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逐字稿開始> 

⚫ 上半段 

接下來請聽生活 In Design，美好早晨，來一段愛智之旅吧！。漫步在社會的街角，開啟我們與自己

的對話。穿梭在文化的迴廊，重拾我們與土地的羈絆，生活 In Design，為理想生活提案，設計所有

幸福的可能，週一到週五，早上九點到十點，我是嘉妮，歡迎收聽，生活 In Design。 

 

【主持人-紫筠】：哈囉！各位聽眾朋友們大家早安。歡迎收聽生活 In Design 我是紫筠每週一到五早

上9點05分在空中與您分享豐富的生活資訊和消息。今天是4月4號星期二今天呢也是兒童節，所以呢

要來先祝所有的小朋友兒童們兒童節快樂。你們知道其實我以前最期待最期待就是收到兒童節的禮

物，因為我自己是宜蘭人嘛，然後在宜蘭的每一個鄉鎮，它都會在兒童節這天送給低年級的小朋友一

些禮物啊比如說像水彩啊色鉛筆呀！便當盒啦等等等等的，所以我每次真的都非常期待可以收到這些

東西，那你們知道其實兒童節的由來啊，他不會像是其他民俗傳統節慶說他有神秘的傳說故事，他其

實是來自於場溫馨溫暖的國際會議喔，在西元1925年的時候，有一群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國家的人，

他們啊就聚集在瑞士舉辦了一場兒童幸福國際大會，同時呢也在這個大會裡面就通過了日內瓦兒童權

利宣言。那這個宣言呢其實就是要來提醒全世界的人們都要好好的保護兒童的福利還有安全喔，那在

這個宣言判定還有公告之後，各個國家就紛紛訂定了兒童節的這個時間來表達對保護兒童的支持。這

個就是兒童節的由來喔，不過每個國家的兒童節其實都是不同的時間，像臺灣就是在4月4號的時候，

所以呢就是這天小朋友們就好好地快快樂樂過生活吧。 

今日夯話題，來到了夯話題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今天的主題：雷達。臺灣呢他的氣候特徵就是比較

高溫多雨，然後再加上還有夏季颱風，所以呢在北部的時候呢大概是四季都有雨，那南部呢就是夏雨

冬乾，像現在的時候就可能是缺水期比較長的時候，那冬季東北季風盛行期間呢臺灣北部都是雨季，

大部分都是連續性的陰雨，降雨的強度也會比較小，那夏季西南季風盛行期間就會產生對流性雷雨或

者是颱風帶來的豪雨，也常常在那個時候呢對中南部地區帶來大量雨水，降雨的強度也會比較強也會

容易造成土壤沖蝕，還有山洪爆發，那下雨這件事情呢可能就是已經成為臺灣人的日常，因為大家都

會知道說，像包包裡面就一定不會缺少了，就是雨傘了。而且各地方也有很多延伸出了很多防雨的特

色喔，比如說像騎樓啊臺灣的騎樓真的很多，那騎樓就是一個便民的設施，那像宜蘭比較常看到的就

是機車上面它都會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擋雨板，那騎車的時候就會一上車破風破雨的感覺，一路暢通前

面還有一個小雨刷這樣。那新聞當中播報氣象的主播呢他其實來跟我們報導說，哪裡要下雨的時候呢

都會用雷達回波圖，就想問聽眾朋友們，你看過雷達回波圖嗎？我自己看過啊，但是就是沒有到很瞭

解。所以呢我們今天要來知道氣象雷達到底有多厲害，他又是如何做到即時觀測降雨？有沒有其他應

用的一些領域啊？這次的主題就會來好好介紹這個觀測豪雨的利器-氣象雷達喔。氣象雷達真的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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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害的地方監測系統，在我們今天正式進入訪談之前呢我們先來聽一首歌曲，節目回來之後，一起來

聽聽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蔡直謙研究員來跟我們分享氣象雷達到底有多厲害？它可以做了什麼

