航空氣

象業務需要納入雙方新合約內容。 

 

圖 8、日本向日葵八號衛星各頻道費用(投影片中為日圓計價) 

決議:我方需要 JWA 提供各衛星頻道之特性，藉以了解其可運用於航空氣象之

幫助。另 JWA 計畫將於 105 年 1 月底前提供新合約草案，供我方提早審

視新合約內容及討論，雙方之年度會議(換約)則暫定於 105 年 4 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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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訪問日本遙測技術中心 

日本遙測技術中心（RESTEC）成立於 1975 年 8 月，該機構主要利用衛星

獲取之數據，以分析全球現象、地球資源及其他廣泛區域性之研究。RESTEC 現

已接收來自日本和世界各國之遙測衛星資料，並提供處理後之數據與所需要的用

戶。該機構並經由實際工作中，持續研究提升由衛星資料接收，處理和分析觀測

數據等遙測技術，並持續培訓培育專業人力資源，且與國際其他機構合作。2011

年 8 月，RESTEC 改制為串聯一般財團法人，RESTEC 主要工作除持續保留原有

工作內容外，更進一步利用遙測技術提供各行業所需之資料，包括防災，環境保

護，農業應用及資源勘探。未來 RESTEC 將持續致力於與日本以外的其他組織和

機構合作，以提升遙測技術應用之多領域性。 

 遙測（Remote Sensing）全名為遙感探測，係利用感測器，不與目標、地區

及物體接 觸，便能獲得該區資料，以進行分析與應用。廣義而言，㆟類依靠眼

睛接收訊息，觀看書 籍、電影、景物…等，亦是屬於遙測的範疇。基於㆖述定

義所獲取的地表影像資訊，即為遙測大地影像（remotely sensed earth imageries）。 

遙測影像獲取方式，可分為被動式（Passive） 遙測系統與主動式（Active）遙測

系 統；所謂被動式，即為光學攝像衛星，可分為全光譜（Panchromatic）、多光

譜（Multi Spectrum）、超光譜（Hyper-spectrum）影像等。主動式即為雷達攝像

衛星，主要為雷達 探測，其中雷達探測系統又以合成孔徑雷達為主，或稱為 SAR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影像。此兩種接收系統所獲取之影像資料，經過解

析所獲得之空間資訊，可運用層面非常 廣闊。從國防情資蒐集、防救災決策分

析、教科書、月曆、地圖、勤務派遣、手機定位、旅遊、不動產土地開發、保險

等等，都可運用。而其延伸的產業亦與通訊及電子產業相關，橫跨國防、教育與

科技發展範疇。基於不同解析度、波段、波長、酬載技術及設計，衛星又分成許

多不同類型。 

攝像衛星之設計，依其任務之目的、衛星特性、解析度及市場需求等因素而

有不同的應用領域。茲簡要以任務目的與影像解析度進行說明。自冷戰結束後，

衛星資源逐漸開放，原設計於軍事用途之衛星陸續開放，例如  IKO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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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Bird、OrbView-3 高解析度衛星升空，可從衛星影像進行情資蒐集與判釋。

除軍事用途外，亦有依地球資源觀測、海洋遙測應用與防救災監測目的所設計之

各類型衛星。因任務不同，其所設計之特性如感測器類別、解析力、觀測範圍、

同一地區再訪頻率亦會不同。 

 

圖 9、日本遙測技術中心接收原始資料(綠色線)及發送處理後資料(橙色線)
示意圖 

綜觀遙測衛星發展歷史，自 1972 年美國成功發射全球第一顆 80 公尺低解析

度資源衛星 LANDSAT-1 後，即開啟第一階段從太空觀測地球之紀元。至 1982 年 

LANDSAT-4 升空，其解析度亦提升至 30 公尺，由此可見當時美國對於遙測技

術發展之重視。1978 至 1998 年期間，俄羅斯、法國、日本、印度、加拿大等

各國加入急起直追，形成第二階段包含發射光學與雷達感測器衛星之太空科技競

賽。1986 年法國所發展的 SPOT 衛星迄今仍為世界各國所熟知之主要光學資源

衛星，加拿大發展之 RADARSAT-1 更是目前為止全球最高解析度之雷達攝像衛

星；隨著美國開放天空政策（Open Sky Policy）鬆綁，相關組織同意開放光學感

測器低於（含）1 公尺解析度之衛星可作為商業衛星使用，美國 Space Imaging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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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於 1999 年率先成功發射 0.82 公尺商用高解析度之 IKONOS 衛星，同時開啟

與邁入第三階段高解析度衛星競賽的時代。2001 年美國 DigitalGlobe 公司也成

功發射 61 公分解析 度之 QuickBird 捷鳥衛星，提供全世界最高解析度之商用

光學攝像衛星影像。2007 年後，將因超高（Ultra-High）解析度（50 公分 WorldView 

與  42 公  分之 OrbView-5）光學衛星、高解析度雷達攝像衛星  （3 公尺

RADARSAT-2 與 1 公尺 TerraSAR）及微衛星（RapidEye）的加入，更在於空

間資訊領域引起廣泛討論。未來世界各國投入遙測科技工作將更為頻繁(臺灣亦

200 年成功發射自主商用光學衛星福衛二號（FORMOSAT-2），加入遙測與太空

結合的時代)，而多元感測器（Multi-Sensors）的發展將提供更多面向之資料，使

用者將依需求與專業判釋所需資訊。 

 

圖 10、全球軌道運行主要商用衛星數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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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訪問日本遙測技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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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 

