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氣象資料應用分享
2020年「健康氣象e起來」團隊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2023/4/28



1.健康小叮嚀
關心家人與親友

3.今日全臺預警

5.就近急救醫院資訊

2.即時健康氣象預警及推播
溫差提醒、熱傷害、冷傷害

4.疾病衛教資訊

以注意、警戒、危險到高危險
共4個黃橙紅紫等級與訊息，
提醒民眾進行超前部署及防護。

獲得所有被關心的家人所在地
之預警訊息，並分享提醒家人
相關健康防護資訊。

提供需要前往其它縣市的民眾，
可預先查詢目的地的健康預警
狀況並做好準備，以降低傷害
發生。

點按SOS鈕立即播打電話向
就近醫院尋求急救。並提供
抵達醫院前的相關急救方法。

以易懂、擬人的插圖，
提供多元的衛教資訊。

中央氣象局樂活氣象AP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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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再更貼近生活一點



5
2020.2既有健康提醒盤點—高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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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既有健康提醒盤點—低溫特報



近年來全世界極端天氣現象發生的愈益頻繁，臺灣各地高溫也屢破紀錄，面對全球暖化的衝擊，
為了降低國人因受天候影響造成健康傷害，國民健康署、中央氣象局、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共同
組隊參加2020年總統盃黑客松，透過三方跨域合作，開發本土化首創健康與氣象整合平臺，

以氣象因子結合健康風險指數，透過資料分析訂定風險閾值，
建立氣象的風險預警，提供全民最好的健康保護指引。

健康氣象e起來—緣起



實證研究結果不同年齡層所帶來之
健康衝擊

氣候變遷造成
極端氣候

因極端氣候
健康風險逐年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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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為何很重要？
健康氣象團隊在2020年夏季是這樣述說



經歷了72年
台灣最暖的冬天

今年6月創下124
年最高溫及最高平
均氣溫

過去10年

中暑急診
增加3.5倍

台北今年6月最高溫≧36℃
日數20天，創下最高溫38.9
最高平均氣溫30.5

都會區的暖化，甚至達到
全球平均增溫的2倍

2020.7 複審會議

7/24台北39.7度
熱到刷新5紀錄

打破台北站124年設站以來的高溫紀錄

台北站7月份38度以上天數達8天

台北站7月份連續38度以上天數達4天

台北站今年1-7月38度天數達12天

創歷史上連續36度天數紀錄，連續17天
2020.8 決審會議



願 景

防患於未然
降低國人因天候影響造成的健康傷害

“Leaving no one beh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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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的數據資料
長期的統計支持論述



高溫帶來健康衝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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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季(2020年5-6月)創同期氣溫新高紀錄
13個平地代表站平均溫度達28.2。，較氣候平均值高出攝氏1.6度

彭佳嶼 26.25。

(1954 26.05。)

基隆 27.8。

(2016 27.25。)

宜蘭 27.4。

(2018 27.4。)

臺北 28.7。

(2018 28.35。)

花蓮 27.7。

(2016 27.4。)

蘭嶼 26.2。

(1952 26.05。)

嘉義 28.8。

(2015 28.7。)

鞍部 22.45。

(2015 22.05。)

新竹 28.15。

(2016 28。)

東吉島 28.3。

(2015 27.95。)

竹子胡 23.75。

(2015 23.65。)

梧棲 28.1。

(2016 27.95。)

臺南29.1。

(2015 29.05。)

高雄29.45。

(2015 29.45。)

板橋 28.3。

(2018 28.05。)

金門 26.45。

(2018 26.4。)

馬祖 24.75。

(2018 24.6。)

17個測站梅雨季均溫創(平)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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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站日最高溫>=36℃連續日數
2017年 16天 8/5~8/20
2020年 16天 6/15~6/30
(破6月紀錄: 2016年 7天 6/19~6/25)
2012年 9天 7/8~7/16

台北站6月日最高溫>=36℃日數
2020年為20天，
打破2016年14天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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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氣象團隊的提案架構
頻創高溫紀錄後，選定從熱傷害警示開始
建置以科學實證為基礎之熱預警系統



健康風險
分級警示

歷史氣象資料
就診、病歷紀錄

大數據分析

使用情境
警示閾值

即時天氣監測
天氣預報

達到警示門檻

即時情資收集分析

優先採取行動：
衛生，地方政府，
社會服務及其他。

媒體、推播

一般大眾、脆弱族群
是

加值業者
18



19
2020.5 內部資料盤點—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 (就診、病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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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內部資料盤點—氣候資料服務系統(歷史氣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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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內部資料盤點—氣象觀測資料、鄉鎮天氣預報(即時天氣監測、天氣預報)



想法很美好，適合的方法與資料在哪裡？
採用新的統計方法來有效發現風險閾值

每一次使用健保資料，需經過嚴謹的申請流程

提案之際，所需參數不存在氣象局的觀測、預報資料中



台灣民眾熱傷害實證分析所使用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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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種類 內容 (2000-2017年) 資料來源

氣象因子

a.溫度

b.相對濕度

c.風速

d.太陽輻射

中央氣象局海拔高度500公尺以下
局屬測站

環境空污 PM2.5
環境保護署各地區一般測站以及部
分在人口密集地區之工業測站

健康資料

a.全民健保承保檔、處方及治療明細檔_門急診&西醫住院

b.死因統計檔

(選擇國際疾病碼熱相關疾病(ICD9: 992 for 2000–2015
data, & ICD10: T67.0XXA–T67.9XXA for 2016–2017))

