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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香港天文台的三個主要工作範疇是： 

(1) 作出天氣預報並發出天氣警告以滿足

公眾對天氣服務的需要；根據國際標準，

為航空及航海界提供天氣服務； 

(2) 負責監察本地環境輻射水平及其影響，

並在核子緊急事故發生時向政府建議

應採取的應變措施； 

(3) 負責提供香港的時間標準，並向公眾及

企業提供地球物理、海洋、天文及氣候

方面的資料與諮詢服務。 

天文台於 2020-21 財政年度的總支出為四

億零八百四十萬元(實際)，總收入為一億四千零

六十萬元(實際)。於年度結束時，天文台的員工

編制共有 363 人。 

 

 

 

2020 年天氣概況 

2020 年是香港自 1884 年有記錄以來第二

溫暖的年份，全年平均氣溫為攝氏 24.4 度，較

正常高 1.1 度，而全年平均最高及最低氣溫則為

27.2 度及 22.5 度，分別是有記錄以來最高及第

二高。六月至八月的平均氣溫為 29.6 度，是有

記錄以來最熱的夏季。全年總雨量為 2,395.0 毫

米，接近正常。 

2020 年的熱夜數目為 50 天及酷熱天氣日

數為 47 天，皆是有紀錄以來最多。天文台於 12

月 31 日錄得的 8.1 度為全年最低氣溫。全年寒

冷天氣日數為 11 天，較 1981-2010 年氣候正

常值少 6.1 天。 

 
香港全年平均氣溫的長期時間序列 (1885-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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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有 5 個熱帶氣旋影響香港，當中在

颱風海高斯吹襲期間天文台需要發出九號烈風

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是年内發出的最高熱帶氣

旋警告信號。 

氣象服務 

天文台負責向市民、特殊用戶、航海界及航

空業人士提供天氣預報服務及發出警告，以減輕

惡劣天氣所造成的人命傷亡和財物損毀，以及對

經濟和社會活動的影響。 

天文台在 2020 年履行了以下服務承諾：

每小時發出天氣報告最少 1 次； 100% 的報

告在每小時首 10 分鐘內發送；以及天氣預報

準確率 (經客觀方法驗證) 達到 92%。 

2020-21 年度，天文台加強了天氣資訊的

內容，以滿足市民的需要，其中包括︰ 

• 提醒公眾高影響天氣事件，例如由強烈雷暴

引發的猛烈陣風； 

 
提醒公眾由強烈雷暴引發的猛烈陣風 

• 擴展「熱帶氣旋路徑概率預報」服務，以涵

蓋西北太平洋未來9天熱帶氣旋路徑的概率

預報； 

 
擴展「熱帶氣旋路徑概率預報」的預報範圍，以涵蓋東

經 140°至 180°的太平洋中部 

• 在流動天氣應用程式「我的天文台」加強試

驗版「度天隊長」聊天機械人服務，新增支

援英語回應; 並擴展試驗版聊天機械人服務

至天文台網站和天文台 Facebook 專頁。 

「度天隊長」聊天機械人會自動回答有關本

地天氣、氣候及潮汐資料、香港標準時間，

以及世界主要城市天氣預報及日出日落時

間的問題； 

 

「度天隊長」聊天機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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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天文台網站的天氣衞星圖像服務，更頻

密地更新全球合併紅外光衞星圖像，從每 3

小時更新 1 次增至每半小時更新 1 次； 

 
更頻密地更新全球合併紅外光衞星圖像 

• 加強「分區天氣」網頁的內容，提供滘西洲

和長洲的天氣照片。滘西洲天氣照片可遠眺

西貢市及提供馬鞍山滑翔傘地點附近的天

氣狀況； 

 
天氣照片可於天文台「最新天氣照片」網頁、「我的天

文台」流動應用程式等地方觀看 

• 加強天文台流動天氣應用程式「我的天文

台」的內容，提供更多有關「地球天氣」、航

空氣象、潮汐和熱帶氣旋路徑的資訊； 

• 加強 9 天天氣預報服務，推出 9 天「顯著降

雨概率」預報。預報表示當日香港廣泛地區

累積雨量達到 10 毫米或以上的機會率。概

率分 5 個等級； 

                            
「顯著降雨概率」預報的5個等級 

新推出的9天「顯著降雨概率」預報 (紅框) 