樣的事情，以及雷達回波圖到底要怎麼看呢？ 

面對災害來臨，我們該如何避免或與其共存，帶你瞭解防災觀念和知識，共同學習防災演練和措施，

防災不是口號自我保護才最重要跟我一起開啟防災新視界。歡迎回到生活 In Design 的節目當中，今

天呢我們又來到了一個月一次的防災新視界的主題，每次來到這個單元的時候，我都覺得特別要關心

一下臺灣的氣象啊、災害啊等等的一些知識真的會讓自己成長，然後也可以瞬間蒐集到很多很多的資

訊。好的，那我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呢叫做氣象雷達，不知道聽眾朋友們呢有沒有那種打開

電視啊或是上網關心天氣狀況的時候，大家應該都會發現說關於天氣真的有好多種圖像，包含了天氣

圖啊衛星雲圖啊雷達回波圖等等等等的，但是有時候就是跟我一樣有看沒有懂，甚至有時候可能還不

知道說，這些資訊到底代表什麼樣的意思啊？所以呢我們在今天的節目當中，就邀請到了國家災害防

救科技中心的蔡直謙研究員來到我們節目當中。哈囉研究員您好。 

【受訪人-蔡直謙】：主持人好，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紫筠】：是。好，剛研究員應該就會覺得說，我怎麼剛剛講了這麼多圖，有看沒有懂這樣子，

