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天文台台長岑智明講稿  

﹙2017 年 3 月 23 日﹚  

 

  十分高興再次在一年一度的傳媒簡報會與大家見面。在我報告香港天文台的最

新發展之前，首先讓我介紹幾位助理台長： 

（1） 負責公眾氣象服務的鄭楚明博士； 

（2） 負責航空氣象服務的劉心怡女士； 

（3） 負責氣候及地球物理服務的黎守德先生；及 

（4） 負責輻射監測及儀器的徐傑志先生。 

 

  大家或者已發覺這場地佈置好用來迎接這週末（3月25及26日）舉辦的天文台開

放日。今年開放日採用世界氣象日的主題，即「觀雲識天」，是鼓勵公眾觀賞及認識

天空各種多姿多彩、瞬息萬變的雲。早於2011 年天文台已推出「社區天氣觀測計

劃」，鼓勵市民進行天氣觀測，拍攝及分享天氣照片，藉此擴闊對天氣及氣候的認識。 

 

  有見天文台在推廣及徵集社區天氣觀測及相片的經驗豐富，世界氣象組織於

2014年委託香港天文台開發《國際雲圖》網上版。翻查以往記錄，首冊由世界氣象

組織編制、作為全球氣象界所參考的權威標準的《國際雲圖》早於1896 年出版，當

時只有28 張照片。目前的印刷版本是在1987年更新的，經過多年的變遷，並隨著資

訊科技的發展、新雲種的命名及天氣攝影的普及，世界氣象組織決定為《國際雲圖》

換新裝，由天文台建立網上版，收集世界各地拍攝的雲和各種大氣現象的照片，供

全球氣象界和公眾人士閱覽。新《國際雲圖》除了加入幾款新雲種外，內容更大幅

擴充，增加了超過600張精彩照片和短片。天文台亦提供了多幅從社交網絡上徵集、

由香港市民和天文台同事拍攝的作品，當中有近60幅獲採納加進新的《國際雲圖》

內。特別要提一提的是其中4幅香港提供而入選《國際雲圖》的作品更是新雲種，這

確是非常難能可貴，也代表香港再次在國際舞台發揮重要作用。現在讓我們聽聽世

界氣象組織秘書長 Petteri Taalas 教授介紹新《國際雲圖》。 

 

  新《國際雲圖》會於今日稍後配合世界氣象組織在瑞士日內瓦舉行新聞發布會

時正式推出，歡迎大家上網瀏覽及推廣使用（https://www.wmocloudatlas.org）。 

 



   同時，為了向學生及小朋友推廣「觀雲」的知識，天文台亦將於今年第二季推

出以天文台吉祥物「度天隊長」命名的《「度天」賞雲》電子版雲書。除了介紹雲的

種類外，書內亦附有趣味性的互動遊戲。 

 

  講完「觀雲」，現在談談「識天」。剛過去的冬季是本港自1884年有記錄以來其

中一個最暖的冬季。2016年12月至2017年2月的平均氣溫達到18.4度，平了1998/99年

冬季的最高紀錄。回顧2016年天氣情況，整體而言也是較為溫暖及多雨。雖然2016

年年初天氣偏冷，但6至8月是自1884年有記錄以來第三最炎熱的夏季。總結全年平

均氣溫為23.6度，較正常高0.3度，是有記錄以來第七溫暖的年份。2016年全年雨量

為3026.8毫米，較正常多約百分之廿六，是有記錄以來的第九高，其中秋季更錄得破

紀錄的1078.8毫米雨量。2016年天文台共發出九次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當中包括8月

颱風妮妲及10月超強颱風海馬的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 

 

  展望2017年，天文台預料2017年全年雨量正常至偏少。進入香港500公里範圍的

熱帶氣旋有4至7個，接近正常。香港全年平均溫度有約七成機會達到最高頭10位，

即是相當高。此外，我們亦留意到在過去一兩個月，赤道太平洋中部及東部的水溫

繼續上升。根據世界各地多個氣候模式的預測，預料這升溫趨勢將會在今年春季及

夏季持續，厄爾尼諾發展的機會亦隨之增加。我們會密切關注這個趨勢，並考慮其

他客觀因素對本港今年天氣的影響。雖然預計全年雨量正常至偏少，但本港仍會受

到暴雨影響，我呼籲：請各位市民及社會各界儘早為風雨季做好準備。 

 

