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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秤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情資研判組建議事項表 

                                  編號：情資研判 006 號 

項  
目 

內  容 

研判

時間 
民國 101 年 8 月 23 日 09 時 00 分 

天氣

狀況

概述 

 
根據最新資料顯示，第１４號颱風過去３小時中心近似滯留，目前在臺東東方

海面，暴風圈已進入臺灣東部近海，預計此颱風將向西移動，對臺灣東北部、

東部、東南部、中部及南部陸地構成威脅。 

未來

災害

分析

研判

結果 

氣象警戒資訊： 
目前颱風移速仍然偏慢，對臺灣影響時間加長。各國預測之登陸點仍存在

相當不確定性。 
 

 
 
颱風警戒區域及事項： 
 
陸上：宜蘭、花蓮、臺東、綠島、蘭嶼、南投、高雄、屏東地區應嚴加戒備

並防強風豪雨。 
海上：臺灣東北部海面、臺灣東南部海面、巴士海峽及臺灣海峽南部航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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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船隻應嚴加戒備。 
＊豪雨特報：受第１４號颱風影響，今（２３）日臺灣北部、東北部、東部

及東南部地區有局部性大雨或豪雨，尤其東北部山區及東部山區有局部性

大豪雨發生的機率，中南部地區亦有局部性大雨。請注意防範坍方、落石、

土石流及山洪爆發，低窪地區請慎防淹水。 
大豪雨地區：宜蘭縣、花蓮縣。 

＊恆春半島、臺灣東南部、臺灣東部及臺灣東北部沿岸已有長浪出現，請避

免前往海邊活動。 
＊台灣沿海地區將有較強陣風，請注意。 
 

 
 
坡地災害警戒資訊： 

 颱風接近階段(8/24)以前降雨集中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下圖

易致災坡地鄉鎮之坡地聚落及易成孤島地區應提早做好相關因應措

施，另外，宜蘭縣大同鄉、花蓮縣秀林鄉、台東縣大武鄉、太麻里

鄉，建議應提早做好預防性疏散避難準備。 

 颱風登陸階段 (8/24 下半天)以後，主要強降雨集中在中南部山

區，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下圖中

坡地災害重點區域，嚴防坡地災害發生，做好應變措施。可能受颱

風滯留影響，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之易致災坡地鄉鎮之坡地聚

落，仍須持續注意降雨造成之坡地災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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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鄉鎮列表： 
颱風接近階段(8/24 以前) 

    
颱風登陸階段(8/24 下半天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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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災害警戒資訊： 
主要降雨區域分布於宜蘭、花蓮、台東、嘉義、台南、高雄及屏東等縣市，

請上述縣市針對沿海及低窪地區之防洪預作準備，並隨時注意雨勢變化，嚴

防災害之發生。 
 

 
 
颱風接近階段(8/24 中午)以前宜蘭、花蓮、台東等縣市低窪地區應加強淹水

警戒，需注意之鄉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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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登陸階段(8/24 下半天以後)宜蘭、花蓮、台東、嘉義、台南、高雄及屏

東等縣市低窪地區應加強淹水警戒，需注意之鄉鎮如下： 

 
 

 
要

求、

建議

部會

及地

方政

府執

行事

項 
 

1.□無 

2.■有，建議採行作為如下： 
 天秤颱風過去呈現原地打轉暴風圈影響台灣時間將延後，根據目前預報資

訊顯示颱風未來將先以偏西方向通過台灣陸地，待中心進入台灣海峽南部

後有轉向東之趨勢，颱風對台灣之威脅將延長，颱風登陸前主要降雨分佈

於東部，颱風登陸後中南部地區降雨將逐漸增強，請上述地區須嚴加注意

颱風動態儘早進行防災規劃與準備。 
 預計天秤颱風滯留影響台灣時間可能延長，針對莫拉克特定區域、道路可

能中斷與易成孤島地區的居民，可針對弱勢民眾進行預防性撤離，如採就

地避難地區，應準備足夠的糧食與飲水，以因應長時間颱風衝擊影響。 
 先前蘇拉颱風豪雨造成宜蘭、花蓮等縣市多處淹水與土石流、崩塌導致道

路中斷等災情，應加強防護措施與排水路之通暢，避免二次災害之發生。 
 受天秤颱風影響，目前東半部（宜蘭、花蓮、台東）及恆春半島海面風浪

已逐漸加大且沿岸已有長浪出現，建議加強海岸警戒區劃設，限制民眾從

事海域活動，以免意外發生。 
 今日(8/23)起台灣東部及西南部地區(宜蘭、花蓮、台東、雲林、嘉義、台

南、高雄及屏東等縣市)隨颱風接近，雨勢將逐漸增強，請上述縣市針對

沿海及低窪地區之防洪預作準備，並隨時注意雨勢變化，嚴防災害之發生。 
 8/24 颱風登陸，降雨集中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下列易致災坡地鄉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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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聚落及易成孤島地區應提早做好相關因應措施。8/24 傍晚以後，宜蘭

縣、花蓮縣、台東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台南市、高雄市、屏東

縣之易致災坡地鄉鎮之坡地聚落及易成孤島地區應提早做好相關因應措

施。 
 天秤颱風暴風圈內風強雨大，直接受暴風圈影響之區域(登陸點)容易造成

農漁牧養殖業受損、電線桿倒塌、建物毀損及招牌鷹架掉落，請各可能受

影響之地方政府（尤其宜蘭、花蓮、台東）協助民眾做好防災之準備。 
 颱風影響期間建議加強勸導民眾避免登山活動，並確實管制遊客與上山人

數，防止因道路交通阻斷造成不便或意外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