所以我相信聽眾朋友們應該很多人都跟我一樣。對。所以要好好的來問一下研究員囉，那我們知道啊

其實氣象預報它通常都是會有分成短期、中期和長期這三個不同的尺度，那我就想來問研究員說，我

們這這三個時間尺度啊到底哪一個是要看哪一種的預報呢？ 

【受訪人-蔡直謙】：是的主持人，氣象預報它的時間尺度呢啊，從世界氣象組織的分類大概可以分成

三大類，那最短的就是所謂的短期預報，那短期預報的時間尺度大概就是從現在開始我們往後去作預

報大概到三天左右也就是0天到3天左右，這樣比較短期的預報呢他主要預報的對象是我們這些基本

大家所熟悉的天氣的要素，比如說是氣溫啦、雨量啊、風速啊還有風向這些天氣要素，那這些天氣要

素如果我們三天之內能夠掌握的話民眾就可以依照這個預測天氣呢可以去安排你日常工作的活動或

休閒的活動，那大家可以看看不管是網路上啊或是電視新聞上面常常會撥放這些氣溫圖、雨量圖，或

甚至是一些觀測的，比如說衛星雲圖或雷達回波圖，去判斷這三天內的天氣大概是怎麼樣，那第二大

類的就是在長期一點，大概是3-10天左右，我們把它叫作中期的預報，那這各中期的預報呢，他不是

馬上告訴我們接下來發生什麼天氣，而是他會預測更大範圍的天氣系統 比如說我們常見的所謂的冷

氣團啊、暖氣團啊，或者是鋒面啊，高氣壓、低氣壓，甚至是很強烈的颱風，我們臺灣常有的颱風，

這是屬於比較大範圍的，那大範圍的移動，當然就會需要比較長一點時間的預報，所以這種預報通常

要看的是地面的天氣圖，最長的預報通常在10天以上，甚至到一年、二年以上的氣候預報，那這各預

報我們民眾可能比較不需要，可是呢，對政府來說很需要，比如說是聖嬰現象或反聖嬰現象，這種是

屬於季節性的變化或者是更長的年季變化，比如說今年會是比較乾的年還是比較濕的年，這些對於民

眾可能有點太遠可是對政府來講要制定法令或政策來做防災的工作或者是做能源相關的工作或者是

農業相關的工作，那這就需要提前到半年一年甚至幾年以上的時間來做一個參考。 

【主持人-紫筠】：是了解，剛研究員跟我們分享的短中長期的就分別是0-3天3-10天以及真的很跨大

的一個時間長度的一個類型這樣子。我們剛其實真的講到很多，包含了天氣圖啊衛星雲圖啊雷達回波

圖等等的，這些圖他的各個的差異到底是什麼呢？ 

【受訪人-蔡直謙】：是，嗯主持人剛提到天氣圖，天氣圖就是有一些曲線或者是一些箭頭，我們可以



看到現在的氣壓大概是分佈是怎麼樣，它的風是往哪邊吹，是從南邊來的風或是北邊來的風，那可能

代表的意義就不太一樣，南邊來的風會比較溫暖，那北邊來的風會比較冷，那這是天氣圖是我們一般

看天氣做基本的了解用。 

【主持人-紫筠】：這很像地理課本上會出現的那種圖片。 

【受訪人-蔡直謙】：對對對 

【主持人-紫筠】：好像回到那個國高中地理課老師在教說怎麼看低氣壓，怎麼看高氣壓啊 

【受訪人-蔡直謙】：對，沒有錯沒有錯，那這個是天氣圖是讓大家先做基本的了解，那如果要看比較

細部的結構的話我們可以藉由兩個主要的觀測工具一個叫做衛星一個叫做雷達，那這兩個圖他其實 

功能不太一樣，衛星因為它是在天上飛嗎，所以它是由上往下看，看到的就是比較大範圍，它可以看

到一整個地球可能幾百到幾千公里的範圍的雲的分佈狀況，那但是看不到雲裡面比較細部的結構，那

雷達是，通常是在地面上當然有存在飛機上或船上，但大部分的雷達是在地面上作掃描，雷達它其實

可以穿透雲層才可以看到雲層裡面比較大顆雨滴呀這些東西，它可以對於雲層裡面的風暴，比如說雷

雨呀這些結構會比較有更清楚的了解，所以衛星雲圖跟雷達回波圖它的功能是不太一樣。 

【主持人-紫筠】：是，就了我的理解就好比說我們先從太空的衛星雲圖這樣來看的話，你可能看到這

個臺灣的上面一塊白白的，但是白白的他其實不一定會降雨對不對？ 

【受訪人-蔡直謙】：對對，沒有錯 

【主持人-紫筠】：喔！是是是，所以其實衛星雲圖跟雷達回波的差別就是他一樣都是一個從天上偵測，