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
健保資料庫

• 比較三種熱指數：溫度、體感溫度、綜合溫度熱指數 (wet-bulb globe temperature, WBGT)
• 分析全台熱傷害相關急診、就診及住院資料與三種熱指數之關係，並分析不同性別及年齡分層之影響
• 亦分析北、中、南、東四區的熱傷害就醫與三種熱指數之關係



申請流程與所需準備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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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資料運用上的困難

• 資料取得方面：使用健保資料庫就醫資料牽涉到個人隱私資料，需要申請倫理委員會
的核可，行政過程較複雜；且必須排隊申請在特定資料中心分析。

• 地理解析度選擇：因為隱私考量，資料分析的地理解析度無法太細，否則當日熱傷害
數目小於3或5人的分析結果無法攜出資料中心。

• 時間解析度不同：氣象與就醫資料的時間解析度不同，氣象為小時資料，就醫為每日
資料，因此無法分析熱傷害案例確實發生時間。

• 熱傷害族群分析：健保資料庫只有性別、年齡之分類，沒有詳細職業分類，因此無法
分析何種職業人員易受熱傷害；其實原始資料有更細的職業分類，因此希望未來健保
署可以同意釋放出相關職業分類欄位。

• 資料庫串連方面：原本希望健保資料庫可以串連其它政府資料庫，進行更細緻分析，
但一些政府資料庫並沒有開放，而且有些資料庫不含身分證字號，無法進行串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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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新改良之統計方法找出台灣熱預警之合適閾限值

分析熱指數在超出閾限值時，每上升一度，就醫、急診及死亡人數的增加比率
比較三種熱指數：溫度、體感溫度、綜合溫度熱指數 (wet-bulb globe temperature, WBGT)

其中WBGT 與熱相關死亡率、就診率及急診率的上升趨勢最一致，是最合適之熱指標
[Cheng et al., 170, 282-292, 2019,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ung et al., 2021, 18, 9506, IJERPH] 

總死亡、熱相關就診及急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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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溫度熱指數(Web Bulb Globe Temperature, WBGT)

兩米氣溫、氣壓、相對溼度、十米風速、全天空日射量

無直接觀測

自然濕球溫度 黑球溫度 乾球溫度

𝑇𝑤 = 𝑇𝑎 −
𝑘𝑥∆𝐻𝑀𝐻2𝑂

ℎ

𝑒𝑤−𝑒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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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 從零開始預報WBGT、進行模式校驗
量測全天空日射量的測站數也從 20+ 快速增加



2020年5~11月發布熱傷害警示日數、等級回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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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出4個分級之熱傷害WBGT閾值

分級標準 預警程度

WBGT小時最高值達32
注意
(cautious)

WBGT小時最高值達34 或
連續三天WBGT小時最高值達32

警戒
(alert)

WBGT小時最高值達36 或
連續三天WBGT小時最高值達34

危險
(dangerous) 

WBGT小時最高值達38 或
連續三天WBGT小時最高值達36

高危險
(high dangerous)

30



31

給一般民眾及各易感族群的分級健康提醒訊息



健康氣象服務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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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8
熱傷害服務
公開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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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Android

樂活氣象
35



36

111年初、秋推出
冷傷害、溫差提醒



分區主動提醒
醫療院所
播放系統

家電IoT

社福團體

校園活動

零售業者

服飾業者

遊樂園

個人注意事項

運動健身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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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I查詢
如：台北市明天
12點熱傷害指數

引用資料 提供主動之風險提示

縣市政府
相關平台

健康氣象OpenData供應中

依警示播出衛教訊息

提示健康關心訊息

依警示風險開啟冷、暖氣

依冷、熱傷害風險
關懷街頭遊民

依風險調整戶外活動

物流如冷飲、冰品下單，
優惠活動推出
提供穿搭建議，調整展示產品

啟動水霧降溫、廣播推薦活動

提醒出門裝備或建議活動量
調整

冷熱風險結合健康資料，
指示個人注意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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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開放資料平臺

預報：對未來的預測資料

觀測：現在或接近現在的資料

地震海嘯：地震後發布

氣候：較長期累積的觀測、統計

天氣警特報：有特殊天氣時發布

數值預報：電腦模式推算的預報

天文：與日月運行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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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data.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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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開放資料項目 提供資料格式與介接方式 資料編號

健康氣象-熱傷害指數及警示全台各鄉鎮五日逐三小時預報 JSON、XML、API M-A0085-001

健康氣象-冷傷害指數及警示全臺各鄉鎮五日預報 JSON、XML、API F-A0085-002

健康氣象-冷傷害指數及警示全臺各鄉鎮未來72小時逐3小時預報 JSON、XML、API F-A0085-003

健康氣象-溫差提醒指數及警示 JSON、XML、API 即將上架

天氣特報-各別天氣警特報之內容及所影響之區域 JSON、XML、API W-C0033-002

局屬氣象站-現在天氣觀測報告 JSON、XML、API O-A0003-001

一年觀測資料-局屬地面測站觀測資料 JSON、XML C-B0024-002

每月氣象-過去9年局屬地面測站每月氣象資料 ZIP C-B0026-002

鄉鎮天氣預報-單一鄉鎮市區預報資料-台灣未來2天天氣預報 JSON、XML、API F-D0047-089

鄉鎮天氣預報-單一鄉鎮市區預報資料-台灣未來1週天氣預報
JSON、XML、API、
LINKEDAPI

F-D0047-091



給生活好氣象
歡迎應用氣象資料、邀請氣象局組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