• 加強「地球天氣」網頁內容，提供亞太區 100

個城市未來 9 天每 3 或 6 小時的氣溫、濕

度、風向及風速的預報和天氣圖示; 並新增

陣風預報，有助用戶了解與雷暴、強烈季候

風或熱帶氣旋等天氣系統相關的短時間大

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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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下 「 地 球 天 氣 」 網 頁 上 的 紅 點 圖 標 或 城 市

名 字 ， 可 查 看 該 地 點 的 天 氣 預 報 時 間 序 列  

• 推出全新版本「香港及珠江三角洲區域自動

分區天氣預報」服務。新版本網頁的雨量和

閃電臨近預測加入了三維立體圖像和動畫；

以及 

「香港及珠江三角洲區域自動分區天氣預報」網頁 

• 更新「閃電位置資訊服務」網頁。新的版

面設計讓市民更方便查看實時閃電位置資

訊及香港境內閃電次數的分佈，並將閃電

次數的更新頻率增加至每 15 分鐘一次。  

 
「 閃 電 位 置 資 訊 服 務 」 網 頁  

天文台網站和流動應用程式「我的天文台」

的總瀏覽量在 2020 年達 1,580 億網頁次。用

戶可以透過天文台 Facebook專頁、推特 

(Twitter)、微博及微信接收天氣警告及天氣信息，

而天文台YouTube頻道的累積觀看次數約為 

540 萬。個人電腦用戶可透過視窗桌面程式「天

氣精靈」軟件工具獲取最新天氣資訊，亦可利用

天文台的個人版網站自訂網頁內容。年內共有約 

540 萬人次使用「打電話問天氣」服務 (187 

8200)。 2020 年使用天文台互聯網授時服務的

總次數超過 430 億次，創記錄新高。 

天文台專業氣象人員自行製作及主持在各

主要電視台播出的早晨和黄昏天氣節目。2020

年底起於星期日早上增加一節電視天氣節目，加

強與公眾溝通。天氣節目及「氣象冷知識」教育

環節繼續透過電視台、YouTube、Facebook和

「我的天文台」流動應用程式播放。 

「氣象冷知識」第325集：水循環 

年內天文台亦繼續透過社交媒體加强與公

眾的溝通和互動，包括向公眾徵集資料素材以供

製作社交媒體上的內容。截至 2020 年年底，天



 
5 

文台在Facebook及Instagram兩個平台分別吸

引超過 23 萬及 36,000 人追蹤。 

2020 年有 64 個政府決策局、部門及有關

機構登記使用天文台的政府天氣資訊系統

(GOWISE)。天文台也為公用事業公司、公共交

通機構、工程承辦商及資訊服務機構等提供有償

天氣服務，收費以回收成本為原則。 2020 年共

有 99 個專用客户，總收入約為 70 萬元。 

天文台密切監察香港國際機場一帶的天氣，

為航空界提供業務運作所需的天氣資訊。2020-

21 年度，天文台開始為支援三跑道系統項目設

置相關航空氣象設施，亦推出了全球城市/機場

的自動天氣預報產品以服務香港機場管理局(機

管局)和航空公司等特殊用戶。 

天文台並為航空界用戶的網上平台進行優

化，以促進亞太區內各航空氣象監視台之間就所

有航路危險天氣信息進行協調。 

根據鄰近飛行情報區在網上平台協商後發出的「危險天

氣警告」，機師可按警告範圍(橙色)更改飛行路線(紅色)

以避開惡劣天氣 

天文台為航運界及貨櫃碼頭提供風、天氣、

海浪及湧浪預報。 2020 年，天文台加強了「潮

汐資料」網頁的內容，增加分別由海事處和機管

局運作的西貢和赤鱲角潮汐站的數據。 新增的

資訊可讓輪船公司、海岸工程師，以至釣魚愛好

者和公眾人士掌握更多有關香港潮汐的實時變

化。 

「潮汐資料」網頁上顯示赤鱲角西及沙橋頭潮汐站(紅圈) 

天文台繼續在南中國海和西北太平洋投放

飄移浮標，加強海洋氣象觀測。 

天文台亦首次利用氣球攜帶的探空儀，探測

高空水汽含量的變化。  

於京士柏高空氣象站施放氣球探測高空水汽含量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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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台自行研發的路燈型自動氣象站設計