一個從地下偵測，然後雷達回波比較是偵測在有沒有雨這件事。 

【受訪人-蔡直謙】：對，沒有錯主持人講的很對 

【主持人-紫筠】：是哇哈哈哈沒有啦，就是研究員有講清楚我才能讓理解啦哈哈哈。是是是。好那我

們現在的有跟聽眾朋友簡單的說了一下剛剛有講到的天氣圖啊、衛星雲圖啊還有雷達回波圖嘛，那剛

剛研究員有講到說氣象雷達這個其實是在地面上去做偵測偵測的，那我就很好奇說氣象雷達到底是怎

麼樣去即時觀測有沒有降雨的呢？ 

【受訪人-蔡直謙】：是，氣象雷達，如果聽眾朋友回想一下，我們可能中學開始就會慢慢學到一些物

理的一些課程的話，大家可能都有學過電磁波這個概念，電磁波呢其實涵蓋非常廣，包含了可見光包

含紅外線包含了紫外線，那雷達就是利用紅外線裡面一個波長比較長的無線的頻段去，的電磁波的頻

段去發射，然後對空中的水、雨滴呀去作偵測，那如果這個電磁波主動發射之後如果碰到空氣中的水

滴呀雨滴呀它就會發生散射，它會四面八方的散射出去，那散射出去的電磁波如果回來剛好回來的方

向沿著原來的路徑回來被雷達的接收機接收到的話，那我們就可以從接受到的訊號呢去判斷這個雨滴

它是在距離我們多遠的地方，它的移動方向是怎麼樣，然後它的能量有多大，它的大小有多大，所以

雷達的基本的原理就是用電磁波發射跟接收的原理，但是這個速度非常快因為電磁波的速度就是光的

速度，我們就可以即時的去判斷空氣中雨的狀況。 

【主持人-紫筠】：是，就是很像，比如說你站在山谷大聲喊然後你聽的到回聲，這就是一個波形的傳

遞，那當然聲波又跟光波又不太一樣，所以我們就用這種原理，喔我們聽到回聲，那光一樣會有反射，

那我們透過這個光的折射去了解說到底多久可能會下雨啊然後多大的雨等等的，所以就是一個雷達的

原理，那它是放在室外的嗎？還是是放在室內去作偵測的呢？ 

【受訪人-蔡直謙】：雷達基本上都是放在室外但是他會有一個雷達罩幫它保護著，那通常這個雷達罩



是一個球狀的，如果各位有時候開車在海邊，有時候看到一些有些雷達罩著的球體那裡面很可能就是

雷達，它的功用可能是氣象用的也有可能是軍事的雷達，所以看它不同的波段不同的發射的功率會有

不同的功用這樣子，對那除了這個地面上的雷達現在比較先進的研究單位美國啊、日本他們也會在船

上或飛機上去搭載雷達，甚至把雷達也放在衛星上面，也就是衛星在天空飛，它也可以往下發射電磁

波，所以變成我們需要各個方向去探索天氣的現象的話，就會試圖把雷達把它散開來每個地方都放這

樣子，可能一般的老百姓可能會覺得說會擔心所以我們電磁波對人體會不會危害，有沒有影響，這點

要請各位聽眾放心，就是雷達其實是波長非常長的波段而且它的功率是非常小的，並沒有任何的科學

證明說它會對人體有任何的危害，而且我們的雷達通常會放在比較沿海空曠的地區，並不會說直接對

著建築物或者是民眾居住的區域去發射這樣子。 

【主持人-紫筠】：是了解，剛剛研究員講的那個外面有個雷達罩的話，好像印象中我看到一個很像一

顆大大的足球一顆球球放在上面這樣子。 

【受訪人-蔡直謙】：對對對 

【主持人-紫筠】：原來那個就是氣象雷達，所以以後經過，不要再問爸爸：為什麼一個球球在上面喔 

【受訪人-蔡直謙】：不是高爾夫球。 

【主持人-紫筠】：不是放大版的高爾夫球，是那我們有說氣象雷達其實就是透過了光波的一個反射的

原理然後去偵測到，那除了像這種物理學之外，它還有沒有其他應用的領域呢？ 

【受訪人-蔡直謙】：是，其實雷達剛剛跟主持人介紹就是說有，除了即時的看天空的雨的狀況之外，

那我們還有很多的領域就是說我們，因為我除了監測之外我們希望可以做預報，可以知道未來，那我

們看到現在的狀況我想知道未來可能會怎麼演變。那通常我們要做到預報這件事情我們就必須要有一

些比較複雜的物理的模式，電腦的模式來作預報，那這些模式就是會有很多的我們對大自然的知識藏

在這些模式裡面，但是呢，模式如果你沒有餵它輸入的資料，它是沒辦法往後面去作預報的，所以我

