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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香港天文台的三个主要工作范畴是： 

(1) 提供天气预报并发出警告以满足公众对天气服务的需要；根据国际标准，为航空业人士

及航海界提供天气服务； 

(2) 负责监测本地环境辐射水平，并在核紧急事故发生时评估可能的后果和影响，以及向政

府建议应采取的应变措施；及 

(3) 负责提供香港的时间标准，并向公众及业界提供地球物理、海洋、天文及气候方面的资

料与咨询服务。 

天文台于 2024-25 财政年度的总支出为四亿四千二百万元，总收入为一亿五千万元。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天文台的员工编制共有 368 人。 

2024 年天气概况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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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是香港自 1884 年有记录以来最

暖 的 一 年 ， 全 年 平 均 气 温 为  24.8 度 ， 较

1991-2020 年正常值高 1.3 度；而全年平均

最低气温 22.8 度，以及秋季(9 月至 11 月)的

平均气温 26.5 度，亦是有记录以来最高。

2024 年酷热天气日数共有 52 天，是有记录

以来其中一个第三多，而热夜数目共有 50 天，

是有记录以来其中一个第四多。 

 

 2024 年有七个热带气旋影响香港，天文

台在 9 月 5 日超强台风摩羯及 11 月 13 

日台风桃芝吹袭本港期间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

信号。热带气旋银杏、桃芝及万宜在 11 月先

后影响本港，令天文台自 1946 年以来首次需

要在 11 月三度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本 港 2024 年 总 雨 量 为 2,309.7 毫 米 ， 较

1991-2020年正常值少约百分之5。受青藏高

原的南支西风槽相关的高空扰动影响，加上显

著的低层辐合及高层辐散，5 月 4 日香港出

现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多区录得超过100

毫米雨量，早上东部部分地区更有特大暴雨，

将军澳在一小时内录得145.5毫米雨量。此外， 

9 月 28 日香港天气不稳定，红磡对出海面曾

短暂出现水龙卷，是天文台自1959年接获水龙

卷报告以来首次在维多利亚港内发生。 

 

气象服务 

 

香港全年平均气温的长期时间序列 (1885-2024 年) 

202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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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台负责向巿民、特殊用户、航海界及

航空业人士提供天气预报及警告服务，以减轻

恶劣天气所造成的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以及

对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影响。 

天文台在 2024 年履行了以下服务承诺：

每小时发出天气报告最少 1 次； 100% 的报

告在每小时首 10 分钟内发送；以及天气预报

准确率（经客观方法验证）达到 91%。 

2024-25 年度，天文台加强了天气资讯

的内容，以满足巿民的需要，其中包括： 

• 加强发布极端天气的预警，包括： 

(1) 透过「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发出

「特别天气提示」，在可能会发出九号

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时，通知公众有关

天气变化； 

 

(2) 增强「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在

发出九号或十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时，发送更加生动显眼的通知； 

(3) 在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期间， 每

小时进行简报，为公众提供最新天气

资讯； 

(4) 在特大暴雨期间发出「特别天气提示」；

以及 

(5) 与土力工程处合作， 在大雨可能会

引发山泥倾泻时， 发出山泥倾泻特

别提示信息。 

• 丰富「我的天文台」的内容，包括 

(1) 为香港天文台聊天机械人增设语音功

能； 

(2) 新增大湾区各城市的天气资讯； 

(3) 新增太空天气资讯；以及 

(4) 为菜单换上新面貌并支援书签和搜寻

功能； 

• 丰富香港天文台网站和「我的天文台」内

「地球天气」页面的内容，新增更多天气预

报模式（包括人工智能模式）的天气预报

产品； 

可能会发出九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的「特别天气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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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水浸风险评估系统向政府用户提供水

浸风险信息，以加强应对极端天气（尤其

是大雨）的整体能力； 

• 协助劳工处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 

• 推出每月预报，以加强气候预报服务； 

• 完成大埔滘潮汐站重建工程，加强监测吐

露港的潮水高度；以及 

 