成功於2020年12月在香港註冊成為專利。新設

計將多種氣象測量感應器收納在一個小巧的外

殼內，解決了一般自動氣象站難以安裝在城巿有

限空間的問題，有助將來微尺度天氣監測的發展。 

裝置於零碳天地(左)及香港中文大學(右)的路燈型自動氣

象站進行天氣測量試驗 

天文台就京士柏提供的氣象測量服務取得

的國際標準化組織ISO 9001:2015認證範圍擴

大至涵蓋紫外線指數、日照時間、暑熱指數、土

壤溫度和草溫，以及蒸發量和可能蒸散量。 

對外合作 

2020-21 年度，天文台在本地、區域及國際

建立的合作項目包括： 

• 與城巴、新巴合作，在全港 200 多個已安裝

「實時抵站時間顯示屏」的巴士站提供實時

天氣資訊。顯示屏頂部會顯示巴士站所在地

區的氣溫及當天最高及最低氣溫預報，亦會

提供天氣警告、特別天氣提示及天氣展望等

資訊；  

 
天氣資訊(紅框)顯示在「實時抵站時間顯示屏」 

• 繼續與一家本地航空公司合作，從其波音

777客機實時接收湍流數據； 

• 聯同世界氣象組織優化「國際雲圖」網頁， 

增加英文以外5種聯合國官方語言；  

「國際雲圖」網頁設有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羅斯

文及西班牙文版本 

• 作為世界氣象組織指定的「臨近預報區域專

業氣象中心」，天文台加強與海外氣象服務

機構分享自行研發、名為「小渦旋」的惡劣

天氣臨近預報軟件，以促進發展和加強高影

響天氣事件的預報和警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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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台主辦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

委員會／世界氣象組織颱風委員會第52屆

會議。會議以線上形式舉行，討論與熱帶氣

旋相關的業務及研究合作； 

天文台台長主持颱風委員會第52屆會議第二場線上會議 

• 廣東省氣象局、香港天文台和澳門地球物理

暨氣象局的氣象專家以視頻方式出席第25

屆粵港澳氣象業務合作會議。各方在會上就

粵港澳大灣區氣象發展、數值預報模式應用、

氣象數據交換等議題交換意見； 

第25屆粵港澳氣象業務合作會議 

• 天文台聯同土木工程拓展署、建築署、以及

香港建築師學會合作舉辦的「大埔滘潮汐站

建築設計比賽」於 2021 年 3 月舉行頒獎儀

式；以及 

天文台台長(前排右七)及其他協辦單位代表與得獎者合照 

• 天文台和長者安居協會於2020年12月舉行

聯合記者會，提醒市民為本港將顯著降溫作

好準備及關顧長者。 

天文台和長者安居協會舉行聯合記者會提醒市民本港氣

溫會顯著下降 

公眾教育 

2020-21 年度，天文台繼續透過公眾教育提

升公眾對災害天氣、氣候變化影響和天文台各類

服務的認識。 

為方便學生在疫情中學習，天文台在香港教

育城的網上「教學資源庫」(科學教育) 提供 100

份問答工作紙，涵蓋不同的主題，包括天氣、熱

帶氣旋、地球科學、氣候、航空、海洋及天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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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教育城的網上「教學資源庫」提供涵蓋不同科學主

題的問答工作紙 

天文台舉辦「2016-2020 十大矚目天氣及

氣候事件選舉」網上投票活動，希望喚起市民對

香港及全球重大天氣和氣候事件的關注，從而加

深市民對氣候變化及其對人類生活影響的認識。 

 
「2016-2020 十大矚目天氣及氣候事件選舉」投票活動 

天文台於 6 月 21 日聯同香港太空館、可觀

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及保良局顏寶鈴書院在

網上直播日偏食，透過天文台 Facebook 專頁及

YouTube 頻道接觸到的人數超過 90 萬。 

 
透過天文台 Facebook 專頁及 YouTube 頻道直播 6 月

21 日的日偏食 

在天文台網站推出全景虛擬漫遊，讓公眾更

了解天文台各項設施的功能，包括激光雷達系統、

天文台的天氣預測總部、輻射監測及評價中心、

錄影室、歷史室、1883 大樓、地震儀地窖、氣

象觀測坪等。 

虛擬參觀輻射監測及評價中心  

因應疫情發展，天文台開放日於 2021 年 3

月首次以網上形式舉行，推出「香港天文台開放

日 2021」網頁，讓市民以虛擬方式暢遊天文台

總部，藉此了解天文台的工作及服務；並在網頁

及天文台 Facebook 專頁直播以氣候變化及極

端天氣為主題的沙畫表演及其他活動。 

「香港天文台開放日 2021」網頁 

鑑於網上學習的普及，天文台推出「天氣觀

測網上短片課程」，講解基本天氣觀測方法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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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如辨別雲的種類、了解各種氣象觀測儀器，