們就想辦法把雷達的資料餵進去模式裡面，有這個有一個專有名詞叫資料同化，就是把資料同化到模

式裡面，所以現在有非常先進的研究是想要把雷達的資料同化到模式裡面，去作非常即時或者是極短

期的預報讓我們可以更快的反應到接下來可能是一小時後兩小時後在哪邊可能會下大雨這樣子。 

【主持人-紫筠】：是我覺得真的已經非常厲害，我現在就可以知道兩個小時以後到底有沒有可能會下

雨真是一個很大科技的一個成長，那我也想問說因為我們都只想到說下雨下雨畢竟臺灣人真的最care

就是下雨這件事情，那我們剛剛說的氣象雷達，它真的只能監測到雨水嗎？還是其實說其實下雪啊或

是冰雹它也可以監測的到呢？ 

【受訪人-蔡直謙】：哇主持人越問就越專業的問題。 

【主持人-紫筠】：哈哈 

【受訪人-蔡直謙】：針對主持人這個問題，剛好說氣象雷達其實比較先進的有一種雷達叫做雙偏極化

雷達，所謂的偏極化就是電磁波它振動的方向呢可以是垂直的方向也可以是水平的方向。那聽眾朋友

可以想像就是我們雨滴，雨滴如果從空中往下掉的時候呢，雨滴它是什麼形狀？可以給主持人猜一下。 

【主持人-紫筠】：雨滴掉下來，因為我們畫雨滴的時候就是一個水滴狀。 

【受訪人-蔡直謙】：對水滴狀。 

【主持人-紫筠】：那它掉下來 是圓的嗎？ 

【受訪人-蔡直謙】：嗯是比較接近正確答案一點，它其實是有點扁圓的，扁扁的，就是他的水平會比



較長一點垂直會比較短一點，是一個橢圓形的這樣子。對，那為什麼呢，那是是因為有空氣阻力的關

係，因為你往下掉的時候呢會遇到空氣阻力，所以這個流體力學就會把雨滴用的比較扁圓一點，並不

是說大家可以看到像水滴狀的，那是因為可能它打在窗戶上流下來就有水滴狀，但實際上在空氣中它

是屬於扁圓的，我們利用扁圓的這個特性同時發射水平跟垂直兩個方向的電磁波，那水平的回來的能

量就會比較大，垂直的回來能量就會比較小，通常的這個比例跟你的水滴的大小有關所以我們利用雙

偏極化雷達發射不同的波，偏正方向的比率，可以推算它的雨是大的雨滴或者是小的雨滴甚至是它是

屬於不是雨滴可能是雪花或者是冰雹，那這些都是跟它兩個偏極化方向的比例都是有關係的。所以我

們可以利用雙偏極化雷達判斷說這個空氣狀態是水象的呢，還是冰象的。 

【主持人-紫筠】：是了解，哇真的好厲害。呵呵不得不讚嘆一下，我覺得現在的科技真的太厲害我們

可以馬上監測到底什麼時候會下雨啊，或者是有沒有可能下雪呀甚至臺灣其實比較不常見的冰雹也都

可以監測的到，好那我們剛上半段的節目了來跟大家好好的分享說，氣象預報到底有哪一些？哪一種

的預報呢？那衛星雲圖天氣圖和雷達回波到底又是差異在哪裡？然後以及剛剛研究員跟我們解釋了

氣象雷達到底是怎麼做到即時觀測降雨的，應該有解開了很多人的一些問號了，那下半段我們有更多

精彩的內容。要繼續來問問在一個廣告之後呢，我們待會馬上回來。 

 

⚫ 下半段 

【主持人-紫筠】：歡迎再回到生活 In Design 節目當中我是主持人紫筠。今天禮拜二我們的主題來到

了防災新視界，那我們今天呢剛剛就在上半段的節目有講到說，大家臺灣人最 care 的東西就是下雨

這件事情，到底知道什麼時候會下雨呢就必須要靠到我們的氣象雷達，在上半段的節目，我們就聊聊

了說氣象預報有哪一些氣象雷達又是怎麼樣去運作的？以及雷達到底只能監測到雨水呢？還是其實

雪跟冰雹也可以監測到呢？好，那下半段呢我們就要來進入到雷達回波圖這件事情，因為相信很多聽

眾朋友們會看得到，不知道怎麼看，所以我們在節目當中再邀請到了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研究員

蔡直謙研究員來到節目當中。好，研究員您好。 

【受訪人-蔡直謙】：主持人好，聽眾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紫筠】：是。好，我們真的很希望的趕快來詢問了一下研究員說，因為我們常常說看到氣象