• 在香港天文台网站发布中国新研制卫星

「风云四 B 卫星」的影像，供公众浏览。 

此外，天文台购置固态天气雷达以加强支

援长程天气雷达的运作，并透过测量低空风和

降雨来监测暴雨和热带气旋，从而加强天文台

监测和预测高影响天气事件的工作。天文台作

为世界气象组织临近预报区域专业气象中心，

继续支援其他气象服务机构，包括提供恶劣天

气临近预报产品、分享临近预报软件或相关技

术发展，以及举办能力培训活动。 

年内，天文台扩展有关自动气象测量的品

质管理系统，把微气候监测站网络包括在内。

天文台亦在新的高性能电脑系统上运行数值天

气预报模式并提供预报产品，以支援天气预报

工作。 

天文台网站和流动天气应用程式「我的天

文台」的总浏览量在 2024 年达 1,690 亿页

次，个人电脑用户亦可利用天文台的个人版网

站自订网页内容，或透过视窗桌面程式「天气

精灵」软件工具获取最新天气资讯。此外，用

户 可 以 透 过 天 文 台 Facebook 专 页 、

Instagram、推特 (X)、微博及微信接收天气警

告及天气信息，而天文台 YouTube 频道年内的

累积观看次数约为 766 万。年内共有约 380 

万 人 次 使 用 「 打 电 话 问 天 气 」 服 务  (187 

8200)，而使用天文台互联网授时服务的总次

数约 1,520 亿次。 

天文台专业气象人员自行制作及主持在各

主要电视台播出的早晨和黄昏天气节目。天气

节目及「气象冷知识」教育环节继续透过电视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人工智能预报系统 

重建完成的大埔滘潮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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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YouTube、Facebook 和「我的天文台」流动

应用程式播放。 

年内天文台亦继续透过社交媒体加强与公

众的沟通和互动。截至 2024 年年底，天文台

在 Facebook 及 Instagram 两个平台分别吸引约 

36 万及 10 万人追踪。 

2024 年有 64 个政府决策局、部门及有

关机构登记使用天文台的政府天气资讯系统

(GOWISE)。天文台也为公用事业公司、公共交

通机构、工程承办商及资讯服务机构等提供有

偿天气服务，收费以回收成本为原则。 2024 

年共有 75 个专用客户，总收入约为 70 万元。 

天文台密切监测香港国际机场一带的天气，

并为航空界提供运作所需的天气资讯。为支援

香港国际机场的机场中央控制中心的运作，天

文台的航空气象顾问为该中心提供天气咨询服

务和重大天气元素概率预报。作为亚洲航空气

象中心备份中心的香港天文台，每季都会有一

个星期接手北京主中心的工作，向亚洲地区的

航空用户发出危险天气预报和警告。 

天文台在香港国际机场安装了两台新的长

程激光雷达系统、两个新的气象浮标和加装一 

个气流剖析仪，以进一步加强探测香港国际机

场的低空风切变并在有需要时发出警告，亦设

置了所需的航空气象设施，以便香港国际机场

三跑道系统全面启用。天文台亦进一步加强

「我的航班天气」电子飞行包天气流动应用程式，

以电子方式为机组人员提供飞行期间的气象资

讯，并向在香港国际机场营运的航空公司推广

其应用。 

 天文台为航运界及货柜码头提供风、天气、

海浪及涌浪预报，并推出全新的「香港海港气

象服务」网页，以便香港志愿天气观测船队及

其他航海人士取得海港气象服务的相关资讯。

天文台会继续透过在南中国海投放飘移和系泊

浮标并在更多商船和渔船上安装气象设备，加

强海洋气象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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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教育及对外合作 

公众教育 2024-25 年度，天文台继续透过公众教育提升公众对天灾、气候变化影响和天文台各

类服务的认识，其中重点工作包括： 

 

本地合作 2024-25年度，天文台在本地建立的合作项目包括： 

 

天文台推出共六集英文版「热带气旋网上短片课程」以推广

热带气旋的基础知识给更广泛的观众群。

天文台于 2024 年 11 至12 月及2025 年 3 月举行开

放日，介绍天文台多年来与内地和世界各地气象部门

合作以及应用崭新科技，向市民提供各项服务，并更

深入认识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的影响。

天文台参与「教育及职业博览2025」活动，向市民介

绍天文台各职系的工作、入职要求和发展机会。

天文台和长者安居协会分别于2024年

6 月及12 月举行联合记者会，提醒市

民为夏天酷热天气及冬季做好准备。

天文台参与由消防处主办的「新界防灾应急准备日

2024」，向市民推广辐射和核紧急应变的知识，以

及天文台的輻射巡测和收集环境样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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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合作 2024-25年度，天文台与区域伙伴建立的合作项目包括： 

  