以及使用「我的天文台」手機應用程式分析雨勢

和取得定點降雨及閃電預報資料等。 

「天氣觀測網上短片課程」講解天氣觀測方法和技巧 

天文台繼續以協作伙伴的身分參與 COPE

國際合作計劃，與香港賽馬會災難防護應變教研

中心、聯合國減少災害風險辦公室和世界氣象組

織，共同製作一系列關於熱帶氣旋和風暴潮的書

籍，以提高兒童對災難的應對能力。 

 
關於熱帶氣旋和風暴潮的 COPE 兒童防災教學繪本 

天文台繼續設立更多微氣候監測站，以便就

都市天氣監測進行先導研究。天文台亦透過「科

學為民」服務巡禮和「社區天氣資訊網絡」，舉

辦多項供青年人和學生參與的教育及外展活動，

包括有關建立社區氣象站的工作坊，以及多場科

學和公開講座。 

輻射監測及評估 

天文台負責監測香港的環境輻射水平，並採

集空氣、泥土、水及食物等樣本進行輻射測量。

在發生核事故時，天文台會通知政府相關各局及

部門，評估事故對香港可能造成的影響，並建議

防護措施。此外，天文台亦為參與執行香港核事

故緊急應變計劃的其他政府部門人員，安排輻射

監測訓練和練習。工作範圍包括： 

• 操作輻射監測網絡、空中輻射監察系統、2 

部輻射巡測車、輻射實驗室及應急輻射數據

管理系統； 

• 留意核事故後果評估方法的最新發展；以及 

• 規劃及參與有關核事故的應急練習和演習。 

2020-21 年度，所有輻射監測及評估工作

均妥善執行，天文台亦確保所有設備隨時可供使

用。天文台並繼續進行輻射監測及評估的練習、

演習及培訓，及完成更新輻射監測及評估設備

(尤其是輻射監測網絡的高壓電離室及平洲的自

動伽馬譜法系統)的工作。 

天文台為香港天文台輻射監測及評價中心

進行翻新，並安裝影像牆演示系統；舉辦網上公

眾和學校講座等外展活動，以加強公眾教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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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展開在學校推廣環境輻射測量的先導計劃。天

文台舉辦了首場「伽馬線報」工作坊，以增強學

生對輻射的理解，及收集社區層面的電離輻射和

氣象數據。 

學生們在導師指導下組裝「伽馬線報」套件 

時間標準、地球物理及氣候服務 

天文台負責維持香港的時間標準，為公眾提

供報時訊號，以及向國際度量衡局提供資料，以

參與訂定世界時間標準。天文台並提供地球物理、

海洋、天文及氣候資料，以滿足進行規劃、工程

設計及環境影響評估的需要。天文台監察地震及

海平面，並向公眾發布有關的資訊，包括操作海

嘯警報系統。天文台亦留意與全球氣候變化等國

際議題有關的研究及發展情況，並就該等議題可

能產生的影響，向市民和政府各局／部門提供意

見。 

2020-21 年度各項工作包括︰ 

• 就應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包括極端天氣事

件)所需的減緩、適應及應變措施，為政府相

關各局／部門進行的研究提供科學支援； 

• 加強氣候推算工作，以支援政府相關各局／

部門制訂政策和規劃行動；  

• 舉辦有關氣候變化的網上學校講座、製作教

育短片和在天文台網站發布有關全球氣候

變化的文章及最新國際研究結果，以增進市

民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的認識及關注； 

• 推出「氣候變化的影響」網頁，列舉各類氣

候變化的影響；  

「 氣 候 變 化 的 影 響 」 網 頁  

• 透過增設傳感器和支援設備，加強潮汐站的

應對能力；以及 

• 更換 1 個用於本地授時服務的老化銫原子

鐘。 

公眾意見調查 

2020年天文台進行的公眾意見調查結果顯

示，市民認為天文台發出的天氣預測平均有 

78% 是準確的。至於天文台整體服務水平，市

民給予的分數平均為 7.6（10分為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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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台獲取的獎項 