啊，氣象主播都會利用雷達回波圖來告訴大家說，這個地方真的下雨哦這裡現在沒有下雨喔，那我們

就很好奇說剛知道雷達的一個原理但要怎麼樣去產生雷達回波圖呢？ 

【受訪人-蔡直謙】：是，剛剛我們講到了雷達的原理，雷達就是會發射電磁波，去知道說這個雨滴的

位置、還有它的大小它的強度是怎麼樣這樣子，但我們會四面八方的去發射，通常我們發射之後呢， 

每一個雷達因為他的位子的不一樣，所以他都會有個圓形的一個掃描範圍，但是我們看到的雷達回波

圖不會是只有一個圓形，因為我們有很多很多的雷達，所以雷達回波圖他其實是合成了好幾顆雷達觀

測的結果，我們每一顆雷達呢我們把他所有的掃描範圍裡面呢的垂直方向上最大的那個回波值把它挑

出來，那然後呢把每一顆雷達的最大回波值合成，合成之後呢目前在臺灣其實環島都有氣象雷達，那

麼我們合成出來的雷達回波圖就會是一個完整的，涵蓋臺灣範圍的雷達回波圖，那這個雷達回波圖呢 

各位如果上中央氣象局的網站或者是我們災防放科技中心的 WATCH 的網站都可以看到這些即時的

監測的回波圖這樣子。 

【主持人-紫筠】：是，那研究員你剛剛講說到，臺灣其實環島都有雷達，那臺灣哪裡有雷達站，就總



共大概會有幾個呢？ 

【受訪人-蔡直謙】：是，如果以氣象雷達來講的話呢，我們作業用，所謂作業用就是說而一天 24小

時不停的在運轉，這樣的雷達呢目前氣象局他有四個我們所謂十公分波段雷達，那所謂的十公分波段，

就是它是屬於比較長的波段，它可以掃描得比較遠，那他分別位置位在北部在五分山；南部在墾丁；

那西部在台南的七股；東部在花蓮，所以剛好是北南西東，各有一個，所以它可以涵蓋整個海岸的範

圍這樣子，那另外就是說空軍的氣象雷達其實也即時的接受到氣象局的這個環島雷達網裡面，那空軍

目前有台中的清泉崗有一個，澎湖的馬公有一個，還有台東綠島上面有一個，另外還有就是氣象局跟

水利署合作了的防災降雨雷達，那它分別目前位於台北樹林；還有台中南屯；以及高雄林園，所以目

前作業的雷達不管是十公分的雷達或者是剛剛後面講的這幾個五公分的雷達，總共有10座雷達正在

運轉，未來呢還會在基於防災的需求還會再慢慢增加，目前在宜蘭還有雲林這兩個地方還會在增建兩

座的防災降雨雷達，所以目前可能未來會慢慢增加到12座左右。 

【主持人-紫筠】：是了解，哇我們剛剛好像已經跟著雷達環了臺灣 

【受訪人-蔡直謙】：是是是 

【主持人-紫筠】：哈哈哈，那所以我這樣子想了一下，應該基本上全臺灣包含離島的部分都有涵蓋在

這個雷達的分佈範圍 

【受訪人-蔡直謙】：是是 

【主持人-紫筠】：是是是，好所以我們知道哪裡有雷達站後也知道他大概涵蓋哪些範圍，透過這些資

料的蒐集然後慢慢的去拼湊啊或者是統計然後最後產生的雷達回波圖這樣子，所以我的我們一開始收

到那個雷達，它應該是只有強跟弱之分對不對？ 

【受訪人-蔡直謙】：對我們收到的雷達回波圖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不同的顏色，可能從藍色

啦慢慢的變成綠色然後黃色紅色甚至紫色很強很強很強顏色這樣子，可能這邊跟主持人解釋一下不同

的顏色的意思。 

【主持人-紫筠】：對，說我非常想知道，因為很像說，它原本偵測到就是雨越多它就是越深嗎還是怎

麼樣呢？ 

【受訪人-蔡直謙】：其實我們的雷達回波，它其實原始的單位它是一個能量的概念，那能量他其實不

是直線線性的變化，它其實有點像指數型的變化，那這樣的變化呢我們若要畫圖的話就是可能民眾沒

有辦法直接的感受到它的強弱到底差多少這樣子，所以我們會會把雷達的回波呢把它取，數學上叫作

取對數，就是把它變成比較線性一點，所以你會看到雷達回波的單位就是 dBZ，那這個 Z 就是指的

是回波，前面的 dB 就是分貝的意思。 

【主持人-紫筠】：就是小寫 d 大寫 B 那個 

【受訪人-蔡直謙】：對對，就是分貝，分貝就是取完對數了，那這樣的話它的分布就比較線性一點，

那我們就比較容易來判斷這個顏色的回波值大概雨勢是多大多小，那通常回波通常我們如果從0到60

這個經驗的範圍來看的話，大概回波10的時候我們還不會覺得有什麼降就是下雨的情形，但是實際上

空氣中已經有一些小水滴，那個是10左右的感受，那20的話就是有點小小的毛毛雨這樣子，那30的

話就是已經可以感受到這個雨勢不小，40就是大雨了，那50的話就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雨，很少能