天文台联同中国代表团出席「南中国海海啸预警和减灾系

统区域工作组」第12届会议，会上各成员国交流有关加

强海啸监测和预报能力的工作进度和未来计划，亦讨论

如何进一步增强海啸预警能力、建立社区防备和抗灾能

力，以减少海啸相关的风险。

天文台、广东省各技术单位及澳门地球物理气象

局参与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主持的粤港环境

伽马辐射测量比对。是次比对活动于香港进行，

各专家就辐射监测方法、数据品质、技术发展等

范畴进行交流，确保各单位测量结果的可靠性。

天文台就辐射扩散模型及事故后果评估为题举办培

训工作坊，邀请来自德国联邦辐射防护局和卡尔斯

鲁厄理工学院的专家授课，重点讨论若有核事故发

生时，如何应用扩散模型作后果评估，以及模拟放

射性核素在海中扩散的最新发展。香港政府相关部

门、内地和澳门的专业人员亦参加了是次工作坊。

中国气象局、广东省气象局、澳门地球物理气象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及海南省气象局和香港天文台

的气象专家出席在珠海举行的第 29 届粤港澳气象科

技研讨会暨第 37 届粤港澳气象业务合作会议。

在研讨会中，各方专家共发表了 31 篇报告，题目涵盖天气案例总结与分析、人工智能的

应用、高影响天气预报及探测技术等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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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 2024-25年度，天文台与国际伙伴建立的合作项目包括：

天文台台长陈柏纬博士于世界气象组织观测、基础设施与

信息系统委员会第三次届会上，当选为其中一位联合副主

席。该委员会是世界气象组织的两个技术委员会之一，协

助开发及实施全球协调的地球系统观测、资料和预测系统，

亦会就气象和水文业务的方法、程序、技术与作业模式的

国际标准，向执行理事会以及世界气象大会提出建议。

天文台同事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分出席《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与

环境及生态局在中国角合办边会活动，邀请了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及各地专家分享对气候科

学和气候行动的见解。

天文台在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下举办了题为「人

工智能应用于热带气旋分析和预报技术交流」

工作坊，分享有关人工智能在热带气旋分析和

预报方面的发展及应用，并讨论台风委员会区

域内对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的需求。

天文台成立了「一带一路」国家气象培训中心，以提升

「一带一路」地区的气象专业人员能力，促进未来气象

合作与发展。培训中心首项活动为「航空气象科学和服

务发展」的工作坊，来自超过 45 个国家的 90 多名参

与者以线上或实体方式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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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台透过「科学为民」服务巡礼、「天气

观测」公众课程、「社区天气资讯网络」，举办

多项供公众（尤其是青年和学生）参与的教

育及外展活动，包括工作坊、科学讲座、实

验、日营、问答比赛及天文台设施导赏团。

天文台亦举行公开讲座、接受访问、开办培

训课程及制作电视天气节目和有关恶劣天气

的教育资讯。  

辐射监测及评估 

天文台负责监测香港的环境辐射水平，

并采集空气、泥土、水及食物等样本进行辐

射测量。如发生核事故，天文台会通知政府

相关部门，评估事故对香港可能造成的影响，

并建议防护措施。此外，天文台亦为参与执

行香港核事故紧急应变计划的其他政府部门

人员，安排辐射监测、评估及防护的训练和

练习。工作范围包括： 

• 操作辐射监测网络、空中辐射监察系统、

两部辐射巡测车、辐射实验室及应急辐射

数据管理系统； 

• 留意核事故后果评估方法的最新发展；及 

• 规划和参与有关核事故的应急练习及演习。 

2024-25 年度，所有辐射监测及评估工

作均妥善执行。天文台确保所有设备随时可

供使用，并进行辐射监测、评估及防护的练

习、演习及培训。香港与广东省开展新一轮

的辐射测量比对。天文台更新应急辐射数据

管理系统，以加强资讯科技保安、数据展示

和用户通讯。因应日本福岛排放核污水，天

文台持续监测本港水域海水样本的辐射水平。

天文台亦举办公众和学校讲座等外展活动，

以加强公众教育，并继续推行名为「伽马线报」

的学校社区环境辐射测量计划，透过 STEM 活

动加深学生对辐射的认识。  

时间标准、地球物理及气候服务 

天文台负责维持香港的时间标准，为公

众提供报时信号，以及向国际度量衡局提供

资料，以参与订定世界时间标准。天文台亦

提供地球物理、海洋、天文、气候资料、气

候推算、季度及年度预报，以满足进行规划、

工程设计及环境影响评估的需要。 

天文台监测地震及海平面，并向公众发

布有关的资讯，还有操作海啸警报系统。天

文台在其总部设立的「南中国海区域海啸预警

中心备份中心（香港）」会定期在每年冬季的

一段时间接替北京的主中心运作，为南海周

边九个国家提供海啸预警信息服务。 

天文台亦留意与全球气候变化等国际议

题有关的研究及发展情况，并就该等议题可

能产生的影响，向巿民和政府各局／部门提

供意见。 

时间标准、地球物理及气候服务工作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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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包括： 

