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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預測「不太準」訊息發布擬改善

航空交通更繁忙 氣象監測裝置投資料3億以下

天文台長撐增建跑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羅敬文) 在香港

天文台工作25載的岑智明，今年4月榮
升新任台長。他透露，自己今年3月23
日獲通知出任台長的一刻，本應高興
萬分，但實際卻是百感交集，因為他
85歲的母親就在當晚離世。
47歲的岑智明，是香港天文台創立

以來最年輕的華人台長：自1986年加入
天文台當科學主任後，他與前台長李
本瀅合作負責輻射監測工作，曾到英
國受訓，至2007年出任天文台助理台
長。
岑智明表示，自小喜歡物理，大學

修讀物理時，曾修讀另一名前台長林
超英親自教授的氣象課程，畢業後投
身天文台，更成為終生職業。

勇對批評 專業決定
剛接棒不久岑智明已感受壓力，他

表示已有心理準備面對公眾批評，明
白無法令所有市民滿意天文台發出熱
帶氣旋警報的安排，並舉早前影響香
港的熱帶風暴「莎莉嘉」為例，指該
風暴因預測途徑及其風力較弱，天文
台原無意發出1號戒備信號，但考慮到
「莎莉嘉」已進入香港800公里範圍，故
發出信號，其中並不存任何商業經濟

考慮，並強調自己未來所作決定，絕不會受商
業經濟因素左右。
就前台長林超英的環保生活觀，岑智明也有

自己的一套環保生活，並較㠥重從節約做起。
他說，自己投身天文台後曾往美國進修，發現
美國人極其浪費，製作一件三文治要換上2套即
棄手套，並浪費半數的食物，令他深有感觸，
認為人生不應只追求消費，最重要的是「用得
其所」，故他只會在氣溫達34度才開冷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羅敬文) 耗資逾千億元

的機場第3條跑道計劃，最快今年底敲定興建與

否。新任香港天文台台長岑智明表示，隨㠥北

美、歐洲及亞洲的航空交通需求增加，料香港

未來航空交通將更頻繁，有需要加建跑道應付

需求，而當加建跑道的計劃「拍板」後，由於

擬議的跑道設於機場島以北，天文台要深入評

估選址出現風切變的機率，及須就加建跑道添

置更多氣象監測裝置，估計有關

投資不多於3億元。

岑智明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說，機管局已就加建跑
道徵詢天文台意見，而當有關方面敲定加建跑道計劃後，
天文台亦會相應增加機場氣象服務。

選址機場島北 風切變影響微
由於擬議跑道設於機場島以北，航班遇到的氣流狀況仍

是未知之數，但岑智明認為選址遠離大嶼山，料山勢造成
的內陸風切變影響相對較輕微。他稱，現有南跑道因毗鄰
大嶼山，易受內陸氣流造成的風切變影響，相反擬議的新
跑道較受海風及屯門青山氣流的影響，加上涉及填海工
程，海風造成的風切變較內陸氣流強。
多年來研究風切變的岑智明，過去曾參與啟德機場遷至

新機場的計劃，當年花逾3億元在新機場添置氣象監測設
施，年底倘敲定加建跑道計劃，亦要新增多項裝置。他
稱，目前跑道對出海面設有5個氣象浮標，每個價值數十
萬元；每條跑道設置逾千萬元的激光雷達裝置，監察風切
變，若加建跑道亦要增加相關設施。
天文台暫未評估新增裝置涉及的費用，但岑智明認為加

建跑道的規模較建新機場的計劃小，料金額不會多於3億
元，天文台並需要擴充目前在機場辦公室的人手。他又
稱，天文台雖未就選址詳細評估風切變風險，但相信加建
跑道計劃不會因風切變問題而推翻，因為「沒有問題是解
決不到」。
原來，新機場於2002年引進用以監測風切變的激光雷

達，原來是岑智明參與的研究成果。他憶述當年獲指派負
責就機場風切變監測進行研究，以提升預測的準確度，之
後有日本機場亦採用香港的技術監測風切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羅敬文) 香港天文台每天為市
民預報天氣狀況，準確度一直備受關注。新任天文台
台長岑智明坦承「不是太準」，在公眾心目中準繩度
僅70%至80%，與實際的90%出現頗大落差，反映天
文台有需要在訊息發布方面下工夫。他透露，正探討
透過網上平台提供未來3天的早、午、晚天氣預測，
並考慮加強颱風機率預報機制，以滿足有特定需要的
市民。

市民覺7成準 實則9成準
天文台的天氣預測有多準？新任天文台台長岑智明

坦言：「不是太準！」有調查發現，市民認為預報準

繩度僅70%至80%，遠較90%的實際準繩度為低。他
稱，出現如此落差，是市民對個別失準情況的印象較
深刻，反映天文台須繼續改進訊息發布，有市民亦投
訴以太陽、下雨及雲等圖案表示天氣預測，並不清
晰。
岑智明表示，現正探討將「未來3日天氣預測」細

緻化，提供早、午、晚天氣預報。他承認，單一化的
天氣預測圖案欠彈性，因為天氣早晚不同，可能早上
有雨、下午轉晴，單一圖案難以清晰表達，天文台正
探討以動畫顯示，又正考慮提升預報能力，由預測未
來7日天氣擴展至10日。
針對市民不滿天文台發出熱帶氣旋警報的安排，岑

智明承認部分資訊未能清晰表達，有時當天文台公布
翌日上午不會發出8號烈風信號時，有市民誤會翌日
下午會發出8號烈風信號。
他又指，天文台有向航空公司提供颱風機率數據，

天文台正探討在網上平台發布有關數據。
另外，香港天文台現正製作「我的天氣」手機應用

程式，市民可透過程式即時顯示全球120多個國家及
1,300多個城市的官方天氣資訊。岑智明表示，該程式
將於今年底推出，方便市民旅行或出差前，掌握當地
天氣資訊，市民便毋須依靠坊間商業機構的預測，因
為有關的預報良莠不齊，部分的預測就與天文台推算
相差攝氏4度。

■岑智明表示，香港天文台現正製作「我的天氣」手機程式，市民可透過程式，即時知悉全球120多個
國家及1,300多個城市的官方天氣資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我的天氣(My
Weather)」手機程式
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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