夠到60，大概是概念是這樣。 

【主持人-紫筠】：所以我覺得今天有解開我一個點，我一直以為那個10、20、30是豪雨，就是下多



少雨的一個單位。 

【受訪人-蔡直謙】：不是，它其實是一個能量的單位 

【主持人-紫筠】：對，我今天真的有解開，那我們有說就是在雷達回波圖上有很多的顏色之分，那這

個顏色，比如說剛您有講到的10、20、30時候它的顏色分別是什麼呢？ 

【受訪人-蔡直謙】：10跟20的話應該都是在藍色區間。 

【主持人-紫筠】：淺藍到深藍嗎？ 

【受訪人-蔡直謙】：對，10大概是淺藍，20是深藍，那30的話可能可以從黃色到綠色之間，那40的

話就是開始變成紅色。 

【主持人-紫筠】：橘紅色的 

【受訪人-蔡直謙】：對，橘紅色，那50就非常深的紅色，那再往上的話，假設我們有颱風啦或者是一

些梅雨一些劇烈的天氣的話有時候可能會產生很劇烈對流，那個對流就會產生冰雹，就可能不是剛剛

主持人講的可能不是只有雨部份可能會有冰的部分，那個冰雹的話，會使得你的回波可能到60以上，

那是非常少見的情形。 

【主持人-紫筠】：是，所以說我在我們雷達回波圖上面從淺藍色一直慢慢到綠色黃色橘色紅色甚至到

紫色粉紅色，這是一個方便辨認的一個顏色去做區分的對不對？ 

【受訪人-蔡直謙】：是的，沒有錯 

【主持人-紫筠】：是的，好那所以大家不要看到說，欸看到是藍色覺得藍色就是下雨是代表那裏有雨，

是越紅的地方它可能能量會比較高一點點 

【受訪人-蔡直謙】：是 

【主持人-紫筠】：那因為我自己其實有看過雷達回波圖啊，我就會發現很多，就是很多顏色在那邊飄

來飄去，飄來飄去這樣子，我就很想問說那個飄來飄去是像雲一樣飄來飄去，還是只要掃過的地方他

就在下雨呢？ 

【受訪人-蔡直謙】：就是可能要黃色或是綠色以上才會感受到那邊有在下雨，就是說比如說我們現在

大概 3、4月左右，這個春天的鋒面呢其實並沒有像夏天會下到非常大的對流雨，所以你可以看到春

天的鋒面接近的時候呢可能一片藍色的雷達回波接近可是實際上的只是天氣陰陰的並沒有下雨，所以

其實比較會讓你感受到下雨的可能還是要到黃色以上的顏色這樣子，那至於它會跑，是因為雷達不停

的在掃描，所以我們的雷達回波圖通常會用動畫的形式來讓你觀察過去三小時或兩小時或一小時它的

變化，那聽眾朋友可以從你現在在的位置去判斷說，這個回波是在往我靠近或者在往我遠離，大概可

以自己判斷一下是不是未來有可能這個雨會到我們這個所在地的附近這樣子，那當然除了自己的主觀

的判斷之外，我們也非常推薦就是我們即時的降雨預報的一些產品，比如說落雨小幫手 APP 之類的

產品，可以讓你更輕鬆地就能判斷未來的變化這樣子。 

【主持人-紫筠】：是，沒錯我們就像把時間挪回到了上個月的月初的時候，我們其實也有講到這個落

雨小幫手 APP，那這落雨小幫手 APP 點進去呢，就是像我們剛剛有講到的雷達回波圖，所以我那個

時候剛載的時候，我看大概知道這裡有什麼樣的回波啊，但是就是很好奇所以到底掃過地方會不會下

雨，還真的是一知半解，所以今天透過跟研究員了解才會知道喔其實本來雷達回波圖和就是來預測說

短時間內有沒有會有下雨的機率，對，所以民眾朋友和聽眾朋友們可以透過這個 APP 來看，好那我

們剛剛提到這個 APP 我相信我講應該是，就是外行人嘛， 我們邀請研究員再來幫我們介紹一次剛剛



講的落雨小幫手 APP，以及剛剛前面有講到的 WATCH 天氣與氣候監測網，我要如何去使用這兩個

工具來了解到現在未來的可能天氣的變化或是變遷呢？ 

【受訪人-蔡直謙】：是，剛剛跟主持人說明過就是我們雷達回波除了觀測之外，也可以把同化到模式

裡面去做預報，所以我們的落雨小幫手就是利用到這樣的一個技術，所以各位如果在不管是用 IOS 蘋

果的手機或者是用 Android 的手機你都可以搜尋落雨小幫手這五個字，然後可以下載這個軟體，這

個軟體呢它可以設定您的所在地有哪幾個縣市可能你需要做提醒的縣市，你可能有家人或工作的地方

啦或者是您的其他常去的休閒場所也可以設定，說如果有快下雨的話那我可以那些區域來作通知，另

外就是說你可以選擇要不要做即時定位或者更精準的定位，那這都是我們一開始下載完的進入的畫面