• 维 持 铯 原 子 钟 网 络 作 为 香 港 的 时 间 标

准，以及透过电台广播、自动答复电话

查询服务及互联网校对时钟服务提供报

时信号； 

• 操作地震、潮汐及海平面监测网络，并

分析数据资料；  

• 与海外中心实时交换地震数据，并透过

各种途径发放地震资讯； 

• 编制气候及其他有关数据； 

• 进行有关香港气候变化的研究，并促进

巿民对这方面的认识；以及 

• 提供厄尔尼诺、拉尼娜及其他较长期气

候现象对香港的影响的最新资讯。 

2024-2025 年度各项工作包括： 

• 就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包括极端天

气 事 件 ） 所 需 的 减 缓 、 适 应 及 应 变 措

施，为政府相关各局／部门进行的研究

提供科学支援； 

 

• 透过留意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和提

供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最新评估结果，

支援政府相关各局／部门制订政策和规

划行动；以及 

• 透过举办学校讲座、参与公众论坛、推

出网上问答游戏、制作教育短片，以及

在香港天文台网站发布有关全球气候变

化的文章及最新国际研究结果，增进巿

民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认识及关注。  

公众意见调查 

2024 年天文台进行的公众意见调查结

果显示，巿民认为天气预报准确的百分率为 

77%。至于天文台整体服务水平，巿民给予

的分数平均为 7.6（满分为十分）。 

广东省气象局、香港天文台和澳门地

球物理气象局联合编制了《2023 年

粤港澳大湾区气候监测公报》，涵盖

了 2023 年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的 气 候 状

况，以及重大的天气及气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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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天文台将于 2025-26 年度进一步增强以

下服务： 

气象服务 

• 继续提供天气预报服务、分区天气服务和

延伸天气展望服务，包括多灾种和基于影

响的预报； 

• 继续开发和加强重大天气事件临近预报和

预报服务，供巿民和特殊用户应用； 

• 继续研究如何更加善用科技（例如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支援天气预报工作和进一步

优化水浸风险评估系统，从而加强在极端

天气情况下应对灾害（例如水浸）的能力； 

• 优化香港天文台网站内的分区天气页面，

整合自动气象站、城市尺度气象站和自动

天气预报的资讯； 

• 继续研究利用小型无人机进行气象测量； 

• 更换两台日渐老化的长程激光雷达，以支

援为香港国际机场提供的低空风切变和湍

流警告服务； 

• 加强监测太空天气(包括电离层闪烁)的能

力，以配合低空经济发展； 

• 邀请持份者参与研究和制订计划，开发推

动低空经济发展所需的气象支援服务； 

• 继续加强流动天气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

和天文台网站的内容； 

• 继续透过在南中国海投放飘移和系泊浮标

并在更多商船和渔船上安装气象设备，加

强海洋气象观测； 

• 安排招标采购 3 台相控阵天气雷达系统，

在香港建立相控阵天气雷达网络，以加强

香港天文台在全港监测和预测高影响天气

的能力； 

• 继续开发区域临近预报产品，并支援临近

预报区域专业气象中心下的其他气象服务

机构； 

• 继续加强天文台网站内「地球天气」网页的

内容，提供更多预测模式的天气预报产品； 

• 继续在高性能电脑系统上运行数值天气预

报模式，以支援天气预报工作； 

• 为高性能电脑系统增购额外电脑运算能力；

以及 

• 继续运作虚拟「一带一路」国家气象培训中

心，并与其他国际组织合办培训课程。 

 

辐射监测及评估 

• 落实香港与广东省就辐射监测及评估所协

定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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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同其他政府部门及广东省有关当局进行

紧急应变的演习、练习和通讯测试； 

• 安排辐射监测及评估的培训； 

• 推展加强辐射监测及评估设备的工作；以

及 

• 进一步推广外展活动和「伽马线报」活动，

以加强有关辐射的公众教育。 

时间标准、地球物理及气候服务 

• 进行和支援区内监测及评估地震，海啸风

险和海平面的工作； 

• 提升地震监测和海啸警告的能力； 

• 利用在全港多处地方新设置的地震烈度计，

提高地震烈度分析能力； 

• 监察和研究气候变化的课题、加强气候推

算，以及向政府相关各局／部门提供气候

变化及其影响的最新资讯和评估结果，以

支援其研究工作； 

• 邀请不同界别的持份者参与推广有效运用

气候数据的活动，以支援各界别和政府各

局／部门的最新需要；以及 

• 举办外展活动，让公众加深了解应对气候

变化所需的措施。 

 

 

香港天文台刊物知识产权公告及免责声明： 

    

https://www.hko.gov.hk/sc/publica/iprightsnotice.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