  自民國 80 年 5 月本總臺與 JWA 簽署氣象資料提供服務合約，長期以來建立了

良好的互信基礎與珍貴友誼，經由非官方的 JWA 管道，本總臺得以網際網路 FTP 取

得 CDF 天氣圖表、氣象衛星及美國、英國世界區域預報中心發布之顯著天氣圖等資

料，並經由臺北和東京每年兩次的技術協商會議中，解決傳送資料品質或過程等問

題。此外，我方透過技術協商會議這個交流平臺，得到 JWA 主動提供國際上以及日

本 JMA 有關航空氣象作業上的最新資訊，同時，介紹日本 JMA 對於航空氣象發展

中的新技術以及未來規劃資訊，在臺灣尚未成為世界氣象組織（WMO）及國際民航

組織（ICAO）會員的情況下，透過 JWA 取得世界最新的航空氣象技術以及最新的

國際民航組織的資訊，不啻為一良好的管道。 

職將此次赴日參與航空氣象資料技術協調心得分述如下： 

一、Himawari-8 衛星已成功發射並於 2015 年 7 月開始提供資料，其為新一代的衛星

設計，水平解析度將比現行作業氣象衛星提昇一倍，爰於可見光波段之解析度可

從 1 公里提昇為 0.5 公里，紅外線波段則可從 4 公里提昇為 2 公里; 而資料掃描

時間從每 30 分鐘 1 次提昇為每 10 分鐘 1 次; 而衛星搭載儀器的增加使得掃描的

波段從 5 個(1 組可見光、4 組紅外線)提昇為 16 個(3 組可見光、3 組近紅外線、

10 組紅外線)。因此，單一時間掃描產品資料量將比現行作業增加 12.8 倍，而每

日資料量將增為 38.4 倍。以可見光產品(解析度最高)來說，現行壓縮檔約

50~60MB，未來若保持相同壓縮比則將達到約 640~756MB，以 10Mbps 頻寬來傳

輸約需 9~11 分鐘以上。因此，未來在接取資料時，如何妥善安排網路使用及資

料處理程序將是首要課題。而其具高更新率高解析度之衛星資料，對本總臺航空

氣象觀測及預報，甚至於極短期的即時天氣預報將有極大助益。 

二、本次會議所得日本目前偕同決策系統(CDM)之運作已相當完整，且氣象資料部分

佔有相當重要之比重，且氣象資料內容皆與空中流量管理有相當好的關連性，因

此可於幫助流量管理人員(多為飛航管制人員)於短時間內完成決策判斷，不需花

費太多時間進行資料分析工作，可有助於提升作業效率，增進飛航安全。而臺北

飛航情報區(以下簡稱本區)亦刻正進行 CDM 系統相關討論及政策推動工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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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應可於參考日本或其他各國 CDM 之氣象資料提供方式及內容，納入本區作業

需要後，研擬適用本區未來 CDM 中航空氣象資訊內容。 

三、衛星遙測技術已為現行各國投入發展之重要科技之一，因為其大範圍且高解析度

之資料，易利用其所得資料進行後續分析，甚至日本已嘗試由遙測技術所得地表

起伏情況，搭配流體力學觀念，利用模擬方式了解機場位置及周邊範圍，容易出

現受地形影響產生之低層風切及亂流高度與位置，使其機場管理單位得已進一步

了解機場於不同風場影響下，需要留意低層風切及亂流位置。由於本區部分機場

似同樣有航機於離到場時遭受因當地地形影響產生之低層風切及亂流，使航機不

易操作之情況，如蘭嶼機場。而若該機場又因腹地關係，而較難架設低空風切偵

測設備時，則應可與臺灣相關類似遙測技術機構(如中央大學之太空遙測中心)合

作，並配合流體力學模擬，了解不同風場經過該場臨近周圍之地形效應後所產生

之低層氣流情況，作為機場管理單位及航空公司營運之參考資料，以進一步提升

飛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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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 

一、建議分析 Himawari-8 產品特性，以充分利用其效能，提升航空氣象服務內容與

品質:由於 Himawari-8 資料量加大，觀測頻率增加，所需的硬體資源也將勢必增

加，且各衛星頻道之特性略有不同，爰建議本總臺臺北航空氣象中心賡續向日方

了解各衛星頻道資料特性及用途，另於引入前先行了解本總臺整體網路環境，並

請航空氣象資訊系統委外維護廠商就硬體資源及系統運算能力進行完整測試，以

確保引入資料工作順利，並使 Himawari-8 衛星資料及產品充分發揮其長處。 

二、建議持續關注氣象報文格式變更時間與計畫：經由本次會議中已初步了解氣象報

文格式變更後續推動時程，惟有關變更後之報文格式尚未有明確規定(經職上網查

詢，部分會員國已利用新格式進行編輯及傳送測試)。且由相關資料得知本次變更

將影響到 METAR/SPECI、TAF 及 SIGMET 等報文內容編排方式，因此建議由本

總臺氣象中心持續透過查閱最新國際文件及參訪鄰區方式追蹤本議題後續情

況，以及早因應，確保與國際持續接軌。 

三、建議持續多方了解涉獵國際間偕同決策系統發展及運作情況：經本次會議已初步

了解日本之 CDM 運作方式，及氣象單位與所提供之資料所扮演之角色。職於回

國後，經上網查詢得知，目前歐美國家、大陸及日本等等先進國家皆已建構完成

或準備改善所擁有之 CDM 系統，且查現行 CDM 系統多用於空中流量管理及機

場管理兩方面，而臺灣正逢推動之初，爰建議推動之同時，可持續透過各項派員

出國參訪、觀摩及會議機會了解各先進國家 CDM 架構與運作方式及如何運用氣

象資料，以期未來本區之 CDM 更為完整，發揮其更大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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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附錄 1.會議備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