可以做設定，那設定完之後呢，進入主畫面可以看到一整個臺灣，那臺灣馬上就會為你讀取了最近幾

10分鐘大概半個小時左右的雷達回波的變化的狀況，就可以看到它變化的狀況甚至可以看到未來兩

個小時我們的資料同化做完的這個技術之後所預報未來兩個小時的狀況也看得到，所以就是可以在同

一個畫面中，可以看到過去也可以看到未來，那除了回波之外呢它也可以轉換成雨量，因為我們剛講

回波是能量的概念，其實我們又幫你把能量換算成大概如果換成時雨量可能是多少毫米這樣子，所以

我們有兩個畫面可以做切換，一個就是回波一個就是雨量，這個是落雨小幫手 APP 最基本的功能。 

【主持人-紫筠】：是沒錯，跟大家說一下喔，落雨小幫手就是 lo̍h-hōo。那兩個字，可以再跟大家說

一下，那我之前其實上個月的時候就載下這一個 APP，那真的在收到通知的時候它就說，欸宜蘭羅東

鎮快要下雨囉，哈哈哈哈跟你說要下雨了記得帶雨傘，對這個真的 APP 蠻推薦給大家的，也都可以

像剛剛研究員有說到的，一個是能量一個是雨量，兩個不一樣的讓大家去好好的研究一下了解一下，

是，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是你們災防中心的 WATCH 天氣與氣候監測網，這個也可以跟我們說明一下

嗎？ 

【受訪人-蔡直謙】：好，這個上一集節目有提到，這一集再講一次，就是說這是我們災防中心把我們

所有跟氣象有關的資訊，把它收集到這個 WATCH 天氣與氣候監測網，那各位如果進入，各位可以直

接蒐尋 NCDR WATCH 就可以找到這個網站，那進去之後您可能會看到很多的不同主題的方塊，每

一個方塊都可以針對不同的，可能防災的需求或天氣的現象，比如說颱風啊或者是豪雨呀或者是空氣

污染等等，只要有興趣的資訊都可以從裡面免費的進入到。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在最左上角我們的方塊

是可以直接進入到 WATCH 的正式網頁，那這個正式的網頁呢他就是屬於比較頁籤式的，我們已經

幫你整理好不同的，比如說監測或者是預報或者是氣候或者是模式或者是颱風或者洪水，各種不同的

分類的管理，所以您是比較傾向用分類的管理去找到你要的資訊的話你可以進入正式的頁面，那如果

你比較習慣主題式的瀏覽您想要的資訊，在一開始的方塊就可以找到你要的資訊。 

【主持人-紫筠】：是，我有曾經上網去瀏覽了一下，就會發現真的是有颱風的主題啊，然後這個的是

關於雨量監測的啊，或者是一些雷達回波啊等等的一些相關的主題我都可以在裡面去作看到 

【受訪人-蔡直謙】：是的 

【主持人-紫筠】：是，好所以呢如果你是對於，可能就是能好奇未來幾天會下雨啊，跟氣候有相關的

知識或是你是研究人員，其實這這兩個工具都可以推薦給大家來作使用，是好那我們今天呢來跟大家

講的就是觀測豪雨的利器氣象雷達，今天講完之後我相信聽眾朋友們應該都有好好的認識他了就不會

相信我們剛說的看到遠方有一個發射器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東西，甚至有一顆球球在那裡，也不會把

誤認成是高爾夫球，哈哈哈好那我們看到氣象雷達回波圖的時候呢，我們也不會說10是降雨量，欸不



是喔，它是能量，哇今天真的解開了好多好多的知識，那真的也非常謝謝研究員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和大家分享謝謝研究員。 

【受訪人-蔡直謙】：謝謝。謝謝主持人。謝謝大家 

【主持人-紫筠】：即時觀測降雨呢真的是跟我們人生活當中最習習相關的一個內容，那我們今天認識

它了之後，未來就可以好好的運用它囉。好，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也請大家要繼續鎖

定每週一到週五早上9點05分的生活 In Design 我是紫筠，大家 bye bye 

【受訪人-蔡直謙】：bye bye. 

 

 

<逐字稿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