  以下為大家介紹來年將會推出的新服務和產品。 

 

  近年天氣大上大落的情況，氣候變化的影響令天氣更趨向極端化，大家都有目

共睹。由於市民的關注，以及網上有越來越多關於一星期以上天氣趨勢的猜測，天

文台將於一兩個月內推出試驗性「延伸展望」，提供未來兩週的每日最低溫度概率預

報。類似的概率預報產品將會在未來逐步推展至最高溫度、風速及氣壓等元素，天

文台亦計劃在今年風季推出試驗性熱帶氣旋路徑概率預報。 

 

  雨季即將來臨，為方便市民計劃戶外活動及留意雷暴的威脅，天文台將於明日

（3月24日）在網頁推出試驗版「定點閃電臨近預報」。「我的天文台」流動應用程式



也會於今年稍後加入這項新服務。此外，天文台更新了閃電定位資訊系統的電腦硬

件及軟件，現正進行優化。待未來數月完成優化後，新系統的閃電探測能力將進一

步提高。 

 

  在天氣監測方面，天文台已於3月21日提升互聯網衛星圖像服務，增設覆蓋廣東

沿岸地區的高清衛星圖像，讓市民更容易掌握香港及鄰近地區的天氣狀況。此外，

焦點衛星圖像的版面亦全面更新及加設動畫，能更清楚展示圖像上各類有趣的天氣

現象。另一方面，天文台將於年中推出清水灣實時天氣照片，有助觀測香港東南部

水域的天氣狀況，如降雨或海霧等。） 

 

  為了加強對熱帶氣旋的監察和預警，香港天文台和政府飛行服務隊合作引入了

新的下投探空儀系統，今後會在可行情況下收集南海的熱帶氣旋三維立體氣象數據。 

 

  隨著社交媒體逐漸成為公眾溝通的其中一個重要渠道，天文台將於2018年年初

前推出天文台的Facebook專頁，以加強天氣服務和與市民溝通。此外，為方便市民計

劃外遊時取得所需的天氣資訊，香港天文台為世界氣象組織運作的「世界天氣信息

服務」網站會在今年年中換上新裝，加入各大城市天氣實況，亦會採用適應性網頁

設計，方便在流動裝置上顯示。相關的「我的世界天氣」應用程式會同時推出新版

本，除加入天氣實況外，亦推出新介面，讓用戶更容易尋找和使用城市預報。  

 

  為了進一步改善網上服務，天文台會於今年稍後加強流動版網站的內容和設

計，包括增加衛星圖像，加入“今日提提你”和改進顯示方式，以方便長者使用。 

 

  適逢2017年是本港數字颱風信號設立的一百周年紀念，天文台將舉辦一系列活

動，增進市民對颱風威脅的了解，提高防災意識。活動包括： 

（一） 配合香港郵政在六月十三日首次發行以「數字颱風信號百周年」為題的

郵票和首日封；  

（二） 與香港電台合作向公眾徵集歷史風災相片、錄影片段、聲音檔案及

文章等資料。  

（三） 製作「氣象冷知識」的颱風專輯系列短片； 

（四） 在全港最後一個「掛風球」的長洲信號站舉辦導賞活動； 



 

  回到氣候暖化的話題，世界氣象組織已確認2016年是有記錄以來全球最熱的一

年，較工業革命前水平高1.1度。全球年平均溫度紀錄已經連續第三年被打破。2016

年全球平均海洋表面溫度亦是有記錄以來最高，北極和南極的年平均海冰範圍分別

是有衛星記錄以來最低和第二低。而最新資料顯示，今年1月、2月北極和南極的海

冰範圍都再創新低。 

     

  事實上氣候變化的現象已呈現眼前，科學家亦預期極端天氣，即更強的颱風、

更大的暴雨和熱浪等會更趨頻密。為了提升市民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的認識，以面

對未來天氣和氣候的挑戰，天文台與香港電台聯合製作電台節目「大氣候」。欲知詳

情，我交給司儀（宋文娟）為大家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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