天文台在 2020-21 年度榮獲以下獎項： 

• 天文台重視員工的培訓及發展，並再次成功

通過僱員再培訓局的評審，連續第 5 年獲嘉

許為「人才企業」； 

 
連續第 5 年獲嘉許為「人才企業」 

• 在 2020 亞洲智能應用程式大奬中， 「我的

天文台」流動應用程式於「公共事務及社會

企業獎」中獲頒優異證書。比賽旨在表揚在

創新方面有卓越成就的智能應用程式，及為

亞洲區內智能應用程式開發人員提供一個

交流平台，進一步鼓勵智能應用程式的發

展； 

 

「我的天文台」在 2020 亞洲智能應用程式大獎中獲頒

優異證書 

• 天文台的流動應用程式「我的天文台」在

2020 年世界氣象組織首次國際天氣應用程

式比賽中，於「公眾天氣預報和資訊──資訊

內容」類別中獲勝，並在「專業應用程式獎

──天氣預警」類別中獲得榮譽嘉許獎； 

 

「我的天文台」在世界氣象組織國際天氣應用程式大賽

2020 獲取獎項 

• 天文台員工獲頒發 2020 年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嘉許狀，以表揚多年來的傑出工作表現。

嘉許狀計劃旨在表揚工作表現持續優秀的

公務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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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台員工獲頒發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 

• 天文台在「香港環境卓越大奬」的公共服務

界別中第 8 度獲得優異獎，對天文台的環境

管理工作給予肯定。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展望 

天文台將會於2021-22年度繼續在以下的項

目上加強服務： 

氣象服務 

• 繼續提供天氣預報服務、分區天氣服務和延

伸天氣展望服務； 

• 在天文台網站以8個少數族裔語言提供基本

天氣資訊； 

• 開發和提供高影響天氣事件臨近預報和預

報的新服務，供市民和特殊用戶應用； 

• 繼續就高影響天氣事件和天氣資訊、預報和

警告，加強公眾溝通和教育、外展工作和社

交媒體服務，以加深市民對天災和氣候變化

影響的認識，並提醒市民加以防備； 

• 繼續與航空公司合作，改良和推廣「我的航

班天氣」電子飛行包天氣流動應用程式，以

電子方式為機組人員提供飛行期間的最新

氣象資訊； 

• 展開更換大帽山風暴探測天氣雷達和購買

高性能電腦的項目，以支援天氣預報工作； 

• 繼續為支援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項目

設置相關航空氣象設施，並開發新增和優化

的航空氣象服務，以支援香港國際機場的新

機場中央控制中心； 

• 繼續實施都市天氣監測和預報(包括設立微

氣候監測站)，並繼續開發天氣預報產品，以

配合《智慧城市藍圖》的措施； 

• 繼續加強海洋氣象觀測及為航海界提供天

氣資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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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加強流動天氣應用程式「我的天文台」

的內容； 

• 試行透過由市民提供的資料，加強對惡劣天

氣和特別天氣現象(例如冰雹)的觀測；  

• 繼續加強自動氣象站網絡，以提供更多天氣

資訊； 

• 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天氣網站的內容，增加自

動天氣預報； 

• 加強香港天文台的高空氣象觀測工作，以期

加入世界氣象組織的全球基準觀測網絡； 

以及 

• 加強香港天文台資訊科技服務的品質管理， 

以期取得ISO 20000認證。 

輻射監測及評估 

• 落實香港與廣東省就輻射監測及評估所協

定的安排； 

• 聯同政府相關各局及部門和廣東省有關當

局進行緊急應變的演習和練習； 

• 安排輻射監測及評估的培訓； 

• 推展加強輻射監測及評估設備的工作；以及 

• 推行學校社區教育計劃，進一步加強公眾對

輻射的認識。 

時間標準、地球物理及氣候服務 

• 進行和支援區內監測及評估地震、海嘯風險

和海平面的工作； 

• 提升地震監測和海嘯警告的能力； 

• 加強潮汐站應對未來極端海平面情況的能

力； 

• 監察和研究氣候變化的課題，向政府相關各

局/部門提供氣候變化及其影響的最新資訊

和評估結果，以支援研究工作； 

• 邀請不同界別的持份者參與推廣有效運用

氣候數據的活動，並提供更佳數據以支援各

界別和政府各局/部門的最新需要；以及 

• 舉辦外展活動，讓公眾更加了解應對氣候變

化的影響所需的減緩、適應及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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